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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卉目前為我國主要的農業經濟作物之一。近年來，台灣花卉產業雖成長快速，但國人的花卉消費支出仍遠低於歐洲和日

本等主要花卉消費國家，顯見國內的花卉消費需求仍有待提升。因此，本研究主要藉由瞭解台灣地區消費者對於花卉商品

之消費價值，進一步探討花卉商品之消費價值對消費者的花卉購買行為之影響，研究結果期能提供國內花卉消費推廣單位

及業界於日後規劃相關行銷活動之參考。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之消費者為訪問對象，利用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

料，經由因素分析萃取出其他感官價值、情緒反應、視覺感官價值、追求花卉資訊、使用情境、花卉象徵意涵、價格與產

品效能等八個消費價值變數後，利用羅吉斯迴歸分析各消費價值因素對不同花卉購買行為之影響為何。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 一、對於花卉的情緒反應與好奇心較強，且較會追求花卉資訊及較注重視覺感官價值的消費者，較會去購買花卉。 二

、其他感官價值、情緒反應、視覺感官價值、追求花卉資訊和好奇心等消費價值對花卉的購買頻率，具有顯著影響。 三、

情緒反應、視覺感官價值、追求花卉資訊、好奇心、價格與產品效能等消費價值對花卉的購買金額，具有顯著影響。 四、

在產品型式方面，花卉的視覺感官價值和好奇心等消費價值對其具有顯著影響。 五、在購花時之價格考量方面，視覺感官

價值、好奇心以及花卉產品效能等消費價值因素對其具有顯著影響。 六、在消費者的購買通路方面，視覺感官價值與追求

花卉資訊對其具有顯著影響。 七、在花卉的購買用途方面，花卉的情感反應與視覺感官價值對其具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 : 花卉商品 ; 消費價值 ; 因素分析 ; 羅吉斯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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