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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從國內的購車消費者，來探討其信任因素對消費者購車時之影響，並探討交易後形成消費者的信任因素之不同

，發展出一套之信任機制，以供企業更瞭解消費者本身的真正需求與欲望，製造出可提供消費者附加價值之利益的產品，

幫助企業控制這些影響因素來建立和培養顧客與企業間長期良好的關係。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1.影響消費者在汽

車購買前的信任因素可分為銷售人員的互動、公司特 質、產品特質、經驗來源，以及傳播媒體等五項因素。 2.影響消費者

在汽車購買後的信任因素可分為售後人員的互動、售後服 務品質，以及售後產品狀態等三項因素。 3.不同車種的車主對購

車前後的信任因素皆較重視與銷售或售後人員的 互動。但對於購車前的傳播媒體與購車後的售後產品狀態較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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