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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虛擬通路購物之消費者的人格特質、消費動機與其購物體驗之關係，並以電視與網路購物為例。針對網

路購物部分採用網路問卷進行發放，共回收 218份有效問卷；電視購物部分則透過滾雪球方式，共回收有效問卷200份。資

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 Pearson績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之樣本七成以上為

女性，網路購物之應答者以學生族群為居多；電視購物之應答者以工商服務業及家庭主婦為居多。電視與網路購物之應答

者人格特質皆傾向內控特質，消費動機以「購物便利」為最高，購物體驗以「效率」感受最為強烈。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

背景特性之電視與網路消費者在消費動機與購物體驗上有部分顯著差異、不同消費特性之電視與網路消費者在消費動機與

購物體驗上有部分顯著差異、電視與網路消費者在消費動機與購物體驗間呈現部分顯著正相關、電視與網路消費者之人格

特質與消費動機間呈現部分顯著相關、電視購物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與購物體驗間呈現部分顯著正相關、網路購物消費者之

人格特質與購物體驗間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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