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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MI的當家編輯指出，現在有越來越多的生態創業話題，甚至連環境議題的角色和永續發展，也都慢慢開

始合併一些傳統的主題和創業；在台灣，有關環保產業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策略行銷方面，以及少部份以

總體經濟的角度來探討，而國外學者在綠色創業方面的相關研究，大多是探討綠色創業家的本質及分類或是綠

色創業精神影響的因素，尚未有探討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因素者。由此可知國外有關影響綠色創業因素的探討，

尚缺乏整合。 

本研究以環保署所訂定的環保產業為研究對象，以跨層次分析理論來探討綠色創業因素與綠色創業導向之

關係；而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因素：可將個人影響因素分為(個體層次)：綠色創業機會辨識、綠色創業動機；組

織影響因素(群體層次)：綠色創業環境、企業政策與綠色資源能力。本研究發現，綠色機會辨識、綠色創業動機

與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綠色創新創業資源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企業環保政

策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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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在「永續發展」觀念下，各國環保法規與國際間環保貿易有愈來愈嚴苛之趨勢。為因應國際環保潮流，台

灣的產業不能置之於外，產業型態應進行必要之調整，生產製程必須考慮降低對環境負荷、資源有效利用。在

此趨勢下，「永續發展」可以說已經成為國家邁入 21 世紀，確保國際競爭力之重要課題。如何在國際環保巨浪

中找到適當的立足點，有賴健全之環保產業從旁輔佐協助(環保署，2001)。 

IMD(瑞士國際管理學院)在 2010 年世界競爭力年報中，首度就各國運用綠色科技創造優勢的潛力評比進行

調查，評比結果台灣在全球排名第六；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這項調查顯示我國綠色科技的競爭優勢已

獲得國際肯定，看好台灣在綠色產業之優勢，政府早積極耕耘，更將它列入政府全球招商的重點產業，推動我

國未來全面綠色產業發展，朝「綠色經濟奇蹟」之路又邁進一步。 

人類面臨氣候變遷等諸多環境上的挑戰，迎戰這些挑戰的綠色事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龐大的商機。全球

二○○九年綠色經濟的商機據估計超過十三萬億美元(白惠峰，2009)，而且還在蓬勃成長中，綠化行動不但有助

於環境保護，對於事業發展也是明智之舉。由於環保意識抬頭，全球各國逐漸重視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未來

溫室氣體的管制與減量、環保能源…等，將成為世界各國之重要課題。 

而目前在台灣，有關環保產業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策略行銷方面(溫家秀，2008；廖宗銘，2006；楊曉

義，2005)，以及少部份以總體經濟的角度來探討(曾世豐，2006)，有關創業導向或是綠色創業導向方面，尚無

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有鑒於環保產業日益重要的趨勢，GMI 的當家編輯也指出，現在有越來越多的生態創業話

題，甚至連環境議題的角色和永續發展，也都慢慢開始合併一些傳統的主題和創業(Kuratko & Hodgetts, 2001; 



Kao et al., 2002)。 

在全球環保意識高漲的趨勢下，解決環境衝擊之觀念已由過去之「管末技術處理」轉換成「源頭設計改善」

之層面，亦提升消費市場對綠色產品之需求。因此，在此環保潮流的影響下，綠色產品的設計與使用，將是企

業永續發展的目標之一。根據上述，有鑒於環保產業日益重要的趨勢，以及台灣在這方面的缺乏，所以本研究

從綠色創業角度來探討。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談到綠色有關的議題，台灣的綠色觀念主要還是來自西方；目前世界各國的環保法規、環保認知、趨勢都

是愈來愈嚴格，企業違反這些環保法規與認知的懲罰或代價會愈來愈高；儘管有這些限制，綠色創業它是一個

日益重要的領域。了解這一現象，並利用它來建立一個更加可持續發展的未來，是多位學者共同的重點，每個

人把自己獨特的視角，作為研究主題；而國外學者在綠色創業這方面的研究已行之有年，而台灣在這方面尚十

分缺乏，因此這是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 

根據本研究統計，在台灣有關綠色環保議題的研究，多數集中在產品行銷或是策略管理方面，尚無探討綠

色創業的影響因素方面；綠色創業是大家早已耳聞的，但是相關研究是在近十年才逐漸受到重視並深入研究，

而國外學者在綠色創業方面的相關研究，大多是探討綠色創業家的本質及分類或是綠色創業精神影響的因素，

尚未有探討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因素者。由此可知國外有關影響綠色創業因素的探討，尚缺乏整合。因此，彙

整各學者的文獻，整理出什麼是影響綠色創業家的因素，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企圖使用多層次分析理論(multilevel research)來探討不同層次因素對綠色創業導向的

影響。為跳脫過去研究者再建構一個實證架構時，雖在概念理論中牽涉到不同分析層次的構念，但為求統計分

析的可行性，在設計上忽略了構念對應的分析層次。有學者已經指出這種忽略系絡層次因素(contextual level 

factors)所帶來的影響─理論與實證的不一致，將使得在知識的累積上受到層次謬誤的干擾(林鉦棽、彭台光，

2006)。 

回顧過去有關創業導向相關的研究，大部分都是研究創業導向影響企業績效方面的議題。而現有的實證研

究幾乎都是採單一層次的分析邏輯，且大部分專注於個體層次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動機之三為探討影響綠色創

業導向的因素，並使用多層次分析理論(multilevel research)來探討跨層次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由 Covin and Slevin(1991)，推導出環境、組織與個人與創業導向會相互影響，再加上 Dollinger(2006)

所提出的資源四購面─個人、環境、組織、與流程；最後，根據跨層次分析理論，將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個人

因素視為個體層次，又分為綠色機會辨識(Porter & Linde, 1995; Larson, 2000)與綠色創業動機(Schlange, 2006)；

而組織層次為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組織因素，分為綠色創業環境(Newton, 2005; Schaltegger, 2002)、企業政策(Post 

& Altman, 1994; Murphy, 1995; Patrick, 2010)與綠色資源能力(Schaper, 2005; Schaltegger & Sturm, 1990)。 

綜觀上述，本研究主要採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來驗證以下的研究目的： 

1. 綠色機會辨識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 

2. 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 

3. 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 

4. 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 

5. 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與假說 

一、環保產業的定義 

「永續發展」可以說已經成為國家邁入 21 世紀，確保國際競爭力之重要課題。如何在國際環保巨浪中找到

適當的立足點，有賴健全之環保產業從旁輔佐協助。故環保產業雖然不是第一線的生產事業，但是在促進產業



發展，保護生存環境方面，亦有其不可忽視的重要地位(環保署，2001)。 

環保產業屬於綜合性的科技應用工業，其涵蓋的層面相當廣且複雜，又因不同產業產生的污染性質不同，

環保設施之技術與規格具有不同質之特性，因此很難明確定義，同時國際上目前也尚無一致性的共識。一般來

說，環保產業可以包括：管末處理為主的污染防治業、生產製造對環境友善的產品與有效利用資源的資源再生

製造業、以及協助客戶(包括產業與非產業)進行減廢、污染預防、環境管理及相關環保服務工作之環保服務業(經

建會及環保署，2004)。 

在此，本研究對環保產業的狹義定義：係指為環境污染防治、清理、處理所提供之環保產品及服務。廣義：

能資源有效化之清潔產品、技術，注重生命週期、從搖籃到搖籃之循環資源，且能提供環境友善型之環保產品

及服務。目前台灣的環保產業，可分為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業、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及環保技術服務業等三類(環

保署，2001)。 

這分類是環保署在 2001 年，委託台灣綜合研究院，依據經濟共同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歐盟統計局(Euostat)於 1999 年出版之「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的內容，訂定的環保產業之分類，雖然此分類距今已逾數年之久，至今未加以修正以滿足現

今需求，但是這是台灣目前唯一對環保產業的分類方法。 

而依其特性分為三類(環保署，2001)：  

1. 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業：對於各種污染防治設備及其相關零組件、環境檢測監測儀器、用於相關環保活

動之機具、用於環保設備與設施所需之材料、藥劑等之製造，以提供事業單位作為污染防治用途之行業。 

2. 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對於廢棄物進行資源化並製成再生產品，使可用資源能永續利用；或是生產具低

污染、省能源、可回收等對環境友善或低環境負荷之綠色產品製造業。 

3.環保技術服務業：除上述兩類之外，其他與環保有關之行業，包括有執行環保設計、研究、規劃、評估、

訓練等活動的環保顧問業；執行環保設施、工程、給水之建造及環境復育整治的環境工程業；輔導業界取得相

關國際標準的環境管理技術服務業。其它如：環保設備設施之操作維護業、環境監測檢測業、環保相關驗證業、

廢棄物清除處理業…等，其他這類的技術服務行業。 

二、綠色創業與綠色創業導向 

在管理學科中，無論創業還是環保企業管理都是比較新的概念。其實 1980 年代，這個領域已被廣泛認為是

有意義的學科，可是相關研究僅限於少數機構和研究人員；然而現今綠色創業精神已成為大多數的商學院，大

部分商界成員，所熟悉的概念並接受其所具有的重要性(Schaper, 2002)。 

「綠化(greening)」是一種速記，是指「走向環保和生態的永續發展」(Pearce & Barbier, 2000)。而永續發展

的三大支柱─即環境創業的同時(Isaak, 1998)，追求經濟繁榮，環境的品質，以及社會和倫理公平(Elkington, 

1997)。Isaak(1998)定義綠色企業，是指企業在建立時，以永續發展作為原則；不同的學者使用不同的術語來描

述綠色創業。一些較常見的說法包括「生態創業精神」，「生態創業」、「綠色創業」和「環境創業」。綠色創業已

被認為是在經濟和社會變革方面一個催化劑，可使人類社會朝理想的永續發展。因此，特別被定義為，創業家

致力於實現他們的想法改變經濟，以使其更有永續發展(Isaak, 2002)。 

和創業精神一樣，綠色創業精神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尚未被充分認識和管理。在許多不同的條件下，它

採取多種形式，可以經常出現在最不可能，最可預測的情況。人們還很難準確地測量和研究。儘管有這些限制，

它是一個日益重要的領域。了解這一現象，並利用它來建立一個永續發展的未來，是許多不同學者的共同的認

知，每位學者都把自己獨特的視角，作為研究這個問題的主軸。他們希望這將提供一個跳板給其他人，在這個

迷人的新領域中，也可成為工作的動力。 

Woo, Daellenbach and Nicholls-Nixon(1994)認為創業導向代表著創業家對環境主觀知覺所產生的一系列決

策與活動。Bourgeois(1980)所認為的創業導向則是著重於如何去做，是如何(how)的層面，講求的是創業的方法、

實務、決策活動等。因此，它是著重於公司是如何運作的；且創業導向將有助於刺激企業的創業精神(Lumpkin, 

Dess & McFairlin, 2005)。另外有些學者是認為創業導向可視為創業精神之展現過程(王居卿、陳麗華，2006)。 



Stevenson and Jarillo(1990)、Timmons(1999)所提出的創業導向定義以及 Lumpkin and Dess(1996)對創業導向

之定義觀點，將創業導向定義為：「是一種導入新進入行為(new entry)所引起的一連串過程，也是一種創造、掌

握及追求機會的過程」。綠色創業導向是一個新的概念，過去沒有有關綠色創業導向的概念，因此本研究根據

Lumpkin and Dess 的創業導向，發展出綠色創業導向，根據此定義，結合可持續概念，本研究定義綠色創業導

向為：「創業家導入以環境可持續發展為優先的新進入行為所引起的一連串過程，也是一種創造、掌握及追求機

會的過程。」而綠色創業導向構面為：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預應性。 

圖一為 Covin and Slevin(1991)主張創業導向與產業環境、策略、內部組織變數有互動關係，並交互影響企

業績效。雖於創業導向的相關研究，大部分都是研究創業導向影響企業績效方面的議題，但本研究找到 Covin、

Slevin 兩位學者所主張的組織創業導向行為模型，因此，可支持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找出個人與組織跨層次影

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因素。 

 

 

圖 一 組織創業導向行為觀念性模式 

在資源基礎論的觀點下，Dollinger(2006)以 Gartner(1985)所提出的資源四購面─個人、環境、組織、與流程，

所延伸出來的─以創業為基礎的創業資源基礎論架構，如圖二。 

 

圖 二 Dollinger 的創業資源基礎論架構 



而在策略創業精神研究領域，發現 Hitt, Ireland, Sirmon, and Trahms 四位學者所提出的 SE 模型理論，見圖

二- 4。他們提出環境、組織與個人因素可以創造出個人、組織與社會的價值，並進而提供個人、組織與社會的

財富資源與益處，如圖三。 

圖三 Input – Process – Output Model of  SE 

綜觀上述，本研究根據 Covin and Slevin(1991)影響創業導向的因素，以及 Dollinger(2006)的創業資源基礎論

架構，和 Hitt, Ireland, Sirmon, and Trahms 四位學者所提出的以資源理論結合之 SE 模型理論，判定影響綠色創

業導向的因素：可將個人影響因素分為(個體層次)：綠色創業機會辨識、綠色創業動機；組織影響因素(群體層

次)：綠色創業環境、企業政策與綠色資源能力。 

三、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個人因素 

(一)綠色機會辨識 

綠色創業家尋找帶來變革和新的機會，既為自己，也為他們所屬的社會；當富有進取心的個人和企業可以

成功地識別和提供服務，這將改變永續發展的企業，並提供了大量的綠色利基；包括，開發新產品和服務，改

善現有企業的效率，新的行銷方法和重新配置現有的商業模式和做法…等等(Schaper, 2002)。 

在綠色機會辨識方面，有學者認為企業策略的實施是一個關鍵點，Huber(1995)描述了三個主要策略，以實

現可持續發展：充分，效率，一致性。充分的策略是根據這個問題：「多少是足夠的？」，有學者要求重新思考

目前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他們呼籲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Sachs 1999, pp.209; Huber 1995, 123)。效率的策略是基

於資源生產率的概念(Sachs 1999, pp.175)。經濟的原則是適用於生態和社會環境(Huber 1995, S.131)。一致性策

略，相對於其他兩種策略比較注重原物料和消費模式(Huber 1995, 138)。 

一些學者將「機會辨識」定義為在環境變化中，創業家知覺或是警覺到一個可增加價值或有利益的新商業

的可能性 (Lumpkin and Lichtenstein, 2005; Kourilsky,1995; Sarasvathy et al., 2003)。本研究延伸此一觀點，綠色機

會辨識定義為在環境變化中，綠色創業家在以不危害到環境為基礎的前提下，知覺到一個可增加價值或有利益

的新商業的可能性。進而提出： 

假說 1：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1-1：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1-2：綠色機會辨識與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1-3：綠色機會辨識與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綠色創業動機 

Campbell and Pritchard(1976)將創業動機定義為：「動機是一種觀念，可視為當一個人為達到工作目標或某一

需求所付出的努力或精力，是一種推動的力量」。而綠色創業家尋求實現變革和新的機遇，既為自己，也為他們

所屬的社會。富有進取心的個人和企業可以成功地識別和服務，這改變使永續發展的企業，提供了大量的利基。

包括，開發新產品和服務，改善現有企業的效率，新的行銷方法和重新配置現有的商業模式和做法…等。在

Schlange(2006)學者的研究發現，綠色創業家的動機，是自我維持的舉動，主旨在維護和促進地方和/或區域的經

濟活動；有學者提出有些綠色創業家是有更刻意的意圖，因為它們是「想要改變世界」(Linnanen, 2002)。 

傳統的創業家和綠色創業家有什麼不同呢?無論是傳統的創業家或是綠色創業家，他們都有強烈的動機─改

造或創造新產品；不過傳統的創業家往往創造環境資源開發的浪費，而綠色創業家採取矯正的措施，以解決生

態環境的機會和挑戰，來實現永續發展，同時他們接受並享受許多內部和外部規模經濟的免費廣告 (Dixon & 

Clifford, 2007)。而另一個差異，是綠色創業家有能力運用他們的環保意識，讓企業重定對環境資源的利用，並

使其未來朝向永續發展(Isaak, 2002)。綠色創業家的這種態度，充分描寫出他們的動機，不斷地採取創新和使用

多樣化的方式經營企業，以滿足不斷增長的強烈愛好和永續發展的社會。根據上述本研究將「綠色創業動機」

定義為綠色創業家為使企業朝向綠色企業的發展目標，所願意付出的努力。進而提出： 

假說 2：綠色創業動機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2-1：綠色創業動機與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2-2：綠色創業動機與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2-3：綠色創業動機與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四、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組織因素 

(一)綠色創業環境 

Miles & Snow(1978)認為組織對外在的環境的認知會影響組織的策略行為，而外在環境是由許多因素所組

成，包括產品、原料、人力、金融市場、顧客及競爭情形、政府的法規管制…等。而組織面對外部環境的不確

定性，要生存就有賴於內部因素是否能與外在環境的配適(fit)。Drake(2004)認為，立法和規章被採納，以確保健

全的環境管理會提高創新，有助於擴大公司的經營業務。由此，可發現不論是政府政策的規範或是產業環境的

趨勢，都會使企業產生新的商業模式，即為內部創業的一種。本研究參考一些研究，將綠色創業環境定義為由

國家、地區和全球所呼應的或制定的環保規則和條例，並在產業內和產業間影響企業的經營 (Newton, 2005; 

Patrick, 2010; Redmond, Walker and Wang, 2008)。因此，推論出： 

假說 3：綠色創業環境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3-1：綠色創業環境與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3-2：綠色創業環境與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3-3：綠色創業環境與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綠色創業資源 

綠色創業家必須找出一個可行的商業機會並研究它，利用資源把思想實際化，發展並執行發展計劃，與監

督其成長；無論外部因素如何變動，成功的綠色創業家需要更多的不僅僅是精力和金錢，當它與組織政策和業

務創建出新的綠色技能，不迷信熱情或運氣，只要求能成功的。一個成功的綠色創業者必須進行周密的規劃過

程，想法的發展，調動資源，採購資金，認真研究，採取創造和創新的技術，並計算所需承擔的風險(Schaper, 

2005)；換句話說，綠色創業家要成功，不只需要有組織資源的整合能力，更需要有組織所提供的完整資源。 

Barney (1991)強調了資源的異質性與不可變動性，說明產業或團體之間掌握了異質性的策略資源，這些異

質性的資源未必可以在企業之間流動，形成了不可變動的特性，因此資源此種異質性、不可變動的特徵，才能

形成所謂的競爭優勢並維持之。因此，本研究將組織綠色資源定義為：公司所擁有發展綠色企業所需的異質性



資源。Barney (1991)進一步強調，為維持競爭優勢的資源有四大關鍵屬性：價值性、稀少性、不可模仿性、不

可替代性。其中 Kogut and Zander (1993)將不可模仿性分為文件化與教導性。而 Clemens and Douglas (2006) 再

進一步根據 Barney(1991)與 Kogut and Zander (1993)的研究，將組織綠色資源分成：不可模仿性-文件化、不可模

仿性-教導性、稀有性、價值性與不可替代性。因此，本研究將根據 Clemens and Douglas (2006)的研究將組織綠

色資源分成：不可模仿性-文件化、不可模仿性-教導性、稀有性、價值性與不可替代性；並推論出： 

假說 4：綠色創業資源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4-1：綠色創業資源與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4-2：綠色創業資源與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4-3：綠色創業資源與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三)企業環保政策 

對環境負責任的目標可以從低優先(將環保視為責任)，到中等優先(環境問題被視為傳統業務問題的補充)和

高優先(環境問題被視為一個不可分割的部分核心業務活動)，三部份(Schaltegger, 2002)。雖然最簡單的開始，是

接受合法性的環境問題，作為一個利益相關者的影響，其他人開始提出的理念以市場為基礎的環保。這種觀點

認為，作為「綠色」，其實是創新的泉源，競爭優勢，新業務，並聲稱最有效的保護環境方式，並提供經濟誘因

促使他們這樣做(Kinlaw, 1993)。在過去 20 年間，無論是在企業界和環境監管機制，都將綠色創業的概念作為一

個新的策略和工具，以實現一定程度的環境資源可持續利用(Schaper, 2002)。Vykoukal 等人(2009)認為，綠色創

業能夠提高企業的競爭力。在另一項研究中，Sayeed and Gill(2009)表明，當實施綠色科技時，企業調動他們的

動態資源，並且能夠善用綠色策略目的的優勢。 

企業在一開始時是遵守基本的環境法規，然後才慢慢轉移到環境管理，以減少排放量(Fischer & Schot, 

1993)。爾後，他們積極的朝目標努力，一切以環保為目的。企業面對環境責任的問題時，了解和分析環境，進

而做出選擇，產生綠色策略優勢(Sayeed & Gill, 2009)。本研究根據 Jabbour and Santos (2008)的研究，將企業環

保政策定義為組織為符合全球環保績效的聲明，包括：組織對環境保護的意圖、原則、計畫、目標以及行動。

因此，推論出： 

假說 5：企業環保政策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5-1：企業環保政策與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5-2：企業環保政策與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說 5-3：企業環保政策與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參、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綠色企業、環境、以及綠色資源能力之變項，是為群體層次之觀點，綠色創業家是為個體層次之變

項。 

其中綠色企業是為企業對環境的態度與政策；環境為外部大環境的影響，如：國家的法規政策、壓力團體；

綠色資源能力為企業的綠色能力，如：綠色利基市場的優勢、綠色技術；綠色創業家指得是創業家本身的個人

特質、創業動機以及綠色的機會辨識。本研究為一跨層次的研究。研究架構如圖四所示。 



 

圖四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一)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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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問項，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

來衡量，分數越高代表受訪者對該問項傾向越高。 

表 1 操作型定義總表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參考文獻 

綠色機會

辨識 

在環境變化中，綠色創業家在以不危害到環境為基礎的前

提下，知覺到一個可增加價值或有利益的新商業的可能

性。 
4 

Lumpkin & Lichtenstein, 2005; 
Kourilsky,1995; Sarasvathy et 
al., 2003 

綠色創業

動機 
綠色創業家為使企業朝向綠色企業的發展目標，所願意付

出的努力。 7 
Campbell & Pritchard, 1976; 
Patrick, 2010; Schaper, 2005 

綠色創業

環境 
由國家、地區和全球所呼應的或制定的環保規則和條例，

並在產業內和產業間影響企業的經營。 6 
Newton, 2005; Patrick, 2010; 
Redmond, Walker & Wang, 
2008 

綠色創業

資源 
公司所擁有發展綠色企業所需的異質性資源。 16 

Barney, 1991); Kogut & 
Zander,1993; Clemens & 
Douglas, 2006 

企業環保

政策 
組織為符合全球環保績效的聲明，包括：組織對環境保護

的意圖、原則、計畫、目標以及行動。 8 Jabbour & Santos, 2008 

綠色創業

導向 
綠色創業家導入綠色企業的行為所引起的一連串過程，也

是一種創造、掌握及追求機會的過程。 9 
Lumpkin & Dess, 1996; Miller 
& Friesen, 1983 

三、抽樣對象 

根據環保署在 2001 年，所訂定的環保產業之分類，將環保產業分成三類：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業、資源再

生產品製造業、環保技術服務業。而經濟部工業局所提供的環保產業廠商，共計有 4000 多家，由其中挑選為發

放問卷對象。 

因此，施測對象：282 家廠商，由每家廠商裡的專案經理、研發主管、內部主管以及部門主管等，共 5 位

主管級員工填寫。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600 封問卷，而回收問卷份中扣除填答不完全的無效問卷後，以及為了跨層次分析之準確性，

將扣除少於 3 份回收問卷之群體與問卷。因此剩下有效問卷共 460 份，可分為 92 個群體(公司)，每一個群體平

均人數為 5 人，高於 Carron & Spink(1995)提出的樣本收集每一群體皆需高於 3 人，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77%。 

一、樣本結構分析 



研究調查對象的分布區域以南部為主要，占 58.7%；性別方面以男性占多數，為 63.5%；其服務年資則主要

分布在 10-20 年以下，占 40.9%；職位以其他與環保相關部門為主，占 41.7%，其次是公司各部門主管為主；研

究調查對象所屬的環保產業類型，以環保數服務業為多數，占 48%；通過環保認證的，以其他最多，占 27.2%，

其次是 ISO19001，占 15.4%。 

二、信度與效度分析 

利用 SPSS 統計軟體進行信度分析，Cronbach’s α值做為判斷信度的指標。Cuieford (1965)認為 Cronbach’s α

係數大於 0.70 屬於高信度值，介於 0.35-0.70 間為尚可，低於 0.35 時，應拒絕使用。從表 2 結果得知，每一構

面之問項的的「各問項對總項的相關係數」(item-total correlation)皆高於 0.5，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數都高於

0.7 顯示信度之係數為高信度的範圍，呈現高度穩定性與內部一致性。結果顯示綠色創業導向、綠色機會辨識、

綠色創業動機、綠色創業環境、綠色創業資源、與企業環保政策其 Cronbach’s α，分別為 0.898、0.837、0.870、

0.869、0.935、0.934。 

效度分析方面，本研究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進行各變數模型適合度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為計算組

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系為建構信度檢驗問項之信度。Hair et al., (1998)認為組合信度需高於 0.5 才具有

一致性。Fornell and Larcker (1981)認為因素負荷量需大於 0.5，且 t 值大於 2 具有顯著性才具有收斂的效度。從

表 2 結果得知，每一構面的組合信度(CR)都大於 0.6，萃取變異量皆大於 0.5，而構面之各問項的因素負荷量結

大於 0.5，且 t 值都大於 0.2，表示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 

表 2 信度與收斂效度表 

研究變項 組合信度(CR) 萃取變異量(AVE) 

綠色創業導向 0.948 0.672 

綠色機會辨識 0.922 0.747 

綠色創業動機 0.924 0.641 

綠色創業環境 0.938 0.721 

綠色創業資源 0.962 0.613 

企業環保政策 0.970 0.802 

區別效度是將不相同之兩概念進行量測，將結果進行相關分析，其相關程度很低，代表兩個概念之間具有

區別效度(吳萬益、林清和，2002)。兩個不同概念間的相關係數應小於每一個概念平方解釋變異量(AVE)之平方

根(Grant, 1989)。從表 3 可得知，本研究所有成對變相的相關係數均小於該概念的平方變異抽取量之平方根，因

此，本研究之變項具有良好的區別效度。 

表 3 區別效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1)綠色創業導向 4.088 0.101 1      

(2)綠色機會辨識 4.183 0.057 .613** 1     

(3)綠色創業動機 3.992 0.122 .512** .437** 1    

(4)綠色創業環境 4.297 0.069 .489** .611** .451** 1   

(5)綠色創業資源 3.983 0.088 .662** .629** .642** .542** 1  

(6)企業環保政策 4.135 0.040 .590** .574** .553** .636** .729** 1 

註：對角線使用陰影的部分為平均變異抽取量(AVE)之平方根；非對角線部份為各構面間的相關係數。 

三、階層線性模式分析 

進行 HLM 之前，須先檢測樣本是否具有群內一致性(within-group agreement )與群間變異性(between-group 

variation)的存在性 (James et al., 1984; Hofmann, 1997 ; Klein and Kozlowski,2000 )。在群內一致性檢驗採用 James 



et al. (1984) 的 γwg 指標，需大於 0.7 才符合。在群間變異方面則是採用 ICC1 需大於 0.12 和 ICC2 需大於 0.7

為依據。經由計算，在表 4 得知，γwg、構面的 ICC1 與 ICC2 皆符合群間變異性的原則，因此本研究的樣本資

料可以進行 HLM 之分析。 

表 4 資料整合至群體之指標分析 

構念 γ wg 題數 ICC1 ICC2 

綠色創業環境 0.954 6 0.571 0.814 

綠色創業資源 0.978 16 0.820 0.946 

企業環保政策 0.966 8 0.655 0.869 

(一)虛假模式(null model) 

零模式(Null Model)又稱虛假模式，主要是檢視資料中是否存在群內一致性(consistency within-group)及群間

變異(variances between-group)。 

零模式中，第一層迴歸及第二層迴歸皆無預測變數，可將綠色創業導向的變異，分成組內變異及組間變異。

藉此可知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和預應性可被群體層次變數預測多少比例，個體層次變數可解釋多少比例。

相關分析模式如下： 

 

在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的群間變異成份值為 0.206、0.364、0.216，顯著皆異於 0；而群內變

異成份值為 0.104、0.101、0.108。 

經由上述結果可算出群間變異與群內變異之比例 ICC 值，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分別有 66.5%、

78.3%與 66.7% 的變異存在於不同群體之間，且都達到顯著異於 0 的水準，滿足依變數必須存在群內與群間變

異的準則(林鉦棽, 2005)。 

(二)隨機參數迴歸模式(random cofficient regression model) 

在零模式裡判斷群間與群內變異成分的存在後，接著檢視模型在不同的群體間，是否存在著不同的截距與

斜率。可藉由隨機模式檢視不同組織間，個體層次中自變數與依變數間的影響；此外，本模式亦可直接驗證假

說一個體層次自變數與依變數的關係，並經由此模式與零模式之變異成份，求得個體層次變數的解釋變異量

R2。相關分析模式如下： 



 

在上述方程式中，γ10 與 γ20 代表層次一的自變數與依變數關係的估計參數，若其達到顯著水準，則代表

其與依變數間具有顯著關係(即 β1j、β2j 值存在) (林鉦棽, 2005)。 

從表 5，看出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的 γ10 與 γ20 皆達到顯著水準，其截距項的變異成份皆顯著

存在。研究 H1-1 與 H2-1、H1-2 與 H2-2、H1-3 與 H2-3 得到證實。 

而為了知道加入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的個體變數後，對於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的解

釋量，可以根據第一步驟模式所顯示的組內變異(γij) =σ2 以及第二步驟模式加入個體變數之後的剩餘變異的差

距來算出，層次一變數群對綠色創新性的解釋量 R2 為 0.64，對風險承擔性的解釋量 R2 為 0.59，對預應性的解

釋量 R2 為 0.57。除針對 γ的參數值驗證外，亦可藉由 τ00 的顯著性判斷模型在不同的群體間，是否存在著不同

的截距。就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預應性的結果而言，在不同群組間確實存在不同的截距，因此綠色機會

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的系絡直接效果可能存在。 

(三) 截距預測模式( Intercepts-as-Outcomes Model) 

本研究進一步驗證截距項的存在是否可由層次二變數(即綠色創業環境、綠色創業資源和企業環保政策)加以

解釋，茲以驗證假說三、假說四與假說五成立與否。分析模式如下： 



 

 

 從表 5，看出綠色創新性之截距項的部分，結果顯示 γ02 (γ02=0.361，se=0.15，t-ratio=2.364，df=88，p<0.1) 

和 γ03 (γ02=0.3，se=0.19，t-ratio=1.58，df=88，p<0.1)皆達顯著水準，顯示綠色創業資源、企業環保政策會直接

地影響綠色創新性的形成；研究 H3-1 與 5-1 得到證實。而 γ01 未達顯著水準(t-ratio=-0.354，df=88，p>0.1)。因

此，綠色創業環境直接地影響綠色創新性未能得到支持，研究 4-1 與未得到證實；觀察變異成份的結果，相對

應的變異成份值卻仍達顯著水準(χ2 =441.035，df=19，p<0.001)，這一結果表示，在綠色創新性部份，仍有其他

層次二的變數未被本研究所考量。 

在風險承擔性之截距項的部分，結果顯示 γ02 (γ02=0.725，se=0.12，t-ratio=5.915，df=88，p<0.001)達顯著

水準，顯示綠色創業資源直接地影響風險承擔性的形成；研究 H4-2 得到證實。而 γ01 未達顯著水準(t-ratio=1.338，

df=88，p>0.1)，同時 γ03 未達顯著水準(t-ratio=1.000，df=88，p>0.1)。因此，綠色創業環境與企業環保政策直接

地影響風險承擔性未能得到支持，研究 H3-2 與 5-2 未得到證實；觀察變異成份的結果，相對應的變異成份值卻

仍達顯著水準(χ2 =184.519，df=19，p<0.001)，這一結果表示，在風險承擔性部份，仍有其他層次二的變數未被

本研究所考量。 

在預應性之截距項的部分，結果顯示 γ01 (γ01=0.553，se=0.157，t-ratio=3.513，df=88，p<0.001)和 γ02 



(γ02=0.283，se=0.131，t-ratio=2.158，df=88，p<0.1)皆達顯著水準，顯示綠色創業環境和綠色創業資源直接地影

響預應性的形成；研究 H3-3 與 H4-3 得到證實。而 γ03 未達顯著水準(t-ratio=-0.101，df=88，p>0.1)。因此，企

業環保政策直接地影響預應性未能得到支持，研究 H5-3 得到證實；觀察變異成份的結果，相對應的變異成份值

卻仍達顯著水準(χ2 =355.182，df=19，p<0.001)，這一結果表示，在預應性部份，仍有其他層次二的變數未被本

研究所考量。 

為求加入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兩個個體變數之後，再加入群體變數，綠色創業環境、綠色創業

資源與企業環保政策對於綠色創業導向的解釋量，可以根據：第二步驟模式所顯示的變異數，(U0j)=τ00 截距變

異，以及第三步驟模式加入群體變數之後的(U0j)=τ00 剩餘截距變異的差距來算出：綠色創新性、風險承擔性與

預應性的 R2 為 0.32、0.63、0.43。 

表 5 HLM 分析結果 

 



伍、 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假說 內容 HLM 結果 

H1 綠色機會辨識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1-1   綠色機會辨識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1-2   綠色機會辨識對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1-3   綠色機會辨識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2 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2-1   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2-2   綠色創業動機對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2-3   綠色創業動機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3 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H3-1   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不成立 

 H3-2   綠色創業環境對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不成立 

 H3-3   綠色創業環境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4 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4-1   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4-2   綠色創業資源對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4-3   綠色創業資源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5 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H5-1   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新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成立 

 H5-2   企業環保政策對風險承擔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不成立 

 H5-3   企業環保政策對預應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不成立 

(一)綠色機會辨識對綠色創業導向之影響關係 

經由層級線性分析(HLM)結果發現，綠色機會辨識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關係，當綠色機會辨識越高時，

綠色創業導向就會越高，這結果與 Schaper 的論點符合。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也提出，採取環保的商業

手法，改進流程，生產，材料使用和銷售改變，這種對環境負責的作法，往往提供一系列新的機會給綠色創業

家，它可以讓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產品和服務創新。這論點也支持本研究，在綠色機會辨識中，員工從企業的

技術或服務上，較易察覺到有關綠色環保的新商機此論點。而從消費大眾中，察覺到綠色機會這點，Schaper(2002）

指出，各類消費群體對「綠色產品」的需求持續不斷增加，尤其是在已開發國家。另外，從法律規範與市場上

找尋綠色機會，也都與 Sinding(2000)、Larson(2000)、Taylor and Walley(2004)、Holstager et al.(1998) 以及

Krueger(1998)的觀點相呼應。 

(二)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之影響關係 

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關係，這部份經由層級線性分析(HLM)結果發現，當綠色綠色創業動

機越高時，綠色創業導向就會越高。Schlange(2006)學者的研究發現，綠色創業家的動機，是自我實現的舉動；

有學者提出有些人是有更刻意的意圖，因為是「想要改變世界」(Linnanen, 2002)；也有學者發現這些綠色創業

家他們的動機，是不斷改善他們的商業系統(Schlange, 2006)；本研究的綠色創業動機支持這些學者所提出的論

點。 

(三)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業導向之影響關係 

由層級線性分析(HLM)結果發現，綠色創業動機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關係這部份，當綠色綠色創業環境

越高時，有助於提升綠色創業導向。但是在綠色創新性與風險承擔性部分是不一定有正向影響的；本研究推測



或許是因為本研究的抽樣對象，有許多是中小企業，相較於許多大型企業，研發創新以及風險這部份是屬於較

為保守、消極的；而為了因應各國法規(Starik & Heuer, 2002)，以及環保意識的崛起，這樣創業家會越來越傾向

於「綠色」，以便在市場中生存(Isaak, 1999)，因此在預應性的部分，不論企業的大小，都是正向關係，不過總

體而言，綠色創業環境對綠色創業導向是有正向的影響關係；這結論與 Isaak(1999) 、Newton(2005)學者們的論

點相呼應。 

(四)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業導向之影響關係 

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關係，這部份經由層級線性分析(HLM)結果發現，當綠色創業資源越

高時，綠色創業導向就會越高。綠色創業家的產品和服務，是利用綠色技術和機會而產生優勢，這時就需要資

源的協助，如時間、金錢、能源、組織資源和環境資源的分配在最有效的方式下，追求提高生態效率，增加對

環境的影響(Schaltegger & Sturm, 1990)。根據 HLM 結果，綠色創業資源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最大；這結論與

Patrick(2010)、Schaltegger & Sturm(1990)相互呼應，不論綠色創業資源在不可教導性、稀有性、價值性與替代性

方面，都與綠色創業導向有正向的影響。 

(五)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業導向之影響關係 

經由層級線性分析(HLM)結果發現，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關係這部份，當企業環保政策越

高時，有助於提升綠色創業導向。但是在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的部分是不一定有正向影響的；相較於企業的創

業環境與資源，企業的環保政策屬於對外溝通的方式之ㄧ，通常都是較著重於企業的績效成果，再加上台灣的

中小企業，有別於資金龐大的大企業，企業制定政策時，面對風險及未來不確定之事，多採取較為保守、消極

的作法，因此對於風險承擔性與預應性較不顯著。但在綠色創新的部分，因為企業在一開始時是追求遵守基本

的環境法規，然後才慢慢轉移到環境管理(Fischer & Schot, 1993)，強調創新與研發綠色產品或技術，以實踐企業

的社會責任；而落實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往往又可因此而從中獲利；這論點可由 Schaper(2002)、Vykoukal 等

人(2009)、Sayeed and Gill(2009)獲得支持。 

二、管理意涵 

(一)環保企業 

企業勇於創新與研發綠色產品或技術、善加應用人力及技術，以實踐企業的社會責任；而落實企業社會責

任的企業，在企業各層面致力追求更高的水準、更好的表現，往往因此從中獲利，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綠色

環保產業可以得到，公眾的期望獲得長期利潤，擁有完善的資源，並且預防勝於治療，減少政府的干預。在快

速變遷的環境之下，綠色企業若欲提升對綠色創業機會的掌握度，以因應環境的變遷與挑戰，必須持續不斷的

充實及累積，與顧客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掌握相關的知識與經驗，透過綠色創業動機並且充分展現其綠色創

新性、風險承擔性、預應性的綠色創業導向整合，創造獨特的附加價值，形成難以模仿的競爭優勢，而不會被

產業的強勢競爭輕易淘汰。 

(二)環保企業員工 

本研究已證實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此一正向思想，的確能幫助提高綠色創業導向的發展。

在台灣，不論是老企業或是新興企業，都面臨到綠色環保議題的衝擊；而企業輔助員工時時刻刻注意綠色

機會的產生，再加上擁有足夠強烈的綠色創業動機，面對這波綠潮，企業與員工就如同擁有了共同的目標

與願景，這樣不僅可以幫助企業永續發展，員工在企業內部方能脫穎而出，並且相輔相成，各自獲得最重

要的有形利益。 

(三)社會大眾 

有證據顯示：在環保優先權較低的國家，人們的環境退化成本十分明顯，如：保加利亞，住在重工業區附

近的人與其餘人口相比，罹患疾病的比例是高出許多倍的。 

透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指出，因自然災難而遭害者，數量正持續增加，且與人口成長有不同的比率。

這意味著因為人類的人為干涉，正建立一個更不穩定和威脅的自然環境，雖然這些災難，常被認為是自然或不

可抗力，但是有日益增加的證據顯示，這是大自然的反撲。 



有證據顯示，經濟成長最大化不一定可以使工作機會的增加。例如：公司規模透過購併或改組的擴大，有

助於經濟產量的上升，但所雇用的勞工卻會減少；這表示，經濟成長並非就業增加的保證。不過，綠色經濟行

動能對就業有正面影響，如果綠化表示降低我們對原料的使用，對於更勞力密集和更服務導向的行動將是合乎

需要的。 

總而言之，環境保護對社會大眾的影響，不只在健康方面，尚有安全以及就業方面的影響；整體而言，環

境保護對社會大眾是整體正向的影響。 

三、研究貢獻 

(一)學術方面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發現針對創業的相關研究，以綠色角度探討的研究實則有限。為此，本研究即從這

個角度出發，整合目前創業領域裡新興的綠色環保議題與環保產業來探討，此為貢獻之ㄧ。 

在台灣，有關環保產業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策略行銷方面，以及少部份以總體經濟的角度來探討，有

關創業導向或是綠色創業導向方面，尚無已發表的相關研究。為此，本研究即從這個方面來探討，此為貢獻之

二。 

國外學者在綠色創業方面的相關研究，大多是探討綠色創業家的本質及分類或是綠色創業精神影響的因

素，尚未有探討影響綠色創業導向的因素者，以及使用多層次分析理論(multilevel research)來探討不同層次因素

的影響關係者，因此，本研究探討不同層次因素對綠色創業導向的影響，此為貢獻之三。 

一般的創業已被套用至許多面向的研究，但是專屬於綠色創業家的綠色創業此一名詞，近期才被特別提出

定義與區隔，因此本研究對此議題進行全面的文獻整理、回顧，提供後續學者在研究此相關領域時的參考，此

為貢獻之四。 

本研究所得結果，有助於創業研究及綠色研究學者，進一步了解綠色創業導向的形成及影響因素，此為貢

獻之五。 

(二)實務方面 

透過本研究，可以了解企業該保有何種「正確的」精神，才能夠幫助企業內部創業的培養，提升競爭優勢，

進而促使整個產業的成長，此為貢獻之ㄧ。 

產業轉型是近幾年台灣企業的趨勢，企業了解如何培養與發掘綠色創業家以及實踐綠色思想，將有助於提

升企業的效率與競爭力，並使企業轉型較容易成功，此為貢獻之二。 

最近，因為天災不斷，國內外對環保議題越愈加重視，台灣產業如何在這波綠色浪潮裡，順勢從企業內部

找到綠色機會並從中找到利基，獲取利潤，是本研究的貢獻之三。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結果乃是針對環保產業，因此對於其他不同的產業類別而言，本研究結果可能是不適用的，未來還

需進一步加以驗證，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本研究是以橫斷面資料的分析與探討，但 HLM 之分析如使用縱貫面之資料分析，或許會比使用橫斷面之

分析能夠得到更多的研究發現與貢獻。且在因果關係推論上，使用橫斷面之分析難免有因果關係推論之限制，

為本研究限制之二。 

國內環保產業有許多屬中小企業，在面對自己公司是否屬於環保產業存有疑問，以致於在進行抽樣研究時

受到侷限，為本研究限制之三。 

本研究在樣本收集當中，問卷發放對象為主管級員工，可能造成參數估計的偏誤，此為本研究限制之四。 

四、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台灣環保產業，對於後續研究者可以以其他產業一樣，來探討有關綠色創業導向因素的跨層

次研究。 

本研究探討綠色機會辨識、綠色創業動機、綠色創業環境、綠色創業資源與企業環保政策對綠色創業導向

的關聯性，發現尚有本研究未發現的影響因素，故後續研究者可以再探討有無其他因素會影響綠色創業導向，



並可根據 Covin and Slevin(1991)主張，其最終的依變數應為企業績效，故後續學者可以再延伸探討以企業績效

為最終依變數。 

本研究衡量影響綠色創業導向並無指定特別的時點，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時間序列的方式來研究，員工

或企業在公司的不同時間點，所知覺到的綠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將對不同方面之綠色創業導向帶來何

種影響。例如 20 年資以上的員工與新進員工，再以成立 20 年以上的公司或 5 年以下的公司，其內部員工對綠

色機會辨識與綠色創業動機，與綠色創業導向之間，是否會產生不同之影響結果。 

五、結論 

過去，企業注重綠色議題，主要集中在符合法令規定，或是綠色科技以求增加成本效益，而現在範圍擴大

到技術、組織觀念和文化設計等，以求促進永續發展的業務流程(Markusn & Robey, 1988; Watson, 2008)。這意味

著，企業已經發現到永續經營的優勢，不僅可以有效運用資源，發揮更好的效率；減少浪費，善加回收再利用；

提昇企業形象，公共關係報導。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綠色機會辨識、綠色創業動機、綠色創業環境、綠色創業資源與企業環保政策對

綠色創業導向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因此，要如何從一般產業轉型成環保產業，可從企業內部著手，找尋綠色機

會，挖掘綠色動機，完善的企業政策，良好的企業資源與環境，都可以有效的推動企業內部的綠色創業導向，

進而落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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