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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自古以來華人家長對於子女教育經費的投資比例與熱衷不遺餘力，況且佔華人比例最高的中國大陸市場是培訓教育事業最

想覬覦的大餅，尤其以中國大陸之城市地區。因此本研究期能探討大陸城市地區英語培訓教育購買者個人特徵與購買行為

之研究，從而更深入了解中國大陸城市地區英語培訓教育市場之購買行為傾向，以供有意於在大陸城市地區經營英語培訓

教育市場投資者做參考。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北京市燕山區的家長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200份問卷，回收153份。本研究結

果發現，回收的問卷中女性占的比例較高，年齡以介於30至40歲之間為主，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專科以上最多，職業別以

工、商業為主，家庭所得約人民幣1000元至2000元間，普遍為曾出過國者居多。在購買動機方面，以升學考試為購買動機

者，通常在所得支出比例上投入較高之比例，並且對於子女每週參與英語培訓之頻率越高，因為英語培訓購買者購買者希

望在較多的金錢及時間投入讓讓子女獲得更加之升學考試成績以利進入理想學校。而相對的為了讓子女能獲得任課教師更

好之指導因此理想英語培訓班之人數越少越好。在以就業需要為購買動機者，為了不讓子女輸在起跑點上，所以認為子女

參與英語培訓越早越好，另外這些就業需要為購買動機英語培訓購買者則和升學考試為購買動機者一樣重視子女每週參與

英語培訓之頻率及認為子女所參與英語培訓班級任數越少越好。在以時代潮流為購買動機者，由於只是崇尚流行而讓子女

參與英語培訓，反而對於子女參與英語培訓時間之長短、子女參與英語培訓年齡之早晚、子女參與英語培訓佔家庭花費比

例、子女參與英語培訓每週上課頻率、子女參與英語培訓班之規模大小、子女參與英語培訓機構之班級人數等英語培訓教

育產品購買行為反而無顯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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