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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有機蔬菜消費者的購買情境、購買動機與購買意願相關的研究，並探討人口統計變數在購買情境、購買

動機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共計發出問卷355份，回收320份，有效問卷300份，研究結果發現，有機蔬菜的消費

者，購買情境對購買意願並未產生顯著影響，而購買動機對有機蔬菜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具影響力。且消費者會因為不同的

年齡、教育程度、性別對有機蔬菜消費的動機不同。年齡在30歲以下並無明顯的影響；但31-40歲，重視安全、自尊動機

；年齡在51-60歲，重視溝通、資訊情境。教育程度專科或大學以上，較重視自尊、自我動機；研究所以(含)以上，較重視

安全、自尊動機。性別男生較重視的動機是安全動機，女生較重視的是自尊、自我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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