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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智慧型手機市場的龐大商機，而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因素錯綜複雜，本研究旨在探討生活型態、產品涉入對智慧

型手機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期藉由研究結果提供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及行銷者制訂決策的參考。本研究以北部地區（桃

園-台北）的智慧型手機消費者為對象，共發放650份問卷，回收617份問卷，實得有效樣本58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89.3。

經SPSS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如下：一、智慧型手機消費者在生活型態的「意見」構面最高。產品涉入以「認知風險」構

面最高，購買決策在「方案評估」構面最高。二、人口統計變數中的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及每月可支配所得在生活型

態達顯著差異。三、人口統計變數中的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及每月可支配所得在產品涉入達顯著差異。四、人口統計

變數中的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及每月可支配所得在購買決策達顯著差異。五、「生活型態」對其「購買決策」

呈中度相關且有正向影響。六、「產品涉入」對其「購買決策」呈高度相關且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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