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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文化創意商品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之關係，以前往文化創意商品之商店消費之18歲以

上識字民眾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預試與正式問卷合計發放425份，回收率100%，扣除無效問卷27份，共得398份問

卷，有效率93.6%，並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其「分享動機

」高於高中以下；收入40,001 -60,000元其「機能動機」高於60,001元以上。 二、消費訊息來源，男性、25歲以下、未婚者

、職業為軍公教、商業、學生其消費訊息以路過居多；已婚有子女較願意花費較高金額購買文化創意商品；軍公教、商業

、自由業、家庭主婦之同行者均以家人居多。 三、文化創意商品消費次數較高者，存有較強烈之消費動機。 四、「積極

活躍型」之消費動機最強烈；「保守居家型」最弱。消費者認為文化創意商品須具備「創意及獨特性」、「有質感」、「

文化意涵」、「手製、獨一無二」、「合乎生活品味」、「使用當地素材」及「故事性」等等要素。 五、「保守居家型」

、「戶外生活型」消費次數以2次居多，「享受生活型」消費次數以3次居多，「積極活躍型」消費次數以4次以上居多；

購買項目均以生活用品最多、文具居次。

關鍵詞 : 文化創意商品、消費動機、生活型態、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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