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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對全球各國經濟、社會及人民生活的影響甚鉅，並且進一步引

發人們心理的恐懼與焦慮對身體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全球暖化已成

為當今各國重要的議題。過往相關研究指出建築物為引起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因，為有

效改善建築物溫室氣體排放本研究旨在探討建康風險感知、環境態度、死亡焦慮及綠

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關係。首先，本研究試圖將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環境態度進行連結；其次，探討環境態度在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扮

演的中介機制；最後，檢驗死亡焦慮在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間的調節效

果。本研究以國軍官兵為調查對象，採用三階段調查方式總計回收 355 份有效問卷。

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所有的假設推設：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呈顯著正

向關係；健康風險感知與環境態度呈顯著正向關係；環境態度與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

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間具中介效果；死亡焦慮在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間扮

演調節角色；最後，研究結果有助於填補恐懼管理理論應用缺口，並且擴充親環境行

為意圖研究成果，為永續發展提出管理實務意涵。 

關鍵字：健康風險感知、環境態度、死亡焦慮、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恐懼管理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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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mpacts every country's economy,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s. It 

increases people's fear and anxiety, which harms their physical health. Every government 

has agreed on how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effectively. Previous research has pointed out 

that buildings are the leading caus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between health-risk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death 

anxiety, and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risk perceptions,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risk perception and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death anxiety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ree waves to 355 all-volunteer forces. All hypotheses supported and showed 

that the health-risk percep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 the mediate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death anxiety.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will fill a 

research gap in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expand research finding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propos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Health-Risk Perception, Death Anxiety, Environmental Attitude, Green Building 

Appearance Acceptance Intentions,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壹、緒論 

全球暖化致使關鍵資源永久喪失、乾旱和洪水、生態系統失衡、物種滅絕以及對

人類生命的威脅（McMichael, Woodruff, & Hales, 2006），對全球各國經濟、社會及人

民生活影響甚鉅。Gasparrini et al.（2017）亦指出，氣候變遷將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當在高溫室氣體排放的環境下，將提高人類的死亡率。另外，因極端高溫導致疾病發

生和死亡的風險信息透過媒體傳遞，亦加劇心理健康方面的壓力、恐懼與焦慮

（Haltinner & Sarathchandra, 2018）。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全球暖化成為當今重要的議

題（Máté, Novotny, & Meyer, 2021）。於此，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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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1 次締約方會議中，制訂「巴黎協定」增強氣候

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訂定全球總體氣候目標，並要求各國設定目標水平

（Rogelj et al., 2016）。我國相繼於 2015 年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2019 年 7

月發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為永續發展共同努力。相關研究指出，建築物占全球最

終能源消耗 36%，溫室氣體（GHG）占排放總量 39%，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

主因（GlobalABC/IEA/UNEP, 2020）。綠建築就是為減輕建築對環境、社會和經濟的重

大影響而提出的措施之一（Zuo & Zhao, 2014）。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20 世紀末許多

國家陸續推廣綠建築，制定了各種綠建築評價和認證體系（Sun et al., 2019）。我國亦

自 1999 年起，以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為主軸，提出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

（EEWH）與綠建築標章，執行迄今逾 20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9）。 

我國自 2012 年起為有效推展綠建築標章政策，強制經費五千萬元以上的公有新

建建築物須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統計至 2022 年 3 月評定通過「綠建築標

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已超過 10,511 件，台灣 EEWH 為僅次於美國 LEED 擁有

綠建築認證數量最多的國家。為支持我國政府政策發展及推動，國軍將綠建築標章制

度政策訂於「國防部軍事工程作業手冊」據以執行，另自 2017 年起為優化官兵生活品

質，軍事建築外觀轉型現代化，退去過往迷彩偽裝樣式，透過建築外觀造型及室內配

置的節能化、運用綠色建材實施裝修的「國軍營舍標準化設計原則」，針對老舊營區

（舍）全面實施新建，統計至 2022 年 3 月止，軍事建築通過「綠建築標章」或「候選

綠建築證書」案件達 356 件，其中取得生態範疇綠化量指標案件計 150 件，占國軍綠

建築案件 42.1%，所謂綠化量指標就是利用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以及屋頂、陽台、外

牆、人工地盤上之覆土層來栽種各類植物的方式，國軍在該指標得分大多採於建築四

周綠地種植喬、灌木、草花方式。Eumorfopoulou and Kontoleon（2009）指出，植被是

使建築更具永續性的一種重要的建築材料，綠色屋頂或綠色牆壁將植被整合到建築物

中，可增加建築物的生態與環境效益。根據氣候類型以及建築物上植被的數量和位置，

可節能 35%到 90%不等（Alexandri & Jones, 2008）。降低建築整體空調負荷、減少能

源使用，改善室內和室外氣候及美觀，減少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氮等溫室氣體排放、

減少城市熱島效應以及為鳥類和昆蟲創造棲息地來增加生態價值（Park et al., 2015）。

因此，建築物具備生態外觀可進一步減緩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然

而在國軍推動綠建築政策時，建築外觀鮮少採用環境共生、生態永續植被方式的設計。

本研究基於植物會採取外觀匹配環境顏色的偽裝方式，保護自己免受敵人的傷害（Niu, 

Sun, & Stevens, 2018），故引發本研究思考，國軍為遂行戰鬥任務，固守集權及階級體

制的特殊組織（Fenell & Fenell, 2008）。在支持政府永續發展政策的推動上，軍事建築

物外觀在植被的選用上，能否採用與周圍環境融合、擬態展現的設計，讓軍事建築物

兼具環境永續及國防任務偽裝需求的特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AE%A4%E6%B0%A3%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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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冀求「國防」及「環境永續」議題之平衡點，探討國軍官兵的軍事

建築物外觀，採用兼具環境永續及偽裝效果的綠建築外觀設計，面對氣候變遷及全球

暖化的死亡威脅下，帶來的健康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官兵的環境態度以及對綠建築外

觀的接受意圖？並運用恐懼管理理論（TMT），由死亡威脅引起人們內心的死亡焦慮，

對其思想、情感、動機和行為各方面產生影響之觀點（ Pyszczynski, Solomon, & 

Greenberg, 2015）。探究死亡威脅伴隨而來的死亡焦慮能否強化環境態度對意圖的影

響？此外，在理論的運用上，顏志龍（2012）；Pyszczynski et al.（2015）指出，恐懼管

理理論鮮少運用於亞洲地區之研究。在氣候變遷相關研究上，Dalby（2017）指出，氣

候變遷的風險判斷不僅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差異，在同一國家的個體之間也存在很大

差異。梳理過往氣候變遷健康風險感知相關文獻多數以西方國家地區民眾為調查對象

（Xie, Brewer, Hayes, McDonald, & Newell, 2019；Kinney, 2018；Akompab et al., 2013），

鮮少於亞洲地區或特定群體內個人的角度實施探討。因此，本研究除可擴充氣候變遷

健康風險感知相關研究文獻亦可填補過往恐懼管理理論之研究缺口。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一、理論觀點 

恐懼管理理論由 Greenberg, Pyszczynski, and Solomon（1986）提出，理論認為人

類能領悟到自身的脆弱性及終會死亡的事實，這種對死亡不可避免性的認識，對人們

的思考、感受和行為方式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Maxfield, Pyszczynski, & Solomon, 

2013）。因此人類建立文化世界觀，將自身世界描述為一個安全、有秩序、穩定及可控

制的地方，視生命具有意義、價值、目的和永恆性，並且以某種描述方式超越死亡，

無論是字面上的還是象徵性的，以實現不朽的可能性及希望。透過對現實的共同信念、

觀點和價值觀，而成為防衛死亡焦慮與恐懼的保護傘，因此人們要求自身的行為必須

符合這樣的文化世界觀，將死亡概念化為可以通過保持警惕和良好的生活來延緩，進

而改善死亡焦慮與恐懼（Bassett, 2007）。而自身所處文化世界觀的觀點和標準則內化

在自我的價值感上（Greenberg, Vail, & Pyszczynski, 2014）。自我的價值感在該理論中

稱為自尊，它是個人心理安全首要的基礎，並與文化世界觀一起作為對抗死亡焦慮的

心理緩衝，當自身達到所處文化世界觀價值標準時，就會獲得自尊，心理上就會感到

滿足和安全，並相信自己是文化中有價值的成員（Pyszczynski, Lockett, Greenberg, & 

Solomon, 2021）。該理論通過近端和遠端防禦兩個不同的系統來管理死亡焦慮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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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Pyszczynski et al., 2015）。當個體的生存受到威脅並更接近死亡的發生時，死亡意

識引起的焦慮感會在他們內心上升（Singla, Mehta, & Mehta, 2021）。當死亡的想法在

意識上正威脅提醒自己死亡時，近端防禦會被激活抑制這種想法，通過直接否認對可

能致命事物的風險或從事更健康的行為手段，將死亡想法從關注的注意力上移開，將

死亡的發生推向更遙遠的未來。另外，當死亡焦慮感處於意識的邊緣時，遠端防禦會

被激活，人們會為了保護及防衛自己所處的文化世界觀，則專注對文化世界觀的信念，

要求自身行為必須符合文化標準及服從規範，不去接受違反規範的行為及他人對自己

文化的批評，並且更努力追求自尊（Pyszczynski et al., 2021）。以降低死亡威脅的可及

性，減緩焦慮與恐懼（Arndt et al., 2009）。恐懼管理理論已成為人類動機的廣泛理論

（Solomon, Greenberg, & Pyszczynski, 1991）。可適用在各個領域（Rahimah, Khalil, 

Cheng, Tran, & Panwar, 2018）。 

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帶來的威脅，將導致疾病發生及提高人類的死亡率，加劇

身體健康的負面影響。Haltinner and Sarathchandra（2018）進一步指出將引起人們心理

的死亡焦慮，其中氣候變遷原因和後果的信息將會使人們對於氣候變遷有更高的風險

感知（Dong, Hu, & Zhu, 2018），進而影響關心自然環境的態度及行為（Wolfe & Tubi, 

2019）。因此，死亡焦慮程度較高的人會強化親環境的態度和行為指標（Fritsche, Jonas, 

Kayser, & Koranyi, 2010）。故本研究為探討國軍官兵對於軍事建築物外觀，採用兼具

環境永續及偽裝效果的綠建築外觀設計意圖，在面對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

下，帶來的健康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環境態度以及對綠建築外觀的接受意圖？伴隨而

來的死亡焦慮能否強化環境態度對意圖的影響？  

二、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關係  

風險感知是個人憑直覺判斷和評估與特定暴露或危害相關風險水平的方式

（Wang, Wang, Ru, & Li, 2019）。然而就氣候變遷的背景而言，健康風險感知是指暴露

於氣候變遷引起的污染源及危害對人類健康造成損害的機率（Dong et al., 2018）。例

如溫室氣體排放正在改變全球範圍內的氣候模式，極端高溫將增加人類死亡率、發病

率、生態變化、降水模式變化引起的食安風險、沿海地區生計中斷，為人類帶來身體、

心理和經濟的負面風險（IPCC, 2014）。對人類負面的影響將隨著進一步變暖而增加

（Lacroix & Gifford, 2018）。氣候變遷原因和後果的信息會使人們擁有更高的風險感

知（Dong et al., 2018）。風險引起的過度恐懼及增強的風險感知將影響行為（Chaffee 

& Roser, 1986）。它是預測行為意圖方面重要的因素（O’Connor, Bard, & Fisher, 1999）。

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市場過程、個人行為、新風險證據的評估以及誠信和信任（Vertinsky 

& Wehrung, 199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50921002335?casa_token=TQ6vvAKdjCAAAAAA:kpY4i8hClKcyNP0WXxJyLznlPrY6WZjQF70KUS4aeGgRwgM15gC6VvsdGXt9cCVriu-TPYgyZWk#bib006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50921002335?casa_token=TQ6vvAKdjCAAAAAA:kpY4i8hClKcyNP0WXxJyLznlPrY6WZjQF70KUS4aeGgRwgM15gC6VvsdGXt9cCVriu-TPYgyZWk#bib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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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mehr, Yazdanpanah, and Baradaran（2021）指出，環境風險相關的擔憂可以成

為氣候變遷行為和功效的相關預測指標，因此當人們具有高風險感知時，其個人更能

意識到氣候變遷給他們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從而影響他們採取氣候行動（採取緊急

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意願（O’Connor et al., 1999）。然而，基於建築物是

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主因，故綠建築為降低建築物對環境、社會和經濟重大影

響的重要改善措施（Zuo & Zhao, 2014）。綜上所示，氣候變遷對世界各國經濟、生活、

健康的危害與影響甚鉅，故當軍事建築物能兼具環境永續並具備國防任務偽裝需求的

綠建築外觀設計，有效減緩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為身體及心理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此，國軍官兵的健康風險感知，將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產生積極正向的影響，提

出假設 1。 

H1：健康風險感知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三、健康風險感知與環境態度之關係  

風險感知和態度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它影響環境態度，並具有預測環境態度的

關係（Mou, Shin, & Cohen, 2017）。環境態度是個人關心自然環境的傾向，反映人們支

持或反對、喜歡或不喜歡環境或與環境有關的事物的態度、觀點或信念（Chang, Chen, 

& Huang, 2021）。Sadiq, Adil, and Paul（2022）研究亦指出，環境關注和健康關注是決

定親環境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與健康相關的問題確實對環境態度產生積極顯著影

響。Wolfe and Tubi（2019）另指出，個人接觸有關氣候變遷風險的訊息將產生死亡意

識和可預測的認知可及和不可及的防禦，從而影響環境態度和行為。然而隨著世界各

地已發生或預計將發生的災害信息持續提高，個人對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也隨之提

高。當個體的生存受到威脅並更接近死亡的發生時，死亡意識引起的焦慮感會在他們

內心上升（Singla et al., 2021）。也就是說，在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下，當個

人感知到健康遭受損害威脅的風險越高，亦使死亡意識引起的焦慮感就會在內心持續

上升，為了緩解這樣的焦慮感，就會對環境及健康表現出更強烈的關注態度，進而從

事親環境行為。因此本研究推論，國軍官兵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個人

的健康風險感知越高，將對環境及健康表現出更強烈的關注態度，故提出假設 2。 

H2：健康風險感知對環境態度具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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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態度之中介效果 

在氣候變遷及全球變暖的死亡威脅下，死亡焦慮感隨之上升，對人類身體及心理

健康帶來的負面後果。隨著人們環保意識和關注度日趨高漲，導致更強烈的環境態度

並對行為產生影響（Verplanken, 2018）。故環境態度為親環境行為的重要預測指標前

因（Johnson, Bowker, & Cordell, 2004）。Tian, Zhang, and Li（2020）研究表示，親環境

態度會正向預測組織需要的員工綠色行為和自願的員工綠色行為。Dhir, Sadiq, Talwar, 

Sakashita, and Kaur（2021）亦表示，環境態度部分中介了環境知識與綠色產品購買行

為的關係。在氣候變遷的狀況下，親環境態度會影響氣候變遷所採取的應對行動意願

（O’Connor et al., 1999）。因此本研究推論，當國軍官兵意識到氣候變遷及全球變暖的

死亡威脅時，會感到心理或身體健康受到威脅，進而產生健康風險的感知，對環境關

心的態度將更積極正向支持對氣候變遷所採取的應對行動意願，故提出假設 3。 

H3：環境態度會正向中介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關係。 

五、死亡焦慮之調節效果 

當人們在想到死亡與死亡過程有關的任何事情威脅時，將會產生一種擔心或恐懼

的感覺，即是死亡焦慮（Pandya & Kathuria, 2021）。它是由個人對死亡顯著性（死亡

威脅）意識的增強引起的，例如可透過壓力環境（例如戰爭或不可預測的情況經歷）、

危及生命疾病的診斷及事件的經歷，以及死亡和垂死的經歷所引起（Lehto & Stein, 

2009）。也就是說，死亡威脅的意識越高，死亡焦慮就會隨之引起及提高。它會強化個

人的態度和行為，這可以反映在個人對物質佔有（Rahimah, Khalil, Dang, & Cheng, 

2020），和健康的態度（Taubman-Ben-Ari & Findler, 2005）。而健康具有使人們思考死

亡的不同潛力（Goldenberg & Arndt, 2008），當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時，對人們身體將產

生負面影響，面對高溫氣體的排放下，將會加速人類死亡的發生及死亡率的上升

（Gasparrini et al., 2017），此將引起人們心理的恐懼與焦慮（Haltinner & Sarathchandra, 

2018）。而 O’Connor et al.（1999）研究指出，親環境態度會影響氣候變遷所採取的應

對行動意願。Vail and Juhl（2015）指出，當人們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並促進他們自

己和他人之間的身體、社會和心理健康的方式來改善存在的問題時，就會產生積極的

恐懼管理，它可能會對個人身體健康的改變、對社會團體和社區的認同和參與、親社

會價值觀和親環境行為產生影響。當親環境規範對於環境的幫助相當重要並且存在個

人死亡威脅時，死亡焦慮程度較高的人會強化親環境的態度和行為指標，因此，如果

人們將自我價值建立在環境永續發展上，死亡威脅可以強化親環境的態度和行為

（Fritsche et al., 20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50921002335?casa_token=TQ6vvAKdjCAAAAAA:kpY4i8hClKcyNP0WXxJyLznlPrY6WZjQF70KUS4aeGgRwgM15gC6VvsdGXt9cCVriu-TPYgyZWk#bib007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50921002335?casa_token=TQ6vvAKdjCAAAAAA:kpY4i8hClKcyNP0WXxJyLznlPrY6WZjQF70KUS4aeGgRwgM15gC6VvsdGXt9cCVriu-TPYgyZWk#bib007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50921002335?casa_token=TQ6vvAKdjCAAAAAA:kpY4i8hClKcyNP0WXxJyLznlPrY6WZjQF70KUS4aeGgRwgM15gC6VvsdGXt9cCVriu-TPYgyZWk#bib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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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et al.（2021）指出，過往研究已經確定死亡威脅會增強親社會態度和採用健

康的生活方式以減少死亡恐懼。當擁有死亡威脅意識時，健康的決策和行為受到近端

防禦的指導以減少對死亡的焦慮，例如多運動、使用防曬和進行篩檢、樂觀或對行為

功效的信念，以有效減輕健康問題（Morris, Goldenberg, Arndt, & McCabe, 2019），當

缺乏這些應對方案時，可能會通過避免或否認健康威脅來回應有意識的死亡威脅感

（Cooper, Goldenberg, & Arndt, 2010）。另外，當死亡威脅感處於意識的邊緣時，與健

康相關的決定是由有關自我象徵價值的遠端防禦所指導。例如，當吸煙者查看有關吸

煙後果的相關公告時，會產生更高的戒菸意圖（Arndt et al., 2009）。因此本研究推論，

當面對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國軍官兵的死亡焦慮感越強，將會強化環境

態度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影響，故提出假設 4。 

H4：死亡焦慮會強化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的關係；意即，當死亡焦慮較

高時，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的正向關係會增強。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施測方式 

過往在恐懼管理理論的運用及氣候變遷有關的健康風險感知研究上，鮮少以亞洲

地區及軍事單位的樣本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國軍官兵為樣本，探討官兵面對氣候

變遷及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下，帶來的健康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的環境態度以及對綠

建築外觀的接受意圖？死亡威脅伴隨而來的死亡焦慮能否強化環境態度對意圖的影

響？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研究採實體問卷填答方式，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

以「時間場域隔離法」實施問卷發放，共計區分三階段，每階段間隔 7 天。共計發放

450 份問卷，回收 410 份，有效樣本 335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 81.7%。受測者基本資

料分析如下：(1)性別：男性計 283 人（84.5%），女性計 52 人（15.5%），以男性為多

數；(2)年齡：18~30 歲計 277 人（82.7%），31~46 計 58 人（17.3%）；(3)教育程度：大

學計 157 人（46.9%），高中職（含）以下計 138 人（41.2%），專科 32 人（9.6%），研

究所 8 人（2.4%），以大學為多數；(4)婚姻：已婚 56 人（16.7%），未婚 279 人（83.3%），

以未婚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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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衡量工具 

本研究變數翻譯自國外原文量表，並透過專家學者針對研究議題之組織特性進行

語意內容之修改及調整，除了健康風險感知及國軍社會責任採 Liker 五點尺度衡量（1

＝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其他量表均採 Liker 七點尺度（1＝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 

(一) 健康風險感知 

參考 Wang et al.（2020）所發展出的健康風險感知（Health-Risk Perception）量表，

「這個部分是想瞭解您針對環境對身體及心理健康影響的想法與認知」作為指導語，

题目共 4 題，題目如下：(1)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非傳統安全

威脅，會威脅個人的身體健康；(2)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非傳

統安全威脅，會導致負面情緒；(3)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非傳

統安全威脅，會導致憂鬱症等心理疾病；(4)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和生態惡

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會威脅個人心理健康。此研究變數在第一階段（D 日）進行問

卷收集，Cronbach’s α 值為.913。 

(二) 環境態度 

參考 Chang et al.（2021）所發展出的環境態度（Environmental Attitude）量表，

「這個部分是想瞭解綠建築生態外觀設計的態度」作為指導語，題目共 3 題，題目如

下：(1)綠建築的生態外觀設計提供綠化環境、降低室內溫度及展現偽裝能力，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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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的營舍方案；(2)綠建築的生態外觀設計營舍方案提供綠化環境、降低室內溫度

及展現偽裝能力，讓我印象非常好；(3)我曾經看過具綠化環境、降低室內溫度及偽裝

能力的綠色建築設計方案，感受非常好。此研究變數在第二階段（D＋7 日）進行問卷

收集，Cronbach’s α 值為.927。 

(三) 死亡焦慮 

參考 Rahimah et al.（2018）所發展出的死亡焦慮（Death Anxiety）量表，「這個部

分是想瞭解您對於面對死亡議題的感受」作為指導語，題目共 5 題，題目如下：(1)當

我想到生命的短暫時，我就會感到不安；(2)我對為國捐驅的意義來說，整體抱持正向

的想法；(3)隨著自己年齡老去，我越來越關心死亡的議題；(4)當自我成就目標達成後，

此生足以，死而無憾；(5)人終究會死亡，所以我幾乎不擔心。此研究變數在第二階段

（D＋7 日）進行問卷收集，Cronbach’s α 值為.703。 

(四) 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參考 Han and Hyun（2017）發展出的有意參觀對環境負責的博物館（Intention to 

visit a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museum）量表，「這個部分是想瞭解您對於綠建築

生態外觀設計接受的情形」作為指導語，題目共 5 題，題目如下：(1)未來我願意居住

在具有生態保護並兼顧軍事設施偽裝效果的生態外觀設計的兵舍；(2)當有多個綠色建

築兵舍方案選擇時，我會選擇對人和環境危害較小且兼顧偽裝效果的綠色生態外觀設

計方案；(3)為了環境和生態保護並兼顧軍事設施偽裝效果，我認同採用綠色建築的生

態外觀設計。此研究變數在第三階段（D＋14 日）進行問卷收集，Cronbach’s α 值為.951。 

(五) 控制變數 

1. 軍隊文化：特定的文化價值觀會影響信念和態度，進而影響行為（McCarty & Shrum, 

2001），然而，軍隊文化是一種強文化的集體主義文化。成員具有高度重視紀律、服

從、勇氣、信任和自我犧牲職業精神（Collins, 1998）。成員行為受到群體規範、職

責、一致性和義務的指導（Triandis, 1995）。因此國軍官兵的環境態度及綠建築外觀

接受意圖將會受到軍隊文化的影響。本研究係探討官兵個人對於氣候變遷、全球暖

化、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威脅個人的健康風險感知影響環境態

度及進而影響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心理機制過程，故以軍隊文化作為控制變數，

參考修改自 Ozer et al.（2008）及 LaValley（2013）所發展出的軍隊文化（Military 

Culture）量表，題目共 9 題，「這個部分是想瞭解您對於軍中文化的感受與認知」作

為指導語，題目如下：(1)單位在軍事整備訓練與作戰演習任務上具有強烈連貫性；



144 商管科技季刊 第二十四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二年 

 
 

(2)單位指揮體系能有效的解決問題；(3)單位官兵彼此相互協調配合、團結一致；(4)

部隊管理上能及時正確地告知所屬有關各項守則，法規及其適用情況；(5)我們對單

位的作戰任務目標能清楚瞭解；(6)單位新進人員可以很容易地融入現有的單位；(7)

在單位我可以「實話實說」；(8)單位主官無法容忍不誠實或不道德的行為；(9)領導

幹部對部屬犯錯有容忍的空間。此研究變數在第一階段（D 日）進行問卷收集，

Cronbach’s α 值為.962。 

2. 國軍社會責任：相關文獻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執行的成效能提升員工與組織之間契

合度並且使員工更認同現有的工作（Guan & So, 2016）。而 Paruzel, Klug, and Maier

（2021）研究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的行為與態度均具有顯著影響。因此，綠

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親環境政策亦是國軍對社會責任履行的表現，會使官兵更認同

自己在國軍這個組織的工作，影響其行為與態度。故本研究以國軍社會責任作為控

制變數，參考修改自 Maignan and Ferrell（2001）；李庭閣、費吳琛與張鈞復（2021）

所發展出的國軍社會責任（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量表，題目共 8 題，「這

個部分是想瞭解您從事履行社會責任如救災、公益活動等的想法與看法」作為指導

語，題目如下：(1)單位嚴謹掌握任務執行之成效；(2)單位為建軍備戰建立長期的發

展策略；(3)單位要求各級官兵依法行政確遵各項法律的相關規範；(4)單位確遵招募

規範並維護同袍應有權益；(5)單位對於「可公開」的資訊，能正確提供或完整揭露

給相關單位及人士；(6)單位領導者皆會關心、提醒我們的執行工作所帶來的失敗後

果；(7)單位支持官兵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8)我們單位會主動與周邊機

關、社區及學校建立起良好敦親睦鄰關係（例如推廣多元社團活動，官兵自發性號

召同袍成立「愛心志工社」，從事關懷照顧及熱心捐款）。此研究變數在第一階段（D

日）進行問卷收集，Cronbach’s α 值為.925。 

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 1 所有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皆符合標準；另本研究採 Harman’s 單

因子檢驗法進行檢定，檢視變異量為 28.070%小於 50%標準，顯示未具有嚴重的共同

方法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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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與 Pearson’s 相關係數 

變數名稱 Mean SD 1 2 3 4 5 6 

1 軍隊文化 4.822 .922 (.880)      

2 國軍社會責任 3.718 .712 .198** (.815)     

3 健康風險感知 3.886 .718 .070 .399** (.935)    

4 環境態度 5.001 .951 .152** .241** .197** (.687)   

5 死亡焦慮 4.421 .886 .057 .087 .123* .357** (.687)  

6 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4.813 1.080 .457** .171** .139* .190** .205** (.955)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λ 值、CR 及平均變異萃取量（AVE）等三項指標，除死

亡焦慮 AVE 值略低，餘變數皆達標準值（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 2）。 

三、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 AMOS25 版軟體進行理論模型與假設驗證，結果分析情形（如圖 2）

得知，本研究模型適配度良好（Chi-square / df＝1.883、GFI＝.965、CFI＝.991、TLI

＝.987 和 RMSEA＝.051），各路徑效果皆具有顯著性，健康風險感知對環境態度（p

＜.01，標準化直接效應＝.175）表現出正向影響、環境態度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p

＜.01，標準化直接效應＝.173）表現出正向影響、健康風險感知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

圖（p＜.05，標準化直接效應＝.118）表現出正向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支持 H1 和 H2。

因此，健康風險感知對環境態度、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具有正向和積極的影響。 

四、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以拔靴法 5,000 次 95%的信賴區間執行中介效果驗證，並計算信賴區間上

下邊界值，進一步驗證間接效果是否顯著（Preacher & Hayes, 2008），由表 3 得知：(1)

環境態度在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具有中介效果（標準間接效應

＝.043，p＜.05；不包括在 95%信賴區間內），(2)健康風險感知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具有正向效果（標準間接效應＝.166，p＜.05；不包括在 95%信賴區間內），也就是說

環境態度在健康風險感知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假設 H3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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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 df＝1.883、GFI＝0.965、CFI＝0.991、TLI＝0.987 和 RMSEA＝0.051 

Note：*p＜0.05，**p＜0.01，***p＜0.001 

圖 2 路徑分析結果圖 

表 2 各變數題項收斂效度指標  

變項名稱 題項 α λ 值 CR AVE 

軍隊文化 1-9 .962 .816~.912 .969 .774 

國軍社會責任 1-8 .925 .672~.859 .940 .664 

健康風險感知 1-4 .913 .732~.944 .939 .796 

環境態度 1-3 .927 .904~.950 .954 .873 

死亡焦慮 1-5 .703 .478~.787 .8113 .472 

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1-3 .951 .944~.960 .969 .911 

表 3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表  

路徑 
路徑 

效果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Bootstrapping 

S.E. Z 

Bias-Corrected 

95% CI 

Percentile 

95% 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健康風險感知→綠建築外觀
接受意圖 

.166 .081 2.049* .001 .323 .006 .328 

健康風險感知→環境態度→

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043 .021 2.048* .012 .098 .00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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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節效果分析 

本研究為了檢驗死亡焦慮的調節效果，避免量測誤差的影響，直接檢驗調節效果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控制變數中的軍隊文化與國軍社會責任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

的關係，表明國軍社會責任未具有顯著相關（β＝.145，p＞.05），而軍隊文化具有顯著

相關（β＝.151，p＜.05），這意味著軍隊文化會影響到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其次，自

變數中的環境態度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關係，獲得正向效果（β＝.063，p＞.05）。

最後，環境態度與死亡焦慮的交互作用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之關係，具有顯著的正

向效果（β＝.041，p＜.01）。進一步透過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如圖 3），得知低死亡

焦慮對於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的關係影響較為平緩，而高死亡焦慮會強

化環境態度與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間的正向關係。故 H4 獲得支持。 

六、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有假設皆成立，路徑效果分析如表 4 所示。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軍官兵為研究對象，冀求「國防」及「環境永續」議題平衡，

運用恐懼管理理論觀點探討官兵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心理機制的影響過程，提出 4

點假設推論均獲得支持，第一，健康風險感知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正向影響效果

成立，表示官兵對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確實能引起健康風險感知進而影響綠建築外觀

接受意圖；第二，健康風險感知對環境態度的正向影響效果成立，表示官兵的健康風

險感知程度能影響對環境的態度；第三，環境態度的部分中介效果成立，表示官兵除

外在威脅引起的健康風險感知外，另可透過環境態度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產生正向

影響；第四，死亡焦慮的調節效果成立，這意味官兵個人對於死亡威脅伴隨的死亡焦

慮會強化環境態度對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影響。依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理論

與實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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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 

表 4 路徑效果分析表 

路徑 係數 假設 

直接效果路徑 

健康風險感知→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H1） .166* 成立 

健康風險感知→環境態度（H2） .220** 成立 

間接效果路徑 

健康風險感知→環境態度→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H3） .043* 成立 

調節效果路徑 

環境態度×死亡焦慮→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H4） .047** 成立 

註：*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一、理論意涵 

(一) 揭示親環境政策接受意圖成功關鍵，擴大氣候變遷相關健康風險感知研究領域  

過往氣候變遷健康風險感知相關文獻鮮少於亞洲地區及軍事單位的樣本進行研

究，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軍官兵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帶來的死

亡威脅，對於遂行戰鬥任務為導向的國軍官兵來說，引起的健康風險感知對環境態度

和綠建築外觀接受意圖的影響，同過往 Verplanken（2018）；O’Connor et al.（1999）健

康風險感知對態度及行為意圖的研究結果，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可知，官兵對

於軍事建築物採用綠建築外觀的親環境政策接受程度，可透過健康風險感知程度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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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揭示親環境政策成功關鍵，並擴大氣候變遷健康風險感知的研究領域。 

(二) 填補亞洲地區理論研究缺口，揭露國軍死亡威脅心理防禦機制  

顏志龍（2012）；Pyszczynski et al.（2015）指出，恐懼管理理論鮮少運用於亞洲

地區之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恐懼管理理論之觀點，探討官兵平日居用的軍事建築物採

用綠建築外觀，如可有效減緩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面對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背景下，伴隨而來的死亡焦慮產生的防禦機制，能否強化環境態

度對軍事建築物具備綠建築生態外觀接受意圖的影響？研究結果說明，官兵會因自己

或親人可能因氣候變遷全球暖化而加速死亡的發生而產生死亡焦慮，死亡焦慮的程

度，會強化對環境的正向態度，進而對軍事建築物採用綠建築生態外觀接受意圖產生

正向影響。與過往研究結果一致，親環境規範對於環境的幫助相當重要並且存在死亡

威脅時，死亡焦慮程度較高的人會強化親環境的態度和行為指標（Fritsche et al., 2010）。

本研究亦填補恐懼管理理論運用於亞洲地區理論之研究缺口。  

(三) 擴張親環境行為意圖研究標的，拓展綠建築發展領域研究  

過往有關綠建築相關研究，鮮少探討人們對綠建築接受意圖的心理機制。本研究

運用恐懼管理理論並從國軍官兵個人對於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死亡威脅引起的健康

風險感知為出發，加入環境態度的中介效果來擴展研究架構，發現健康風險感知能直

接對綠建築生態外觀接受意圖產生正向影響，而亦能透過環境態度的部分中介效果對

綠建築生態外觀接受意圖產生正向影響，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死亡焦慮對綠建築生

態外觀接受意圖的心理機制具有調節效果，為親環境行為研究領域擴張有關綠建築的

研究標的。 

二、實務管理意涵 

(一) 提升公眾環境風險感知，強化綠建築政策內容推動  

在政府層面，公務部門是政策制定的推崇者（Dahlsrud, 2008）。可加強綠建築政

策內容的推動，要求公共建築除採節能設計及運用綠色建材外，外觀採用植被設計以

進一步減緩建築物對全球暖化的負面影響。然而氣候減緩影響政策的有效推動，其中

強大障礙是塑造人們思想、偏好和行為的社會心理因素（Lorenzoni & Whitmarsh, 

2014）。這些因素決定人們氣候的風險感知、應對風險的意願以及支持或抵制政策的程

度（Brügger, Dessai, Devine-Wright, Morton, & Pidgeon, 2015）。當政策具有社會和環

境效益時，人們會更加願意採取環保行動（Kwon, 2022）。因此，可透由報章媒體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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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高公眾對氣候影響的基礎素養，強化公眾風險感知，增強環境意識氛圍，讓公

眾理解參與和支持氣候影響減緩行動或政策至關重要。另將綠建築政策對環境暖化減

緩的績效出具相關施政報告公諸於眾，提升公眾對政策的認同與支持，使永續發展目

標推動更加順遂。  

(二) 強打綠色外觀形象，提升綠色競爭優勢 

在企業產業層面，當今氣候變遷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企業需對環境永續發展做

出反應（Li, Fuseini, Tan, & Sanitnuan, 2022）。並且拓展綠色市場的營運以因應這股綠

色浪潮（Chang & Hung, 2022）。因此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除內部營運外，更可將

綠建築生態外觀表現在企業建築外部形象，顯示對政府政策的支持與永續發展的重

視，並納入企業責任報告書中說明，形塑企業正向形象和聲譽，創造企業綠色競爭優

勢。 

(三) 彰顯國軍社會責任形象，爭取利害關係人肯定及支持  

在軍事管理層面，國防是軍隊的核心任務，在支持國家永續發展綠建築政策工作

的推展上，平日居用的軍事建築物外觀可採用兼具環境永續及偽裝效果的綠建築外觀

設計，除可彰顯環境永續的綠色形象，強化民眾、官兵對國軍的肯定與支持，在國防

上又能兼具偽裝效果，取得國防及環境永續之平衡。此外，環境態度會影響組織成員

的環境行為和永續發展政策的績效（Shoaib, Nawal, Zámečník, Korsakienė, & Rehman, 

2022），因此可於平日實務工作中向官兵灌輸永續發展的知識、提升環境素養，強化環

境風險感知與態度，讓官兵認知到永續發展工作的推動是任務更是對於環境的責任，

使官兵對於綠建築政策接受的心理機制與國家政策目標一致，俾利政策推動順遂。  

(四) 推動國軍永續管理發展，建立完善培訓整備政策  

在配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執行上，國軍平日肩負繁重之戰備演訓及行政事務工

作，然而面臨軍事建築物採用綠建築外觀設計的永續發展政策，推動過程從計畫撰擬、

植被選用、設計規劃、保養維護等多面向的專業工作，恐造成內部各級承辦人員專業

涵養不足外，除肩負既有繁重業務及任務，又需面對全新之業務，將造成人們抵抗排

斥的心態，因此政策單位需多方考量，先期完成承辦人員專業教育與培訓及向單位推

廣永續發展政策對環境、國家、個人之益處，降低負面聲量及心態，俾利政策推動順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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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與限制 

本研究尚有一些限制並提供未來研究建議方向，首先囿於時間與成本考量，研究

資料屬橫斷面，然而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與人們感知的風險具有相當複雜性，建議

後續研究可使用縱斷面資料進行變數間因果關係的假設驗證。其次，研究結果顯示，

國軍官兵在死亡焦慮變數的測量上，AVE 值為 0.472，收斂效度稍顯微弱，建議未來

可採用不同樣本進行此變數的測試。最後，本研究是以個體層次的健康風險感知為出

發，探討與環境態度、親環境意圖之影響。然而，環境態度植根於價值觀，亦會受到

組織文化價值觀的影響（Dunlap, Grieneeks, & Rokeach, 2019），因此，未來研究可提

升至團體層次，探討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組織文化或軍隊文化對環境態度的中介效

果影響，豐富綠建築領域各層次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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