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知覺圖探討四物飲品品牌定位及競爭策略

葉蓓君、曾清枝

E-mail: 369257@mail.dyu.edu.tw

摘 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台灣的社會結構已轉向中高齡社會，國人保健意識的逐漸抬頭，使得保健食品產業已成為台灣重要且極

具發展潛力的產業。其中專為女性調理的罐裝四物飲品，因補足都會女性的不便燉煮和購買的困擾，成為廣大女性上班族

的新寵，發展潛力，但相關的競爭分析行銷研究並不多見。因此， 本研究將針對四物飲品進行品牌知覺定位並為品牌研擬

策略方向。首先透過文獻的探討，找出八項消費者評估四物飲品的準則，作為分析依據，針對桂格天地合補、李時珍、順

天堂、味全生技等四個四物飲飲品牌，運用多元尺度法進行品牌定位知覺分析。本研究以桃園五大都會區之國小女教師為

樣本對象，共發放400份問卷，而實際回收且有效問卷有350 份，有效回收率約87.5％。 研究結果發現在品牌定位方面，桂

格天地合補及李時珍為領先群，順天堂及味全生技為挑戰群；在知覺分析方面，標竿分析可找出特定屬性表現之傑出品牌

，競爭態勢分析是探討四個四物飲品品牌的競爭優勢點與弱勢點，而關鍵因素評估是找出消費者所重視之品牌屬性。透過

競爭態勢分析與關鍵因素分析的交叉結果，可得知四家四物飲品品牌可採行的策略方法為：訴求、改善、改變與放棄，最

後依據上述分析結果，可提供品牌在經營管理、資源爭取或是行銷方面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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