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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藉由擴散理論的觀點，探討國
內通過 ISO14001 廠商在清潔生產採用過
程(知曉、興趣、評估、嘗試、採用)各階
段中，推行清潔生產的關鍵成功因素、其
所重視的清潔生產科技項目、以及施行成
效等。資料驗證結果發現，於不同採用過
程階段之廠商在關鍵成功因素、生產科技
項目、與施行成效等議題上，有顯著的差
異性。
關鍵字：ISO14001、清潔生產、擴散理論

By the view of diffus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the important ite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clean production adoption 
process (awareness, interest, evaluation, trial, 
and adoption) for the domestic firms 
certified in ISO14001. As the resul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adoption process phases about the issues of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in clean 
production.
Keywords: ISO14001, Clean Production, 

Diffusion Theory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環保議題的備受重視，產業對外
除了要面臨國際環保規定所衍生的非關稅
貿易障礙外，對內亦得遵守嚴密的環保法
規。為因應此些趨勢的發展，於是產業間
採行了「管末處理」的環保方式，在短期
看來，「管末處理」的採行似乎能有效因應
此些趨勢的要求，但以較長遠的角度來
看，終究還是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對企業而言，管末處理的採行不僅增加了
不必要的事後處置成本，亦無法解決環境
的結構性議題。而清潔生產恰好是站在「源
流管理」之觀點，強調由產品的設計、原
物料的取得、生產程序到服務提供等階
段，來避免及減低廢棄物的使用，已達到
改善環境績效的同時，亦能使操作效率有
所提升。

近年來我國政府致力於工業減廢及清
潔生產之推動已有良好的成效，並且也有
相當多的成功案例證明清潔生產確實可達
到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的目標，但是清潔
生產落實到產業界之情形並不理想，很多
公司只在前三年進行廠務管理工作，之後
即無真正投資在清潔生產之活動上(陳玲
蕙，1999)。在清潔生產的實際應用方面，
目前國內產業對清潔生產的認知仍處於技
術層面的應用領域，對於清潔生產的系統
運作層面，實有更進一步探討的必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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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清潔生產之學術研究方面，多著重於
工業減廢與廢棄減量等工程議題之探討，
但對於清潔生產系統的管理層面及清潔生
產科技的推廣等方面之探討與研究，目前
仍尚嫌欠缺與不足。

清潔生產所強調之觀念和 ISO14000
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相輔相承，ISO14000 所
強調之觀念為：「經由污染預防、資源省用
等手段進行持續改善，以提升環境績效」。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所欲探討之對象設定
為國內通過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之廠商，並藉由擴散理論(Diffusion Theory)
之 創 新 產 品 採 用 過 程 (The Adoption 
Process)的觀點，深入探討廠商在採行清潔
生產的過程中，所採用的清潔生產科技、
推行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施行成效等議
題。整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廠商推行清

潔生產的關鍵成功因素；
2. 探討廠商目前清潔生產的採行處於何

種階段，在採行清潔生產過程中，對於
各項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視程度；

3. 探討廠商目前清潔生產的採行處於何
種階段，在採行清潔生產過程中，對於
各項清潔生產科技之重視程度；

4. 探討廠商目前清潔生產的採行處於何
種階段，在採行清潔生產過程中，在各
階段清潔生產的施行成效。

三、結果與討論

而我們深入探討廠商在知曉、興趣、
評估、嘗試、採用清潔生產等過程中，所
須重視之關鍵成功因素、科技類型及其施
行成效等，以做為廠商日後推行清潔生產
之參考依據。茲將其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以經正式採用」比「不知道清潔生
產」的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的過程中，
其關鍵成功因素之「考量環境風險」與「制

訂環境目標」是更重要的；而施行成效中
認為採行清潔生產更能達到「廢棄物的減
少」的具體成果；就其經因素分析後，其
關鍵成功因素之「環境策略擬訂」的因素
是更重要的；而在經因素分析後，其生產
科技類型之「生產硬體層面」的因素是更
重要的。

「以經正式採用」比「嘗試中，但尚
未正式採行」的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
的過程中，其關鍵成功因素之「考量環境
風險」是更重要的。

「以經正式採用」比「正在評估中，
但尚未採行」的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
的過程中，其關鍵成功因素之「有效衡量
組織與技術環境」、「明確宣示清潔生產科
技的意義」與「採用創新清潔生產科技」
是更重要的；就其經因素分析後，其關鍵
成功因素之「環境執行機制」的因素是更
重要的。

「嘗試中，但尚未正式採行」清潔生
產的公司比「正在評估中，但尚未採行」
的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的過程中，其
關鍵成功因素之「採用創新清潔生產科技」
是更重要的。

「正在評估中，但尚未採行」清潔生
產的公司比「不知道清潔生產」的公司，
其施行成效中認為採行清潔生產更能達到
「廢棄物的減少」的具體成果。

「感到興趣，但尚未採行」清潔生產
的公司比「正在評估中，但尚未採行」的
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的過程中，其關
鍵成功因素之「有效衡量組織與技術環境」
與「採用創新清潔生產科技」是更重要的；
而在經因素分析後，其生產科技類型之「資
源循環體系」的因素是更重要的。

「知道清潔生產，但尚未採行」比「不
知道清潔生產」的公司，其施行成效中認
為採行清潔生產更能達到「廢棄物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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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成果。
「知道清潔生產，但尚未採行」清潔

生產的公司比「正在評估中，但尚未採行」
的公司，認為推行清潔生產的過程中，其
關鍵成功因素之「有效衡量組織與技術環
境」與「採用創新清潔生產科技」是更重
要的；就其經因素分析後，其關鍵成功因
素之「環境執行機制」的因素是更重要的。

「不知道清潔生產」清潔生產的公司
比「正在評估中，但尚未採行」的公司，
認為推行清潔生產的過程中，其關鍵成功
因素之「有效衡量組織與技術環境」與「採
用創新清潔生產科技」是更重要的。

在清潔生產過程中，其所採行之科技
類型對處於不同清潔生產階段之廠商並沒
有差異。

四、 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藉由問卷調查的方法搜集
資料，並以統計方法分析資料，進而討論
並獲取結果。在此過程中需克服之主要障
礙分別為受訪廠商名單之取得、廠商回答
問題之意願，與回答者本身之主要業務與
相關問題之專業。在資料分析上可明顯發
現各主題在不同階段上具有顯著的差異
性。整體而言，本研究獲得了具體之結果，
並達成研究計劃之目的。

在後續之研究上，由於各廠商間的生
產製程會因產業別之不同而有明顯的差
異，同時其所採用之技術與重視清潔生產
之階段亦不同。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僅侷限
於整體綜合性之情形加以分析探討，因此
實有必要針對產業別以及製程別加以深入
探討與分析，同時也有需要選擇具代表性
之廠商進行個案分析。以便能更深入針對
特定廠商或製程，探討出其關鍵成功因素
與施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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