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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眾綠色飲食知識、態度及行為的現況，並探討城鄉民眾綠色飲食知識、態度及行為的差異情形，更進一

步分析城鄉民眾綠色飲食知識、態度及行為的關聯性。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彰化員林鎮及芳苑鄉民眾為研究對象，

並依照人口比率採便利取樣，於員林鎮抽樣325份，於芳苑鄉抽樣97份，樣本數共計422份，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

」、「綠色飲食知識量表」、「綠色飲食態度量表」、「綠色飲食行為量表」 四大部分， 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

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相關、Scheffe事後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員林鎮民眾綠色飲食知識程

度高於芳苑鄉民眾且達顯著差異，態度、行為表現皆良好且無顯著差異。民眾在綠色飲食知識程度：性別、年齡無顯著差

異，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呈現顯著差異情形；在綠色飲食態度的表現：年齡、職業、月收入無顯著差異，性別、教育

程度呈現顯著差異情形；在綠色飲食行為的表現：教育程度無顯著差異，性別、年齡、職業、月收入等四個背景變項皆呈

現顯著差異情形。知識和態度間、態度和行為間有顯著正相關，顯示民眾知識程度越高，其態度表現越良好；民眾態度表

現越良好，行為的表現也越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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