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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背景之大學生對夜市飲食認知與選購行為之差異性及夜市飲食行為與夜市飲食認知之相關性

；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台南縣地區私立科技大學日間部就讀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475名學生參與本研究之施測。

本研究就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夜市飲食認知與行為，以SPSS 12.0統計軟體分析方法(描述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與迴歸分析)進行各項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如下：

一、大學生夜市飲食訊息以「親友推薦」最多，其次是「網路」。

二、夜市飲食實際狀況之各項因素構面以夜市飲食的「飲食選擇行為」之得分為最高；其次是「社交認知」；最後是「衛

生認知」。

三、不同性別、是否曾修過飲食相關課程及不同消費金額在衛生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在飲食選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及不同夜市熟悉度在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六、口感認知與飲食選擇行為；衛生認知與參與行為；社交認知與選擇行為及參與行為均達顯著相關。

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對夜市飲食的衛生認知、口感認知及社交認知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之夜市飲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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