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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建立以大學生為對象之綠色行銷優先度探討評估準則、層級架構，並透過專家學者

的群體方式取得評估準則及評選產品間相對優先權重值，針對四類評選產品（3C／家電、旅遊／玩耍、服裝時尚、日常生

活用品）進行台灣地區大學生之綠色行銷優先度探討。並且同時針對大學生進行一般性問卷，主要探討大學生對環境的關

切度，及購買產品時對產品、價格、通路、情境等因素，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之影響。 在綠色消費產品願意支付更多金額

的課題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族群已逐漸接受綠色產品售價高於一般傳統產品的現象，故廠商在價格制訂上可將綠色

產品價位保守推估約高於一般產品的10%以下（約有60%意願）可能為大學生可接受之價格線。另外在綠色消費產品的支

持度上，大多現代大學生還是採有條件的支持，在產品性能、品牌、售價等都差不多的狀況下才會支持綠色產品。變異數

分析結果顯示，在願意配合／支持節能減碳措施、認為製造綠色／環保產品是全球企業重視的課題、認為生產綠色消費品

的廠商／品牌是有較好的印象以及願意購買3C／家電類的綠色產品幾項重要課題上，男女大學生族群呈現了態度上的顯著

差異；女性大學生族群在環保行動力相關題組的正面態度明顯高於男性，這和多數文獻的研究成果相符，這也為企業界的

色產品行銷提供了直接有利的參考策略。 綠色行銷優先度調查結果顯示，專家決策群認為3C／家電的權重值為0.384；玩

耍／旅遊的權重值為0.125；服裝時尚的權重值為0.264；日常生活用品的權重值為0.226。在4項評選因素中，其權重值重要

性排序為設計外型（0.321）、經濟價格（0.285）、價值感受（0.204）、功能規格（0.193）。在12項評選準則中則以產品

的美感與外型（0.157）、成本效能（CP值）（0.124）及產品的時尚流行度（0.119）為評選重要權重因素。由於大學生族

群對3C／家電產品（尤其是幾乎人手一機的各類數位產品）的高度依賴與熟悉，對於各類相關訊息的流傳均有相當良好的

掌握，可能是專家決策結果認為項目3C／家電類（權重值0.384）為應先推動綠色行銷的項目；而次之的服裝時尚（權重

值0.264）產品也能有頗高的權重值，在一般產品價位算是中價位的產品，這與現代大學生對品味、美感等也都有自己的獨

特看法與消費理念的趨勢發展相互吻合；而生活用品類（權重值0.226）相對屬於單價較低的產品，在隨手可做環保的便利

性下是屬於廠商可以持續推動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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