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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永續海鮮標章認知與民眾行為之關聯研究 

一、摘要 

當前永續議題日益受到重視，永續海鮮標章作為引導消費者支持海洋保育的重要工具，

其認知與接受度值得探討。本次調查以 15 至 24 歲年輕族群及 45 至 54 歲的中年族群為

主，結果顯示約半數受訪者未聽過「永續海鮮」概念，但對相關標章的了解普遍不深。儘管

如此，仍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永續海鮮標章對海洋保護具有中等以上的正面影響。 

然而，實際行為方面，多數人表示在購買海鮮產品時不會特別注意是否有標章，願意付

出者也大多只願多付 5%以內。在被問及推動永續海鮮標章最需加強的方面時，最多人選擇

「大眾教育與宣傳」及「政府政策與法規支持」，顯示民眾期盼從教育與制度層面獲得更多

引導。 

綜合來看，永續海鮮標章的推廣仍面臨認知不足與消費行為落差的挑戰，未來若能加強

教育宣導、提升標章辨識度，並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有望提升民眾參與度，推動更具實質

效益的永續海鮮發展，進而保護海洋生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對漁業經濟及國人飲食至關重要。然而，過度捕撈、污染及氣

候變遷對海洋生態造成嚴重威脅。為了促進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國際間推動「永續海鮮標

章」(如 MSC、ASC、FOS、海洋之心等)，以鼓勵消費者選擇經認證的海鮮產品。 

臺灣是全球海鮮消費大國，根據綠色和平從衛福部 2019 年統計經常食用貝類、頭足類

和魚類的民眾的統計每人年均消費量達 59.92 公斤，遠高於全球平均值，但市場上永續海鮮

產品比例仍低，顯示消費者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識與實際購買行為間有落差。本研究旨在調

查臺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態度與購買行為，並分析影響選擇的因素。期望透過研

究結果，為政府與企業提供政策與宣導策略建議，推動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負

責任消費模式，促進海洋生態保護。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目的 

1.了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識程度，並分析不同教育背景對認知的影響。 

2.探討永續海鮮標章對民眾購買行為的影響，評估標章是否會提高購買意願或支付溢價（願意                       

花更多錢購買）。   

3.分析影響永續海鮮選擇的關鍵因素，例如價格、政府政策、企業宣傳等。 

4.提供建議以提升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接受度，協助政府與企業制定更有效的推廣策略，促

進海洋永續發展。 

 

（二）假設 

H1：臺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程度偏低，並且有較高認知的民眾，相較於認知較低    

者，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 

H2：對永續海鮮標章有較高認知的民眾，相較於認知較低者，更有可能購買具有標章的海

鮮產品。 

H3：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正向態度與購買意願呈正相關，即認為永續海鮮標章有助於海

洋保護的民眾越傾向購買相關產品。 

H4：政府推動與市場宣傳能有效提升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與購買意願。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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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方法 

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量化問卷調查法，透過結構化問卷收集臺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態度與

購買行為的數據，並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 

2.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目標族群：臺灣 15 歲以上消費者，包含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與職業背景。 

抽樣方法：採用便利抽樣，以台灣地區的民眾為抽樣母體，透過實體和網路兩種管道發放問

卷。 

樣本規模：預計收集至少 300 份有效問卷，以確保統計結果具有代表性。 

3.問卷設計 

(1)基本資料（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 

(2)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程度（如是否聽過海洋之心生態標章、MSC、ASC 等） 

(3)對永續海鮮標章的態度（如是否認為有助於海洋保護） 

(4)購買行為與意願（如是否會因標章影響購買決策、願意支付的價格範圍） 

(5)購買決策的因素（如價格、商家推廣、政府宣導、法規支持等） 

（二）驗證步驟 

1.數據整理 

資料清理：移除無效或不完整問卷 

2.假設驗證方法 

表一、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驗證方法 預期結果 

H1：對永續海鮮標章有較高

認知的民眾，相較於認知較低

者，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 

卡方檢定分析「認知 vs. 

教育程度」的關聯性 

若呈現顯著正相關（p < 

0.05），則支持 H1。 

H2：對永續海鮮標章有較高

認知的民眾，相較於認知較低

者，更有可能購買具有標章的

海鮮產品。 

卡方檢定分析「認知 vs. 

購買行為」的關聯性 

若呈現顯著正相關（p < 

0.05），則支持 H2。 

H3：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

正向態度與購買意願呈正相

關，即認為永續海鮮標章有助

於海洋保護的民眾越傾向購買

相關產品。 

卡方檢定分析「對標章的

正向態度 vs. 購買意願」

的關聯性 

若呈現顯著正相關（p < 

0.05），則支持 H3。 

H4：政府推動與市場宣傳能

有效提升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

的認知與購買意願。 

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檢測「政策宣

傳 vs. 認知/購買行為」

的影響力 

若政府或市場宣傳與認知

提升顯著相關，則支持 

H4。 

（三）結果解釋與討論 

本研究於 114 年 3 月至 114 年 4 月透過網路和實體兩種管道收集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326

份。 

1.受訪者個人資料分析 

為了解受訪者的個人資料，本研究調查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 

表二、受訪者個人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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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圖一、年齡 

由圖一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15-24 歲占 107

份（33%），25-34 歲占 35 份（11%），35-44

歲占 40 份（12%），45-54 歲占 108 份

（33%），55-64 歲占 26 份（8%），65 歲以上

占 10 份（3%）。由此可知本研究主要以年輕人

（15-24 歲）和中年群體（45-54）歲為主。 

 

 

 

 

 

 

 

圖二、性別 

由圖二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男性占 138 份

（42%），女性占 182 份（56%），其他和不願

意透露占 6 份（2%）。由此可知本研究主要以女

性為主。 

 

 

 

 

 

 

圖三、職業 

由圖三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學生占 108 份

（33%），上班族占 149 份（46%），其他占 69

份（21%）。由此可知本研究主要以上班族為主。 

 

 

 

 

 

 

圖四、教育程度 

由圖四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高中（含以下）占

96 份（29%），大學和專科占 149 份（46%），

碩士和博士占 81 份（25%）。由此可知本研究主

要以大學和專科為主。 

2. 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與識別 

為了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基本認知與標章識別能力，本研究調查受訪者對永續海鮮標章

的認識程度，以及是否曾看過特定的永續海鮮標章。 

表三、受訪者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與識別 

項目 說明 

 

 

 

 

 

 

圖五、對永續海鮮標章的了解程度 

由圖五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自認為完全不了解

的占 136 份（42%），略為了解占 76 份

（23%），普通了解占 75 份（23%），大致了解

占 24 份（7%），非常了解占 15 份（5%）。由

此可知大部分的人自認為自己完全不了解關於永續

海鮮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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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曾看過或聽過的標章的名稱 

由圖六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從未看過或聽過占

216 份（51%），水產養殖標章占 75 份

（18%），海洋管理委員會標章占 45 份

（11%），日本海洋環境標章占 30 份（7%），

海洋之心生態標章占 39 份（9%），海洋之友標

章占 19 份（4%）。由此可知大部分的人從未看

過或聽過永續海鮮標章，即使有也以水產養殖標章

為大多數。 

3. 對永海鮮標章的態度 

為了解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態度，本研究探討受訪者認為永續海鮮標章對於海洋保護的影

響程度，有助於揭示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重視程度 

表四、受訪者對永續海鮮標章的態度 

項目 說明 

 

 

 

 

 

 

圖七、標章對海洋保護的影響程度 

由圖七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沒有影響占 21 份

（6%），較小影響占 25 份（8%），一般影響占

103 份（32%），較大影響占 83 份（25%），非

常影響占 94 份（29%）。由此可知大多數人認為

標章對海洋保護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 

4. 購買行為與意願 

為了解消費者在購買海鮮產品時的行為與意願，本研究針對受訪者是否會根據永續海鮮標章

來選擇產品進行調查，並探索消費者願意為此多花多少金額。 

表五、受訪者的購買行為與意願 

項目 說明 

 

 

 

 

 

 

圖八、是否會注意有無永續海鮮標章 

由圖八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會注意占 54 份

（17%），不會注意占 272 份（83%）。由此可

知大多數人購買海鮮時，不會注意有無永續海鮮標

章。 

 

 

 

 

 

 

圖九、是否願意多支付額外費用 

由圖九可知，326 位受訪者中，不願意占 57 份

（17%），願意支付 5%內占 186 份（57%），願

意支付 10%占 71 份（22%），願意支付 15%占

12 份（4%）。由此可知大部分的人願意支付 5%

內的額外費用。 

5. 應加強的方向 

了解民眾認為需要加強的領域非常重要。這部分的調查將幫助我們識別目前永續海鮮標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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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過程中的不足之處，並為未來的政策與市場推廣提供改善建議。 

表六、受訪者認為應加強的方向 

項目 說明 

 

 

 

 

 

 

圖十、應加強的方向 

由圖十可知，大眾教育與宣傳占 272 份

（34%）， 

政府政策與法規支持占 218 份（28%），企業與

市場推廣占 180 份（23%），降低價格門檻占

118 份（15%）。由此可知大部分的人認人認為大

眾教育與宣傳及政府政策與法規支持為最重要。 

 

6.討論 

H1:根據卡方檢定結果，「教育程度」與「對永續海鮮標章的了解程度」之間未存在顯著的統

計關聯（p 值為 0.0785）。因此我們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然而，p 值接近 0.05，意味著若樣本規模更大，教育程度與永續海鮮標章了解程度之間的關

聯性可能會顯現出顯著性。未來研究可以嘗試擴大樣本範圍，進一步探討教育程度是否對知

識了解有影響。 

 

H2: 根據卡方檢定結果，「對永續海鮮標章的了解程度」與「是否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有永

續海鮮標章的產品」之間存在顯著的統計關聯（p 值為 0.0188），這表明教育程度較高的受

訪者，對於永續海鮮標章的了解越深，他們更願意支付額外費用購買具有該標章的產品。這

一結果顯示，對於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可能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H3:根據卡方檢定結果，「對標章的正向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間存在顯著的統計關聯（p

值為 1.25 × 10⁻⁷）。分析顯示，當消費者認為標章對海洋保護的影響越大，他們的購買意願

也越高，尤其是在 5%和 10%區間。此外，當影響認知程度提高時，實際數量超過預期，顯

示環保意識對購買決策的正向影響。 

 

 

 

 

 

 

 

 

圖十一、十二、對標章的正向態度與購買意願之圖表 

 

 

H4：從數據中可見，儘管受訪者對永續海鮮標章的了解程度相對較低，但在購買意願上，有

相當一部分人願意為具有永續海鮮標章的海鮮支付額外費用。受訪者普遍認為加強大眾教育

與政府政策支持是提升認知與購買意願的關鍵。因此，可以說假設 4 部分成立，但仍需加強

宣傳與政策支持來提升民眾對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與購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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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永續海鮮標章的認知普遍偏低，儘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永

續海鮮標章對海洋保護有正面影響，但在實際購買時，卻較少注意標章的存在。尤其在 15-

24 歲的群體中，這一現象更加明顯，共有 48%的受訪者表示不會特別注意是否有標章。這反

映出認知與行為之間的落差，顯示標章的普及與實際行為轉化面臨挑戰。 

為了促進永續海鮮標章的推廣，從教育端、商業端及政府端來看，都有明顯的改善空間。

首先，在教育端，應加強學校與社區的宣傳工作，透過課程或活動讓學生了解永續海鮮的重

要性，並引導他們養成標章識別的習慣。商業端則可在超市或海鮮市場中明顯標示永續海鮮

標章，並進行價格合理的推廣，從而降低消費者的價格顧慮。此外，政府可透過補助政策及

與企業的合作，提升有標章的海鮮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並加強與有相關背景知識的個人媒體

合作，進行社群行銷來擴大影響力。 

綜上所述，儘管目前面臨認知與行為之間的挑戰，但若能加強大眾教育、商業推廣及政

策支持，無疑能提升永續海鮮標章的可見度和消費者的行動力，最終達成海洋永續發展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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