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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鍍加工業的經營者，在追求經營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如今也面臨重大的環保壓力，因為以往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增加

自己的生活收入，對於環境保育問題，也沒有太多概念，現今社會大眾生活水準提高，對於環境問題與自然生態保育都有

新的看法與概念，相對的，大眾對於傳統經營的家庭式電鍍工廠經營，其工廠的電鍍工業廢水的排放，對社區環境與土地

造成嚴重污染的問題，自然有不同的要求與期待，電鍍經營者在面對如此重大的環保壓力，經營者在多方的考量與評估後

，為求產業的永續經營，經營者有其特有的環境管理策略因應措施。 本研究希藉由與電鍍加工業經營者深度訪談，探究經

營者的思考框架，與環境管理策略的行動方式與決策，由經營者依其個人在經營過程中，對於環保壓力的認知與感受，與

因應環境管理策略的敘述，分析其經營者在面對環保壓力時，經營者的思考框架，伴隨的各種環境管理策略行動模式，從

訪談資料中，了解電鍍加工業經營者在工廠經營時，有關環境管理策略的運用，以及經營者如何藉由自己擁有的社會資源

聯絡，透過有效的經營管理方式，突破電鍍加工業在強大的環保壓力下，達成產業永續經營的目標。經營者有效的環境管

理策略模式，伴隨著不同的思考框架，透過本研究提出，電鍍加工業經營者，在面對環保壓力時，在經營者不同的思維模

式評估後，出現各式不同的環境管理策略。根據理性推理行動理論，探討出電鍍加工業經營者，透過不同的顯要信念，擬

定出各經營者的環境管理策略。了解這些思考框架對經營者的影響，將有助於探討台灣中小企業經營時，經營者的環境管

理策略模式，與決策評估方式，更進一步提供未來在對中小企業研究時，有效分析出經營者的環境管理策略與經營管理思

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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