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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 Probit 模型分析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探討態度、知

識、信任、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並比較男性與女

性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差異，最後說明不同基因改造科技產品間消費

者偏好的相關性。 

  全體消費者分析的結果中，態度、知識以及信任方面的因素分別會對部分基

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顯著的影響；知覺利益對每種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都有

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知覺風險對每種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都有顯著負向的影

響；同時發現態度和信任方面的因素會透過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再對基因改造

產品的接受度產生影響。男性與女性對基因改造產品之接受度在統計上顯示有所

差異，且男性較女性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產品。 

  同屬於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寵物之間顯示有正向且高度的相

關，同屬於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間亦有相同的相關

性；而消費者對同屬於植物類的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或是同屬於

動物類的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其偏好之相關性皆相對較低。如此

可發現消費者對於基因改造產品的選擇偏向食用或非食用這樣功能性的考量。 

 

關鍵字：基因改造產品、態度、知識、信任、知覺利益、知覺風險、Prob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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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consumer acceptance toward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products by using Probit model. We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attitude, knowledge, 

trust, perceived benefit and perceived risk on the acceptance of GM products. We als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cceptance toward GM produc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nsumer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respondents’ preference toward different 

GM products are also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titude, knowledge and trus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acceptance of selected GM products. Perceived benef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of all kinds of GM products, and perceived risk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m. We also find that attitude and trust have affected 

the acceptance toward GM products through perceived benefit and perceived risk. The 

acceptance levels toward GM products by males and females are different statistically. 

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GM products than females. 

  Consumer preferences toward GM flowers and GM pe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high correlation, so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reference toward GM plant 

food and GM animal foo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consumer preferences toward GM 

flowers and plant food as well as between GM pets and GM animal food are however 

shown to be relatively low. 

 

Key word: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 attitude, knowledge, trust, perceived benefit, 

perceived risk,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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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廿一世紀的新興產業生物科技被廣泛的運用於農業、食品製造與醫藥的研發

等，幾乎成為近代產業科技的顯學，也一直被認為是繼電子通訊產業之後，最具

潛力的明星產業。 

  基因改造生物是指經過人為的方法，將其他生物體的遺傳物質轉殖到接受者

生物體上的技術；能夠穩定地表現該外來遺傳物質的接受者生物體，就稱為「基

因改造生物（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近年來基因改造生物和

由 GMO 而來的基因改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簡稱GMF）發展快速。

農作物的基因改造技術亦將愈來愈成熟，因此基因改造科技的產品在未來將可能

大量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基因改造技術不但可能提昇農作物或牲畜的生長速度與產量，也可增強抗

蟲、抗寒、抗病的能力以及改良產品的養分，或者讓基因改造生物體產生高價值

的成分如疫苗等，基因改造技術也可以設計得延長產品的儲存時間、便利於加工、

增加商品的多樣性。 

  過去基因改造科技方面的生物技術發展被認為以生產者的利益為重，如開發

具抗病蟲害、抗惡劣環境、抗除草劑或提高產量的作物品種。但是，目前生物科

技的發展趨勢愈趨消費者導向，即將科技用於創造與消費者直接相關的利益，使

所開發出來的生技產品對消費者而言更具直接性的價值，以博取消費者的青睞，

進而提高市場對產品的接受度，如利用生物技術強化產品的品質、營養價值或娛

樂效果等。 

  對消費者而言，若基因改造生物發揮效果，降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則有可能

買到較便宜的農產品。抗蟲性的基因改造作物若果真減少農藥的使用，則可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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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農藥殘毒更少的蔬果；消費者也可望買到具有某些健康成分，或者具觀賞價值

的新奇農產品。 

    基因改造科技雖然具有上述的優點，且基因改造技術已廣泛地用於農作物的

新品種開發，但基因改造作物的開發牽涉到食用安全、生態平衡與生命倫理等安

全性疑慮，所以國際間對這項科技之安全性仍有不少保留的觀點，這些觀點的理

由主要在於基因改造技術涉及遺傳物質在物種間移殖，這種超越自然現象的科

技，有可能導致生態與食品的安全問題，例如基因改造食品有可能引發人體過敏

及其他影響人體健康、或危及自然環境的風險等，於是部分的消費市場對基因改

造作物進行抵制，影響了基因改造作物的市場發展。 

    中央研究院 2003 年基因體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消費者對「觀賞用之基因改造

花卉」之接受度達八成以上，對「觀賞用之基因改造動物」之接受度近五成多；

但對「食物用之基因改造作物」之接受度僅約五成，對「食物用之基因改造動物」

則僅有近二成之接受度（傅祖壇、江福松，2004）。時至今日，基因改造科技的知

識與運用可能更加推廣普及，亦欲知現在台灣消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是否

有所改變。 

    運用基因改造科技在產品的生產上，消費者是否願意接受是成功的關鍵。面

對目前市場上可能愈來愈多基因改造產品，以及消費者對基因改造技術應用在食

品的關心，顯示須針對現在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課題作一番研究的必

要性。 

    之前的研究顯示一般態度、信任、知識、知覺風險、知覺利益會對消費者如

何形成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有所影響，而本研究欲沿襲之前研究裡採用態度、

信任、知識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為前因，探討現在台灣消費者面對基因改造科

技的態度，也就是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期望能讓政府與廠商更了解消費者

的態度，作為與消費者溝通以及擬定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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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分析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探討態度、知識、信任與知

覺利益、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關係，明白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所扮

演的角色，並進一步比較男性與女性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差異，最後

探討各基因改造產品間的相關性。具體而言，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為： 

（一）分析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包括植物類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花卉」、植

物類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動物類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寵物」

以及動物類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 

（二）探討影響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重要因子以及行為模式之架構。 

（三）比較男性與女性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之差異。 

（四）探討各基因改造產品間的相關性，辨別消費者在面對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

受度上有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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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為達成上一節所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利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08 年執行「臺

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料庫建置之規劃（IV）」面訪調查的部分資料來進行消

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實證分析。 

  應用 Probit 模型探討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方面的因素對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並探究消費者的行為模式。 

  其次，將受訪者依性別分群，同樣採 Probit 模型分別探討男性與女性在態度、

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的因素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並比較

男性與女性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方面是否因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

覺風險的因素影響有不同的效果。 

  最後，利用二元 Probit 模型估計各基因改造產品間是否相關，探討消費者對

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是否因不同類別而有不同的影響。 

  茲將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一）利用 Probit 模型找出影響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重要因子及其行

為模式。 

（二）依性別分群，分別採 Probit 模型分析，以了解男性與女性對基因改造產品

接受度的差異。 

（三）運用二元 Probit 模型估計各基因改造產品間是否相關，探討消費者對基因

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是否因不同類別而有不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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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為本研究擬定之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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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論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方法與步驟以及章節架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介紹各國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

議題的研究以及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因子和行為模式之相關文獻。第三章

為理論模型，介紹研究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架構、 Probit 和 二元 Probit 計量

模型方法以及本研究的實證模型。第四章為結果與分析，說明樣本特性、實證分

析、性別分群分析以及基因改造產品間之相關。第五章為本文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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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各國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相關研究 

 

    Frewer, Howard and Shepherd 在1994年以60位平均年齡40歲的英國民眾為對

象測試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消費態度，研究中將相同的產品分別標上不同的

外包裝，外包裝的標示處理分別為有基因改造與益處、非基因改造與益處、基因

改造無明顯標示出益處、非基因改造無明顯標示出益處，以讓消費者做購買選擇。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會傾向選擇購買有明顯標示出特色與優點的產品，而其是否

為基因改造食品對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影響不大。 

  James Jr. 2003年所發表的研究文章則是於1997至1998年間對1067位民眾進行

隨機問卷調查，以研究信任對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與作物的支持程度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大眾信任的因子是內生性的（endogenous），即消費者自身對於

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外生性的（exogenous）因子，如相關機構提供的資料，對

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或作物的信任影響不大，亦即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信

任主要受其自身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所影響，而不受相關機構所提出的資訊

影響。「自身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的影響力約較「相關機構提供的資料」

的影響力大四倍。 

  Bredahl 在1999年的研究裡訪問了400位消費者，以優格和啤酒為例調查北歐

四國（丹麥、德國、英國與義大利）地區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研究結果顯示

北歐四國中的消費者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看法皆為負面。北歐民眾的生活價值觀

素為追求內在的快樂和諧、健康長壽的生活與對環境維護的義務等，此價值觀可

能影響其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負面認知與不信任。研究中也顯示各國人民對基因改

造食品的認知有所差異，丹麥與德國的人民受到生活價值的影響對基因改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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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複雜；英國的人民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則較不受到生活價值的影響，可

能與人民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涉入程度較低有關；而在義大利人民對基因改造食品

的認知程度較低，則與當地尚未有基因改造食品上市有關。因此可發現對基因改

造產品的了解程度會影響到人民對於基因改造產品的態度，對於基因改造資訊較

少的國家容易對基因改造產品產生負面的看法與不信任。 

  直至2000年，Siegrist 使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簡稱

SEM）的程序，從瑞士18至74歲的居民中隨機抽取1001個樣本的資料，檢定一個

解釋基因科技接受度的因果模型，裡頭假設運用基因改造科技或使用基因改造產

品的機構之信任對於知覺利益有正的影響，而對此科技的知覺風險有負的影響，

然後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決定生物科技的接受度，換句話說，信任對於基因科技

的接受度有間接的影響。檢定這個假設的模型之結果指出假定的模型與資料非常

符合。相同的模型說明女性與男性對基因科技的接受度，發現潛在變數信任、知

覺利益以及基因科技的接受度上有性別的差異。女性顯示出較男性有更多信任、

利益方面的感知較少，以及接受度較低。知覺風險的觀察結果沒有顯著的差異。 

    在Mucci et al. 2004年對阿根廷消費者所進行的基因改造食品認知與購買意願

的研究調查中發現，有76%的消費者表示有聽過基因改造食品，研究結果並顯示接

收過關於基因改造食品訊息的消費者較未聽過基因改造食品的消費者容易產生負

面的知覺與態度。另外，研究也顯示對基因改造食品不了解與願意接受新事物者，

有較高的意願購買基因改造食品，同時男性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接受程度也高於

女性。 

  Besley and Shanahan 同樣在2004年針對888個樣本對於媒體使用與對生物科

技支持度間進行問卷調查，研究顯示大眾對於科技的資訊與知識來源大多是經由

媒體（電視、報紙）獲得。該研究並發現人口特性，如年紀較大、男性、教育程

度較高者，會比較支持生物科技。顯然人口特質影響了消費者對生物科技與基因

科技的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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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學者曾以電話訪問方式檢視我國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風險認知。研

究結果顯示以調查時間2003年的狀況為基準，受訪的1072位名眾中，約有50%的受

訪者沒聽過基因改造食品，高達80%的消費者則不了解基因改造食品的原理，且約

60%的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有安全上的疑慮，研究中並顯示約有70%的消費者不

知道我國有對基因改造食品進行上市前的風險評估與規範，研究結果顯示公部門

對民眾的基因改造食品訊息有溝通不足的現象（周桂田，2003）。 

  李曉嵐（2005）假設信任為態度前因的一個構念，以20歲以上居住於台灣地

區的消費者為研究母體，採分層便利抽樣，回收564份問卷，來探討台灣消費者對

基因改造食品態度形成的前因模式。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分兩階段進行樣

本資料分析。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會知覺到利益，而知覺利益的前因是一般態

度與信任，知識與知覺風險呈負相關，顯示知識可以降低知覺風險，另外由於消

費者對該議題尚無清楚認知，知覺風險在整體模式中呈現不顯著。  

  徐佳鈴2007年在對基因改造食品消費態度的論文研究中，以稻米、大豆和木

瓜三樣農產品作為研究標的，對台灣全民眾以非隨機配額抽樣進行問卷調查，共

取得有效樣本455份，針對這些樣本探討受訪者對特定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情感

與購買意願。最後結果顯示此三構面會有階層性的影響，即認知、情感與購買意

願存有正面的因果關係，顯示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會影響其對基因改造

食品的購買態度。 

  2007年台灣經濟研究院對台灣基因改造科技發展現況進行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90.3%的研究單位與56.5%的消費者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是把一物種的基因移轉到

其他物種中。88%的研究單位表示其基因改造知識的來源為學術與研究機構，其次

是報紙雜誌或書籍；而63%的消費者表示其基因改造知識的來源為電視或廣播。而

對於基因改造科技發展的優點，多數的研究單位與消費者認為可以「增加糧食產

量」。關於大眾對基因改造的缺點或衝擊認知方面，多數的研究單位和消費者認

為基因改造會「影響生態健康」，同時也有超過五成的消費者認為基因改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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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人體健康」。對於基因改造科技的安全性，有超過60%以上的民眾在面對

「你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是安全的嗎？」的問題時認為基因改造作物對人體的健康

影響是「部分有風險、部分安全的」（孫智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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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外相關文獻 

發表年份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地區 使用方法 主要結論 

1994 Sparks, P., 

R. Shepherd 

and L. J. 

Frewer 

Gene technology, food 

produ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A UK study  

英國 變異數分析

（ANOVA）

面對基因科技應用在動植物等不同處其態度會有顯著的差

異，可能是因為科技相關訊息來源之信任不同；態度不僅可

由風險和利益的估計來預期，也可由道德參與的觀念、科技

的認知需要以及改善生活品質的可能性來預期。 

1999 Bredahl, L. Consumers' Cognitions With 

Regard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Study in Four 

Countries 

北歐四國

（丹麥、

德國、英

國、義大

利） 

Means-End 

Chain（MEC）

北歐四國中的消費者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看法皆為負面；發

現對基因改造科技的了解程度會影響到人民對於基因改造

科技的態度，對於基因改造資訊較少的國家容易對基因改造

科技產生負面的看法與不信任。 

2000 Siegrist, M. The Influence of Trust and 

Perceptions of Risks and 

Benefits on the Acceptance of 

Gene Technology 

瑞士 結構方程模

式（SEM）

運用基因改造科技或使用基因改造產品的機構之信任對於

知覺利益有正的影響，而對此科技的知覺風險有負的影響；

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決定生物科技的接受度，換句話說，信

任對於基因科技的接受度有間接的影響；信任、知覺利益以

及基因科技的接受度上有性別的差異，女性顯示出較男性有

更多信任、利益方面的感知較少，以及接受度較低，知覺風

險的觀察結果沒有顯著的差異。 

2003 James Jr., 

H.S. 

The Effect of Trust on Public 

Support for Bio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the U.S 

Biotechnology 

Study1997-1998 

美國 Probit 模型 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信任主要受其自身對於基因改造

食品的認知所影響，而不受相關機構所提出的資訊影響。「自

身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的影響力約較「相關機構提供

的資料」的影響力大四倍。 



 

 12 
 

表2-1（接續） 

2004 Mucci, A., 

G. Hough 

and C. 

Ziliani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 and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mong 

Argentine Consumers 

阿根廷 變異數分析

（ANOVA）

接收過關於基因改造食品訊息的消費者較未聽過基因改造

食品的消費者容易產生負面的知覺與態度；對基因改造食品

不了解與願意接受新事物者，有較高的意願購買基因改造食

品；男性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接受程度也高於女性。 

2004 Besley, J. 

and J. 

Shanahan 

Media Attention and 

Exposure in Relation to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美國 階層線性模

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簡

稱 HLM） 

大眾對於科技的資訊與知識來源大多是經由媒體（電視、報

紙）獲得；人口特性，如年紀較大、男性、教育程度較高者，

會比較支持生物科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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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相關文獻 

發表年份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地區 使用方法 主要結論 

2003 周桂田 台灣社會基因食品風險認知

與溝通研究 

台灣 問卷調查 約有 50%的受訪者沒聽過基因改造食品，高達 80%的消費者

則不了解基因改造食品的原理，約 60%的消費者對基因改造

食品有安全上的疑慮，約有 70%的消費者不知道我國有對基

因改造食品進行上市前的風險評估與規範，研究結果顯示公

部門對民眾的基因改造食品訊息有溝通不足的現象。 

2005 李曉嵐 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態度

前因之研究 

台灣 結構方程模

式（SEM）

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會知覺到利益，而知覺利益的前因是

一般態度與信任，知識與知覺風險呈負相關，顯示知識可以

降低知覺風險，另外由於消費者對該議題尚無清楚認知，知

覺風險在整體模式中呈現不顯著。 

2007 徐佳鈴 消費者對基因食品認知、情

感與購買意願之研究 

台灣 Probit 模型 認知、情感與購買意願存有正面的因果關係，顯示消費者對

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會影響其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購買態度。 

2007 孫智麗 我國基因改造科技發展現

況、政策支持度及意見調查

台灣 問卷調查 90.3%的研究單位與 56.5%的消費者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是把

一物種的基因移轉到其他物種中。88%的研究單位表示其基

因改造知識的來源為學術與研究機構；63%的消費者表示其

基因改造知識的來源為電視或廣播；對於基因改造科技發展

的優點，多數的研究單位與消費者認為可以「增加糧食產

量」。關於大眾對基因改造的缺點或衝擊認知方面，多數的

研究單位和消費者認為基因改造會「影響生態健康」。對於

基因改造科技的安全性，有超過 60%以上的民眾認為基因改

造作物對人體的健康影響是「部分有風險、部分安全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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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因子及行為模式 

 

  由於本研究將使用態度、知識、信任、知覺利益以及知覺風險方面的觀念為

前因，探討它們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故下列回顧相關文獻討論到這五

個變數的內容。 

 

 

一、 態度 

 

  態度對人類的行為具有一些功能，它們可以引發知覺以及影響行為。簡言之，

態度是知識、情感以及行動相互作用下的結果。Fishbein (1963) 的多重屬性態度模

式：認為人們對於具體事物的態度，會根據該事物抽象或是具體的屬性來加總來

評估，也就是所謂由下往上形成的態度。 

  Bredahl（2001）依照 Fishbein 多重態度屬性模式，導出消費者將因為對自然

的態度、科技的態度、新食物的恐懼症、市場疏離、自覺的知識、透過知覺風險

和利益，影響到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他們在丹麥、義大利、德國以及英國，

用優格和啤酒兩種產品對該態度模式和購買決策模式作實證調查。 

  2003年時，Verdurme and Viaene 將上述 Bredahl 對於一般態度的定義，即自

然、科技、科學、新食物恐懼症、市場疏離和知覺知識用一個單一的特定構念 取

代。後來李曉嵐2005年的研究便是以Verdurme and Viaene 的架構為基礎，提出台

灣消費者對GMF的前因模式。 

  總括來說，之前學者認為一般態度包括（1）對自然的態度，注重人是自然的

一部分、與自然可以和睦相處；（2）對科技的態度，認為科技是有益於人類（3）

市場疏離，所指的是不了解市場、不信任市場功能；（4）新食物恐懼症，不願意

嘗試新食品；以及（5）具體對科技的信念（Allison, 1978；Pliner and Hobde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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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s et al., 1994）。 

 

 

二、 知識 

 

  消費者選擇產品，會依照產品知識評估產品。產品知識可以被定義為：以資

訊的形式儲存於記憶中與產品購買以及消費相關的部分（Engel et al., 1995）。 

    產品知識包括主觀知識（知覺知識）、客觀知識和以經驗為主的知識（Bruck, 

1985）。產品知識有兩個元素，一是專業，該產品可以助其完成目的，二是對於

該產品是否親近（Alba and Hutchinson, 1987）。個體是否會接受創新的事物，例

如生物科技，會透過一個複雜的過程，即從一連串辨識的階段，包括知覺、興趣、

評估到接受。對於複雜的主題，需要一些知識作為基礎才能形成態度（Wilcock et al., 

2004）。 

 

 

三、 信任 

 

  信任會影響大眾對於新的科技的態度。在社會科學的角度，信任被定義是一

個多重的構面，信任會因為不同的來源和溝通產生不同的影響。信任可以用專業

性、令人信賴這兩個指標來衡量，它們會影響先前態度、新食物恐懼症和知覺利

益、知覺風險的關係（Frewer, 2003）。 

  Rousseau et al.（1998）認為信任是一種對他人行為意向有正向的預期，而願

意去接受危險或傷害的狀況。若消費者對於組織產生信任，組織將贏得消費者對

其服務品質和信賴（Garbarino and Johnson, 1999）。 

  然而，當人們不相信資訊的來源，就不會去改變他們的行為和態度。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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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眾會對於一些消費者組織、有品質的媒體或是醫生更具信心（Frewer, 

1996）。 

    台灣消費者之基因改造食品資訊來源主要來自電視、報紙與雜誌等大眾媒體。

台灣消費者認為媒體對基因科技之報導相當不足，政府提供之相關資訊亦太少。

政府所提供之基因科技資訊，有五成以上台灣消費者會相信其正確性（傅祖壇、

江福松，2004）。 

  另外，Siegrist 在2000年的研究裡提供我們以下幾點發現與對風險的解釋：相

信當前科學或科技可以建立安全核廢料丟棄系統的人，相較於不相信的人會知覺

到較低的風險。在該研究中顯示出信任與知覺風險有很強的負向關係，這意味著

若對於從事基因改造領域研究的人員，以及（或是）相關工作的人員這方面的機

構信任，會形成一個重要的因素去影響人們對於該科技的知覺，推論信任對於知

覺風險來說是一個重要的變數。 

 

 

四、 知覺利益 

 

  事實上，基因改造科技對產業上的利益包括：少用肥料、增加產量、減少病

蟲害，被認為大過於消費者可得到的利益（Urban and Hoban, 1997）。雖然消費者

也會對基因改造科技知覺到一些個人的、環境的、或是社會的利益，但是消費者

是否會接受基因改造食品會依據產品是否健康、新鮮、營養等屬性來決定。相較

於其他因素，知覺利益和需求與購買決策有正的相關（Frewer, 1994）。 

  然而，大眾會因為科技是不自然或是不道德有疑慮影響消費者知覺利益以及

需求。當利益被消費者認為是不重要的，則知覺利益將無法抵消知覺風險（Gruner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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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知覺風險 

 

  近期的生物科技研究與應用顯示大眾對新興科技的看法深受認知因素與情感

因素所影響，尤其是情感因素。如當民眾意識到科技的潛在風險將大於其預期時，

此時就算其在科學知識上的認知傾向支持該新興科技，但其對該科技的認知仍深

受情感因素所影響。整體而言，情感因素的影響遠大於認知因素的影響（Lee, 

Scheufele and Lewenstein, 2005）。 

  基因科技得到關鍵性的突破後，使得人類生活的科技化程度更為深入與複

雜。Anderson（2001）將基因科技所引發的風險分為五大類，包括（1）人體健康

的風險，如基因改造食品可能會引發的人體不適或是產生新過敏原；（2）文化、

道德與宗教的風險；（3）基因汙染的風險；（4）商業的風險，如消費者的抵制

基因改造食品；以及（5）商譽風險，如因販賣或使用基因改造食品而影響到消費

者對公司的觀感。 

    Uzogara （2000）則將近年來關於基因改造科技發展的風險進行整理與分析，

將基因改造科技所可能引發的風險歸類如下：（1）可能改變食品營養成分、（2）

產生新抗體、（3）產生不可預知的毒素、（4）產生新的過敏原、（5）對環境造

成影響、（6）基因改造種子壟斷的情形、（7）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8）對

文化、宗教與道德的衝擊、（9）基因改造作物缺乏強制標籤的風險、（10）動物

保育團體與有機農民的抗議、（11）造成大眾對於未知的恐懼。 

  我國學者認為基因改造科技的潛在風險有八項，包括（1）原有生態系的失衡，

（2）對植物、昆蟲、鳥類以及土壤造成傷害，（3）對土壤的影響，（4）基因的

轉移，（5）抗藥性的產生，（6）新病毒的產生，（7）抵抗抗生素病菌的產生，

（8）生物多樣性的消失（黃三光、曾經洲， 2001）。 

    科技風險的存在導因於人類對科技的發明與依賴。如 Holmquist（2008）即認

為科技風險可看作是風險與科技使用的結合，科技使用的增加也導致了風險的增



 

 18 
 

加。Hiskes（1998）認為新興科技的發生與使用導致科技風險的發生，或者有些風

險先前就已存在，但由於過去因缺乏相關知識或科技而未察覺，及至人們有足夠

的知識與科技時，相關的風險才逐漸被揭露，如人們一直存在著身體健康風險的

問題，而隨著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認知到越來越多的疾病，也使得人們對身體健康

的風險知覺更為提升。Beck（1992）則認為知識影響人類社會對風險的認知，而

對科技風險的知覺引發了人類社會對科技發展的道德討論。科技的發展使社會分

工愈趨專業化，專業化分工的結果也使得人們知識的落差擴大，也愈增添對風險

預測的不確定性，特別是科學所引發的不確定性增加，變得難以預測。隨著科技

發展不確定性的增加，其所可能引發的社會風險也更加難以控制。除社會分工與

專業知識之落差外，人們對於科技產品的依賴也是造成新興科技風險出現的原因

（Pruss, 2006）。 

    歐盟國家一向對基因改造作物持反對立場，尤其在1996年狂牛症爆發後，人

民對政府喪失信心，造成人們更加的排斥基因改造食品，雖然狂牛症與基因改造

食品間並無關聯（Anderson, 2001）。但 Uzogara（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美國

和日本的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與歐洲消費者比起來則有明顯的不同。美

國和日本的消費者認為自己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發展是了解的，雖然基因改造可能

會有潛在的風險，但只要國家有適當的規範，他們並不會反對基因改造作物。研

究結果也顯示加拿大、澳洲、巴西與阿根廷的消費者對基因改造作物也比較傾向

接受的態度。 

  綜合上述的沿革，我們發現在探討對於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會考慮到

態度、知識、信任、知覺利益以及知覺風險方面的因素，同時，許多文獻的結果

顯示性別上的差異，甚至特別以性別分群再做比較（Siegrist, 2000），所以本研究

將使用態度、知識、信任、知覺利益以及知覺風險方面的變數為自變數來分析消

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另外，再以性別分群做比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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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理論模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以 Siegrist（2000）建立的基因科技接受度因果模型為基礎，假設結構如圖 3-1

所示。這個模型利用當時的調查資料可有良好的解釋，它說明受訪者對基因改造

控制機構的信任會對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具有強大的效果，而對新興的基因改造

生物科技的接受度決定於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換句話說，信任對接受度具有明

顯的間接效果。 

 

 

 

 

 

 

 

 

圖 3-1 基因科技接受度的假設模型 

資料來源：Siegrist, 2000. 

 

  Verdurme and Viaene（2003）將Bredahl（2001）對於一般態度的定義，如自然、

科技、科學、新食物恐懼症、市場疏離、知覺知識，用一個單一的特定構念取代，

認為一般態度及知識對知覺風險、知覺利益與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會有影響，其

研究模型的基本架構如圖3-2。 

 

對機構的

信任 

知覺利益 

知覺風險 

生物科技

的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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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基因改造食品態度的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Verdurme and Viaene, 2003. 

 

  結合 Verdurme and Viaene（2003）認為一般態度及知識對知覺風險、知覺

利益與基因改造食品的態度會有影響之研究模型為基本架構模擬，以及 Siegrist

認為信任是重要的前因的研究結果，得知態度、知識及信任方面的變數會對基

因改造等生物科技之接受度造成影響，同時，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兩個認知方

面的變數也應該納入考量，於是，本研究決定由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

知覺風險方面的變數為自變數，探討它們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關係，

圖 3-3 為起始的整體概念架構。 

 

 

 

 

 

 

 

 

 

 

 

圖 3-3 本研究概念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態度 

知識 

信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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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效果：X→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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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果：X→Y 

Z→Y 

一般態度 

知識 

知覺風險 

知覺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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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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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中的 X 表示態度、知識及信任方面的變數：態度係指消費者對經濟

成長與科技發展可改變自然環境的接受程度；知識是指有關基因改造科技知識

的了解程度；信任則是指有關基因改造科技操作或管理單位所發佈的生物與基

因科技消息之相信與否。Z 係表示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兩個認知方面的變數：

知覺利益是指消費者認為基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的感知程度；知覺風險則是指

消費者認為基因科技會產生風險的感知程度。Y 為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選擇。 

  圖 3-3 探討了兩種效果，一是直接效果，一是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是指自變數不會透過其他變數，而是直接地對依變數產生影響的

情況，在圖 3-3 中以實線箭頭方向表示，可發現有自變數 X 對依變數 Y，也就

是態度、知識以及信任方面的變數如何影響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選擇，以及

自變數 Z 對依變數 Y，即知覺利益、知覺風險方面的變數如何影響基因改造產

品的接受度選擇，兩個直接效果的部分。 

  間接效果是一個自變數透過另一個變數再對依變數產生影響的情況，在圖

3-3 中以虛線箭頭方向表示，可發現自變數 X 會透過變數 Z 再對依變數 Y 產生

影響，即是間接效果，當發生這樣類型的情況時，我們稱變數 Z 具有中介的

（intervening）效果。 

    我們先將態度、知識以及信任方面的變數直接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影

響作探討，訂定為模型一，以圖 3-4 來說明其推估架構。自變數 X 方面：態度我

們以變數「自然態度」來代表；知識我們分為「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主觀基

因科技知識」兩個變數；信任則分為「組織信任」與「政府信任」兩個變數。 

  圖 3-4 的架構係說明估計自變數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主觀基因科技

知識、組織信任以及政府信任直接對依變數 Y，即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影響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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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模型一的推估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另外，我們將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共同作為自變數，對

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影響作探討，訂定為模型二，多納入知覺利益和知覺風

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故架構裡的自變數共有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主觀

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政府信任、知覺利益以及知覺風險，推估架構如圖 3-5。 

  將圖 3-5 對照圖 3-3 研究架構的簡圖可知，模型一中即有考量的自變數 X 以及

模型二多納入的變數 Z，均以實線箭頭方向影響依變數 Y，即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

受度選擇產生直接效果；此外，還假設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為具有中介效果的變

數，也就是自變數 X 會透過變數 Z 再對依變數 Y1 產生虛線箭頭表示的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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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主觀基因

科技知識

X4：組織信任

X5：政府信任

Y

對基因改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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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模型二的推估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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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量方法 

 

一、 隨機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 

 

    本研究欲探討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

度的影響關係，屬於質性選擇模型（qualitative choice models，簡稱 QCM）分析。

通常採用質性依變數模型（qualitative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來探討當決策者

在選擇項目有限且為不連續的情況下的選擇行為，例如消費者是否消費某種產品

或贊不贊成某一事件。 

  隨機效用模型為個人選擇資料提供了一種解釋，a 與 b 表示個人的兩種選

擇，其中獲得的效用我們可記為 aU 和 bU 。由效用極大化原理可知，理性的個

人將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就當 aU ＞ bU 時，個人將會選擇 a，反之將會選擇 b。

但效用變數無法觀測得知，故訂定一觀測指標 Y： 

 









ba

ba

UU0

UU1
Y

　若　

　若　
                                    （3-1） 

 

若 aU ＞ bU ，則觀測指標 Y 等於 1，Y=1 表示消費者選擇了選項 a ；而若

aU ≦ bU ，則觀測指標等於 0，即 Y=1 表示消費者選擇了選項 b（Greene, 2007）。

一個常見的表述是線性隨機效用模型： 

 

aa
a XU   ' 和 bb

b XU   '                            （3-2）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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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UUobXYob  Pr)1(Pr  

 XXXob bbaa 0''Pr    

 XXob baba 0)('Pr            （3-3） 

 

假設   ba 、   ba ，則式（3-3）可改寫為 

 

 ba UUobXYob  Pr)1(Pr  XXob 0'Pr              （3-4） 

 

  常用的質性依變數模型以二元選擇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s）之 Probit 模

型和 Logit 模型為主。式（3-4）的機率分配為標準常態分配時便是 Probit 模型。

以下簡述二元選擇模型的基本觀念。 

 

 

二、 二元選擇模型 

 

  上一小節裡兩種選擇 a 與 b 我們擇一說明，另一類推。將可以觀察到的

（observable）決策者行為定義為一隨機變數 iy ，它事實上受到另一個我們無法觀

察到的（unobservable）隨機變數 *
iy 的影響： 

 









00

01
*

*

i

i
i

y

y
y

　若　

　若　
                                   （3-5） 

 

  式（3-5）中的 *
iy 在本研究中即是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之潛在變數（l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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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iy 則為實際資料所反映之接受或不接受的數值，可視為經由效用比

較後之產出值（outcome），意指透過心中比較效用後所做出的決策，故此時消

費者認為可以接受基因改造科產品，即 *
iy >0，而在實際填寫資料上會表示有參

與意願，即 iy =1。 

    我們用下列線性統計模型（linear statistical model）來描述隨機變數 *
iy 與解

釋變數 iX 之間的關係： 

 

*'*
iii Xy                                           （3-6） 

 

其中 '
iX 為所有會影響第i個消費者認為可以接受基因改造產品的解釋變數，係一

n 1 矩陣向量；  為待估計係數的1 n 矩陣向量； *
i 為誤差項，其機率分配假設

服從任意分配。 

由（3-5）式與（3-6）式的關係可得： 

 

        *'** 1Pr0Pr1Pr iiiii XFXobyobyob       （3-7） 

 

其中  *
iXF 為隨機誤差項 *

i 的累加分配函數（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亦是消費者認為可以接受基因改造產品的發生機率。 

若設定隨機誤差項 *
i 的機率分配為標準常態分配（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時，則此二元選擇模型稱為 Probit 模型；若設定隨機誤差項 *
i 的機

率分配為羅吉斯分配（logistic distribution）時，則此二元選擇模型稱為 Logit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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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Probit 模型採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簡稱MLE）估計

參數，故檢驗模型之配適度是使用pseudo-R2檢定，而不是使用R2。 Logit模型與 

Probit 模型除了累加分配函數使用不同外，其他部分都很近似，此模型亦採最大

概似法估計參數，故亦以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簡稱LR test或LR檢定）

檢驗模型之配適情況。 

  由於本研究含有僅以態度、知識、信任三方面變數來估計對基因改造產品的

接受度選擇，即模型一的部分，以及囊括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

險方面之便述來估計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選擇，即模型二的部分，所以我們

會進行 LR 檢定檢驗模型之配適情況。假設我們要檢定模型二是否比模型一好，此

時我們可以分別算出兩個模型的最大概似值，分別令為 Lu 與 Lr，檢定統計量為： 

 

   mLLLR ur
2~2                                       （3-8） 

 

其中 LR 統計量服從卡方分配，m 為受限的變數個數，其對應的 P 值再與顯著水準

α比較是否拒絕虛無假設。 

  本研究係使用 Probit 模型進行估計，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質性選擇模型而

言，所估計得的係數應可說明自變數影響某依變數機率發生的敏感度，但因為 

Probit 模型非線性的特質，所以無法由所估計的係數直接解釋，而是要由自變數

的邊際效果來說明。Probit 模型分析的邊際效果係由邊際機率來表示。 

針對 Probit 模型裡某個自變數 kX 的邊際機率定義為： 

 

    */1Pr ikki XXy                                  （3-9） 

 

其中 k 為由 kX 所估得的係數，而   *
iX 為由樣本均數所衡量的標準常態機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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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所計算出來的邊際機率解釋為自變數 kX 每變動一單位，可增加多少接受基因

改造產品的機率。 

 

 

三、 二元 Probit 模型 

 

  一般兩條方程式所組成的模型定義如下（Greene, 2007）： 

 

 

*
11

'*
1 iii Xy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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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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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y

y
y

　若　

　若　
 

*
22

'*
2 iii Xy   ， 









00

01
*
2

*
2

2

i

i
i

y

y
y

　若　

　若　
                     （3-10） 

式中，     021   EE ， 

    121   VarVar ， 

   21,Cov  

 

  ρ即兩兩依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在實際分析時可見兩兩產品間的相關性。欲

知的參數β與ρ皆由最大概似法推估，推導過程細節可請參見 Greene（2007）計

量經濟分析書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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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模型 

 

一、 模型假設 

 

  本研究設定以下三種模型來探討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對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影響關係。 

  「模型一」採納態度、知識、信任三方面的變數為自變數來估計第 j 個消費者

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的選擇： 

 

 jijijijiiji INCbEDUbAGEbSEXbbY 43210   

ijjijijijiji XbXbXbXbXb  5948372615           （3-11） 

 

j=1,…,n，代表 n 個消費者。 

  依變數 ijY ，i=1, 2, 3, 4： jY1 為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 jY2 為對基因改造植

物食品的接受度， jY3 為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 jY4 為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

受度。 

  自變數中， jSEX 為性別， jAGE 為實際年齡， jEDU 為教育程度， jINC 為個

人所得水準， jX 1 為自然態度， jX 2 為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jX 3 為主觀基因科技知

識， jX 4 為組織信任， jX 5 為政府信任。 

  係數 ib0 為常數項， ib1 為性別對依變數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產生影響的

係數， ib2 為年齡大小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3 為教育程度對

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4 為個人所得水準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

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5 為自然態度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6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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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7 為主觀基因科技

知識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8 為組織信任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

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b9 為政府信任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j 為對第 j 個消費者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估計的誤差項，服從常態分配。 

  「模型二」則多考慮了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為自變數來估計對第 i 種基因改造

產品的選擇： 

 

      jijijijiiji INCbEDUbAGEbSEXbbY 43210   

ijjijijijijijiji ZbZbXbXbXbXbXb  2111105948372615 （3-12） 

 

其中依變數 ijY 皆同上述模型一；自變數 jSEX 、 jAGE 、 jEDU 、 jINC 以及 jX 1 至 jX 5

亦同上述模型一，而 jZ1 為知覺利益， jZ 2 為知覺風險；係數 ib0 至 ib5 與上述模型一

同， ib6 為自變數知覺利益對依變數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產生影響的係數， ib7

為知覺風險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影響的係數。 ij 為對第 j 個消費者對第 i

種基因改造產品估計的誤差項，服從常態分配。 

 

 

二、 變數定義與衡量 

 

  自變數中屬於人口統計變數部分： SEX 為受訪者之性別，男性記為 1，女性

記為 0； AGE 係受訪者實際的年齡；EDU 為教育程度，大學以上（含大學）記為

1，大學以下記為 0； INC 係個人每月所得水準，區分為 15,000 元以下、15,000 至

30,000 元、30,000 至 50,000 元、50,000 至 100,000 元、100,000 元以上五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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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時取其組中點後再取對數運算表示。 

  自變數中非屬於人口統計變數，而是欲探討的態度、知識和信任方面之變數

部分以及依變數，即各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部分之定義與衡量作一對照表，示

為表 3-1，詳述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問題內容變數項目及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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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變數定義與衡量 

變數 題項 計分測量 

X1：自然態度 經濟成長帶來更好的生活品質。 共有五道題目，每道題目依受訪者答題狀況（回答

同意為 1 分，回答不同意為 0 分），將五題分數加

總後得其對大自然與科學的態度之分數，用以代表

該受訪者對大自然與科學的態度之程度。 

為了進步，我們破壞自然環境是不可避免的。 

人類有權改變自然環境，以符合人類需求。 

植物或動物活著是為了被人類利用。 

科技發展比自然環境更為重要。 

X2：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目前的技術可以做得出複製人。 共有七道題目，每道題目依受訪者答題狀況（答對

為 1 分，答錯為 0 分），將七題分數加總後得其知

識之分數，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知識之程度。 

一般的大豆沒有基因，經過基因改造的大豆才有基因。 

吃了基因改造的食品，人的基因也可能會改變。 

小孩的性別是由母親的基因來決定。 

動物的基因目前仍舊無法移植到植物去。 

人類的基因有一半以上和猩猩的基因相同。 

基因改造的蕃茄裡如果有魚的基因，吃起來會有魚腥味。 

X3：主觀基因科技知識 整體而言，您覺得自己對於基因科技的了解程度。 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了解計為 1，回答不了解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基改科技的熟悉度之

情況。 

X4：組織信任 相信大學或研究機構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 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信

任之情況。 

X5：政府信任 相信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 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本國政府的信任之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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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接續）  

Z1：知覺利益 使用基因科技可以使農作物減少使用除草劑或殺蟲劑。 共有三道題目，每道題目依受訪者答題狀況（回

答同意為 1 分，回答不同意為 0 分），將三題分

數加總後得其對知覺利益之分數，用以代表該受

訪者對知覺利益之程度。 

利用基因科技來提升農作物產量，是可以被接受的。 

目前能源危機及全球氣候變遷導致黃豆與小麥等生產成本持

續上漲，因此利用基因改造科技來生產糧食是可以被接受的。

Z2：知覺風險 基因科技的發展會超出人類可以控制的範圍。 共有三道題目，每道題目依受訪者答題狀況（回

答同意為 1 分，回答不同意為 0 分），將三題分

數加總後得其對知覺風險之分數，用以代表該受

訪者對知覺風險之程度。 

經過基因科技改造的動植物會對現存生態環境帶來危害。 

在政府的監控下，基因科技的風險仍是無法避免的。 

Y1：對基改花卉的接受

度 

接受基因改造的花卉作為觀賞之用（例如：新色的蘭花）。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基改花卉的接受度之

情況。 

Y2：對基改植物食品的

接受度 

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作為食品（例如：稻米、木瓜）。 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基改植物食品的接受

度之情況。 

Y3：對基改寵物的接受

度 

接受基因改造的動物作為寵物或娛樂之用（例如：觀賞魚）。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基改寵物的接受度之

情況。 

Y4：對基改動物食品的

接受度 

接受基因改造的動物作為食品（例如：猪肉、魚肉）。 僅一道題目，受訪者回答同意計為 1，回答不同意

計為 0，用以代表該受訪者對基改動物食品的接受

度之情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4

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樣本特性 

 

  本研究之實證資料來自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08 年執行「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

與資料庫建置之規劃（IV）」面訪調查之問卷資料。該調查以台灣地區 18 歲及以

上至 65 歲及以下之一般民眾為母體，抽樣所使用的母體年度為內政部 2007 年 12

月底的人口統計資料，將年齡限制為 18 歲及以上至 65 歲及以下之一般民眾，並

扣除外島人口，包括連江縣及金門縣等地區。利用隨機抽樣法，自其中抽出 1553

個樣本；而當中有 70 筆拒答的資料，視為無效問卷，故所使用之統計資料共 1483

筆。有關樣本受訪者之人口變數特性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人口統計變數資料表 

項目 分類 樣本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763 51.4 

 女 720 48.6 

年齡 18-29 歲 385 26.0 

 30-39 歲 332 22.4 

 40-49 歲 352 23.7 

 50-59 歲 300 20.2 

 60-65 歲 114 7.7 

教育程度 大學以下 1026 69.2 

 大學以上（含大學） 457 30.8 

個人所得 15,000 元以下 562 37.9 

 15,000-30,000 元 273 18.4 

 30,000-50,000 元 373 25.2 

 50,000-100,000 元 233 15.7 

 100,000 元以上 42 2.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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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 我們可知 1483 個受訪者中：（1）女性與男性各約佔 50%。（2）受

訪者年齡以 18-29 歲所佔比率最高，達 26%。（3）受訪者的學歷以具大學以下（不

含大學）學歷者居多，達 69.2%。（4）每月個人所得為 1.5 萬以下者較多，達 37.9%。 

  至於問卷調查結果的敘述統計如下表 4-2 及表 4-3 所示。 

 

表 4-2 調查變數的敘述統計 

 全部（1483 人） 男性（763 人）女性（720 人）  性別差異

變數 均數 標準差 均數 標準差 均數 標準差  t 檢定1 

自然態度 1.949 1.198 2.041 1.230 1.851 1.155  ***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3.960 1.537 4.018 1.521 3.899 1.553   

主觀基因科技知識 0.196 0.397 0.199 0.400 0.193 0.395   

組織信任 0.837 0.370 0.823 0.382 0.851 0.356   

政府信任 0.688 0.464 0.687 0.464 0.689 0.463   

知覺利益 2.468 0.894 2.573 0.814 2.357 0.959  *** 

知覺風險 1.589 0.949 1.578 0.921 1.600 0.979   

基因改造花卉 0.952 0.214 0.949 0.220 0.956 0.206   

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0.569 0.495 0.624 0.485 0.511 0.500  *** 

基因改造寵物 0.717 0.451 0.739 0.439 0.693 0.462  ***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0.334 0.472 0.404 0.491 0.260 0.439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 

 

 

 

 

                                                 
1 欲檢定男性與女性在每種變數的均值是否有差異，由於男性與女性的樣本數不同，因此使用之檢

定統計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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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自由度為（na＋nb－2），其中 aX 為男性樣本

均數， bX 為女性樣本均數， a 為男性母體均值， b 為女性母體均值，
2
pS 為男女混合的

（pooled）樣本變異數，其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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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n
， an 為男性樣本數， bn 為女性樣本數，

2
aS 為男性樣本變異數，

2
bS 為女性樣本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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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調查變數的次數分配表 

 全部（1483 人） 男性（763 人） 女性（720 人） 
變數 次數

分配 
 樣本數  百分比

次數

分配
樣本數 百分比

次數

分配
樣本數  百分比

自然態度 =0  112  7.6 =0 55 7.2 =0 57  7.9 
=1  512  34.5 =1 241 31.6 =1 271  37.6 
=2  411  27.7 =2 214 28.0 =2 197  27.4 
=3  279  18.8 =3 151 19.8 =3 128  17.8 
=4  126  8.5 =4 75 9.8 =4 51  7.1 
=5  43  2.9 =5 27 3.5 =5 16  2.2 

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 
=0  17  1.1 =0 7 0.9 =0 10  1.4 
=1  77  5.2 =1 36 4.7 =1 41  5.7 
=2  171  11.5 =2 88 11.5 =2 83  11.5 
=3  279  18.8 =3 139 18.2 =3 140  19.4 
=4  379  25.6 =4 185 24.2 =4 194  26.9 
=5  316  21.3 =5 180 23.6 =5 136  18.9 

 =6  187  12.6 =6 99 13.0 =6 88  12.2 
=7  57  3.8 =7 29 3.8 =7 28  3.9 

主觀基因

科技知識 
=0  1192  80.4 =0 611 80.1 =0 581  80.7 
=1  291  19.6 =1 152 19.9 =1 139  19.3 

組織信任 =0  242  16.3 =0 135 17.7 =0 107  14.9 
=1  1241  83.7 =1 628 82.3 =1 613  85.1 

政府信任 =0  463  31.2 =0 239 31.3 =0 224  31.1 
=1  1020  68.8 =1 524 68.7 =1 496  68.9 

知覺利益 =0  92  6.2 =0 39 5.1 =0 53  7.4 
=1  131  8.8 =1 42 5.5 =1 89  12.4 
=2  251  16.9 =2 125 16.4 =2 126  17.5 
=3  1009  68.0 =3 557 73.0 =3 452  62.8 

知覺風險 =0  198  13.4 =0 92 12.1 =0 106  14.7 
=1  504  34.0 =1 276 36.2 =1 228  31.7 
=2  491  33.1 =2 257 33.7 =2 234  32.5 
=3  290  19.6 =3 138 18.1 =3 152  21.1 

基因改造

花卉 
=0  71  4.8 =0 39 5.1 =0 32  4.4 
=1  1412  95.2 =1 724 94.9 =1 688  95.6 

基因改造

植物食品 
=0  639  43.1 =0 287 37.6 =0 352  48.9 
=1  844  56.9 =1 476 62.4 =1 368  51.1 

基因改造

寵物 
=0  420  28.3 =0 199 26.1 =0 221  30.7 
=1  1063  71.7 =1 564 73.9 =1 499  69.3 

基因改造

動物食品 
=0  988  66.6 =0 455 59.6 =0 533  74.0 
=1  495  33.4 =1 308 40.4 =1 187  26.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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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可見自變數的部份：（1）全體受訪者在自然態度方面以得分 1 分者為最

多，占 34.5％，其次為得分 2 分者，占 27.7％，而男性平均得分高於女性。（2）

全體受訪者的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得分較多為 4 分，占 25.6％，其次為得分 5 分者，

占 21.3％，男性平均得分亦高於女性。（3）主觀基因科技知識方面，認為自己對

於基因科技不了解者居多，比例高達 80％以上。（4）組織信任方面，全體受訪者

裡表示相信大學或研究機構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消息的比例多達 83.7％，而

女性為 85.1％高於男性的 82.3％。（5）政府信任方面表示同意相信的比例較高，

達 68.8％，男性與女性分群的結果亦相近此比例。（6）知覺利益方面以得分 3 分

者為最多，高達 68％，男性平均得分高於女性。（7）知覺風險方面以得分為 1 分

者最多，占 34％，其次為 2 分者，占 33.1％，而女性平均得分高於男性。 

  依變數的部份：（1）基因改造（本章以下分析結果表格中簡稱為基改）花卉

方面可接受的比例高達 95.2％，相較於中央研究院在 2003 年調查接受度為八成的

結果（傅祖壇、江福松，2004），有成長的趨勢，而 2008 年的結果裡女性略高於

男性。（2）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方面，全體受訪者裡接受的比例為 56.9％，而男性

接受的比例為 62.4％高於女性的 51.1％。（3）基因改造寵物方面，全體受訪者裡

可接受的比例為 71.7％，男性可接受的比例為 73.9％高於女性的 69.3％。（4）基

因改造動物食品方面則表示不接受者較多，全體受訪者裡表示不接受的比例達 66.6

％，而女性群體的比例有 74％高於男性的 59.6％。 

  為了解男性與女性樣本均數是否有差異，經過混和樣本的ｔ檢定後，發現自

變數「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方面統計上男女有顯著的差異，依變數方面「基

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以及「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三種基因改造

產品的接受度在統計上男女有顯著的差異。 

 



 

 38

第二節 實證分析 

 

一、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分析－ Probit 模型估計 

 

  本研究欲分析的基因改造產品有基因改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

造寵物以及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下列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的結果擬作植物類與動

物類的區別來討論說明，以利比較。 

 

（一）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原本為自變數的人口統計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個人所得水準，

以 Probit 模型估計所得的結果見附錄之附表 1 至附表 4，我們發現性別與年齡統

計估計的結果呈現顯著，因此，表 4-4 顯示的是分別使用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架構，

而放入「性別」和「年齡」兩個人口統計變數，以及態度、知識與信任三方面變

數作為自變數，以 Probit 模型估計的結果。 

  其中我們又可將其兩兩做比較。第一大項是以模型一與模型二作分類，包括

使用模型一的架構估計得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結果比較，以及使

用模型二的架構估計得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結果比較。 

  第二大項是以產品為食用性或非食用性作分類，包括將模型一與模型二裡非

食用性的基因改造花卉之估計結果作比較，這個部份由於係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

兩種模式估計何者適宜，故在討論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花卉估計所得的係數之

前，會先列出使用 LR 檢定檢驗的結果，再續討論；同樣地，另一個係將模型一與

模型二裡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估計結果作比較，在此之前亦會先列出使

用 LR 檢定檢驗的結果，再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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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常數 1.4460 *** -0.5868 *** 1.4716 *** -1.1715 ***

( 0.3320 ) ( 0.1937 ) ( 0.3876 ) ( 0.2319 ) 

性別 -0.0978  0.2732 *** -0.1682  0.2006 ***

 ( 0.1160 ) ( 0.0669 ) ( 0.1217 ) ( 0.0692 ) 

年齡 -0.0094 * -0.0078 *** -0.0101 * -0.0077 ***

 ( 0.0049 ) ( 0.0028 ) ( 0.0053 ) ( 0.0030 ) 

自然態度 0.1547 *** 0.1252 *** 0.0876 * 0.0590 * 

( 0.0501 ) ( 0.0291 ) ( 0.0526 ) ( 0.0307 ) 

客觀基因 -0.0049  0.0830 *** -0.0019  0.0872 ***

科技知識 ( 0.0404 ) ( 0.0234 ) ( 0.0428 ) ( 0.0246 ) 

主觀基因 0.1619  0.1084  0.1698  0.1081  

科技知識 ( 0.1541 ) ( 0.0843 ) ( 0.1612 ) ( 0.0864 ) 

組織信任 0.2152  0.3166 *** 0.0790  0.2000 **

( 0.1423 ) ( 0.0923 ) ( 0.1521 ) ( 0.0964 ) 

政府信任 0.3316 *** 0.1187  0.2466 ** 0.0251  

( 0.1191 ) ( 0.0737 ) ( 0.1251 ) ( 0.0770 ) 

知覺利益     0.2820 *** 0.4541 ***

    ( 0.0569 ) ( 0.0431 ) 

知覺風險     -0.1837 *** -0.1501 ***

    ( 0.0696 ) ( 0.0388 ) 

         

Pseudo R2 2 0.0499  0.0397  0.1098  0.1094  

Log 

likelihood 
-270.8377  -973.5090  -253.7589  -902.7874  

樣本數 1483   1483  1483  148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內數

字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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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L 與 uL 分別為有限制與無限制下的概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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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模型一與模型二的分類結果 

 

（1） 模型一的結果 

  綜觀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分析結果發現在只考慮態度、知識以

及信任的模型一中，自然態度皆為顯著的因素，因此當我們在考慮植物類基因改

造產品的接受度時，對經濟成長與科技發展等可改變自然環境的態度會有顯著正

向的影響；另外，年齡亦均呈現對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

產品，結果發現消費者的性別、客觀基因科技知識以及對大學或研究機構所發佈

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若只是作為觀賞之用的花

卉，則消費者對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

影響。 

 

（2） 模型二的結果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

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皆為顯著的因素，所以我們若要考量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

接受度時，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有顯著正向與負向的影響，知覺風險有顯著負向

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品，結果發現消費者的性別、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

組織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若只是作為觀賞之用的花卉，則消費者對本國政

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2.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非食用性與食用性產品的分類結果 

 

（1） 非食用性產品的結果 

  將表 4-4 中模型一與模型二裡同為非食用性產品的基因改造花卉之結果作一

比較，此時可使用概似比檢定，即 LR 檢定來檢驗兩個模型何者適切，檢定步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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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假設我們要檢定模型二是否比模型一好，因此我們可以分別算出兩個模型的

最大概似值，即表 4-4 中的 Log likelihood 值-253.7589 與-270.8377，此時的虛擬假

設對照式子（3-12）即為 H0： 101b ＝0、 111b ＝0，檢定統計量-2（-270.8377－(-253.7589)）

＝34.1576，其對應的 P 值幾近於零，假設在顯著水準α＝0.05 下，其檢定結果為

拒絕虛無假設。 

  由上述 LR 檢定結果顯示，有無納入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因素的模型間有顯著

的差異，表示在分析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

考量有其必要性，因此以下即僅針對模型二的結果予以說明。 

  多加考慮知覺利益及知覺風險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與政府信任的係數顯著

性降低，絕對值也變小，而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的係數為顯著的結果，表示知覺

利益與知覺風險具有中介效果，使得原先在模型一中顯著的自變數自然態度和政

府信任變得較不顯著，且係數絕對值變小，同時，也說明態度與信任方面的變數

透過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再對依變數基因改造花卉產生影響這種間接

的效果。 

  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

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者，愈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的花卉；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花卉

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會帶來風險者，愈無法

接受基因改造的花卉。 

 

（2） 食用性產品的結果 

  同非食用性產品的結果裡使用 LR 檢定檢驗模型一與模型二何者適切，若在顯

著水準α＝0.05 下，其檢定結果為拒絕虛無設，顯示有無納入知覺利益和知覺風

險因素的模型間有顯著的差異，表示在分析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時，知覺

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模型二的結果予以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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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考慮知覺利益及知覺風險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和組織信任的係數變得

較不顯著，絕對值變小，但是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的係數不僅依舊顯著，且絕對值

較模型一裡的數值大，可能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具有抑制的效果（suppressor）所

造成；而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的係數為顯著的結果，表示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具

有中介效果，使得原先在模型一中顯著的自變數自然態度和組織信任變得不顯

著，且係數絕對值變小，說明了態度與信任方面的變數透過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

兩個變數，再對依變數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產生影響這種間接效果，不過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此變數則沒有透過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產生影響這種間接效果。 

  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

因改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者，愈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食品；知覺風險對基因

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會帶來風

險者，愈無法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食品。 

 

（二）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原本為自變數的人口統計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個人所得水準，

以 Probit 模型估計所得的結果見附錄之附表 5 至附表 8，我們發現性別與年齡統

計估計的結果呈現顯著，因此，表 4-5 顯示的是分別使用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架構，

而放入「性別」和「年齡」兩個人口統計變數，以及態度、知識與信任三方面變

數作為自變數，以 Probit 模型估計的結果。 

  同樣將其兩兩做比較，第一大項是以模型一與模型二作分類，包括使用模型

一的架構估計得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結果比較，以及使用模型二

的架構估計得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結果比較。 

  第二大項是以產品為食用性或非食用性作分類，包括將模型一與模型二裡非

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寵物之估計結果作比較，這個部份也是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兩

種模式估計何者適宜，所以在討論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寵物估計所得的係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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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樣會先使用 LR 檢定檢驗；另一個係將模型一與模型二裡食用性的基因改造

動物食品之估計結果作比較，在此之前亦會先列出使用 LR 檢定檢驗的結果，再續

討論。 

 

表 4-5 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數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常數 -0.0700  -1.0236 *** -0.1679  -1.4923 ***

( 0.2029 ) ( 0.2046 ) ( 0.2308 ) ( 0.2523 ) 

性別 0.1200 * 0.3920 *** 0.0641  0.3429 ***

 ( 0.0703 ) ( 0.0698 ) ( 0.0718 ) ( 0.0716 ) 

年齡 0.0003  -0.0146 *** 0.0001  -0.0156 ***

 ( 0.0030 ) ( 0.0030 ) ( 0.0031 ) ( 0.0031 ) 

自然態度 0.1324 *** 0.1566 *** 0.0799 ** 0.1090 ***

( 0.0307 ) ( 0.0301 ) ( 0.0318 ) ( 0.0314 ) 

客觀基因 0.0055  0.0706 *** 0.0136  0.0799 ***

科技知識 ( 0.0245 ) ( 0.0247 ) ( 0.0254 ) ( 0.0256 ) 

主觀基因 -0.0171  0.0577  -0.0192  0.0571  

科技知識 ( 0.0879 ) ( 0.0868 ) ( 0.0892 ) ( 0.0887 ) 

組織信任 0.1115  0.2680 *** 0.0208  0.1794 * 

( 0.0949 ) ( 0.1002 ) ( 0.0980 ) ( 0.1035 ) 

政府信任 0.3119 *** 0.1917 ** 0.2419 *** 0.1250  

( 0.0758 ) ( 0.0780 ) ( 0.0776 ) ( 0.0806 ) 

知覺利益     0.2466 *** 0.3745 ***

    ( 0.0398 ) ( 0.0510 ) 

知覺風險     -0.1659 *** -0.1617 ***

    ( 0.0403 ) ( 0.0401 ) 

         

Pseudo R2 0.0274  0.0604  0.0609  0.1035  

Log 

likelihood 
-859.6185  -887.3785  -829.9777  -846.6416  

樣本數 1483    1483   1483   148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內數

字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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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模型一與模型二的分類結果 

 

（1） 模型一的結果 

  綜觀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分析結果發現性別、自然態度與政府

信任皆為顯著的因素，因此當我們在考慮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對經

濟成長與科技發展等可改變自然環境的態度，以及對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

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動物食

品，結果發現消費者的年齡、客觀基因科技知識以及對大學或研究機構所發佈的

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年齡呈現對接受度有顯著

負向的影響。 

 

（2） 模型二的結果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

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皆為顯著的因素，表示我們若要考量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

接受度時，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知覺風險則有顯著負向

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品，結果發現消費者的性別、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和

組織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年齡亦呈現對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若只是

作為娛樂之用的寵物，則消費者對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

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2.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非食用性與食用性產品的分類結果 

 

（1） 非食用性產品的結果 

  我們將表 4-5 中模型一與模型二裡基因改造寵物之結果作一比較，先使用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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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來檢驗兩個模型何者適切，若在顯著水準α＝0.05 下，其檢定結果為拒絕虛

無假設，顯示有無納入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因素的模型間有顯著的差異，表示在

分析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

性，因此以下針對模型二的結果予以說明。 

  多加考慮知覺利益及知覺風險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與政府信任的係數雖然

仍呈顯著，但顯著性較模型一裡降低，絕對值也變小，而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的

係數為顯著的結果，表示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具有中介效果，使得原先在模型一

中顯著的自變數自然態度和政府信任變得較不顯著，且係數絕對值變小，同時，

也說明態度與信任方面的變數透過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再對依變數基

因改造寵物產生影響這種間接效果。 

  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

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者，愈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的寵物；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寵物

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會帶來風險者，愈無法

接受基因改造的寵物。 

 

（2） 食用性產品的結果 

  同非食用性產品的結果裡使用 LR 檢定檢驗模型一與模型二何者適切，若在顯

著水準α＝0.05 下，其檢定結果為拒絕虛無設，顯示有無納入知覺利益和知覺風

險因素的模型間有顯著的差異，表示在分析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時，知覺

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性，因此亦僅針對模型二的結果予以說

明。 

  多加考慮知覺利益及知覺風險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組織信任與政府信任

的係數仍呈顯著，不過較模型一裡的係數之絕對值小，但是，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的係數不僅依舊顯著，且絕對值較模型一裡的數值大，可能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

具有抑制的效果（suppressor）所造成；而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的係數為顯著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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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示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具有中介效果，使得原先在模型一中顯著的自變數

自然態度、組織信任和政府信任之顯著性降低，且係數絕對值變小，說明了態度

與信任方面的變數透過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再對依變數基因改造動物

食品產生影響這種間接效果，不過客觀基因科技知識此變數則沒有透過知覺利益

與知覺風險產生影響這種間接效果。 

  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

因改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者，愈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性食品；知覺風險對基

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表示愈是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會帶來

風險者，愈無法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性食品。 

 

 

二、 邊際效果 

 

    由於所使用的模型為 Probit 模型，而該模型分析的邊際效果係由邊際機率來

表示，因此我們必須計算出邊際機率，方可得知自變數的改變量如何影響依變數

的變動。由上一小節的檢定結果可知，在分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知覺利

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性，因此以下即針對模型二之架構計算邊

際機率，結果如表 4-6。 

 

（一）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花卉 

    表中顯示自然態度、政府信任以及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其值分別為 0.0067、0.0207 以及 0.0217，表示當自然態度、政府信

任以及知覺利益增加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花卉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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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7 以及 0.0217，即 0.67％、2.07％以及 2.17％；年齡和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花

卉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其值各為-0.0008 和-0.0141，表示當年齡減少一歲

或知覺風險減少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花卉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0.08％和 1.41％。 

 

表 4-6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邊際效果 

  植物類 動物類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性別 -0.0129  0.0788 *** 0.0213   0.1197 ***

年齡 -0.0008 * -0.0030 *** 0.0000   -0.0055 ***

自然態度 0.0067 * 0.0232 * 0.0265 **  0.0383 ***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0.0001  0.0343 *** 0.0045   0.0281 ***

主觀基因科技知識 0.0119  0.0422  -0.0064   0.0202  

組織信任 0.0064  0.0792 ** 0.0069   0.0610 * 

政府信任 0.0207 * 0.0099  0.0823 ***  0.0434  

知覺利益 0.0217 *** 0.1785 *** 0.0819 ***  0.1315 ***

知覺風險 -0.0141 *** -0.0590 *** -0.0551 ***  -0.0568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 

 

2. 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性別、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和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植物

食品的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年齡和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

受度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變動量同基因改造花卉的解釋類推。 

    綜觀對植物類基因改造科技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自然態度與知覺利益對其

接受度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年齡與知覺風險對其接受度均有顯著負向的影

響，且對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消費者面對是食用性的產

品時，其接受度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性別、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組織信任會對

為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政府信任會對非食用

性的基因改造花卉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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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寵物 

    表中顯示自然態度、政府信任及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皆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其值分別為 0.0265、0.0823 及 0.0819，表示當自然態度、政府信任

或知覺利益增加一單位時，對基因改造寵物接受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2.65％、8.23

％及 8.19％；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其值為

-0.0551，表示當對知覺風險減少一單位時，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可增加 5.51

％。 

 

2.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性別、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和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動物

食品的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年齡和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

受度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變動量同基因改造寵物的解釋類推。 

    綜觀對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對其接受

度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都是對應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

消費者面對的是食用性的產品時，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會對其接受度較非食用性

的產品之影響為大；而知覺風險對其接受度均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同樣地，也是

對應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消費者面對的是食用性的產品

時，知覺風險對其接受度較非食用性的產品之影響為大。面對為非食用性的基因

改造寵物時，政府信任此變數會對其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性別、客觀基

因科技知識與組織信任會對為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

影響，年齡則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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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自然態度、政府信任、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皆對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即

基因改造花卉和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有顯著的影響，且針對動物類產品的接受

度之數值較大，表示消費者面對是動物類的產品時，自然態度、政府信任、知覺

利益與知覺風險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而年齡此變數會對植物類的基因造

花卉之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四） 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性別、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和知覺利益皆對食用性基因

改造產品，即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和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

響，至於年齡和知覺風險則對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皆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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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分群分析 

   

  本章節將全體樣本依性別分群，再做 Probit 模型估計係數及其邊際效果之探

討，最後歸納男性與女性的結果作比較說明。 

 

一、 男性群體之結果 

 

（一）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分析－ Probit 模型估計 

  利用 Probit 模型估計模型一與模型二架構下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

度，並且採用 LR 檢定何者較適宜，檢定結果顯示無論是植物類或是動物類基因改

造產品，其接受度檢定的結果均是模型二較適宜。故以下僅針對模型二的係數部

分作說明解釋。 

  原本為自變數的人口統計變數包括年齡、教育程度與個人所得水準，以 Probit 

模型估計所得的結果見附錄之附表 9 至附表 12，我們發現「年齡」在統計估計的

結果呈現顯著，因此，表 4-7 顯示的是使用模型二的架構，而放入「年齡」這個人

口統計變數，以及態度、知識與信任三方面變數作為自變數，以 Probit 模型估計

植物類與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係數的結果。以下將分述說明植物類與動物

類的係數結果。 

 

1.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知覺利益在

基因改造花卉和基因改造植物食品裡皆為顯著的因素，所以我們若要考量植物類

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

品，結果發現男性消費者的客觀基因科技知識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若只是作為

觀賞之用的花卉，則知覺風險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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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男性樣本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植物類與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 

  植物類 動物類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常數 1.0711 ** -0.0055 *** -0.5226  -1.4179 *** 

 ( 0.5349 ) ( 0.3257 ) ( 0.3295 ) ( 0.3417 ) 

年齡 -0.0047  -0.0055  0.0014  -0.0151 *** 

 ( 0.0070 ) ( 0.0040 ) ( 0.0042 ) ( 0.0040 ) 

自然態度 0.0887  0.0503  0.0988 ** 0.1129 *** 

 ( 0.0709 ) ( 0.0418 ) ( 0.0437 ) ( 0.0414 ) 

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 
-0.0027  0.0895 *** 0.0366  0.0736 ** 

 ( 0.0583 ) ( 0.0338 ) ( 0.0355 ) ( 0.0337 ) 

主觀基因

科技知識 
0.0029  0.0744  -0.0208  -0.0847  

 ( 0.2070 ) ( 0.1208 ) ( 0.1256 ) ( 0.1199 ) 

組織信任 0.2446  0.1850  0.1328  0.2424 * 

 ( 0.1952 ) ( 0.1295 ) ( 0.1317 ) ( 0.1341 ) 

政府信任 -0.0044  0.0427  0.2503 ** 0.1126  

 ( 0.1776 ) ( 0.1070 ) ( 0.1087 ) ( 0.1069 ) 

知覺利益 0.3453 *** 0.4657 *** 0.2463 *** 0.4128 *** 

 ( 0.0809 ) ( 0.0643 ) ( 0.0601 ) ( 0.0738 ) 

知覺風險 -0.2175 ** -0.0735  -0.0778  0.4128  

 ( 0.0984 ) ( 0.0543 ) ( 0.0572 ) ( 0.0541 ) 

         

Pseudo R2 0.1277  0.0879  0.0517  0.0814  

Log 

likelihood 
-134.3055  -460.7907  -415.2695  -472.7305  

樣本數 763    763  763   76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內數

字為標準誤。 

 

2.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自然態度和

知覺利益皆為顯著的因素，表示我們若要考量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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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因素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品，結果發

現男性消費者的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和組織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年齡則會有

顯著負向的影響；若只是作為娛樂之用的寵物，則對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

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二） 邊際效果 

  所使用的 Probit 模型其邊際效果係由邊際機率來表示；由 LR 檢定結果可知，

在分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

性，因此以下即針對模型二之架構計算邊際機率，結果如表 4-8。 

 

表 4-8 男性樣本估計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邊際效果 

  植物類 動物類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年齡 -0.0004  0.0021  0.0004  -0.0058 ***

自然態度 0.0071  0.0190  0.0315 ** 0.0432 ***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0.0002  0.0339 *** 0.0117  0.0282 ** 

主觀基因科技知識 0.0002  0.0279  -0.0066  -0.0322  

組織信任 0.0225  0.0712  0.0435  0.0903 * 

政府信任 -0.0003  0.0162  0.0821 ** 0.0428  

知覺利益 0.0276 *** 0.1763 *** 0.0785 *** 0.1580 ***

知覺風險 -0.0174 ** -0.0278   -0.0248   -0.025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 

 

1.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花卉 

  表中顯示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其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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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6，表示當知覺利益增加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花卉的機率可增加 2.76％；

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其值為-0.0174，表示當對

知覺風險減少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花卉的機率可增加 0.0174，即 1.74％。 

 

（2） 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和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

影響，其邊際機率值分別為 0.0339 與 0.1763，當客觀基因科技知識或知覺利益各

增加一單位時，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3.39％與 17.63％。 

  綜觀對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知覺利益對接受度均有顯著正

向的影響，且對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遠大於因改造花卉接受度的數

值，表示男性消費者面對是食用性的產品時，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

響；而知覺風險會對僅供觀賞之用的基因改造花卉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此變數會對為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2.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寵物 

  表中顯示自然態度、政府信任及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皆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其值分別為 0.0315、0.0821 及 0.0785，表示當自然態度、政府信任

或知覺利益增加一單位時，對基因改造寵物接受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3.15％、8.21

％及 7.85％。 

 

（2）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與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

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變動量同基因改造寵物的解釋類推，即當自然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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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或知覺利益各增加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動物食

品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4.32％、2.82％、9.03％或 15.8％。年齡對接受度有顯著負向

的邊際效果，其值為-0.0058，表示當年齡減少一歲時，接受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

機率分別可增加 0.58％。 

  綜觀對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對其接受

度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均對應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時之數值較

大，表示男性消費者面對是食用性的產品時，自然態度和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

有較大的影響。面對為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寵物時，政府信任此變數會對其接受

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和組織信任兩個變數則會對為食用性

的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年齡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接

受度也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3. 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知覺利益皆對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即基因改造花卉和基因改造寵物的接

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針對動物類產品之數值較大，表示男性消費者面對是

動物類的產品時，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知覺風險則僅對基因改

造花卉之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另外，自然態度和政府信任兩個變數也會對

為動物類產品的基因改造寵物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4. 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知覺利益皆對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及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自然態度和組織信任會對為動

物類的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年齡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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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女性群體之結果 

 

（一） 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分析－ Probit 模型估計 

  利用 Probit 模型估計模型一與模型二架構下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

度，並且採用 LR 檢定何者較適宜，檢定結果顯示無論是植物類或是動物類基因改

造產品，其接受度檢定的結果均是模型二較適宜。故以下僅針對模型二的係數部

分作說明解釋。 

  原本為自變數的人口統計變數包括年齡、教育程度與個人所得水準，以 Probit 

模型估計所得的結果見附錄之附表 13 至附表 16，我們發現「年齡」在統計估計的

結果呈現顯著，因此，表 4-9 顯示的是使用模型二的架構，而放入「年齡」這個人

口統計變數，以及態度、知識與信任三方面變數作為自變數，以 Probit 模型估計

植物類與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係數的結果。以下將分述說明植物類與動物

類的係數結果。 

 

1.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年齡與知覺

利益在基因改造花卉和基因改造植物食品裡皆為顯著的因素，所以我們若要考量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年齡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而知覺利益會有顯

著正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品，結果發現女性消費者的自然態度與客觀

基因科技知識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知覺風險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若只是作

為觀賞之用的花卉，則政府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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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女性樣本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植物類與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 

  植物類 動物類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常數 1.7991 *** -0.9242 *** 0.2347  -1.2021 *** 

 ( 0.5848 ) ( 0.3321 ) ( 0.3285 ) ( 0.3762 ) 

年齡 -0.0160 * -0.0112 ** -0.0021  -0.0176 *** 

 ( 0.0083 ) ( 0.0044 ) ( 0.0046 ) ( 0.0049 ) 

自然態度 0.0860  0.0772 * 0.0699  0.1136 ** 

 ( 0.0813 ) ( 0.0455 ) ( 0.0467 ) ( 0.0487 ) 

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 
-0.0011  0.0902 ** -0.0012  0.1006 ** 

 ( 0.0656 ) ( 0.0363 ) ( 0.0371 ) ( 0.0403 ) 

主觀基因

科技知識 
0.4083  0.1392  -0.0368  0.2151  

 ( 0.2815 ) ( 0.1247 ) ( 0.1277 ) ( 0.1328 ) 

組織信任 -0.2282  0.2383  -0.0861  0.0585  

 ( 0.2634 ) ( 0.1455 ) ( 0.1477 ) ( 0.1628 ) 

政府信任 0.5280 *** -0.0197  0.2280 ** 0.1063  

 ( 0.1877 ) ( 0.1123 ) ( 0.1121 ) ( 0.1246 ) 

知覺利益 0.2391 *** 0.4456 *** 0.2484 *** 0.3447 *** 

 ( 0.0811 ) ( 0.0582 ) ( 0.0533 ) ( 0.0710 ) 

知覺風險 -0.1381  -0.2366 *** -0.2462 *** -0.2761 *** 

 ( 0.1035 ) ( 0.0569 ) ( 0.0580 ) ( 0.0616 ) 

         

Pseudo R2 0.1264  0.1193  0.0739  0.1055  

Log 

likelihood 
-114.3582  -439.3524  -411.1667  -368.9028  

樣本數 720    720   720   72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內數

字為標準誤。 

 

2.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 

    態度、知識、信任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同時考量的模型二中，知覺利益和

知覺風險皆為顯著的因素，表示我們若要考量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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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分別有顯著正向與負向的影響。至於若為食用性的產品，結

果發現女性消費者的自然態度與客觀基因科技知識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年齡

則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若只是作為娛樂之用的寵物，則女性消費者對本國政府

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二） 邊際效果 

  所使用的 Probit 模型其邊際效果係由邊際機率來表示；由 LR 檢定結果可知，

在分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

性，因此以下即針對模型二之架構計算邊際機率，結果如表 4-10。 

 

表 4-10 女性樣本估計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之邊際效果 

  植物類 動物類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年齡 -0.0010 * -0.0045 ** -0.0007  -0.0053 ***

自然態度 0.0056  0.0308 * 0.0241  0.0344 **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 -0.0001  0.0360 ** -0.0004  0.0305 ** 

主觀基因科技知識 0.0213 * 0.0554  -0.0128  0.0682  

組織信任 -0.0129  0.0946 * -0.0292  0.0313  

政府信任 0.0426 ** -0.0079  0.0802 ** 0.0280  

知覺利益 0.0156 *** 0.1778 *** 0.0856 *** 0.1044 ***

知覺風險 -0.0090   -0.0944 *** -0.0849 *** -0.0836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 

 

1. 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花卉 

  表中顯示主觀基因科技知識、政府信任與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

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其邊際效率值分別為 0.0213、0.0426 與 0.0156，表示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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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基因科技知識、政府信任與知覺利益分別增加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花卉的

機率分別可增加 2.13％、4.26％與 1.56％；年齡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均有顯著

負向的影響，其邊際效率值為-0.0010，表示當年齡減少一歲時，接受基因改造花

卉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0.1％。 

 

（2） 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和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

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其邊際機率值分別為 0.0308、0.036、0.0946 與 0.1778，

即當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和知覺利益各增加一單位時，對基

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3.08％、3.6％、9.46％與 17.78％；年齡和

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其邊際機率值各為

-0.0045 與-0.0944，表示每減少一歲或減少一單位的知覺風險時，對基因改造植物

食品接受的機率可增加 0.45％與 9.44％。 

  綜觀對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知覺利益對接受度均有顯著正

向的影響，且對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女性消費者面對是

食用性的產品時，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年齡對接受度均有顯著

負向的影響，且對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女性消費者面對

是食用性的產品時，年齡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若是面對為非食用性的基

因改造花卉時，主觀基因科技知識與政府信任會對其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組織信任則是對為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

接受度各有顯著正向的影響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之接受度各有顯著負向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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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1） 基因改造寵物 

  表中顯示政府信任、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度皆有顯著

的影響，其值分別為 0.0802、0.0856 與 -0.0849，表示當政府信任、知覺利益各增

加一單位，抑或知覺風險減少一單位時，對基因改造寵物接受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8.02％、8. 56％及 8.49％。 

 

（2）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年齡、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對基因改造動物

食品的接受度皆有顯著的影響，變動量同基因改造寵物的解釋類推，即當自然態

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知覺利益各增加一單位，抑或年齡減少一歲、知覺風險

減少一單位時，接受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機率分別可增加 0.53％、3.44％、3.05％、

10.44％或 8.36％。 

  綜觀對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結果裡，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對其接受

度均有顯著正向與負向的影響；知覺利益方面對應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的數

值較大，表示女性消費者面對是食用性的產品時，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

的影響；知覺風險方面對應基因改造寵物接受度的數值較大，表示女性消費者面

對是非食用性的產品時，知覺風險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另外，若是面對

食用性的產品時，年齡、自然態度與客觀基因科技知識也會有顯著的影響。 

 

3. 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政府信任和知覺利益皆對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即基因改造花卉和基因改

造寵物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針對動物類產品之數值較大，表示女性消

費者面對是動物類的產品時，政府信任和知覺利益對其接受度會有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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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與主觀基因科技知識對基因改造花卉之接受度有顯著負向與正向的影響；知

覺風險則僅對基因改造寵物之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4. 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 

  年齡、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皆對食用性基因

改造產品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及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的影響；其中，

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和知覺利益為正向的影響，年齡與知覺風險則是有

顯著負向的影響。組織信任則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三、  男性與女性的結果比較 

 

  由本章前述的分析說明可知，在分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知覺利益和

知覺風險兩個變數的考量有其必要性，因此以下即針對模型二之架構做歸納比

較，同時，由於邊際機率值除了與 Probit 模型估計之係數的顯著性和影響方向相

同外，其數值可度量每個態度、知識、信任、知覺利益和知覺風險方面的自變數

對依變數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之影響程度，故下列表 4-11 係將男性與女性的邊

際效果之結果合併以作歸納比較。 

  由表 4-11 可見無論男女之下任何一種基因改造產品，知覺利益皆會對其接受

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其中食用性的產品之邊際機率值又較非食用性的產品大。

例如在男性樣本針對植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結果中，知覺利益每增加一單位時，

對非食用性之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機率可增加 2.76％，而對食用性之基因改造植

物食品的接受機率可增加 17.63％，兩者相差高達 14.87％；在動物類基因改造產

品的結果中，若知覺利益每增加一單位，對非食用性之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機率

可增加 7.85％，而對食用性之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機率可增加 15.8％，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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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 7.95％。女性樣本的結果中也可見食用性之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機率增

加比例較非食用性之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機率多 16.22％，食用性之基因改造動物

食品的接受機率較非食用性之基因改造寵物的接受機率增加比例多 1.88％。 

  整體而言，無論男性或女性，知覺利益對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邊際機率值

由大至小皆依序為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動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基因

改造花卉。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則是無論在男女之下任何一種食品類的基因改造產品之接

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女性的邊際機率值均較男性高，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客觀基因科技知識會對基因改造科技食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之外，對於女性消費

者會有較大的邊際效果。 

  政府信任此變數除了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花卉的邊際效果不顯著外，在

男性面對基因改造寵物、女性面對基因改造花卉或基因改造寵物這類非食用性基

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中也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我們從表格中發現基因改造寵物

方面的邊際機率值較基因改造花卉方面高，因此推論對本國政府所發佈的生物與

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對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而基因改造寵物較基因改造花卉的邊際效果大。 

  知覺風險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以及女性樣本裡基因改造

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皆顯示有顯著負向的影

響，而女性的邊際機率值遠大於男性，於是我們推論愈認為基因改造科技會帶來

風險者，愈無法接受基因改造的產品，尤其是在女性消費者方面的選擇時。 

  自然態度則是在男性樣本裡對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

裡對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組織信任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裡對基

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年齡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裡對基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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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會有顯著負向的影響。 

 

表 4-11 男性與女性的邊際效果 

  男性樣本 女性樣本 

自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年齡 -0.0004  0.0021  0.0004  -0.0058 *** -0.0010 * -0.0045 ** -0.0007  -0.0053 *** 

自然態度 0.0071  0.0190  0.0315 ** 0.0432 *** 0.0056  0.0308 * 0.0241  0.0344 ** 

客觀基因

科技知識 
-0.0002  0.0339 *** 0.0117  0.0282 ** -0.0001  0.0360 ** -0.0004  0.0305 ** 

主觀基因

科技知識 
0.0002  0.0279  -0.0066  -0.0322  0.0213 * 0.0554  -0.0128  0.0682  

組織信任 0.0225  0.0712  0.0435  0.0903 * -0.0129  0.0946 * -0.0292  0.0313  

政府信任 -0.0003  0.0162  0.0821 ** 0.0428  0.0426 ** -0.0079  0.0802 ** 0.0280  

知覺利益 0.0276 *** 0.1763 *** 0.0785 *** 0.1580 *** 0.0156 *** 0.1778 *** 0.0856 *** 0.1044 *** 

知覺風險 -0.0174 ** -0.0278   -0.0248  -0.0258   -0.0090  -0.0944 *** -0.0849 *** -0.0836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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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因改造產品間之相關 

 

  本節承第二節的 LR 檢定結果，以較適宜的模型二為架構，使用二元 Probit 模

型分別估計相關係數矩陣，示為表 4-12。它們反映了每種基因改造產品之間的相

關程度。相較之下，若相關係數的絕對值偏高者，則這些相關係數通常較顯著。 

 

表 4-12 模型二的相關係數矩陣 

 依變數 

依變數 基改花卉 基改植物食品 基改寵物 基改動物食品 

基改花卉 1 0.0452  0.6079 ** 0.0232  

  ( 0.0809 ) ( 0.0583 ) ( 0.0858 ) 

基改植物食品  1  -0.0988 * 0.9011 ** 

    ( 0.0467 ) ( 0.0168 ) 

基改寵物    1     0.1175 * 

      ( 0.0479 ) 

基改動物食品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 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達顯

著，即 P 值＜0.05；***表示在顯著水準 0.01 下達顯著，即 P 值＜0.01。 

 

  表 4-12 的估計可見，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寵物，以及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分別有顯著正向相關，同時發現食品類的相關係數值高達

0.9011，呈現高度相關；基因改造產品的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間

亦仍有顯著正向相關，不過數值僅 0.1175；而此模型中還多了基因改造植物食品

與基因改造寵物間有顯著負向相關的結果，不過該相關係數的絕對值偏低。 

  相關係數較大者表示消費者偏好較相近，彼此相關性高，反之，相關係數較

小者表示消費者偏好較不接近，彼此相關程度微弱。由表 4-12 可見觀賞性的基因

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寵物，以及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

之相關程度相對偏高，則可知消費者選擇上相同功能者偏好愈相近，有功能性的

區別。 



 

 64

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探討台灣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欲知影響消

費者受基因改造產品與否的重要因子及其行為模式；然後依性別分群來探討男性

與女性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差異；最後探討各基因改造產品間的相關性，

以了解消費者在面對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何分別。 

  綜合以上研究比較發現台灣消費者針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以下特性： 

 

一、全體消費者方面 

 

（一）整體而言，可接受基因改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以及

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比例分別為 95.2％、56.9％、71.7％以及 33.4％，其中，

經過統計上的檢定發現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以及基因改造動

物食品在男性與女性的之間的接受度有顯著的差異。 

（二）由統計分析發現，性別、年齡、自然態度、客觀基因科技知識、組織信任、

政府信任、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在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影響中分別有

出現部分顯著的結果。 

（三）經過統計上的檢定發現在探討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時，應將知覺利益

與知覺風險納入考量。全體消費者無論是面對哪種基因改造產品，其接受

度均分別受到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顯著的正向與負向的影響，顯示消費者

對於基因改造科技的知覺很重要，能夠左右對該科技產品的接受度甚鉅。 

（四）在沒有考量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的影響前，態度、知識與信任方面的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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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部分顯著正向的影響，但一旦一起考慮知覺

利益與知覺風險時，態度和信任方面的因素的顯著性和影響程度便下降，

表示這些因素會透過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再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產

生影響，不過知識則無呈現此種透過知覺利益與知覺風險為中介對基因改

造產品的接受度產生影響的間接效果，可能基因改造科技客觀方面的知識

與知覺利益、知覺風險方面之間的關係並非是由知識透過知覺利益、知覺

風險影響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時甚至知覺利益、知覺風險會抑制客

觀基因科技知識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影響。 

（五）就態度、知識以及信任三方面因素來看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影響：

自然態度對基因改造產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客觀基因科技知識與組織

信任對基因改造科技食品的接受度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政府信任則對非

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六）人口統計變數方面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的影響：「性別」對基因改造

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即顯示男性消費者較能接受食用性基因

改造產品；「年齡」則對基因改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以及基因改造

動物食品的接受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但其邊際效果數值偏低。 

 

 

二、男性與女性消費者之差異 

 

（一）除了基因改造花卉這項產品的接受度女性略高於男性之外，其餘的產品接

受度皆是男性較高，這可能是女性消費者受到知覺風險的影響較男性顯

著，所以在目前尚有安全性疑慮的基因改造產品方面的接受度較男性消費

者低。 

（二）無論男女之下任何一種基因改造產品，知覺利益皆會對其接受度有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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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影響，其中食用性的產品之係數又較非食用性的產品大，表示愈認為

基因改造科技能夠帶來利益者，愈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的產品，尤其是食品

類的產品。 

（三）客觀基因科技知識則是無論在男女之下任何一種食品類的基因改造產品之

接受度皆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女性的係數值均較男性高。 

（四）政府信任此變數除了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花卉的係數不顯著外，在男

性面對基因改造寵物、女性面對基因改造花卉或基因改造寵物這類非食用

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中也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我們從結果中發現基

因改造寵物方面的邊際機率值較基因改造花卉方面高，因此推論對本國政

府所發佈的生物與基因科技的消息之信任會對非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

受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五）知覺風險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花卉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裡對基

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物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皆顯示有顯

著負向的影響，而女性的係數值遠大於男性，於是我們推論愈認為基因改

造科技會帶來風險者，愈無法接受基因改造的產品，尤其是在女性消費者

方面的選擇時。 

（六）自然態度在男性樣本裡對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

裡對食用性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顯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比較邊際效

果數值發現，無論男女，動物類基因改造產品的邊際效果均較植物類基因

改造產品的邊際效果大。 

（七）組織信任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以及在女性樣本裡

對基因改造植物食品的接受度顯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這兩項的邊際效

果數值較其他項基因改造產品的邊際效果數值大。 

（八）年齡在男性樣本裡對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以及女性樣本裡對基因

改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的接受度皆顯示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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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的影響，且面對食用性的基因改造產品的邊際效果較非食用性的基因

改造產品的邊際效果大。 

 

 

三、各基因改造產品之間相關係數矩陣的結果 

 

  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寵物同屬於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產品之間有顯著的

正向高度相關，基因改造植物食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同屬於食用性的基因改造

產品之間亦有顯著的正向高度相關。相關係數較大者表示消費者偏好較相近，彼

此相關性高，反之，相關係數較小者表示消費者偏好較不接近，彼此相關程度微

弱。可見觀賞性的基因改造花卉與基因改造寵物，以及食用性的基因改造植物食

品與基因改造動物食品之相關程度相對偏高，則可知消費者選擇上相同功能者偏

好愈相近，有功能性的考量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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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針對基因改造花卉、基因改造植物食品、基因改造寵

物以及基因改造動物食品四種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絕大部分男性與女性之接

受度有所差異，且男性較女性能夠接受基因改造產品。 

  探究影響基因改造產品接受度的因素裡，本研究設定的態度、知識、信任、

知覺風險以及知覺利益方面的變數，在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上分別有顯著的

影響。其中知覺利益在各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均呈現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知覺

風險和年齡在女性樣本的結果多呈現顯著負向的影響。 

  由上述結果我們建議，從事基因改造產品生產或推動基因改造科技政策等人

員，應可多加宣導基因改造產品之利益所在，有助於消費者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

受態度。女性消費者較有知覺風險的明顯負向反映，同時，年齡上也呈現愈年長

愈無法接受基因改造產品的情況，因此，必須消除女性以及年長的消費者對基因

改造產品的疑慮，如此可提高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 

  同屬於非食用性的基因改造產品之間，以及同屬於食用性的基因改造產品之

間有顯著正向的相關，如此可發現消費者對於基因改造產品的選擇偏向食用或非

食用這樣功能性的考量，相關決策者在擬定決策時可以功能性的考量為參考點。 

  本研究僅限於針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受度之探討，對於行銷人員等極具興趣

的購買意願部分，以及消費者到底願意負多少錢購買基因改造產品，都是可在後

續做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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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表 1 以模型一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花卉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0994 0.1180 -0.8400 0.3990 -0.3306 0.1318 

age -0.0094 0.0049 -1.9100 0.0560 -0.0191 0.0002 

edu 0.0270 0.1267 0.2100 0.8310 -0.2214 0.2753 

lninc -0.0003 0.0139 -0.0200 0.9800 -0.0276 0.0269 

x1 0.1545 0.0501 3.0800 0.0020 0.0562 0.2527 

x2 -0.0051 0.0404 -0.1300 0.8990 -0.0843 0.0741 

x3 0.1609 0.1542 1.0400 0.2970 -0.1414 0.4633 

x4 0.2141 0.1424 1.5000 0.1330 -0.0650 0.4933 

x5 0.3304 0.1193 2.7700 0.0060 0.0966 0.5641 

_cons 1.4449 0.3486 4.1400 0.0000 0.7617 2.1282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2 以模型一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2792 0.0680 4.1100 0.0000 0.1459 0.4124 

age -0.0078 0.0028 -2.7400 0.0060 -0.0133 -0.0022 

edu 0.1007 0.0731 1.3800 0.1680 -0.0425 0.2439 

lninc -0.0126 0.0080 -1.5800 0.1140 -0.0282 0.0030 

x1 0.1258 0.0291 4.3200 0.0000 0.0688 0.1829 

x2 0.0819 0.0235 3.4900 0.0000 0.0360 0.1279 

x3 0.0989 0.0844 1.1700 0.2410 -0.0666 0.2645 

x4 0.3121 0.0924 3.3800 0.0010 0.1309 0.4932 

x5 0.1132 0.0738 1.5300 0.1250 -0.0314 0.2579 

_cons 0.2792 0.0680 4.1100 0.0000 0.1459 0.4124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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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花卉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1681 0.1237 -1.3600 0.1740 -0.4105 0.0742 

age -0.0101 0.0053 -1.9100 0.0560 -0.0204 0.0003 

edu -0.0045 0.1311 -0.0300 0.9730 -0.2614 0.2524 

lninc 0.0002 0.0144 0.0100 0.9890 -0.0280 0.0284 

x1 0.0876 0.0527 1.6600 0.0960 -0.0156 0.1909 

x2 -0.0019 0.0428 -0.0400 0.9650 -0.0857 0.0820 

x3 0.1700 0.1614 1.0500 0.2920 -0.1463 0.4863 

x4 0.0792 0.1522 0.5200 0.6030 -0.2192 0.3776 

x5 0.2468 0.1253 1.9700 0.0490 0.0013 0.4922 

z1 0.2820 0.0570 4.9500 0.0000 0.1704 0.3937 

z2 -0.1838 0.0698 -2.6300 0.0080 -0.3205 -0.0470 

_cons 1.4709 0.4063 3.6200 0.0000 0.6745 2.2673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4 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2093 0.0705 2.9700 0.0030 0.0712 0.3474 

age -0.0077 0.0030 -2.6100 0.0090 -0.0135 -0.0019 

edu 0.0920 0.0754 1.2200 0.2220 -0.0558 0.2398 

lninc -0.0139 0.0083 -1.6900 0.0920 -0.0301 0.0023 

x1 0.0596 0.0307 1.9400 0.0520 -0.0006 0.1197 

x2 0.0868 0.0246 3.5200 0.0000 0.0385 0.1350 

x3 0.0980 0.0866 1.1300 0.2580 -0.0717 0.2678 

x4 0.1964 0.0966 2.0300 0.0420 0.0071 0.3857 

x5 0.0190 0.0772 0.2500 0.8060 -0.1322 0.1702 

z1 0.4535 0.0431 10.5200 0.0000 0.3690 0.5379 

z2 -0.1531 0.0389 -3.9400 0.0000 -0.2294 -0.0769 

_cons -1.0732 0.2409 -4.4500 0.0000 -1.5454 -0.6010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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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以模型一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寵物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1103 0.0714 1.5400 0.1230 -0.0297 0.2503 

age 0.0003 0.0030 0.1000 0.9180 -0.0055 0.0062 

edu 0.0296 0.0770 0.3800 0.7010 -0.1214 0.1805 

lninc 0.0052 0.0084 0.6200 0.5340 -0.0112 0.0216 

x1 0.1318 0.0307 4.2900 0.0000 0.0715 0.1920 

x2 0.0058 0.0245 0.2400 0.8120 -0.0422 0.0538 

x3 -0.0146 0.0881 -0.1700 0.8680 -0.1873 0.1581 

x4 0.1103 0.0950 1.1600 0.2460 -0.0759 0.2966 

x5 0.3121 0.0758 4.1200 0.0000 0.1636 0.4607 

_cons -0.1144 0.2130 -0.5400 0.5910 -0.5318 0.3030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6 以模型一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3932 0.0711 5.5300 0.0000 0.2538 0.5325 

age -0.0146 0.0030 -4.9400 0.0000 -0.0204 -0.0088 

edu 0.0495 0.0750 0.6600 0.5100 -0.0976 0.1966 

lninc -0.0049 0.0083 -0.5900 0.5580 -0.0211 0.0114 

x1 0.1567 0.0301 5.2000 0.0000 0.0976 0.2158 

x2 0.0703 0.0247 2.8500 0.0040 0.0219 0.1186 

x3 0.0543 0.0868 0.6300 0.5310 -0.1158 0.2245 

x4 0.2654 0.1003 2.6500 0.0080 0.0688 0.4620 

x5 0.1895 0.0781 2.4300 0.0150 0.0364 0.3425 

_cons -0.9947 0.2141 -4.6500 0.0000 -1.4143 -0.5750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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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寵物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0555 0.0730 0.7600 0.4470 -0.0876 0.1986 

age 0.0001 0.0031 0.0400 0.9700 -0.0059 0.0061 

edu 0.0194 0.0780 0.2500 0.8040 -0.1336 0.1723 

lninc 0.0051 0.0085 0.6000 0.5450 -0.0115 0.0217 

x1 0.0795 0.0318 2.5000 0.0120 0.0171 0.1418 

x2 0.0138 0.0254 0.5400 0.5880 -0.0361 0.0636 

x3 -0.0167 0.0894 -0.1900 0.8510 -0.1919 0.1584 

x4 0.0200 0.0981 0.2000 0.8390 -0.1723 0.2122 

x5 0.2426 0.0776 3.1200 0.0020 0.0904 0.3948 

z1 0.2469 0.0398 6.2100 0.0000 0.1689 0.3248 

z2 -0.1650 0.0403 -4.0900 0.0000 -0.2440 -0.0860 

_cons -0.2122 0.2410 -0.8800 0.3780 -0.6846 0.26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8 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之結果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sex 0.3466 0.0730 4.7400 0.0000 0.2034 0.4897 

age -0.0156 0.0031 -5.1100 0.0000 -0.0216 -0.0096 

edu 0.0359 0.0768 0.4700 0.6400 -0.1145 0.1863 

lninc -0.0055 0.0085 -0.6500 0.5180 -0.0222 0.0112 

x1 0.1092 0.0314 3.4800 0.0010 0.0477 0.1706 

x2 0.0798 0.0256 3.1100 0.0020 0.0296 0.1300 

x3 0.0536 0.0888 0.6000 0.5460 -0.1204 0.2277 

x4 0.1775 0.1036 1.7100 0.0870 -0.0255 0.3805 

x5 0.1227 0.0806 1.5200 0.1280 -0.0354 0.2807 

z1 0.3740 0.0510 7.3300 0.0000 0.2740 0.4739 

z2 -0.1624 0.0401 -4.0500 0.0000 -0.2410 -0.0837 

_cons -1.4548 0.2604 -5.5900 0.0000 -1.9652 -0.9443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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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男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花卉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045 0.0070 -0.6400 0.5190 -0.0183 0.0092 

edu 0.0548 0.1775 0.3100 0.7580 -0.2932 0.4027 

lninc -0.0147 0.0232 -0.6300 0.5270 -0.0603 0.0309 

x1 0.0896 0.0710 1.2600 0.2070 -0.0496 0.2288 

x2 -0.0029 0.0584 -0.0500 0.9610 -0.1173 0.1116 

x3 -0.0037 0.2080 -0.0200 0.9860 -0.4113 0.4039 

x4 0.2374 0.1954 1.2100 0.2240 -0.1456 0.6203 

x5 -0.0025 0.1778 -0.0100 0.9890 -0.3509 0.3459 

z1 0.3438 0.0811 4.2400 0.0000 0.1848 0.5027 

z2 -0.2194 0.0995 -2.2100 0.0270 -0.4144 -0.0245 

_cons 1.1870 0.5787 2.0500 0.0400 0.0528 2.3212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10 男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056 0.0040 -1.4100 0.1580 -0.0134 0.0022 

edu 0.2578 0.1017 2.5400 0.0110 0.0585 0.4571 

lninc 0.0045 0.0127 0.3600 0.7210 -0.0203 0.0294 

x1 0.0488 0.0420 1.1600 0.2450 -0.0335 0.1311 

x2 0.0887 0.0340 2.6100 0.0090 0.0220 0.1554 

x3 0.0589 0.1213 0.4900 0.6280 -0.1790 0.2967 

x4 0.1818 0.1302 1.4000 0.1630 -0.0733 0.4369 

x5 0.0257 0.1076 0.2400 0.8110 -0.1852 0.2365 

z1 0.4627 0.0644 7.1900 0.0000 0.3365 0.5889 

z2 -0.0734 0.0545 -1.3500 0.1780 -0.1802 0.0335 

_cons -1.2882 0.3466 -3.7200 0.0000 -1.9675 -0.6089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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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男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寵物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014 0.0042 0.3300 0.7400 -0.0068 0.0096 

edu 0.1006 0.1062 0.9500 0.3430 -0.1075 0.3088 

lninc 0.0067 0.0132 0.5100 0.6090 -0.0191 0.0326 

x1 0.0984 0.0438 2.2500 0.0250 0.0126 0.1842 

x2 0.0355 0.0355 1.0000 0.3180 -0.0342 0.1051 

x3 -0.0253 0.1261 -0.2000 0.8410 -0.2725 0.2219 

x4 0.1357 0.1320 1.0300 0.3040 -0.1230 0.3944 

x5 0.2440 0.1091 2.2400 0.0250 0.0302 0.4578 

z1 0.2449 0.0602 4.0700 0.0000 0.1269 0.3628 

z2 -0.0743 0.0573 -1.3000 0.1950 -0.1866 0.0381 

_cons -0.6098 0.3517 -1.7300 0.0830 -1.2991 0.0795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12 男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152 0.0040 -3.8200 0.0000 -0.0229 -0.0074 

edu 0.0650 0.0991 0.6600 0.5120 -0.1293 0.2593 

lninc 0.0044 0.0127 0.3500 0.7290 -0.0205 0.0293 

x1 0.1124 0.0414 2.7100 0.0070 0.0312 0.1935 

x2 0.0727 0.0337 2.1600 0.0310 0.0066 0.1388 

x3 -0.0868 0.1201 -0.7200 0.4700 -0.3222 0.1487 

x4 0.2442 0.1344 1.8200 0.0690 -0.0191 0.5076 

x5 0.1083 0.1072 1.0100 0.3120 -0.1018 0.3185 

z1 0.4116 0.0739 5.5700 0.0000 0.2669 0.5564 

z2 -0.0671 0.0542 -1.2400 0.2160 -0.1732 0.0391 

_cons -1.4692 0.3609 -4.0700 0.0000 -2.1766 -0.7618 

資料來源：本研究 

 

 

 

 

 

 



 

 79

附表 13 女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花卉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156 0.0083 -1.8800 0.0600 -0.0318 0.0006 

edu -0.0475 0.2018 -0.2400 0.8140 -0.4431 0.3481 

lninc 0.0129 0.0193 0.6700 0.5030 -0.0249 0.0507 

x1 0.0839 0.0813 1.0300 0.3020 -0.0755 0.2433 

x2 0.0020 0.0660 0.0300 0.9750 -0.1274 0.1314 

x3 0.4182 0.2825 1.4800 0.1390 -0.1354 0.9718 

x4 -0.2347 0.2652 -0.8800 0.3760 -0.7546 0.2852 

x5 0.5306 0.1880 2.8200 0.0050 0.1622 0.8990 

z1 0.2418 0.0814 2.9700 0.0030 0.0822 0.4014 

z2 -0.1358 0.1034 -1.3100 0.1890 -0.3385 0.0669 

_cons 1.6845 0.6104 2.7600 0.0060 0.4882 2.8808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14 女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植物食品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110 0.0045 -2.4800 0.0130 -0.0198 -0.0023 

edu -0.1055 0.1144 -0.9200 0.3570 -0.3298 0.1188 

lninc -0.0261 0.0110 -2.3800 0.0170 -0.0475 -0.0046 

x1 0.0789 0.0456 1.7300 0.0840 -0.0105 0.1682 

x2 0.0867 0.0364 2.3800 0.0170 0.0153 0.1581 

x3 0.1198 0.1256 0.9500 0.3400 -0.1263 0.3660 

x4 0.2639 0.1466 1.8000 0.0720 -0.0234 0.5511 

x5 -0.0287 0.1127 -0.2500 0.7990 -0.2497 0.1923 

z1 0.4466 0.0585 7.6300 0.0000 0.3319 0.5612 

z2 -0.2411 0.0572 -4.2100 0.0000 -0.3533 -0.1290 

_cons -0.7049 0.3445 -2.0500 0.0410 -1.3800 -0.0298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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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女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寵物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021 0.0046 -0.4600 0.6460 -0.0111 0.0069 

edu -0.0613 0.1165 -0.5300 0.5990 -0.2897 0.1671 

lninc 0.0049 0.0112 0.4400 0.6630 -0.0170 0.0268 

x1 0.0699 0.0467 1.5000 0.1350 -0.0216 0.1615 

x2 0.0001 0.0372 0.0000 0.9990 -0.0728 0.0729 

x3 -0.0346 0.1280 -0.2700 0.7870 -0.2856 0.2163 

x4 -0.0833 0.1483 -0.5600 0.5740 -0.3740 0.2073 

x5 0.2277 0.1122 2.0300 0.0430 0.0077 0.4477 

z1 0.2491 0.0533 4.6700 0.0000 0.1447 0.3536 

z2 -0.2452 0.0580 -4.2200 0.0000 -0.3589 -0.1314 

_cons 0.2018 0.3409 0.5900 0.5540 -0.4664 0.8699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附表 16 女性樣本以模型二為架構使用 Probit 模型估計基因改造動物食品接受度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age -0.0173 0.0049 -3.5700 0.0000 -0.0269 -0.0078 

edu 0.0127 0.1233 0.1000 0.9180 -0.2289 0.2544 

lninc -0.0128 0.0116 -1.1100 0.2670 -0.0355 0.0098 

x1 0.1131 0.0486 2.3300 0.0200 0.0178 0.2085 

x2 0.0989 0.0403 2.4500 0.0140 0.0198 0.1779 

x3 0.2061 0.1330 1.5500 0.1210 -0.0547 0.4669 

x4 0.1094 0.1628 0.6700 0.5020 -0.2097 0.4285 

x5 0.0906 0.1247 0.7300 0.4670 -0.1538 0.3349 

z1 0.3449 0.0711 4.8500 0.0000 0.2055 0.4843 

z2 -0.2771 0.0616 -4.5000 0.0000 -0.3979 -0.1563 

_cons -1.1108 0.3861 -2.8800 0.0040 -1.8676 -0.3540 

資料來源：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