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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境問題和永續發展是21世紀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直接關係著人類文明的延續，並也是影響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

本元素。因此，保護地球成為綠色環境已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是全世界需正視的重要課題。隨著國際環保意識的高漲

以及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間的糾結，世界各地產業的經營與管理者，均已深切體認到未來產品市場的行銷與推廣，不能再

僅僅依靠傳統的價格與品質二個要素，而必須考量到其第三個訴求面向--產品環保化設計，而此訴求在未來將是廠商左右

產品市場版圖可遇見的關鍵因素。 由於全球環境保護的議題日益受到高度重視，企業在面對變動急遽的21世紀經營挑戰時

，綠色環境管理勢必將成為策略性經營的新思維，近年來日本提倡循環型社會經濟環保法則，以回收再生不斷循環的方式

作為產品設計，盡量達到零廢棄零污染的效益，在大力推動下世界各國紛紛響應，此舉衝擊台灣產業，令我們不容忽視與

此相關的環保議題。因此，現在的企業在經營與管理上不能漠視環境保護的存在，更應考量企業該如何延長生產者責任，

以適當的環保標準引導企業環保技術的創新，將能更有效的利用資源，降低成本，增加產品價值，期望在未來更加競爭的

環保趨勢中取得先機。 基於上述的考量，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企業之綠色管理策略與模式研究，並分析其對企業環保績效之

滿意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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