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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在環境當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且與自然環境、市場、政府法規和環境利害關係人等都息息相關。當今，企業

面對如此高度的環境挑戰，必須重新思考經營策略及發展綠色創新作法，以及時回應市場的需求及脈動。主要目的在探討

企業面臨環保壓力時，在綠色創新技術投入下，如何進而影響企業競爭優勢。瞭解國內企業在重視環境保護之基本理念下

，是否能如預期的同時創造出企業競爭優勢。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製造業中對生產及製造過程中涉及高污染、高耗能的產

業為採樣，以環保主管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採用群集分析、因素分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假說

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第一，有82份樣本集中在互動策略，16份樣本集中在預應策略，5份樣本集中在因應策略；第二，

成立日期、員工人數、ISO14001及OHSAS18001對企業環保策略構面的影響不大；第三，資本額、員工人數、ISO14001

及OHSAS18001對綠色創新技術投入構面的影響不大；第四，企業環保策略的回應壓力與綠色創新技術的汙染控制技術及

污染預防技術呈顯著的正向相關；第五，綠色創新技術投入的污染控制及汙染預防與競爭優勢的成本優勢呈顯著的正向相

關；第六，企業環保策略的市場機會及回應壓力與競爭優勢的成本優勢呈顯著的正向相關。

關鍵詞 : 企業環保策略、綠色創新技術投入、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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