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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調查樂活LOHAS理念應用於綠色消費行為，包括探索性與問卷調查兩部份，立意抽樣探索性研究之受訪者普遍

認同樂活理念包括身心健康、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文化創造等，且與綠色消費行為有關。藉由個別訪談有機農業專家

與相關業者，深度訪談樂活理念的組成因素。

問卷調查380多位臺灣北部、中部消費者與業者，以SPSS統計分析，分別找出樂活理念、綠色消費二者主要組成因素及相

關性。將樂活程度由高至低集群分析成三群：健康環保族、中庸務實族、自在享樂族。分別與構成綠色消費行為之因素變

異數分析，結果均達顯著正相關。

研究發現人口統計變數中：年齡、婚姻、有無子女、職業、個人所得、母親教育程度等，經卡方檢定，與樂活族不同的集

群有顯著差異。而與性別、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宗教、地區別等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 : 樂活、綠色消費、永續環保、生物多樣性、文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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