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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參引企業GRI永續報告書指導綱領為主要架構編製成「各類產業企業環境永續報告書需求內容問卷」，針

對國內企業主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內容包含三個面向、135個指標，隨後並以「重要-績效分析法」，配合問卷調查結果

，以研析各指標之內容重要性且資訊公開容易程度；本研究對象為國內通過ISO 14001驗證企業，問卷發放共1000家，有

效問卷為97份，無效問卷4份，因企業遷址或倒閉等不明原因遭退件有55份，其有效回收率為10.3%。並且運用SPSS統計

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數等統計分析方法，是故將分析結果經討論後獲得結論，並依此提

出建議，期望能作為國內企業環境永續資訊揭露評估參據。 研究結果顯示，43.3%的企業主管對於企業環境永續報告書表

示「重視」，表示「了解」的40.2%，且高達70%的企業未發行 環境永續報告書，主要原因是「法令未規定」所佔比例最

高(36.8%)，其次為「成本過高」(10.3%)。受訪企業主管表示贊成「大部分公開」環境永續資訊（66%），但各類產業企業

資訊公開情況並不理想，依本研究調查顯示電機/電子的資訊公開情況稍佳，食品/紡織則為最差，顯示贊成及實際執行上

有極大的落差。 且依國內企業整體面向問卷來看，環境面向之內容重要性與資訊公開難易程度上，統計分析總平均為較高

，故環境面向內容重要且資訊公開較為容易。 再者，整體企業資訊揭露分數平均為72.25分，顯示國內企業資訊揭露整體

評估之尚稱良好。而虛無假設上，不同背景的變項，如「整體產業」、「是否設立環安單位」、「企業規模大小」、「發

行環境永續報告書與否」、「永續報告書發行」之重視程度，在資訊揭露評估問卷量表中得分上皆有顯著差異性。經過本

研究統計分析，已整理出各個不同背景變項所適用之企業資訊揭露評估指標系統，可供政府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者參據。

關鍵詞 : 企業環境永續報告書、ISO 14001、企業永續資訊揭露全球永續報告推動（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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