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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來，消費者意識高漲，綠色消費已成為世界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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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惟有生產者進行綠色生產、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民間團體協助政府機構推動相關政策與法令，如此一來，社會

整體的努力方能使社會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 本研究以18歲以上之民眾作為研究對象，資料分析方法採敘述統計分析、信

度分析、因素分析、及LISREL線性結構模式，由消費者的觀點來深入了解履行綠色消費行為之關鍵因素為何，進而探討

如何積極改善，以供日後政府、企業及消費者於綠色宣導、教育、產品行銷推廣上的瞭解與參考。 基於實證結果，茲將本

研究之結論歸納如下： (1)在直接效果部分：價值觀對綠色消費行為之因果關係並未獲得顯著性支持；而知覺價值、消費態

度對綠色消費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在間接效果部分：價值觀及知覺價值透過消費態度對綠色消費行為都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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