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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保運動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已推展數十年，至1970年代行銷對於綠色議題才真正的重視。本研究以「台灣地

區住房之消費者」為抽樣調查對象，2005年3月間發放150份問卷，以旅客住宿為出發點，當旅館採行綠色行銷是否會影響

住宿評估要素、綠色行銷認知、綠化滿意程度；而綠色行銷、住宿評估要素、綠色行銷認知、綠化滿意程度，進而影響消

費者再度消費之意願。 研究結果如下：第一，受訪者認為收費仍是住宿主要考慮要素；第二，受訪者對綠色行銷認知普遍

不高；第三，旅客並不會因旅館採行綠色行銷而影響其再度消費意願或住宿評估要素；第四，旅客將因綠色行銷認知及綠

化滿意程度，影響再度消費意願；第五，綠色行銷認知、綠化滿意程度與再度消費意願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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