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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齡化時代來臨，人類開始注重養生觀念，有機食品議題慢慢開始被大家受到重視，有機食品市場規模可期。近年來環保

議題開始受到大家的重視，保護環境、珍惜地球，成為了21世紀人類的共識。由於過度消費破壞生態環境，許多人提出「

綠色消費趨勢」，強調以消費『低污染、可回收、省資源』的商品，以降低對環境的破壞。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正式提出

「永續發展」主題，綠色消費趨勢更被視為是達成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之重要工作，各國政府及民間組織紛紛加入綠色消費

趨勢推動的行列。綜合以上資料整理相關文獻做為基礎，探討綠色消費與電子商務之關係，並試圖了解產品涉入為干擾變

數時，最後影響結果經營模式之關係要素。本研究即是在探討消費者對綠色消費趨勢、綠色消費態度、產品涉入及經營模

式之瞭解與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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