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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低、中低、中高、高經濟能者為調查對象。探討在OTAP標章施行前的空窗期，民眾如何取得有機

食品的資訊、是否有助建康、是否清楚有機食品的認證標章、若食用有機食品導致身體損害，政府是否應負責、

有機食品價格與地點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等議題。以問卷進行隨機抽樣，經Excel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卡方檢定 

(α=0.05)分析數據。結果發現1.電視為最佳宣傳媒體。2.六-八成的民眾認為食用有機食品對健康助益，且經

濟能力較高者認同度更高。3.較高比例的民眾認為購買的地點不方便。若地點方便，越高經濟收入者購買的意願

會提升；但低經濟收入者的影響不大。4.價格平民化，有更多的人會選購。民眾普遍不能接受高於一般蔬果2

倍的價格。但為維護健康，經濟能力較高者願意花較高價格買有機食品。5.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民眾搞不清楚有

機食品的認證標章，所以政府應加強宣導。6.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有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若食用有機食品造成身

體損傷，政府應負起責任。經濟能力越高者對國外的有機食品信任度越高，經濟能力低者對國內或國外的有機食

品信任度是不分軒輊。因此，宣傳國產的有機食品認證標章應以高經濟能力者為主要的族群，且若購買地點方便、

價格合理、又有認證標章的保證，民眾購買有機食品的意願會提升。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詞詞詞詞：：：：    經濟能力經濟能力經濟能力經濟能力、、、、有機食品有機食品有機食品有機食品、、、、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購買意願購買意願購買意願購買意願....    

壹壹壹壹、、、、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近年國人生活品質日益提高，特別重視環境保護及追求健康消費，拒絕農藥，講求健康環保已成為食品的新

趨勢。有機食品的安全、無毒害的形象深植人心，造成銷售單價高、消費量年成長率高的市場奇景，故強調優質

安全、環境保育的有機食品就成為現代飲食的非常需求
（5）、（6）、（8）；然而，此現象是否會受到民眾經濟能力的不同有

所差異，是本研究主要的探究動機。又魚目混珠的有機食品，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各國政府也積極的頒出

政令法規加以約束管控
（1）、（3）、（4）。台灣有機食品起步較晚，政令法規位於急起直追的階段，至2007年以前並沒有

檢視有機食品的統一標章
（13）、（16），只有農政單位推出眾多複雜的產品標章，供民眾作為選擇安全食品的依歸。

雖然政府也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計劃在2010年整合市面上所有驗證標章，使用OTAP(Organic Taiwan 

Agricultural Product)標章維護國民健康與消費者權益。但在此空窗期民眾該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財產把關？本

研究主要分析在OTAP標章施行前的空窗期，不同經濟能力的民眾對於市面上各種宣稱有機食品的標章是否清

楚？哪些人是有機食品的主要消費群？政府在此推廣宣導OTAP標章期間，應以何種媒體宣傳最具成效？除了有

OTAP標章，哪些限制條件是民眾購買有機食品在意的項目？得到的結果希望能作為推行OTAP標章或建立有機食

品相關法令的參考，以達到健康、環保、經濟三贏的有機食品境界。 

貳貳貳貳、、、、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以新台幣二萬元以下、二萬元至四萬元、超過四萬元至六萬元及六萬元以上，四級收入，分別代表低、中

低、中高、高經濟能力，作為調查對象。研究議題包括機食品資訊取得方式、有機食品是否對建康有助益、是否

清楚有機食品認證標章、食用有機食品出差錯政府是否有責任、有機食品價格與地點變動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等。

於2008年4月在火車站、機場等人潮流動量大的地點以問卷方式進行隨機抽樣，有效問卷200份；使用Excel

將資料整理歸納，各項議題經獨立性檢定分析、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適合度檢定
（7）、（15），探討各經濟能力者對選

項的選擇是否有著顯著差異（α=0.05）。 

叄叄叄叄、、、、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200份有效問卷中分別有21％、39％、24％、16％的低、中低、中高、高的經濟能力的受訪者參與本次的

問卷調查。 

一、有機食品資訊取得的方式及對建康的助益 

     此議題在可多重選擇的前提下，經獨立性檢定無交互作用存在（表1），表示經濟能力不同並沒有左右資訊

來源的選擇。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電視與其它的資訊取得方式有顯著的差異。表示獲取有機食品的資訊最主

要來自於電視，在五項資訊取得的選項中，除高經濟能力者除外，其他經濟能力者受電視的影響皆高於三成以上。

適合度檢定分析個別資訊對經濟能力不同者的影響皆無顯著差異，表示各種資訊對不同經濟能力者的影響力是一

致的。 因此，宣傳有機食品應以電視為主要媒體，可獲得最佳成效。 

     食用有機食品是否對健康有很大助益的議題，經獨立性檢定發現有交互作用存在（表2），回答的結果受經

濟能力不同所左右。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分析無顯著差異，表示不同經濟能力者對此議題

的看法是一致的，且認為對健康有助益的比例遠高於無幫助的比例。有約六-八成的民眾認為食用有機食品對健

康是有很大的助益，且經濟能力較高者對此有更高的認同度。民眾認為一般食品主要危害是農藥、基因改造等化

學物質，強調無這些有害物質的有機食品相對的對身體較有所幫助，然而經濟能力較高者對於自身的健康更有能

力重視。所以，認為食用有機食品對健康是有很大的助益的比例高於其他經濟能力者。 

二、有機食品的認證標章及政府的責任 

     民眾對於有機食品的認證標章的清楚程度，關係有機食品的安全把關及永續發展。將調查結果表3經獨立性

檢定，無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不會左右對認證標章的清楚程度。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無顯著差

異，適合度檢定分析無顯著差異，表示不同經濟能力者對有機食品認證標章清楚與不清楚比例是不分軒輊的。表

4為不同經濟能力者在八個商標中明辨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的結果。經獨立性檢定無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

不同不會左右明辨認證標章的能力。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全錯的選項有顯著差異，表示不

同經濟能力者對有機食品認證標章明辨的能力，有近七-九成的人對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的明辨能力低是於五成

的，低經濟能力者對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的明辨能力更是低於其他經濟能力者，不論經濟能力高低完全認識有機標

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這說明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民眾搞不清楚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為推動有機食品的發展，應

該加強宣導有機食品認證標章。 

     若因健康因素且經濟許可前提下，受訪者是否願意購買有安全認證的有機食品的調查結果如表5，獨立性檢

定有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可左右購買的意願。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在經濟條件及安全許

可，為了健康有近七、八成的人願意購買有安全認證的有機食品。適合度檢定發現不願意購買的選項有顯著差異，



表示即使經濟狀況無虞，中低經濟能力者不願意購買的比例仍高於其他經濟能力者。民眾對有機食品認證標章清

楚與不清楚的比例不分上下，搞不清楚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的結果，這可能是因為缺乏對消費者的教育，而且民間

驗證機構標章仍嫌太多，使業者及消費者均不易辨認，而無法達到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權益之目的(10)、（18）。且當

產品價差超過50%時，消費者購買的意願會明顯的降低，認為價格是沒辦法接受的(12) ，所以也就較不注意也不在

乎有機食品標章真偽。再加上目前有機市場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一般傳統市場的2.5倍
（14），收入低的民眾購買有

機標章產品的能力及意願自然較低。 

     食用有機食品若造成身體損傷，不同經濟能力者認為政府應負起責任的結果如表6，獨立性檢定無交互作用

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不會左右對此事件的看法。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無顯著差異，表

示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有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若食用有機食品造成身體損傷，政府應負起責任。比較相信國內或國

外有機食品的議題調查結果如表7，獨立性檢定有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會左右對國內或國外有機食

品的信任。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國內、國外選項經適合度檢定均有顯著差異，表示經濟能力越高者對

國外的有機食品信任度越高，經濟能力低者對國內或國外的有機食品信任度是不分軒輊。這可能是因為除經濟能

力高者較有能力負擔購買有機食品的費用之外，國外的有機產品擁有比較長久的歷史，是獲得信賴的主要原因。

雖然我國已在2007年6月啟用有機農產品(OTAP) 驗證標章，也有有機農業法規，但執行力尚嫌不足並無強制

措施，也因此標章樣式較為雜亂，使消費者難以辨識
（2）。 

表1不同經濟能力者獲得有機食品資訊來源統計表        表2不同經濟能力者認為有機食品對健康幫助統計表 

經濟能力  資訊  

 低 中低 中高  高 

電視a 38％ 34％ 33％ 26％ 

親友bde 17％ 14％ 22％ 27％ 

電腦cde 17％ 21％ 19％ 21％ 

其他bcde 14％ 17％ 20％ 17％ 

收音機bcde 14％ 14％  6％  9％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e：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多重比較無顯著差異.α=0.05. 

 

表3不同經濟能力者有機食品認證標章清楚程度統計表   表4不同經濟能力者明辨有機產品認證標章統計表 

 

           經濟能力@   對健康 

   有幫助 低 中低 中高  高 

     是a 60％ 70％ 78％ 77％ 

     否b 40％ 30％ 22％ 23％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經濟能力  明辨有機食品

認證標章  低 中低 中高  高 

全對a
 

0％ 0％ 2％  0％ 

錯三個以下b 11％ 25％ 20％ 19％ 

錯四個以上c 76％ 69％ 76％ 78％ 

全錯d;※
 

13％  6％  2％  3％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d：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多重比較無顯著差異.α=0.05.  

             經濟能力    認證 

  標章  低 中低 中高  高 

清楚a 38％ 42％ 49％ 42％ 

不清楚a 62％ 58％ 51％ 58％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 

 



表5健康因素且經濟許可前提下,不同經濟能力者            表6食用有機食品造成身體損傷不同經濟能力者認   

購買安全認證有機食品願意統計表                                     為政府應付責任統計表 

表7 不同經濟能力者對國內外有機食品相信度統計表 

 

 

 

 

 

三、有機食品的購買地點及價格 

     不同經濟能力者認為目前有機食品購買地點方便性的調查結果如表8，經獨立性檢定無交互作用存在，表示

經濟能力不同不會左右對此議題的看法。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無顯著差異，表示不分經濟

能力高低認為購買有機食品地點不方便的比例高於方便的比例。若將地點因子改善，使購買有機食品變得方便，

民眾購買的意願結果如表9，獨立性檢定有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會左右購買意願。雙因子變異數分

析無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在不願意選項有顯著差異，表示當購買地點變得方便，越高經濟收入者願意購買的意

願會提升越多，對低經濟收入則而言則沒有太大的影響。目前市面有機食品需要在特定場所才有辦法購買，販賣

有機食品的地點不普及商品種類也不齊全，又加工的有機食品通常不使用防腐劑，使有機食品壞得更快，對消費

者來說這些都是不願意購買的因子
（17），所以不論經濟能力高低皆認為購買有機食品是不方便的比例遠高於方便

的比例。當購買地點變得方便，越高經濟收入者願意購買的意願會提升越多，對低經濟收入則而言則沒有太大的

影響，主要的原因仍在於經濟能力負擔，對較低經濟收入者而言，在高價格前提下，即使是方便採購，也會因負

擔不起高的費用而降低購買意願。 

     不同經濟能力者認為，有機蔬果價格合理的範圍為一般蔬果價格多少倍的調查結果如表10，獨立性檢定有

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同會左右對此議題的看法。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1-1.5倍、1.6-2倍、

2..1-3倍選項的適合度檢定皆有顯著差異，表示高經濟能力者對於有機蔬果價格可容忍的範圍在一般蔬果價格三

倍以內，隨著收入的降低可容忍的範圍會逐漸縮小，除高經濟能力者外，超過九成的民眾認為價格在一般蔬果

1-2倍之間算是合理，沒有人認為價格超過一般蔬果價格三倍以上是合理的。若排除價格因素，假設有機蔬果價

錢與一般蔬果價錢一樣，民眾是否願意購買的調查結果如表11，獨立性檢定無交互作用存在，表示經濟能力不

同不會左右購買的意願。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差異，適合度檢定無顯著差異，表示若排除價格因素，不分經

             經濟能力@     購買 

   意願  低 中低 中高  高 

  願意a 84％ 68％ 80％ 84％ 

 不願意b; ※ 16％ 32％ 20％ 16％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 

 

經濟能力      政府 

    責任  低 中低 中高  高 

 應負責a 82％ 81％ 80％ 84％ 

 不用負責b 18％ 19％ 20％ 16％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經濟能力@     有機 

   食品  低 中低 中高  高 

   國外a; ※ 49％ 66％ 78％ 84％ 

   國內a; ※ 51％ 34％ 22％ 16％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濟能力高低，大家看法頗為一致，有高逾八成的購買意願。 

     由上述的結果突顯出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民眾確實了解有機食品的好處，但基於經濟能力所及，不是人人都

有能力購買有機食品的，如果有機食品的價格可以平民化，會有更多的民眾選購有機食品。而現行有機市場的平

均價格大約是一般傳統市場的2.5倍的現象，民眾普遍不能接受。若有機食品購買價格與ㄧ般蔬果相同時，將會

提升民眾的購買意願。同樣的結果可由相關調查中發現民眾若購買有機食品，以較高營養價值、較安全可靠及生

產或處理方法較符合環保原則的食物而降低對價格的考慮(9)、（11）。當收入增加時，對自己健康亦也隨之重視，接受

價格也跟著提高。所以，高經濟能力者比較會考慮選購有機食品，比較不在乎較高的價錢；而一般的消費者也覺

得為更好品質，多付出一些代價是合理的，但是，當價差超過50%時，購買意願會明顯的降低。但收入越高，有

機食品價格價差的影響力就越低。  

表8 不同經濟能力者認為有機食品購買地點方便統計表             表9 購買地點方便,不同經濟能力者 

購買有機蔬果意願統計表 

 

    

肆肆肆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宣傳有機食品電視為最佳媒體。六-八成的民眾認為食用有機食品對健康是有很大的助益，且經濟能力較

高者有更高的認同度。2.大眾認為購買有機食品地點不方便的比例高於方便的比例，若購買地點變得方便，越高

經濟收入者願意購買的意願會提升越多，但對低經濟收入者的影響不大。3.如果有機食品的價格可以平民化，有

更多的人會選購有機食品。而現行有機市場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一般傳統市場的2.5倍，為大家普遍不能接受的。

為維護健康，經濟能力較高者有較高的能力將錢花費在較高價格的食物上，所以若購買地點便利、價格合理、又

有認證標章的保證，民眾購買有機食品的意願會提升。4.目前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民眾搞不清楚有機食品認證標

章，為推動有機食品良性的發展，應該多多加強宣導有機食品認證標章。5.不分經濟能力高低有八成以上的民眾

             經濟能力    購買 

  地點  低 中低 中高  高 

 方便a 44％ 44％ 40％ 35％ 

 不方便b 56％ 56％ 60％ 65％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表10不同經濟能力者認可有機蔬果合理價格倍數   

統計表             

             經濟能力@     購買 

   意願  低 中低 中高  高 

願意a 49％ 58％ 69％ 77％ 

不願意a;※ 51％ 42％ 31％ 23％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表11價格與一般蔬果相同,不同經濟能力者 

購買有機食品願意統計表 

            經濟能力@  一般蔬果 

價格倍數  低 中低 中高  高 

1-1.5倍a; ※
 

89％ 63％ 66％ 32％ 

1.6-2倍ac; ※  9％ 33％ 27％ 36％ 

2.1-3倍ace; ※  2％  4％  7％ 32％ 

3倍以上bde
 

 0％  0％  0％  0％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e：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多重比較無顯著差異.α=0.05.  

             經濟能力  購買 

意願 低 中低 中高 高 

願意a 82％ 87％ 89％ 84％ 

不願意b 18％ 13％ 11％ 16％ 

註：@：獨立性檢定有顯著差異. ※：適合度檢定有顯著差異. 

a-b：同字母表示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無顯著差異.α=0.05. 



認為若食用有機食品造成身體損傷，政府應負起責任。經濟能力越高者對國外的有機食品信任度越高，經濟能力

低者對國內或國外的有機食品信任度是不分軒輊，因此，國產的有機食品應以高經濟能力者為主要認證標章宣傳

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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