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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的公眾支持及使用意願：
環境信念、行動及議題傳播模式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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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影響公眾再生能源支持及使用的因素。透過對台灣

成年人代表性樣本的電訪可知，對能源議題的認知評價及環境信念

雖與支持再生能源有關，卻是具主動特質的實際環境行動及行動效

能可預測使用意願。在議題傳播要素中，也是主動傳播而非管道接

收多元程度，可有效預測支持態度及使用意願。綜言之，針對具有

大我環境價值規範的再生能源議題，主動特質因子的加入可強化推

動效果，本研究期藉此找出增進公眾參與能源議題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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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發展可替代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與天然氣的「再生能

源」（renewable energy），成了各國如何減緩氣候變遷之重要策略

與行動。國際此一趨勢亦為台灣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所追隨，包括投

入科技研發預算以發展再生能源之應用（高銘志，2013）。若以「永

續利用」標準來看，台灣主要發展的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

生質能（bioenergy）、水力、地熱能，以及海洋能等六大類別（馬公

勉，2011）。再生能源發展涉及土地利用效率、景觀破壞、對生物影

響、電力網供應、供電價格等問題，故各國一開始的推動並非全然順

暢。以台灣為例，政府於 2009 年公布施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以發電而言，採用德國的固定電價機制（fixed feed-in tariffs），輔以

其他配套措施，鼓勵各界投入再生能源之設置，並在歷次全國能源會

議、相關能源政策白皮書或政策宣言一再強調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2009）；不少環保倡議者也指出台灣有許多再生能

源潛能區域（王塗發，2011.02.24）。不過再生能源的推動碰到的阻

力也不小，例如國民黨主政時期的經濟部便指出因土地取得、高成本

將反映高電價等問題不易獲得民眾接受，台灣在短中期內如太陽光

電與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並無法取代核電 [1]（徐美苓，2015）；而當

台電於 2014 年 7 月開始實施「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畫時，

遞件申請的企業與個人用戶並不踴躍（周原，2014.07.15；高宜凡，

2014.10.01；羅倩宜，2014.07.01）。

再生能源的選擇涉及錯綜複雜的科技風險，也因牽涉近年來日

受矚目的氣候變遷減緩課題，所影響範圍非僅個人，而是更廣的社會

層次風險判斷。過去台灣的環境天災並不少，但直到 2009 年莫拉克

風災導致小林村滅村後，社會對整體國土與生態保持的論述方有關鍵

性的轉變。另在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國內對仰賴核電為主

的能源發展路徑也引發輿論大幅檢討（高銘志，2013），使得民間反

對發展核電的意見占多數，例如 2013 ~ 2015 年間的各項民調結果便

顯示不支持發展核電的比例從超過五成（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14.04.25，2015.04.26；台灣電力公司，2014；徐美苓、楊意菁，

2011）到近七成（徐美苓、施琮仁，2015），顯見多數民眾對於台灣

興建核能電廠存有疑慮。由此，能源選擇論述的再現與以往強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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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以及資本主義邏輯的環保運動呼籲似有不同的樣貌，與環境

共存的和諧觀點在公共論域的能見度則逐漸增加。換句話說，因為居

住的環境受到自然之力的破壞，常民湧現了與之相關的環境風險意

識。正是這些環境風險意識，引導常民自身對於環境的思考與行動、

以及與他人的交談與互動，形成了公眾。我們好奇，在經過一段時日

後，台灣民眾是否仍對再生能源的發展及綠電認購有疑慮？影響民眾

支持再生能源發展及使用的因素又為哪些？

由此，本研究從環境傳播與常民的科技風險感知論述角度出發，

試圖探討當環境意識從街頭落實到一般常民生活後，公眾對與減緩氣

候變遷息息相關的再生能源支持情形、使用意願及影響因素。藉由這

些資料的蒐集與彙整，我們期待能找出未來可增進公眾對能源選擇議

題理解與行動參與的切入點。以下相關文獻探討將耙梳適用的重要概

念與論述，並據此提出可初探的分析架構。

貳、文獻探討

一、再生能源公眾意見

公眾對科技風險的理解牽涉的是不同於專家知識的常民感知。由

專家或權威上對下的科技風險溝通方式近年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轉而強調從「公眾意識」（public awareness）到「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溝通過程（Bucchi, 2008）。在「科學與科技」研究中，

也愈來愈關切公眾在科技發展初期階段的參與方式轉向，例如風力發

電場址的選擇（Aitken, 2009）。

從公眾參與視角檢視文獻，發現泰半與再生能源公眾意見相關的

研究並無法達到這個標的，多數仍著重在反映 Irwin & Wynne（1996）
所指的公眾理解科學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因此研究最

後多建議透過提升民眾對議題的認知與支持，對相關科技發展與制

度支持度也自然會提高（例如 Kaldellis, Kapsali, Kaldelli, & Katsanou, 
2013）。欠缺模式的套用常用以凸顯再生能源科技發展規劃者與公

眾之間對所謂公眾參與的認知差距，不少研究乃以再生能源科技中

爭議較大的風力發電選址議題作為調查主軸。例如 Parks & Theobald
（2011）以英國某半都會區的風力機組發電設廠議題為例，分別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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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規劃者與地方居民進行訪談，發現風力發電規劃者對居民必須先

要有相關知識才能參與議題有很高的期待。換言之，前者認為若居

民沒有能力篩選與有組織地認知風力發電相關資訊，對規劃過程就

無法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同理，Barnett, Burningham, Walker, & Cass
（2012）訪談 19 名再生能源業者，也發現業者對公眾參與的想像多

為資訊提供及針對公眾關切等工具性的動機。由此，公眾被建構為是

被動、無反應的，透過公聽會、展示等便成了主要的公眾溝通方式。

許多與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相關的組織仍舊假設只要提升公眾的覺知

（awareness），透過造訪場址活動與資訊提供，公眾對再生能源科技

就會有正向的接受度。

檢視台灣相關文獻，截至本研究進行前，全面性的再生能源調查

結果可見於民意學會、經濟部、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大學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等民間及政府機構。民意學會 2009 年 5 月

進行的「環保 EQ 指數」，其結果之一便指出台灣有近九成的民眾支

持政府增加再生能源比率（黃慧敏，2009.06.03）。同年 12 月經濟部

能源局（2009）針對民眾的認知程度及對為推廣再生能源發電而調漲

電價的接受程度有更詳細的調查，發現有八成五的受訪者聽過利用太

陽能、風力或水力等的再生能源，也同樣有近九成支持政府發展再生

能源。另，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6.04.21）氣候變遷與能源

民意調查顯示，有 68.3% 的民眾認為為了應付未來的能源需求，台

灣應優先採用再生能源；亦有 66.2% 的民眾願意支付較高的電價購

買綠電支持再生能源發展。而根據 2015 年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

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15.11）的氣候變遷調查，台灣有高達 78.7%
的受訪者認為替代性能源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在經濟面向，有

85.1% 的受訪者願意為了安全支付較高電價發展再生能源。

易言之，台灣近年對再生能源的發展有相當高的公眾支持度，然

公眾一般性的支持與使用意願有所差距，後者則與個人須付出的經濟

代價有關。本研究進行前正值台灣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其中為實踐非

核家園、逐步推動能源轉型、開放綠能進入市場的《電業法》修法為

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的選前承諾之一（經濟部，2016.10.24；經濟部能

源局，2016.07.26）。本研究好奇當台灣公眾面對此大架構、大面向

的翻轉能源轉型政策前夕，其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及使用意願將呈現

何種面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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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台灣民眾對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度為何？ 
研究問題二：台灣民眾對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為何？

二、彙整行為預測整合模式與主動參與因素的初探架構

本研究欲進一步探究的是影響民眾支持再生能源發展及使用的

因素為哪些，以期找出未來可增進公眾對能源選擇議題理解與行動參

與的切入點。檢視前述有關再生能源公眾意見研究類型，發現多半為

描述性資料蒐集，鮮有具預測模式的分析架構。本研究考量結合相

關概念予以建構初探模式，以增加分析的理論價值。就此，Fishbein
（2009）將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計畫

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及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等

預測行為改變模式中的重要或重疊變項予以彙整後的「整合模式」

（integrated model, IM），可作為分析架構的雛形，研究者另再納入

其他適用於本研究問題意識的概念予以延伸之。

具體言之，同樣是由 Fishbein 於 1967 年提出的 TRA，主要關注

信念、態度、意向與行為之間的關聯，指出任何想改變行為的介入，

應先考量會影響態度（行為意向）的信念、及會對意向和行為造成

影響的期望（Cocoran, 2013）。信念部分則包括「行為信念」，如個

體本身對特定行為所持的信念或執行某項行為可能造成某種結果之機

率，及「規範信念」，如個體感受到重要他人對該行為所持的信念或

重要他人對執行某行為的期待（陸玓玲、李蘭，2010a）。

之後延伸出的 TPB 則加入了的「自覺控制」（perceived control）
概念，即一個人有能力執行某特定行為的程度，並提出與規範信念

類似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概念（Ajzen, 1991）。簡言

之，行為意向是未來實際行為的最佳預測因子，而此意向又可透過個

人對該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及自覺控制來決定（Ajzen, 1985）。

當一個人對某特定行為持正向態度、支持性的主觀規範和高度的自覺

控制感知，行為意向會增加，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Lavin & 
Groarke, 2005）。

社會認知理論最早由 Bandura（1977）所提出，認為行為信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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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乃行為改變的重要決定因子，其中自我效能

指的是個人評估自己對完成特定行為的信心與把握程度，與 TPB 的

自覺控制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 源 於 Rosenstock（1966）、 並 由 Becker（1974） 發 展 出 的

HBM，亦被用來評估或影響個體行為改變的模式。依據此模式，健

康信念包括三個面向：自覺罹患性、自覺嚴重性、及自覺行動利益與

障礙；除此，個人採取行動還需有一「扳機」，適時提供行動線索，

這在當今社會多指與欲促進之健康行為相關的各類媒體宣導及人際傳

播管道（陸玓玲、李蘭，2010b）。Champion & Skinner（2008）後來

則加入社會認知理論中提及的「自我效能」概念，即個人必須有採取

行為改變的自信。

從理性認知的取徑為出發點，Fishbein（2009）指出上述四大理

論或模式可整合出以下預測行為的七項關鍵要素：行為意向、態度、

規範、自我效能或自覺控制、行為信念、規範信念及控制信念等。此

IM 架構原先多用於健康促進研究領域，後來則被轉用以預測人的環

境友善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Harland, Staats, & Wilke, 
1999）。環境友善行為常被視為與整體社群可分享的利益有關，這利

益是不確定的，在時空上的感知也非立即的（Vlek & Keren, 1992）。

因此，願意犧牲個人短期利益並自願實踐環境友善行為者，例如回

收、有機食品的消費等，多少受到理性傾向的動機影響（Harland et 
al., 1999），故 IM 架構或其中如 TPB 等模式，也適用於分析環境友

善行為，包括有環境保護意涵的再生能源議題在內。

然而，亦有學者評述這些社會認知取向模式中的若干變項之操作

型定義過於類似，透過受訪對象的自我報告，導致變項間的相關性很

強（Ogden, 2003，轉引自陸玓玲、李蘭，2010a）。本研究將聚焦在

整合模式中的行為意向、態度、規範、自我效能或自覺控制等四個變

項的關係，而不納入行為信念、規範信念及控制信念等可能會在操作

時因譯成中文而增加語意模糊性的信念變項。除此，本研究將融入原

HBM 中的自覺嚴重性知覺及具有扳機功能的傳播行動線索等要素。

最後，從環境傳播的角度視之，公眾對環境議題的參與包括對

議題的認知與參與動機，公眾對環境議題相關資訊的近用與獲知權

利、對負責單位的評論、以及透過法律對相關單位要求問責的權利等

（Cox, 2006）。由此，以往仰賴少數研發人員和能源主管決策，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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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全民認同的科技發展模式已不再適合目前台灣的情境，增加公眾對

議題的認同與參與之呼籲漸漸興起。本研究的分析模式也考量將公眾

參與特色，融進某些重要預測因子中，例如原先 HBM 中的行動線索

將加入公眾主動傳播的要素；而本研究除了測試與環境價值有關的規

範外，也將在初探模式中加入個人實際的環境行動面向，以彰顯從認

知到實踐的環境參與意涵。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些變項的概念定義、修

訂及衍生出的研究假設。

（一）態度與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IM 架構中的終極依變項是實際的行為或行為改變。本研究關切

的再生能源屬新興崛起議題，在研究進行前尚未見大規模的採納，直

接分析民眾的使用行為並不實際，然 IM 所預測的態度與行為意向之

間的正向關係，特別是源自於原 TPB 的預設仍值得探究。這裡的行

為意向指的是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態度則指對採納行動的態度，即

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而非對行為標的物（behavioral object），即對

該行為欲解決或達成目標之事項的態度（Lavin & Groarke, 2005），

例如減緩碳排放或解決電力不足問題。由此，我們提出：

H1： 公眾對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度愈高，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二）具嚴重性的能源認知評價

原 HBM 中提及的自覺嚴重性，指的是個人對於罹患某種疾病或

不接受治療之嚴重程度的主觀感受。自覺罹患該疾病的機率或對該疾

病對自己帶來的健康威脅愈大，採取特定預防行為的可能性也愈高

（陸玓玲、李蘭，2010b）。鑑於再生能源的支持及使用意願與整體

社群的環境友善行為有關，利己意涵的概念須轉化成與大我有關，方

符合研究效度，故涉及的嚴重性感知也超越僅著重在個人利害得失的

主觀感受，而是延伸至對環境特定問題或現況的評價（例如滿意與

否），故本研究將著重在對化石燃料以及再生能源分別在台灣發電量

占比的認知評價，除了關切此認知評價與再生能源採用意向的關係，

本研究也欲探究與比較該評價與支持態度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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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化石燃料的高排碳量是造成全球暖化現象主要成因之一，

而公眾對暖化成因與爭議的理解也往往影響其在相關議題的參與程

度，包括能源政策的支持（Lazo, Kinnell, & Fisher, 2000）。然台灣初

級能源的供給結構仍以化石能源為主，八成以上仰賴排碳量高的煤炭

和石油等能源，負擔的減碳壓力相對大。另外，台灣能源供給 98%
仰賴進口，在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壓力漸增、國際能源價量波動劇烈、

以及國內能源需求持續成長等挑戰下，能源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相較其

他國家更為嚴峻（經濟部能源局，2016.06）。由此，台灣公眾對此

問題認知評價的高低對未來朝向低碳能源的發展也愈顯重要。故：

H2a： 對化石燃料造成暖化成因認知愈高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

愈高。

H2b： 對化石燃料造成暖化成因認知愈高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

愈高。

至於再生能源在台灣發電量占比，在本研究進行前，再生能源

發電量僅占全台 4.2%，相較於化石燃料及核能，其在台灣的使用一

直受到很大限制（Duffield、譚偉恩，2013.08.20；台灣電力公司，

2017.03.20）。另根據一項跨部會署的《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

政府希望在 2020 年讓台灣再生能源的發電量達到占總發電裝置容量

12% 的目標，也就是 2013 年的三倍（朱敬一，2013.05.09）；而經濟

部能源局（2016.05.25）所公布的新能源政策更期於 2025 年提高再生

能源發電量達總電量的 20%。

雖然經濟部能源局（2009）的調查發現再生能源認知度較高者，

也較支持政府發展再生能源，多項相關調查結果則顯示一般民眾的

能源認知正確率並不高，包括經濟部能源局（2014.08）的調查發現

55% 民眾高估了太陽能可發電時間，另有 36.8% 民眾誤認為目前再

生能源可做為台灣的基載電力，對於各項發電成本的認知正確率也僅

22.1%。這個結果突顯出再生能源在台灣的發電量占比知識對常民百

姓言為高門檻知識，以之預測公眾的支持度或行動意向恐失精準。由

此，我們跳脫僅著重在知識層面的缺乏模式比較，關切的不是民眾對

再生能源發電比例的知曉正確性，而是進一步探究常民對其發電比例

多寡的主觀感知及其後續影響。故本研究不以議題相關知識，而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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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評價作為預測因素，亦即公眾對能源相關事實的評價。由此，認

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5% 以下）不足者與再生能源的使用及支持

有正向關係：

H3a： 認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愈不足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3b： 認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愈不足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三）行動線索的延伸：議題傳播型態

HBM 中所指的行動線索指與欲促進之健康行為相關的各類媒體

宣導及人際傳播管道（陸玓玲、李蘭，2010b）。傳播能影響公眾對

能源的資源、生產及消費的理解，以及這些理解所導引出的社會意涵

（Endres, Cozen, Barnett, O’Byrne, & Peterson, 2016）。過去有研究指

出常民的風險認知與判斷經常來自於社會影響，包括親身經驗、人際

網絡與大眾傳媒等，與專家（如科學界與決策團體）顯著不同（Ratzan 
& Meltzer, 2005）。有關風險的社會強化模式（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文獻中更多所論及媒體作為一風險強化站（station），其對特定

風險議題的放大或弱化作用及中介效果（Binder, Cacciatore, Scheufele, 
& Brossard, 2015；Kasperson, Kasperson, Pidgeon, & Slovic, 2010）；

不同風險來源（例如科學家、機構、利益團體）的論述也可經由媒體

中介而傳播給接收者以形成公眾感知及意見。風險的強化或弱化與媒

體如何建構風險的內容有關，訊息在不同的媒體管道中反覆呼應便為

一重要影響，公眾對再生能源議題接收管道的多元性與議題的支持或

行動意願乃值得觀察，也將納入本研究成為模式中具扳機功能的行動

線索。歷年有關台灣民眾氣候變遷公眾認知與態度的調查便發現相關

資訊接收管道愈多者，有較多的個人減碳行為（徐美苓、施琮仁，

2016；徐美苓、楊意菁，2011），對公民參與的意願及實際行動亦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徐美苓、施琮仁，2016）。本研究同時關切資訊來

源多元性與再生能源支持態度及採用意向的關係，故提出：

H4a：再生能源資訊獲得管道愈多元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4b：再生能源資訊獲得管道愈多元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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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媒體若過於強調議題的特定面向，即令資訊接收管道多元，

未必會因此增加實際內容的接收面向。徐美苓（2015）分析台灣再生

能源議題新聞報導中的建構，發現包括太陽能、風能、生質能等再生

能源有半數左右是以經濟發展框架再現，換言之，如此的報導面向或

框架並不多元，本研究因此好奇：相關議題的公眾支持度等是否也會

出現如前述氣候變遷認知調查的類似結果？前述台灣民眾氣候變遷公

眾認知與態度的調查即發現包括主動搜尋相關資訊及主動與人分享議

題的傳播型態，與屬公民參與層次的實踐及意願有關（徐美苓、施琮

仁，2016），故公眾的主動傳播情形及其後續影響值得探究，亦可藉

以找出未來增進有效政策支持之風險傳播切入點。同理，本研究關切

並欲比較主動傳播程度分別與再生能源支持態度及採用意向的關係，

故提出：

H5a：再生能源主動傳播程度愈高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5b：再生能源主動傳播程度愈高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四）意涵大我規範價值的環境信念：新環境典範構念

原 TPB 中的「主觀規範」概念，乃一個人在所處之社會中對於

能否從事某項行為所感受到的社會約束及其規範（陸玓玲、李蘭，

2010a）。來自重要他人或社會所施予的壓力愈強，也愈可能有從事

特定行為的意願（Ajzen, 1991）。然 Harland et al.（1999）指出，

Schwartz（1968, 1977）規範—活化論（norm-activation theory）中的「個

人規範」（personal norms）概念，比主觀規範更適合分析環境友善行

為，此乃因個人規範反映的是個人內化價值的自我期待，與多用來預

測個人健康行為會受到重要他人影響的主觀規範有所不同。就與環境

友善相關的行為言，如何看待人與大自然間的關係，便可視為是一種

對個人內化價值的自我期待（Stern, Dietz, & Guagnano, 1995）。易言

之，對再生能源議題而言，強調人與環境關係的價值可能比重要他人

影響與個人利益，更適合作為預測因子。

進一步言之，對環境的意識型態也是一種世界觀，可左右公眾

對相關議題的資訊處理及判斷。個人更廣層面對大自然、人類以及地

球的思維信念，被視為是解釋民眾對風險認知的重要變因（Chau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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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d, & Mullet, 2008）。源於 1960 年代的「新世紀信念」（new 
age beliefs）（Dunlap & van Liere, 1978），基本上是一種意識型態

或哲學上的架構，可用來指涉拒絕科學與分析式思考方式，重視直

觀分析與個人經驗，並倡議擁抱大自然、人類、以及地球的思維。

唯有如此，地球方可能免於受環境的污染而變得滿目瘡痍。Kotchen 
& Reiling（2000）、Lalonde & Jackson（2002）等人修正「新世紀信

念」後成「新環境典範」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NEP），以評估受訪者對於自然的觀點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並進以解

釋例如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支持態度。因此我們欲探究，針對存有風

險不確定性的再生能源議題，台灣在地常民百姓對大自然與環境的信

念如何影響他們對相關議題的支持與行為意向？由此，本研究提出下

列假設：

H6a： 對人與大自然間的環境信念愈高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6b： 對人與大自然間的環境信念愈高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五）融入參與元素：實際環境行動

過去台灣有關環境議題的研究多半集中探討個人的環境態度、價

值觀以及環境意識等，較少進一步探討與行動相關的環境保護行為，

然環境保護行為方是環境保護的關鍵因素（宋大峯，2006），公眾被

視為積極參與政策決定過程的行動者，公眾的參與也是增加決策問責

過程能見度的手段（Irwin & Michael, 2003；Wynne, 1992）。由此，

本研究將公眾曾經參與環境行動的程度納入觀察範疇，預測其與再生

能源使用意願及支持的關聯，故提出下列假設： 

H7a：實際參與的環境行動愈多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7b：實際參與的環境行動愈多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六）意涵自信或障礙感知的行動效能

相對於個人特性（例如性別、年齡、人格特質等），從結構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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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的常民風險感知研究而來的結果，提醒我們感知差異與行動效

能（efficacy of action）的關係。一如前述，源自健康促進行為的研究

顯示自我效能或自覺控制對行為意向或後續行動有正向影響（Ajzen, 
1988；Bandura, 1982）。氣候變遷相關研究也發現，愈是認為自己有

能力透過社會網絡影響他人風險問題者，愈能嚴肅看待其風險問題，

愈有可能採取正面行動（Brody, Zahran, Vedlitz, & Grover, 2008），也較

主動尋求相關資訊（Griffin, Dunwoody, & Neuwirth, 1999）。O’Connor, 
Bord, & Fisher（1999）針對美國某大學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當受

訪者獲得的知識是屬於小犧牲自己生活便利性，卻能正面影響環境

的知識時，確實會在公民投票時更傾向於支持環保政策。Barnett et 
al.（2012）則提醒，常民公眾即使對參與的公眾效能（public efficacy）
持正向價值，對議題卻不一定有主動參與的意願。就本研究問題意識

言，氣候變遷現象的愈形險峻使得如何在排碳量高的傳統化石燃料、

排碳量低但近年曾引發嚴重災難的核能、及新興崛起但普及率還不太

高的再生能源間做選擇，也是對台灣公眾在判斷力自信上的一大考驗。

過去台灣再生能源相關調查較少觸及行動效能議題，本研究則將側重

在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及其與對再生能源態度及行為意向的關聯。這

裡所指的能源選擇，意指公眾能否在自由意願下，選擇認購再生能源

或依舊仰賴傳統的化石燃料或核能。故從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H8a：對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愈高者，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也愈高。

H8b：對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愈高者，使用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愈高。

上述研究問題與各概念之間的假設關係可彙整於圖 1 的架構中。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分層系統抽樣，並配合電話號碼末兩碼隨機撥號，針

對台灣 22 縣市 18 歲以上的民眾進行電腦輔助電話調查，調查時間為

2015 年 2 月，共計完成有效樣本 1,003 份，以 95% 信賴度估計，抽

樣誤差在 ± 3.1% 之內。本研究在正式調查前，先電訪 101 份以測試

問卷的合適度及可行性，透過題項、介紹語及問卷題項轉折之修飾以

確認無疑，加之以訪員訓練等方式，俾使問答情境更符合受訪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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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成功完訪率為 44.8%［成功完訪通數 ÷（成功完訪通數＋拒訪

通數）］，每份成功完訪的問卷平均所需時間為 15 分 37 秒。若與其

他調查訪問的相關數據相比，此完訪率乃在可接受範圍。

一、變項的測量

（一）依變項：再生能源的支持及使用意願

本研究納入正式調查與分析的再生能源支持度以「請問您同不同

意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此一般性題項測量之。 
鑑於研究進行前實施的台灣「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畫

中，其所販售之太陽能及風力等綠電是另有附加費用的，本研究測試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H5a, H5b) (H1)

(RQ1)

(RQ2)

(H6a, H6b)

(H7a, H7b)

(H8a, H8b)

圖 1：本研究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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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再生能源的使用意願的題項為：「在需要多付點錢的情況下，

您願不願意改用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

上述依變項題項皆採 Likert 五分量表測量方式，選項從 1 =「非

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上述兩題以隨機順序出現在電訪問

卷中。

值得注意的是，當以再生能源使用意願作為依變項時，再生能源

支持度則轉為預測變項之一。

（二）預測變項

1. 能源議題的認知評價

本研究以 Likert 五分量表測量方式，調查受訪者對傳統化石燃料

影響及再生能源所占比例的認知評價，題項分別為：「有人說人類使

用過多化石燃料（例如燃煤、燃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

暖化的原因之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選項從 1=「非常

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台灣目前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占

5% 以下，請問您認為這個比例算高還低？」（選項從 1=「太低」到

5 =「太高」）。

2. 議題傳播型態

在訊息接收管道的多元性部分，本研究調查受訪者在接受電訪的

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曾經從下列傳播管道中看到或聽到有關再生能源

的議題或討論：(1) 電視；(2) 報紙；(3) 廣播；(4) 電影；(5) VCD 或

DVD；(6) 雜誌；(7) 網路；(8) 手機簡訊；(9) 書籍、專業期刊；(10) 傳 
單、單張、宣傳手冊、產品包裝等；(11) 大眾運輸工具；(12) 戶外媒

體；(13) 上課，演講，座談會等；以及 (14) 親朋好友等人際網絡。上

述提及的管道在電訪中乃隨機出現，受訪者答「是」者得 1 分，「無」

者得 0 分。本研究將受訪者的資訊獲得管道數量加總，最高為 14 種，

最低 0 種，分數愈高，代表相關訊息接受管道也愈多元。

再生能源議題的主動傳播程度則透過以下兩題測量：「我會主動

搜尋或蒐集有關再生能源的資訊」及「我會主動和親友討論有關再生

能源的議題」，兩題選項均採 Likert 五分量表測量方式，從 1=「非

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題項信度分析顯示兩者之間呈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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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且達統計顯著（γ  = 0.53，p < 0.01），本研究故將兩題項合併取

其平均值以建構「再生能源主動傳播程度」構念。

3. 環境參與

(1) 對環境的信念
「對環境的信念」構念乃參酌 Dunlap & van Liere（1978）提出，

後經多名學者修正之 15 題 NEP 量表而得，主要乃測量人如何以較宏

觀與利他的思維看待生態永續發展及人與大自然關係，非僅考慮自身

利益。此 15 題項經徐美苓、施琮仁（2015）測試，以下屬同一面向

之三個題項具有較高之題項信度（Cronbach’s α = 0.76），故「對環境

的信念」變項之測量即由此三個題項的平均數而得：(1) 當人類干擾大

自然時，往往會製造災難性的後果；(2) 人類目前可以說正在嚴重地濫

用環境；以及 (3) 如果人類活動一切都按照目前的方式繼續而無改變，

我們很快就會經歷重大的環境災難。這些題項皆採前述 Likert 五分量

表方式，選項則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

(2) 實際環境行動
經前測篩選後，本研究「實際環境行動」一變項乃問受訪者過去

一年內是否曾參與以下與環境議題相關的行動（複選題，選項隨機出

現）：(1) 寫信、打電話或電郵（email）給政府單位；(2) 寫信、投書

或打電話給媒體；(3) 在網路上發文、轉文或參與環保議題的討論；

(4) 主動和周遭的親友談論環保議題；(5) 捐款給環境保護機構；(6) 
目前（或曾經）是某環保團體或機構的成員或志工；(7) 參與跟環境

議題相關的連署；(8) 參加跟環境議題相關的遊行或抗爭；(9) 投票給

有環保政見的候選人；以及 (10) 說服周遭親友投票給有環保政見的候

選人。受訪者就上述題項，答「有」者得 1 分，「無」者得 0 分。本

研究將上述得分加總以建構環境具體參與行為之構念。

4. 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

有關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變項則包括以下兩個題項：(1) 個人的

行動對解決能源選擇問題沒有多大的幫助；以及 (2) 解決能源選擇問

題要花更多的金錢，我做不到。兩題選項均採 Likert 五分量表，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鑑於此兩題皆為負向問法，

本研究將之反向計分後，合併取其平均值以建構「能源選擇的行動效

能」構念（γ  = 0. 2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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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項

除以上依據初探架構而測量的預測變項，本研究也納入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學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其中性別與年齡為直

接登錄，教育程度則分為：(1) 小學及以下；(2) 國／初中；(3) 高中

（職）；以及 (4) 大專／研究所及以上等。

肆、分析結果

一、樣本檢定及社會人口學分布

本研究先就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等項目，與內政部戶政

司 2015 年 3 月底公布之 18 歲以上戶籍人口 19,323,089 人（內政部

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5）進行樣本適合度（goodness of fit）檢定。

根據χ 2 檢定結果，調查樣本的上述項目分布情形與母群體有差異，

故本研究針對調查樣本的此三變項，以「比例估計法」（raking ratio 
estimation）予以加權處理，使樣本結構與母群體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

準〔加權後性別：χ 2 (1, 1003) = 0.02，p = 0.88；加權後年齡：χ 2 (11, 
1003) = 4.75，p = 0.94；加權後居住地區：χ 2 (21, 1003) = 2.87，p = 
1.00；加權後教育程度：χ 2 (5, 1003) = 5.93，p = 0.20〕，以具代表性。

經加權調整後，調查樣本的社會人口學變項的分布情形如下：在

性別方面，男女比例為 1：0.84；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所

占比例最高（29.8%），其次為大學畢業（27.7%），兩者各達近三成；

專科（13.5%）及國／初中（12.0%）則皆超過一成；國小以下（9.3%）

及研究所以上（7.6%）皆未及一成。在年齡分布方面，僅 30 ~ 34 歲

（10.5%）、35 ~ 39歲（10.5%）、50 ~ 54歲（10.1%）者各略超過一成，

其餘年齡層如 18 ~ 19 歲（3.6%）、20 ~ 24 歲（9.2%）、25 ~ 29 歲

（8.9%）、40 ~ 44歲（9.4%）、55 ~ 59歲（8.9%）、60 ~ 64歲（7.2%）、

65 ~ 69 歲（4.1%）及 70 歲以上者（7.6%）皆不到一成，整體受訪者

平均年齡為 44.31 歲（SD = 15.45）。

在 1,003 人調查受訪者中，超過四分之三（77.6%，N = 778）曾

聽過「再生能源」這個名詞，若進一步針對沒聽過或不確定的受訪者 
（N = 225）解釋並追問：「再生能源是指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

水力發電、地熱或生質能發電等非化石燃料的能源。請問您有沒有聽

過這些名詞呢？」，則另有 140 人聽過，故本研究後續與再生能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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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關的分析或比較即以上述 918 名曾聽過或經訪員解釋後表示聽過

再生能源一詞者的資料為主。

二、各預測變項的描述性分布

（一）能源議題的認知評價 

關於全球暖化是否為人類使用過多化石燃料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所

導致，有超過九成（91.9%）的民眾回答「非常同意」或「有點同意」，

其中選擇「非常同意」者更高達近五成五（54.3%），而選擇「非常

不同意」者僅占 0.9%。整體而言，大部分受訪者皆認同過度使用化

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是導致全球暖化的原因之一（M = 4.42，SD = 
0.78）。

至於對台灣目前再生能源發電比例（5% 以下）的認知，有近六

成（57.8%）認為太低，近三成（29.0%）認為有點低，兩者高達近

八成七（86.8%）；認為目前再生能源比例有點高（3.4%）與太高

者（1.2%）為極少數，不確定或不知道者則占 8.5%。整體言，絕大

多數受訪者認為目前台灣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算是低的（M = 1.61，  
SD = 0.87）。

（二）再生能源議題傳播

1. 資訊接收傳播管道的多元性

在 14 種不同的傳播管道中，受訪者獲得再生能源相關議題資訊

最多者為電視，略超過六成（60.1%）；其次為網際網路（46.1%）、

報紙（39.7%）與親朋好友等人際網絡（30.8%），比例則降至三四成

之間；雜誌（24.3%）、廣播（23.6%）、書籍與專業期刊（22.7%）、

傳單與產品包裝（20.2%）以及大眾運輸工具（20.7%）則各約占兩

成至兩成五間；其餘的傳播管道如戶外媒體（18.8%）、上課、演

講、座談會（15.5%）、電影（14.2%）、手機簡訊（10.9%），則占

一至二成間，VCD 或 DVD（6.0%）所占比例則不及一成。本研究關

切的是民眾再生能源資訊獲得管道的多元性，故將受訪者自我報告的

管道種類數加總，從無到 14 種管道。頻率分析結果顯示，有近九成

的受訪者答七種或七種以下（88.8%），其中完全沒有者則高達兩成

（20.3%），其次為答兩種者（14.2%），答其餘管道數者則在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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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或更低。基本上，受訪者在再生能源訊息獲得管道上並不算多元 
（M = 3.53，SD = 2.99）。

2. 議題的主動傳播程度

本研究也關注民眾針對再生能源資訊進行的主動傳播程度。

調查資料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會主動去蒐集有關再生能源的訊息

（63.3%，「有點同意」+「非常同意」），亦有六成左右的受訪者

（60.9%，「有點同意」+「非常同意」）會主動和親友討論有關再生

能源的議題。兩題項合併的「再生能源資訊主動傳播程度」構念，平

均值為 3.46（SD = 1.12），超過中間值（詳見表 1）。

（三）環境參與

1. 對環境的信念

本研究受訪者在三題「對環境信念」的回答分布中多展現正向的

接受度，均達九成以上（「有點同意」+「非常同意」：從 91.1% ~ 
93.8%）；受訪者在滿分為 5 分的 Likert 量表計算下，各題回應及整

體構念的平均值也皆超過 4.5（M = 4.56，SD = 0.69）（詳見表 2）。

2. 實際環境行動

在各種實際環境行動中，受訪者最常「和親友討論環保議題」，

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有此經驗（51.1%）。其次，皆有超過一成

會「投票給有環保政見的候選人」（24.8%）、「在網路上發文、轉

表 1：公眾對再生能源議題的主動傳播程度（N = 918）
選項（%）

題項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看 1

情

形

有

點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主動搜尋或蒐集再生能源資訊。 3.52 1.25 4.9 26.4 5.4 38.5 24.8 100.0

主動和其他人討論再生能源問題。 3.40 1.31 8.1 26.5 4.5 38.6 22.3 100.0

主動傳播程度構念 3.46 1.12 (r = 0.53, p < 0.01)

註： 選項數值從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所有題項答「不記得」、「不確定」、
「看情形」者以 3分計算之。

　　1尚包括：「不記得」、「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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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參與環保議題的討論」（17.3%）、「說服周遭親友投票給有

環保政見的候選人」（14.1%）、「參與跟環境議題相關的連署」

（12.0%）；而其他種類的公民行為則明顯較不普遍，甚至不及一成

的受訪者「捐款給環境保護機構」（8.8%）、「目前（或曾經）是某

環保團體或機構的成員或志工」（8.6%）、「參加跟環境議題相關的

遊行或抗爭」（5.1%）、「寫信、打電話或電郵（email）過政府單位」

（3.2%）、「寫信、投書或打電話給媒體」（1.0%）。由此可見，民

眾的參與行為有明顯的階層性，可能深受對環境議題關注程度及活動

便利性的影響。舉例來說，和親友討論環保議題是門檻最低的公民活

動，而參與抗爭不僅需要強烈動機，還必須克服時間、交通問題前往

集會地點，因此除了高度關注此議題的民眾，一般人較不可能參與。

本研究關切的是民眾環境行動參與的多向性，故將受訪者自我報

告的環境行動種類數予以加總，從無到 10 種。頻率分析結果顯示，

大多數民眾會參與八種環境行動（占 37.7%），而完全沒有參與的民

眾則占 34.1%；參與一種者占 16.1%；兩種以上到五種者皆低於一成

以下（兩種：5.3%；三種：3.9%；四種：6.6%；五種：5.7%）；參

與六種及以上則皆超過一成（六種：10.1%；七種：14.7%）。整體來看，

受訪者在再生能源議題上參與環境行動的種類超過五種（M = 5.58，
SD = 2.65）。

表 2：公眾的環境信念的分布（N = 918）
選項（%）

題項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看 1

情

形

有

點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當人類干擾大自然時，往往會製造災難

性的後果。

4.52 0.83 1.6 3.3 2.8 25.7 66.6 100.0

人類目前可以說正在嚴重地濫用環境。 4.60 0.79 1.8 2.1 2.2 21.5 72.4 100.0

如果人類活動一切都按照目前的方式繼

續而無改變，我們很快就會經歷重大的

環境災難。

4.56 0.91 2.2 4.5 2.2 17.7 73.4 100.0

環境信念構念 4.56 0.69 (Cronbach’s α = 0.76)

註： 選項數值從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所有題項答「不記得」、「不確定」、
「看情形」者以 3分計算之。

　　1尚包括：「不記得」、「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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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

在測量受訪者對能源議題的行動效能上，經反向計分後，有近

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個人的行動對於解決能源選擇問題擁有正向的支持

（57.4%），其中僅有 37.2% 的民眾不支持個人的行動對於解決能源

問題有所幫助（M = 3.35，SD = 1.51），高於中間值 3，表示受訪者大

多認同個人行動能夠解決能源選擇問題。另，解決能源問題需花更多

金錢的選項上，反向計分後，受訪者則有超過六成的比例選擇支持，

所占比例達 62.0%，其中僅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其比例

為 32.4%（M = 3.46，SD = 1.42），顯示受訪者傾向於願意花費較多的

金錢以解決能源問題。整體而言，此二題項所建構的「再生能源問題

的行動效能」構念（M = 3.40，SD = 1.16）亦略高於平均值（參見表3）。

三、再生能源支持度及使用意願

研究問題一與公眾整體的再生能源發展支持度有關。由表 4 第一

列的數據可知，受訪者的支持度高達九成以上（「同意」+「非常同

意」：91.5%；M = 4.52，SD = 0.84），顯示台灣公眾對再生能源發

展有相當高的支持度。

表 3：公眾對能源選擇的行動效能（N = 918）
選項（%）

題項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看 1

情

形

有

點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總計個人的行動對解決能源選擇問題沒

有多大的幫助。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

法？（反向計分）

3.35 1.51 20.6 16.6 5.4 31.6 25.8 100.0

解決能源選擇問題要花更多的金錢，我

做不到。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反

向計分）

3.46 1.42 19.1 13.3 5.5 29.5 32.5 100.0

行動效能構念 3.40 1.16 (γ  = 0. 25, p < 0.01)

註： 選項數值從 1 =「非常不關心／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關心／非常同意」。所有
題項答「不記得」、「不確定」、「看情形」者以 3分計算。

　　1尚包括：「不記得」、「不確定」。

中華傳播學刊(32)-01 徐美苓.indd   28 2017/12/5   下午 03:44:41



再生能源的公眾支持及使用意願：環境信念、行動及議題傳播模式初探 29

研究問題二欲瞭解台灣民眾對支付較高電價使用再生能源的意

願。如表 4 第二列所示，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同意（81.5%，「同

意」+「非常同意」），不同意者不到一成五（13.3%，「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整體言，受訪者的使用意願算是高的（M = 4.02，SD 
= 1.08）。

四、 假設驗證：影響再生能源支持度及使用意願之階層複

迴歸分析

本研究透過兩項階層複迴歸分析，分別針對八組假設進行驗證，

並加上分析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兩依變項的預測力。就支持發展再生能

源此依變項言，迴歸分析共有五個階層，包括社會人口學三個變項、

能源認知評價兩個變項、再生能源議題傳播兩個變項、環境參與兩個

變項、及行動效能一個變項。針對使用再生能源意願此依變項的迴歸

分析，則再加上再生能源支持度一變項作為其第六層預測變項，故共

有六個階層。

第一項針對再生能源支持度的階層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參見

表 5 第一欄），年齡略較輕（β  = -0.09，p < 0.05）、愈認定化石燃料

排碳的危害（β  = 0.10，p < 0.01；H2a）、愈認為目前再生能源比例

過低（β  = -0.15，p < 0.001；H3a）、較會主動搜尋及與他人討論相

關資訊（β  = 0.13，p < 0.001；H5a）、環境信念愈強（β  = 0.24，p < 
0.001；H6a），也愈支持政府發展再生能源，故與之相關的假設獲得

表 4：公眾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及使用意願分布（N = 918）
選項（%）

題項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看 1

情

形

有

點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整體再生能源發電支持度 4.52 0.84 1.8 2.7 4.1 24.4 67.1 100.0

在需要多付點錢的情況下，您願不願意

改用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

4.02 1.08 3.8 9.5 5.2 43.7 37.8 100.0

註： 選項數值從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所有題項答「不知道」、「不確定」、
「看情形」者以 3分計算之。

　　1尚包括：「不記得」、「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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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資訊接收管道多元程度（H4a）、環境實際行動（H7a）、及

行動效能（H8a）的影響在此分析中皆不顯著，與之相關的假設則未

獲支持。社會人口學變項中的性別與教育程度則無影響。

以再生能源使用意願作為依變項的第二項階層複迴歸分析結果顯

表 5： 影響公眾再生能源支持度及使用意願之階層複迴歸分析（N = 
918）

依變項

預測變項

支持發展

再生能源

使用再生

能源意願

階層一：社會人口變項

性別（0 = 男，1 = 女） 0.04 0.03

年齡 -0.09* 0.05

教育程度 0.01 0.04

Adjusted R2 0.023*** 0.057*

階層二：能源認知評價

化石燃料為一暖化成因 0.10** 0.05

再生能源發電比例 -0.15*** -0.07*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059*** 0.029***

階層三：再生能源議題傳播

資訊接收管道多元程度 0.06 -0.03

再生能源主動傳播 0.13*** 0.12***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038*** 0.057***

階層四：環境參與

環境信念 0.24*** 0.06

環境實際行動 -0.02 0.13***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045*** 0.035***

階層五：效能

行動效能 -0.02 0.21***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000 0.038

階層六：態度

支持再生能源發展 -- 0.24***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 0.047***

Total adjusted R2 0.165 0.212

註：1. 除了三種 adjusted R2列之數據外，表格內的數據為β 值，乃取自最後一次的迴歸
模式。

 2. 表中「--」符號表示因同列自變項與該欄依變項無統計顯著相關，故該自變項並未
納入階層迴歸分析中。

 3.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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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見表 5 第二欄），愈會認為目前再生能源比例過低（β  = -0.07，
p < 0.05；H3b）、愈是會主動尋求或討論相關資訊（β  = 0.12，p < 
0.001；H5b）、實際參與的環境行動愈多（β  = 0.13，p < 0.001；
H7b）、愈認為個人行動能解決能源選擇問題（β  = 0.21，p < 0.001；
H8b），愈支持再生能源發展者（β  = 0.24，p < 0.001；H1），也就愈

有意願多付錢以改用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故與之相關的假設獲得

支持。化石燃料引起暖化危機的認知評價（H2b）、資訊接收管道多

元程度（H4b）、及環境信念（H6b）的影響在此迴歸分析中皆不顯著，

與之相關的假設則未獲支持。除此，社會人口學變項與依變項無任何

統計顯著關聯。

綜上觀之，影響各依變項的預測因子及效力大小不盡一致，然仍

可浮現一些型態：除了年齡對再生能源支持度有微弱的負向影響外，

其他社會人口學變項並無預測力。在具問題嚴重性質的認知評價階層

中，認為目前再生能源在台灣的發電占比過低者，也分別會支持再生

能源的發展及使用意願，但此項認知評價在支持度上的預測力上則比

使用意願為高；對化石燃料與全球暖化問題關係的評價僅與支持度有

正向關聯。再生能源議題傳播階層中的主動傳播程度對兩依變項均有

顯著正向影響；而議題接收管道多元程度則與兩依變項無任何統計顯

著相關。環境參與階層中的兩個變項對兩依變項有不同的預測力：環

境信念可正向預測再生能源支持度，對使用意願無任何顯著影響；反

之，環境實際行動與再生能源支持度無任何顯著關聯，卻能正向預測

使用意願。同理，行動效能對再生能源支持度無任何影響，與使用意

願卻有顯著正相關。最後，對再生能源的態度（支持度）與使用意願

確實有較高的正向關聯。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跳脫以增加公民知識為主的欠缺模式觀點，試圖從認知評

價、信念、傳播等影響因素，剖析與台灣公眾對再生能源的態度及使

用意願之關聯。本研究進一步在分析架構中融入具主動特質的要素，

期冀一探環境相關議題中公民賦權（empowerment）及參與的切入點。

作為結語，以下將分別就預測變項對兩項依變項的重要影響討論研究

結果的意涵、並據此提出未來延伸建議及本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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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議題認知評價、大我規範信念與議題態度

基於原先探討健康行為的理性行動論（TRA）、計畫行為論

（TPB）及健康信念模式（HBM）等近年來常被轉用於具有大我目的

的環境友善行為，本研究採納彙整上述理論或模式的行為預測整合模

式（IM），並就本研究問題意識修正這些論述的核心概念意涵，以

分析公眾與再生能源的支持態度及使用意願。就前者言，研究結果多

數印證了上述 TRA、TPB、HBM 或 IM 等架構的預測方向，包括支

持態度與使用意願的正向關聯，對能源問題認知評價、具大我規範價

值的環境信念分別與支持態度間的關係等。

認知評價與支持態度間的顯著關聯意涵減碳的環保目的及對台

灣目前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仍不足的認知，上述均各有九成左右的正向

意見，仍可作為推動公眾支持再生能源發展的動力，並非如研究進行

當時（2015 年）政府所稱之不易獲得民眾接受。特別是本研究調查

數據顯示，台灣民眾對人類使用化石燃料排碳過高造成全球暖化的

認知相當高，不僅符合過去相關研究結果（徐美苓、楊意菁，2011；
Hsu & Yang, 2013.06），也與美國僅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人類活動是

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之結果大異其趣（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2013.05.20）。高銘志（2013）即透過針對《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的分析，指出此條例有許多立法甚為粗糙，無法提供穩

定的投資環境，加上主管機關經濟部層級不高，難以整合其他部會共

同推動。儘管再生能源的法制面非本研究焦點，上述發現突顯出再生

能源發展的主要障礙可能並非來自民眾，而是來自體制面，此乃為值

得未來延伸探究方向之一。過去相關媒體內容分析研究顯示，台灣再

生能源的報導採減碳或環保生態框架的比例並不高，而是多以經濟發

展框架再現（徐美苓，2015），故再生能源的推展亦可多朝減緩氣候

變遷的方向連結，包括在大眾傳播訊息中的再現。

除此，台灣民眾多半對大自然展現正向的環境信念。透過新環境

典範量表對再生能源支持度的正向預測，同樣再度提醒我們再生能源

推展初期，議題的論述或相關傳播訊息可朝思索與廣泛討論人類與大

自然間關係的規範信念著力。

然值得注意的是，做為大我意識規範的環境信念及具有嚴重性感

知意涵的能源認知評價階層的兩個變項，對第一項迴歸分析中的再生

能源發展均有顯著預測效果；這些效果在以再生能源使用意願作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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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第二項迴歸分析中則消失（環境信念、化石燃料為暖化成因）

或減弱（再生能源發電比例）。何以公眾對於大自然的信念及風險感

知可以促使自己支持發展再生能源，卻不足以激勵他們有採取行動的

意願？從表 5 中第二欄可發現，再生能源支持度與使用意願的正向顯

著關係可能稀釋掉了一些其他變項的解釋力。另一可能原因是雖然再

生能源的開發與發展清潔能源有關，以期達到減碳與減緩氣候變遷的

目的，但與環境面向以外的關聯也不容小覷，有時往往是這些面向成

為主導再生能源發展的誘因或阻礙。例如台灣再生能源議題主流媒體

的建構多以經濟發展框架再現（徐美苓，2015），公眾在實際考慮使

用再生能源時是否也受到媒體框架的影響，使得與經濟相關的因素遂

為主要的判斷考量？易言之，兩項迴歸分析結果的差異意涵在再生能

源發展初期，如何透過與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以增進公眾的支持是為

重點。隨著支持度的增加及再生能源推廣的展開，與環境面向以外的

關聯，例如與經濟相關的因素，或許也應納入成為實際採用的誘因。

無論如何，此推測有待後續研究予以延伸探究之。 

二、具主動意涵的議題傳播、感知及行動

本研究發現，源自於 HBM 的行動線索，也就是大眾或人際傳播

的相關訊息提醒，對再生能源態度及使用意願上無任何顯著預測力，

反而是主動的議題資訊尋求程度及溝通強度對支持再生能源發展及使

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這項結果一方面突顯出被動成分較高的相關資訊

接收的效力有限，即令是來自多元的傳播管道；另方面則呼應了鼓

勵公眾參與科技與社會議題政策的模式，即藉由公眾對議題的投入，

包括主動蒐集資訊及討論相關議題，可彌補欠缺模式對探討人們接收

資訊脈絡問題之匱乏（Kahlor & Rosenthal, 2009；Nerlich, Koteyko, & 
Brown, 2010）。研究者好奇包括大眾傳媒在內公共論域中的再生能

源資訊是否僅為同質性內容量的增加，而深度仍顯不足，以致無法替

公眾在政策支持程度及使用意願上達到賦權功能？未來與再生能源選

擇相關的宣導訊息或報導，特別是透過大眾傳媒傳遞者，宜思考如何

促發公眾進一步蒐集相關資料及人際討論的動機，不只是同質性的內

容在不同的傳播管道出現而已。就此，Brulle（2010）指出環境傳播

不應僅侷限於單向、上對下的資訊與決策傳遞方式。本研究結果除與

Brulle 之主張不謀而合，也呼應行動效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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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本研究發現具自我控制特色的能源選擇之行動效能，雖然

與再生能源發展支持度無任何關聯，卻能顯著預測再生能源的使用意

願。故欲推動及溝通再生能源之使用，需要強化者為公眾參與解決問

題的效能，亦即讓公眾理解問題的改善有賴對自己實踐行動有效性的

認知，這也就包括了前述的主動蒐集、分享及討論相關資訊。由此，

未來再生能源相關資訊的提供，可考慮增加能使民眾思考自身生活型

態調適或改變的理性依據，使其不致浪費精力在無效的行動上，反削

弱其行動效能感。

本研究在分析架構中加入的第三項具有主動意涵的要素為實際

的環境行動。此實際環境參與雖無法顯著預測再生能源的支持態度，

卻與改用再生能源的意願有顯著正向關聯。這項結果同樣再度呼籲，

面對當今因環境危機而興起的政策及生活形態改變，例如改用再生能

源，可與其他的環境友善行動一併結合推廣之，而此整體的目標便是

因應人類濫用大自然資源產生之問題的行為變遷或調適。

綜合言之，比較本研究假設驗證的兩個迴歸分析結果，上述這些

具有主動意涵因素的加入，對使用再生能源的行為意願均有顯著的正

向預測力，其中實際環境行動及行動效能兩變項的預測力更大於對支

持態度的影響。此意味著針對具大我環境價值規範的行為意向，如本

研究的再生能源議題，更需要這些動力的加入以強化推動效果。

除此，本研究發現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兩個依變項的解釋力不高或

沒有影響。此結果意涵就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或使用言，可不需在人口

學變項方面過多強調。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聚焦在測試依據理論或模式而來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

係，故在假設驗證的階層複迴歸分析中，採用強制進入法（enter），

亦即在特定統計水準下，將所有對依變項具有解釋力的自變項均納入

方程式中，而不考慮各自變項間的關係，以此計算所有變項的迴歸係

數（吳明隆，2009；邱皓政、林碧芳，2014；林震岩，2006）。本研

究的迴歸分析模式多達五或六個階層，階層數的增加自然影響模式的

解釋力，故兩項迴歸分析模式的整體調整後 R2（total adjusted R2），

分別為 0.165 及 0.212，與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普遍認定的需大於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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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顯得稍低。儘管 R2 值愈大不見得代表模式正確，況且 R2 值亦

可透過人為方式加以調整改變，本研究模式解釋力的侷限仍值得注

意。推測其因，對於再生能源此牽涉環境的新興議題言，一方面對政

策發展的不確定性高，另方面影響政策風向的因素也可能超乎公眾理

性覺知與感知的範疇，這些因素並未納入本研究以公眾作為研究對象

的分析架構中。無論如何，本研究聚焦於預測變項與依變項之間關聯

的目的及比較，就作為一模式初探分析言，仍有其重要的理論及實用

價值。

本研究在電話調查中探究的是公眾對一般性再生能源的支持態

度及行為意向，如此資料蒐集方式也必須認可到公眾對再生能源的支

持會受到具體政策內涵中的其他因素影響。然基於電話調查的特性及

再生能源涉及知識與面向的複雜，有關再生能源相關題項無法以較精

細的方式蒐集受訪者的資料，這是在再生能源推動初期及採用有時間

及認知理解限制的電話調查方法中，不得不做的選擇，此為本研究設

計之另一侷限。待與再生能源推動的相關政策及措施愈明確及廣為人

知，未來相關研究可設計更具體的問題以蒐集公眾意見資料。

註釋

［1］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之，美國於 1950 年代初期成功將核能技術

應用在民生層面，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 for peace）
的主張，推廣核能作為發電能源，也獲得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

響應（周晉程、張國龍，2000）；1970 年代石油危機發生時，

台灣將核能列為十大建設之一（王運銘，2000）；之後雖有因

美國三浬島及前蘇聯車諾比等重大核災事故衍生出的國內外反

核運動，台灣依舊視核能為經濟成長的指標，並因面臨氣候變

遷威脅，視核能為可取代化石燃料的能源重要能源選擇選項（呂

怡貞，2012.09.14）。誠如高銘志（2013）所指出，台灣政府歷

年的替代能源政策規劃呈現一種以「核電為主，再生能源為輔」

之低碳能源方向。例如 2008 年 6 月 5 日訂定的《永續能源政策

綱領》（經濟部能源局，2008.06.05）便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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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ublic support for and 

intention to adopt renewable energy. A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aiwanese ad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the energy issue and environmental 
belief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y. However,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action efficacy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ntion 
to use renewable energy. The predicted power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such as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seek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share it with 
others,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information diversity on both support 
and use intention. Generally, the study revealed the value of including 
active engagement -- related factors when promoting subjects that entail 
environmental norms broader than mere appeal to self-interest, such as 
renewable energy. This paper hopefully elucidat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 
that enhance public engagement in energy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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