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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異國婚姻的數目大幅增加，跨族群的婚娶也越來越普遍，而在家庭結構的變遷中，將可能對家庭的消費結構產生

影響。在消費者社會化中，消費者透過生命週期所發展出與消費相關的技巧、知識及態度的動態過程，本研究試圖以消費

者社會化之觀點切入，探討外籍新娘嫁入台灣且適應環境後，對於所處家庭之家庭成員的消費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因此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在台灣的異國婚姻家庭中，外籍新娘對其配偶及家庭消費行為之影響過程與相關影響因素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深度訪談的方式，對桃園縣內七位異國婚姻家庭中之台籍配偶進行探索性研究，並運用紮根理論

中之開放性譯碼，將訪談資料加以概念化及歸納。   研究發現，在影響的過程中，外籍新娘透過間接性的影響，將個人偏

好與過去消費經驗帶入家庭的方式，將固有的消費習慣慢慢灌注到目前所處的家庭中；在對家庭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中，

共可分為異國資訊的導入、對外籍新娘的情感、原生環境經濟落差，以及降低關係磨擦等四項影響因素。

關鍵詞 : 外籍新娘 ; 消費者社會化 ; 紮根理論 ; 質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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