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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 
持續改善效益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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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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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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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及統計分析，並配合專家德懷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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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項持續改善工具及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 4 個構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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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政府後

續制定相關輔導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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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ISO)第 207 技術

委員會(ISO/TC 207)自 1996 年 9 月起開始陸續推出 ISO 14001 等標準後，已然形成

為企業環保規範，並成為處理國際間貿易及環保相關議題的重要里程碑。回顧過去

11 年，除了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標準之驗證，已在全球各地形成世界性風潮

外，以產品為導向的 ISO 14000 系列標準亦已陸續公告或發展，加之國際企業間有

關產品環保性之訴求亦已紛紛而至，產業界所面對的環境管理壓力將會日益增加，

對以國際貿易為導向之我國經濟體系影響極為重大，尤應密切注意 ISO 14000 系列

環境管理系列標準在國際潮流之發展狀況並加以因應配合。  

過去 10 餘年中，國際間已有許多的機構及組織正積極推行不同類型的管理系

統，已成為企業經營管理甚為重視的議題，在眾多的管理系統中 ISO 14000 系列及

EMAS 係與環境管理相關，藉由國際環境管理標準的推動，使得國際貿易與環保的

關聯性更加密切，目前並針對環境管理系統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已發展出各種評估效益的工具或指標，透過各種用以改善政策、目的及措

施的績效，可有助於企業自我檢視環境管理系統之成效。  

國際間常藉由國際公約及規範對於不遵守規範之國家，間接採取貿易制裁之手

段。我國於 2002 年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其意

義代表國內的經貿型態已正式邁入已開發國家，故我國之企業更須符合國際上之要

求。加入 WTO 對國內的產業具有相當大的衝擊，如：市場需求、客戶要求等衝擊，

故國內企業為開發新市場故紛紛實施 ISO 14001 EMS 之驗證。  

ISO 14001 在我國推動已有 11 年之久，目前國內已有超過 1,500 家企業獲得 ISO 

14001 的驗證 [1]，但由於 ISO 14001 之標準屬於自願性的標準，企業在獲得 ISO 14001

驗證之後，能否繼續達成持續改善之目標甚為關鍵，過去我國政府單位及學術機構

對此議題，少有較全面且深入量化的探討，故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方式，配合專家

德懷術，建構一評分系統以瞭解與分析國內企業實際實施 ISO 14001 持續改善之現

況，進而提出具體可行之推動建議，以供政府相關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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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限制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1)彙整與探討當前各主要國際議題對於國內通過 ISO 

14001 驗證廠商所造成的衝擊與業界的因應現況。(2)彙整比較國內各產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廠商之效益，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之差異並提供國內其他尚未推行 ISO 

14001 企業作為參考。(3)探討現階段國內各產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廠商，實施

ISO14001 持續改善工具之運用現況及對 ISO 14001：2004 改版之工作現況，藉以

瞭解廠商經 ISO 14001 驗證後實施之成效，以作為政府後續制定相關輔導政策之參

考。  

本研究之限制則包括：(1)本問卷之填答者設計為各公司之 ISO 14001 環境管理

代表，然而實際填答人員是否為為各公司之 ISO 14001 環境管理代表，並非本研究

所能掌控。(2)本問卷之問項可能與企業商業機密相關，因此可能導致填答者對於該

問項內容之填寫有所保留。(3)樣本數量有限，可能無法全面代表各類產業之現況。

(4)本問卷之企業填寫之實施 ISO 14001 效益部分，可能含括企業實際與預期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  

三、國內外企業環境管理系統之推動現況 

本節主要說明國內外企業推行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現況、動機及效益等

相關資訊。  

3.1 各國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現況  

ISO 14001 是 ISO 14000 環境管理系列標準中，針對組織 EMS 的驗證規範，與

組織環境管理能力的提升和企業界對外的貿易最為相關。依據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2005 年 4 月，全世界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廠商已經超過 88,000 家，各國通過 ISO 

14001 之家數如圖 1 所示。在 2005 年 4 月全世界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廠商中，日

本佔 22.56%(18,104 家)，歷年來都占世界的首位，其次依序分別是中國(8,865 家)、

西班牙(6,523 家)、英國(6,223 家)、義大利(5,304 家)、美國(4,671 家)、德國(4,440

家)、瑞典(3,716 家) 、韓國(2,610 家)、法國(2,607 家)、巴西(1,800 家)、加拿大(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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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台灣(1,463 家)等，而我國通過 ISO 14001 的廠商家數在當年為世界的第 12 位，

在亞洲第 4 位；若以國家面積來計算，我國通過 ISO 14001 的廠商家數之比例相當

高。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全球最大產業規模的美國，在 2004 年將近 4,000

家公司取得 ISO 14001 的驗證，而在 1998 年僅約有 200 家通過驗證。亦及，通過

驗證的家數在六年內成長將近 20 倍以上。此外，2004 年調查中國大陸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企業已超過 5,000 家，而 2003 年中國大陸僅有約 2,200 家通過驗證的

廠商家數，亦即中國大陸在這一年間通過驗證之企業家數成長了 1 倍，其增加的速

度，是全世界最快者之ㄧ [2]。  

 
 

 

圖 1 全球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家數  

 

3.2 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 

大多數的企業都希望藉由 EMS 提升其產業之競爭力，大企業因較注重環保形

象、法規符合性與利害相關者之訴求，建制環境管理系統之意願較高。國內外已有

越來越多研究報告針對其國內企業完成 ISO 14001 國際標準驗證之效益進行研究，

茲說明如下。  

1.馬來西亞  

Lee[3]指出，馬來西亞企業因實施 ISO 14001 EMS 所獲得之效益，分別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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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競爭優勢、操作效益和提升企業形象、降低成本、降低環境事故、提升無害

化產品的研究與開發等效益，其中以降低能源使用量和降低環境衝擊為 ISO 

14001 驗證後主要獲得之效益。在馬來西亞受訪的企業中，無論是個別效益或

總效益，發現以電子 /電機業獲益之比率最低；塑膠產品業、旅館 /飯店業獲益之

比率最高，且電子 /電機業和餐旅業及塑膠業產品業在實施 ISO 14001 EMS 後，

係藉由提升整體操作效率、減少能源的使用量、產品之回收再利用、提升產品 /

服務品質、減少瑕疵品量、降低包裝成本等效益而達到降低成本之目的。馬來

西亞企業實施 ISO 14001 EMS 驗證後，企業產品在市場的總銷售量提升 2%。有

66%的企業表示，實施 ISO 14001 EMS 降低 5~12%的成本；並有 80%企業實施

ISO 14001 EMS 後，藉由廢棄物減量而獲得節省成本之益處，在馬來西亞企業

中以食品業從廢棄物減量所獲得之效益最佳；塑膠產品業及電子電機業則以製

程改善或原料替換以節省成本；金屬業則以符合法律規章及減少罰款之數量以

節省費用。該報告指出，整體而言馬來西亞企業於實施 ISO 14001 EMS 後，在

企業形象、管理和經濟效益及新市場之開發成果都有提升的趨勢。  

2.澳洲   

Zutsh[4]經由調查澳洲企業實施 ISO 14001 EMS 後，主要效益為「降低安全、

健康及環境之風險」、「守規性」和「減少罰款和法律相關費用」，其次是「顧

客和公眾保持有好的關係」和「建立清潔生產 /環境效益製程為目標」。同時澳

洲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預期效益以「提升守規性」績效為首要效益，「減少

罰款和法律相關費用」和「降低企業風險」2 個預期效益較實際達到的效益低。

預期 /實際效益均以「降低企業環境風險」和「守規性」為主要效益；而「降低

保險費」和「減少國際貿易障礙」亦為較明顯之益處，因企業實施環境保護技

術及符合法規可提升保險業者對企業的觀感。  

3.中國  

中國經過近 10 餘年來的快速改革，目前已成為世界前 10 大經濟國家，但

同時在經濟發展迅速也付出巨大的環境成本，Zeng[5]表示中國企業在 2001 年 8

月前已有 836 家獲得 ISO 14001 之驗證，其中以電子通訊設備業為主約，其次

是機械製造業，大部分驗證的企業都處於較發展的東部地區，僅有少數位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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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由於中國的司法制度尚未成熟，且政府為強制實施環境保護政策及中國當

地民眾的環保意識較低，因此，提升中國的環境管理的觀念較為困難。  

Zeng 表示中國企業驗證 ISO 14001 之效益為下述 5 方面：「內部營運」類

別中以「環境管理標準化」為主要的營運效益，其次「提升環境意識」，大部

分的勞動者的教育程度低而導致環境員工環境意識偏低。「企業管理」類別中

以「節省資源和減少廢棄物」為首要效益，因中國為工業化較低的國家，故能

量密度高之企業與耗能設備劇增，其次是「獲得社會認可」，因企業實施 EMS

直接受益的是生產場所附近當地民眾；僅有少數的企業表示有「提升收益」之

益處。「產品銷售因素」類別中以「提升企業形象」和「提升顧客的信賴」為

主要效益。「供應商關係」類別中，大部分企業以「提升承包商的環境意識」

為主要效益，其次「加強對供應商的控管」，因中國當地企業較缺乏環境議題

之意識，且在驗證 ISO 14001 的企業中以合資企業佔較大之比例，因承包商是

供應鏈中重要的一部分，故「提升承包商的環境意識」為中國當地企業驗證 ISO 

14001 之主要效益。「清潔生產」類別中，大部分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企業表

示其在清潔生產這方面有「顯著的改善」。整體而言，中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主要效益包括：環境管理程序之標準化、節省資源和降低廢棄物、提升企業銷

售形象、提升供應商的環境意識等。  

4.德國  

根據 Morrow[6]訪談德國 5 家能源氣體供應業實施環境管理系統所獲得效益

之調查發現，企業實施 ISO 14001 後，其守規性之改善為德國能源氣體供應業

實施 ISO 14001 之主要效益，其次是員工意識和效率之提升。  

5.美國  

Babakri[7]針對美國在 1998~2000 年間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企業進行調查

發現，美國小型企業所提升之回收再利用績效比較大型之企業還高，故小型企

業獲得的驗證益處較大型企業大，且早期通過驗證企業的回收再利用績效比較

晚通過驗證企業更佳。又發現，受調查的企業在實施 ISO 14001 後，提升 6.5%

的產品回收再利用率、提升 9.5%包裝材料的再利用率、提升 10.6%的廢棄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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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再利用率、提升 16.7%的原料回收再利用率、提升 18.9%的包裝和容器回收

率，及降低 18.6%的產品掩埋處理量，成效相當顯著。  

由以上之文獻整理可知，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所獲得效益之順序稍有

不同，茲將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的效益整理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一般

企業實施 ISO 14001 的效益均以提升企業形象、清潔 /綠色經營、提升管理效益

和提升市場競爭力與符合利益相關者之需求等方面為主，其中以「經濟效益」

和「清潔 /綠色經營」方面為首要效益，「清潔 /綠色經營」項目中之「減少或排

除廢棄物產量」為各國實施 ISO 14001 首要效益，其次是「降低能源使用量」、

「降低企業環境風險」，且馬來西亞在「清潔 /綠色經營」這方面受益最多；「提

升管理效益」中之項目是以「提升員工向心力」為各國實施 ISO 14001 首要效

益，「提升市場競爭力」項目中是以「提升產品在市場佔有率」為各國  14000 推

動策略和執行系統，已成為國內各政府實施 ISO 14001 首要效益。由表 1 得知

「減少或排除廢棄物產量」、「提升產品在市場的佔有率 /競爭優勢」為各國家

企業實施 ISO 14001 驗證主要效益，其次為「提高原物料在利用率」、「提升

企業形象」、「提升整體操作效率」、「產品回收再利用」及「提升員工向心

力」。  

3.3 國內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現況 

1.國內推動現況  

近幾年，國際市場漸漸以組織或企業是否通過 ISO 14001 驗證為進入國際

市場的基本門檻及綠色供應鏈的壓力，故國內企業為進軍國際市場與提升企業

競爭力，因此掀起國內企業實施 ISO 14001 的一股熱潮，迄今我國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組織或企業總數已達 1,500 家以上，但也因一些突發案例，暴露部分已

通過驗證的組織或企業忽視 ISO 14000 所著重「適法、溝通、專業、持續改善」

的特質 [8]。這些案例提供國內企業推動 ISO 14000 反省的機會，加上  ISO 14000

系列標準發展面向在國際間應用領域日漸廣泛，讓我們體會到我國  ISO 14000 

環境管理系統的運作，已經面臨調整觀念、重新出發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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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  

效益種類 效益內容 

馬
來
西
亞

德
國

美
國

澳
洲

台
灣

中
國

數
量 

排
序 

1.減少或排除廢棄物產量  5 
2.降低能源使用量    3 
3.降低企業環境風險    3 
4.以建立清潔生產/環境效益程

式為目標 
    2 

清潔/綠色經
營 

5.清潔生產機制     2 

2 

1.改善安全作業的環境     2 
提升操作效益 

2.提高原物料的再利用率   4 
5 

1.提升產品在市場佔有率/競爭
優勢 

 5 
市場優勢 

2.開發新市場     2 
4 

提升企業形象 1.提升公眾形象   4 6 
1.提升整體操作效率   4 
2.產品之回收再利用   4 
3.提升產品/服務品質     2 
4.減少瑕疵品量     2 
5.降低包裝成本    3 
6.從減費/廢棄物處置節省成本    3 
7.降低清理成本     2 
8.提高收益      2 

提升經濟效益 

9.節約成本     2 

1 

守規性 1.減少罰款和法律相關費用及頻率    3 7 
1.提升員工向心力   4 

提升管理效益 
2.提升員工職業素養    3 

4 

1.符合顧客要求     2 
2.提升員工與供應商的環境意識    3 

利益相關者 
3.與顧客和公眾等利益相關者保持
有好的關係 

  4 
3 

※「 」表示顯著；「空白」表示不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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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效益  

有關台灣地區企業驗證 ISO 14001 效益之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 所示。根據

潘智豐 [9]、侯勝文 [10]、楊承崇 [11]、李振華 [12]、黃秀惠 [13]等人指出，我國企業驗

證 ISO 14001 之效益包括：提升企業形象、節省成本、降低廢棄物產生量及處

理費用、降低能源需求量、提升員工現代化綠色企業之職能、節約能源、廢棄

物再利用、增加競爭力、綠色化設計等效益，其中主要效益為改善與外界關係、

提升企業形象及顧客滿意度等。  

四、研究方法 

經由相關文獻之探討與彙整 ISO 14001EMS 之相關資料及問卷設計後，建立本

研究架構。本研究經由專家德懷術整合每位專家意見選取「環境稽核」、「環境績

效評估」、「生命週期評估」、「環保化設計」、「國際環保議題」之因應等五部

分為企業持續改善之工具，以獲得持續改善工具之分配權重比例，作為持續改善工

具評比系統的基礎，且將持續改善工具之內容整理作為問卷內容與題項。  

根據專家德懷術求得指標權重後，即可建置持續改善工具評比系統，每個持續

改善工具都有不同的權重，經由文獻探討等資料將持續改善工具評比系統分為 5

等，在系統建置完成後，選定研究對象即可發放廠商問卷調查，完成問卷即可得到

量表加總的分數，分析所代表意義和等級，即可得知目前國內通過 ISO 14001 驗證

之各行業別最常用且效果最佳之持續改善工具，並將效益評等的結果分為 7 等，以

評析該國內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目標及所達成之效益。  

 

表 2  台灣地區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  

作者 題目 主要效益 

潘智豐
1997 

企業推動 ISO 14000 環境管
理系統及獲取 ISO 14001 驗
正之實證研究 

提升企業形象，促進公司對外網路的關係、節省成本、
降低廢棄物產生量、降低能源需求量、提升員工現代
化綠色企業之職能、建立污染管制之能力、重複使用、
回收再利用、節省物料耗用、綠色公關，提高公益形
象，有利品牌。 

廖文蘭
1998 

企業導入與運作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實證研究 

提升企業經營效率、競爭力、降低風險和提升企業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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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地區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續) 

作者 題目 主要效益 

洪佩菁
1998 

環境管理內涵與成功關鍵因
素之探討---兼論 ISO14001
認證的影響 

提升企業競爭力、實踐社會責任與提升企業形象及降
低營運成本及增進經營效率 

侯勝文
1999 

製造業推行 ISO 14000 環境
管理系統之實證研究 

「企業經營效益與環境管」效益：提升企業環境管理
的體質及績效、委外處理及資源回收、提升企業的運
作效率與降低對環境的衝擊為主要效益；「一般污染
之環境效益」：減廢防污設備的投資與改善、廠內資
源再生、良好的輔導單位、取得企業外部支持與提升
企業形象為主要效益。 

黃秀惠
2000 

台 灣 廠 商 申 請  ISO 
9000/14000 認證動機與實施
經驗之現況分析 

改善公司之形象、改善環境、改善與外界關係、改善
公司環保形象及提高顧客滿意度。 

楊承崇
2001 

國內企業界推動環境管理系
統之成效研究 

資源回收和再利用與節約能源、廢棄物再利用及減少
廢棄物量、提升企業形象、增加競爭力、改善作業環
境以獲得員工認同、增強緊急應變能力以降低意外或
異常造成設備、人員及財務的損失。 

郭美秀 
2001 

產業推行環境管理系統之績
效及其策略分析 

提高利潤、提升組織效率、降低營運風險及法規配合
度、提升企業形象及競爭力、特殊污染的改善、能源
及資源效率的提昇與一般污染的改善及製程及產品
的改善。 

李振華
2002 

我國染整業推動 ISO14000
環境管理系統之研究 

增強緊急應變能力，以降低意外及異常造成設備、人
員及財務之損失、減少廢棄物產生量及處理費用、改
善作業環境，以獲得員工對作業環境的認同感並加強
員工的環保觀念。 

許高樂
2002 

 

企業採行 ISO 14000 環境管
理系統之績效分析—電子
業之案例研究 

管理效益：利潤提升、組織營運效率、公共關係與競
爭力、污染防治設備之維護與處理、減少罰款與意外；
作業績效效益：為減少污染物產生、提升能源效率、
降低有毒物質產生、廢棄物排放處理的改善；環境技
術效益：獲得減廢與回收技術的改良、能源節約、綠
色化設計效益。 

李秀虹
2003 

台灣製造業實施環境管理
系統之效益分析 增加廠商獲利能力、增加市場占有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與過去文獻之主要差異處有 2 點：  

1.過去相關研究大致係對 ISO 14001 執行動機與效益進行一般質性之探討。  

2.本研究所提出之探討模式是以 ISO 14001 之「持續改善」為主體，進行定義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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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分系統之建置。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之方式，針對國內企業在工業局登記有案，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驗證之 1,414 家企業中的 ,1000 家企業，包括：電子 /電機業、紡織業、

橡膠業、汽車 /鋼鐵業、塑膠 /石化業、化學 /製藥業、造紙 /印刷業、環保事業(污水

廠、環保工程公司、焚化廠)、能源供應業(台電、天然氣場)、金屬製造業及其他行

業等 10 個行業別，屬於其他行業者包括：鑄造業、水泥、研發、非金屬礦品製造

業、食品飼料業、陶瓷玻璃業等行業。  

將回收問卷資料執行 SPSS10.0 版套裝軟體之變異數與費雪分析，而獲得企業

驗證 ISO 14001EMS 之管理面、經濟面、生產面與環境面效益及各持續改善工具之

成效顯著性及相關性，並運用迴歸分析企業運用各種持續改善工具之成效與各效益

面向之相關性。  

五、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回收問卷的分析，加以瞭解國內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之基本資

料並建置持續改善評比系統，藉以瞭解環境稽核、環境績效評估、生命週期評估、

環保化設計和因應國際環保議題等 5 項持續改善工作之成效與現況，以評估現階段

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整體成效。  

本研究於 2005 年 3 至 4 月間進行國內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持續改善效益

問卷發放共 1,000 家，有效回收件數為 91 份，回收率為 9.8%。由表 3 得知有 5 個

產業母體樣本與有效樣本比例相近，故有相當代表性。  
 

表 3  母體與樣本之比例分佈  

項目

業別 
塑膠/ 
石化業 

電子/ 
電機業 

化學/ 
製藥業 

汽車/ 
鋼鐵業 

環境保 
護事業 

母體中各產業家數 / % 98/0.098 408/0.408 90/0.09 55/0.055 42/0.042 
樣本家數中各產業 / % 5/0.055 25/0.275 11/0.12 13/0.143 8/0.088 
母體中各產業家數 / % 27/0.027 33/0.033 38/0.038 38/0.038 171/0.171 
樣本家數中各產業 / % 5/0.055 6/0.066 4/0.044 3/0.033 11/0.12 
母體樣本 1,000 個，有效樣本 9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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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廠商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將受訪企業分為 10 個業別，其所佔之比例如圖 2 所示，由圖 2 可知電

子 /電機業所佔比例最多 27.47%(25 家)，次之為汽車 /鋼鐵業約 14.29% (13 家)。本

研究問卷填寫者應為是 ISO 14001 環境管理代表或為環安部門主管填寫較為適當；

由回覆問卷中發現填寫職位以課長 /主任為主佔 34.72%(25 家 )，其次是其他職位

22.22%(16 家)，由此可知問卷填寫者大部分為中高階領導階層(57%)，故資料有相

當可信度與代表性，詳如圖 3。  

目前國內企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時間以 4~7 個月佔最多 28.21%(22 家)，

其次是 12~15 個月 26.92%(21 家)，詳如圖 4。此結果與 Khalid(2003)所指出之美國

企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時間很相似，美國企業以 8~19 個月佔多數；

Junquera(2001)指出企業 12~24 個月佔多數，經由調查結果得知每一國家企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時間都不同，但絕大部分的企業通過 ISO 14001 之時間為 8~20 個

月。  
 

 

其他
12.09%

紡織業
3.30%

橡膠業
5.49% 汽車/鋼鐵業

14.29%

化學/製藥業

12.09%

塑膠/石化業

5.49%
電子/電機業

27.47%

造紙/印刷業

4.40%

環保事業
8.79%

能源供應業
6.59%

 

 

圖 2  調查企業之行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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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個月
28.21%

0~3個月
2.56%

40個月以上

3.85%
20個月以上

7.69%

16~19個月

8.97%

12~15個月

26.92%
8~11個月

21.79%
 

圖 3  填寫者之基本資料  

 

 

4~7個月

28.21%

0~3個月
2.56%

40個月以上

3.85%
20個月以上

7.69%

16~19個月

8.97%

12~15個月

26.92%
8~11個月

21.79%
 

圖 4  受訪國內企業通過 ISO 14001 驗證時間  

 

5.2 持續改善工具之指標 

本研究為建置持續改善工具指標，由產業界、學術界和驗證界等 3 方面共 10

位專家進行專家德懷術之研究，藉此擬定各持續改善工具之指標權重，所得之持續

改善工具分配比重為環境稽核 19%、環境績效評估 21.5%、生命週期評估 12%、環

保化設計 18.5%與因應國際環保議題 29%。故企業實施 ISO 14001 後，以運用持續

改善工具而展現出之持續改善總分＝環境稽核×0.19＋環境績效評估×0.215＋生命

週期評估×0.12＋環保化設計×0.185＋因應國際環保議題×0.29。  



106 國內外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持續改善效益之調查研究  

經統計計算，各行業在 5 項持續改善工具之得分如表 4 所示，大小順序如下：

環保化設計＞國際環保議題之因應＞生命週期評估＞環境稽核＞環境績效評估。環

保化設計和國際環保議題之因應分數較高，推測應是企業受相關國際環保議題影

響，促使企業重視產品之環保化設計或是受上游廠商、消費者等利益相關者之要

求，如 WEEE 和 RoHS 等國際環保公約都與產品設計有關。環境績效評估之分數為

最低，推測可能是因為這部分的內容與企業商業機密有關或是填寫人對於內容並不

十分瞭解或不甚重視所致。  

整體而言，各行業持續改善工具指標分數都很接近，其分數介於 25~31 分之

間，其中以電子 /電機業得分最高(30.59)，其次是橡膠業(30.18)，但以造紙 /印刷業

得分最低(25.37)；汽車 /鋼鐵業(28.7)和能源供應業(28.88)之得分較為相近。  

 

表 4  企業實施 ISO 14001 後運用持續改善工具之得分情形  

面向 
分項得分 

業別 
環境稽核

環境績效
評估 

生命週期
評估 

環保化 
設計 

國際環保
議題 總得分 

塑膠/石化業 16.81 3.34 32.30 48.49 32.78 26.25 
電子/電機業 15.10 4.14 27.39 55.71 45.73 30.59 
化學/製藥業 16.99 4.55 28.14 52.16 33.88 27.03 
汽車/鋼鐵業 14.92 4.79 27.60 56.65 38.15 28.70 
環境保護事業 14.58 9.96 26.84 51.01 41.45 29.54 

橡膠業 18.84 12.88 29.40 50.31 38.13 30.18 
能源供應業 16.64 5.81 32.08 49.60 39.56 28.88 
造紙/印刷業 16.31 2.78 27.31 47.61 33.10 25.37 

紡織 15.45 2.06 29.33 44.63 42.10 27.35 
其他行業 14.76 7.96 27.34 46.12 36.65 26.9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3 企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所得資料，進行企業推動 ISO 14001 之效益分析，區分為管

理效益(管理體制和人力資源效益)、經濟效益(經濟和行銷服務效益)、生產效益(技

術開發和生產製造效益)、環境效益(環境和其他效益)4 個構面 8 大項，茲將各效益

項目進行敘述性統計、變異數分析法及雪費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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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理效益  

(1)敘述性統計  

 由表 5 得知管理體制效益以「提升公司形象，建立企業永續發展之基礎」

為首要效益、其次為「建立良好的環境內部稽核制度」、「滿足顧客、員工、

消費者、經銷商及其他利益相關者之要求」。「在 ISO 14001 之有效管控機制

下，減少法律責任」、「改善企業體質，加強組織管理能力」及「減少因工廠

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頻率」效益較少見，故國內企業實施 ISO 

14001 主要效益仍以提升企業產品銷售相關因素為主要效益。以行業別而言，

以環境保護業所獲得之效益較顯著(6.06)；其次是紡織業和電子業且平均數相

同為 5.88，大部分行業平均數都介於 5~6，故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企業都表

示有在這管理體制效益這方面獲得實質的效益。  

在人力資源效益方面，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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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效益其平均數為 4.87；其次是「提供員工現代化綠色

企業之職能」和「改善公司文化，凝聚員工向心力」，故國內企業通過 ISO 14001

在人力資源效益以提供員工素質的相關因素為主，此結果與潘智豐 [9]、楊承崇

[11]和李振華 [12]調查結果相似。以業別而言，以環境保護業為首要受益行業

(5.6)；其次是能源供應業(5.38)。大部分企業平均數介於 4~5，故大部分行業

都表示在這人力資源效益方面獲得實質的效益。  

表 6 為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效益之排序比較，由表 6 得知馬來西亞實

施 ISO 14001 之管理體制效益首要效益與本研究之結果相同為「提升企業形

象」；澳洲和德國在管理體制效益以「減少法律責任」為首要效益；中國與本

研究實施 ISO 14001 管理體制效益中所獲得「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

遭民眾抗議頻率」之效益程度相同(排第 11)，由此得知兩岸民眾在環境方面的

觀點甚為相近。  

(2)檢定分析  

以下說明管理效益構面進行變異數分析之結果，以瞭解各行業和問卷之

填寫者不同對各假設檢定構面認知的差異，本研究之顯著水準訂為 0.05。各行

業別對管理效益構面之差異，發現各行業驗證 ISO 14001 的管理體制效益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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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O 14001 之有效管控機制下，減少法律責任」、「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頻率」和「透過第三者驗證更具做好環保的說服力」

有顯著差異，其中以「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頻率」這

項效益的顯著性最高(P=0.00)。  

電子 /電機業和橡膠業對「在 ISO 14001 之有效管控機制下，減少法律責

任」(P=0.03)看法不盡相同，電子 /電機業「同意」經 ISO 14001 驗證後有獲得

該項效益；但橡膠業對該項效益則表示無意見；而大部分之行業都「同意」經

ISO 14001 驗證後有獲得「透過第三者驗證更具做好環保的說服力」效益，但

橡膠業對於該項效益則表示無意見。同時大部分之行業也都「同意」經 ISO 

14001 驗證後有獲得「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頻率」這

項效益，但橡膠業就「有點不同意」有獲得該項效益。而進行 Scheffe 事後比

較發現有 3 組對「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頻率」的平均

差異達到顯著性水準分別為環境保護業＞橡膠業、化學 /製藥業＞橡膠業、電

子 /電機業＞橡膠業。人力資源效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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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和「改善公司文化，凝聚員工向心力」(P=0.03)

具有顯著差異。  

(3)經濟效益  

由表 5 得知「在 ISO 14001 體制下所獲得的經濟效益」為首要效益(5.19)，

其次是「節省成本－廢棄量、能源需求量降低」(4.66)和「提高國際貿易機會，

開發新市場」(4.61)，故國內通過 ISO 14001 企業以降低成本及開發商機之相

關因素為實施 ISO 14001 主要效益；經濟效益中以獲得「可以取得利益—政府

補助、稅捐減免」和「產品更具競爭力—增加營收、市場佔有率」及「降低生

產成本，減少投資障礙」為較不顯著之效益。行業別而言，以電子 /電機業為

首要受益的行業(5.26)；其次是紡織業(4.63)。大部分的經濟效益項目平均數介

於 4~6，表示國內實施 ISO 14001 之企業認為他們實施 ISO 14001 亦有在經濟

這方面獲得些許的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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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3]表示馬來西亞以食品業在減少廢棄物量受益最多，但本研究則以電

子 /電機業在降低廢棄物量及降低能源需求量受益最多(5.64)；馬來西亞金屬業

從符合法律規章減少罰款之數量以節省費用，但本研究以電子 /電機業在改善

保險金額與罰款費用受益最多(5.4)。行銷服務效益以「收集資訊達到對客戶良

好的服務」為首要效益，其次是「以較佳資源利用之產品為主」。行業別而言，

以「電子業」為首要受益之行業(5.25)；其次是「紡織業」(5)。  

由表 6 得知馬來西亞等國家在經濟效益中的「節省成本－廢棄量、能源

需求量降低」效益有顯著提升的現象，並發現該項效益為美國企業與本研究之

企業實施 ISO 14001 經濟效益中的首要效益；本研究發現國內企業在實施 ISO 

14001 獲得該項效益之排序程度與馬來西亞、美國企業相差較大。  

(4)生產效益  

由表 5 得知生產製造效益中以「重視使用、回收、再利用，節省物料消

耗」為首要效益(5.37)，其次是「與其他環境工作( 5S、3R)結合」(5.14)。本研

究調查結果以「重視使用、回收、在利用，節省物料消耗」為主要效益。潘智

豐 [9]、侯勝文 [10]、楊承崇 [11]和許高樂 [14]指出國內企業驗證 ISO 14001 主要效

益有「重視使用、回收、再利用，節省物料消耗」、「建立污染管制能力—處

理、運送成本降低」，由此可知這兩項效益是國內企業驗證 ISO 14001 之生產

效益中最常見的效益。就行業別而言，電子業為主要受益之行業(5.41)；其次

是能源供應業(5.31)和環境保護業(5.28)，各行業平均數均在 4~6 之間，由此得

知國內企業驗證 ISO 14001 後，在生產效益方面有獲得相當的實質效益。技術

開發效益方面以「能源需求量降低」為主要效益；其次是「引進或開發新的環

保技術」。以行業別而言，環境保護業為首要受益之業別(5.08)，其次是電子 /

電機業(4.93)。   

由表 6 得知美國企業與本研究調查的企業實施 ISO 14001 在生產效益中所

獲得之「重視使用、回收、再利用，節省物料消耗」、「與其他環境工作( 5S、

3R)結合」和「製程的改善」這 3 個效益的排序程度相同，且為美國企業和本

研究之企業實施 ISO 14001 在生產效益中的前 3 個顯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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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環境效益  

由表 5 得知環境效益以「降低環境之風險」為首要效益(5.52)；其次是「廢

棄物回收及再利用率提高」和「減少重大環境衝擊之數項及程度」(5.48)。「廢

棄物回收及再利用率提高之效益」在本研究中的環境效益中排行第 2，  

Khalid(2004)表示美國企業在實施 ISO 14001 前後，廢棄產品中回收可利用物

質之百比分相差 10.6%，故企業實施 ISO 14001 的確有提高廢棄物回收及再利

用率之效益。潘智豐 [9]、侯勝文 [10]、楊承崇 [11]、許高樂 [14]指出「污染總排放

量降低」、「毒化物使用量減少」、「降低環境風險」、「廢棄物回收及在利

用率提高」，由此得知上述這幾項效益是國內企業驗證 ISO 14001 環境效益中

最常的效益。行業別而言，以「環境保護業」為首要受益業別(5.68)；其次是

「電子 /電機業」(5.59)，大部分業別在環境效益項目之平均數介於 5~6，故企

業實施 ISO 14001 後在環境效益這方面有獲得實質的效益。  

其他效益方面以「執行 ISO 14001 後，整體污染情形有顯著的改善」為首

要效益(5.43)。以行業別而言，「環境保護業」為首要受益之行業；其次是「電

子業」和「能源供應業」。大部分業別在其他效益的平均數在 5~6，故國內大

部分實施 ISO 14001 的企業均有再此方面獲得實質的效益。  

由表 6 得知澳洲企業與本研究之企業實施 ISO 14001 後在「整體污染情形

有顯著的改善」、「ISO 14001 驗證效益比建制與驗證成本更有價值」這兩項

效益都有顯著的提升，且絕大部分的企業都表示實施 ISO 14001 對於「整體污

染情形有顯著的改善」之效益有顯著提升。以各行業別通過 ISO 14001 驗證效

益對各構面之差異而言，發現各行業驗證 ISO 14001 後所獲得環境效益中以

「降低廢水排放濃度」(P=0.04)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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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
業

通
過

IS
O

 1
40

01
驗

證
之

效
益

評
估

 



112 國內外通過 ISO 14001 驗證企業持續改善效益之調查研究  

表 6  各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效益之排序比較  

                                             效益
項目                   排序                        

馬
來
西
亞

澳洲
中
國

德
國

美
國 

本 
研 
究 

1.提升公司形象，建立企業永續發展之基礎 1 － 4 7 － 1 
2.滿足顧客、員工、消費者、經銷商及其他利益相
關者之要求 － 11 5 － － 2 

3.建立良好的組織管理模式 3 － － 2 6 5 
4.建立更佳的管理制度，提高操作效率 9 － － 4 5 8 
5.在 ISO 14001 之有效管控機制下，減少法律責任 － 2 － 1 － 9 
6.減少因工廠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以遭民眾抗議之
頻率 － 4 11 － － 1

1 
7.提供員工現代化綠色企業之職能 10 － 5 3 － 2 

管理 

8.改善公司文化，凝聚員工向心力 － 1 － － － 3 
1.節省成本－廢棄量、能源需求量降低 5 9 3 7 1 1 
2.提高國際貿易機會，開發新市場 － 13 － 8 － 3 
3.改善保險金額、罰款的費用 － 12 － － － 4 
4.符合法規的總費用降低 － 3 － － － 6 

經濟
效益 

5.降低生產成本，減少投資障礙 4 － － － 4 9 
1.重視使用、回收、再利用，節省物料消耗 － 7 － － 1 1 
2.與其他環境工作( 5S、3R)結合 － 6 － － 2 2 
3.製程的改善 － 6 － － 3 3 

生產
效益 

4.開發新的原料或材料 8 － － － － 6 
1.降低環境之風險 7 － － － － 1 
2.貴公司執行 ISO 14001 後，整體污染情形有顯著
的改善 － 有 有 5 － 1 環境

效益 
3.整體而言，貴公司認為 ISO 14001 驗證效益比建
制與驗證成本更有價值 － 有 － － － 2 

※「－」表示不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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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綜合分析  

以迴歸分析方法探討企業在持續改善工具指標之得分與實施 ISO 14001 效益

間是否具有其關聯性(一般 R>0.8 為強相關；R<0.3 為弱相關)，經由迴歸分析得知，

各類持續改善工具指標之得分與實施 ISO 14001 效益間均為弱正相關，相關性之大

小順序如下：生產效益(R=0.5185)＞經濟效益(R=0.459)＞其他效益(R=0.189)＞人力

資源效益 (R=0.133) ＞環境效益 (R=0.114)＞行銷服務效益 (R=0.087)＞技術開發效

益  (R=0.05)＞管理體制效益(R=0.01)，其中以經濟效益和生產效益的相關性最大。 

六、結    論 

本研究收集彙整國外內外企業驗證 ISO 14001 效益和持續改善工具等相關文

獻和實施情形，已掌握國際間企業發展 ISO 14001 的新近資訊，可供國內企業參考。

在問卷調查部份，本研究對象為台灣目前在經濟部登記有案的 1,000 家企業，調查

廠商持續改善的作法和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資料分析為廠商基本資料分析、企

業實施 ISO 14001 之效益分析及持續改善工具之評比分析，藉此暸解企業實施 ISO 

14001 後獲益和持續改善之現況，評估該企業持續改善程度，以作為政府後續制定

相關輔導政策之參考。  

經由以上的調查與分析，本研究獲致以下主要結論：  

1.本研究以 ISO 14001 持續改善為探討主體 , 建構一個 ISO 14001 持續改善評分系

統，並完成及其實證研究。所調查之各產業持續改善工具總分順序為：電子 /電機

業 (30.59)＞橡膠業 (30.18)＞環境保護事業 (29.54)＞能源供應業 (28.88)＞汽車 /鋼

鐵業(28.87)＞紡織業(27.35)＞化學 /製藥業(27.03)＞其他行業(26.92)＞塑膠 /石化

業(26.25)＞造紙 /印刷業(25.37)，電子業所得之分數最高可能是因目前許多國際環

保議題都與電子 /電機業有較大的關連性所致。整體而言，各產業持續改善分數均

低(20~30)，顯示我國企業實施 ISO 14001 對於系統建制後之實際持續改善工作，

尚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  

2.各產業之持續改善工具分數排序與趨勢大致相同，依序為：環保化設計＞國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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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議題＞生命週期評估＞環境稽核＞環境績效評估，結果顯示目前各行業較注重

環保化設計和國際環保議題，推測可能是受 RoHS、WEEE 和京都議定書等國際

議題之影響所致，有關環境績效評估及環境資訊揭露的努力，則需要更多的努

力，以迎頭趕上國際企業之水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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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迴歸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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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數多小於 0.1)，顯示國內廠商有可能對於持續改善工具未能充分發

揮，以致效益不甚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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