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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針對「資訊過荷(information overload)」與「捷思(heuristics)」對消費者「決策風格(decision-making style)」之影響進

行探討，透過歷年文獻研討及整理，完成問卷設計，以便利抽樣的方式來發放問卷。總計發放350份問卷，回收342份，回

收率 97.7%。而在剔除填答不完整者之後，有效問卷共計332份，填答有效率達94%；問卷回收後，運用Pearson積差相關

分析方法，探討資訊過荷與捷思，捷思與消費者決策風格，資訊過荷與消費者決策風格等三組研究變數及各個變項構面之

間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受訪對象對於資訊過荷的感受程度皆屬於中高程度，且男性對於資訊過荷的評點大於女性；另資

訊過荷、捷思及決策風格(含指導型、分析型、概念型、行為型等子構面)有顯著相關；此外，資訊過荷與決策風格之間的

整體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F=3.186，p< 0.05)，故可推論，當資訊過荷程度越高時，消費者的捷思傾向越明顯。

關鍵詞 : 資訊過荷、捷思、決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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