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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探討蜜餞消費者?為與產品意象之間的關係，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來瞭解彰化地區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其對產品

屬性的重視程度，並以SD法探討消費者對篩選出禮盒樣本意象感覺的差異，最後得知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願，希望提

供蜜餞及相關設計產業作為參考。本研究有效問卷為321份，研究結果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消費者對蜜餞產品屬性的重視程度依序為：製作過程衛生、包裝安全性、成分標示、通過CAS認證和與健康關聯性。

2.消費者對精緻創新類產品較偏向正向意象。

3.全面重視型消費者，對產品包裝的心理感覺較偏向正向意象。

4.年齡愈高者對多數產品意象的感覺程度也愈高。

5.意象感覺程度愈正向之禮盒樣本，受測者購買意願愈高，尤其是呈現在獨創性因素的意象上更為顯著。

關鍵詞 : 蜜餞、包裝意象、禮盒、產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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