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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自由貿易的趨勢，競爭的型態趨向多元化，多國籍企業在海外的活動也日益增加，多國藉企業常藉

由不同國家環保法規之差異，而將生產移至以較寬鬆環保法規作為吸引投資誘因之國家(Leonard，1988)。本研究欲以台灣

為主軸，探討多籍企業在台灣之環境管理、環保績效，及綠色環保壓力之相關性。 研究結果發現： (1)地主國外部環保壓

力與企業綠色管理活動之關係，結果未達顯著，即表示本研究無法證明地主國外部環保壓力對外籍企業綠色管理活動具有

正向之影響， (2)自發性內部環保壓力與企業綠色管理活動之結果顯示，組織管理者支持、員工自發性要求及股東自發性要

求對外籍企業綠色管理活動具有顯著且正向之影響 (3) 綠色管理活動與綠色績效表現關係之研究結果顯示，綠色管理活動

與綠色績效表現呈現顯著及正向之關係， 關鍵字：地主國外部環保壓力，自發性內部環保壓力，企業綠色管理活動，綠色

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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