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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問題是以規避不確定性為中介變數，探討跨國品牌之品牌認知（品牌信任、價格期望）與價值認知（實用價值、快

樂價值與整體效用）關係之研究以電腦品牌為例，並對日本品牌、台灣品牌與美國品牌間做差異分析。 本研究是透過問卷

調查的方式，問卷發放對象以曾經購買過電腦的消費者進行抽樣。總共發放了550份問卷，經整理篩選後，留下作資料分

析的問卷共計為468份，實際回收的有效問卷率為85.1%。 本研究結果發現如后：一、品牌信任對規避不確定性的影響力

均呈現正向影響。二、期望價格對規避不確定性的影響力均呈現正向影響。三、規避不確定性對實用價值的影響力均呈現

正向影響。四、規避不確定性對快樂價值的影響力均呈現正向影響。五、規避不確定性對整體效用的影響力均呈現正向影

響。 在跨國品牌差異分析顯示，在規避不確定影響下日本品牌大於台灣品牌於美國品牌規避不確定性；而在價值認知方面

，亦同樣地顯示出日本品牌大於台灣品牌大於美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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