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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行文化意謂著是受到眾人喜愛、能迎合多數人口味、屬於次級且為人們所創造出來的風潮，於是產業可趁著這股熱潮展

現商機在琳琅滿目的商品上，將商品注入生命力，掌握消費人流也抓住了商機，於是行銷者、製造商與廣告主對於如何有

效瞭解市場脈動的興趣也與日俱增。消費者對流行文化涉入之程度不同，在相關商品的購買意願上亦有著不同的態度，而

購物時又會因價值觀的差異，產生不同的購買態度，於是本研究在探討當流行文化滿盈街道巷弄的大環境下，消費者對流

行文化涉入的現況為何？以及消費者的流行文化涉入對相關商品購買意願的影響？並探討消費者購物價值觀（享樂價值觀

及功利價值觀）是否對流行文化涉入與購買意願間具有干擾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在流行文化涉入之不同程度與購

買意願之間具有正向影響，其次消費者購物價值觀對流行文化涉入與購買意願之間不具有干擾效果。

關鍵詞 : 流行文化、涉入、消費者購物價值觀、消費者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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