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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學校旁邊不到 100 公尺就有一間肯德基與麥當勞，學期末許多老師也經常

會用肯德基或麥當勞的商品來當作學生表現優良或同樂會的獎勵品，每當老師

要我們舉手表決來決定獎勵物品時，我們總是特別糾結，因為有的同學喜歡麥

當勞，有些同學則是偏愛肯德基，於是我們興起研究花蓮地區學童對於這兩家

速食店選擇偏愛的興趣；另外，隨著時代進步社會環境也逐漸改變，家庭內許

多決策逐漸走向以兒童為中心的方式，孩子對父母飲食的消費習慣的決定影響

力越來越大，本研究旨在了解斗花蓮地區國小學童對於速食(麥當勞、肯德基)

消費行為選擇的偏好以及原因。 

1984 年「麥當勞」在台灣成立第一家分店後，受到廣大消費者的歡迎，其

廣告訊息中的歡樂氣氛與強調家庭價值的訴求，迅速擄獲了台灣消費者的心。

而其成功經驗亦吸引更多的國外速食業者，如肯德基、溫娣、德州炸雞、漢堡

王、儂特利、摩斯漢堡等，相繼來台搶攻「西式速食」這塊市場大餅，造成今

日西式速食店比街林立的局面，形成一種時髦新鮮的飲食文化，吸引越來越多

的外食人口前往用餐。根據調查發現 98％的台灣消費者都有到過速食店消費的

經驗（邱莉玲，2005），說到速食店，大家先想到的一定是肯德基與麥當勞這

兩家速食店的龍頭，再加上學校附近就各有一家肯德基與麥當勞速食店，在研

究上提供我們高度的便利性，下課時間偶而經過這兩家店時總是看到店內座無

虛席，因此十分好奇，是什麼樣的原因讓速食店生意如此興盛，也十分好奇這

兩家速食店的差異性在哪裡，是什麼原因讓多數 7-12 歲的孩子在消費選擇偏

向，並嘗試探求原因，因此將這次研究的範圍設限在大家所熟悉的兩間速食店

（麥當勞、肯德基）進行比較。 

 

二、研究目的 

    麥當勞、肯德基在商品的選擇上有這多樣化的產品推出，有的商品內容組

成十分雷同，也有些獨特性的商品推出，這些相似或獨特性的商品會不會影響

到每個孩子的選擇是我們十分好奇的事，因此，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三個： 

 

    （一）瞭解花蓮地區小學生對於麥當勞與肯德基消費行為之現況。 

（二）探討相似商品變項因素下的小學生在消費行為上的差異。 

（三）探討獨特性商品項因素下的小學生在在消費行為上的差異。 

 

三、研究方法 

    我們採用文獻探討、田調訪查、問卷調查等方式來進行研究。文獻探討的

部分，參考台灣碩博士論文網上開放電子檔案之論文研究以及網路可以收集到

的數據與資料，加上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田野調查的部分，針對麥當勞以

及肯德基不同日期及時段（週間或週末）、（早餐時間 8-10、午餐時間 11-14、



晚餐時間 17-19）實際到店人員的實際訪查，另外我們也訪問了花蓮地區麥當勞

的董事長以及麥當勞中山店店長長以及願意接受訪問的消費者等進行訪談。問

卷調查的部分則是設計了相關問題透過Google表單請北、中、南各區的小學生

進行填寫以及統計。 

 

四、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場域為學校附近兩家速食店的現況，無法推論及  

          其他地區或縣市的消費現況。 

（二）本研究僅就探討研究者本身進行小學生對於麥當勞與肯德基消費選

擇之影響。 

 

五、研究流程 

 

 

 

六、名詞解釋 

一、小學生 指 2022 年就讀花蓮縣各學區之國小一～六年級學生。 

二、速食店 指麥當勞以及肯德基。 

三、西式速食：本研究定義「西式速食」為麥當勞以及肯德基由國外引進標準

規格化的食品，販賣的商品。主要為漢堡、炸雞、薯條、飲料以及點心。本研

究將商品內容分類為以下四大類別： 

（一）漢堡類：內含肉餡之漢堡系列食品。 

（二）油炸類：油炸肉類(如雞塊、炸雞)；油炸植物(薯條、薯餅等)。 

（三）湯與飲料類：玉米濃湯及各種冷熱飲。 

（四）其他：未被歸類以上三類之食品。 

 

貳、正文 

一、青少年飲食結構變化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革，雙薪家庭結構的小家庭越來越多，因為父母親都要

上班工作，外食的機率越來越高，再加上近年來西方速食產品盛行，許多青少

年食用速食的比例增高；而對台北市國中的研究中，發現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

少年，購買速食的情形較中、低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年多(張美玲, 2004)。此

外，在對某高中的研究中指出(呂蘭花, 2003)，學生每週攝取 1-3次西式速食者

佔 17.4%，發現學生缺乏速食營養知識及拒絕攝取速食的技巧，並發現對於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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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速食的行為，來自同儕的社會支持較父母親高。以台灣目前的飲食消費習慣

而言，是逐漸以「外食」為主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22的國民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成果報告 2017-2020)，國人 7-18 歲外食比例相當高，七至九成

至少一天一餐外食，而 (游秀綾, 2009)在「新竹市國中生攝取西式速食行為及其

相關因素之研究」中，顯示出將近兩成的國中生在過去一週內會去攝取西式速

食，而且男生比女生吃較多的西式速食等。所以吃速食儼然已成為現代學生的

一種飲食習慣 (張菀庭, 2010)。 

 

二、問卷調查個人背景變項資料之描述分析 

本研究以花蓮縣北、中、南三區願意協助問卷填寫之 13所國小一到六個年

級學生為研究的對象，調查小學生的背景變項、選擇速食店之商店之速食消費

現況。其中，背景變項包含了年級、性別、每周零用錢金額、家庭結構、父母

親教育程度、學校所在地區、每周外食次數、同儕關係及傳播媒體；商店屬性

重視程度包含產品實在、用餐氛圍、餐廳設施、交通便利、服務熱忱等。西式

速食消費行為現況包含了消費商家、消費同伴、消費頻率、消費時日、消費金

額、消費目的及消費權益。共回收問卷 112份，並以次數分配、百分比等描述

性統計進行資料的分析描述。 

本研究樣本為花蓮縣地區小學生，就其樣本背景資料的次數及比例分配情形，

茲將數據說明如下表 ： 

表 一-1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年級) 

 

 

 

 

 

 

 

 

表 一-2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    

 雙親 81 72.3  
 單親 21 18.8  
 寄親 7 6.3  
 其他 3 2.7  

 

 

 

 

個人背景 分類 次數 百分比 

年級 一年級 1 0.9  
 二年級 5 4.5  
 三年級 3 2.7  
 四年級 21 18.8  
 五年級 42 37.5  
 六年級 40 35.7  



表 一-3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性別） 

性別    

 男生 66 58.9  
 女生 46 41.1  

 

表 一-4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每月零用錢） 

金額    

 0~100元 18 16.1  
 101~200元 27 24.1  
 201~300元 47 42.0  
 301~400元 11 9.8  
 401~500元 7 6.3  
 500元以上 2 1.8  

 

表 一-5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父親教育程度) 

父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9 8.0  
 大學 61 54.5  
 專科 23 20.5  
 高中職 12 10.7  
 國中（含以下) 7 6.3  

 

表 一-6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11 9.8  
 大學 56 50.0  
 專科 34 30.4  
 高中職 6 5.4  
 國中（含以下) 5 4.5  

 

表 一-7 樣本背景資料次數分配表(同儕關係) 

同儕關係    

 每次都去 12 10.7  
 常常去 56 50.0  
 偶而去 34 30.4  
 很少去 8 7.1  
 都不去 2 1.8  



三、問卷調查消費選擇分析 

根據我們文獻閱讀與 10 多次的實地田野訪查與訪談中發現花蓮地區小學生

在肯德基與麥當勞的消費調查結果如下： 

Ｑ1 小學生喜歡去麥當勞還是肯德基（麥當勞 81、肯德基 31） 

 

 

Ｑ2 類似商品且價格一樣會選擇麥當勞還是肯德基？（麥當勞 88、肯德基 24） 

 
 

Ｑ3如果麥當勞和肯德基同時推出炸雞全餐，會選擇哪一家？(價格一樣) 

 

58.04%
41.96%

價格一樣選擇偏好百分比

麥當勞 肯德基

58.04%
41.96%

如果都出炸雞全餐百分比

麥當勞 肯德基



四、訪談資料分析 

花蓮縣麥當勞董事長楊先生表示：「我認為麥當勞會吸引孩子上門消費的

原因是麥當勞服務很好，商品十分符合孩子口味，而且我們每年都會推出

新的商品，我們商品上架是經過十分嚴密的流程才會把商品上櫃，我們的

流程大概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試賣 5家並做問卷調查、第二階段進行 

6-8週試賣，如果商品販售反應良好在第三階段才會將商品放入主菜單。我

們就是以這麼嚴謹的態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我們的宗旨就是以客為尊、讓

消費者有在家用餐的溫馨感。」 

  
訪問花蓮地區麥當勞董事長 麥當勞實地訪查 

 

花蓮縣中山店麥當勞店長表示：「我們特別重視對消費者的服務品質，特

別重視客人對麥當勞的印象，我覺得麥當勞會吸引客人的原因是我們服務

好、速度快且商品美味，我們有一個 Table service 的服務讓我們跟顧客

很貼近。」 

 從上述的資料我們可以知道，花蓮縣內國小學生對於麥當勞與肯德基

的消費偏好約是 7:3，麥當勞的經營策略是吸引孩子把家長帶進來消費，很

明顯的這個策略是十分成功的。 

 

參、結論 

一、孩子對於家長飲食習慣影響力大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童外食情形非常普遍，且大多數上麥當勞或肯德基

的家庭都是應孩子要求而一同前往消費，我們發現孩子的飲食習慣受到父母影

響非常大。家庭是兒童消費社會化過程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地方，父母的一

言一行，通常是兒童學習的模範，兒童在購買與消費方式上所持有的態度與技

巧，受家庭消費模式的影響很大，所以為了孩子的身體健康學校以及家庭要以

多教導正確的飲食消費行為。 

 

二、注意孩子零用錢的使用情形，養成孩子正確的金錢態度 

   本研究發現，在麥當勞與肯德基問卷調查中「消費頻率」的表現，五、六年

級的學童大於四年級，由此可見隨著兒童年齡的增長，孩子獨立自主選擇權增



高，消費力也變強了。而每週零用錢數量愈多的學童，消費次數也愈頻繁，顯

示每週零用錢數量也是影響學童速食消費行為的重要因素，因此父母應評估給

孩子零用錢的金額及需要性，並指導正確的使用方式，主動和孩子溝通金錢使 

用情形，鼓勵孩子養成儲蓄觀念，讓孩子有機會學習正確的金錢態度與消 

費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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