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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人類環保意識覺醒，各行各業開始對綠色產品的需求增加，不僅打開了另一個廣闊的新興市 場，也讓人們正視環保對

推動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重要性。而目前台灣的綠色產品市場尚處於開發階 段，不管在開發生產、銷售或法令各階段均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提出平台 建構之觀念，包含產品平台、商業平台、商標平台及電子交易平台

，期望能以平台建構幫助綠色產品 之業者降低成本，提昇競爭力。 本研究乃針對綠色產品業者，進行問卷調查。盼能瞭

解綠色產品在各發展階段所會遇到之問題及 現況。此外，探討綠色產品如何藉由平台建構來改善缺點及消除威脅，進而提

昇競爭力以增加利潤。 而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平台建構確實有助於綠色產品在研發、生產、銷售及服務各階段的發展，同

時 還有形成差異化、降低成本等功能，更能提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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