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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環境保護的趨勢，各國莫不積極推動產業環境改善及污染防治，和產品綠色設計技術發展

與應用，以達永續經營及綠色家園的目標。而為使產品開發更符合時代環保潮流與消費需求，應當格外

重視綠色產品設計的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針對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

與綠色消費行為進行探討與瞭解，以得知其對綠色產品設計的影響程度。研究中選擇生活家具為個案研

究對象物，藉由量化的客觀調查分析，找出消費者對於家具產品購買決策過程之需求要點考量，依序為

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外觀合理性、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等，本研究最終並分析出綠色家具

產品開發所需的綠色設計要素。 

 

關鍵詞：環保意識態度、綠色消費、綠色設計、綠色家具 

 

一、前言 

 

過去多數綠色設計開發著重方法與技術的應用，偏向創造與地球生態和諧的綠色產品，這樣的觀念

固然是正確的，然而在現代的社會裡，往往唯有促使成功的消費，產品的價值在實質上才算是具備的

[21]。倘若綠色產品無法受市場與消費者所青睞，則企業體與設計者的細心經營必將無功而返，甚至，

對環境的衝擊與資源的浪費將更甚於以往[19,22]。其實綠色設計生產與綠色消費是一體兩面的，透過企

業永續的生產與製造出環境友善的產品，方能讓消費者透過永續消費的手段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

[23,27]。明顯的，也唯有盡可能地適應消費及環境的需求，綠色產品設計開發的價值與意義才會完全的

顯現。 

綠色產品的實際銷售成績往往不盡理想，原因就出在於現今國際市場的消費變動與趨向太快，就連

傳統的一般性產品都難以招架市場生態的衝擊，況且綠色產品只重材料選用與機能改良，著眼的思考廣

度比起一般產品太過於專注前端或末端處理，未能配合與考量人們的消費意識與態度，使得綠色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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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無法持久並具市場競爭力[4,25]。長久以來，產品開發者對於消費市場的環保考量就只停留在設計

與製造階段，期望儘可能在產品製造、使用、甚至廢棄、回收等方面，對環境的傷害能降至最低[16,26]，
未能妥善了解人們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上的實際需求，而往往導致產品在銷售上無法被接受因而在

市場上迅速消失[24]。因此，未來綠色產品設計者所需關注的就不應該只是針對單一產品設計或製造層

面的問題，而應廣泛考量相關消費者的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的問題。 

不論現在或未來，人們的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將成為所有環保問題的主要關鍵，雙方形成

生命共同體。尤其如何減少工業化國家過度生產與消費型態之衝擊，推行綠色消費（或稱永續消費），

便成為各國環保人士關心之重點[5]。日本企業界更認為，倘若無法因應歐美市場的綠色消費需求，出口

將面臨極大的衝擊。這對與國際經貿往來密切的台灣產業而言，推動企業綠色設計發展以符合綠色消費

需求勢在必行，因綠色設計正是提高綠色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隨著環保意識的逐步提昇，現代消費者不再消極地選擇市場上現有的產品，將會要求廠商生產更多

綠色商品，綠色消費理念必將更為普及、更深入民心，並成為全民的環保運動之一[10,18]。例如今日環

保家具已漸漸被人們所重視，綠色消費風潮正推動環保家具的發展，如何在節省資源之同時考慮綠色消

費需求，達到環保與家具成本兼顧之雙贏局面，成為了開發綠色家具產業與設計師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家具這類成熟的商品，業者必須明白顧客其產品購買之綠色要求，在產品設計企劃階段就必須建立綠色

消費與行銷策略的機制，所研發之新產品方能通過國際性的環保法令要求並受到綠色消費者的青睞

[13,14]。 

家具是台灣傳統工業中重要的外銷產業之一，在全球家具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並享有家具輸出王

國之美譽。但從民國 78 年以後，由於全球環保意識高漲，導致東南亞原木生產國逐漸管制出口，使得木

料取得不易；再加上人工短缺、工資上揚且環保法令日趨嚴格，讓國內家具投資環境丕變。過程中雖有

諸多業者極力運用符合生態保育、減少樹林砍伐的各式環保材質於產品開發上，但出口量仍然持續下滑

[2]。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所得增加，國人的消費能力提昇，消費者對於進口家具需求與

日俱增，世界知名家具業者相繼進入台灣市場，以致國內家具產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漸漸失去

競爭優勢[6]。家具產業處在這樣的轉型期，面對外銷衰退而進口成長的衝擊下，確實是必須從傳統企業

經營的競爭模式中改變為到策略性的綠色產品設計開發與綠色行銷新模式，如此方能扭轉局勢。同時為

因應消費的蛻變，深入了解消費者購買綠色家具行為，並分析研究其環保意識態度、消費觀念以及購買

需求的關聯性，這對未來綠色家具產品設計將有莫大的幫助[9]。 

有鑑於此，消費者是如何選購家具以符合環保標準是值得注意，而且如何將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

費行為成功結合於家具的設計開發上便顯得格外重要。本研究目的便是在探討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

色消費行為對綠色產品設計開發之影響，藉由量化的客觀調查分析，找出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

費對於家具產品購買決策過程之需求要點考量，進而分析出綠色家具產品開發所需要的綠色設計要素，

供作未來進行綠色家具產品設計開發時的具體準則參考。本研究最終期望能夠提供全面性且具有實質綠

色設計效益的引導，同時於精神意義層面上也能象徵性地幫助家具產業往永續之路再邁進一大步。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架構中確立了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所採用的資料分析方法，用以檢驗消費者的環境保護

意識與態度以及綠色消費行為對於綠色家具產品需求的相關性，進而整理出本研究所欲得知的綠色家具

產品設計要素與規範。 

2-1 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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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得知消費大眾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與態度以及綠色消費行為等問題，本研究透過調查與分析以

瞭解調查對象的家具選購需求與偏好、環保意識態度因素以及綠色消費行為因素等狀況；同時瞭解對象

背景之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之間是否有交互的影響作用和在家具選購上的差異，再進行分析以

萃取所需之綠色家具產品設計要素。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1 所示：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以參觀家具展的民眾為主，並且針對個別的背景因素性別、年齡、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居住地、選購家具要素、需求原因等進行統計調查分析，以嚴謹的比對鑑定

探討分析不同的族群對於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的關係。經資料分析結果的歸納與解釋，可得知

最終的綠色家具產品設計要素。本研究採用研究方法中的問卷調查法，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取樣法，因為參觀家具展的民眾樣本均是具有代表性的。調查現場以隨機取樣方式直接要求受訪者當場

填寫問卷，抽樣大小為 179 人，分配地點北、中、南各一處，再加上彰化與員林也各一處。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對於真實資料的收集採問卷調查方法，主要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研究問題的資料蒐集。

問卷內容主要依研究目的進行研擬，包括調查對象之各項背景因素、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以及

產品購買需求等部分： 

1.對象基本背景調查：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居住地等項目。 

2.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調查：內容主要參考王閔威[1]綠色廣告下的大專學生環保產品購買行為

之研究與吳鵬兆[7]偏遠與都市地區高級中學學生環境行為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及黃齡儀[8]國小學童綠

色消費行為及媒體使用習慣之調查研究。以綠色商品的消費為前提，調查其對於購買產品的活動、興

趣和意見等層面的認知，主要在蒐集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的資料，以有效建立研究集群的特

性，進一步再找出綠色家具產品的設計規範與要素。 

綠色消費行為 
 綠色消費認知 
 消費行為配合 
 環保法令 

家具產品購買需求 

 功能、安全、環保、

價格… 

 購買使用需求與偏好

綠色家具設計要素 

人口統計變數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職業 
 月收入、居住地 

族群對於使用需求、功能

的重要度考量 

環保意識態度 
 認知程度 
 環保工作參與 
 法令配合 

消費族群背景對選

購家具重要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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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具購買需求調查：內容主要參考張錫鈞[12]消費者行為理論模式之應用--以宜蘭地區家具消費者購

買行為為例與張上鎮[11]消費者選購家具之傾向和蘇千芳[15]台北地區大學生購買家具潛在意向之研

究。以綠色商品的消費為前提，針對家具產品調查消費者的選購需求，例如功能、安全性、耐久性、

價格、材質、外觀、顏色等之各項期望、認知及重視程度，做為擬定綠色家具設計要素的參考。 

2-4 資料分析與方法 

有效問卷回收後，依據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及考慮各變項之性質，透過電腦 SPSS 軟體進行統計分

析。 

1.因素分析-本分析方法是透過萃取眾多變數中的共同因素，藉此精簡變數項目且又能保存原有變數中大

部分的資訊。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法中主要成分分析來萃取主要成份，經分析簡化環保意識態度與綠

色消費行為等問題，藉以了解其潛在的相關因素，作為集群分析時之參考。 

2.集群分析-目的再辨識某些特性上相似的事物，將這些事物按照特性分成幾個族群，使同一族群內的事

物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藉此方式來分析消費族群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的特性，歸類出偏好相

似之消費族群。 

3.信度分析-在意識與態度及行為因素分析之後，為求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需再作信度之

考驗，用以檢查前測問卷中可信度的高低。 

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分析實驗數據中不同來源之變異數，從而確定實驗中的自變數是否對因變數有重

要影響。本研究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得知，人口統計變數中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職業、月收入、居住地對選購家具產品需求、重視程度與因素之關係。 

 

三、研究分析與結果 

 

3-1 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因素分析方法中之主成分分析，以 33 道環保意識態度及綠色消費行為之問題進行分析，取

特徵值大於 1 為標準而得到 8 個因素，作為集群分析之參考。抽取共同因素的方法則使用四次方最大值

轉軸法，並求得各原始變數與各因素的相關係數，在此旋轉方法為含 Kaiser 常態化的 Promax 法，取所

有因素係數絕對值皆大於 0.40，以便探討各共同因素並為其命名。以下將計算出的特徵值、解釋原始變

異數百分比、原始題目之題號列表，並將屬於各因素之題號、內容，及其於轉軸矩陣中之因素係數，各

因素之命名分別列表如下。 

從表 1 可以得知 8 因素，變異數的累積有 69%具有高度的可信度，每個成份都有不同的解釋量而且

高於 3%達到簡化御繁之功效，可供分析之參考。 

由表 2 轉軸矩陣之因素係數可知每個成份所包含的題目，以成份 1 所佔題數最多，成份 8 所佔題數

最少。 

從表3中每個因素的特徵值都大於1可以解釋的變異量累積有69%，至於各因素構面的信度，其Alpha
（Cronbach’s α）介於0.86至0.70間，因此每一滿意度因素構面間均具相當之內部一致性。顯示這8個因

素具有可信度。 

因素之命名，是由因素中包含哪些重要題目內容來作決定，基本上要有理論根據，或依據該共同因

素上負荷量較大的因素係數來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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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解說總變異量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a) %
成份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1 9.289 32.032 32.032 9.289 32.032 32.032 7.877 

2 2.099 7.238 39.270 2.099 7.238 39.270 4.298 

3 2.048 7.063 46.333 2.048 7.063 46.333 4.668 

4 1.622 5.594 51.927 1.622 5.594 51.927 3.414 

5 1.457 5.024 56.951 1.457 5.024 56.951 3.252 

6 1.336 4.608 61.558 1.336 4.608 61.558 4.019 

7 1.183 4.079 65.637 1.183 4.079 65.637 2.201 

8 1.047 3.609 69.246 1.047 3.609 69.246 1.489 

 

表 2 轉軸矩陣之因素係數 

成份 
問卷題目 

1 2 3 4 5 6 7 8 

11 0.86        

2 0.788        

1 0.674        

21 0.637        

9 0.612        

13 0.612 0.52       

18 0.573        

32 0.539        

24 0.511        

10 0.496      -0.438  

6  0.76       

14  0.663       

7  0.624       

12  0.601       

16   0.894      

20   0.695      

19 0.491  0.636      

27   0.582      

26    0.885     

15    0.746     

3    0.415     

30     0.751    

31     0.702    

28     0.415    

5      0.829   

4      0.69   

25       0.88  

29 0.503      0.522  

8        0.983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Pro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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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因素名稱、特徵值及解釋變異數 

因素命名 特徵值 變異數百分比 Alpha（Cronbach’sα） 
1.環境保護態度 7.877 32.032 0.8688 

2.配合執行能力 4.298 7.238 0.7897 

3.基本環保認知 4.668 7.063 0.7522 

4.綠色消費學習 3.414 5.594 0.6274 

5.法令約束效力 3.252 5.024 0.6493 

6.減少浪費習慣 4.019 4.608 0.7034 

7.信念影響能力 2.201 4.079 0.7012 

8.廣告行銷效果 1.489 3.609 0.7006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累積 69.246%  

 

(一)因素一：「環境保護態度」因素 

如下表 4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10 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其結果偏向環境保護性是屬於社會因

素生活上的意見表達，因此命名為「環境保護態度」因素。 

 

表 4 因素一：「環境保護態度」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11. 我支持並贊助環保團體對綠色消費的主張 .860 

2. 我會因廠商優良的環保行動，而購買較多該公司的產品 .788 

1. 我會因為環保理由，購買對環境污染較少的產品 .674 

21. 對於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產品，我們應該拒絕使用 .637 

9. 我會購買可重覆使用、含天然成分的商品 .612 

13. 我會為了環保而再利用廢棄物 .612 

18. 購買時，我會注意該產品是否會產生環境污染問題 .573 

32. 我會因為法令獎勵而選購綠色產品 .539 

24. 我會因為環保因素而改變選擇的產品 .511 

10. 我會拒買過度包裝的 .496 

 

(二)因素二：「配合執行能力」因素 

如下表 5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4 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其結果偏向實際環境保護實踐的意見

表達，並且對於環保概念有一定的認知，因此命名為「配合執行能力」因素。 

 

表 5 因素二：「配合執行能力」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6. 我購物時有自備購物袋的習慣 .760 

14. 我家有一個處所或地方，專供垃圾分類或廢棄物處理之用 .663 

7. 我會重覆使用紙袋、包裝袋或塑膠袋 .624 

12. 我會從事垃圾分類及減量 .601 

 

(三)因素三：「基本環保認知」因素 

如下表 6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5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其結果偏向重視環保觀念的意見表達，

因此命名為「基本環保認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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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因素三：「基本環保認知」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16. 我認為目前台灣的環保問題相當嚴重 .894 

20. 我認為需要對台灣社會大眾給予更多的「綠色消費教育」 .695 
19. 人類未來的生活應該越來越注重環保及綠色消費 .636 

27. 我們應該過簡樸生活節省資源，讓後代子孫有美好的地球 .582 

 

(四)因素四：「綠色消費學習」因素 

如下表 7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3 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其結果偏向屬於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

內容的意見表達，因此命名為「綠色消費學習」因素。 

 

表 7 因素四：「綠色消費學習」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26. 我很清楚台灣實行環保標章制度的內容 .885 

15. 我對綠色消費十分了解 .746 

3. 我購物時會注意該產品是否有環保標章 .411 

 

(五)因素五：「法令約束效力」因素 

如下表 8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3 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其結果偏向注重環境與產品實質效果

並認同環保法令趨勢的意見表達，屬於購買行動力，因此命名為「法令約束效力」因素。 

 

表 8 因素五：「法令約束效力」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30. 我會因為有強調符合環保而選購其綠色產品 .751 

31. 我會因為法令限制而選購綠色產品 .702 

28. 購買產品時我會注意其是否符合環保標準 .415 

 

(六)因素六：「減少浪費習慣」因素 

如下表 9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2 題，由因素係數值大小顯示，在減少浪費與重覆使用再生資源習慣

上，偏向減少紙張用量，由此可知其個人節儉程度，因此命名為「減少浪費習慣」因素。 

 

表 9 因素六：「減少浪費習慣」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5. 我有將紙張的兩面都寫滿才會丟棄的習慣 .829 

4. 我會購買再生紙製的筆記本、紙張等製品 .690 

 

(七)因素七：「信念影響能力」因素 

如下表 10 所示，本因素共包括 2 題，其結果顯示，提倡環保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屬於內心信念的意

見表達，因此命名為「信念影響能力」因素。 

 

表 10 因素七：「信念影響能力」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25. 我認為提倡環保對台灣經濟發展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880 

29. 購買產品時我會注意其是否直接影響人體健康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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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素八：「廣告行銷效果」因素 

如下表 11 所示，本因素有 1 題，是廠商影響購買決策的行銷效果，因此命名為「廣告行銷效果」因

素。 

 

表 11 因素八：「廣告行銷效果」因素 

題號 內容 因素係數 

8. 我在打折的時候常會購買過多的折價品 .983 

 

依據各因素之題數與內容顯示，『環境保護態度』與「基本環保認知」因素所佔題數最多。在因素分

析方法中所求出的影響因素，除了可以再利用集群分析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將受測對象分成數個集群之

外，也可以引申為全體受測對象對於各因素之認同比重，或著將之解釋為各因素之間的重要性排序。 

3-2 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集群分析 

集群分析目的是辨認某些特性上相似的事物，是一種邏輯程序，將受訪者按照其中特性分成幾個類

群，使同一類群內的觀察值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透過此方式瞭解受訪者於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

的特性，歸類出環保意識態度與消費行為相似之集群，藉研究集群特性建立本研究綠色家具產品的設計

規範與要素。 

經過因素分析之後，接著以多變量分析中的集群分析方法加以分類。首先，先確定所要分的群數，

而採用的集群技巧為分層法，方法為華爾滋法，距離的計算則是採用歐幾里德距離。當確定好群數後，

再以 K-MEANS 技巧重新進行集群分析以完成受測者的分類。最後使用鑑別分析方法來確認分群的正確

性。 

將上節分析所得的 8個相關因素進行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 179 位受訪者分成四個集群，

各集群人數如表 12 集群分析表所示。集群的命名則依該集群的因素數據大小為命名的基礎，並依照因素

項目的內容進行比對，以提高集群命名的精準度。 

 

表 12 集群分析表 

 

因素名稱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集群四 

1.環境保護態度 .13833 -1.46225 -.75368 .80068 

2.配合執行能力 .13536 -1.85199 -.23963 .54201 

3.基本環保認知 .11461 -1.07254 -.83777 .78037 

4.綠色消費學習 -.14856 -1.11190 -.06239 .67810 

5.法令約束效力 .27901 .19472 -1.12277 .28736 

6.減少浪費習慣 .32731 -.92167 -.56608 .14068 

7.信念影響能力 -.12692 -.79131 -.49904 .86674 

8.廣告行銷效果 -.47915 -.28285 .54771 .54006 

集群人數 83 15 35 46 

百分比 ﹪ 46.4 8.4 19.6 25.7 

集群命名 樸實儉約 漠視反對 抱怨虛榮 關懷行動 

 

以下依照表 12 各集群的分析數據與特性，將集群命名過程敘述如下： 

1.集群一：「樸實儉約群」 

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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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群注重減少浪費習慣，對廣告行銷上有強烈表達不受打折促銷的誘惑，但在環境保護態度、配

合執行力與基本環保認知的因子上皆近於零，故沒有其特殊性。此集群總人數是最多的，有 83 人佔全體

46﹪，本研究將此集群稱為「樸實儉約」群。 

2.集群二：「漠視反對群」 

此集群展現的幾乎完全漠視並反對環保，配合執行力幾乎是不可能，但對法令的約束效果是唯一正

向的。其總人數上只有 15 人佔全體 8.4﹪，本研究將此集群稱為「漠視反對」群。 

3.集群三：「抱怨虛榮群」 

此集群展現出不注重各項因子，尤其對法令約束上特別明顯，也容易批評並找藉口來逃避任何環保

問題，但卻注重商品廣告行銷打折再購物，具愛花錢貪小便宜不想遵守法令的特性。其總人數上有 35

人佔全體 19.6﹪，本研究將此集群稱為「抱怨虛榮」群。 

4.集群四：「關懷行動群」 

此集群注重對環保問題高度關心，是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一族，對於任何相關環保的事都表現相當

積極，但卻較不注重減少浪費習慣，是屬於追隨環保時代潮流的人。其總人數上有 46 人佔全體 25.7﹪，

本研究將此集群稱為「關懷行動」群。 

各觀察值的集群結果，從表 12 集群分析表中可看出，集群四在各項因素上的值都是最高的，只有在

減少浪費習慣上較集群一小；而集群二在各項因素上的值都是負數值，顯示這一群在各項因素上都是持

不同意的意見，只有在法令約束效力下才能配合與認同。 

另外，從表 13 的變異分析中也顯示，各集群在 8 個相關因素中都有明顯的顯著性，由此可知，集群

結果是具有高度的異質性，可以作為本研究分群的依據。 

表 13 ANOVA 
集群 

因素名稱 
1 2 3 4 

F 
檢 
定 

顯 
著 
性 

1.環境保護態度 .138  -1.46 -.753 .800 51.00  .000 

2.配合執行能力 .135  -1.85 -.239 .542 36.48  .000 

3.基本環保認知 .114  -1.07 -.837 .780 38.63  .000 

4.綠色消費學習 -.148  -1.11 -.062 .678 17.82  .000 

5.法令約束效力 .279  .194 -1.12 .287 26.05  .000 

6.減少浪費習慣 .327  -.921 -.566 .140 13.65  .000 

7.信念影響能力 -.126  -.791 -.499 .866 25.40  .000 

8.廣告行銷效果 -.479  -.282 .547 .540 19.25  .000 

3-3 『樸實儉約』集群家具購買需求調查與分析 

經由集群資料顯示，發覺受訪者會因某些不同的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因素傾向而導致使用

習慣、使用需求及購買考量因素的不同，因此本研究以集群分析中人數最多，且佔總人數 46﹪的『樸實

儉約』群為分析的調查對象，期望能針對該族群進行調查研究，進而提昇其環保產品的接受度。同時針

對該集群不同的背景習性及家具購買需求的差異，進行資料統整與歸納，所得之結果可作為綠色家具產

品設計的要素。 

一、『樸實儉約』集群的選購家具重要度調查結果 

家具購買需求調查資料分析，將『樸實儉約』集群受訪者的資料做平均數、標準差與卡方檢定的計

算。由表 14 可知，在『樸實儉約』集群的「選購家具重要度分配」調查中，依平均數與卡方檢定期望值

發現，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容易清理或保養、價格合理性、環保材料應用性等均是受訪者所重視的；

而最不重視為進口品牌家具與品牌形象。這所得的調查結果可以作為綠色家具設計方向擬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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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選購家具的重要度分配 

選購家具重要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卡方檢定期望值 

環保材料應用性 4.25 .87 27.7 

價格合理性 4.28 .63 27.7 

家具顏色 4.00 .62 20.8 

品牌形象 3.54 .82 16.6 

耐久性 4.65 .53 27.7 

安全無毒害性 4.55 .55 27.7 

保證回收 3.71 .71 20.8 

外觀合理性 4.27 .75 20.8 

具有健康醫療功能 3.57 .74 20.8 

具有多項變換組合 3.54 .93 20.8 

是否為進口品牌家具 2.80 .88 16.6 

容易清理或保養 4.31 .56 27.7 

 

二、『樸實儉約』集群背景因素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結果 

依據受訪資料中的『樸實儉約』集群對於選購家具重要度上，是否會因基本背景因素如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居住地之不同，而對於使用習慣與需求產生影響。本研究運用變

異數分析（ANOVA）來偵測比較該群間的共同應變項是否在平均值上有所差異，以瞭解環保意識態度與

綠色消費行為上屬於『樸實儉約』群的民眾在選購家具重要度變數上是否會因不同的人口統計變數而產

生差異，此所得之結果將可作為綠色家具設計規範的依據。 

(1)性別 

『性別』對選購家具重要度的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性別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皆未小於0.05顯

著性，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性別在選購家具重要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性(表15)。 

 

表15 「性別」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 

男性 女性 
人 數 83 

30 53 
F 檢定 顯著性 

1.環保材料應用性 4.07 4.36 2.200 .142 

2.價格合理性 4.13 4.36 2.485 .119 

3.家具顏色 4.03 3.98 .132 .717 

4.品牌形象 3.50 3.57 .124 .726 

5.耐久性 4.67 4.64 .043 .836 

6.安全無毒害性 4.67 4.49 2.012 .160 

7.保證回收 3.73 3.70 .047 .829 

8.外觀合理性 4.23 4.28 .083 .774 

9.具有健康醫療功能 3.57 3.57 .000 .997 

10.具有多項變換組合 3.30 3.68 3.289 .073 

11.是否為進口家具 2.57 2.92 3.254 .075 

12.容易清理或保養 4.37 4.28 .422 .518 

 

(2)年齡 

『年齡』對選購家具重要度的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年齡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的分析除了價格合理

性外其餘皆小於0.05，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年齡對選購家具重要度在環保材料應用性、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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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保證回收、具有健康醫療功能、具有多項變換組合、是否為進口品牌家具、容

易清理或保養皆有顯著的差異性(表16)。 

 

表16 年齡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 

2
0

以
下 

2
1
-
25 

2
6
-
30 

3
1
-
35 

3
6
-
40 

4
1
-
45 

4
6
-
50 

5
0

以
上 人 數 83 

6 11 6 1 9 27 19 4 

F
 

檢
定 

顯
著
性 

1.環保材料應用性 4.83 4.36 3.33 5 4.22 4 4.68 4 2.949 0.009

2.價格合理性 4.5 4.27 4.17 3 4.22 4.15 4.47 4.5 1.251 0.286

3.家具顏色 4.67 4.09 4 3 3.67 4 4.05 3.5 2.377 0.03 

4.品牌形象 4.83 3.27 2.5 3 3.56 3.63 3.53 3.5 5.196 0 

5.耐久性 4.83 5 4.33 5 4.56 4.41 4.89 4.5 3.13 0.006

6.安全無毒害性 4.67 5 4.5 5 4.67 4.3 4.68 4 3.426 0.003

7.保證回收 4.67 3.91 3.17 3 3.22 3.63 3.89 3.5 4.09 0.001

8.外觀合理性 4.83 4.55 4.33 4 3.78 4.19 4.11 5 2.197 0.044

9.具有健康醫療功能 4.33 3.91 3.17 4 3.67 3.3 3.58 3.5 2.373 0.03 

10.具有多項變換組合 4 3.82 3 5 2.78 3.44 3.84 3.5 2.468 0.025

11.是否為進口家具 4.33 2.64 1.5 2 2.11 3.07 2.74 3 10.684 0 

12.容易清理或保養 4.83 4.64 4.17 5 3.78 4.22 4.32 4.5 3.463 0.003

 

(3)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對選購家具重要度的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婚姻狀況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小於0.05

的有品牌形象、安全無毒害性、保證回收.、容易清理或保養，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婚姻狀況對上

述選購家具重要度有顯著的差異性。 

(4)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教育程度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之顯著性，

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家具顏色、耐久性未小於0.05，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教育程度狀

況對其他選購家具重要度沒有顯著的差異性。 

(5)職業 

『職業』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職業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除品牌形象、安全

無毒害性、具有多項變換組合，其餘皆小於0.05，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職業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調

查上有顯著的差異性。 

(6)月收入 

『月收入』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月收入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中，環保材料

應用性、價格合理性、家具顏色、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具有健康醫療功能變異數分析之顯著性皆小

於0.05，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月收入狀況對上述選購家具重要度上有顯著的差異性。 

(7)居住地屬性 

『居住地屬性』對選購家具重要度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居住地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分析中環保材

料應用性、家具顏色、保證回收變異數分析之顯著性皆小於0.05，表示『樸實儉約』集群不同居住地屬

性狀況對上述選購家具重要度上有顯著的差異性。 

3-4 分析結果與要點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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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樸實儉約群」集群分析 

「樸實儉約群」在集群分析中發現，此族群較注重減少浪費習慣，對廣告行銷上有強烈表達不受打

折促銷的誘惑，但在環境保護態度、配合執行力與基本環保認知的因子上接近於零，故可得知此族群在

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上並沒有任何特殊性，且還佔總人數 46﹪。故本研究選定了『樸實儉約』

群為分析研究的對象，其背後目的期望能改善該集群的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 

2.『樸實儉約』集群家具購買需求調查 

在「選購家具時的重要度分配」調查中發現，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容易清理或保養、價格合理

性與環保材料應用性是受訪者選購家具所重視的要素，而最不重視的為進口品牌家具與品牌形象家具；

在材質上以木材或竹藤最為喜歡，喜愛的原因以其質感或觸感佳為主；至於會購買家具的原因，主要是

已不堪使用或損壞才去購買新家具；而最想購買的家具種類以書房家具為最多；對於是否在意家具產品

好壞將影響身體健康的調查中，回答有者為多數；至於購買上的主要考量因素以堅固耐用為最多。  

3.『樸實儉約』集群背景因素對選購家具重要度差異分析 

依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樸實儉約』集群於各項選購家具要素發現，不同性別在選購家具重要度

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而不同年齡在選購家具重要度的環保材料應用性、品牌形象、耐久性、安全無毒

害性、保證回收、具有健康醫療功能、具有多項變換組合、是否為進口品牌家具、容易清理或保養等皆

有顯著的差異，尤其以 20-25 歲及 20 歲以下在這些家具重要度選項均是偏高的，因而此年齡層的族群是

可以做為產品企劃的對象；至於婚姻狀況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上的品牌形象、安全無毒害性、保證回收、

容易清理或保養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未婚的人平均數較高，可以做為產品設計的對象，但是因人數比

例上不恰當，故不適宜做為實際的設計規範。 

對於教育程度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上，除了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家具顏色、耐久性，其

他選購家具重要度則有顯著的差異，尤以具有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對於品牌形象與進口家具兩項上明顯較

其他教育程度者不重視，偏重外觀合理性，整體上大學以上學歷對各選項較為重視，平均數普遍偏高，

可以將此做為產品設計對象；而職業類別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上，除品牌形象、安全無毒害性、具有多

項變換組合，其餘顯示不同職業對選購家具的其他要素有顯著的差異，當中軍公教與學生在選項上各有

重視的要項，軍公教在耐久性上高達 5 分可見其重視的程度，因此可考慮選擇以軍公教與學生為對象； 

另外，月收入背景因素在各項選購家具要素上，於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家具顏色、耐久

性、安全無毒害性、具有健康醫療功能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2 萬以下月收入的偏高，因此可以選擇以

此為產品設計對象。對於不同居住情況在選購家具重要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而居住地在各項選購家具

要素中卻顯示，不同居住地屬性狀況對上述選購家具重要度有顯著的差異，尤其小鎮鄉村較重視環保材

料應用性，而大都會區的則重視家具顏色，同時住在都會市集城鎮的在保證回收上有較明顯的重視，本

研究因此選定居住大都會為主。 

4.消費者選購家具要點考量 

消費者選購家具的要點考量依序為為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外觀合理性、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

合理性，不重視是否為進口品牌家具。 

3-5 綠色家具設計要素 

根據研究目的找出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對於家具產品購買決策過程之相關需求因

素，分析對家具產品所需要的綠色設計要素，供作未來相關綠色設計工作於進行綠色家具開發時的具體

參考，期望能提供更全面而且具有實質效益的準則。依據上述的結果，配合綠色設計方法予以整理歸納，

參照 Kusz（1994）及杜瑞澤（2002）產品綠色設計準則與方法，建立起家具產品所需要的綠色設計要素，

作為成功商品化的綠色家具設計準則。綠色家具設計要素整理如下表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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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綠色家具設計要素 

 消費者需求 綠色設計要素考量 

產品風格獨特，避免退流行而被淘汰 

零件易替換維修，延長產品使用壽命 耐久性 

結構堅固耐用，功能符合生活所需 

原料使用不具任何毒害性物質 

生產製造過程不排放任何毒害性物質 

使用上安全無毒害，不傷害人體 
安全無毒害性 

焚化或掩埋時無任何副作用 

懷舊、情感、意識的感官認知 

稀有、特殊、專門、唯美價值的外觀 外觀合理性 

高雅的色彩視覺效果 

材料應採天然原料製成，使人能安心使用，環保又安全 

體積減小及免除不必要功能，以減少材料與能源消耗 環保材料應用性 

適當支解設計使材料能回收再利用 

中價位價格符合市場所需 

材料更替可降低成本開銷 

設 

計 

要 

素 

展 

開 

價格合理性 

模組化易拆解搬運，亦提供合理價格的組合選擇 

 

綠色家具設計要素考量依序為耐久性、安全無毒害性、外觀合理性、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

只要不影響結構強度都可用木材來做為家具的材質，以充分表現出它的優美質感與觸感；在外觀上也要

充分表達出持久使用的產品風格，並且能堅固耐用也容易清理，同時綠色家具產品價格更要合理。 

 
四、結論 

 

本研究在探討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對綠色產品設計開發之影響的調查分析得知，消

費者在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確實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對綠色產品的接受度也就有不同的反應，

甚至在產品的使用習慣、使用需求及購買考量因素均有所不同。尤其研究中四大族群之一的「樸實儉約

群」，此族群較注重減少浪費習慣，但在環境保護態度、配合執行力與基本環保認知的反應上接近於零，

故可知此族群在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上並沒有太高的興趣和意願，因此該集群是需要加以重視

和改善的。 

研究中針對消費者環保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對於家具產品購買決策過程之需求調查分析發現，消費

者對產品耐久性最為重視，其次為安全無毒害性、外觀合理性、環保材料應用性、價格合理性，而最不

重視為是否進口品牌的家具。因此顯而易見，綠色家具產品開發當以堅固耐用為主要的設計考量。相對

的，其所需要的綠色設計要素當包含產品風格獨特以避免退流行被淘汰；零件易替換維修以延長產品使

用壽命；結構堅固耐用使功能符合生活所需；原料使用不具任何毒害性物質；生產製造過程不排放任何

毒害性物質；使用上安全無毒害，不傷害人體等。 

本研究透過綠色家具產品設計開發之要素研擬，供家具產業未來進行綠色家具產品設計開發時的具

體準則參考，期望為家具產業找尋新的發展點和實質綠色設計效益的引導。同時為往後的綠色設計研究

者或綠色產品設計開發者提供另一種層面的思考，亦即於進行綠色設計開發時，不再只是專注於思考如

何避免製程、運輸、廢棄及回收等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而是從消費者產品購買決策過程中之環保

意識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進行瞭解與掌握，促使所開發出來的綠色產品能更滿足綠色消費市場行銷，進

而提昇產品於市場的優勢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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