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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花卉種植面積及產值均有顯著成長，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及花卉自產銷業者、農政單位的努力，逐漸推廣了

國人對花卉消費的習慣。針對不同的動機用途，會有不同的消費行為產生，本研究將花卉的消費傾向區分為自用型及贈禮

型兩大類型，購買花卉商品用於自用及贈禮時，會有不同消費決策的思考。 本研究主要利用區別分析及獨立樣本T檢定，

依據消費者購買決策程序(CDP)，針對至台北、新竹、台中及高雄的假日花市及花店之消費者，進行分析其自用型與贈禮

型消費者於購買花卉商品，對於資訊蒐集、方案評估及購買時，所考量因素是否有顯著的區分影響力。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 一、「購買習慣」、「自我偏好」、「逛街接收」、「報章雜誌」、「親朋好友」等因素，對於區分自用型及贈禮型消

費者所依賴的資訊來源有顯著的影響力。 二、自用型與贈禮型消費者於購買花卉時對於「象徵意義」、「樣式」、「品牌

」、「耐久性」及「適用場合」之評估，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三、「非計畫性購買」、「商店促銷」、「商店信譽」、「

商店氣氛」、「現金付款」、「信用卡付款」、「到府送貨」等因素，對區分自用型及贈禮型消費者於最終購買的選擇因

子，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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