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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大學生的網路購物動機及影響其網路購物行為之相關因素，並考驗背景變項、生活型態、網路購

物動機在網路購物行為上的預測作用。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大學生321人為研究對象。評量工具包含基本資料調查表、

生活型態量表、網路購物動機量表、網路購物行為量表。所得資料經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ANOVA、多元迴歸分析等方

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依據本研究調查顯示，大學生的網路購物行為中，以追求流行為主要訴求，

購買物品仍以服飾類、化妝保養品類、男女T恤為前三項主要網購商品，流行包包其後而大眾文學及電腦叢書則並列為第

五名。(二)大學生背景變項中，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生活形態、購物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三)大學生背景變項中，不同性別

、年級的大學生在網路購物行為有顯著差異。(四)大學生生活型態、購物動機與網路購物行為有顯著正相關。(五)大學生的

生活型態、購物動機得分對網路購物行為有顯著的預測預測作用。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與研究結論，在大學生之網路購物

行為上對父母、教師、教育行政機關和未來研究者分別提出建議。 關鍵字：大學生(undergraduate students)，生活型態(life

styles)，網路購物動機(buying motivation)，網路購物行為(online buying behaviors)

關鍵詞 : 大學生(undergraduate students)、生活型態(life styles)、網路購物動機(buying motivation)、網路購物行為(online buy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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