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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社會課時我們學到「生產與消費」和「理財與投資」單元時讓我們更了解金錢的運用。 

      最近常聽爸媽談論每天買菜或飲食的花費增加許多，讓荷包縮水了。當我們到超市購物時常 

      常發現蛋架上的蛋早已淨空，蛋價也飆升不已。買飲料時雖然價格不變飲料杯卻變瘦了，於 

      是引發我們想研究物價上漲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物價上漲的因素 

    (二)了解物價變動的情形。 

    (三)探討物價上漲對生活的影響。 

 

貳、正文 

一、 物價上漲的原因 

      台灣近幾年似乎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物價之亂｣。2021 年的衛生紙之亂，2022  

  年過年的雞蛋之亂，尤其是 2022 年初到現在，各項民生物資價格更是齊聲上揚。  

      我們在新聞及網路中查詢了許多資料後發現，物價上漲是由多項因素造成。當  

  需求大於供給造成通貨膨脹以外，另一個成因就是「生產成本上漲」。台灣倚賴國  

  外進口原料加工生產是主要的經濟來源。舉凡工業原料、半導體原料到民生必需    

  品，樣樣幾乎都仰賴海運、空運進口。近兩年來因為塞港、塞船、缺櫃導致運輸不  

  順，加上全世界因為天候狀況頻頻，導致農糧短缺效應，在在影響到原物料的進口  

  價格居高不下，銷售價格自然也壓不下來，2022 年初軍公教調薪、勞工基本工資  

  的調漲，也都助長了成本的上升。  

      消費者物價指數反映生活成本。當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時，一般家庭需要花費  

  更多的金錢才能維持相同的生活水準。物價持續上升、生活成本提高，則不僅購買  

  力受到影響，也將打亂對未來經濟活動的規劃，造成有感的經濟傷害。  

 

  二、名詞解釋 

(一) 通貨：反映整體經濟活動情況的重要指標。 

(二) 通貨膨脹：本意為貨幣流通數量增加，但也指整體物價水準持續上漲，人們的購買

力下降的經濟現象。 

(三) 消費者物價指數：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

以百分比變化為表達形式，它是衡量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之一。 

(四) 購買力：取得貨幣收入之後購買貨品和服務的能力。 

(五) 生產成本：企業為生產產生而發生的成本。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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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對象 

1.花蓮餐飲店家。 

2.花蓮地區民眾為主要調查對象。 

     (二)研究方法 

        1.圖書館查找資料。 

        2.上網蒐集相關資訊。 

        3.市場行情調查。 

        4.設計問卷，問卷調查及分析。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 花蓮物價變動情形調查 

(一) 物價變動的情形 

    我們以花蓮代表性的餐飲業為主要調查對象，進行網路資料蒐集及實際採訪。

我們將調查對象分類為早餐、小吃、便當、餐館、甜點飲料、伴手禮六類。調查結

果如表 1。 

 

 表 1：花蓮代表性餐飲業價格變動調查表 

序 類別 店名 代表品項 漲調前價格／元 現在價格／元 漲幅% 

1 早餐 後山老張燒餅店 鹹酥餅 12 15 25% 

2 早餐 春龍福(慈惠堂米粉炒) 炒米粉（大） 50 55 10% 

3 早餐 美崙紅茶 紅茶（大） 25 30 20% 

4 早餐 美崙紅茶 原味蛋餅 25 25 0% 

5 早餐 美崙紅茶 高麗菜蛋餅 30 35 17% 

6 早餐 張瑋烤肉蛋吐司 總匯烤肉蛋吐司 75 80 7% 

7 早餐 錢記早餐 炒麵（小） 40 50 25% 

8 小吃 大同蘭陽米粉羹 米粉羹 40 45 13% 

9 小吃 帝君廟米粉羹 米粉羹 35 40 14% 

10 小吃 帝君廟米粉羹 茶葉蛋 10 15 50% 

11 小吃 公正街包子 小籠包 5 5 0% 

12 小吃 炸蛋蔥油餅 黃車 炸蛋蔥油餅 35 40 14% 

13 小吃 海埔蚵仔煎 蚵仔煎 60 70 17% 

14 小吃 福建街香腸 香腸 25 25 0% 

15 小吃 福建街香腸 糯米腸 50 50 0% 

16 小吃 蔣家棺材板 鳳梨蝦球 65 70 8% 

17 小吃 玉里橋頭臭豆腐 臭豆腐 15 元/塊 20 元/塊 33% 

18 小吃 花蓮廟口素食臭豆腐 臭豆腐 50 55 10% 

19 便當 台富便當 梅花豬排便當 85 90 6% 

20 便當 悟饕池上飯包 招牌飯包 75 8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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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類別 店名 代表品項 漲調前價格／元 現在價格／元 漲幅% 

21 便當 悟饕池上飯包 炸雞腿便當 95 110 16% 

22 便當 熱海排骨大王 排骨便當 85 95 12% 

23 便當 麗池飯包 招牌飯包 90 95 6% 

24 餐館 山西刀削麵食館 牛肉炒麵 90 100 11% 

25 餐館 日式鐵道拉麵/咖哩 炸豬排咖哩飯 170 180 6% 

26 餐館 田村壽司 綜合花壽司 70 75 7% 

27 餐館 河南砂鍋手工扯麵 番茄蛋麵 50 55 10% 

28 餐館 液香扁食 扁食湯 70 75 7% 

29 餐館 單一純賣雞湯小卷米粉 雞湯小卷米粉 90 100 11% 

30 餐館 進豐街古早麵 乾意麵 45 50 11% 

31 餐館 溪村的家 大肉燥飯+蛋 60 60 0% 

32 餐館 慶豐麵店 慶豐麵 75 80 7% 

33 餐館 膝蓋麵店 鹹豬肉炒飯 90 90 0% 

34 餐館 鄭師父 臘味炒飯 100 110 10% 

35 餐館 鵝肉先生 鵝肉 480/斤 480/斤 0% 

36 餐館 滇緬玉美食 椒麻雞簡餐 120 130 8% 

37 甜點飲料 三立冰淇淋 黑糖剉冰 50 60 20% 

38 甜點飲料 三立冰淇淋 綜合冰淇淋 120 150 25% 

39 甜點飲料 弘宇蛋糕專賣店 經典芋泥奶酪 300 300 0% 

40 甜點飲料 向日葵手工粉圓 芋頭沙牛奶 55 65 18% 

41 甜點飲料 向日葵手工粉圓 黑糖鮮奶珍珠 55 55 0% 

42 甜點飲料 明新冰菓店 三豆冰 50 55 10% 

43 伴手禮 花蓮郭火腿 手工煙燻火腿 900g 600 690 15% 

44 伴手禮 郭榮市手工火腿 手工火腿 1200g 920 970 5% 

45 伴手禮 曾記麻糬 
手工麻糬（紅豆/花

生） 
18 19 6% 

    我們一共調查了 45 家店家，調查結果發現漲幅最高為茶葉蛋的 50%，橋頭臭豆腐

次之為 33%。在每日的飲食中蛋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而 50%的漲幅，讓我們更能深刻地

感受到物價的波動。在表 1 中也可以發現其中有 9 家店家並未漲價，但我們實地去購買

時發現有些店家價格雖未上漲卻把量減少了。我們實地的訪問店家，詢問有關漲價的因

素，店家表示市場緊張造成原物料短缺價格上揚，成本增加就會反應到售價上了。 

 

(二) 物價上漲對花蓮民眾生活的影 

為了瞭解物價變動對花蓮地區民眾生活的影響，我們針對以花蓮為主要生活區域之

18 歲以上民眾進行了問卷調查，於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6 日期間，共收集 214

份問卷，扣除非調查對象之問卷後，得 212 份有效問卷，有效樣本比率為 99%，統

計資料分析與結果、意義如後。 

1. 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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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樣本中生理女性樣本有 158 位，占總樣本數的 74.53%；生理男性有 54

位，占總樣本數的 25.47%。 

(2) 年齡：以 40-49 歲的樣本為主，占了 56.13%；其次為 30-39 歲，占 21.7%。 

圖１：性別分布圖 

 

圖２：年齡分布圖

 

(3) 最高教育程度：以大學／大專／二技及五專學歷最多占 56.09%，其次為研究

所以上的占 22.64%。 

(4) 職業：以軍公教人員人 40~49 數為最多占 23.58%，其次為工商業人員占 21.7%，

最少的則是退休人員僅有 1 人。 

圖３：最高教育程度圖 

 

圖４：職業類別圖 

 

(5) 婚姻狀態：已婚者占 83.96%；單身者占 16.04%。 

(6) 子女情形：不論已婚或單身者，有子女者為 181 位占 85.38%，無子女者 31

位占 14.62%；其中 181 位有子女者，以 2 名子女占多數 58.01%，其次為 1 名

子女占 24.86%，3 名子女則占 17.13%。  

在基本資料中發現，受訪者較多的是女性，其中 40~49 歲最多，次之為 30~39

歲的，第三為 50~59 歲，這些正是主要社會階層中主要的勞動人口，而且大

多為家中的經濟分配者，所以更能深刻的感受物價的波動。 

       

 

圖５：子女情形圖 

 

圖６：子女個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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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物價上漲對花蓮民眾日常花費及消費行為模式之影響 

(1) 請問您是否感受到近期物價上漲？ 

(2) 請問您日常花費主要是用於下列哪些項目？（複選） 

圖７：物價上漲感受圖

 

圖８：日常花費項目圖 

 

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日常較主要的花費項目前三大項分別是「購買日常

生活用品」（90.6%）、「購買生鮮蔬果/水產/飲料/調味料等食材、食品」（83.5%）

以及「餐飲消費（外食/外帶/外送）」（72.2%）。這些消費項目都是近期物價頻

頻上漲的類別，也因此在與民生如此貼近的情況下，78%民眾對於近期物價

的上漲非常有感覺。 

(3) 請問您半年內曾有哪些大型的消費支出？（複選） 

(4) 請問與半年前相比，您每月總支出是否有增加？ 

圖９：大型消費支出圖 

 

圖１０：每月總支出增加圖 

 

(5) 請問與半年前相比，您每月總收入是否有增減？ 

圖 11：總收入增減圖 

                    調查結果也指出，若與半年前相比，不到一成（8.5%）民眾每月總支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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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或增加在 1000 元以下（沒有增加 6.6%、增加 1000 元以內 1.9%）；高達九成以  

              上花蓮民眾近半年每月總支出增加超過 1000 元，而 3001 元~5000 元為最多數每月總 

              支出所增加的金額，占比 34.9%；其次依序為 5001 元~10000 元（26.4%）、1001 元 

              ~3000 元（17.9%）、10001 元 ~20000 元（6.6%）與 20001 元以上（5.7%）。 

若再從由民眾每月總收入增減情形來看，近半年內只有 28%民眾每月總

收入有增加，而增加幅度多在 5%以內（13%），高達七成民眾（72%）每月總

收入為維持不變或減少（沒有改變 52%、減少 20%），顯示多數花蓮民眾每月

總收入在維持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因物價上漲而需增加支出費用。 

 

(6) 請問物價上漲對於您的生活是否有影響？ 

圖 12：物價上漲對生活影響圖 

 

 

(7) 就您的自身感受來說請問您目前哪些消費行為受物價影響較大？(複選)  

圖 13：消費行為圓餅圖受物價影響圖                                 

  

對於物價持續上漲，將近六成民眾表示生活受到影響（完全無法接受 3%、

壓力很大 13%、有點吃力 41%）；而民眾普遍認為受物價影響較大的前三項

消費行為依序為購買生鮮蔬果/水產/飲料/調味料等食材或食品（68.9%）、餐

飲消費（63.7%）、購買日常生活用品（60.4%）；影響最小的消費為醫療費用

（4.7%）；僅 1.9%民眾認為物價對消費行為沒有影響。 

(8) 請問您是否會減少部分支出，來維持收支平衡？ 

圖 14：是否減少部分支出，維持收支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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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要減少支出，請問您會選擇減少以下那些花費？（複選） 

圖 15：減少支出，會選擇減少那些花費圖 

 

面對物價的上漲與家庭支出，88%民眾表示會改變消費行為（包括停止

購買不必要的產品/服務 52%、改購買價格價低的產品/服務 36%）以減少部

分支出，維持收支平衡，調整的消費類別主要以「休閒娛樂支出」（63.2%）

占比最高，其次為「餐飲消費（外食/外帶/外送）」（45.3%）、「治裝費」（43.9%）、

「購買生鮮蔬果/水產/飲料/調味料等食材、食品」（18.4%）與「購買日常生

活用品」（17.9%）。 

(10) 與半年前相比，您是否因為物價變化而調整「子女補習班／才藝班」費

用支出？ 

圖 16：是否因為物價變化而調整「子女補習班／才藝班」費用支出圖 

 

(11)與半年前相比，您是否因為物價變化而調整「休閒娛樂」費用支出？ 

圖 17：是否因為物價變化而調整「子女補習班／才藝班」費用支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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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與半年前相比，您是否因為物價變化而改變下列行為？ 

圖 18：因為物價變化而改變行為圖 

 

表 2：因物價變化而改變行為的比率 

項        目 次數減少 無此行為 次數不變 次數增加 

購買百貨專櫃服飾或鞋類 
樣本數 129 61 22 0 

比例% 60.85% 28.77% 10.38% 0.00% 

購買平價品牌服飾或鞋類 
樣本數 96 55 34 27 

比例% 45.28% 25.94% 16.04% 12.74% 

購買路邊攤服飾或鞋類 
樣本數 89 67 41 15 

比例% 41.98% 31.60% 19.34% 7.08% 

使用汽／機車 
樣本數 173 24 11 4 

比例% 81.60% 11.32% 5.19% 1.89%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樣本數 113 66 20 13 

比例% 53.30% 31.13% 9.43% 6.13% 

共乘 
樣本數 163 36 8 5 

比例% 76.89% 16.98% 3.77% 2.36% 

(13)請問您目前是否需負擔任何的房租或房貸費用？（複選） 

圖 19：需負擔任何的房租或房貸費用圖 

 

(14)請問您認為未來半年是否為購買「房地產」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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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認為未來半年是否為購買「房地產」的時機圖 

 

(15)請問您認為未來半年，您的「家庭經濟狀況」與目前比較會有何種變

化？ 

圖 21：認為未來半年家庭經濟狀況圖 

 

在「家庭經濟狀況」的預期調查中，有 51%民眾認為，未來半年與目前

相比不會改變；31%民眾認為會變壞（變壞很多 5%、變稍壞 26%）；僅 12%

民眾認為未來半年會變好（變好很多 3%、變稍好 9%）；另有 6%民眾表示不

知道或沒意見。 

在物價上漲但收入不變的情況下，花蓮地區有超過五成民眾的家庭經濟

狀況不會改變，主要原因為受訪對象的職業以軍公教人員人數為最多占

23.58%，收入相對穩定；其次為工商業人員占 21.7%，多以家族式經營為主，

較不受影響。 

(16)您對未來一年內整體物價的預期為何？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通貨膨脹導致物價上漲，極端氣候與國與國的政治權衡影響下，使得生產成本跟著飆高，

物價高居不下，甚至在 2020 年開始的新冠疫情衝擊下，各國開始印鈔以緩解國內人民需求，

點燃通貨膨脹這顆大炸彈。因此各國在觀察到這個現象後，紛紛祭出相關因應政策，例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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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採用逐步升息的方式來抑制通膨，而我國也受美國政策影響進而跟進作為。但是通膨的衝

擊仍遠高於抑制的政策效果，身處在花蓮縣的環境中，並非如直轄市般的高所得，卻有著觀

光區的高物價。 

依我們此次的調查，受訪的數花蓮民眾多數的每月總收入常維持著固定且無變動的狀況，

但因物價上漲而需增加支出費用，變相形成薪資不增反減的現象，故會停止購買不必要的產

品，並以「需要」做為金錢花費的主要考量，並須進行更加精細的取捨。其中以休閒娛樂及

服飾花費為首要減少的項目。故我們推論在習慣改變狀況下，勢必會經歷一段苦痛的時期，

使我們生活的幸福感下降，進而可能減低工作意願與效率。 

此外，花蓮地區交通不如都市便利，居民移動絕大部分都是倚賴個人汽車、機車來做為

首選交通工具，故燃料的支出雖然是每天的固定支出，雖想省但卻也無法忽略，這樣的壓力

也會導致許多外出行動受到限制。這次研究讓我們發現到，生活中許多大小事物常會受國際

現象的快速衝擊，卻有著非常遲緩的政策相應，希望這次的研究成果所顯示的狀況，能使更

多人重視這次的通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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