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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品向來是收藏者地位與財富的象徵，是少數人貴族化的休閒活動。但 臺灣經濟發展迅速，平均國民所得日益增加，並

於1992年突破一萬元美金 ，使得藝術收藏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投資標的。因此，對藝術收藏行為廣 泛地進行研究甚為重

要。為有效區隔目標市場，消費者研究常使用生活型 態理論作為區隔工具。但因藝術品的價格高，升值潛力大，可能不適

於生 活型態區隔，故本研究混合生活型態理論及 Bauer(1967) 所提出的知覺 風險理論，探索收藏家風險承擔的成份及其重

要性。以上述兩種區隔工具 ，並採用次數分析、卡方分析、迴歸分析、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主成份分 析、因素分析及集

群分析等統計方法解析初級資料，針對臺北市及臺南市 的藝術品購買者進行研究，並得到下列結果。一、藝術品購買者可

依其知 覺風險偏好而區分為藝術品風險知覺者及藝術家風險知覺者兩類。二、收 藏家的購買預算及收入是決定藝術品購

買量的主要因素。預算高、收入豐 富的購買者，其購買量也較高。三、男性收藏者的藝術品購買量明顯高於 女性。四、

臺南地區收藏者的平均購買量高於臺北地區。五、擁有特殊私 交管道的收藏家，其購買量較高。六、專業雜誌是接觸層面

最廣的資訊來 源。七、收藏者以蒐集資訊作為主要的避險策略，而並非以選擇不同藝術 品規避知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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