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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問題是探討當罐裝飲料食品包裝外標示有GMP、CAS、健康食品等3項食品認證標章以及營養標示之營養宣稱時，

是否提高品牌形象，增加購買意願。 本研究透過質化研究深度訪談(半結構式晤談法)，調查罐裝飲料主要消費族群共30位

。 本研究結果發現，罐裝飲料食品之品牌形象是會影響受訪者之購買意願的。認證標章會提高品牌形象進而提高其購買意

願，其中以GMP大部份認為是基本要求，認為它是政府單位所承辦的，會比較有保障。CAS認證在罐裝飲料上標示比較少

見，受訪者在罐裝飲料比較陌生。健康食品認證標章在罐裝飲料之功能，因受調查之消費族群偏年輕人，對於健康食品所

稱之保健功效並不會特別去注意。罐裝飲料有營養宣稱標示會提高品牌形象進而提高購買意願者；營養宣稱中與「低熱量

」有關的訴求，最常被年輕女性當做選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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