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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鹿谷鄉農會比賽茶來探討其品牌知名度、消費者生活型態及購買態度之相關性。

以鹿谷鄉農會比賽茶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方式，共發放450份問卷，有效回收386份，有效問卷率為85.78％。

本研究樣本男性與女性之比率相當，接近50%，年齡以31至45歲的最多，佔50%以上，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最多，高

達64.5%，而職業以公務人員最多佔34.2%

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如下：1. 鹿谷鄉

農會比賽茶之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因子包括「自我要求、理性學習、注重品質」三項，依據此三因素得分，可將消費者分為

三個生活型態族群，分別為封閉保守族、多元學習族及積極進取族。2. 鹿谷鄉農會比賽茶之消費者的生活型態與品牌知名

度有有顯著差異。3. 鹿谷鄉農會比賽茶之品牌知名度對購買態度有顯著影響。4. 鹿谷鄉農會比賽茶之消費者的生活型態集

群與購買態度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品牌知名度、生活型態、購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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