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行銷模式之研究

張雯雯、王學銘

E-mail: 9314089@mail.dyu.edu.tw

摘 要

在企業追求永續發展與綠色消費潮流趨使之下，消費者對於環境的關懷已漸漸轉化成一種對「環境友善產品」的需求，因

此，將環保與產品行銷相結合的「綠色行銷」訴求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巿場行銷新主流。 由於目前台灣的綠色產品巿場尚處

於開發階段，本研究主要藉由文獻之探討，彙整出企業實行綠色行銷之關鍵要素，而後進行（1）定量研究－企業綠色產

品設計技術與行銷之問卷調查，以及（2）定性研究－消費者對於綠色行銷反應相關研究之蒐集，經由定量與定性研究的

佐證，增加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所整理出「綠色行銷之關鍵要素」的客觀性及可信度，並據以發展出綠色行銷之模式。 根

據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企業實施綠色行銷之關鍵要素，主要分為內部因素－由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所構成，以及外部因素

－「技術」、「巿場」、「政府環保政策」以及「競爭形勢」等四個構面所組成；配合資訊科技的運用－電子交易巿集所

能產生的聚集效應，形成具實際效益的綠色行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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