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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潮T是現代相當流行的名詞，「潮」是潮流的意思，「T」是T恤的意思。時下青少年的穿著常以T恤為主，潮T是時尚潮

流的產物，加入青少年自主性概念的潮T，更能突顯青少年的自我風格與品味，展現青少年次文化的獨特性。 本研究旨在

探討青少年對潮T的偏好，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來瞭解時下青少年購買潮T的經驗與重視條件，並篩選9款潮T及12組意象

形容詞，以SD法（Semantic Differential）探討青少年對潮T的意象感覺及偏好差異程度，提供相關設計師與市場經營者的

參考依據。本研究有效問卷為202份，研究結果發現： 一、受測者對潮T的產品偏好，不受性別、年齡及學制的影響， 在

購買經驗、產品偏好程度及意象形容詞等看法趨近一致，無顯著差異。 二、多數受測者對潮T的偏好形容詞，符合「潮定

義」下的形容詞語彙，例如前衛的、自由的、活潑的、熱情的、放鬆的、可愛的、時尚的、實際的、帥氣的、魅力的等語

彙。 三、不論性別、年齡或學制的受測者對潮T的偏好條件，傾向「造型獨特」、「時尚流行感」、「材質舒適」。值得

一提的是，青少年對「價格合理」方面，具有一致的高期待，大多數的青少年雖然喜歡潮T，但卻無法接受太高的單價，

更遑論花許多錢去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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