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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年「人小錢大吞世代」這本書上市後，讓我們開始重視到這一個族群。書中提到，所謂的「吞世代」是指目前八到

十四歲的兒童，也就是民國79年到85年出生的「八年級」生。「吞世代」（Tweens）是由teens與weens組成。前者是指青

少年，後者原字是「weenybopper」，形容穿著時髦、迷戀流行音樂的小孩。這股新勢力，對科技、品牌、金錢、與塑膠

貨幣的使用，遠超出想像，被視為是「消費小巨人」。 此次調查係委請台北縣立林口國中二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以都會

區的學生作為調查，較能掌握住並預測受測族群的流行性與話題性，也不致使因為其他縣市因為城鄉差距的關係，讓研究

調查產生不必要的誤差。 從問卷資料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受測試的台灣「吞世代」年輕族群的生活型態是：流行敏銳、無

耐心、矛盾、喜歡群體生活、善於偽裝心情、樂觀充滿希望。 受測者對於粉色系列之色彩偏好都較單色系列為高；藍色與

淺藍色是最受「吞世代」年輕族群的國中男女生喜歡的，喜歡的程度都接近在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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