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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夜市是台灣獨特的夜間型態，逛夜市除了是一種消費的過程，也兼具休閒與觀光的意義。輔大花

園觀光夜市占地兩千六百坪，空間可容納約 350 個攤位，號稱是「北台灣最大夜市」，主打「平民

美食」，亦是各夜市創意料理的發源地。實際走訪輔大花園夜市，發現其範圍寬廣，攤位眾多，走

道上人潮不斷，不禁對於其攤位分布，消費者對於攤位的選擇順序及購買行為感到好奇。出於這樣

的疑惑，我們便決定對輔大花園觀光夜市做進一步的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輔大花園夜市攤位分布。 

（二）了解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定義。 

（三）探討攤位分布與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關連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報告透過實地調查法，選擇輔大花園觀光夜市作為研究區（圖一），對於夜市環境與特色做

最直接的訪查，利用拍照、記錄下店家種類及位置，並歸納整理。實地在兩個出入口隨機尋找消費

者，並隨行觀察其消費行為，以得到初探性的資料，再進行資料的收集與比對，最後完成分析作成

研究報告。研究流程如（圖二） 

 

 
 

<圖一>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附近街道圖                            <圖二>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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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台灣的夜市文化 

 

  夜市一直是台灣庶民生活的一部份，不論大小城鎮，多少都有規模不一的夜市存在，每個

夜市雖然多有一些相似地方，卻也有一些不同的元素，形成多元的夜市文化。台灣約三萬六

千平方公里，卻擁有大大小小 350 個夜市，這樣可觀的數量與密集程度堪稱為世界第一，其 

中北部夜市占了 27%，而輔大花園觀光夜市又是北部最大的夜市。下文先就夜市形成原因與

夜市的分類，探討台灣夜市文化特色。 

 

1. 形成原因 

 

  依據管金宏（2014）的研究可了解影響夜市形成的原因包括廟宇、交通節點、學校、社 

區等因素，相關成因及代表夜市歸類如（表一）。 

<表一> 夜市形成因素分析表 

                                                            

（

本

研

究

整

理 

 

2. 夜市分類 

 

依據管金宏（2014）的研究中，可將夜市依擺攤時間及位置整理歸納如（表二）。 

<表二> 夜市類型分析表 

因素 成因 代表夜市 

廟宇 鼎盛的香火帶來人群 廣州街夜市 

交通節點 交通便利人潮聚集 饒河街夜市、士林夜市、華西街夜市 

學校 針對學生做為主要消費群 公館夜市、師大夜市、輔大花園觀光夜

市 

社區 由沿線住宅區公住宅區聚集形成 通化街夜市、遼寧街夜市、寧夏夜市 

 分類 定義 優點 

定點

夜市 

觀光型夜市 
特色：商圈夜市經過當地政府設計規  劃，

配合當地特色吸引遊客 
客群多樣化 

商場型夜市 

(商圈夜市) 

  1.位置：自家或路邊承租店面 

  2.特色：吸引其他攤販在此開張營業 
助於當地商業蓬勃發展 

流動型夜市 

 1.位置：在市區空地或市郊營業 

 2.特色：在特定日期營業；商家多在傍晚  

        時到達場地，午夜過後全部撤除 

便於清掃及停車，新鮮感較大 

鄉村型夜市 
 1.位置：鄉鎮地區火車站或廟宇附近 

 2.特色：當地居民通常是主要的消費客群 
社區居民彼此活絡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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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購買行為 

 

      消費者購買行為定義為：「消費者為了滿足需求，而以產品的品牌、偏好及個人習性等為其

決策考量因素，引發其消費動機並主動搜尋資訊、選擇、評價所進行一連串決策過程的行為」

（李曉青，2013）。研究發現在不同的情境(環境變化)之下，消費者的偏好、自我控管、品牌與

忠誠度等因素皆會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強度（鍾聰美，2003）。 

 

（三） 夜市文化體驗 

 

  夜市不僅是一個販賣許多商品的地點，也是文化體驗的最佳場所。過去的行銷內涵（圖三）

著重產品的性能與效益，而現在的行銷朝向體驗、娛樂等個人感受。沈進成等（2005）的研究

指出遊客體驗的感受有層次上的差別，消費者體驗形式包含五個體驗構面。其中感官體驗、情

感體驗及思考體驗較易為遊客所察覺，而行動體驗及關連體驗較不易為顧客所察覺。這些來自

心理、社會因素的影響，在消費過程當下產生的體驗，通常主導了消費者決策及滿意感受。 

 

 

 

 

 

 

 

 

 

 

 

 

 

<圖三> 行銷內涵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素馨 (2007)之研究 

                                                  

二、研究結果 

 

研究者從 103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9 日利用三個周末時段實際走訪輔大花園觀光夜市，描繪及

記錄所有攤位的位置圖，如（圖四）所示。 

 

(一) 攤位空間分布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位於新北市泰山區，於輔仁大學附近，屬於新興夜市。占地廣闊，目前擁

有兩百二十個攤位，因此發展出許多平價美味的經典小吃。不僅吸引了附近學校的學生，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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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看到許多外國觀光客的足跡。本研究從輔大花園觀光夜市的攤位空間分布著手調查，實察結

果如（圖四）及（表三）。 

 

 

 

 

 

 

 

 

 

 

 

 

 

 

 

<圖四>攤位分布位置對照圖 

 

<表三>輔大花園觀光夜市攤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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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的攤販業態調查 

 

本研究依攤商販售的商品，將輔大花園觀光夜市的業態分為七類，包括：鹹食、甜食、飲品、娛

樂遊戲、生活用品及其他。 

以下為各類別之定義： 

1.甜食~味道為甜的，主要做為零食點心包括：糖葫蘆、冰淇淋等 

2.鹹食~鹹味或辣味，較有飽足感，可做為正餐，包括：碳(燒)烤物、炸物、滷物等 

3.飲品~冷熱飲、甜湯、冰等各類飲品，包括：茶店、粉圓店等 

4.娛樂遊戲~活動的目的是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給予觀眾樂趣，包括：套圈圈、碰碰車等 

5.生活用品~日常生活所需之個人用品，包括：手機殼、指甲油等 

6.服飾~包括衣物、服裝配件、包包、鞋子 

7.其他~一家店賣兩種不同類型的物品或一食品同時具有甜味和鹹味，例如：蛋黃肉芋餅 

 

根據本研究實地訪查結果統計(圖五)(表四)，輔大花園觀光夜市攤販業態中最多為販賣鹹食類產

品，如：炸物，佔全部攤位的 44％。其次為娛樂遊戲類，如：套圈圈，和服飾配件類，皆佔 16％。

甜食，如：糖葫蘆，也不少，佔 9％。飲品，如：紅茶，則是佔了 7％，其中生活用品及其他佔最

少皆為 4％ 

 

 
            <圖五>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攤位業態統計圖  

<表四>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攤位業

態組成表 

(單位：攤) 

 

 

鹹食 97 

服飾配件 35 

娛樂遊戲 36 

甜食 20 

飲品 16 

生活用品 8 

其他 8 

 (單位：攤) 

 

鹹食 97 

服飾配件 35 

娛樂遊戲 36 

甜食 20 

飲品 16 

生活用品 8 

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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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者購買行為調查 

 

為了解消費者進入輔大花園觀光夜市的購買行為，本研究採取方便取樣，直接觀察的方法。研究

者兩人分別在兩個出入口隨機尋找消費者並隨行觀察，記下每一位觀察目標消費的第一個攤位、性

質及其位置。研究者總共觀察了 37 人，實際訪查結果如（表五）及（圖六）。 

 

<表五> 實地訪查消費行為統計表 

 

 

 

 

 

 

 

 

 

 

 

 

 

 

 

 

 

 

 

 

 

 

 

 

 

 

 

 

 

 

 

   <圖六>實地訪查消費者購買行為之性質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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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消費者第一個消費攤位分布圖 

參●結論 

 

一、攤位空間分布受消費行為影響 

 

  經過研究者到輔大花園夜市實地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與攤商的空間分布，是

存在某些共通性或模式，研究結果如下： 

 

(一) 輔大花園夜市攤位空間分布 

 

  消費群眾聚集在出入口附近，故出 

入口附近攤商生意較好。鹹食占了此夜 

市的一大部分，且幾乎環繞在右側出入 

口處；娛樂遊戲集中在左上部；而服飾 

配件則位於整個夜市的中央偏左(如圖八) 

 

 

 

<圖八>攤位性質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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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大夜市攤位以販售鹹食為主 

 

              經由本研究實際調查結果(圖七)可觀察出 57％的民眾進入輔大花園觀光夜市第一個消

費攤位為鹹食攤位，此夜市的鹹食攤位佔所有攤位的最大宗（44%），且多分布在出入口處。

可能與大部分的消費者進入夜市就是為了飽餐一頓有關，而為了迎合大眾的飲食習慣，晚

餐多以鹹食為主，因此販賣鹹食類的攤位是此夜市組成很重要的一部份。而販賣甜食及飲

品的攤位多夾雜在鹹食攤位之間，可能與國人逛夜市時，常常享用完晚餐接著會購買甜食

或飲品有關；因此各式各樣的甜食和飲品出現在此夜市中，且彼此競爭非常激烈，各攤家

無不絞盡腦汁打出最物超所值的優惠，喊出最吸引人的口號來吸引消費者上門。 

 

二、夜市裡的明星攤位吸引人潮的原因 

 

以黑嚕嚕粉圓為例，分析其吸引人的因素：  

 

(一) 網 路 宣 傳：網友在網誌上推薦，網路平台討論，和觀光局所辦的網路票選活動增加 

        了消費者對攤位的認識。 

 

(二) 電視節目報導：美食節目或新聞採訪推薦。製作單位到現場訪問店家，增加曝光率，並透 

       過影音傳送，引起消費者前往消費的動機。近年來，由於媒體記者的報導， 

       吸引了不少饕客和觀光客前來朝聖，使輔大花園夜市從地區型夜市升級為 

       全國性夜市，為台灣觀光產業增添亮點與色彩，推動台灣經濟。 

 

(三) 群眾心理因素 : 一般人常會往人多的地方聚集，看到大排長龍的人群也會不自覺的被吸 

引過去。 

 

三、夜市除了食與衣之外的娛樂功能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結果發現，輔大花園夜市約有 16％的攤家是屬於遊戲攤位，滿足了消費

者餐後娛樂的需求；輔大花園夜市攤位所提供的遊戲種類多，許多家長帶著小孩來夜市體驗

平常接觸不到的遊樂（如：套圈圈），在玩樂的同時可以促進親子之間的情感；青少年們可以

在遊戲攤販中互相較勁（如：射飛鏢、氣球），因此夜市堪稱為老少咸宜、親朋好友交流的好

去處。 

 

四、輔大花園夜市吸引人潮的原因 

 

 (一) 位置優勢：離近輔仁大學，因應許多學生需求；附近的住家可以來此夜市尋找便宜的生 

               活用品 

 (二) 交通便利：接近輔大捷運站，出口也都在大馬路旁，並設有汽、機車停車位。 

   上述兩點致使商品圈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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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給攤商的建議 

 

  設攤在出入口、推出優惠活動、發揮創意，提升知名度都是吸引人的好方法。在眾多攤販中，

鹹食有一定的市場，甜食、飲品若多一點創意，吸引媒體的採訪，便可打出知名度。新穎及有創意

的食物是吸引消費者的關鍵。 

 

六、研究心得 

 

  夜市就像平民的百貨公司，台灣的夜市除可以品嚐道地的地方小吃，亦可品嚐到各國的特色美

食，逛夜市可以感受台灣人的熱情，亦可發現各攤家在腦力激盪下發揮創意，融合異鄉文化創造出

新穎的美食；因此，夜市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娛樂，同時也是舊文化傳承及新文化融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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