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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0 年代中期之後， 「西洋占星術」在台灣開始成為一個 熱門的術數類別。尤其在報禁解除後，報章雜誌增加許多星座

話 題的版面，「星座」概念引入也成為被廣泛討論議題之一。如報 章雜誌有星座專欄、電視媒體的星座命理、星座運勢

分析節目陸 續開設、入口網站占星與星座網站數高達千個以上。甚至有人結 交新朋友首先問星座；有人用星座物品作為

生日禮物相互贈送； 有人每天出門前必看「今日運勢」；有人喜歡用星座來判斷周遭 人的個性；有人甚至連招聘員工也

要看看星座等等，以上顯示星 座與人們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本研究試圖探討人格特質、生活型 態、星座類型三者在消費

者決策型態之差異性。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星座相較於生活型態與人格特質，星 座在消費者決策型態上較難以看出差

異性，但不同的星座類型在 消費者決策型態上部份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星座類型對消費 者決策型態有些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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