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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市場原本是消費者購買豬肉的主要地方，但現今量販超市林立，採買變得非常方便，加上冷凍及冷藏豬肉在政府及民

間業者的推行下，消費者已逐漸接受冷凍及冷藏豬肉，因此前往量販超市購買豬肉的人有日益增多的現象，而這對傳統市

場的豬肉攤商造成很大的衝擊。 為傳統市場豬肉攤商找出合適的經營方向，本研究從消費者的角度，探討不同的「生活型

態」、「商店印象」對所選擇的豬肉零售商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並因地緣關係，以彰化地區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

果發現：消費者在選購豬肉時，大部分還是會選擇至傳統市場豬肉攤商購買。消費者對傳統市場豬肉攤商的商店印象中，

所重視的是肉品的品質及銷售人員的態度與專業知識，而不再是價格的高低。不同的生活型態集群對其所選擇的豬肉零售

商及對傳統市場豬肉攤商之商店印象上皆無顯著影響。在傳統市場豬肉攤商的商店印象中，有部份因素會影響消費者選擇

豬肉零售商。人口統計中，教育程度對商店印象與商店選擇影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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