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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城市烘焙、中度粗細、阿拉比卡咖啡豆、6公克研磨咖啡粉的創新浸泡式便利包，浸泡5分鐘即可飲用，配合問

卷調查方式實地發放420份，有效完整問卷391份，分析咖啡產品消費習性、感官品評及購買意願等統計結果，提供業者制

定行銷策略之參考。本研究實驗主要發現： 一、消費者飲用咖啡產品最重要的因素是享受香氣及氣氛，在少喝咖啡的原因

中以怕睡不著覺的比例最高，三成受訪者不清楚咖啡沖泡製作方式。 二、受訪者最認同本創新產品的香氣及新鮮度。 三

、女性在咖啡專賣店購買咖啡產品一次花費金額在501元以上的比例明顯大於男性。 四、六成八受訪者願意購買本產品，

五成受訪者對創新產品的期望單價在11~20元。 五、期待原味黑咖啡者明顯較其他人習慣咖啡的苦味，顯示只要習慣了咖

啡的苦味，愛者恆愛之。 六、建議便利包應附加棉線，以符合快速、方便、不沾手等要求，產品口味多元化、科技化，以

真空包裝方式達到香氣、新鮮度及六個月保存期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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