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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超級市場和傳統市場同時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對

某些人來說，傳統市場是他們每天必定造訪的地方；相反的，對另一群人而言，

超級市場才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高一下學期的地理課程中，提到「「「「由於物由於物由於物由於物

流過程的改造流過程的改造流過程的改造流過程的改造，，，，配合都市化快速發展配合都市化快速發展配合都市化快速發展配合都市化快速發展及消費型態的變化及消費型態的變化及消費型態的變化及消費型態的變化，，，，各種新型態零售業不斷各種新型態零售業不斷各種新型態零售業不斷各種新型態零售業不斷

出現出現出現出現，，，，數量也逐漸增加數量也逐漸增加數量也逐漸增加數量也逐漸增加。。。。」((((註一註一註一註一))))其中，因應大都會雙薪家庭增多，從傳統市場

到超級市場這種零售商業的變革，在都會地區特別明顯。 

 

然而筆者們所居住的嘉義市，在城市位階上雖屬於省轄市，卻只擁有 27 萬左右

的人口數，實則為一個中小型城鎮，超級市場數量也僅有 9 家(分屬四個連鎖

商)((((表一表一表一表一、、、、註註註註二二二二))))，在消費型態上，是否也呈現出如台北這類大型都會之商業類型，

亦或有所不同呢？此外在嘉義到底哪些人較常去傳統市場，而哪些人較常光臨超

級市場呢？又，他們各自選擇的理由是什麼呢？有了這樣的疑問後，我們決定採

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鎖定目標對象為平時最常去傳統市場或超級市場的媽媽們，

期望藉由此篇小論文研究解答我們的疑惑。 

 

表一：嘉義市超級市場一覽表 

店家名稱 住址 

全買超級市場(2 家店面) 嘉義市興業西路 526 號； 

嘉義市民權路 117 號 

頂好超市(4 家店面) 嘉義市東區仁愛路 211.213 號；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600 號 B1F； 

嘉義市東區新榮路 152 號； 

嘉義市東區德明路 128、130、132 號。 

齊普超級市場(1 家店面) 嘉義市博愛路一段 261 號 

億客來超級市場(2 家店面) 嘉義市博愛路一段 397 號； 

嘉義市興業西路 420 號 

(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過程及目的 

 

首先我們先為傳統市場和超級市場進行定義，說明他們出現的緣由以及形式。接

著我們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並實地訪問了家庭中擔任採買要角的媽媽們。藉著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獲知嘉義市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的消費型態差異及影響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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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定義 

 

依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商業行政暨市場及攤販輔導管理與台灣省零售市場管

理規則」網站資料整理。「零售業」定義如下： 

零售業零售業零售業零售業是指從事零售商品為主要業務之公司行號是指從事零售商品為主要業務之公司行號是指從事零售商品為主要業務之公司行號是指從事零售商品為主要業務之公司行號，，，，如百貨公司如百貨公司如百貨公司如百貨公司、、、、零售店零售店零售店零售店、、、、攤販等攤販等攤販等攤販等

均屬之均屬之均屬之均屬之。。。。零售市場是指零售市場是指零售市場是指零售市場是指經直轄市或縣經直轄市或縣經直轄市或縣經直轄市或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核准，，，，以零售及劃分攤以零售及劃分攤以零售及劃分攤以零售及劃分攤（（（（鋪鋪鋪鋪））））

位方式位方式位方式位方式，，，，供蔬供蔬供蔬供蔬、、、、果果果果、、、、魚魚魚魚、、、、肉類及肉類及肉類及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註三)    

此外零售市場又可依其商業型態，分為傳統市場和超級市場兩類。 

 

01.01.01.01. 傳統市場傳統市場傳統市場傳統市場：：：：亦即亦即亦即亦即「「「「菜市場菜市場菜市場菜市場」，」，」，」，為經歷早期農業社會漸漸發展而成為經歷早期農業社會漸漸發展而成為經歷早期農業社會漸漸發展而成為經歷早期農業社會漸漸發展而成，，，，是一個由許是一個由許是一個由許是一個由許

多攤商集中一地多攤商集中一地多攤商集中一地多攤商集中一地，，，，進而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與食品的零售買賣市場進而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與食品的零售買賣市場進而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與食品的零售買賣市場進而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與食品的零售買賣市場。。。。    

    

02.02.02.02. 超級市場超級市場超級市場超級市場：：：：隨著時代潮流改變隨著時代潮流改變隨著時代潮流改變隨著時代潮流改變，，，，因應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因應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因應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因應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對購物環境的要對購物環境的要對購物環境的要對購物環境的要

求水準提高求水準提高求水準提高求水準提高、、、、消費理念的差異等等消費理念的差異等等消費理念的差異等等消費理念的差異等等，，，，在在在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０１９３０１９３０年美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家超年美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家超年美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家超年美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家超

級市場級市場級市場級市場。。。。超級市場為一單一經營主體超級市場為一單一經營主體超級市場為一單一經營主體超級市場為一單一經營主體，，，，以現代化的方式經營以現代化的方式經營以現代化的方式經營以現代化的方式經營，，，，供應包裝供應包裝供應包裝供應包裝蔬果蔬果蔬果蔬果、、、、

肉品等農產品及各種一般家庭用品肉品等農產品及各種一般家庭用品肉品等農產品及各種一般家庭用品肉品等農產品及各種一般家庭用品。。。。        

 

二、我們共發出及回收有效問卷 100 份，調查對象涵括職業婦女 54 位（編號：

個案 1~個案 54），家庭主婦 46 位（編號：個案 55~個案 100），並於問卷調

查時再針對部分問題更深入進行訪談。 

 

1、 針對消費偏好分析 

 

由表二可知，整體而言，嘉義地區的婦女不論身分為何，前往傳統市場消費比例

仍高，而其中職業婦女偏好前往超級市場消費比例略高（占 66.7%）、家庭主婦

則以傳統市場為主要消費考量（占 85%）。主要考量原因及相關分析，以下將分

點敘述說明。 

(表二)嘉義市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消費偏好分析表 

 
偏好超級市場消費 

(人數/佔比) 

偏好傳統市場消費 

(人數/佔比) 

小計 

(人數/佔比) 

職業婦女 36 / 66.7% 18 / 33% 54 /100% 

家庭主婦 7 /15% 39 / 85% 46 / 100% 

總計 

(人數/佔比) 
43 / 43% 57 / 57% 100 /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問卷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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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問卷調查及訪談得知，媽媽們偏好至超級市場消費的原因如下： 

－環境品質佳 

－物品齊全(從日常生活用品到水果蔬菜乾貨等皆可一次購足) 

－停車方便 

－颱風來襲時，超級市場的價格波動較小 

－食品控管佳 

－超級市場營運時間長，較能配合上班族的購物時間 

 

(1)對於職業婦女的媽媽，選擇到超級市場消費，最主要考量原因為「物品齊全」

及「營業時間」。畢竟由於工作忙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採買消費的效率是非

常重要的。這點在許多個案媽媽的回答中可得到映證。例如： 

【個案 10】平時上班已經很忙了，如果能在最短時間買完菜，在趕回家做完晚

飯，才能早點休息啊。 

【個案 12】下班時都已經快五點半了，回家途中順便到超級市場買個菜、買個

生活用品，才能節省時間。 

 

(2)而綜合所有訪談對象，在以上 6 點原因之中，又以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物品齊全物品齊全物品齊全物品齊全、

停車方便停車方便停車方便停車方便為最主要的原因。以下幾位受訪媽媽的回答也可進一步證實。 

    

A.A.A.A.關於關於關於關於「「「「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環境品質佳」」」」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    

【個案 25】超市的環境好，又有冷氣，比較舒服。 

【個案 42】超級市場感覺比較常在打掃，地板看起來還蠻乾淨的，而且比較涼。 

【個案 33】身為職業婦女，推著推車在下班時間穿梭超市內採買，感覺比較時

尚，嘻！ 

    

B.B.B.B.考量考量考量考量「「「「物品齊全物品齊全物品齊全物品齊全度度度度」」」」    

【個案 11】東西齊全，我可以一次買足自己想要的東西。 

【個案 6】不論是買菜、買魚、買肉，還是生活日用品啊，油鹽米醋之類的，都          

可以在超級市場一次買到。 

【個案 33】有大拜拜的時候，比如說過年啊、中元普渡啊，要買餅乾、飲料跟

拜拜用的魚啊肉啊，就可以全部都在那裡（超級市場）買到，不用說，還要跑去

東市場買魚、西市場買水果什麼的，那，那太麻煩了! 

    

C.C.C.C.擁有擁有擁有擁有「「「「停車方便停車方便停車方便停車方便」」」」的優勢的優勢的優勢的優勢    

【個案 28】好停車，像傳統市場就要在小路裡鑽來鑽去。 

【個案 19】超級市場不是會有停車場嗎？這樣如果買很多東西就很方便啦！而

且還有管理員可以幫忙顧車，如果停路邊就要擔心會不會被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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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針對媽媽們偏好至傳統市場消費的原因則羅列如下： 

－價格較便宜，可議價 

－蔬果魚肉類較新鮮 

－較有人情味，與熟識老闆購物可以得到優惠 

 

(1)像是【個案 58】【個案 75】【個案 84】的媽媽對於傳統市場可以殺價，較有

「人情味」就深受吸引，尤其與熟識老闆購物還可以得到特別優惠，更是吸引他

們前往傳統市場消費的關鍵。 

 

【個案 58】菜市場卡好啊……嗯！卡俗(較便宜)，然後還可以和老闆殺價。 

【個案 75】傳統市場如果比較常去固定的攤位，和老闆熟了之後，老闆會挑比

較好的東西給你，而且會算便宜一點。 

【個案 84】我每次都去王老闆那裡買水果，他都給我算的很便宜! 

 

(2)此外傳統市場蔬果魚肉類較新鮮，也是重要影響因素。 

 

【個案 55】我是覺得在傳統市場我可以挑要買的東西，很新鮮，可是超級市場           

是過包裝，我沒有辦法看到裡面，有的可能已經腐爛了，表面可能好好的。 

【個案 97】傳統市場的魚都是活跳跳的，我可以直接抓到摸到，感覺比較新鮮。 

 

但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大家對於「比較新鮮」其實各有解讀，喜歡超市消費

的媽媽們普遍認為「有完整包裝及冰箱冰存冷凍之超市產品較新鮮」；相對的，

傾向前往傳統市場消費的媽媽們卻普遍認為「包裝完成後反而無法藉由觸摸或目

視清楚知悉產品的新鮮度。」如同先前所提【個案 55】的媽媽所言。 

 

(3)第三個較常見的原因，挺特別的，竟然只是因為「常去、去習慣了！」，像是

【個案 79】的媽媽就提到「其實很多人的生活習慣還是去傳統市場啊！像我從

結婚前就是喜歡到傳統市場買菜，所以結婚之後也還是比較習慣到傳統市場。」 

 

(4)在這次訪談整理中(表一)，我們發現即使是職業婦女，仍有超過三成比例選擇

在傳統市場消費，這裡我們不禁疑惑，職業婦女的上班時間能允許這些媽媽們前

往傳統市場消費嗎？其實，這是為了因應雙薪家庭結構增多，一種「傳統市場變

革」正在悄悄發生。也就是興起了一股「黃昏市場」的潮流，以因應職業婦女的

需求，所以對於有時間限制但喜愛在傳統市場消費的職業婦女而言，可說是個不

錯的選擇。 

 

4、但普遍受訪者均提到傳統市場的幾項共同性缺失，如能改善，對於新興的超

級市場型態恐將造成不小的衝擊，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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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髒亂、悶熱 

－停車位難尋 

－人車混雜，行動不方便 

－乳製品不新鮮 

其中又以環境髒亂悶熱、人車混雜，行動不方便為主要原因。 

根據受訪的幾位媽媽，我們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 

    

(1)(1)(1)(1)環境髒亂悶熱環境髒亂悶熱環境髒亂悶熱環境髒亂悶熱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個案 69】我比較少去傳統市場，我覺得那裡比較亂、比較熱，不像超市有冷

氣吹。 

【個案 29】傳統市場真的比較髒亂，而且夏天的時候非常悶熱，很不舒服。 

 

(2)(2)(2)(2)人車混雜人車混雜人車混雜人車混雜，，，，行動不方便行動不方便行動不方便行動不方便    

【個案 17】南部到處都是機車腳踏車，像是車子的菜籃會擋到路，不方便。 

          像北部有些傳統市場規劃的很好，一格一格的!恩..而且禁止開車進 

          入，就只有行人，不會像南部到處都是機車腳踏車。 

 

●結論 

 

根據我們的調查及訪談結果，我們得到了以下結論： 

 

嘉義地區的受訪對象，不論是職業婦女還是家庭主婦，仍然有超過一半的比例偏

好至傳統市場消費。這種情況和大都會地區配合都市化快速發展而使超級市場快

速興起、傳統市場相對沒落的現象有極大的落差。 

 

但是在針對職業婦女的研究中，我們也發現，職業婦女因為「時間的限制」及「便

利性」，較大部分還是選擇至超級市場購物，這一點和大都會地區差異不大。而

南部地區較特別的是，為了因應職業婦女的需求，興起一股「黃昏市場」的潮流。 

 

而假使傳統市場經過改建、街道經過整理、路面拓寬以後職業婦女選擇傳統市場

的比例也可能增加；如果超級市場不只是擁有光鮮亮麗的店面，多一份大家熟悉

的人情味，家庭主婦也可能選擇超級市場。 

 

但是這只是我們所做的 100 位調查對象的結果。也許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條件

下，調查結果會有所不同。只是透過這樣的初探與課程所學結合，對於我們的學

習的確帶來了不小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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