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民眾對於綠建築的接受度－以台南為例 

摘要 
 隨著地方的開發與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環境的破壞和規模逐步擴
大，而環境意識的抬頭，使人們逐漸發覺環保和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一般民眾對於綠建築的瞭解與接受度，並進一步
探討民眾是否會隨著城與鄉之間的差異，而對綠建築的瞭解與接受度有
所不同。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南縣和台南市民眾為研究對象，
並透過調查消費者對綠建築的認知、接受度和消費態度與意願，來瞭解
一般住宅上鮮少有綠建築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台南縣或台南市的民眾，對綠建築的認知和想法
上並無顯著的差異，不過在是否支持綠建築的數據上，台南縣的不支持
率則高過於台南市，且大部分的民眾多不清楚台灣政府對綠建築的推行
現況。在詢問是否願意為環保而改換綠建材時，卻只有34%的人願意，
而有將近7成的民眾顯示不願意；另在是否會多加留意這方面的資訊上，
極多數的人仍不會去多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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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隨著地方的開發與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環境的破壞

和規模逐步擴大，而環境意識的抬頭，使人們逐漸發覺環

保和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尤其舊式建築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遠比一般人想像

的多，使地球暖化的問題更加嚴重，因此，我們對環保應

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是基於甚麼而產生綠建築住宅鮮少

的原因。 

 

研究目的 
 主要探討一般民眾對於綠建築的了解與接受度。本研
究以台灣 台南地區為樣本，調查民眾是否會隨著城與
鄉之間的差異，而 對綠建築的接受度有所改變。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相關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等二種 方式進

行。 

 首先收集相關文獻資料在整何統一重點在加 以分析，
對相關內容加以敘述，好讓我們能 夠正確了解綠建築的
資訊將蒐集有關綠建築 的相關資料，包含相關論文或學
術報告、人 民對綠建築的觀點、政府相關活動的訊息、
 以及報章、雜誌、媒體等報導。 

 

結論  
 由調查結果發現，如果要在台灣落實推動綠 建築是

非常有挑戰的，依問卷調查顯示，瞭 解綠建築是什麼
的人雖然占多數，但是不清 楚政府推行的現況者也明顯
高於知情者，和 願意為環保而改換綠建材者也不多，主
要近年來房價持續高漲，民眾薪資低落，政府推 廣綠建
築的聲音無法正確傳達給人民，導致 民眾對綠建築的
購買意願不大，對於民眾金 錢才是最大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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