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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與氣候變遷，近年來，如何落實環保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而

環保標章藉由簡明資訊揭示產品的環境友善程度並可協助消費者評選綠色產品；可有效達到帶動、教育消費者成為綠色消

費者的方法。因此本研究在於探討消費者對於環保標章認知影響購買意願，以及環保標章認知對於知覺價值的影響和知覺

價值對於購買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國內地區的一般消費者進行便利抽樣調查，於街頭、學校

發放實體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為120份。經由SPSS統計軟體分析結果發現環保標章認知對於購買意願具有正向且顯著

影響與假設相符。環保標章認知對知覺價值各子構面皆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與假設相符。而在知覺價值對於購買意願裡；

知覺價值子構面的情緒價值、品質價值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購買意願與假設相符，但在社會價值、價格價值並未顯著影響

購買意願與假設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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