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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綠色行銷已成為世界趨勢，各國政府與企業有許多行銷方式來做環保概念與綠色產品的推廣。本 研究係由量販店與連鎖便

利商店消費者的觀點，來探討其對企業綠色行銷之反應及綠色消費行為的實 行程度，以供日後政府、企業、廠商及消費者

於綠色宣導、教育、產品行銷推廣上的暸解與參考。 綜合本研究發現： （1）在企業綠色行銷的反應方面，量販店消費者

在性別、職業方面有顯著的差異；而連鎖便利商店消 費者則無顯著的差異。 （2）在綠色消費行為的實行程度，量販店消

費者在性別、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區有顯著的差異。連鎖便 利商店消費者在教育程度、職業和居住地區有顯著的差異。 （3

）量販店消費者對企業綠色行銷的認同度高於連鎖便利商店消費者。而綠色消費行為則沒有顯著差 異。 （4）量販店與連

鎖便利商店兩消費群對性別和居住地區未有交互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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