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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運用食品相關生活型態模型（Food-Related Lifestyle model），以

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台灣地區消費者之食品生活型態及消費行為等問題—以健

康食品例進行一系列了解，以供國內食品業者產品開發與行銷之參考。  

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普遍性的食品消費行為特徵主要包括以下：  

1. 在食品購物態度，民眾對於產品標示、廣告口碑等認同度較高。  

2. 在食品品質取向，民眾對於食品的新鮮度、物有所值的食品及新鮮食材的

認同度較高。  

3. 在食材烹調態度，民眾對於家人幫忙、傳統食材與料理的認同度較高。  

4. 在消費情境態度，民眾對於外出用餐、與朋友聚餐及感到饑餓時用餐的認

同度較高。  

5. 在食品購買動機，民眾對於食物色香味、用餐結束後閒聊、熟悉的菜餚具

安全感及菜被稱讚提高自尊心的認同度較高。 

6. 在一般生活型態，民眾對於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喜歡購買當地當季食材的

認同度較高。  

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保健食品消費行為特徵主要包括以下：  

1. 保健食品的主要訊息來源，主要來自親朋好友及電視廣告。  

2. 有六成四的消費者知道健康食品認證。但是有六成四的消費者不了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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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與保健食品的差異性。  

3. 有近七成的消費者過去一年有購買保健食品的經驗，且有近五成四的消費

者偏好購買健康食品認證的產品。  

4. 有八成七的消費者過去一年有食用表保健食品，且有四成的消費者食用時

間在 2 至 5 年。  

5. 每月購買保健食品的花費以 500~1,000 元的消費者最多，而主要的購買地

點以量販店居多。  

6. 有九成一的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的動機是以平日保養為主，而購買的考量

因素以功效訴求最高。  

本研究依據不同生活型態及食品消費行為將台灣地區消費者分為四大生活

族群，其四大族群的消費行為與主要需求點分別如下：  

1. 美食社交族：在食品消費上，喜歡嘗詴新口味的食品、樂於享受異國料理、

社交活動比例高、會以網路搜尋資訊。主要需求點在美味口感、新鮮感、

社交活動、團聚分享等。  

2. 隨性便利族：在飲食上沒有規律良好的進食習慣，會使用冷凍加工食品或

微波食品等，採取方便快速的方式。主要需求點在快速便利解決餐食。  

3. 烹調冷感族：屬於較傳統概念的族群，認為烹調是女性才應本負責的工作

然而自己本身卻不愛烹調與採購食物。主要需求點以傳統料理及維持現況。 

4. 健康生活族：在食品消費上十分重視食品新鮮，不喜好加工食品或有添加

物的食品，偏好天然且營養價值的食品，會有計畫性的採買並注意價格及

產品訊息，生活上重視自我保健，價值意識高。主要需求點以物超所值、

多元資訊，天然健康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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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範圍 

本研究延續 2010 年之研究「不同消費族群生活型態及食品消費行為之探

討調查案」，以相同之問卷及分析方式，將範圍擴大至全國民眾，並透過消費族

群區隔，分析不同族群之民眾，在飲食生活型態及保健食品選擇上之差異。  

調查時間於 2011 年 7~9 月，調查範圍為臺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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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

容包含：  

1. 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至 79 歲族群對食品的購買態度(Way of Shopping)，此

範疇描述消費者購物時的相關行為，包括「產品訊息」、「廣告態度」、「購

物樂趣」、「專家諮詢」、「價格意識」及「採購清單」。  

2. 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至 79 歲族群對食品的品質取向(Quality Aspects)，此

範疇描述消費者對食品品質相關要素的期待，包括「天然 /健康」、「價格品

質」、「多樣嚐新」、「有機食品」、「品味 /營養」及「新鮮度」等。  

3. 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至 79 歲族群對食品的烹調態度(Cooking Methods)，

此範疇描述消費者如何使用和消費食品，並了解消費者將食材烹調為餐食

過程中相關的行為與態度，包括「烹調興趣」、「創新性」、「便利食材」、「親

人幫忙」、「計劃性」及「女性職責」等。  

4. 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至 79 歲族群對購買食品時的消費情境 (Consumption 

Situations)，包括「隨興用餐」及「外食消費」。  

5. 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至 79 歲族群對食品的購買動機 (Purchasing Mo-

tives)，此範疇描述消費者購買食品時希望滿足的期許，包括「自我滿足」、

「習慣性與安全」、「社交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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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 問卷及抽樣設計 

本研究係沿用去年之食品相關生活型態模型 (Food-related Lifestyle Mod-

el,FRL)，整份問巻主要題組包括：(1)購買態度；(2)品質取向；(3)烹調態度；

(4)消費情境；(5)購買動機；(6)一般生活型態；(7)一般食品購買行為；(8)保健

食品購買行為；(9)個人基本資料，共 164 個問項，問卷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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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縣市之民眾主要聚集地點，如車站、賣場等地區，以面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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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配額則針對居住地區、性別與年齡，依人口比例進行配額控制，樣本

配額如下表 2-1 至表 2-3。  

表 2-1  樣本配額—性別  

性別  人口數  比例  樣本配額  

男  9,464,112 50.2% 603 

女  9,378,781 49.8% 597 

合計  18,842,893 100.0% 1,2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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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結果 

3.1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Alpha 來衡量問卷信度，並依照購買態度、品質取

向、烹調態度、消費情境、購買動機及一般生活型態六大項目，分別進行信度

分析，結果如下：  

3.1.1 購買態度 

購買態度構面下各題目信度分析結果顯示，Alpha 值達 0.732，代表問卷

信度良好。另亦針對每一變數進行分析，如表 3-1 所示，發現刪去任一變數，

其 Alpha 值皆維持在 0.7 左右，並無法明顯提升，故不刪除任一變數。  

表 3-1  問卷信度分析結果－購買態度  

食品消費行為變數 
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A01.我需要了解食品的內容物，所以產品訊息標示是重要的。 0.708 

A04.我對於採購食物不感興趣。 0.799 

A06.我經常買一些沒有預定要購買的食品回來。 0.738 

A11.我會先比較食品的標示內容後，再選擇所要購買的品牌。 0.706 

A12.我喜歡在食品專賣店(如有機食品專賣店)購買食物，因為那裡有專家可提供諮詢。 0.727 

A15.對於經常購買的食品，我會注意價格的變化。 0.704 

A20.相較於沒有廣告的食品品牌，我對有廣告的食品品牌較具信心。 0.721 

A25.我認為沒有必要去食品專賣店購買食品。 0.775 

A28.我會收集商店優惠的廣告訊息，以便我採購時獲益。 0.700 

A29.為了選擇最有營養的食物，我會比較不同產品的標示。 0.704 

A36.我喜歡了解所購買的食品，所以經常會向店家詢問食品相關問題。 0.698 

A41.我會注意食品價格，即使是小件商品(ex養樂多)。 0.703 

A44.他人對某一食品的看法和評論會影響我在購買食品時的選擇。 0.714 

A46.對我來說採購食物如同遊戲一樣有趣。 0.700 

A47.上街購買食品前，我會先列出要採買的購物清單。 0.697 

A53.我喜歡採購食物。 0.712 

A58.我認為廣告傳達的訊息可幫助我作出較好的購買決策。 0.713 

A60.先列出購物清單可以幫助我在購買食品時更有效率。 0.703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調查整理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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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合結論 

4.1 飲食消費行為及生活型態 

4.1.1 食品消費行為 

4.1.1.1 消費行為認同  

整體而言，民眾對於品質取向、購買動機、購買態度及一般生活型態之認

同度較高，相對而言，烹調態度及消費情境之認同度較低。  

根據研究結果，民眾對於品質取向之認同度最高，平均認同度達 5.25 分，

其次是購買動機的 4.92 分、購買態度的 4.57 分以及一般生活型態的 5.43 分，

相對而言烹調態度及消費情境之認同度平均約 4.2 分。  

由此顯示出民眾對於飲食的高品質與高水準要求，講究天然、新鮮，卻又

要求價格能夠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茲將各認同度歸納如下表：  

表 4-1  六大項目消費行為認同度  

 高認同度(>5分) 中上(4.7~4.9分) 低認同度(<4分) 

購物態度 「產品標示」 
「價格敏感」、「廣告及口碑」
及「購物清單」 

「採購食物」、「食品專賣店」 

品質取向 

「食品的新鮮度」、「食物口
味」、「新鮮食材」、「物有
所值的食品」、「營養價值」 

「新食品的嚐詴」  

烹調態度  「家人幫忙」 
「傳統食材與料理」及「採買
與烹調責任」 

「食用快速烹調食品」、「用
餐計畫」及「使用加工與冷凍
食品」 

消費情境  「外出用餐」 「與朋友聚餐」 
「零食取代正餐」及「感到飢
餓時用餐」 

購買動機 

「熟悉的菜餚具安全感」、「用
餐結束後閒聊」「食物色、香、
味」及「他人評價」 

「購買和食用熟悉的食物」及
「朋友聚餐」 

「自認為是位出色的廚師」 

一般生活 

型態 

「環保問題嚴重」、「購買環
保產品」、「避免高油高熱量
食物」、「重視休閒」及「購
買當季食材」 

「重視自我保健」及「嘗詴體
驗新生活」 

「網路訊息做購物決策」、「健
康亮紅燈」、「定期健康檢查」
及「生病自行服成藥」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調查整理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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