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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溫室氣體的持續排放，造成了全球暖化的問題，故綠色環保相關的研究備受重視，但國內關於綠色資訊科

技採行意向之文獻卻付之闕如，因此引發本研究之動機。本研究採用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 

TPB )，採問卷調查法，以國內石化、電子與鋼鐵產業之環保經理人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700份，有效回收

問卷302份。 

 為探討影響產業界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的採行意向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將原計劃行為理論(TPB)

之態度、解構為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將主觀規範信念結構解構成同儕影響與上級影響，將知覺

行為控制信。念結構解構成自我效能有利條件，再將知覺行為控制解構為自我效能及有利條件。最後參考Ajzen 

(1991)與Cordano and Frieze (2000)之研究，在研究架構中加入過去請購環保設備經驗之變數，以提高本研究之解

釋力。 

本研究結果發現：(1)態度變數及知覺有用性與相容性構面皆顯著正向影響創業意向；(2)主觀規範變數及上

級影響與同儕影響構面皆正向影響採行意向；(3)知覺行為控制變數及有利條件構面正向影響採行意向；(4) 過

去環保設備之請購經驗，對其知覺行為控制有正向影響；(5)過去環保設備之請購經驗，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

響。從中介效果分析結果則發現：(6) 知覺行為控制在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的關聯性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關鍵字：綠色資訊科技、計劃行為理論、採行意向、過去行為、科技接受模型。 

Key Words : Gr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dopting Intention, Past Behavio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全球溫室氣體的經年累月的排放，已經對全球暖化造成巨大的影響，根據聯合國「氣候變遷跨政府專家小

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 2007 年的報告所說明，溫室氣體的持續排放，造成

了全球暖化的問題。未來熱浪、颶風、乾旱、暴雨頻率、洪水及海平面上升將加速發生。而地球暖化日益嚴重，

連台灣的氣候也一樣受到了影響(陳雲蘭，2008)。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 使全球面臨自然災害的風險愈來

愈嚴重(Pearce et al., 1996；Stern, 2007）。若全球不對氣候變遷採取任何行動，所造成的損失相當於全球國民生

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5%~20% (Stern, 2006)。所以世界各國對溫室氣體減量活動莫不重視，亦

產生不少綠色環保相關的研究 

如果能及早開始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速度，並降低氣候變遷帶來不確定因素造成的損

失(Michaelowa and Rolfe, 2001)。歐盟針對電子電機產業推出WEEE/RoHS/EuP等三大環保指令，要求產業界負

起電子廢棄產品回收及再利用責任、限用6大化學物質(Pb, Cd, Hg, Cr6+, PBB, PBDE)，與提高產品之能源效率及

環境績效、降低溫室氣體排放，以確保能源供應不虞匱乏。一般產業則遵循國際標準組織(ISO)所發佈的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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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與因應「京都議定書」所發佈的ISO 14064系列標準，進行溫室氣體管制中的盤查、減量與查證工作。 

所以世界各國對溫室氣體減量活動莫不重視，亦產生不少綠色環保相關的研究，如對：綠色消費(Green 

Consumption)(林韋那，2008；吳欣靜，2009；洪詩青，2009；相元翰，2008；賴怡潔，2007)、綠色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 (詹淑清，2005；蔡淑芳，2005；朱俊謀，2007；徐良政，2008；陳怡君，2009)、綠色採購(Green 

Purchasing) (官建維，2001；宣緯華，2001；張佳尹，2003)、綠色創新(Green Innovation) (王杰烽，2007；江伊

騰，2007；林易詳，2009)與綠色管理(黃義俊，2003；劉志堅，2004；林秀儀，2008)等議題多所討論。 

依據全球電子永續倡議(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的研究指出，綠色資訊科技應用領域的減碳效

益，所節省的碳排放量為自己本身所製造的碳排放量的五倍，效益相當顯著。且歐、美、日、韓等先進國家皆

已提出相關政策，顯見對綠色資訊科技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深入探討對綠色資訊科技的相關議程。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綠色資訊科技(Gr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een IT)即為透過「綠化的資訊科技 (Green of IT)」的概念將

資訊科技產業或產品做到更節能等。或是以「以資訊科技進行綠化(Green by IT)」的概念，利用資訊與通訊之技

術或服務，應用到各個產業或生活領域中，並達到節能減碳環保的效果(吳素華，2010)。透過綠色資訊科技的採

行，既可以獲得資訊科技設備的效能，亦能透過節能達到節省經濟成本的益處。 

綠色資訊科技將協助減緩氣候變遷所帶來各種影響、強化全球產業且能建構全新、有益的低碳經濟等優勢

(Dell, 2008)。除了節能與降低成本是企業採用綠色資訊科技的主因，企業開始注重企業公民責任(CSR)並考量減

少碳排放等也是採用綠色資訊科技的一個重點，預期政府與各界企業都將陸續制定相關的綠色營運政策(IDC, 

2009)。在這種潮流下，企業實施綠色資訊科技以降低能耗、節約能源和減少成本，進一步提升企業形象(劉信宏，

2008)。 

依據國外目前對綠色資訊科技的研究文獻整理，可知綠色資訊科技研究的相關領域與方向如下：綠色資訊

科技的準備架構(Molla, 2008)、綠色資訊科技的管理態度(Sakar and Young, 2009)、綠色資訊科技與網格科技(Grid 

Technology)之間的關係(Vykoukal et al, 2009)、綠色資訊科技的組織動機(Molla, 2009)、綠色資訊科技之實行架構

(Mann et al, 2009)、探索綠色資訊科技衡量的實行(Sayeed and Gill, 2009)，與 UPS 使用經驗與綠色資訊科技(Weiss, 

2009)。目前國內文獻僅發現一篇以綠色資訊科技為名之研究論文，為「企業導入綠色資訊科技關鍵因素之探討」

(顏志忠, 2010)，探討技術背景、組織背景與環境背景三個構面之 TOE 模式，對企業與醫院之資訊單位人員及高

階決策者，進行導入綠色資訊科技之關鍵因素之研究。 

歸納上述文獻與研究，其研究的重點與方向幾乎都是以組織為基礎，例如：對綠色資訊科技的採行方式架

構之選擇、對綠色資訊科技之實施策略、對綠色資訊科技的施行步驟、對綠色資訊科技的永續作法、綠色資訊

科技對經濟與生態的效益，與綠色資訊科技效益的預測等。而未見有針對組織內部環保相關業務專責人員，對

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等行為意向方面的研究。因此激發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影響綠色資訊科技採行的因素。 

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Ajzen於1975年自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發展而來。Cordano and Frieze (2000)以Ajzen's(1991)曾以計劃行為理論為架構，對美國製造業的

環保經理人的污染防治態度進行研究，以分析環保經理人污染防治態度中對資源減量作為的偏好、環保法規的

看法、知覺行為控制與其設備過去的資源減量活動等因素。因此本研究首先採用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 TPB )，以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變數，探討影響產業界中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的

採行意向的關鍵因素。 

為了要有效預測、解釋與增加使用者對資訊系統之接受度，Davis (1989)歸納整理許多文獻得到科技接受模

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Taylor and Todd(1995b, 1995c)在研究創新科技產品之採用行為意向時，

將原計劃行為理論(TPB)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解構成多個構面之信念結構，即為他們所謂的解構式

計劃行為理論(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composed 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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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本研究將整合計劃行為理論(TPB)、科技接受模型(TAM)與解構式計劃行為理論之多構面信念架構，

來探討各大石化、鋼鐵與電子產業之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意向。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以計畫性行為理論建構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採行之影響。 

2. 以解構式計劃性行為理論將態度，解構為知覺有用性、易用性、相容性，將主觀規範解構為同儕影響、上級

影響，知覺行為控制解構為自我效能與有利條件。 

3. 加入「過去行為」變數，以探討對知覺行為控制與採行意向之影響，以及透過知覺行為控制對過去行為與採

行意向間之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與假說 

一、綠色資訊科技 

綠色資訊科技”廣泛地被各產業和媒體所使用，但它致此尚缺乏一個確切的定義，但依不同學者的說明與定

義，可以了解綠色資訊科技的實際意涵。Gartner(2007)對綠色資訊科技的定義為：在企業中為管理企業經營的

環境永續性與供應鏈、以及他的產品、服務與資源，在其生命周期之中，令其資訊與通信技術最佳化。所以即

是一種由資訊科技進行整體資源消耗與廢棄物輸出等最佳化。Elliot(2007)則定義綠色資訊科技為:設計(Design)、

生產(Production)、操作(Operation)與處置(Disposal)ICT與ICT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一個終其使用壽命的過程

中對環境沒有危害且可能造成負面效益的行為。 

二、計劃行為理論 

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 Fishbein and Ajzen 於 1975 年所提出之理性行動理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所發展而來。理性行為理論認為一個人的意向(Intention)是決定個人行為的主

要因素，而意向主要是藉由態度(Attitude，AT)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N)所形成，意向是指對行為正向

或負向的評價，主觀規範則是指在知覺生活中來自其他重要人士的社會壓力。 

雖然理性行動理論在個人意志可控制參與行為的條件下，能夠成功預測行為。通常在實際環境中，並非所

有行為都完全受到個人意志所控制，部分也會受到非意志因素的影響。例如欲完成某種行為時，對於所需的時

間與機會、資源、技術、與他人合作等內、外在因素，此時理性行動理論對於這些非完全受個人意志所控制的

行為解釋力就會變得不足。因此 Ajzen(1987)根據此不足，加入了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PBC)

之變項，使其對行為具有較好的解釋與預測力，因而形成計劃行為理論的架構。 

 

 

 

 

 

 

 

 

 

三、過去行為 

Ajzen (1991)認為在穩定決定因素(Stable Determinants)的假設下，過去行為(PB)的量測可用來檢驗任何預測

未來行為的模式。Cordano and Frieze (2000)之研究為例，Cordano and Frieze (2000)運用 TPB 於美國製造業環保

經理人對於污染減量偏好的研究上，並加入過去行為(PB)的變數，並以過去採用資源減量活動的次數來量測過

去行為，結果發現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是可以被用來說明，過去行為(PB)對於資源減量的行為意

圖 1 計劃行為理論架構圖  資料來源：Ajze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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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變數多增加 7.2%的變異解釋能力。Bamberg, Ajzen and Schmidt (2003)運用計劃行為理論(TPB)研究大學生上

學之交通工具選擇方案時，發現過去交通工具選擇之經驗(過去行為)，會顯著影響其下次選擇相同交通工具，但

是其影響強度則隨著時間推移而減弱；同時也發現過去交通工具選擇之經驗會顯著影響其交通工具選擇之意向

(在公車與汽車方案中顯著)與知覺行為控制(在公車方案中顯著)。 

四、科技接受模式 

為了要有效預測、解釋與增加使用者對資訊系統之接受度，Davis (1989)歸納整理許多文獻得到科技接受模

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提出個人對系統的實際使用行為(Behavior)是由個人對執行該行為之行

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BI)所決定，且行為意向是來自於個人對該行為的使用態度(Attitude, A)與有用性認知

所影響，個人之使用態度來自於有用認知及易用認知所決定。且有用認知是受易用認知及外部變項(external 

variable)所決定，易用認知則是由外部變項所決定。 

Davis (1989)將影響使用者採行系統之接受因素歸納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指的是個人相信採用某系統將增進該人工作績效之程度。而「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指

個人認為使用某系統所能省下努力的程度。 

五、解構式計劃行為理論 

Taylor and Todd(1995b, 1995c)在研究創新科技產品之採用行為意向時，將原計劃行為理論(TPB)之態度、主

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解構成多個構面之信念結構，即他們所謂的解構式計劃行為理論(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composed TPB)。Taylor and Todd(1995b)把態度解構為「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與「相容性」(Compatibility)。Rogers(1983)依據組織中主要參考群體對資

訊科技採用之意見可能發生的分歧狀況，將主觀規範信念結構解構成「同儕影響(Peer Influence)」與「上級影響

(Superior Influence)」；依據 Ajzen (1985, 1991)對知覺行為控制的討論，將知覺行為控制信念結構解構成「自我效

能(Self-Efficacy)」與「有利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Taylor and Todd, 1995b, 1995c)。 

六、態度與行為意向之關聯 

Ajzen (1985)將態度定義為一個人對人、事、物或行為所抱持的正陎或負陎的評價。當個人對於行為的態度

愈正陎，則行為意圖愈高。反之，當個人對於行為的態度愈負陎，則行為意向愈低 (Ajzen and Fishbein, 1980；

Ajzen, 1985)。  

許多的實證研究中，如Mykytyn and Harrison (1993 )解釋高階主管採用策略性資訊系統之行為，其態度與行

為意像中存在顯著正相關。Liker and Sindi (1997)探討影響民眾接受專家系統的意向，發現態度對其行為意向有

正向顯著影響。Karahanna and Straub (1999 )探討Windows 3.1的民眾的使用意向等，其研究指出目標行為的態度

對於採用該目標行為的行為意向有顯著的影響。 

林育昇與許富盛(2010)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使用噗浪(Plurk)微網誌意圖之因素，發現其知覺有用性對其行為

意圖有正面的影響。Money (2004)的研究則發現，使用者對知識管理系統的易用性認知對行為意向具顯著影響

力。林柏伶(2005)對影響教師實施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之行為意願進行研究，發現其認知易用性對行為意願有

正向影響效果。 

Moore and Benbasat(1993) 在其研究中探討使用者採用資訊科技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與「相容性」越

高，則採用的意願也越高。董峰呈(2008)研究利用新混和模型影響消費者使用網路銀行行為意圖時，發現「相容

性」對使用網路銀行的行為意圖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吳思學(2009)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蘋果電腦之使用行為

意圖時，發現消費者知覺使用蘋果電腦的相容性愈高，則對於蘋果電腦的使用行為意圖愈高。綜合以上學者之

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H1與其子假說H1-1、H1-2及H1-3。 

H1：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態度，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1-1：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態度之知覺有用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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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態度之知覺易用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1-3：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態度之相容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七、主觀規範與行為意向的關聯 

根據Fishbein and Ajzen (1975)所定義主觀規範乃是測量個人從事某一特定行為時，所感受到社會的壓力。該

壓力可能來自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同儕等 (重要關係人 )，也來自社會環境。Venkatesh, Morris and 

Ackerman(2000)分析員工對新科技採用的決策過程，發現女性的主觀規範對其行為意向存在顯著影響。曾瑞譙

(2009)研究個人對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科技使用，其主觀規範價值越強，對該科技的使用行為意圖將越高，其主觀

規範與行為意圖存在顯著正相關。 

劉宗旻(2009)探討何種因素會影響中等學校教師採用教學部落格，結果顯示主管影響對採用意向有顯著的影

響。簡珮珊(2008) 研究我國高中職圖書館主任參與合作組織之行為意向時，發現上級單位愈贊同參與，則對行

為意向愈有正向影響力。 

張力中(2010) 在研究大學生軟體盜版態度與行為差異因素之研究中，提出同儕影響對於大學生盜版行為意

圖皆有顯著性影響。綜合以上學者之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H2與其子假說H2-1及H2-2。 

H2：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主觀規範，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2-1：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2-2：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主觀規範之同儕影響，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八、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的關聯 

Ajzen and Fishbein(1980)指出「知覺行為控制」為個人採取特定行為時，所需的機會與資源控制能力。且指

個人採取特定行為的預期的難易程度，即是認知自我可控制進行特定行為與否的程度。當個人具有執行該行為

的能力、或擁有相關資訊與機會越多時，則對執行該項行為的控制認知越強。 

魏翠珍(2007)提出消費者使用3G手機的知覺行為控制對其購買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蔡忠佑(2009)提出民眾

對網路過濾系統的「知覺行為控制」對其「採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研究顯示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有

顯著影響。 

黃義俊等(2006)發現，女性創業家之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其創業意圖，即當女性創業家的自我效能程度愈

高，則女性創業家的創業意向愈高。謝佩珊(2003)研究台北縣某高中學生對食品綠色消費行為意圖及其相關因

素，提出自我效能對於傳達相關資訊行為意圖之間存有正相關。 

李思佳(2009) 探討大學生使用數位學習系統持續使用意圖指出，其「有利條件」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持

續使用意圖」。黃義俊等(2006)發現，女性創業家之有利條件，會正向影響其創業意圖，即當女性創業家的有利

條件程度愈高，則女性創業家的創業意向愈高。綜合以上學者之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H3與其子假說H3-1及

H3-2。 

H3：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3-1：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H3-2：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知覺行為控制之有利條件，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九、過去行為對知覺行為控制之關聯 

Ajzen (2002c)則認為「過去行為被執行之次數是未來行為的良好預測變數」。Bamberg, Ajzen and Schmidt 

(2003) 運用計劃行為理論(TPB)研究大學生上學之交通工具選擇方案時，發現過去交通工具選擇之經驗會顯著影

響其交通工具選擇之意向與知覺行為控制。 

Taylor and Todd (1995a)則運用計劃行為理論研究資訊科技的使用狀況，發現有經驗的使用者在行為意向影

響至行為的路徑，及知覺行為控制影響至行為的路徑上均有顯著相關。劉德芳(2006)研究女性創業家之「過去創

業經驗」並指出，其「過去創業經驗」會正向影響其知覺行為控制。綜合以上學者之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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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H4：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對其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有正向影響。 

十、過去行為對行為意向的關聯 

在許多探討資訊系統接受、使用影響因素的研究裡，經驗是經常被探討的重要因素之一(Chau, 2002)。Taylor 

and Todd(1995)的研究中指出使用者先前的電腦經驗會影響使用者的行為(Behavior)，進而影響使用意向

(Intention)。湯宗益(2003)對遠距教學系統滿意度與接受度之研究，發現學生的「先前電腦經驗」對於「系統運

用」有正面影響關係。Cordano and Frieze(2000)於美國環保經理人對污染減量偏好之研究提出，過去資源減量活

動的次數將與環保經理人執行污染減量活動的偏好存在正相關。劉德芳(2006)研究探討女性創業意向，提出女性

創業家之「過去創業經驗」會正向影響其創業行為意向。綜合以上學者之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H5。 

H5：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對其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十一、過去行為會透過知覺行為控制的中介效果影響採行意向 

Ajzen and Fishbein(1980)知覺行為控制反應各人過去行為與預期的障礙，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機

會越多、預期的阻礙越少，對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即越強。Fishbein & Ajzen (2005)並認為在計劃行為理論中，

能透過中介(Intervention)方式來影響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而這些前置因素再去影響行為意向。Hagger, 

Chatzisarantis and Biddle(2001)對年輕人過去行為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對於活動意向的影響，與學者黃懷

谷(2009)研究過去行為之運動效益透過知覺行為控制。皆發現知覺行為控制對於過去行為與行為意向之間產生中

介效果。綜合以上學者之論述，故本研究提出假說H6。 

H6：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透過對其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對採行意向產生中介效果。  
 

參、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結合 Ajzen (1985；1987；1991)所提出之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之架構，將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行為意向的前因(Antecedents)區分為：環

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並進一步參考 Bemberg, Ajzen and 

Schmidt(2003)的研究，另加入「過去採購綠色產品的經驗」作為前置變數；再參考 Taylor and Todd(1995b)等人

在意向方面的研究，將態度解構成：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及相容性三個構面；再進一步參考 Rogers(1983)

的創新擴散模型將主觀規範解構成：「同儕影響」與「上級影響」。最後，計劃行為理論(TPB)之知覺行為控制觀

點，依據 Ajzen (1985, 1991)對知覺行為控制的討論，將知覺行為控制信念結構解構成「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與「有利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Taylor and Todd, 1995b, 1995c)，與 Bandura(1982)之社會認知理論(SCT)

中所提出的知覺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為相通的二構面，故將知覺行為控制解構成：自我效能及有利

條件。綜合上述說明，推導出本研究建構之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本研究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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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一） 操作性定義 

茲將本研究各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量、參考文獻，彙整如表 1 所示。 

（二）衡量︰ 

以上問項皆採用 Likter 六點尺度，除過去行為以環保經理人過去一年請購環保設備的次數來衡量，一次(含

以下)註記為 1，2~4 次為 2，5~7 次為 3，8~10 次為 4，10 次以上為 5。最後依受訪對象對題項的認同程度對題

項進行勾選，1=非常不同意，2=很不同意，3=不同意，4=同意，5=很同意，6=非常同意。 

表 1 操作型定義總表 

研究變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參考文獻 
態度 知覺有用性 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時，相信與其所替

代的原有設備與技術相比，其進步的

程度，可以減少能源消耗與污染，提

高組織的經濟效益、盡到企業社會責

任、與提升企業社會形象等貢獻。 

Taylor and Todd (1995b), 
Davis et al.(1989) 

 知覺易用性 指綠色資訊科技對環保經理人而言，

易於使用、學習與熟練其功能，並且

易於達到對功能的需求。且其操作介

面易於操作是重要的。 

Taylor and Todd (1995b), 
Davis et al.(1989) 

 相容性 指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符

合其現存的價值觀、過去的經驗以及

目前對綠色環保標準的需求。 

 

主觀規範 上級影響 公司企業的經營者、部門裡的上級主

管，對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

的看法。 

Rogers(1983)； 
Taylor and Todd (1995)  

 同儕影響 同事、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或技術協

力單位等人，對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

資訊科技的看法。 

 

知 覺 行 為

控制 
自我效能 對自身環保專業本職學能的能力、對

綠色資訊科技的了解涉入程度、在組

織內部溝通協調的能力，如何獲得組

織內部的資源與協助等高低程度。 

Ajzen(1991), Bandura 
(1982, 1986, 1997)；黃義

俊、鄭時宜、劉德芳

(2006） 

 有利條件 政府政策或輔導措施、企業政策或長

官上司的支持、組織提供足夠的經

費、技術部門或協力廠商的支援協

助。 

 

過去行為  本研究將環保經理人過去的「過去採

購環保設備之經驗」定義為：過去一

年內曾經採購環保設備之次數。 

Ajzen and Fishbein    
(1980), Wood and 
Bandura (1989) 

三、抽樣架構 

依我國經濟部工業局統計國內目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來自工業部門。國內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所造成之

二氧化碳排放量佔全國約55%。且國內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比例又以鋼鐵業占27％及石化業16％分居第一、

二位，電機電子業占10％居第三。故本研究以國內前三大溫室氣體排放產業之企業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

究對象為文獻探討中所定義，為國內之電機電子業、鋼鐵業、石化業公司中服務之「環保經理人」。本研究共計

發放700份問卷，樣本回收325份，回收率為46.43%，其中有效樣本為302份，無效樣本為23份。所有變數除了人

口統計變數外，皆採用Likert六點尺度量表對個題項進行衡量。 

四、信、效度 

本研究變數態度以下構面之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其Cronbach’s α值皆至少高於0.822。主觀規

範以下構面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其Cronbach’s α值皆至少高於0.664。知覺行為控制以下之構面自我效能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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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條件，其Cronbach’s α值皆至少高於0.849。且Cuieford (1965) 提出Cronbach’s α 值自0.50到0.70時為可信之程

度，大於0.7時即為高信度，故可知本研究之問卷量表至少具有可信至有高信度水準，即為具有高度內部穩定性

與一致性。 

本研究經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來進行模型的效度檢定，以確認研究構面的

因素穩定性。各題項之標準化估計值之最低值為0.535，最高值為0.894，均介於0.5至0.95之間，顯示其模式基本

配適度良好。其量測誤差之最低值為0.130，最高值為0.506，顯示其量測誤差尚在可接受範圍。各構面組合信度

之最低值為0.669，最高值為0.916，其數值均大於0.6，顯示其模式內之品質理想。各構面平均變異抽取量之最

低值為0.538，最高值為0.781，其數值均在0.5以上，顯示模式收斂效度之指標良好，能有效反應共同因素構念

的潛在特質，整體模式符合本研究假設。 

區別效度乃指當一種構念的多重指標相互聚合或彼此應和時，則此構念的多重指標也應與其相對立之構念

的量測指標存在負向相關。而區別效度則將不同之兩構念進行量測，並將結果進行相關分析，若其兩構念之相

關程度偏低，則表示此二構念之間具有區別效度。且兩組不相同之構念之間，其相關係數應小於每一個構念之

平均變異抽取量(AVE)的平方根 (Hair et al., 2006)。由下表可知，兩個不同構面間之相關係數均小於每個構面的

平均變異抽取量(AVE)之平方根，即表示每個構面之間皆存在著區別效度。 

表 2 各構面之區別效度分析結果彙整表 

  (1) (2) (3) (4) (5) (6) (7) (8) 

(1)知覺       

   有用性 
0.779         

(2)知覺      

   易用性 
0.571** 0.773         

(3)相容性 0.527** 0.516** 0.884       

(4)上級影響 0.303** 0.251** 0.244** 0.733      

(5)同儕影響 0.414** 0.408** 0.289** 0.277** 0.825     

(6)自我效能 0.472** 0.611** 0.434** 0.232** 0.469** 0.827    

(7)有利條件 0.303** 0.478** 0.244** 0.066 0.445** 0.715** 0.805   

(8)採行意向 0.448** 0.355** 0.453** 0.234** 0.405** 0.395** 0.327** 0.858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結構分析 

在性別方面，男性人數較多(共計274人，佔全部人數之90.7%），女性人數為28名。在年齡方面，以31- 35

歲之人數最多(共計77人，佔全部人數之25.5%）。在學歷方面，具大學學歷者人數最多，共計人數為165人(佔全

部人數之54.6%）。在服務產業方面，從事石化業者最多，共計人數為155(佔全部人數之51.3%）；電子業者為次，

最少為鋼鐵業者。在服務年資方面，以5年以下之人數最多，共計80人(佔全部人數之26.5%）。在「一年內請購

環保設備次數」方面，以1次(含)以下者人數最多，共計136人(佔全部人數之26.5%）。 

二、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詳如表 3 所示，本研究發現，態度之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對於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與同

儕影響、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與有利條件、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在態度與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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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態度之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對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在主觀

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之間，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存在顯著正相關，但主

觀規範之上級影響對於知覺行為控制之有利條件之間則無顯著相關。在態度與知覺行為控制之間，態度之知覺

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對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與有利條件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3 各構面之相關分析彙整表 

構  面 (1) (2) (3) (4) (5) (6) (7) (8) (9) 

(1)知覺有用性 1.000          

(2)知覺易用性 0.571** 1.000        

(3)相容性 

(4)上級影響 

(5)同儕影響 

0.527** 

0.303** 

0.414** 

0.516**

0.251**

0.408**

1.000 

0.244**

0.289**

 

1.000 

0.277**

 

 

1.000 

   

 

 

 

(6)自我效能 0.472** 0.611** 0.434** 0.232** 0.469** 1.000    

(7)有利條件 0.303** 0.478** 0.244** 0.066 0.445** 0.715** 1.000    

(8)過去行為 0.126* 0.222** 0.163** 0.146* 0.175** 0.231** 0.326** 1.000   

(9)採行意向 0.448** 0.355** 0.453** 0.234** 0.405** 0.395** 0.327** 0.170** 1.000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三、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迴歸分析 

自變數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過去行為對採行意向之調整後判斷係數為0.289，即表示態度對採

行意向的解釋變異量為28.9%，其F值為31.579，p值= 0.000，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在個別顯著性方面，自變

數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依變數採行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態度之 值為0.430，主觀規範之
值為0.174，知覺行為意向之 為0.139。比較三者之 值後，可見態度之影響力高於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意向。

過去行為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則呈現不顯著，其 值為0.018。且各自變數之VIF值皆小於10，表示態度、主觀規

範、知覺行為控制及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間無共線性問題存在。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此線性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假說之結果如下：H1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

科技之態度，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 成立。H2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主觀規範，對其採行意向有

正向影響 - 成立。H3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 - 成立。H5環

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請購經驗，對其採行綠色資訊科技設備之知覺行為控制有正向影響 - 不成立。 

表 4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採行意向 依變數  

  自變數                        t VIF 

態度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 

過去行為 

0.430 

0.174 

0.139 

0.018 

5.020*** 

3.076*** 

2.041** 

0.503 

1.585 

1.338 

1.527 

1.112 

常數 

F 

Sig. 

Adjusted 2R  

1.162 

31.579 

0.000 

0.289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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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之構面與採行意向之迴歸分析 

(一) 態度之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構面對採行意向之迴歸分析 

態度之三個構面自變數之調整後判斷係數為0.260，即表示態度各構面對採行意向的解釋變異量為26.0%，

其F值為36.333，p值= 0.000，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在個別顯著性方面，自變數之知覺有用性與相容性對依

變數採行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之 值為0.274，相容性之 值為0.266，比較兩者之 值後，可

見知覺有用性之影響力高於相容性。知覺易用性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則呈現不顯著，其 值為0.062。且態度各構

面之VIF值皆小於10，表示態度與採行意向之間無共線性問題存在。 

由下列表5可知，自變數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態度之知覺有用性與相容性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呈現顯

著的正向影響，故假說H1-1與H1-3成立。但其態度之知覺易用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並不顯著，則假說

H1-2不成立。 

表 5 態度各構面與採行意向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採行意向 依變數 

     自變數                     t VIF 

知覺有用性 

知覺易用性 

相容性 

0.274 

0.062 

0.266 

4.168*** 

0.907 

4.607*** 

1.665 

1.639 

1.529 

常數 

F 

Sig. 

Adjusted 2R  

1.664 

36.333 

0.000 

0.260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二) 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構面對採行意向之迴歸分析 

主觀規範之二個構面自變數之調整後判斷係數為0.175，即表示主觀規範各構面對採行意向的解釋變異量為

17.5%，其F值為32.866，p值= 0.000，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在個別顯著性方面，自變數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

響對依變數採行意向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上級影響之 值為0.100，同儕影響之 值為0.320，比較兩者之 值

後，可見同儕影響之影響力高於上級影響。而此二構面之VIF值皆為1.083小於10，表示主觀規範二構面與採行

意向之間無共線性問題存在。 

由下列表6可知，自變數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主觀規範之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呈

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故假說H2-1與H2-2成立。 

表 6 主觀規範各構面與採行意向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採行意向 依變數  

  自變數                        t VIF 

上級影響 

同儕影響 

0.100 

0.320 

2.423*** 

6.765*** 

1.083 

1.083 

常數 

F 

Sig. 

Adjusted 2R  

2.613 

32.866 

0.000 

0.175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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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與有效條件構面對採行意向之迴歸分析 

知覺行為控制之二個構面自變數之調整後判斷係數為0.155，即表示知覺行為控制各構面對採行意向的解釋

變異量為15.5%，其F值為28.573，p值= 0.000，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在個別顯著性方面，自變數之自我效能

對依變數採行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 值為0.374；有利條件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則不顯著， 值為0.089。

而知覺行為控制各構面之VIF值皆為2.046小於10，表示與採行意向之間無共線性問題存在。 

由下列表7可知，自變數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知覺行為控制之自我效能對依變數採行意向呈現顯著

的正向影響，故假說H3-1成立。但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知覺行為控制之有利條件，對其採行意向之正

向影響並不顯著，故假說H3-2不成立。 

表 7 知覺行為控制各構面與採行意向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採行意向 依變數  

   自變數                       t VIF 

自我效能 

有利條件 

0.374 

0.089 

4.354*** 

1.208 

2.046 

2.046 

常數 

F 

Sig. 

Adjusted 2R  

2.543 

28.573 

0.000 

0.155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六、過去行為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複迴歸分析 

過去行為之調整後判斷係數為 0.090，即表示過去行為對採行意向的解釋變異量為 9.0%，其 F 值為 30.681，

p 值= 0.000，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且過去行為對知覺行為控制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 值= 0.305。 

由下列表 8 可知，自變數之過去行為對依變數知覺行為控制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可知此線性迴歸模型驗

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說 H4 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請購經驗，對其採行綠色資訊科技設備之知覺行為控制

有正向影響成立。 

表 8 過去行為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知覺行為控制 依變數  

   自變數                       t  

過去行為 0.305 5.539***  

常數 

F 

Sig. 

Adjusted 2R  

0.497 

30.681 

0.000 

0.090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七、知覺行為控制之中介效果 

為驗證知覺行為控制在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所存在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依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

的中介效果判定方式進行驗證，其內容須滿足以下三條件：(1)自變數「過去行為」變項與中介變數「知覺行為

控制」變項對依變數「採行意向」間均須存在顯著關係；(2)自變數「過去行為」變項與中介變數「知覺行為控

制」變項間存在顯著關係；(3)在加入中介變數「知覺行為控制」於迴歸式後，會降低自變數「過去行為」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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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採行意向」的影響力；若自變數「過去行為」對依變數「採行意向」的直接影響再加入中介變數「知覺

行為控制」後，仍呈現顯著時，則為部分中介效果，若轉變為不顯著時，則為完全中介。同時，知覺行為控制

變項的迴歸係數仍然要顯著。 

由表9的模式三可看出，在置入知覺行為控制後，過去行為對採行意向的迴歸係數由0.170(p<0.01)降低為

0.057(p>0.05)，同時知覺行為控制對採行意向的迴歸係數仍達顯著，因此知覺行為控制在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

的關聯性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果。綜上所述，得知此迴歸模式驗證本研究所提出假說H6：環保經理人過去環

保設備之採購經驗，透過對其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對採行意向產生中介效果成立。 

表 12 過去行為與知覺行為控制對採行意向之複迴歸分析彙整表 

採行意向          依變數 

自變數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過去行為 

知覺行為控制 

0.170*** 

 

 

0.387*** 

0.057 

0.370*** 

F 

Adjusted 2R  

△
2R  

8.889*** 

0.206 

0.029 

52.974*** 

0.147 

0.150 

27.011*** 

0.147 

0.153 

【註】***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 態度與採行意向之探討 

本研究驗證態度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有顯著之正向影響，與學者Mykytyn and Harrison (1993)、

Liker and Sindi (1997)及Karahanna and Straub (1999 )之相關研究相符。 

1. 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有用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推論，推動節能環保政策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本來就是環保經理人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綠色資訊科技可達到減少耗能、增加經濟效益

的有用性認知與其工作目標不謀而合，進而正向影響其採行意向。此結論與 Davis et al.(1989)、林育昇與許富

盛(2010)之相關研究相符。 

2. 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易用性認知，對其採行意向無顯著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學者 Venkatesh & 

Davis(2000)、Money(2004)及林柏伶(2005)之相關研究結果不符。本研究原以為環保經理人會認為知覺易用性

中之容易操作、達到功能需求與學習的因素，將增進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但經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得知，

其知覺易用性對其採行意向並無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推論，原因一：各產業環保經理人所從事之業務多與

實際設備操作無關，所以對其易用性認知感受並不強烈；原因二：為現有綠色資訊科技設備之規格與介面上

之設計，皆已共通或與既有之資訊設備相同，故沒有易用性認知上的差異。 

3. 環保經理人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相容性，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推論，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符合環

保經理人對其現存環保節能的價值觀、過去行為以及對綠色環保規範標準要求之相容性認知，故進而正向影

響其採行意向。與學者 Moore and Benbasat(1993)、董峰呈(2008)與吳思學(2009) 等人之相關研究結果相符。 

 (二) 主觀規範與採行意向之探討 

本研究驗證主觀規範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有顯著之正向影響，其結果與學者 Venkatesh, Morris and 

Ackerman(2000)及曾瑞譙(2009)之相關研究相符。 

1. 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上級影響，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由於在企業中服務之環保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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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即以企業經營者所制定的政策、或由部門裡的上級主管下達指令，作為工作思考與執行的方向。所以，

若企業高層或部門主管認為須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觀念與想法增加時，亦會加強影響環保經理人的採行意

向。本研究結果與學者 Taylor and Todd (1995b)、劉宗旻(2009)與謝珮珊(2008)之相關研究相符。 

2. 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同儕影響，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資訊科技設備的採行不一定屬於環

保經理人的本職學能範圍，所以仍可能需要部門同事，或是技術部門人員協力配合才能順利進行。故綠色資

訊科技如可獲得周邊同事或協力部門的認同，其採行意向亦能獲得正向支持。此結果與張力中(2010)之相關研

究結果相符。 

(三) 知覺行為控制與採行意向之探討 

本研究驗證知覺行為控制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有顯著之正向影響，其結果與學者魏翠珍(2007)與蔡

忠佑(2009)等人之相關研究結果相符。也與學者 Cordano and Frieze(2000)所提出知覺行為控制增加 , 污染源減

量活動的行為偏好亦即增加的論點一致。 

1. 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自我效能，對其採行意向有正向影響。此結果意味環保經理人本身是否有

足夠能力去獲得綠色資訊科技之相關資訊與技術，認為可以從中獲得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效能，進而可順利

導入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工作。環保經理人自己對此認知的程度越高，決定是否去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意向

越高。此結果黃義俊(2006)、董峰呈(2008)、謝佩珊(2003)等學者之相關研究結果相符。 

2. 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有利條件，對其採行意向無顯著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學者 Taylor and 

Todd( 1995b)、黃義俊(2006)、李思佳(2009)之相關研究論述結果不符。學者 Dieleman 及 de Hoo(1993)曾提出

企業進行環保作為的五種障礙類型，包含觀念、組織、知識、技術以及經濟方面的障礙。所以環保經理人自

身多半主觀認為在他們的職位上並無足夠的時間或金錢的資源，與足夠的職權去主導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亦

不易協調其他部門的協助，故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想法不易獲得支持。 

(四) 過去行為與知覺行為控制之探討 

本研究驗證環保經理人過去行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有顯著之正向影響，與學者 Taylor and 

Todd (1995a)、 Bamberg, Ajzen and Schmidt (2003)，以及劉德芳(2006)等人所作相關研究結果相符。本研究推論，

環保經理人過去一年請購環保設備的次數若較多，則表示他所處的工作、職權與所處的條件，本身允許有較多

的機會與權力去決定請購環保設備與否，自然對其知覺行為控制的認知程度所有提升，所以合乎本假說所呈現

的結果。 

(五) 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探討 

本研究驗證過去行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無顯著之正向影響，所以本研究假說 H5 不成立。即表

示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請購經驗，對其綠色資訊科技設備之採行意向並無正向影響。其結果與學者

Cordano and Frieze(2000)對美國環保經理人進行污染減量工作偏好之研究時所提出，過去污染減量工作的次數與

環保經理人執行污染減量活動的偏好存在正相關的結果並不相符，亦與湯宗益(2003) 與劉德芳(2006)等人之相

關研究結果不一致。本研究推論：因綠色資訊科技採行與學者 Cordano and Frieze(2000)所研究之污染源減量工

作過去行為特質雖皆屬於環保相關的領域，但環保經理人仍將綠色資訊科技看待為只是一種具節能環保可回收

之資訊科技設備，而並非完全認知為一種環保設備，故在此研究中產生與過去行為之文獻結果產生落差。 

(六)知覺行為控制對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中介效果探討 

本研究驗證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會透過知覺行為控制產生中介效果，所以本研究假說 H6

成立。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會透過自我效能產生中介效果。本研究結果與學者 Hagger, 

Chatzisarantis and Biddle(2001)及黃懷谷(2009)所提出之研究結果相符。本研究推論，環保經理人認知過去環保設

備之採購經驗影響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必須經由知覺行為控制來產生，代表環保經理人欲採行綠色

資訊科技之前，需要將個人與所處環境的條件都提升到一定的程度，認知到有足夠的能力與環境條件去獲得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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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資訊科技之相關資訊與技術，並可以從中獲得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效能，進而可順利導入採行綠色資訊科技

的工作時，才會使其採行意向增加。 

二、理論上的意義與貢獻 

歸納以往綠色資訊科技相關的文獻與研究，研究的重點與方向幾乎都是以產業與企業組織為研究基礎，如

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方式架構之選擇、實施策略、推行步驟、永續作法、對經濟及生態的效益，與對綠色資訊科

技效益預測等。而未見有針對企業組織內部，負責執行環保相關業務的環保經理人，對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等

行為意向方面的研究，進而才有本研究產生的動機。 

因此本研究應用計劃行為理論，結合了不同學者的理論模型，將環保經理人之「態度」解構為知覺有用性、

知覺易用性與相容性；「主觀規範」解構為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知覺行為控制」解構為自我效能與有利條件

等構面，並加上「過去行為」與「採行意向」之間進行整合性的探討。並且探討知覺行為控制在過去行為與採

行意向之間是否存在中介的影響。 

相較於國外在綠色資訊科技研究的發展，因台灣對於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研究起步較晚，並且現有之研究

與文獻極少，更遑論是針對服務於石化、電子與鋼鐵產業，站在為綠色環保實務最前線的環保經理人，與其對

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進行研究。在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已成為全球各國有所必須積極作為之時，更需增加

更深一層的理論建構，將研究結果作為後續相關研究與理論發展的參考。 

且本研究所針對的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在目前已發表的研究重點與方向幾乎都是以組織為基礎，再以

技術、經濟與策略等角度來探討，實證的研究仍相當稀少，因此本研究採用實證研究的作法，其研究結果可增

加在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議題上之參考，也能提供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更具體的定義與判別。 

三、管理實務上的意義與貢獻 

隨著溫室效應對全球的影響，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減量工作為已有多種不同的法規與標準進行管制，身

為石化、電子與鋼鐵對於高耗能的產業必須更實際且積極的作為，而綠色資訊科技推行即是近年來十分受到重

視的議題。透過產業中各環保經理人來主導採行的動作，將是各產業在此議題上實際作為的努力目標。因此，

只有在了解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在推行實務上才能提昇效率，並排除有形與無形的障礙。以

下即依本研究之結果提供實務管理意涵上之論述與建議，期能有助於採行實務推行之參考。 

(一) 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之態度 

環保經理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態度之知覺有用性與相容性之假說成立，即表示已認同綠色資訊科技可

帶來的綠色環保效能，並存在正面的觀念。但在知覺易用性假說不成立的認知上，可見環保經理人對於綠色資

訊科技設備的硬體架構、功能、操作使用方面是較為陌生且欠缺的。然而資訊科技設備本來就不是環保經理人

的本職學能領域，建議各企業可以直接透過組織中的資訊部門，或是引進企業外部的專業廠商、機構等資源，

加強對環保經理人此方面的教育訓練，進而協助建立起企業內部之綠色資訊科技設備。 

(二) 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之主觀規範 

環保經理人在綠色資訊科技採行主觀規範方面之假說皆成立，顯見企業經營高層或部門主管本身是否具有

綠色環保對企業正向的觀念十分重要。建議企業經營高層與部門主管可將綠色環保的觀念結合企業的經營策略

與理念，再透過教育訓練，使之內化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份，再規劃制定環保部門與相關業務部門之間的作業

協同機制，以組織力量結合為一，環保經理人與不同部門的企業員工即可感受企業高層對綠色資訊科技採行的

直接支持。 

(三) 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之知覺行為控制 

環保經理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知覺行為控制假說之自我效能成立，但有利條件並不成立。可見環保經

理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的採行都具有足夠的能力與信心，但是都認為他們在企業組織內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

運用，亦無適當的職權來進行推動。建議企業內部對於環保經理人的權權可適度調整至足以整合綠色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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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行的業務，或是直接協調管理位階較高的環保經理人以專案的形式來進行。 

(四) 對於過去環保設備請購經驗對知覺行為控制的影響 

儘管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請購經驗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知覺行為控制有顯著之正向影響，但對於其知

覺行為控制的認知在於環保經理人本身是否允許有較多的機會與權力去決定請購環保設備，但畢竟環保設備的

專業領域與應用不同於綠色資訊科技設備，建議環保經理人平時需提升自身對於綠色資訊科技的應用與專業知

識，才知道如何做好綠色資訊科技採行的工作。 

(五) 對於過去環保設備請購經驗對採行意向的影響 

儘管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請購經驗對於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亦有顯著之正向影響，對於以往具有

較多環保設備請購經驗的環保經理人，自然將具有較高的採行意向。但過去較缺乏請購經驗的環保經理人，即

可能反映出本身可能就是本身職權位階不高者，所以需要推動採行綠色資訊科技工作時，他們的採行意向或是

效率便可能會相對低落。建議企業內部協調出較高管理層級之環保經理人來擔任綠色資訊科技採行的專責人

員，直接以專案的方式進行。 

(六) 對於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透過知覺行為控制產生中介效果 

由於環保經理人過去環保設備之採購經驗須經由知覺行為控制來影響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故建議環保

經理人欲採行綠色資訊科技之前，需要透過教育訓練或自行提升綠色資訊科技之專業知識，才能有足夠的效能，

一方面可強化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意念，並可順利導入採行綠色資訊科技的工作。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雖然僅針對國內石化、電子與鋼鐵產業之環保經理人，但因時間、人力、成本與資源上

的綜合考量，無法從這些產業之眾多企業當中發放更多的問卷，並取得更全面廣泛的樣本內容，而難以完整概

括此三產業環保經理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的採行意向。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因限定於專職之環保經理人，目前在國內上述三產業中，環保經理人相對於其他部門，

如研發、生產或廠務保養部門的人數比例相差甚多，故難以大量發送問卷，且回收率亦不甚理想，所以回收之

有效問卷僅為 302 份，恐造成研究對象代表性的問題。 

本研究有二個線性迴歸模型的解釋變異量偏低，即其解釋力較為不足，尚不足以解釋環保經理人之過去請

購環保設備的經驗，與知覺行為控制與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與之間的影響。其可能原因為：一般產業在一年

之間請購環保設備之次數通常不多，加上具請購資格的環保經理人亦有所限定，造成對不同環保經理人對於請

購數量多與少之間的差異性不易顯現出來，而形成鑑別度的不足。 

五、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限定於石化、電子與鋼鐵業之環保經理人，但是綠色資訊科技幾乎可以應用在所有的

產業之中，隨著綠色資訊科技採行觀念的逐漸普及，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針對不同產業進行研究，例如電力業、

水泥業或造紙業等高耗能產業之環保經理人對於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或可對不同產業之環保經理人進行綠

色資訊科技採行過程難易程度之比較，或進一步比較其採行成效。 

本研究僅研究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之採行意向，後續研究者可加入不同變數，如企業綠色管理(黃義

俊，2001)等因素，或往後探討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之後所影響的行為部分，進而探討何種因素將決定採行行

為之成效優劣。 

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除了繼續研究環保經理人對綠色資訊科技採行意向之特性外，亦可驗證針對不同

產業不同職務的人士作過的研究，看是否可類推至石化、電子與鋼鐵業之環保經理人，使環保經理人採用環保

設備之研究領域更至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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