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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綠色行銷對企業、政府及消費者的意義，不僅止於訊息交換的概念和參與活動而已。 綠色行銷策略更意味著藉由與消費者

共舞的模式，包含參與活動(for fun)，環境保護(for meaning)，企業品牌(for branding)，讓三者永續對話並互惠共生。 本研

究欲達成下列目的，以相關文獻為基礎，輔以實證資料，確實瞭解綠色行銷的意涵及關鍵要素。確認各項構面變數之間的

因果關係以建構理論模式架構，並對模式中各項構面變數探討其操作性定義，以設計適當的衡量變項。發展出具有實質效

益的綠色行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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