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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題目：應用 TPB 理論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 

研究生：黃仁華                           指導教授：范惟翔博士 

 

論文摘要內容：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流行音樂的傳播已隨著網際網路無遠弗屆地

流通。流行音樂在結合了成熟的包裝、服裝、設計、編舞、音樂電視、

媒體宣傳等之後，形成了龐大的音樂產業。這龐大的流行音樂產業市場

主要是以青少年族群為主，聽流行音樂是青少年「最主要」的休閒活動。

「流行音樂鎖定青少年才會成功」是業界市場運作的邏輯。本研究應用

Ajzen 博士提出的計畫行為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作為研究的主體架構，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並予以驗

證。 

    本研究選擇 12 歲至 18 歲的青少年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267 份，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合 AMOS 軟體作假設驗證，結果顯示

本研究整體配適標準達檢定水準，理論模型可獲得支持。在變數間的假

設方面除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直接效果不成立外，態度、主觀規範

對行為意向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行為意向與知覺行為控制對消費行

為也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此外，態度與主觀規範透過行為意向對消費行

為有中介效果之影響。 

 

關鍵詞： 計畫行為理論、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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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progressive science technology, pop music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age. In the combination of design, 

dance and online marketing, it forms a huge pop music property.  This 

research adopt TPB(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rom Dr.Ajzen, try to 

probe and exam the purchase intension among young age while chossing 

pop music. 

This study choose 300 teenagers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as 

research objects, regain 267 valid questionnaires.  Using CFA and AMOS 

to build assumptios proof.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whole suit standard is 

acceptable, the mold of theory gain support.  Except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norm 

positively effect Behavior Intention.  And, Behavior Intention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ositively effect Consumer Behavior.  In 

addition, through Behavior Intention,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causes 

positive interfered effect to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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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流行音樂的傳播從早期的黑膠唱片、廣播的

小眾欣賞，到現在無遠弗屆的網際網路流通。聽到的不只是地區性的歌

曲，更甚而是跨國際的音樂視聽。流行音樂在結合了成熟的包裝、服裝、

設計、編舞、音樂電視、媒體宣傳等之後，形成了龐大的音樂產業。根

據行政院新聞局出版「99 年流行音樂產業調查報告」統計，2010 年台灣

流行音樂產業總體產值約為 79.26 億元。這龐大的流行音樂產業主要市場

是以青少年、學生族群為主。台灣「阿爾發音樂」總經理楊峻榮曾說，

台灣流行音樂基本上是由「五十幾歲的人決策、四十幾歲的人策劃執行、

三十幾歲的人創作寫歌、二十幾歲的人唱、再賣給十幾歲的青少年」，此

話點出「流行音樂鎖定青少年才會成功」的市場運作邏輯。國外研究也

顯示，聽流行音樂是青少年「最主要」的休閒活動。人們由童年時期開

始聽流行音樂，進入青春期後時間漸增，到了高中或大學進入顛峰期，

之後隨著年齡與自主性的增長，對流行音樂的消費才會逐漸遞減（許馨

文，媒體 see see 看雙月刊第十三期）。 

普遍認為一般青少年多熱衷於流行音樂，進一步分析其原因，與青

少年階段的社會心理因素、生理特性，以及媒體環境關係密切（曹理、

何工，2001）。資訊媒體的時代潮流已造成青少年音樂經驗的改變，而

流行音樂的跨文化影響力，以及流行歌曲歌詞中對時事的批判，彰顯音

樂的社會影響力，透過流行音樂之欣賞、表現與活動參與，成為青少年

與社會接軌的重要途徑。同時，流行音樂也具有自我認同與同儕認同的

心理功能，並適時引發青少年的情感或情緒，除了具有情緒抒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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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透過流行歌曲的演唱或演奏，更能直接滿足青少年的自我表現慾望(蘇

郁惠，民94）。蘇郁惠（民93）的研究也為這樣的現象找到一些可能的

原因： 

1. 青少年正處於情緒變化很大的時期，他們熱衷於情感的表達與抒發，

而形式簡單、內容易懂的流行音樂，最能夠滿足青少年宣洩內心情感

的需求。 

2. 青少年需要屬於他們自己的音樂，換句話說，流行音樂是青少年自我

認同及互相認同的約定符號，流行音樂巧妙地擔負起青少年區隔兒童

與成人角色的身分代言。 

3. 由於流行音樂在編曲、配器等樂曲創作手法上，比起古典音樂來得單

純而複雜度低，演奏和演唱技巧的要求較簡單，因此能很快滿足青少

年喜歡表現自我的特質。 

    青少年喜歡聽什麼？引起筆者好奇，遂在任教的音樂課程中設計了

音樂分享的單元，藉由歌曲的分享進一步了解青年學子們對音樂的喜

好。出乎意料之外的是，學生介紹的曲目，除了時下當紅的歌曲外，還

有離他們年代久遠的經典老歌、甚至小眾市場的獨立製作歌曲。青少年

涉獵的曲目之廣，超乎筆者的想像。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行為意向為

何？行為意向會影響他們的消費行為嗎？ 

在參閱各種不同的行為模式與理論中發現，由 Ajzen 博士所提出，

主要被應用於探討個人採取某一特定行為時的預測因素，以「態度」、「主

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為核心變項的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適合研究主觀意識強烈、家庭同儕認同度高的青少年

之行為意向。過去的許多研究顯示，計畫行為理論已成功的應用於各種

行為的研究範疇之上，如藥物成癮行為、飲食行為、臨床醫療與篩檢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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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滋病預防、運動行為、以及許多社會與學習行為（韓婷婷，民 87）。

其研究結果顯示應用計畫行為理論可以有效的解釋或者預測出個體的行

為意向。而根據 Stavros, Pollard, East and Tsogas（1999）研究發現行為意

向能夠由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來預測，計畫行為理論的觀念

性架構能夠全面性的解釋消費意向。因此藉由此一理論來瞭解及預測青

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行為意向及消費行為為本研究的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應用 Ajzen 博士提出的計畫行為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透過資料統計及實證分析達到下列之目的： 

（一）應用計畫行為理論瞭解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在態度、主觀規範與

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的影響。 

（二）應用計畫行為理論瞭解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在行為意向與知覺行

為控制對消費行為的直接效果。 

（三）探討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透過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之

間接效果。 

（四）驗證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之整

體模式配適度。 

（五）探討青少年每月零用金多寡對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之差異。 

 

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與探討，建立

本研究之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依據變項與假設，資料收集，決定構面

與操作型定義，然後設計問卷，選定樣本，將收集到的資料與數據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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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後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本研究的步驟與程序如圖 1.1。 

              

 

    

 

 
                  

 
   
 
 
 
 
 
 
 
 
 
 
 
 
 
 
 
 
 

 
 
 
 
 
 

圖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確認研究主題、動機與目的 

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 

發展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 

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問卷建立與修正 

          問卷調查 

 資料分析與整理 

驗證假設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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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計畫行為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計畫行為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學者Ajzen

於1985年參考「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延伸修

正所提出，主要在解釋個人行為決策過程的一套理論。 

    理性行為理論(Fishbein & Ajzen, 1975) 是由社會心理學的角度提

出，用以解釋個人在處理信念、態度、行為意向與實際行為間的一般關

係，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與預測個人行為。理性行為理論有兩個主要的前

提假設：(1) 人是理性的，因此個人的行為是完全出於個人的意志控制；

(2) 行為的執行由其行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決定 。簡單地說，也就

是個人從事該行為之前，會經過思考，了解該行為的意義才進行該行為。

因此，個人的行為意向能預測到他會不會執行某個行為。理性行為理論

中，行為意向受到下列兩大因素影響：(1)個人因素：源自個體，指個體

本身對從事某項行為的態度(Attitud Toward the Behavior)；(2)社會因素：

源自外在，影響個體從事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藉由行

為態度與主觀規範的交互作用，才會產生行為意向，進而執行該行為。   

 
圖2.1 理性行為理論結構圖 

資料來源：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Mass:Addison-WesleyPublishing 
Compan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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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性行為理論 (TRA) 是在「行為的發生乃是基於個人的意志力控

制 」的假設下對個人的行為進行預測與解釋，但是人類的許多行為並非

全在理性與意志的控制下發生的。當所要研究的預測行為符合理性行為

理論 (TRA) 所假設的解釋範圍時，此理論對於個人行為具有很強的預測

力；但若研究所要預測的行為受到非意志因素的影響時，其行為是需要

時間、金錢、技術、政策、資源、機會、自我能力、知識或他人協助等

因素才能展現的行為，那麼此理論對行為的解釋力就會減弱，無法給予

個人行為合理的解釋。例如戒菸、戒酒、減肥等行為，雖然意志堅定，

但實際執行時必須配合客觀的環境，再加上個人的控制能力，持之以恆

才能使行為發生 (Ajzen & Madden, 1986)。 

    就因為在實際情境中，有許多行為並非完全受個人意志的控制，可

能同時會受部分非意志因素所影響，所以理性行動理論對於不完全受個

人意志所控制的行為解釋力就會減弱。因而 Ajzen (1985) 根據此缺失，

加入了知覺行為控制的變項，使其對行為能有較佳的解釋與預測力，這

就是所謂的「計畫行為理論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計畫行為理論指出行為意向會直接影響個人的行為，但行為意向是

透過（1）對該行為所持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2）主

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3）知覺行為控制 (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三項因素所決定。因此計畫行為理論假設，當個人對一特定行為

的態度愈正面、所感受到的周遭壓力愈大，則個人採取該行為的意向將

增強，當預測的行為在不完全意志的控制下，知覺行為控制亦可能直接

對行為產生影響，且認為自己執行該行為的能力越高時，個人進行該行

為的意向將愈強（Godin, 1993）。計畫行為理論結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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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計畫行為理論結構圖 

資料來源：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50, No.2, pp. 179-211. 

 
計畫行為理論主要被應用於探討個人採取某一特定行為時的預測因

素，國內學者也應用此理論進行實證研究，如：應用於青少年參與休閒

活動的行為、青少年的吸菸行為、高中生遊憩休閒行為、高職生的網路

使用行為、體育班學生的學習行為與生涯發展、國中生尋求網路諮商的

行為意圖、大學生的規律運動行為，見表2.1所示。 

 

表2.1 計畫行為理論應用於青少年行為領域之研究 

作者及年份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應用層面 

王國川（民87） 高職生 

青少年無照騎車行為之

探討-計畫行為理論之應

用  

針對青少年特定族群

的特定違規行為做探

討 

吳美貞（民96) 國中生 

探討苗栗地區青少年參

與休閒活動行為意圖之

研究  

青少年參與休閒活動

行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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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年份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應用層面 

楊叔夏（民97） 高職生 

計畫行為理論運用於網

路使用行為之研究 

–以台中縣某校高職生為

例 

瞭解高職生參與網路

活動之使用動機和使

用行為及其影響因素

的關係 

許義忠、莊麗君、 

葉智魁、余泰魁

（民98） 

高中生 

計畫行為理論納入過去

行為來預測高中生的休

閒遊憩意圖與行為 

探討其跑步、唱

KTV、及上網咖之意

圖與後來行為 

徐劭婷、張景然

（民99） 

國中、高中

及高職學生

應用延伸計劃行為理論

探討青少年吸菸行為之

影響因素 

青少年的吸菸意向與

行爲 

王孟佳（民100） 
高中職體育

班學生 

應用計畫行為理論探討

體育班學生學習行為與

生涯發展之研究 

體育班學生的學習行

為差異和影響因素與

生涯發展之關聯性 

王雯華（民101） 國中生 

國中生尋求網路諮商之

行為意圖研究 -以計畫行

為理論為例 

探討影響國中生尋求

網路諮商行為意圖的

因素 

楊昭慧（民101） 大學生 

計畫行為理論的預測效

果及行動控制的中介作

用～以規律運動行為為

例 

研究對象規律運動行

為及其影響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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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態度是指個人在特定行為表現時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的心理層面感

受與評價。學者Aiken （2002）認為態度為獲得的認知、情意和對某種

目標、情況、制度、概念或個人正向或負向的行為傾向。亦即態度乃是

個人對於特定對象或標的物之評價經概念化所成（王國川，民87）。狹

義的態度，是指內蘊的心理歷程，廣義的態度，則同時包含了心理歷程

及外顯行為（張春興，民80）。Walter (1978)認為態度是經由學習而形成，

但會受到性別、年齡、社會階層、人格特質、生活形態、價值觀、家庭、

親友、社會文化與經濟因素的影響。Rosenberg and Hovland(1960)則針對

態度組成提出三部份模型，分別由情感、認知、行動三個成分所組成。

情感的成分包括個體對某人事物的評價、喜愛、或情緒的反應；認知的

成分是對某人事物的信念或實際認識；行動的成分牽涉到個體直接對某

人事物的外顯行為。所以態度的組成成分經常被視為個人對此行為結果

之顯著信念的函數，而此一態度指的是所關切行為的「特定態度」（葉

旭榮，民86）。特定行為的態度比一般的態度更能準確的預測人們之行

為，而衡量態度的問題愈明確，則愈能以受測者的態度來預測其實際行

為（邱家淮，民94）。本研究將相關學者對態度定義整理如表2.2 所示。 

表2.2 態度之定義 

學者 年份 定   義 

張春興 民80 
狹義指內蘊的心理歷程 

廣義包含心理歷程及外顯行為 

王國川 民87 個人對於特定對象或標的物之評價經概念化所成 

Aiken,L.R. 2002 
獲得的認知、情意和對某種目標、情況、制度、概

念或個人正向或負向的行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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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年份 定   義 

劉玉山、王佳惠、 

郭乃文 
民96 

特定行為態度取決於對此行為結果的信念及對那

些可能結果的評量 

黃萬傳、黃崇憲 民96 個人對於某一特定行為的正向或負向感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1.2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是指個人在採取某項行為時，對於重要參考對象（他人或

團體）對他參與某行為所給予正面支持或負面反對力的社會壓力認知(李

永祥，民99）。意指個人對特定個體或團體認為其是否應從事該項行為

的信念(Ajzen, 1985)，表示個人從事某項行為所感受到的社會期待(Ajzen, 

1991)。主觀規範是由「規範信念」( Normative Belief )及「依從動機」

( Motivation to Comply )二部份所組成；規範信念是指社會環境對個人行

為意圖的影響，是指個人感受到其他具有重要影響力的個人或團體，給

於他在採取某項特定行為的正面或負面壓力，而依從動機則指個人對於

其他個人或團體意見的依從程度。當個人對於所處的社會環境之影響越

大，對其他個人或社會團體意見接受度越高，則越易產生從事該活動的

行為意圖(Ajzen & Fishbein, 1980)。不同群體其影響力也不同，依其影響

程度可分為「主群體」及「次群體」；主群體指經常面對面互動的群體，

可能對個人產生「行為規範」影響的參考團體，而次群體指很少或無面

對面互動的群體，可能對個人行為產生「社會規範」影響的其他參考團

體(Ajzen & Fishbein, 1975)。本研究將相關學者對主觀規範定義整理如表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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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主觀規範之定義 

學者 年份 定   義 

Ajzen,I. 1991 
個人對於是否採取某項行為時，所感受到同儕、專

家…等具有影響力的個人或體，所給予的社會壓力

黃萬傳、黃崇憲 民96 主觀規範分為規範信念及依從動機二部份 

張志銘、王于寧、 

詹正豐 
民96 

受到重要他人的支持、鼓勵或影響個體從事某行為

的壓力 

李永祥 民99 

主觀規範乃個人對於重要參考對象(他人或團體)對

他參與某活動所給予正面支持或負面反對力的社

會壓力認知 

廖雅慧 民101 
影響個人採取某項特定行為之社會價值取向或價

值規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1.3  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 

    知覺行為控制是指，個人在從事某項行為時，本身認為容易執行的

程度；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愈少，

執行該行為的程度就會愈強。計畫行為理論(TPB)與理性行為理論(TRA)

比較不同處主要在於對行為意向的預測上計畫行為理論增加了「知覺行

為控制」的變數；理性行為理論的基本假定在於，個人的行為是「完全

地」受到本身意願所控制，倘若個人的行為意圖愈高，則個人從事該項

行為的機率愈大(Fishbein &Ajzen, 1975; Ajzen, 1985; 1991; 2002)。亦即行

為意圖與實際行為兩者之間的關係是正向的，當個人從事該項行為之意

願愈高時，則愈能期待或預測個人從事該項行為之發生。但是人類的許

多行為並非全在理性與意志的控制下發生的，其行為有時會因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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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錢、技術、政策、資源、機會、自我能力、知識等因素的影響而受到

阻礙，實際執行時必須配合客觀環境，再加上個人的控制能力，才能使

行為發生(Ajzen & Madden, 1986)。因此 Ajzen (1985) 根據此缺失，加入

了知覺行為控制的變項，使其對行為能有較佳的解釋與預測力。      

知覺行為控制是由「自我能力」及「便利狀態」兩個因素構成。「自

我能力」是指消費者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該項行為的主觀認知，指個人對

於進行某項行為所擁有的資源、機會的多寡認知；「便利狀態」是指消

費者所感受到的環境便利程度或阻礙情形，亦即個人認為這些資源、機

會對其行為的影響程度，例如時間、經濟能力、作業流程等（吳濟華、

葉晉嘉、周佳儀，民94）。當個人覺得資源越多，且對完成該行為的阻

礙越少時，個人會努力去完成，反之個人認為自己缺乏資源及機會且阻

礙又多時，則他對該行為就不可能形成強烈的行為意圖，即使自己對該

行為抱持著正向的態度，且認為重要的參考對象對該行為的發生也持贊

成的意見時，該行為也不會發生。 

表2.4 知覺行為控制之定義 

學者 年份 定   義 

Ajzen,I. 1991 個人執行某行為的能力，或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 

吳濟華、葉晉嘉、 

周佳儀 
民94 

知覺行為控制由「自我能力」及「便利狀態」兩個因

素所構成 

廖雅慧 民101 個人執行某項特定行為時，對於所需資源之控制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1.4  行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行為意向指個人主觀評估自己未來從事某項行為的意願與機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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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向與行為之間存在有高度的關聯性，Ajzen(1975) 指出「行為意向」

就是個人想要採取某一特定行為之行動傾向，是行為顯現前的決定。因

此，行為意向即為影響個人是否採行某一特定行為之最直接因素（張載

陽，民95），而且行為意向是來預測個人行為的最佳指標（Fishbein et al., 

1975）。計畫行為理論認為個人對該行為愈抱持喜愛態度、主觀規範愈

支持個人從事該行為、對該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能力愈強，則從事該行

為的意向會愈強(Ajzen , 1991)。 

表2.5 行為意向之定義 

學者 年份 定   義 

Fishbein,M. & 

Ajzen,I. 
1975 個人對於是否執行某項特定行為的意願 

Peter,J.P. ＆

Olson,J.C. 
1987 對行為意向的測量，可用來預測實際行為產生 

Parasuraman, A. & 

Grewal, D. 
2000 

以忠誠度、轉移、支付更多、外部回應及內部回應

等評量行為意向 

黃茗韋 民98 執行某特定行為的意願或動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  消費行為 

消費行為是消費者爲了滿足其需求，而對產品進行搜尋、購買、使

用、評價等一連串習性特質的行為。學者Sternthal ,B. and Craig,C.S.（1982）

認為消費行為是消費者在執行決策過程中之學習，其與消費者如何獲

得、組織以及使用資訊去做消費選擇有關。同年，Engel and Blackwell 

(1982)提出，整個「消費歷程」即是人們從事取得 (Obtaining)消費



 

  14  

( Consuming )處置( Disposing )產品或服務的活動。而William（1982）也

認為，只要一切與消費者在消費產品或勞務的過程中，有關心理、生理

以及情緒方面的反應，即稱為消費行為。1994年Schiffman, L. G. and Kanuk, 

L. L. 對消費行為的定義是，消費者對於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產品和服務，

所表現在搜尋、獲得、使用與評價的行為。Peter, J. P. and Olson, J. C.

（1996）則以不同的見解提出，消費行為是動態的，是情感、認知、行

為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影響的結果，而且內含兌換與交換的情況。而行

銷大師Kotler（1997）認為，消費行為是在研究關於個人、群體乃至於組

織其如何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產品和服務，藉以滿足其需求。 

表2.6 消費行為之定義 

學者 年份 定   義 

Sternthal ,B. &  

Craig,C.S. 
1982 

消費者在執行決策過程中之學習，其與消費者如何獲

得、組織以及使用資訊去做消費選擇有關 

Engel, J. F.& 

Blackwell, R. D. 
1982 人們從事取得、消費、處置產品或服務的活動 

William T.G. 1982 
一切與消費者在消費產品或勞務的過中，有關心理、

生理以及情緒方面的反應 

Schiffman, L. G. 

& Kanuk, L. L. 
1994 

消費者對於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產品和務，所表現在搜

尋、獲得、使用與評價的行為 

Peter ,J. P. & 

Olson, J. C. 
1996 

消費行為是動態的，是情感、認知、行為與環境之間

相互作用影響的結果，而且內含兌換與交換的情況 

Kotler,P. 1997 
個人、群體乃至於組織其如何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

產品和服務，藉以滿足其需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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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消費行為理論的闡述，較著名且廣泛被使用

的模式，是由Engel、Kollat and Blackwell 三位學者，於1968年提出經多

次修改而於1984 年修訂完成的消費行為模式稱之EKB 模式。EKB 模式

以消費者決策過程為主，詳述過程中消費者的資訊處理過程，並同時建

構出與外部之間的交互作用與關係，包含了五個部份： (1) 訊息輸入 (2) 

資訊處理 (3) 決策過程 (4) 決策過程變數 (5) 外界影響。此五個部份彼

此交互影響，不再是單向流程，其特色是以決策過程為中心，結合相關

的內外因素交互作用所構成，將消費者行為視為是一連續的過程，而非

個別的行動。 

1. 訊息輸入：主要的資訊為外在的刺激與行銷策略，透過大眾傳播媒體

或是人際網路將這些資訊傳遞給消費者，當消費者接受資訊後，即進

入下一階段。  

2. 資訊處理：對於消費者所獲得的資訊，將透過展露、注意、瞭解與接

受等過程進行資訊的處理，最後消費者會選擇性地篩選資訊並保存於

記憶之中。  

3. 決策程序：此階段為整個EKB Model的核心，其描述消費者在面臨購

買決策時的心理流程，包括問題認知、資訊搜尋、方案評估、購買選

擇以及購後行為五個階段： 
（1）問題認知 (Problem Recognition)： 

消費者決策過程的最初階段是確認本身需求。由於外來的刺激因 

素使得消費者本身知覺到理想與實際狀況有所差異且產生慾望  

或期待，此時為了滿足此慾望或期待，消費者便會產生問題認知  

確認本身需求。此刺激因素可能包括內在動機或外在環境的影響   

因素。 

（2）資訊搜尋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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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了需求動機之後，消費者便會從以往的類似經驗、留存記憶

或累積知識來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亦即由記憶做內部搜尋，來

衡量自身已有的知識是否足夠做出選擇；若不足時則由外在環境

傳播媒體、人際網路及行銷策略等周遭環境搜尋更多的資訊已做

出相關決策。 

（3）方案評估 (Alternative Evaluation)： 

在蒐集到相關資訊之後，便要評估可行之方案。例如消費者在實

際購買產品之前，常會比較不同品牌間的產品特色與差異。當消

費者具備充足的相關資訊後，便據以評估實際消費的各項可能方

案進而做出購買決策。包括了評估準則、信念、態度、意願四個

部份。 

（4）購買選擇 (Choice)： 

消費者以個人需求、價值觀、生活型態等標準來做評估且選出偏

好的產品方案，選擇對自己最有利的產品，進行實際消費行動以

滿足自己的需求。  

（5）購後行為 (Outcomes)： 

消費者透過實際購買所擁有的產品使用經驗後，即會進行評估產

生使用心得。若滿意，此結果會融入而保留在消費者記憶中，進

而將增強其再購的信念；若不滿意，則產生失調不平行的感覺，

進而繼續向外部搜尋資訊，期望獲得更佳且更滿意的方案以滿足

消者的需求，並影響日後的購買決策。 

4.  決策過程的變數：影響決策過程的變數有「動機」、「評估準則」、

「生活型態」、「規範性順從」與「資訊影響」等五類，其中需求動

機是大部份問題確認的來源，故動機對問題確認將有直接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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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動機亦影響消費者內心的評估準則。  

5. 外界影響：價值觀、文化規範、參考群體與家庭等變數將影響到動機、

生活型態與規範性順從。此外，尚有一些不可預期的情況將直接影響

消費者的選擇。  

 
圖2.3  EKB 模式 

資料來源：Engel, J.F., Kollat, D.T. & Blackwell, R.D.（1984）, Consumer Behavior, 

6th ed., Chicago：Dryden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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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根據文獻探討的理論基礎建立本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

及操作型定義，輔以問卷為研究工具，再以統計方法進行實證分析驗證

本研究假設。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運用學者 Ajzen（1991）提出的計畫行為理論為研究架構，探

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由文獻探討得知計畫行為理論是由

三個核心變項「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相互作用來決定

一個人是否產生某行為意向，進而執行該行為。由此發展本研究架構圖

如下： 

     

 
 

圖3.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修改自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50, No.2, pp. 179-211. 

行為意向 

知覺行為控制

態度 

消費行為 主觀規範 
H4H2

H3

 

H5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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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3.2.1  態度對行為意向的影響 

計畫行為理論中，個人對行為所抱持的態度，可衡量個人行為的傾

向態度，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1990)認為態度是消費者對經營

者、產品及企業形象等人、事、物整體的評估，其範圍可能是從極正向

的接受，到極負向的排斥。因此，當個人的態度信念是正面的，且相信

行為所帶來的好結果，那麼他的行為意向就會更明確，反之亦然。學者

Ajzen（1985）也認為關於態度變項的衡量是以「行為信念」與對「行為

結果的評價」為基礎，個人對行為所抱持的態度，能用以預測其未來的

行為，即行為的傾向態度，可衡量個人行為的傾向態度，也可以預測執

行該行為的意向，所以行為的傾向態度對行為的發生是有直接的關係存

在。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1。 

H1：態度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3.2.2  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向的影響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其行為

的意向。其中，主觀規範是指「對要不要去從事某一行為所知覺到的社

會壓力」。。此社會壓力不只來自於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同儕，也來

自於社會環境，即主觀規範之影響因素可區分成與個人較為密切接觸之

關係人的個人因素，及與個人生活環境中接觸較密切的資訊因素，又稱

為外部環境因素或社會規範（Hsu & Lu, 2004）。依據學者Ajzen（1985）

當主觀規範愈高，則行為的意向愈高；反之，當主觀規範愈低，則行為

意向愈低。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2。 

H2：主觀規範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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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與消費行為的影響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知覺行為控制是指「個人知

覺自己有能力去執行某一行為的程度」，當知覺行為控制愈正向時，對行

為意向之正向影響程度愈高。另外，Bandura（1982）在社會認知理論中

所提出的知覺自我效能觀點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判斷自己達成某特

定工作之能力」與Ajzen（1985）之計畫性行為理論的知覺行為控制觀點

是相似的。而Shabbir & Gregorio（1996）在創業家之知覺行為控制與行

為意向研究中也發現：知覺行為控制越強烈，越會增強其創業之意願與

行為。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3與H5。 

H3：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H5：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3.2.4  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的影響 

依據Engel、Blackwell and Miniard（1993）針對信念、感覺、態度、

行為意向與最終行為之關係所提出的理論中，認為消費者對某產品或服

務的整體評估，是依據對該產品或服務的信念與感覺而決定，而消費者

對產品或服務的態度會進一步影響消費者的行為意向，最後消費者行為

意向會影響最終消費者行為。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是否

採取某一特定行為最直接的決定因子是「行為意向」，其表示所有可能

影響行為的因素，都是經由行為意圖間接影響行為的表現，因此購買意

向經常被拿來做為預測購買行為的衡量變數。研究也證實購買意向與購

買行為間具有強烈相關性(Ajzen, 1991)。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4。 

H4：行為意向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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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本研究之假設 

編號       研究假設 

H1：態度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H2：主觀規範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H3：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H4：行為意向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H5：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  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量問項 

根據前述研究架構之概念，以問卷為資料蒐集之工具，將本研究之

測量問卷分為六個部份，分別為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

意向、消費行為、基本資料。茲將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分別

簡述如下。 

 

3.3.1  態度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態度是指個人在特定行為表

現時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的心理層面感受與評價。故本研究探討青少年

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將態度定義為「個人喜歡流行音樂、認同流行

音樂並參與流行音樂活動」，並根據Cutietta（1992）和蘇郁惠（民94）所

提出之問項依照研究需要修改後，提出參與性、投入性、需要性等三個

衡量構面，各問項以李克特（Likert）七點量表來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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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態度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方式 

變項之定義 衡量問項 

態度 

個人喜歡流行音樂、認

同流行音樂並參與流行

音樂活動。 

 

 

參考文獻： 

Ajzen(1991) 

Cutietta（1992） 

蘇郁惠（民94） 

 

 

以參與性、投入性、需要性等三個構面來進行衡量 

 

 

 

1.我會因喜歡某個偶像歌手而選擇她﹙他﹚的音樂 

2.聽流行音樂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3.我認為每個人都應擁有享受流行音樂的美好經驗 

4.流行音樂能夠真正反應大多數年輕人的喜好 

5.我會注意目前的流行音樂生態及特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2  主觀規範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主觀規範是個人對特定個體

或團體認為其是否應從事該項行為的信念，表示個人從事某項行為所感

受到的社會期待(Ajzen，1991)。根據文獻本研究將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

音樂的消費意向之主觀規範定義為「個人參考具影響力的群體或個人決

定是否選擇流行音樂的影響程度」。衡量問項以父母、老師、長輩、同學

朋友四個構面來進行，各問項以李克特（Likert）七點量表來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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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主觀規範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方式 

變項之定義 衡量問項 

主觀規範 

個人參考具影響力的群

體或個人決定是否選擇

流行音樂的影響程度。 

 

 

 

 

參考文獻： 

Ajzen(1991) 

Cutietta（1992） 

蘇郁惠（民94） 

 

以父母、老師、長輩、同學朋友來進行衡量 

 

 

 

 

 

 

1. 我的父母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2. 我的老師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3. 我的長輩親戚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4. 我的同學朋友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3  知覺行為控制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知覺行為控制是指個人在從

事某項行為時，本身認為容易執行的程度；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

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愈少，執行該行為的程度就會愈強。本研

究根據文獻將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之知覺行為控制定義

為「個人選擇流行音樂的難易程度」。問項構面分為價格合理、零用金多

寡、收聽方便、售後服務四個部分，各問項以李克特（Likert）七點量表

來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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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知覺行為控制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方式 

變項之定義 衡量問項 

知覺行為控制 

個人選擇流行音樂的難

易程度。 

 

 

 

 

參考文獻： 

Ajzen(1991) 

蘇郁惠（民94） 

 

以價格合理、零用金多寡、收聽方便、售後服務來衡量

 

 

 

 

 

1.我認為門市銷售音樂產品的價格還算合理，不會太貴

2.零用金的多寡會影響我的選擇 

3.收聽設備會影響我的選擇 

4.對於音樂商品提供保障的售後服務會影響我的選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4  行為意向 

    Ajzen（1985）在計畫行為理論中認為行為意向指個人主觀評估自己

未來從事某項行為的意願與機率，是個人想要採取某一特定行為之行動

傾向，是行為顯現前的決定。本研究根據文獻將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

樂的消費意向之行為意向定義為「個人選擇流行音樂的意願」。問項構面

分為會收聽、收看、蒐集資訊三個部分，各問項以李克特（Likert）七點

量表來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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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行為意向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方式 

變項之定義 衡量問項 

行為意向 

個人選擇流行音樂的意

願 

 

 

 

 

 

 

 

參考文獻： 

Ajzen(1991) 

會收聽、收看、蒐集資訊來進行衡量 

 

 

 

 

 

1.這三個月內我會上網搜尋我喜歡的流行音樂 

2.這三個月內我會蒐集排行榜資訊來選擇流行音樂 

3.這三個月內我會收看流行音樂的電視節目來選擇我

喜歡的音樂 

4.這三個月內我會收聽流行音樂的廣播節目來選擇我

喜歡的音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5  消費行為 

    消費行為是消費者對於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所表現在搜

尋、獲得、使用與評價的行為（Schiffman L.G. & Kanuk L.L., 1994）。本

研究根據文獻將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之消費行為定義為

「個人購買流行音樂產品的實際行為」。問項構面分為願意購買、喜歡購

買、持續購買三個部分，各問項以李克特（Likert）七點量表來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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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消費行為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方式 

變項之定義 衡量問項 

消費行為 

個人購買流行音樂產品

的實際行為 

 

 

 

 

參考文獻： 

Ajzen(1991) 

Dholakia（2000） 

以願意購買、喜歡購買、持續購買來進行衡量 

 

 

 

 

1.我比較喜歡在促銷活動時，購買商品 

2.我會購買我喜歡聽的流行音樂商品 

3.我會購買我喜歡的歌手的音樂商品 

4.我認為流行音樂的銷售量代表它具有相當程度的影

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6  基本資料 

本研究之青少年特性包含就學階段、年級、性別、零用金等共計4題

為問項。 

表3.7 基本資料之問項及衡量方式 

1 就學階段：□（1）國中     □（2）高中 

2 年    級：□（1）一年級   □（2）二年級    □（3）三年級 

3 性    別：□（1）男生     □（2）女生 

4 零 用 金：□（1）每月 1000 元以下     □（2）每月 1001~2000 元 

            □（3）每月 2001~3000 元    □（4）每月 3001 元以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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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料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調查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在樣本選擇上

以12歲至18歲的青少年為受測對象。發放方式採便利抽樣，透過中等學

校音樂科教師研習，請有意願協助之教師在任教學校邀請學生填寫問

卷，填答條件為6個月內有購買音樂商品經驗之學生。總共發放350份問

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總計267份，有效回收率為76.3％。 

問卷回收後，其資料分析分為基本分析與整體模式分析兩部份。在

基本分析方面，本研究以SPSS 17.0統計軟體進行樣本結構之描述性分

析；在整體模式方面，本研究使用線性結構方程式統計軟體AMOS 18.0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行問卷個別題

項信度、構念成分信度、平均抽取變異進行建構效度分析，並依照本研

究所建立之各觀察測量變項，建構出各變項間因果關係的線性結構關係

模式，來進行研究假設之檢定分析(Byrne, 2001；張淑青，民 93)。 

根據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and Williams and Hazer (1986)等學

者的建議進行線性結構關係時，應分為兩階段法，第一階段先針對各研

究構面及衡量題項進行Cronbach’s α 係數分析及驗證性因數分析，以瞭

解各構面的信度、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第二階段再將多個衡量題項縮

減為少數衡量指標，然後運用線性結構關係發展結構模型加以分析，以

驗證研究中的各項假說檢定。評鑑測量模型時，主要可分為五個步驟： 

1.常態性檢定 

Amos執行參數估計時，常以最大概似估計法為主要的估計方法。 

用這些估計方法時，資料必須滿足常態性假設（Normality Test）。當資

料符合常態性的假設時，運用最大概似估計法後，所獲得的估計結果或

統計推論才能獲得確保（陳寬裕、王正華，民101）。常態性分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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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涉及到單變量（Univariate）的常態分配與多變量（Multivariate）的

常態分配。通常單變量呈常態分配時，多變量常態分配也會成立（榮泰

生，民100）。資料是否符合單變數分配常態性，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只

使用偏態和峰度來輔助檢驗單變數分配常態性（陳寬裕、王正華，民

101）。Bollen and Long (1993)對於單變數分配常態性的判斷原則是：當

觀察變數的偏態與峰度絕對值皆小於2時，則可認定觀察變數具常態性。 

2.檢驗違犯估計 

    在評鑑模式配適度之前，必須先檢查是否「違犯估計」（Offending 

Estimate）。所謂違犯估計是指在測量模型或結構模型中，所估計出來的

參數已超出可接受的範圍，亦即模型獲得不適當的解（黃芳銘，民96）。

若發生違犯估計的情形，那就表示整個模型的估計是不正確的，必須另

行處理。參照Hairs、Anderson、Tatham and Black(1998)與黃芳銘（民96）

的定義，所提出的違犯估計的項目有： 

（1） 有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 

（2） 標準化係數超過或太接近1（大於0.95） 

（3） 有太大的標準誤 

3.檢驗收斂效度 

    收斂效度主要測量以一個變數發展出的多項問項，最後是否會收斂 

於一個因素中。收斂效度必須同時滿足下列的準則： 

(1)問項的因素負荷量必須超過0.5，且於t 檢定時顯著(Hairs et al, 1998)。 

(2)組合信度必須大於0.6(Bagozzi & Yi, 1988) 。 

(3)每個構面的平均變異抽取量必須大於0.5(Fornell & Larcker, 1981)。 

4.檢驗區別效度 

    區別效度是對兩個不同構面進行測量，經相關分析後，兩構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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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程度很低，則表示此兩構面具有區別效度（Anderson & Gerbing, 

1988）。在區別效度檢定方面，Hairs等（1998）學者建議的判斷準則，

為每一個構面的AVE平方根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數之個數，至少需佔整

個的比較個數75％以上。 

5.檢驗模型配適度 

    測量模型必須由蒐集的資料驗證其適配度。評鑑模型內在品質優劣

與否，是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重要內容。適配度衡量有許多指標，Hairs et al. 

(1998) 等學者將其分為三種類型：絕對配適指標、增量配適指標及精簡

配適指標等。茲將此三種類型分述如下： 

(1)絕對配適指標 

係確定整體模型可以預測共變數或相關矩陣的程度，其衡量指標如

卡方統計量 (χ2 )、卡方自由比 (χ2/df)、配適度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調整後配適度指標(adjust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殘差

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 及近似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of approximation,RMSEA)等。Bagozzi和Yi(1988)建議卡方自由比值

宜小於3；GFI、AGFI應大於0.9且GFI愈高愈好（Hairs et al. ,1998)；RMR

其值宜小於0.08（Hu & Bentler, 1999）；RMSEA小於0.08為可接受的模

型契合門檻（McDonald & Ho, 2002）。 

(2)增量配適指標 

增量配適指標是比較所發展的理論模型配適度與虛無模型(飽和模型

或獨立模型)配適度之差異程度，其衡量指標如增值配適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規範配適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 、相對配適指標

(relative fit index, RFI)及比較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等。Hair 

et al.(1998)等眾多學者認為NFI、IFI、CFI應高於0.9，而且愈高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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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精簡配適指標 

要調整配適檢定以能比較含有不同估計參數的模型，以決定每一估

計係數所能獲致的適配程度，其衡量指標如精簡調整後的規範配適指標

(parsimony-adjusted normed fit index, PNFI)與精簡的比較配適指標

(parsimony-adjusted comparative fit index, PCFI)。Mulaik et al. (1989)學者

提出PNFI、PCFI大於0.5為門檻值。 

 

3.5  各構面信度與驗證性因數分析 

3.5.1  信度分析 

李克特量表中最常用的信度評估方法是Cronbach’s α 係數，當

Cronbach’s α 值 0.9≧ 時，屬於十分可信；0.5 Cronbach’s α ≦ 值＜0.9時，

屬於很可信；0.4 Cronbach’s α ≦ 值＜0.5時，屬於可信；0.3 Cronbach’s α ≦

值＜0.4時，屬於勉強可信；Cronbach’s α 值＜0.3時，屬於不可信（吳統

雄，民73）。由表3.8可知，本研究整體Cronbach’s α係數達0.80，各構面

的Cronbach’s α係數在0.57 ~ 0.80之間，顯示本研究之問卷具有良好的信

度。 

表3.8  信度分析表 

構面            題項 Cronbach，s α 

態度  0.72 

                     P101  

                     P102  

                     P103  

                     P104  

                     P105  



 

  31  

構面            題項 Cronbach，s α 

主觀規範 0.76 

                     P201  

                     P202  

                     P203  

                     P204  

知覺行為控制 0.57 

                     P301  

                     P302  

                     P303  

                     P304  

行為意向 0.80 

                     P401  

                     P402  

                     P403  

                     P404  

消費行為 0.77 

                     P501  

                     P502  

                     P503  

                     P504  

整體信度：0.8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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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常態性檢定 

Bollen and Long (1993)對於單變數分配常態性的判斷原則是：當觀

察變數的偏態與峰度絕對值皆小於2時，則可認定觀察變數具常態性。由

表3.9所示，本研究問卷各構面問項(觀察變項)，偏態的絕對值介於0.18

至1.44之間，沒有超過標準值2，而峰度的絕對值介於0.02至1.69之間，沒

有超過標準值2，表示本量表各問項呈現常態分配。 

表3.9 觀察變項的偏態、峰度分配表 

觀察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 峰度 

態度     

P101 5.51 1.30 -0.79   0.23 

P102 5.85 1.21 -1.44 1.33 

P103 6.09 1.03 -1.33 1.69 

P104 5.34 1.33 -0.65   0.07 

P105 5.13 1.36 -0.57   0.11 

主觀規範     

P201 2.58 1.46     0.79   0.02 

P202 2.27 1.30     1.00   0.70 

P203 2.40 1.39     0.87   0.11 

P204 4.63 1.57 -0.77 -0.18 

知覺行為控制     

P301 3.85 1.47 -0.18 -0.34 

P302 4.81 1.77 -0.71 -0.46 

P303 4.39 1.62 -0.28 -0.66 

P304 4.63 1.48 -0.29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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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 峰度 

行為意向     

P401 5.48 1.60 -1.03  0.38 

P402 4.25 1.83 -0.22 -0.95 

P403 4.63 1.81 -0.46 -0.75 

P404 4.54 1.79 -0.42 -0.80 

消費行為     

P501 4.27 1.79 -0.26 -0.84 

P502 4.43 1.78 -0.34 -0.72 

P503 4.36 1.81 -0.27 -0.82 

P504 5.03 1.61 -0.92   0.3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5.3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可根據特定的理論，對潛在變數與觀察變數的關係

做出假設，並對這種假設的合理性進行驗證（陳寬裕、王正華，2011），

故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來修正模式及觀察衡量題項。首先將研究

架構所建構的五個構念共 21 個衡量題項一起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

衡量模式之外在品質指標評鑑結果顯示，GFI、AGFI 未達 Bagozzi and Yi

（1988）建議大於 0.9 之評鑑標準，經參照修改指標將個別題項信度 R²

較差之題項，包含態度構面之「我會因喜歡某個偶像歌手而選擇她﹙他﹚

的音樂」、「流行音樂能夠真正反應大多數年輕人的喜好」等二個題項；

主觀規範構面之「我的老師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我的長輩親戚

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等二個題項；知覺行為控制構面之「我認為門

市銷售音樂產品的價格還算合理，不會太貴」、「零用金的多寡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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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選擇」等二個題項；行為意向構面之「這三個月內我會上網搜尋我

喜歡的流行音樂」、「這三個月內我會蒐集排行榜資訊來選擇流行音樂」

等二個題項；消費行為構面之「我會購買我喜歡的歌手的音樂商品」、

「我認為流行音樂的銷售量代表它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等二個題項總

共 10 個題項予以刪除。刪除題項後，以五個構念共 11 個題項再進行驗

證性因素分析 

(一)  違犯估計之檢定 

一般而言，整體模式適配度指標是否達到適配標準可從以下幾個指

標來檢視，而在考驗整體模式適配度指標時，學者Hairs et al.等人(1998)

建議，應先檢核模式參數是否有違犯估計現象，可從三方面著手：(1)有

無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2)標準化參數係數是否 1≧ ；(3)是否有太大的標

準誤差存在。 

然而本研究檢視是否有違犯估計的現象產生，由表3.10可知，標準化

參數值介於0.45至0.88間，皆未太接近1(以.95為臨界值)；所有問項標準

誤介於0.08至0.52之間，且沒有負的誤差變異。因此可持續進行整體模式

之檢定。 

 

表3.10 觀察變項的估計值及標準誤摘要表 

觀察變項 
未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C.R 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態度     

P102 0.91 0.11 8.40＊＊＊ 0.75 

P103 0.47 0.08 6.04＊＊＊ 0.45 

P105 1.00    -    -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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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變項 
未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C.R 值 

標準化 

估計值 

主觀規範     

P201 1.09 0.17 6.39＊＊＊ 0.85 

P204 1.00    -    - 0.87 

知覺行為控制     

P303 1.32 0.52 2.51 0.63 

P304 1.00    -    - 0.52 

行為意向     

P403 0.99 0.11 9.27＊＊＊ 0.78 

P404 1.00    -    - 0.78 

消費行為     

P501 1.00    -    - 0.61 

P502 1.44 0.24 5.91＊＊＊ 0.8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模型配適度檢定 

整體模式適配度主要是在評量整體模式與觀察資料的適配程度，可

說是模式的外在品質。Hairs et al.(1998)將整體模式適配的評量分為三種

類型：絕對適合度衡量、增量適合度衡量、及精簡適合度衡量。適配度

(Goodness-of-Fit)檢測目的在於衡量假說模型與實際觀察資料的適配程

度。McDonald and Ho(2002)建議RMSEA小於0.08；Bagozzi and Yi（1988）

建議GFI、AGFI大於0.9，χ2/df 比值宜介於1~5之間且最好是小於3；Hairs 

et al.(1998)建議RMR小於0.05，NNFI、NFI、CFI、RFI、IFI大於0.9；Mulaik 

et al.(1989)建議PNFI、PCFI大於0.5。黃芳銘(民96)提出可接受的模式應至



 

  36  

少要有一半以上指標通過標準。而本研究量表分析結果彙整如表3.11，綜

上所述，本研究理論整體模式適配標準指標之評鑑結果12項驗證指標中

通過11項，已通過半數以上適配度檢定指標，顯示本研究之理論模型配

適良好，無需再進行模式修正。 

表3.11 整體模式配適分析結果 

配適度指標 本研究 建議值 建議來源 

χ2    25.679 愈小愈好  

df    33   

χ2/df      .778 ＜3 Bagozzi ＆Yi(1988) 

RMR      .059 ＜0.05 Hair et al.(1998) 

RMSEA      .023 ＜0.08 McDonald ＆Ho(2002)

GFI      .983 ＞0.9 Bagozzi＆Yi（1988） 

絕對配適度衡量 

AGFI      .967 ＞0.9 Bagozzi＆Yi（1988） 

NFI      .968 ＞0.9 Hair et al.(1998) 

NNFI .990 ＞0.9 Hair et al.(1998) 

CFI      .993 ＞0.9 Hair et al.(1998) 

RFI      .946 ＞0.9 Hair et al.(1998) 

增量配適度衡量 

IFI      .993 ＞0.9 Hair et al.(1998) 

PNFI      .581 ＞0.5 Mulaik et al.(1989) 
精簡配適度衡量 

PCFI      .600 ＞0.5 Mulaik et al.(198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收斂效度與區別效度之檢定 

    刪除題項後，以五個構念共 11 個題項再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

性因素分析是一般研究者檢驗建構效度最常使用的方法，當利用驗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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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法檢驗建構效度時，需先根據觀察變數的標準化迴歸加權係數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算出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CR 值）與

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值）後，再據以判斷

量表是否具有收斂效度與區別效度。分析結果如表 3.12 所示，各構念之

因素負荷量除態度構面題項二 0.46 稍低，其餘均大於 0.5 以上，t 值亦均

達***的顯著水準，各構念成分信度除知覺行為控制構面 0.50 表現稍差，

其餘均大於 0.6 以上，各構念平均抽取變異在態度構面 0.44 與知覺行為

控制構面 0.34 稍低之外，其餘亦大於 0.5 以上之門檻要求，顯示模式內

在品質在可接受的水準範圍。 

表3.12 各構念題項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念題項 因素 
負荷量 

 
t 值 

個別題

項信度

R2 

構念

成分

信度 

平均抽

取變異
（AVE）

態度    0.69 0.44 

P102 聽流行音樂是我生活

中重要的一部分 
0.75 11.60*** 0.57   

P103 我認為每個人都應擁

有享受流行音樂的美

好經驗 

0.46 6.83*** 0.21   

P105 我會注意目前的流行

音樂生態及特色 
0.74 11.40*** 0.54   

主觀規範    0.85 0.73 

P201 我的父母會影響我選

擇流行音樂 
0.85 10.52*** 0.72   

P204 我的同學朋友會影響

我選擇流行音樂 
0.87 10.54*** 0.75   

知覺行為控制    0.50 0.34 

P303 收聽設備會影響我的

選擇 
0.63 4.65*** 0.40   

P304 對於音樂商品提供保

障的售後服務會影響

我的選擇 

0.53 4.8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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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念題項 因素 
負荷量 

 
t 值 

個別題

項信度

R2 

構念

成分

信度 

平均抽

取變異
（AVE）

行為意向    0.76 0.61 

P403 這三個月內我會收看

流行音樂的電視節目

來選擇我喜歡 
的音樂 

0.78 8.82*** 0.60   

P404 這三個月內我會收聽

流行音樂的廣播節目

來選擇我喜歡的音樂 

0.78 10.10*** 0.62   

消費行為    0.72 0.57 

P501 我比較喜歡在促銷活

動時，購買商品 
0.61 12.42*** 0.37   

P502 我會購買我喜歡聽的

流行音樂商品 
0.88 12.61*** 0.7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此外，在區別效度檢定方面，Hairs et al. (1998)等學者建議的判斷準

則，為每一個構面的 AVE 平方根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數之個數，至少需

佔整體的比較個數 75％以上。分析結果如表 3.13 所示，本研究已達評鑑

區別效度之標準。 

表3.13   區別效度檢定表 

             相關係數 
構面 項目數

A B C D E 

A.態度   3 0.44     

B.主觀規範 2 0.17＊ 0.73    

C.知覺行為控制 2 0.10 0.28＊＊ 0.34   

D.行為意向 2 0.47＊＊ 0.25＊＊ 0.09 0.61  

E.消費行為 2 0.27＊＊ 0.31＊＊ 0.23＊＊ 0.39＊＊ 0.57 
註：對角線之值為平均變異抽取量（AVE）的平方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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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樣本結構敘述 

    本研究共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67 份(回收率 76.3％)。樣

本結構採用 SPSS17.0 統計軟體進行人口統計分析，資料如表 4.1 所示。

在有效問卷中，女性 161 人佔 60.3％，男性 106 人佔 39.7％，女性比例

比男性比例高出約 20％；受測對象的國中生 98 人佔 36.7％，高中生 169

人佔 63.3％，以高中生為大宗；而受訪者的零用金每月 1000 元以下者 198

人佔 74.2％為最高，其次每月 1001~2000 元者 55 人佔 20.6％，每月

2001~3000 元者 12 人佔 4.5％，每月 3000 元以上者 2 人佔 0.7％為最少。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料分析表（樣本數：267） 

基本資料  樣本數 比例％ 

女 161 60.3 
性別 

男 106 39.7 

國中      98 36.7 
教育程度 

高中 169 63.3 

1000 元以下 198 74.2 

1001~2000 元      55 20.6 

2001~3000 元      12     4.5 
每月零用金 

3001 元以上       2     0.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  研究假設之檢定 

     在模式內在品質達理想水準及模型配適度皆符合所建議的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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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針對研究假說進行檢驗。本研究假說之檢定結果除假說H3：「知覺

行為控制正向影響行為意向」未獲得支持外，其他假設皆成立。檢定結

果分述如下，並彙整如表4.2，驗證模式如圖4.1。 

H1：態度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態度」對「行為意向」的路徑係數為0.63，t=7.024，達顯著水準（p

＜0.001），顯示「態度」對「行為意向」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

所以H1成立。 

H2：主觀規範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向」的路徑係數為0.27，t=3.680，達顯著

水準（p＜0.001），顯示「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向」具有顯著性

的正向影響，所以H2成立。 

H3：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行為意向 

     「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的路徑係數為-0.07，t=-0.843，

未達顯著水準（p=0.399），顯示「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

不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所以H3不成立。 

H4：行為意向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的路徑係數為0.41，t=3.501，達顯著

水準（p＜0.001），顯示「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具有顯著性

的正向影響，所以H4成立。 

H5：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消費行為 

     「知覺行為控制」對「消費行為」的路徑係數為0.71，t=2.383，達

顯著水準（p＜0.05），顯示「知覺行為控制」對「消費行為」具有

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所以H5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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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結構化模型路徑係數彙整表 

結構關係  
路徑 

係數  
CR值 

對應 

假說 

檢定 

結果  

態度→行為意向 0.63 7.024*** H1 支持 

主觀規範→行為意向 0.27 3.680*** H2 支持 

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07 –.843 H3 不支持 

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0.41 3.501*** H4 支持 

知覺行為控制→消費行為 0.71 2.383＊ H5 支持 

說明：【＊】代表 Probability，即顯著性。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誤差項: e1 ~ e13 
圖4.1 研究架構之驗證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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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理論模式之效果分析 

    本研究透過路徑係數可衡量潛在自變數對潛在依變數的直接影響

外，潛在自變數也可能是經由其他變數對潛在依變數產生間接的影響。

兩種不同的效果可經由路徑係數計算獲得。而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之加

總，稱為總效果。表 4.3 為結構模式之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一）直接效果 

    在直接效果方面：除「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未達顯著外，其

他四項變數：「態度→行為意向」、「主觀規範→行為意向」、「知覺

行為控制→消費行為」、「行為意向→消費行為」之直接效果均達顯著。 

（二）中介效果 

中介變項為加入於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重要變項，而中介效果則用

於解釋其間的關係。學者 Baron and Kenney（1986）指出在檢定是否具

有中介效果時，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自變項與中介變項間有顯

著關聯。（2）中介變項與依變項間有顯著關聯（3）當中介變項加入後，

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不再顯著關聯或顯著性減少。此外，當自變項

與依變項間加入中介變項後，若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不再顯著時稱為

完全中介效果；若是加入中介變項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關係變為較

弱或較不顯著則稱為部份中介效果。林震岩（民 96）指出：所謂總效果

指的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且在管理或策略的意涵上，如果直

接效果小於間接效果，表示中介變項具有影響力，應重視此中介變項的

影響。 

本研究各變數間之影響效果，透過路徑係數之計算與分析之後，資

料整理如表 4.3 所示。在間接影響效果部分：態度對消費行為之間接效果

路徑為「態度→行為意向→消費行為」其間接效果值是 0.63x0.41=0.26，



 

  43  

主觀規範對消費行為之間接效果路徑為「主觀規範→行為意向→消費行

為」其間接效果值是 0.27x0.41=0.11，兩者之間接效果（0.26、0.11）皆

大於直接效果，顯示「行為意向」在「態度」對「消費行為」及「主觀

規範」對「消費行為」之間產生完全中介效果。而「知覺行為控制」透

過「行為意向」對「消費行為」之間接效果值是-0.07x0.41=-0.02，小於

直接效果 0.71 且總效果 0.69 亦小於直接效果，顯示「行為意向」在「知

覺行為控制」與「消費行為」之間沒有中介效果。 

表4.3 直接、間接效果與總效果彙整表 

變數關係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總效果 

態度→行為意向 0.63＊＊＊   - 0.63＊＊＊ 

主觀規範→行為意向 0.27＊＊＊   - 0.27＊＊＊ 

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0   - 0 

知覺行為控制→消費行為  0.71＊   - 0.71＊ 

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0.41＊＊＊   - 0.41＊＊＊ 

態度→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 0.26 0.26 

主觀規範→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 0.11 0.11 

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0.71＊ -0.02 0.69 

註：***表示極顯著(α<.001)，**表示非常顯著(α<.01)，*表示顯著(α<.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4  差異性分析比較 

    本研究依樣本敘述性統計部分的零用金差異，使用 AMOS18.0 統計

軟體，以分群的方式來進行模型的差異性比較。先將所得之樣本資料使

用 SPSS17.0 統計軟體依 1000 元以上與以下進行分群，再使用 AMOS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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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軟體進行分群模式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顯示： 

（一）零用金在 1000 元以下族群所成立的線性關係與本研究之結構化模

型結果完全相同，僅「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之線性關係不

成立，顯示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之直接影響並不顯著，但知

覺行為控制對消費行為會產生直接影響。 

（二）零用金在 1000 元以上族群則僅有「態度→行為意向」「主觀規範

→行為意向」兩個線性關係成立，顯示零用金 1000 元以上族群僅

在態度構念與主觀規範構念直接影響行為意向、但行為意向影響

消費行為卻不顯著。 

表4.4 零用金分群模式比較表 

 1000元以下 1000元以上 

結構關係  t值 
檢定 

結果 
t值 

檢定 

結果 

態度→行為意向 5.697＊＊＊ 成立 3.706＊＊＊ 成立 

主觀規範→行為意向 2.668＊＊ 成立 2.621＊＊ 成立 

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752 不成立 -.115 不成立

行為意向→消費行為 2.872＊＊ 成立 1.820 不成立

知覺行為控制→消費行為 2.074＊ 成立 1.012 不成立

說明：＊代表顯著性。「＊」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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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驗證計畫行為理論模式應用在青少年選擇流行音

樂的消費意向之適配度，再就由模式驗證的結果進一步探討模式中的行

為態度、主觀規範和知覺行為控制對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之影響情

形；以12歲至18歲267 位青少年為觀察對象，驗證結果經分析與討論後，

本文結論如下：  

1 青少年在選擇流行音樂時，態度對行為意向會有正向的影響並促成其

消費行為。 

2 青少年在選擇流行音樂時，家人、同儕團體對行為意向會造成正向的

影響並促成其消費行為。 

3 知覺行為控制不會影響青少年在選擇流行音樂的行為意向，但卻正向

影響消費行為。 

4 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行為意向愈高，其消費行為就愈高。 

 

5.2  管理意涵 

    流行音樂產業的經濟邏輯，是由音樂產品的產製、包裝、行銷開始，

經由傳播媒體宣傳報導，引起消費者的興趣，對其產生認同及購買行為。

而青少年是流行音樂消費文化的焦點，他們的品味帶動著市場的流行，

他們的意見形塑產品的策略。每一個行銷者都應該知道：流行文化中的

流行音樂，是成功進入年輕市場的那把萬能鑰匙。至於怎麼玩？如何引

起青少年的興趣與認同，制訂流行音樂市場趨勢，應是音樂產業界很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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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利用學者Ajzen於1991年提出的計畫性行為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之觀點，來探討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

向，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行為意向主要受到態度、主觀

規範的影響，知覺行為控制不會影響青少年的行為意向但卻對消費行為

形成正向影響關係。青少年的行為意向一旦形成就會刺激他們的消費行

為。 

    首先，培養青少年的態度，畢竟態度是一種經由較長時間所形成的

信念、價值與行為，透過獲得的認知、情意對目標產生正向或負向的行

為傾向。所以培養青少年的態度，讓他們將「聽流行音樂」成為生活中

重要的一環，會注意流行音樂的生態與特色，感受「聽流行音樂」的美

妙。研究結果顯示零用金少並不會影響青少年的消費行為，所以「主動

尋求」的態度是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關鍵因素。 

    其次，是環境的分析。家庭與學校是青少年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兩

個場所，家庭的價值觀、父母的影響終其一生外，也受同儕極大影響。

青少年族群在成長過程中，急於從團體或社會尋求認同，因此，對年齡

層較低的主要消費群而言，喜歡同一個歌手或同一首歌曲，也能建立在

同儕之間的歸屬感，這是流行音樂產品所具有的社會性價值與制約性價

值。所以瞭解青少年的同儕參與、家庭認同是提升閱聽人人數的重要法

則。 

 

5.3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來自於文獻的探討建構而成。惟單一研究中

受到時間、技術等條件限制、無法廣泛地將影響因素納入做完整性考量。

僅將這些限制與待改進之處，列點於下： 

1 本研究因人力與時間的限制，樣本取得無法普及全國各地，故樣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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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代表性的限制。為更全面且深入地探討行為意向之演進，應將樣本

蒐集擴及全國青少年，可避免城鄉差距及文化差異所產生的誤差，使

研究結果更具代表性。 

2 青少年是成長到成熟的過渡階段，每個學齡階段在心理與生理層面表

現皆有差異。而根據蘇郁惠（民93）比較我國國、高中階段的青少年

音樂態度亦發現，不管是對於學校或流行音樂文化，高中生的認同度

都較國中生為高，可見年齡發展對青少年音樂態度的成熟相當重要。

本研究結果蓋括整個青少年時期，無法呈現各年齡層間的差異。後續

研究可細分年齡層，探討分齡之間的演化，以增進研究模式對實際行

為之預測力。 

3 因科技的發展，流行音樂取得容易，加上國民生活型態的改變，休閒

娛樂的重要性提高，因此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影響甚小但卻影響

消費行為。因本研究僅針對青少年的行為意向推測未來可能的消費行

為，但個人行為意向至消費行為的過程中，必然有其他因素會影響行

為的實踐，故建議後續的研究可針對此部分加以探討，對業界的行銷

策略必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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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研究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十分感謝您的參與。這是一份學術論文的研究問卷，主要內容是探討

青少年選擇流行音樂的消費意向。請依照您心中真實的看法和感受填答本問卷，您

的大力協助與熱心參與將會是本研究成功的重要關鍵。 

本問卷採匿名方式填寫，您提供的所有資料我們絕對保密，不會對外

公開僅作學術研究之用，請安心作答。再次感謝您熱心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研究單位：南華大學企業管理系管理科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范惟翔 博士 

研究生 ：黃仁華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1 就學階段：□（1）國中     □（2）高中 

2 年    級：□（1）一年級   □（2）二年級    □（3）三年級 

3 性    別：□（1）男生     □（2）女生 

4 零 用 金：□（1）每月 1000 元以下    □（2）每月 1001~2000 元 

            □（3）每月 2001~3000 元    □（4）每月 3001 元以上 

 

第二部分：問卷 （請依您實際情況或感受，擇一勾選下列選項） 

 
                                               非      稍             

                                               常      微      稍      非 

                                               不  不  不      微      常 

同  同  同  普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1. 我會因喜歡某個偶像歌手而選擇她﹙他﹚的音樂   □  □  □  □  □  □  □ 

2. 聽流行音樂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  □  □  □  □  □  □ 

3. 我認為每個人都應擁有享受流行音樂的美好經驗 □  □  □  □  □  □  □ 

4. 流行音樂能夠真正反應大多數年輕人的喜好     □  □  □  □  □  □  □ 

5. 我會注意目前的流行音樂生態及特色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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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稍             

                                              常      微      稍      非 

                                              不  不  不      微      常 

同  同  同  普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6. 我的父母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  □  □  □  □  □  □ 

7. 我的老師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  □  □  □  □  □  □ 

8. 我的長輩親戚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  □  □  □  □  □  □ 

9. 我的同學朋友會影響我選擇流行音樂           □  □  □  □  □  □  □ 

10. 我認為門市銷售音樂產品的價格還算合理，     □  □  □  □  □  □  □ 

不會太貴 

11. 零用金的多寡會影響我的選擇                 □  □  □  □  □  □  □ 

12. 收聽設備會影響我的選擇                     □  □  □  □  □  □  □ 

13. 對於音樂商品提供保障的售後服務會影響       □  □  □  □  □  □  □ 

我的選擇 

14. 這三個月內我會上網搜尋我喜歡的流行音樂     □  □  □  □  □  □  □ 

15. 這三個月內我會蒐集排行榜資訊來選擇流行音樂 □  □  □  □  □  □  □ 

16. 這三個月內我會收看流行音樂的電視節目來選擇 □  □  □  □  □  □  □ 

我喜歡的音樂 

17. 這三個月內我會收聽流行音樂的廣播節目來選擇 □  □  □  □  □  □  □ 

我喜歡的音樂 

18. 我比較喜歡在促銷活動時，購買商品           □  □  □  □  □  □  □ 

19. 我會購買我喜歡聽的流行音樂商品             □  □  □  □  □  □  □ 

20. 我會購買我喜歡的歌手的音樂商品             □  □  □  □  □  □  □ 

21. 我認為流行音樂的銷售量代表它具有相當程度   □  □  □  □  □  □  □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