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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ARS 修正模型探討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 
指導老師：何睦美老師 

組  員：張宇涵、莊閔旭、張少禎、陳昭憲 

摘要 

大學生受時尚雜誌、名人代言及流行趨勢的影響，成為大學生爭相模仿穿

戴名牌，追求奢華。在此種崇尚奢華社會價值觀之下，大學生忘了身為學生的本

分及自身能力，對名牌精品趨之若鶩，造成大學生變調的價值觀及校園不正常的

風氣。 

本研究針對高雄市 5 所大學的學生進行問卷調查，各發放 50 份，共發放 250

份問卷。並將 MARS 修正模型作為探討依據，分別從「購買動機」、「購買能力」

及「角色知覺」，探討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以 SPSS 進行統計分析。

研究結論為： 

1.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角色知覺會因人口統計變數之不同有部份顯著差異。 

2.購買動機對大學生之名牌精品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3.購買能力對大學生之名牌精品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4.角色知覺對大學生之名牌精品購買意願無顯著影響。 

5.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角色知覺共同對大學生之名牌精品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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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現今的社會，購買名牌精品已非貴婦和有錢人的專利，有愈來愈年輕化的趨

勢，在校園中，大學生身上處處可見名牌，根據 2010 年 1 月 8 日一則中國醫藥

大學校園新聞報導，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大學生願意花零用錢的三分之一來購

買知名品牌，在還沒有穩定收入的求學階段，大學生的消費能力已不容小覷。而

不少大學生認為，國際性名牌雖然價格較為高昂，穿搭在身上，更能顯出自我價

值。在大學校園常見穿著名牌的學生，的確是比較容易成為注目的焦點，學生們

互相影響，無形中產生許多大學生藉由品牌來定義自己的迷思，縱使超過負擔能

力來購買昂貴衣物，也在所不惜。 

在高雄市的大學校園裡，常看到許多大學生手提名牌包及身穿精品服飾，特

別顯眼。部份學生可能家境負擔得起，但大部分的大學生會為了購買一項價值上

萬元的名牌精品而去打工，使生活作息混亂、荒廢課業，甚至淪落為卡奴，並擔

負卡債，似乎忘了自己身為學生的角色。 

現今大學校園內，容易目睹或親聞許多上述的案例，例如某些學生為了購買

名牌精品使得經濟拮据，而去打工甚至向同學借錢；打工的同學為了滿足奢侈的

消費，造成上課精神不濟、曠課甚至遭到退學；而向同學借錢的人因無償還能力，

造成同學間感情失和及金錢糾紛。 

2009 年 10 月 21 日於一東森新聞社會報導「偷壽司水果藏 LV 包，女大生太

餓坐地狂吃」，內容指出一名女大生因為身上沒錢、肚子又餓，跑去 SOGO 百貨

復興館裡的超市抓了幾樣水果塞在名牌包裡，就坐在門口吃了起來，路過員警越

看越怪，而上前詢問女大生這些水果是哪來的，這名女學生說，自己是因為肚子

太餓沒錢吃飯，才會下手行竊，不過警方找到她的時候，她身上還有 200 元，又

揹著名牌包，謊言不攻自破，訊後被以竊盜罪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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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例並非單一或偶發事件，本組組員觀察到有此種情形的學生不在少

數，甚至已達氾濫的程度，令人髮指。 

本專題研究參考 MARS 理論模型，為組織行為範疇內研究員工個體行為之

模型，此模型內部因素為動機 (Motivation)、能力 (Ability)、角色知覺 (Role 

Perceptions)；外部因素則為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四個因素影響員工個

體行為和結果，本研究將 MARS 理論模型修正為適合本研究之架構，分別是購

買動機、購買能力及角色知覺為 MARS 修正模型，探討這些因素是否影響大學

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 

至今雖然有不少論文探討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相關議題，例如鐘紫

云(96)之「大學生名牌精品消費現象研究」，印證環境對於名牌的認同與購買名

牌精品之意願有顯著相關，及吳宥樺(97)之「名牌精品消費者特性、消費者涉入

與購買意願之研究」，印證生活型態對消費者特性及名牌購買涉入程度有關聯

性，鐘紫云(96)研究著重於名牌商品的探討；吳宥樺(97)主要是以生活型態及涉

入程度做分析，對本研究理論之變數，僅只涉獵並無全面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對

探討學者們所缺乏探討的研究變數加以整合，並考量以 MAR 模型為依據，探討

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角色知覺對其購買意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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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 MARS 理論模型，員工個人之工作動機、工作能力、角色知覺及情境

因素影響員工個體行為和結果。本研究參考 MARS 理論模型作為研究架構基礎，

並修正為適合本研究之 MARS 修正模型，探討大學生之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

身為大學生之角色知覺是否影響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 

研究目的如下： 

(1) 了解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意願、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其身為大學

生之角色知覺。 

(2) 探討不同的人口統計變數大學生之購買動機、購買能力、角色知覺及購

買意願是否因不同的人口統計變數而有差異。 

(3) 探討大學生對名牌精品之購買動機、購買能力及角色知覺對其購買意願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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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對象 

本研究針對高雄市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高雄市大學及技職院校共十一所如表

1-3-1。學院及專科學校不列入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此外，空中大學為成人教育

學府，其學生主要職業為上班族，不符合本研究探討的學生身分，因此將之剔除。 

表 1-3-1 高雄市大學及技職院校 

國立大學及技職院校(8 所) 私立大學及技職院校(3 所) 

國立中山大學 私立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高雄大學 私立文藻外語學院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私立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餐旅學院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合計 11 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礙於時間與經費不足，只針對高雄市五所大學的大學生進行調查。國

立大學共有 8 所與私立大學共有 3 所依比例分配計算出研究範圍，分別為國立大

學 4 所，採平均分配法為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各 2 所，因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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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已移至高雄縣燕巢鄉，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部分校區位於高雄縣燕巢鄉，

因此不列入研究範圍，故一般大學研究對象為國立中山大學與國立高雄大學；科

技大學研究對象為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與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私立大學只

有 1 所，因此研究對象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如表 1-3-2。 

 

表 1-3-2 研究對象 

國立大學 私立大學 

5 × 
11

8
 ≒ 4 5 × 

11

3
 ≒ 1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私立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dba.kuas.edu.tw 

 

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先訂定研究背景、動機與研究目的，並針對相關文獻進行蒐集與探

討，確定研究方法與架構，接著進行問卷設計與問卷調查，且利用回收問卷得到

的資料進行整理與分析，彙整結果做出結論與建議。 

  

 

 

 

 

 

 

 

 

 

圖 1-4-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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