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啤酒製造與品牌來源國的品牌聯想對購買決策之探討

黃再綠、羅雁紅

E-mail: 9707898@mail.dyu.edu.tw

摘 要

國際化市場與專業分工結果，使產品多元化與消費者品質意識高漲。台灣食品消費市場，因強調基本的食品安全與養生健

康觀念興起，及近年國際進口問題食品不斷發生，造成消費者不安疑慮，台灣啤酒市場開放後各廠牌競爭激烈，因此探究

啤酒的製造及品牌來源國的品牌聯想是否對消費行為產生影響。 依實驗設計以因素設計的方法，衡量兩個以上實驗變數之

間的效果，包含個別變數主要效果以及變數間交互效果，本研究操弄兩個因子為1.啤酒的製造來源國國家形象2.啤酒品牌

來源國的國家形象。台灣啤酒消費者對於兩者國家形象的看法「高」與「低」兩種。以2×2雙因子設計，另外針對4組再

配對另4組控制組共8組的研究設計。以實地實驗法進行問卷調查，按北部、中部地區調查結果獲得有效問卷404份。 本研

究實證結果顯示不論製造來源國與品牌來源國的形象高與低，分別針對品牌聯想及消費者購買決策而言，多有顯著正向效

果，具有主效果。但就交互製造來源國與品牌來源國的形象高與低，對於品牌聯想及消費者購買決策，均不具顯著性，故

未達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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