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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兩岸的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在環境保護與行為意向方面的差異性研究。問卷內容分為兩部分，環境意識的部分為

探討兩岸的大學生對環境保護的看法及想法，行為意向的部分則是藉由問卷答題的表現得知，了解大學生對環境保護的關

切度與支持度的情形。 海峽兩岸的大學生認為各自生活環境汙染嚴重的比例為超過六成(台灣地區60% vs.中國大陸87%)，

大陸同學更高達40%的比例認為其環境汙染已屬非常嚴重的程度，這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各類污染的現象有關。在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的相關課題上，不論是宏觀的環保經濟孰重或是與大學生就業相關的企業環保責任課題，兩岸的80後(甚或

是90後)大學生都展現了年輕世代逐步擁抱多元價值觀念，不再一昧地追求經濟成長而犧牲環境保護的普市趨勢。 研究結

果顯示在行為意向的部分認為在宣傳或執行垃圾回收的行為上，兩岸大學生顯然具有顯著的差異，台灣較中國大陸地區更

提前及頻繁實際執行垃圾回收，反映出兩岸文化與習慣不大相同，實際回收行為上台灣是較優於中國大陸，原因可能為台

灣較中國大陸早實施或宣導垃圾回收，經時間累積較久，社會制度潛移默化下，因而較中國大陸地區落實垃圾回收許多 。

在購買環保綠色產品支持度上，兩岸大學生對綠色產品的支持意識頗高(台灣地區67% vs.中國大陸地區76%)，即使是在不

考慮其他性能、價格因素時，仍有接近三成的大學生願意支持購買綠色產品。商業/管理/財經學院與理工學院呈差異顯著

性的結果，商業/管理/財經學院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意願，結論為商業/管理/財經學院的大學生對環境保護行動力表現較高

，理工學院的則是環境意識方面較為強烈，但實際的環保行為實踐較為不足。 女性大學生的環境保護意識及行為實踐能力

也都優於男性大學生，這和許多相關文獻顯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長期以來台灣民眾大多認為中國大陸環境汙染嚴重且一

般民眾也較缺乏環保意識，然而本研究受訪的中國大陸年輕族群所展現的環保意識與行為意向儘管在部分課題上與台灣地

區大學生有所差異，但這些差異程度已非當然爾般的巨大；面對軟實力也在逐漸崛起的中國大陸，如何強化台灣未來世代

的綠色競爭力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關鍵詞 : 海峽兩岸、綠色消費、綠色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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