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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問卷方式以收集資料，以女性族群購買女性內衣為研究對象，探討不同的生活型態和知覺風險與知覺隱匿性，

對網路購買意願之影響。抽樣以中部地區大學與醫療為單位，採隨機抽樣方式。研究分析方法除了量表之信、效度與項目

分析外，採用了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以及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等之方法。 本研

究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生活型態之女性消費族群，對網路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力；而知覺風險與知覺隱匿性，對網購

意願亦有顯著性之影響。依據實證分析之結果，建議電子商務業者，為爭食網路購物這塊大餅，必須顧及網站的安全性、

品質與售後服務等之相關問題。為了提高網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如何降低其風險與增加其信心，確實有其必要，以資因

應網路購物時代的來臨。 關鍵字：網路購買意願(acceptance online shopping)，生活型態(lifestyle)，知覺風險(perceived risk)，

知覺隱匿性(perceived hidden)

關鍵詞 : 網路購買意願(acceptance online shopping)、生活型態(lifestyle)、知覺風險(perceived risk)、知覺隱匿性(perceived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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