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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近十餘年來企業環境管理已成為國際間政府單位及企業組織甚為重視的議題，特別是如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等議題與國際貿易的關聯性更為密切。目前國際間各機構已紛紛發展各種量測和評估實施ISO 14001效益與成效之工具或

指標，藉以客觀評估企業實施ISO 14001的實際績效，此除可有助於企業自我檢視外，並可作為政府單位之環保施政之決

策參考。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探討我國通過ISO 14001驗證後的實際施行效益，並與國外文獻相互比較，分析彼此間之差異

與原因。針對國內已通過ISO 14001驗證之廠商進行問卷調查，並以統計軟體加以分析整理，及配合德懷術專家問卷對廠

商採用之持續改善工具，建立指標評比系統。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五項持續改善工具及企業實施ISO 14001之四個構面八大

項效益之調查，以瞭解企業持續改善和實施ISO 14001效益之現況，作為政府後續制定相關輔導政策之參考。 由本研究對

企業實施ISO 14001之四個構面八大項效益進行問卷調查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得知：首先針對管理構面而言，本研究

將管理方面分為管理體制與人力資源兩大效益，其管理體制與人力資源效益分別以『提升公司形象，建立企業永續發展之

基礎』(平均數5.95)和『全體員工的持續溝通與教育訓練，培養良好的領導推動團隊』為首要效益(平均數4.87)。經濟方面

則分為經濟和行銷服務兩大效益，其經濟與行銷服務效益以『在ISO 14001體制下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平均數5.19)和『收

集資訊達到對客戶良好的服務』為首要效益(平均數4.85)。生產方面則分為生產和技術開發兩大效益，生產與技術開發效益

以『重視使用、回收、再利用，節省物料消耗』(平均數5.37)和『能源需求量降低』為主要效益(平均數4.68)。環境方面則

分為環境和其他兩大效益，環境與其他效益以『降低環境之風險』(平均數5.52)和『執行ISO 14001後，整體污染情形有顯

著的改善』為首要效益(平均數5.43)。 結合各行業持續改善工具之表現與企業實施ISO 14001各項效益指標之得分進行線性

分析，各行業持續改善工具指標與實施ISO 14001各類效益之相關性，均不高(相關係數大多小於0.1)，顯示國內廠商對持續

改善工具之效益未能充分發揮。 關鍵字：ISO 14001，專家德懷術，持續改善，績效評比系統

關鍵詞 : ISO 14001 ; 專家德懷術 ; 持續改善 ; 績效評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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