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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符號學分析的方法歸納全聯福利中心2006年至2011 年電視廣告的符號運作，探討全聯福利中心廣告所呈現的形象

，更進一步剖析廣告中所運用的社會意識形態，透過分析全聯先生在廣告呈現之角色，了解全聯先生在廣告中如何呈現全

聯福利中心廣告中的訊息。分析結果顯示，全聯福利中心電視廣告大量運用日常生活的經驗，以建立全聯福利中心的形象

；而全聯先生在全聯福利中心的形象建構所扮演之角色，既是背書者、指導者同時也是證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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