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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消費行為 

與生活型態調查研究 

張嫈婉、簡相堂 

 

摘  要 

為了解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購買態度和消費行為，本所於今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間，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5 個直轄

市及台灣省 15 個縣市之 15 歲至 79 歲民眾為研究對象，進行 1,200 份問巻調

查(調查概要詳如附件)，以了解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之認知與看法、常購買

類型、購買動機、購買通路、購買考量因素及重視的功能訴求等，期藉此勾勒

出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消費行為輪廓。  

在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看法方面，民眾普遍認為保健食品係未來的趨勢產

品，保健食品不應只是膠囊錠劑型態，應含蓋更多元的食品型態。台灣消費者

對具食品型態保健食品的接受度相當高，開發更多元化的保健食品型態具市場

發展潛力。此外，消費者認為保健食品對健康有好處，目前市場上不同功效訴

求的保健食品種類已相當豐富，但對保健食品知識與資訊等認識度仍有待加

強，顯示保健食品市場在消費者溝通、健康知識宣導等仍待加強。  

在保健食品消費行為方面，本研究調查發現消費者對「健康食品」認證的

知悉度高，但對其與「保健食品」之差異性了解程度相對較低。超過半數消費

者偏好購買健康食品認證的產品，特別是女性、已婚、個人每月飲食支較高的

消費者。多數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的動機為平日保養與預防疾病等預防勝於治



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調查研究 

 2
食 品 所 I T I S 報 告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療的觀念，而功效訴求是否符合本身需求為購買的首要考量，維生素、鈣、益

生菌及膠原蛋白為消費者較常購買的原料種類。另，本調查發現 2012 年消費

者對保健食品型態的接受度趨向多元化，對錠劑型態保健食品的偏好度提升。

飲品為消費者接受度最高的食品型態保健食品，可能與其便利性、易添加等因

素有關。「腸胃保健」、「改善骨質疏鬆」及「抗疲勞」食品型態保健食品重視的

前三大功能訴求；「抗疲勞」、「免疫調節」及「改善骨質疏鬆」膠囊錠劑型態保

健食品的前三大功能訴求。  

在五大生活型態族群之保健食品消費行為方面，本調查發現，資訊美食族

及外食享樂族對保健食品的認知與知識了解較深，近八成資訊美食族及外食享

樂族知悉保健食品認證；近五成資訊美食族了解健康食品與保健食品的差異。

烹調美食族及資訊美食族曾食用各式保健食品(含食品型態及膠囊錠劑)的比例

與每天食用保健食品的頻率皆較其他族群高。不同生活型態族群對保健食品型

態之偏好度不同，健康養生族最常購買食品型態保健食品，其食用種類較單純，

此結果與其偏好天然新鮮食品及較保守傳統的飲食習慣有關；簡單速食族最常

購買膠囊錠劑型態保健食品，此結果與其偏好快速便利的食品與不在意價格的

消費特質有關；烹調美食族常購買食品與膠囊錠劑二種型態保健食品，其食用

保健食品的種類較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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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調查範圍 

隨著消費者對健康的重視度提高、醫療保健支出增加及生活品質提升，近

年保健食品成長率表現皆優於一般食品，保健食品更成為全球重要的發展項

目。由食品研究所「2011 年台灣食品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保健食品

為例」之調查顯示，約九成消費者會食用保健食品作為平日保養之用；近七成

台灣民眾有購買保健食品的經驗，其中有超過五成消費者偏好購買有健康食品

認證的保健食品。顯示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接受度高，以保健食品作為預

防疾病的觀念已成形。  

國內食品巿場已成熟，而保健食品巿場在 1999 年起，臺灣通過並施行《健

康食品管理法》後，產業發展規範及巿場產品走向已漸趨明確與成形。根據經

濟部的產品分類標準，保健食品歸屬於食品工業，但依不同產品的形態與樣貌，

分散於不同產品類別中，如膠囊錠劑之膳食補充劑屬其他雜項食品；機能性乳

品與飲品屬乳品製造及非酒精飲料，並無單獨的行業分類。臺灣保健食品可分

為食品以及健康食品兩種，健康食品為法定用語。因此，食品屬於傳統食品型

態，不得宣稱健康功效；具有健康宣稱資格之健康食品，則須依規定申請。該

法對健康食品的定義是：「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特別加以標

示或廣告，而非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  

為了解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購買態度和消費行為，本所於今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間，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5 個直轄

市及台灣省 15 個縣市之 15 歲至 79 歲民眾為研究對象，進行 1,200 份問巻調

查(調查概要詳如附件)，探討台灣消費者對保健食品之認知與看法、常購買類

march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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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 問卷及抽樣設計 

本次調查針對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5 個直轄市及

台灣省 15 個縣市，15 歲至 79 歲之民眾，進行大規模之面訪，在抽樣方法上

採便利抽樣，以訪員面訪方式隨機挑選合格之受訪者進行問卷調查，於平日上

班及下班時間、週末及假日皆進行調查，以確保樣本之隨機與全面性。  

問巻題目包含消費者對保健食品之認知與看法、常購買類型、購買動機、

購買通路、購買考量因素及重視的功能訴求等(問卷詳如附件)。樣本配額針對

居住地區、性別與年齡，依人口比例進行配額控制  (表 2-1 至表 2-3)。  

 

表 2-1 樣本配額—性別  

性別  比例  樣本配額  

男  49.8%     597 

女  50.3%     603 

合計  100.0%     1,200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 (2012/11) 

march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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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結果 

3.1 人口統計變數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針對 15 歲至 79 歲之民眾，於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執行，共計回收有效樣本 1,200 份，本次問卷調查進行了性別、年齡

及縣市別的配額控制，故樣本結構符合母體結構分佈。  

運用描述性統計的次數分配法，將 1,200 份有效樣本，依據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行業別、個人每月飲食支出、個人平均月收入、

同住人口數、居住縣市及居住環境型態等人口統計變項進行初步統計(表 3-1)。 

本次調查的受訪者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的受訪者占比較高，約 62.8%；

教育程度以高中 /高職占比最高，約占 36.3%，其次為大學，占比 28.0%；職業

類別方面，受訪者以上班族內勤工作人員(佔 24.7%)、家庭主婦(15.8%)和學生

(13.3%)的比例相對較高；行業別方面，以家庭主婦(15.8%)、學生(13.3%)、製

造業(10.9%)和批發零售業(10.0%)的比例相對較高；個人每月飲食支出方面多

集中在 4,001~6,000 元(31.6%)、2,001~4,000 元(21.9%)及 6,001~8,000 元

(20.2%)；個人月收入方面多集中在 30001~40,000 元(20.2%)及 20,001~30,000

元 (15.5%)；在居住狀況方面，同住家中成員數以四人 (32.1%)及五人 (21.8%)

的比例相對較高；居住環境型態方面，以居住在城市(71.8%)的比例相對較高(表

3-1)。  

表 3-1 有效樣本受訪者特徵概況  

基本資料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597 49.5 

女性  603 50.3 

總計  1,200 100.0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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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合結論 

4.1 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看法 

(1)消費者認為保健康食品應包含多元的食品型態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民眾普遍認為保健食品係未來的趨勢產品，保健食品

不應只是膠囊錠劑型態，應含蓋更多元的食品型態。此結果顯示，台灣消費者

對食品型態保健食品接受度高(如穀粉、保健飲品、餅乾等)，開發更多元化的

保健食品型態具市場發展潛力。  

(2)消費者認為對保健食品的認識與知識有待加強 

根據調查顯示，消費者認為保健食品對健康有好處，目前市場上不同功效

訴求的保健食品種類已相當豐富，但對保健食品知識與資訊等認識度仍有待加

強，顯示保健食品市場在消費者溝通、健康知識宣導等仍待加強。  

4.2 保健食品消費行為 

(1).消費者對「健康食品」認證的知悉度高，但對其與「保健食品」之

差異性了解程度低 

本研究調查發現，知道健康食品認證的消費者占比超過七成，較上年度提

升近一成，超過半數消費者偏好購買健康食品認證的產品，特別是女性、已婚、

個人每月飲食支較出的消費者。了解「健康食品」與「保健食品」差異的消費

者，共占比約四成，較上年度略為提升約 4%。雖然今年度消費者對健康食品

認證的知悉度，以及其與保健食品之差異性了解程度較去年提升，但多數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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