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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報告書中表示，氣候變遷的速度比預期的快速許多，落實永續績效對整體環境也就更

加重要。過去企業在追求經營績效的同時，經常會忽視對環境及社會的危害，現今環境破壞嚴重，社會也對未來環

境惡化感到恐慌，進而社會大眾對組織環境保護及社會維護上更加重視。為減緩長期以來人類對地球的破壞，聯合

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向以努力達到永續發展，而廠商在落實這些永續發展策略中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及問題，因

此近年來永續供應鏈管理的議題深受業界及學術界關注。 

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為研究對象，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訪談法進行研究，共訪談三間不同產業的企業，本

研究主要是在探討：一、探討企業在執行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時受到那些壓力及困難。二、探討企業在實施永續政

策中受到供應鏈內部的影響與合作中的困難。三、探究企業實施永續政策後對企業永續績效的影響為何。以提供後

續研究者探討永續供應鏈管理參考之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與永續績效之間具有關聯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認知及意識會影響企業

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制定；供應鏈永續發展整合會影響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企業經過上述因素的影

響會再影響到企業永續績效。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管理意涵及建議供企業及相關研究作為參考。 

關鍵字：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永續績效、個案研究法 

Keyword：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 、Sustainable Performance、Case study 

1. 緒論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澳洲及美國西部森林大火等等全球災害，提高人們對於環境永續發展的意識。

並顯示出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及巴黎氣候變遷協定實施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同時也正考驗著企業對於永續發展的

承諾。如今已有許多企業認知到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面對眼前的挑戰也已經從日常計畫及口號轉為各種實際作為。 

過去企業對永續發展計畫大多僅關注環境問題，而今更多採用環境、社會及經濟三個層面相互配合的策略達

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永續供應鏈管理是結合供應鏈管理及永續發展議題 (Masoumik et al.,2012 ; Ahi & 

Searcy,2013; Morali&Searcy,2013; Signori et al.,2015)。永續供應鏈管理是在傳統供應鏈管理中加入環境及社會議題，

企業在社會中獲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是企業有責任保護環境及所屬社會(Drumwright ,1994)。此

外，有關供應鏈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環境及社會議題，顯示出企業對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視，也同時要求各合作夥伴

提升對環境保護的認同。 

企業為了因應全球永續供應鏈發展，實施永續計畫的企業逐漸增加，但在實施永續計畫中，會遇到許多問題

及困難，企業在面對這些外部壓力及內部變革的矛盾及問題時，企業究竟是如何因應及解決這些壓力及困難，以促

使企業永續計畫能夠繼續推動及實施。本研究的目的為： 

(1) 探討永續供應鏈實踐受到那些壓力及困難。 

(2) 探討企業在實施永續政策中受到供應鏈內部的影響與合作中的困難。 

(3) 探究企業實施永續政策後對企業永續績效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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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 

永續最早起源於法文的「soutenir」，來自於林業，原意為木材的砍筏量不得高於再次生長的木材量。過去學

者對永續有各種定義，Brown et al. (1987)將永續定義為利用資源來滿足當前的需求並且不得損害子孫後代滿足其自

身需求的能力。永續是藉由維持不可替代的資源的供應來使用自然資源以改善人類生活條件(McMichael et al.,2003)。

在 ISO15392(2008)中認為永續是一種以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方式進行人類生活改善的活動。 

永續供應鏈管理中，起初只將環境管理加入其中，將傳統供應鏈的概念延伸，並將其定義為供應鏈的最終目

的是要考慮所有產品及其過程對環境總體直接影響及最終影響(Beamon,1999)。在 Elkington(1998)研究中提出永續

是經由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所組成的，並將其稱為三重基線(Triple Bottom Line)，而後開始有將三重基線整

合入傳統供應鏈中，並將其稱為永續供應鏈管理。永續供應鏈管理擴展了傳統供應鏈管理業務，考慮了供應鏈中可

能對環境的影響，大幅度的減少產品生命週期中對環境的影響及破壞，例如：綠色設計、綠色採購、減少有害物質

產生等(Seuring & Müller, 2008)。 

Srivastava (2007)將永續供應鏈管理定義為整合供應鏈上下游所有合作夥伴共同合作，在整體供應鏈中以較少

成本達到降低環境污染、減少浪費及節約能源，並提供市場具有環保概念的產品或是服務，期望達到社會、經濟、

環境三贏。Saeed 與 Kersten(2017)認為永續供應鏈管理是為所有利害關係人提供最大價值，並通過實現產品，服務，

資訊和資本的永續流動，以及促進不同供應鏈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來滿足客戶的要求。由於全球化趨勢、市場變化、

需求不確定性和經濟挑戰，企業為了維持供應鏈優勢承受巨大壓力，如果將永續概念整合到供應鏈的核心功能中，

它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獲得良好的市場地位（Khodakarami et al.,2015; Busse,2016）。 

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是在傳統供應鏈中加入環境保護、社會回饋並維持組織經濟的一系列作為，包括公司的

內部和外部實踐，並可以從環境、社會及經濟三個方面使供應鏈實現真正的永續性（Morali & Searcy,2013;Paulraj et 

al.,2015）。Zhu et al. (2008)主張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的實施範圍從綠色採購到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供應鏈，從供應

商一直流向製造商及客戶。Beske et al.(2014)認為永續供應鏈管理中增強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貨物和資訊流或永

續問題的實踐。 

2.2 永續績效 

企業在維護環境及社會的同時，可能會損害經濟績效。企業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平衡環境、社會及經濟績效，

永續績效也就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目標（Massaroni et al., 2016）。企業在追求永續績效時會多方評估，希望企業在

實施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後能夠獲得更好的企業績效。目前企業除了改善品質以及滿足顧客需求以取得市場競爭力

外，採取永續策略是目前新興的策略之一，也是各國供應鏈選擇合作夥伴的條件之一。 

Elkington (1998)認為永續績效是由經濟、環境、社會這三面向所組成的，通常被稱為三重基線。永續績效代表

企業通過考慮對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的影響，以及不犧牲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而獲得的經濟回報中的持久競爭優勢

（Kleindorfer et al., 2005; Paulraj,2011）。Delmas 與 Toffel (2004)表示企業對永續的積極度可以產生企業的企業競

爭力，經濟利益和公眾更好的社會責任。Zhu et al. (2008)認為永續績效為企業在推行永續供應鏈管理後，對企業帶

來的效能及效率。 

環境永續發展績效可以簡單解釋為減少自然資源消耗，保護人類生存所需的稀少資源，並盡可能減少供應鏈中

產品的碳足跡及任何對自然環境有害之物質 (Yusuf et al.,2020; Sarkis et al.,2011)。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人們對

環境保護議題也更加關注。環境績效包括減少空氣排放，減少的材料輸入，提高的能源效率等(Paulraj et al., 2017; 

Zhu et al., 2008; Zhu et al., 2013)。Rokka 與 Uusitalo (2008)認為消費者的環境保護意識增強，增加對綠色產品及綠

色行銷的認同度及購買意願，組織改善綠色形象，能夠幫助組織增強競爭優勢。環境績效對綠色製造及綠色供應鏈

的影響已經是企業無法忽略的趨勢，對環境績效的策略管理可以幫助組織提升競爭優勢並有更好的永續發展 (Ahi 

& Searcy,2013; Schaltegger & Burritt,2014)。 

社會績效是實現環境和經濟兩個永續目標的手段(Yusuf et al., 2013)。Chen et al.（2017）將社會績效分為兩個

基本類別：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關注自然資源所在地區之權利，在不損害環境及不過度利用資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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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改善人類生活質量(Chin et al., 2015, Yusuf et al., 2013)，也包含供應商工廠人道的工作條件、對客戶公平對待以及

供應商經營所在社區的社會投資(Krause et al., 2009; Sarkis et al., 2010)。人力資本關注的是改善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工作環境的公平性，員工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員工的永續技能發展，員工的福利和員工的承諾水平 (Jennings, 

2013;Carter & Rogers, 2008; Krause et al., 2009)。 

經濟績效主要為銷售增加及利潤增加，過去研究證實永續性因素與銷售增加正向相關(Sarkis et al., 2011)。

Paulraj et al. (2017)表示永續供應鏈實踐可以改善經濟績效，例如可以藉由有效利用資源等方式改善經濟績效。良好

的社會及環境績效可能可以增加客戶忠誠度，穩定的銷售數量，能夠提高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以提高產品利潤 

(Yusuf et al.,2020)。企業要維持長期發展，需要有效利用資源並且減少資源開發及浪費，才能確保企業維持競爭力

及永續經營。 

過去企業及供應鏈在檢視資源運用的效能上都是使用短期的經濟績效做為唯一的標準，經過地球環境資源越

來越匱乏後，各供應鏈發現資源缺乏問題日益加劇，開始注重對環境及對所屬地區、社會的關懷，並且將環境及社

會這兩種長期的績效標準加入在供應鏈合作夥伴標準中，利用自己較為強勢的力量，使各企業關注並且重視永續績

效之議題。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方法及研究個案選擇 

陳向明(2002)對質性研究的定義為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蒐集方法對社會現象

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

種活動。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企業在實施永續供應鏈管理中，如何影響企業永續績效。這是企業及供應鏈中的自然

活動，所以透過與研究對象的訪談更能獲得具有意義的描述。並且永續議題中許多困難及重要的因素無法單以問卷

方式收集資料，故本研究認為採用質性研究較為適合。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為台灣製造業公司，而探討之議題為供應鏈在實施永續策略時所面對的困難及產生

的影響結果，以及如何維持永續績效之狀態。故藉由文獻探討中對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之定義，Zhu et al.(2008)認

為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的實施範圍從綠色採購到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供應鏈，從供應商一直流向製造商，客戶。

Beske et al. (2014)認為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是永續供應鏈管理中增強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貨物和資訊流或永續問

題的實踐。本研究依據上述定義進一步選取符合定義之個案公司，共訪談三家不同產業別的企業，一家為跨國企業，

一家為國內上市企業，一家為中型企業。 

4. 研究結果 

4.1 研究個案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訪問三家企業，針對訪談企業進行介紹，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訪企業簡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公司 個案簡介 

D 公司 

D 公司在全球約有 12 萬名員工，為幾乎所有國家、所有行業客戶的成功作出貢獻，於 1969 年成立台

灣分公司，負責銷售進口及本地製造的各項化工產品。在台灣提供塑料聚合物、化學品、農用產品、功

能性與特性化學品以及解決方案給各行業，包括化工、建築、漆料及塗料、化妝品、皮革、農業、動物

及人類營養品等，特別專注在電子產業。 

Y 公司 

1986 年 Y 公司投入紙器市場，2005 年自母公司分割獨立，大中華最大的紙器服務供應商之一。依產品

別與地區別劃分為台灣工紙、大陸工紙、台灣紙器、大陸紙器華南區、華東區、華北區及越南共七個產

銷營運中心。工紙部負責高級牛皮紙板及瓦楞芯紙的生產與銷售，紙器部與海外紙器廠負責高級瓦楞

紙箱、瓦楞紙板、彩色紙箱、彩色紙盒、食品容器及紙棧板之生產與銷售，生產基地遍及台灣、中國及

越南各地。 

S 公司 

S 公司成立於 1983 年，是台灣第一家引進銷售 OPS 食品包裝容器之專業廠商，生產 OPS、HIPS、PP、

PET 等各類符合食品包裝安全之塑膠製品，並能代客開發設計新式特殊用盒，以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

指的食品容器供應商為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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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開放編碼及主軸編碼 

本研究將訪談逐字稿之內容找出相關的關鍵字，並加以註解，在此階段中共有一百二十五個開放編碼之概念。

再從一百二十五個開放編碼歸納出共二十五個類別的主軸編碼，分別為法令要求嚴格程度、法令、政策規範、國內

外政府要求、政策及國際趨勢、非營利組織推動、政府永續相關措施、缺乏相關處理系統及環境、大眾環保意識升

高、同業競爭比較、研發、創新及改善、風險管理、專案組織、綠色循環設備建置、組織支持永續策略、品質管理、

供應鏈合作狀況、供應鏈永續實踐作為、供應鏈合作要求、社會回饋、員工照護、實施永續策略之益處、實施永續

策略所付出之資源、政府認同並支持、環境保護作為、環境保護策略，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軸編碼與說明 

序

號 
主軸編碼 說明 

1 法令要求嚴格程度 國內外法令的嚴格程度及變化 

2 法令、政策規範 國家法令及政策所規範的標準 

3 國內外政府要求 國內外政府對永續相關要求 

4 政策及國際趨勢 國家政策及國際未來趨勢變化 

5 非營利組織推動 非營利組織對永續議題提出的倡導及永續作為的推動 

6 政府永續相關措施 政府所提出與永續相關補助措施 

7 缺乏處理系統及環境 目前台灣缺乏一些垃圾處理系統及環境 

8 大眾環保意識升高 社會大眾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議題關注度。 

9 同業競爭比較 同業之間相互競爭比較 

10 研發、創新及改善 企業為了實踐永續對產品及製程的改善、研發及創新 

11 風險管理 企業為了減少可能使組織永續績效損失所提出的作為 

12 專案組織 企業為了推動永續策略組織的專案團體 

13 綠色循環設備建置 企業為了實踐永續發展建設相關設備 

14 組織支持永續策略 企業主管支持組織永續策略實踐 

15 品質管理 為了實施永續政策在產品品質提升及管控 

16 供應鏈合作狀況 供應鏈內部與合作夥伴合作的情況或衝突 

17 供應鏈永續實踐作為 供應鏈實施永續策略所提出的作為及策略 

18 供應鏈合作要求 供應鏈內部合作夥伴所提出的永續要求 

19 社會回饋 企業對所處社區環境做的社區回饋及社區環境維護 

20 員工照護 企業提供員工身心照護及職場安全保護 

21 實施永續策略之益處 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後所獲得的好處 

22 實施永續策略所付出之資源 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中付出的金錢、人才等資源 

23 政府認同及支持 企業執行永續策略獲得政府認同並支持企業永續策略 

24 環境保護作為 企業對環境保護所做出的作為 

25 環境保護策略 企業為實施環境保護提出的策略及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列主軸編碼與說明中可以對於本研究所發展的主軸編碼有初步的了解，下列將對各主軸編碼之間的關聯

性逐步進行說明。 

(1) 法令要求嚴格程度 

此為法規的嚴格程度及變化狀況，例如 D 公司提到：「政府法規也越來越嚴格；現在全球對於化學廢棄物的

處理非常嚴格」，環境及永續議題在各國都是越來越重視，在國家及國際間對未來訂定的目標下，各國對環境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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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所訂定的法規也是越來越嚴格，在先進國家中所訂定的法規也會較開發中國家嚴格許多，企業也會需要因應各國

不同的法規嚴格的程度做出不同的調整。 

(2) 法令、政策規範 

此為國家法令及政策所規範的標準，例如 S 公司提到：「台灣是法令的規範，只要是使用過的塑膠原料，是

不能夠再次使用在食品容器中。」，企業雖然在環境保護中提出回收再利用，法規的一些規範及限制會使得有些國

外已經開始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或是包材，在台灣法規尚未修改前無法進行利用及改善，只能遵從國家法規及政策規

範及標準。 

(3) 國內外政府要求 

此為國內外政府對永續相關要求，例如 D 公司提到：「現在不管是台灣還是國外都會要求將公司治理的資料

公開。」， 企業利用社會資源賺取企業的利益也需要對社會及環境做出應盡的義務，國內外的政府都會要求企業

要將公司治理的資料公開，讓社會大眾都能夠知道，企業在社會中獲取利益後，對環境及社會做出那些回饋及幫助。 

(4) 政策及國際趨勢 

此為國家政策及國際未來趨勢變化，例如 S 公司提到：「台灣的業者就有與政府部門做協調，在其他歐美國

家有些特定區域就有開放使用回收再製成的食品容器。」，國際上有對回收再利用的材料使用規範放寬，對環境保

護中會需要對未來訂定的目標，逐步修正國家的規範，國際上對永續的要求越趨嚴格，相對應的許多措施、觀念及

材料使用也會逐漸修正及開放使用。 

(5) 非營利組織推動 

此為非營利組織對永續議題提出的倡導及永續作為的推動，例如 S 公司提及：「反而是一些非營利組織會去

推動。」，在國家法令及政策的規範需要適用於各行各業並且是不論企業規模大小都需要遵守執行，在訂定相關規

範及法令時就需要多方考量，在一些法令尚未規範的部分，非營利組織根據國際議題及對永續計畫的期望會提出一

些對環境友善的目標及措施提供企業參考。 

(6) 政府永續相關措施 

此為政府所提出與永續相關補助措施，例如 S 公司提及：「政府當初對 PET 材料回收有補助政策，加上早期

有許多配套補助措施。」，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時，社會及政府能夠提供的協助對永續實踐會有很大的幫助，尤其

是政府政策及配套補助措施，這些能夠讓社會提高對環境的重視，長期以來就能夠形成完整的系統，企業在落實永

續政策也會更加容易，也能夠提高企業實施永續策略的意願。 

(7) 缺乏相關處理系統及環境 

目前台灣缺乏一些垃圾及資源處理系統及環境，根據塑膠材料分類中，許多新興材料都被分在第六大項，對

這些新興材料沒有適當的分類標準，S 公司提到：「需要在高溫高濕的工業堆肥的環境中才能夠分解，但是一般的

環境中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環境要求。」及「台灣針對垃圾掩埋是沒有很完整的規範。」，在面對這些新興材料中

也尚未有政策及企業能夠出面協助這些材料的處理及回收，對環境保護仍是尚未被重視的問題。 

(8) 大眾環保意識升高 

此為社會大眾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議題關注程度，近年來許多社會問題都與全球永續有關，這些問題也造

成社會大眾對永續議題的重視及關注，例如 S 公司提及：「大眾可能因為地球暖化或是環境破壞嚴重，這些意識高

漲也成為全球的議題。」，社會開始關注企業對環境保護以及對環境未來策略方向，社會大眾開始會根據企業對環

境保護的重視度選擇與自身價值觀相同的產品及品牌，並且要求企業必須要落實永續策略，以減緩對環境影響的程

度。 

(9) 同業競爭比較 

此為同業之間相互競爭比較，例如 S 公司提及：「在同業之間也會相互做比較。」，企業實施永續策略會影

響產品的競爭能力以及企業的議價能力，在同業之間存在相互競爭關係，在永續策略中也會相互比較，以維持原本

的競爭狀況，不讓企業在競爭中處於弱勢失去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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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發、創新及改善 

在實施永續策略中，公司製程及產品中會有些是對環境會有影響，企業對這些有問題產品及製程進行改良，

若一些改良也無法滿足企業對永續的要求，企業會進行產品及製程的創新，並且依據未來永續目標研發出對環境及

社會更加友善的產品及材料，例如 D 公司提到：「我們會將過去不能夠做回收使用的東西，從源頭進行改良，研發

出新的化學結構來替代過去無法回收再利用的產品。」，Ｓ公司也有提及：「將產品設計進行優化，利用設計的變

化，讓產品的原料使用減少，長期下來就能看到減塑的成果。」。 

(11) 風險管理 

此為企業為了減少可能使組織永續績效損失所提出的作為，例如Ｓ公司提及：「我們公司推動管理系統中有

一部份是風險評估，就會去分辨是風險還是機會，我們都會定期做查核。」，在實施永續策略中會遇到許多的問題，

這些困難都可能對企業造成風險，企業就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管理及評估，並且提出解決的方法，而面對這些對企

業可能造成損失的問題，企業也需要提前做出準備。 

(12) 專案組織 

實施永續策略對於企業來說是屬於額外的業務，在推定永續策略時會使用專案團體的方式推動永續策略的實

施，例如Ｄ公司提到：「公司有成立永續發展的專案組織，由專案的方式去監督及推動公司永續發展的政策。」，

並且許多目標及策略是需要多年時間逐步完成，也會設立獨立的專案完成目標。 

(13) 綠色循環設備建置 

此為企業為了實踐永續發展建設相關設備，企業要能夠更加落實永續策略會建置各種綠色循環的設備，例如

Ｙ公司提及：「我們去思考要怎麼做到水循環，我們是使用厭氧塔的方式去處理。」，為了落實綠色循環並且將企

業對環境的影響及破壞降到最低，綠色循環的設備會是必要的建設。 

(14) 組織支持永續策略 

此為企業主管支持組織永續策略實踐，在實施永續發展中，企業會區要花費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的消耗

會造成企業短期績效的損害，並且永續發展的投資並不一定能夠為企業帶來同等的收入，甚至評估錯誤可能造成企

業無法挽回的損失，企業主管的支持對於企業落實永續政策是非常重要，例如Ｙ公司提到：「因為大家長強力支持

下，才能在虧損的情況下持續運作。」。 

(15) 品質管理 

此為企業為了實施永續政策在產品品質的提升及管控，例如Ｄ公司提及：「因為產品是使用在半導體中，半

導體要使用的產品品質要求很嚴格。」，企業因為實施永續政策對產品的開發及改良會對產品品質造成影響，企業

要維持產品品質的同時減少產品對環境的危害對企業來說是很困難個問題。 

(16) 供應鏈合作狀況 

此為供應鏈內部與合作夥伴合作的情況或衝突，例如Ｓ公司提及：「公司的上游供應商主要是上市的大公司，

在永續或是 ESG 都做得很好。」；「在永續這部分，小型的廠商是無法做到一些永續經營的措施。」，企業在實

施永續政策時會受到供應鏈夥伴的影響可能會與供應商有衝突，而供應鏈的夥伴中會因為組織規模的大小企業需要

提出不同的做法，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在無法做到企業所要求的規範時，要如何協助夥伴達到要求，及企業要如何調

整公司內部對供應鏈合作夥伴的要求及規範。 

(17) 供應鏈永續實踐作為 

此為供應鏈實施永續策略所提出的作為及策略，例如Ｄ公司提到：「現在全球是有組織性的以一整條供應鏈

的方式去實施永續策略。」，目前供應鏈中為了更完善的落實永續策略，所以訂定供應鏈共同的永續策略及實踐作

法，以供應鏈的力量協助供應鏈中所有合作夥伴完成供應鏈的共同策略。 

(18) 供應鏈合作要求 

企業在落實永續策略時，需要與合作夥伴相互幫助，並且對合作夥伴提出企業的要求，例如Ｄ公司提到：「公

司也要配合這些大廠的供應鏈要求，才能夠繼續維持原有的訂單量。」，在供應鏈中會受到下游廠商永續的要求，

同時也會對上游供應商提出要求，企業在面對這些要求時，就會需要調整企業運營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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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社會回饋 

此指企業對所處社區環境做的社區回饋及社區環境維護，企業營運中會需要使用所處環境的資源，也可能對

所處環境造成破壞，所以會對所處社區環境提供福利及環境的維護，例如：Ｙ公司提到：「提供住在敬老院的老人

生存保障及關懷。」及Ｓ公司提到：「我們公司會配合所在的鄉公所，針對小朋友的圖書教育就會贊助一些費用。」。 

(20) 員工照護 

公司員工是屬於企業的資產，企業提供員工身心照護，及友善且安全的職場環境，並且重視員工身心發展，

避免任何可能對員工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一切事物，例如Ｓ公司提到：「除了每年基本的健康檢查，公司會在多一

些項目，多去進行一些篩檢，每周由醫院派專人來針對一些作業流程、環境、心理諮商，並且根據健康檢查的報告

提供一些健康訪談、醫療資訊及建議給同事們。」。 

(21) 實施永續策略之益處 

此指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後所獲得的好處，企業在落實永續政策後會因為達到供應鏈要求或是政府讚賞及認

同，提高企業聲望及產品的競爭力，因而提高產品訂單量或是降低了製程的成本花銷，例如Ｙ公司提到：「汽電共

生開始穩定運營後，我們不僅能夠自給自足，還有多餘的汽及電能夠賣給台電。」及Ｄ公司也提及：「供應鏈會願

意選擇這些雖然售價較高，但是有落實永續策略的供應商。」 

(22) 實施永續策略所付出之資源 

此指在落實永續策略中會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人才等資源，例如Ｄ公司提到：「處理這些廢棄物所需的金

額也是一直在增加。」及Ｙ公司提及：「公司投資在這些永續循環的設備中金額是非常龐大。」，企業在實施永續

策略時花費大量資源，而這些資源的損耗可能會影響到企業運營，在永續策略中的資源使用需要多加評估。 

(23) 政府認同並支持 

此為企業在落實永續策略後受到政府機關的關注，例如Ｙ公司提到：「我們在這些循環中做得很好，桃園縣

政府也有一直來我們這邊參訪」，在將永續循環落實後受到當地政府的讚揚，並且將企業做為標竿。 

(24) 環境保護作為 

企業要落實環境保護需要做出各方面的調整及努力，例如Ｓ公司提到：「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餘料、邊料，

我們是可以重複回收到食品容器製造的製程裡面。」，在產品製程中減少資源的浪費，將能夠重新再利用的所有資

源妥善的利用，將資源使用最大化減少資源浪費。 

(25) 環境保護策略 

此為企業為實施環境保護提出的策略及標準，例如Ｄ公司提及：「更加嚴格的訂定每年廢棄物的數量。」，企

業在永續環保中會為未來訂定標準及目標，並且為這些目標訂出相對應的策略，以完成企業永續目標。 

4.3 選擇編碼及說明 

在進行主軸編碼後將其概念再做歸納，發展出研究主題核心範疇之選擇編碼，再分析每個選擇編碼之間的關係

提出命題，如表 3 所示。 

表 3  選擇編碼 

序號 選擇編碼 說明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序號 

１ 外部利害關係人影響 

國內外政策法規、社會大眾的環保意

識、同業競爭比較對企業及供應鏈可能

造成的影響 

法令要求嚴格程度 １ 

法令、政策規範 ２ 

國內外政府要求 ３ 

政策及國際趨勢 ４ 

非營利組織推動 ５ 

政府永續相關措施 ６ 

缺乏相關處理系統及環境 ７ 

大眾環保意識升高 ８ 

同業競爭比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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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選擇編碼(續) 

序號 選擇編碼 說明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序號 

２ 供應鏈永續發展整合 
供應鏈為實施永續提供的策略及作為及

供應鏈合作遇到的狀況、要求 

供應鏈合作狀況 １６ 

供應鏈永續實踐作為 １７ 

供應鏈合作要求 １８ 

３ 
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

踐及策略 

企業為了落實永續策略的作為及制定的

策略 

研發、創新及改善 １０ 

風險管理 １１ 

專案組織 １２ 

綠色循環設備建置 １３ 

組織支持永續策略 １４ 

品質管理 １５ 

４ 社會績效 
企業對所處社會的回饋及公司員工照護

並保障職場安全 

社會回饋 １９ 

員工照護 ２０ 

５ 經濟績效 

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中所付出的資源或

虧損及落實永續策略後對企業帶來的益

處 

實施永續策略之益處 ２１ 

實施永續策略所付出之資

源 
２２ 

６ 環境績效 
企業對環境保護中所提出的策略及實際

作為，以及帶來的非經濟面的益處 

政府認同並支持 ２３ 

環境保護作為 ２４ 

環境保護策略 ２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外部利害關係人影響 

外部利害關係人影響，係指國內外政策法規、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同業競爭比較對企業及供應鏈可能造成

的影響，包括法令要求嚴格程度、法令及政策規範、國內外政府要求、政策及國際趨勢、非營利組織推動、政府永

續相關措施、缺乏相關處理系統及環境、大眾環保意識升高、同業競爭比較等九項因素，外部利害關係人會影響供

應鏈永續發展整合及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 

命題一：政府對永續提出的補助措施會提升企業建設綠色循環設備的意願。 

命題二：政策及國際的趨勢發展會使企業更願意投資產品的研發及創新。 

(2) 供應鏈永續發展整合 

供應鏈永續發展整合，係指供應鏈為實施永續提供的策略及作為及供應鏈合作遇到的狀況、要求，包括供應

鏈合作狀況、供應鏈永續實踐作為、供應鏈合作要求等三項因素，企業在所在的供應鏈中，會需要遵守供應鏈共同

的政策及要求，供應鏈合作夥伴之間合作的狀況對企業實施永續策略十分重要。 

命題三：企業品質管理會受到供應鏈合作夥伴要求而有所提升。 

命題三：企業環境保護策略對受到供應鏈永續實踐策略的影響。 

(3) 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 

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係指企業為了落實永續策略的作為及制定的策略，包括研發、創新及改善、

風險管理、專案組織、綠色循環設備建置、組織支持永續策略、品質管理等六項因素，企業內部永續發展會受到供

應鏈永續發展及外部利害關係人影響，進而影響企業永續績效。 

命題五：企業中產品及製程的研發、創新能夠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 

命題六：組織支持永續策略對提高環境保護策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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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績效 

社會績效，係指企業對所處社會的回饋及公司員工照護並保障職場安全，包括社會回饋、員工照護等兩項因

素，企業使用社會資源獲取經濟績效的同時需要對社會做出一些回饋福利等，員工是企業的資產，企業需要保障員

工的身心健康及提供友善並安全的工作環境。 

命題七：企業在提供社會回饋會提高實施永續策略付出的資源。 

(5) 經濟績效 

經濟績效，係指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中所付出的資源或虧損及落實永續策略後對企業帶來的益處，包括實施

永續策略之益處、實施永續策略所付出之資源等兩項因素， 

命題八：企業在永續政策中的風險管理會減少實施永續策略時額外付出的資源。 

(6) 環境績效 

環境績效，係指企業對環境保護中所提出的策略及實際作為，以及帶來的非經濟面的益處，包括政府認同並

支持、環境保護作為、環境保護策略等三項因素， 

命題九：設立永續專案組織會提高環境保護作為的落實。 

本研究最後根據主軸編碼及選擇編碼之內容，建立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與永續績效之關聯性，如圖 1 所示。 

 

圖 1  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與永續績效之關聯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企業在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與永續績效之間的關係，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深入訪談。

本研究共訪談三間製造業公司，歸納出企業在永續供應鏈管理實踐中會受到的影響以及對永續績效的關聯模式。此

模式中包含六項核心範疇，以下將逐一進行說明。 

首先，外部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的影響，是指企業在永續發展的策略制定及實踐中外

部利害關係人的認知及意識和政府的法令及政策的規範都會影響企業未來永續政策的制定，以及企業在實施永續政

策的積極性。這意味著企業在制定永續策略時大多還是受到外部利害關係人對永續議題的重視度，及政府在法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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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修正的嚴格程度影響。企業會選擇當下環境背景中最被重視的部分優先落實，也會減少當下較不受外在限制或

重視的永續策略的制定。其次，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與企業永續績效之影響，是指企業在落實永續發展策

略後對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經濟績效的影響。永續績效是期望企業在持續營中對環境及社會也能付出貢獻，企業內

部的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的制定，也將會影響企業的永續績效。在落實永續政策後，企業付出許多資源來提升企業

的環境績效及社會績效，但以短期來看是可能會造成企業經濟績效的損害，但在企業長期經營後，也能看到落實了

永續績效是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益處，也能夠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最後，影響企業內部永續發展實踐及策略的

制定還會受到供應鏈永續發展整合的影響。供應鏈中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狀況以及對供應鏈所提出的要求都會讓企

業永續政策的方向受到影響，企業的永續實踐也會受到供應鏈中各合作夥伴的要求程度而受到某些的影響。除此之

外，企業在實踐永續發展策略中，會遇到內外部各方的意見差異及內部改革的困難，在落實永續發展政策中，組織

對永續政策的支持會是企業能夠有效及積極解決困難的重要關鍵。 

5.2 研究貢獻 

(1) 學術貢獻 

過去與永續供應鏈相關研究多為量化研究，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並採用紮根理論的方法，深

入探討企業在面對永續相關議題時，企業可能遇到的困難、壓力以及推動企業朝向永續發展一路的緣由。研究對象

選擇製造業中三間不同產業的主管為訪談對象，最後找出企業在面對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影響為何，以及在供應鏈中

的永續策略對企業的影響為何，並提出研究命題供後續永續供應鏈管理相關議題之研究者參考依據。 

(2) 管理意涵 

經過對三家製造業公司的深入訪談，探討企業實施永續策略時面對的問題及困難。經研究發現，企業在與合

作夥伴合作中，皆有遇到中小型企業對永續相關措施無法做到供應鏈的要求，會間接造成供應鏈無法達到永續目標，

供應鏈需要透過長期合作，協助中小企業逐步達成永續要求，因此供應鏈合作是永續供應鏈達成供應鏈永續目標的

關鍵之一。 

企業在制定永續策略中大多都是受到政府的法令要求及規範，所制定出相對應的策略，僅有少數是受到企業

自主意識所做的策略。而政府政策因需要能夠適用於各行各業，所以需要多方考量及討論，目前出現國外有些已經

在進行的方式及策略，應用至國內時出現法令修改緩慢等問題而無法與國際趨勢接軌。企業若要能夠提升在國際上

的競爭力，需要能夠自行提高企業永續標準，並且訂定更多元的永續策略。 

最後研究發現，由於永續策略的實施可能會侵害到企業短期經濟績效，許多企業僅會做到政府法令要求的標

準及規範，但經過研究分析，落實永續策略後，企業能夠得到的益處是大於所付出的資源。不僅是經濟上的收益，

更多的是政府及社會大眾認知到企業的良好形象，並且也能夠提高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力。 

5.3 研究限制及建議 

首先，本研究設定為在台灣之製造業，但依據行政院行業分類中屬於 C 大類，其中包含的產業類別非常多，

而本研究僅有訪談三家不同產業的企業，對單一產業而言並不具有代表性，也未能確切傳達製造業的企業在永續供

應鏈中會遇到的困難及影響來源。因此往後能夠將設定的產業縮小，能夠提供產業中的企業更精確的建議及協助。 

(1) 縱斷面研究 

本研究訪談時為企業當時情況，對企業在實施永續政策無法有完整的分析及了解，未來能夠以縱斷面的研究，

以單一個案的方式深入探討企業在最初實施永續策略開始，到企業落實永續策略後的收益及付出，進行長時間的分

析，更能夠體現出企業實際運作中會遇到的困難，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透過縱斷面的研究觀察企業在實施永續策略

的運作狀況。 

(2) 選擇單一產業進行研究 

本研究選擇的行業類別過於寬廣，以至於對於單一產業並未能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訪談的企業分別為不同產

業也未能顯現出一致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對於單一產業進行深入分析，提供產業更完整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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