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2地球環境⽇，檢視台灣網⺠

最在乎的環境消費⼆三事！
在台灣疫情升溫、進⼊⼜⼀波感染⾼峰的情況下，我們也迎來4∕22世界地球⽇
在今（2022）年邁⼊全球第53個年頭。



台灣民眾除了逐漸熟悉與covid-19疫情共存，而今年的地球日主題訂為
「投資我們的星球（Invest in Our Planet）」，也值得我們思考在現今疫
情的新常態、因烏俄戰爭導致國際情勢詭譎多變，以及經濟情勢不確定性的
狀態下，從每個人能力所及的日常生活出發，我們能為身旁環境做些什麼？
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牽動我們的選擇？而我們最在乎企業營運時哪些為環境
永續做的努力呢？

企業避免浪費的努力，消費者看的見！

從每個人生活必不可少的消費硬性需求來看，在台灣網民購買家用必需品與
品牌是否進行環境活動之間，可以看出企業對環境友善與否，的確會對台灣
消費者產生極大影響。其中最多人表示會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很具體的「公
司是否致力於增加向客戶提供的避免浪費的服務」；而影響力最小的，則是
較為產品上游與抽象的「公司是否為合作夥伴和供應商提供應對氣候變化所
需的工具和支持」。無論如何，調查中所有列出與「公司產品—環境」有
關的問題選項，都得到了過半的影響力——這也就是說，台灣網民在日常
消費上，不僅會實際去考量品牌的環境永續性，也會關注有關碳排放相關的
議題。因此，企業的環境社會責任對於家用必需品公司產品而言，絕對是一
件值得「投資」的事。

環境活動如何影響台灣網民購買家用必需品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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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家公司為合作夥伴和供應商提供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工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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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細部來看，不管哪種性別，最在乎的都是公司在向客戶提供服務時，是
否致力於盡量避免浪費。因為朝向客戶端的改善最能夠直接傳達給消費者，
也能夠讓每個人在消費時獲得「自己也+1！」的參與感，這也更凸顯出企
業確實能夠擔任更多重大倡導、教育社會議題，「呼籲消費者行動」的積極
角色。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男性最不在乎的是「公司是否為合作夥伴和供應商提供
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工具和支持」，以女性而言則是「公司致力於實現碳中
和」，這除了可以呼應之前調查發現女性對碳排放議題較不了解之外，不同
性別經常購買的日常生活用品品項，是否會關係到商品性質較常連結關注的
環境議題有所不同，因而反過來影響消費者的考量，這值得我們延伸探討，
也應該能夠再針對不同性別「有感」的痛點，將議題設計得更好、更能分別
打中不同的性別群體。

環境活動如何影響男女購買家用必需品時的決定

性別在意點大不同，消費者的實際參與感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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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gagement.z.com/page/product/show.aspx?num=391&lang=TW


此次發現比較違反一般直覺的，是在年齡這個面向上。儘管在做決定時，不
分年齡層最在乎的都是「公司是否致力增加向客戶提供的避免浪費的服務」，
但一般人常會以為年輕世代因為普遍更早就接觸環保倡議議題，以及地球永
續與自己的未來息息相關等，所以理應更在乎這些事情。然而問卷結果發現，
50-60歲族群才是最受公司進行環境活動影響的族群；反之，18-29歲則為
最不受其影響的族群。

或許這可以解釋為年輕族群在購買日常必需品時，有其他比起環境議題更加
迫切影響因素；另外，如果更細緻地來看，可以發現年輕族群相較無感的是
有關碳排放議題與商品前端製作「與合作夥伴與供應商」的關係，而這可能
也代表著儘管整體而言年輕族群相較不在意公司與環境永續的關係，但也指
出了如何將環境議題連結到「感到與自己切身相關」、「影響很實際具體看
的見」等因素，運用在其他推廣環保永續議題（如較抽象的碳排放）上，將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方向。

環境活動如何影響不同年齡層購買家用必需品時的決定

年齡層愈高，購買時愈在乎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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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足跡」每天都一秒成為地球環境日

無論如何，除了4/22這天提醒我們對地球要更溫柔之外，每一天、每次消
費，也許我們都能多想個三十秒，做出更環境友善的「投資」。而在這個大
疫情時代，可以觀察到因為防疫外帶與外送更加深入每個人的日常，但也製
造出更多必定產生的塑膠容器、或甚至是額外的包裝垃圾等，這是眼下很明
確產生的環保議題，除了提供不需要餐具的選項之外，是否有更好、更聰明
的做法，值得我們進一步提出改善計畫。

此外，因為疫情居家隔離，世界各地因為減少經濟活動、減少人類干擾，傳
出許多生物得以更自在的生活與進行繁衍。要如何能夠保留這件事的優點，
然後在與病毒共存的生活中，針對環境永續多做一些什麼呢？從企業工廠營
運、消費行為這兩個層面上，還是有很多有效且值得投入的做法。像是台灣
NGO提出商品「透明足跡」的概念，強調先掃手機APP查詢品牌是否有相
關違規事項，再決定要不要購買，就是利用科技與現代人機不離身的特性，
一項方便且值得推廣的消費者行動。在疫情時代，如何投資我們的地球，讓
每個消費都變成更有意識的行動，值得更多更有創意的裝置與提案，讓每一
個人都能加入，讓全球地球日的精神繼續蔓延！

若您對 COVID-19 或台灣想進一步了解或發問，歡迎隨時透過 info@ek2a.com 與我們聯絡。

執行單位：z.com Engagement Lab
調查日期：2022年4月8日-4月11日
調查方法：網路調查
調查對象：18 至 60 歲的台灣民眾
樣本數：843份
筆者：許月苓

https://thaubing.gca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