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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引起動機 

    市場，是一般人生活的核心。在我們的家鄉，有著許多傳統市場及新式超級市場，先前

上課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這一次，我們想要藉由

小論文競賽的契機，試著以網路蒐集的方式，將兩者的不同之處進行整理與比較。 

    為了能夠更加了解自己的家鄉，我們甚至還走訪其中一間傳統市場，透過與店家的互

動，讓我們更加了解傳統市場的價值，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此次參加小論文競賽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將家鄉的市場與位於決賽地點的花蓮進行比

較，看看位居臺灣東西方的兩大縣轄市，是否有哪些相同或相異之處。除此以外，我們也好

奇一般人在添購民生必需品時，會優先選擇何種市場，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不僅能

更了解自己家鄉的市場，也能對於市場的想像增添更美好的色彩。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希望透過研究，了解以下的內容： 

(一)探討傳統市場的歷史與特色。 

(二)探討超級市場的歷史與特色 

(三)比較與分析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的特色 

(四)認識彰化市與花蓮市的各式市場 

(五)了解一般民眾購買民生用品的習慣方式 

 

貳、 文獻探討 

一、市場的由來 

    市場起源於古時人類對於固定時段或地點進行交易場所的稱呼。廣義上的市場是指為了

買和賣某些商品而與其他商家、個人相聯繫的場域；狹義上的市場是指買、賣雙方進行商品

交換的場所。 

二、臺灣第一座公營市場 

    根據搜尋得知，臺灣第一座公營市場，是在 1905 年 9 月 3 日營運的臺南西市場。在當

時日治時期屬於全臺灣營業額第三大的市場，僅次於臺北市新起街市場(今日的紅樓)、大稻

埕市場。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改善臺灣傳統市集的雜亂與衛生不佳，計畫籌建市場，臺南

西市場因而誕生。臺南西市場屬於兩棟方形木造公共建物，數十攤蔬果、魚肉舖，十餘家雜

貨舖，俗稱「大菜市」，為當時南臺灣最大市場，也是第一座現代化零售市場。 

三、市場的演變 

    臺灣傳統市場的發展歷史悠久，起初只是因聚落而出現的零售場所，日治時期有了進一

步規畫與制度確立，在國民政府來臺後，五零年代開始將市場列入都市計畫，興建各地公有

市場，一方面解決攤販林立的問題，另一方面提供社會救助功能，以政府招租方式，讓生活

貧苦的人能以低門檻創業自足。 

    除了公有傳統市場，政府也規畫市場用地，供民眾自行招商興建民有傳統市場，還有因

應住民需求自然形成的攤販集中場。在臺灣，除了住在山區或偏鄉農村，幾乎人人都有一個

從小逛到大的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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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的調查顯示，全臺灣傳統市場約有 842 處，由於民營與攤集場難

以估計營業額，只能暫列公有市場的概略數字，民國 88 年，公有傳統市場營業額調查約

965 億元，民國 99 年剩下 800 億元，到了民國 102 年中辦發布的「臺灣傳統市場白皮書」

推估，已下降至六百九十八億元，取而代之市場有了更為多元的型態及風貌，大量的超級市

場、量販店興起，甚至近年來網路購物的崛起，對於傳統市場都有不小的挑戰。 

 

 

參、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蒐集閱讀實體圖書、網路資料進行，用以回答研究問題一~四，而研究問題五

的部分，我們採取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希望透過了解更多人的想法，協助我們理解每個

人在選購生活必需品時，會優先選擇何種地點、形式的購物。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探討傳統市場的歷史與特色 

    傳統市場一般俗稱「菜市仔」或「傳統市仔」，又可稱作為墟市，屬於集市，西方社會

也有類似的組織。在農村經濟時代，當時商業尚不發達，墟市不是每天 24 小時，一年 365

日都有存在，而是當農民生產出現有餘，農民之間必須互通有無，以物易物或者用貨幣進行

購買。屬於一種約定時日墟期出現的傳統市場，通常是在秋收之後。當墟期過後，人潮散

去，買賣雙方又要等下一次墟期。 

 

(一)臺灣傳統市場的歷史 

    臺灣的傳統市場經營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的，當時的市場是因為政府為了「改善衛生」、

「穩定物價」、「增加地方財政」等原因加以推廣。 

 

(二)優點與特色 

1.位居社區中心 

    傳統市場具有人情味，能經營到現在，是因為一般人普遍認為傳統市場的食材較為新

鮮，而且市場通常也位居社區的中心，所以多數人都會在市場採購食材。 

2.環境主要以封閉、半封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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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市場的環境是封閉的、半封閉的、以及露天的。即使是露天的，許多攤商也會自備

遮陽棚或遮雨棚。 

(三)缺點 

   傳統市場由於歷史悠久，產權複雜等問題，難以進行快速翻修或整修，因而在環境上經

常是雜亂陰暗，地上髒亂且多有水漬，所以給人的感受並不舒適；此外，營業時間的傳統市

場總是人潮洶湧，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來選取商品，且由於人們互相講價，甚至還有部分機車

駛入市場內部，所以傳統市場的吵雜聲非常大，採購動線有時也會形成亂成一團的情況。 

二、探討超級市場的歷史與特色 

(一)臺灣超級市場的歷史 

    1970 年代，臺灣開始有了超級市場的發展。臺北西門町的大型西門超市及中美超市，為

臺灣大型超市開端。到了 1980 年代初期，農產運銷公司開始投入超市的經營，使超市經營

的技術引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1980 年代後半期，香港系統的惠康、百佳等公司亦相繼進

入市場，使超市的經營更具專業化。在這個階段，超市的經營逐漸進入了連鎖店的時代。直

到 2003 年，更發展出頂級超市，目前以本土業者的全聯福利中心最為活躍。 

 

(二)優點與特色 

1.便利性 

    超級市場採取自助取貨，並可在一個地點一次購足所有商品，節省大量採購時間，外加

上許多超級市場都提供寬敞的停車空間，消費者在購物的便利性上大大提高了。 

2.衛生明亮、價格透明 

    超級市場所販售的商品，由於以直接開架式陳列，燈光及空間擺放都有著與傳統市場不

一定的定調；而超級市場通常都有提供空調，因此溫度、衛生條件也方便進行管理；部分商

品也常有相關促銷政策及行銷策略，在商品價格標示上也更為透明，這些都是超級市場的極

大特色。 

 

(三)缺點 

    許多人認為同樣的商品，在超級市場販售的價格相較傳統市場貴；部分特殊食材或商

品，例如利潤較低的野菜類、不能久放的豬血、水豆腐等沒辦法在超級市場買到；除此以

外，由於許多超級市場販售的商品，在經過封膜後，購買者難以判別食材的良莠，再加上無

法親自詢問食材的狀況，有時甚至會購買到不適用的商品。 

 

三、比較與分析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的特色 

    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各有其優缺點及特色，在進行比較的過程，我們發現若為一處的缺

點，就會是另一個的優點，呈現互補的情況。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環境 
1. 地上髒亂且多有水漬 

2. 無空調 

1. 乾淨、衛生 

2. 提供空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96%80%E7%94%B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7%BE%8E%E8%B6%85%E5%B8%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3%A0%E5%BA%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4%BD%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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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1. 食材較新鮮 

2. 份量也比較彈性 

1. 貨品有序地排列 

2. 部分包裝會隱藏物品狀態，導致消

費者挑選時有落差 

空間 

1. 空間較狹小 

2. 人潮洶湧 

1. 空間寬敞 

2. 部分店家甚至設有餐廳、咖啡店、

時裝店和傢俱店，可說是應有盡有 

價格 
1. 可讓人殺價 

2. 商品價格標示不明 

1. 價格標示清楚 

2. 無法殺價 

營業時間 

1. 有固定營業時間，依據早市、黃

昏、夜晚而有所不同 

2. 大多數白天市場會在星期二~星

期日營業(6：00~13：00)、黃昏

市場(15：00~19：00)、夜市

(17：00~23：00) 

1. 有固定營業時間 

2. 相較傳統市場更長，有些超級市場

甚至是 24 小時營業 

其他 
1. 不發發票 

2. 促銷策略較少 

1. 會發發票 

2. 促銷策略多元 

    傳統市場可讓人殺價或要求贈品；販賣的食材較新鮮。可議價及濃厚的人情味等，因此

有不少人仍偏好到傳統市場購買食品。但有些傳統市場在環境上並不讓人感到十分舒適，地

上髒亂且多有水漬。此外市場中人潮洶湧，人們互相講價，所以傳統市場的吵雜聲非常的

大。 

    超級市場的優點就是方便且衛生，還可挑選生活用品，面積既寬大、清潔，空氣又涼

爽。除了出售各種食物、日常用品之外，還設有餐廳、咖啡店、時裝店和傢俱店應有盡有，

讓顧客可以自由選購。但較無人情味。 

 

四、認識彰化市與花蓮市的各式市場 

    我們想知道，我們身處的家鄉共有多少座市場，同時，成員中也有人提出，我們或許也

可以跟緯度一致的花蓮市進行比較，來了解位處東、西兩地的城市，在市場的數量上是否會

有什麼有趣的發現。 

1. 彰化市各式市場 

    我們發現，以彰化市來說，傳統市場共有 9 處，超級市場有 6 處，夜市則有 2 處，有 2

個特定類型的傳統市場(果菜市場、魚市場)，以及一個量販店(家樂福)。整理如下： 

 名稱 營業時間 市場類別 

1 彰化果菜市場 每天 3：00~15：00 傳統市場 

2 彰化魚市場 每天 2：00~5：00 傳統市場 

3 華陽市場 星期二~日 6：00~13：00 傳統市場 

4 民生市場 星期二~日 6：00~13：00 傳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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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民市場 每天 6：00~12：00 傳統市場 

6 民權市場 每天 6：00~13：00 傳統市場 

7 大埔路黃昏市場 每天 14：00~19：00 傳統市場 

8 櫻花黃昏市場 每天 14：00~19：00 傳統市場 

9 彰南路黃昏市場 每天 14：00~19：00 傳統市場 

10 領鮮超市 每天 8：00~23：00 超級市場 

11 巧婦超市 每天 7：~22：00 超級市場 

12 楓康超市 每天 24 小時營業 超級市場 

13 旺旺超市 每天 7：15~22：00 超級市場 

14 家樂福 每天 9：00~23：00 超級市場 

15 美聯社 每天 7：00~00：00 超級市場 

16 精誠夜市 星期三~日 18：00~01：00 夜市 

17 中央陸橋夜市 星期二、五、日 17：00~24：00 夜市 

 

2. 花蓮市各式市場 

    以花蓮市而言，傳統市場共有 8 處，超級市場有 5 處，夜市則有 3 處。其中，花蓮市也

有 2 個特定類型的傳統市場(果菜市場、觀光漁港)，市場數量與彰化市差不多。我們將花蓮

市的各式市場整理如下： 

 名稱 營業時間 市場類別 

1 花蓮市果菜市場 每天 4:00~18:00 傳統市場 

2 花蓮觀光漁港 每天 10:00~18:00 傳統市場 

3 重慶市場 每天 6:00~13:00 傳統市場 

4 三角市場 每天 5:00~11:00 傳統市場 

5 中華公有零售市場 每天 7:00~13:00 傳統市場 

6 吉安黃昏市場 每天 13:30~19:00 傳統市場 

7 花蓮市公所復興市場 
星期一 7:30~17:30 

星期二~日 6:00~17:00 

傳統市場 

8 市八市場 每天 11:00~19:00 傳統市場 

9 統冠聯合超市 每天 8:30~22:30 超級市場  

10 花蓮市農會自強生鮮 每天 8:30~22:00 超級市場 

11 全民生活百貨福利大批發 每天 7:00~00:00 超級市場 

12 富洋超市 每天 6:30~23:30 超級市場 

13 花蔬生鮮超市 每天 8:00~20:00 超級市場 

14 東大門夜市 每天 18:00~00:00 夜市 

15 美崙夜市 星期六 18:00~23:00 夜市 

16 太昌夜市 星期四 6:00~2200 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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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地市場數量並無明顯差異 

    我們以 google 地圖及相關資料發現，彰化市與花蓮市的各式市場數量差異並不大，我們

也對照戶政單位的統計資料，以民國 113 年 8 月的資料顯示，彰化市總人口為 224483 人，

而花蓮市總人口為 98562 人，彰化市人口數約為花蓮市的 2.28 倍，因此可以理解為何彰化市

能擁有一間大型量販店，這是花蓮市所沒有的。不過我們發現其實花蓮也有家樂福，雖然位

於新城鄉，但是距離花蓮市非常近，因此我們認為，一個區域人口的數量多寡，對於市場數

量的設置沒有絕對的影響，可以再次證明市場是一般民眾生活的核心，至於是否兩地的市場

規模會有差異，則是我們未來會想了解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花蓮市的人口較少，但因為花蓮市的觀光特色濃厚，市區甚至擁有

一座全國知名的觀光夜市-東大門夜市，以夜市的規模而言，其腹地、知名度皆遠勝過彰化

市。 

    所以我們認為，在地人口數對於市場的數量、規模是否有影響，還需要更多考證才能去

推論。 

五、了解一般民眾購買民生用品的習慣方式 

    為了了解一般民眾在購買生活必需品時，會傾向去何處購買，所以我們決定製作線上問

卷，並發放給一般民眾填寫。我們總共回收 81 份問卷資料，以下是問卷回收的結果。 

 

1.請問您採購商品時，會去傳統市場還是超

級市場？ 

 

2.請問您採購蔬果類，會去傳統市場還是超

級市場？ 

 

一般民眾採購商品時，選擇超級市場的有

54 人(66.7%)、選擇傳統市場的 16 人

(16%)、選擇網購的有 11 人(13.6%)、都會

去的有 3 人(1.2%) 

大家採買蔬果時，會去傳統市場的人比較多

佔 47.6%，而第二名是超級市場佔 45.1%。 

3. 請問您採購肉品，會去傳統市場還是超

級市場？ 

4.請問您採購五穀雜糧類、乾貨，會去傳統

市場還是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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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採買肉品時，會去超級市場的人比較多

佔 48.8%，而第二名是傳統市場佔 45.1%。 

大家買五榖雜糧類、乾貨時，比較多人會去

超級市場佔 70.7%。 

5.請問您採購熟食，會去傳統市場還是超級

市場？ 

 
大家買熟食時，會去傳統市場的人比較多佔

47.6%，第二名是超級市場佔 37.8%。 

 

結論： 

1.最多人去超級市場採購商品 

    在 81 份問卷中，最多人在採買食材時會選擇超級市場，統計他們選擇超級市場的原

因，前三名分別為便利性、時間限制少、商品多元；其次也有一些人選擇傳統市場，則是因

為便宜、新鮮、習慣等，而極少數選擇網路購物的原因，則是便利性、時間限制少、優惠

多。比較特別的是，有填答者表示，會依商品種類及價格優惠選擇消費的管道。 

    我們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許多填答者白天皆有工作，長時間營業的超級

市場會成為這類顧客的首選；另外，一站式即能購買全部所需的超級市場，能夠縮短購買的

時間，也可能是影響結果的因素之一。 

 

2.依據購買商品的特性，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各有青睞 

    我們從圓餅圖顯示的結果得知，依據商品特性的不同，選購的地點也會有所不同。採買

熟食類，傳統市場會是最多人優先考量的地點；而蔬果類、肉品部分，傳統市場跟超級市場

各有所好；另外，最多人會去超級市場購買五穀雜糧。 

    我們認為這個結果顯示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每個人的採買習慣與考量不盡相同，傳統市

場與超級市場各有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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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傳統市場通常位居社區中心，提供新鮮的商品與人情味 

    傳統市場的特色是具有人情味，一般人普遍認為傳統市場的食材較為新鮮，而且市場通

常也位居社區的中心，是聯絡感情、交流情報與方便購物的場所。 

 

2.超級市場擁有便利性、一站式購入的絕佳優點 

    超級市場所販售的商品價格透明，燈光及空間擺放方便選購，因提供舒適的空調，讓顧

客可以舒服的購物；外加上一個空間即能購入絕大多數的商品，方便又節省現代人的時間。 

 

3.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互有優缺點，甚至呈現互補情況 

    在時代的演進、變遷下，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有其不可抹滅的特色及優點，但也有急

需改善之處；同樣的，後起之超級市場，雖補足了許多傳統市場的缺陷，但因為進貨、包裝

等各環節的利益影響下，價格與品質不一定能成正比，亦為某些人詬病的地方。 

 

4.彰化市與花蓮市的市場數量並無明顯差異 

   兩地在傳統市場、超級市場及夜市的數量上皆差不多，雖然兩地的人口數有 2.28 倍之

差，但人口數量對於市場的設置並無絕對的影響，反而因為花蓮的觀光特色濃厚，東大門夜

市的規模遠勝過彰化市在地的夜市，對於這個結果，我們認為影響市場腹地、數量設置、規

模的原因，可能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5.最多人去超級市場採買民生必需品 

    現代人生活忙碌，第一時間採購民生必需品的首選市場為超級市場，前三名原因是便利

性、時間限制少、商品多元，其結果與超級市場的優點不謀而合；不過深入了解不同類型的

商品，我們發現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各有支持者，顯示即使是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在部分

消費者的心中仍佔有極大的份量。 

 

二、研究建議 

1.我們在查詢市場資料時，因為有事先實地踏查過，然後再上網查詢資料進行報告撰寫，因

此比較能夠理解搜尋文章是在寫什麼內容，也比較好分辨文章是真是假；所以建議未來友人

若想要進行相關的主題，也可以採納我們的方式，先實際觀察再來看書面資料，會更進入狀

況。 

 

2.由於我們回收的問卷樣本數只有 81 份，如果能擴大發放的樣本數，那麼得到的結果與推論

會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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