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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潮牌？





• 潮牌起源於美國街頭文化，作為亞文
化的一種表徵，它是年輕人群身份認
同的符號與標誌。在全球整體萬億美
金的服裝市場中，有別於奢侈品牌以
及標準化的福斯品牌，潮牌作為一股
新興勢力，在近年來的商業世界中逐
漸釋放出巨大的商業價值。



• 隨著潮牌文化在世界範圍内的流行，
潮牌對年輕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我們
不難發現，年輕人對於潮牌的興趣似乎
遠遠超過其他群體，我們希望通過本次
研究，深入了解澳門本科大学生對於潮
牌的態度，並且分析他們對於潮牌的購
買原因。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1.探究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的原因。
2.瞭解澳門本科大學生對潮牌的購買傾

向。
3.探究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的强度。



研究問題：

1.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的原因是
什麽？

2.澳門本科大學生對潮牌的購買傾向
是？

3.澳門本科大學生對潮牌的購買強度
是？



從消費心理的角度分析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的原因，我們猜測可能與常見的從

衆心理、攀比心理、求異心理、求實心理有關。除此之外由於本科大學生所處於的特殊
年齡段，我們猜測還與他們對於主流社會的逆反心理有關。

研究假設

年齡段

無明顯差異

月收入

無明顯差異，且月支

出水平越高g，最常

購買的潮牌種類越多。

性別

有顯著差異

購買種類

年輕人購買上衣的意

願最强，內衣褲的傾

向最弱。

2.澳门不同人群特征的年轻人对不同潮牌的购买倾向：

1.澳門年輕人追求潮牌的原因：



名詞定義：
• 潮牌：多指原創品牌，有自己的設計，張揚設計師的獨特思想品格、風格和生活態度，

整體商品被人認可為潮品的品牌
• 澳門青年人：十三歲至廿九歲之青年人口。
• 舒適：是個體在其環境中保持壹種平靜、安寧的精神狀態，是身心健康，沒有疼痛。

沒有焦慮的輕松自在的感覺。它是人類的基本需要，涉及生理、心理、社會、環境等
各個方面，是自我滿足的主觀感覺。

• 理性消費：理性消費是指消費者在消費能力允許的條件下，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則
進行的消費。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理性消費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學習和知覺做出合理
的購買決策

• 虛榮心態：虛榮心，是人類的壹種心理狀態，無論古今中外，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
賤者皆有自尊心，若自尊心扭曲後即為虛榮心。它是自尊心的過分表現，是壹種追求
虛表的性格缺陷，是人們為了取得榮譽和引起普遍的註意而表現出來的社會情感和心
理狀態。虛榮心表現在行為上，主要是盲目攀比，好大喜功，過分看重別人的評價，
自我表現欲太強，有強烈的嫉妒心等。



• 攀比心理：消費心理的壹種。脫離自己實際收入水平而盲目攀高的消費心理。在正
常情況下，消費者滿足自己消費需要的程度，決取於他們的經濟收入水平。但有時
由於受壹定時期社會消費水平日漸增高、“大款”人物高消費的示範效應及消費者
本人“面子消費”心理的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互相激活，導致互相攀比。

• 信仰認同：信仰認同是對已存在的個人的精神歸屬的發現，同時也是對信仰者身份
與知識的壹種再建構。

• 從眾：是指群體成員在真實的或現象的群體壓力下其行為或信念上的改變，及其伴
隨的行為方式。

• 逆反心理：社會心理現象之壹，指客觀環境要求與主體需要不相符合時所產生的壹
種強烈的反抗心態。主要有兩種表現：壹般社會成員反抗權威、反抗現實的心理傾
向。

• 青少年成長中為求自我獨立對父母或師長所表現出來的反抗心態。
• 亞文化：又稱集體文化或副文化，指與主文化相對應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

現象，指在主文化或綜合文化的背景下，屬於某壹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
生活方式，壹種亞文化不僅包含著與主文化相通的價值與觀念，也有屬於自己的獨
特的價值與觀念。

• 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指所有企業的每壹種產品都應該追求市場的最大效用——需
求數量 X 的最大化，以此為目的，樹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邀請當紅明星來出席或
代言自身產品，從而獲得大眾喜愛與支持來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



• 購買意願：购买意愿即消费者愿意采取特定购买行为的机率高低。Mullet认为消费
者对某一产品或品牌的态度，加上外在因素的作用，构成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购
买意愿可视为消费者选择特定产品之主观倾向，并被证实可做为预测消费行为的
重要指标。Dodds等认为购买意愿指消费者购买某种特定产品的主观概率或可能性，
也有学者认为购买意愿就是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购买计划。我国学者韩睿、田志
龙认为购买意愿是指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可能性；朱智贤则认为购买意愿是消费
者买到适合自己某种需要的商品的心理顾问，是消费心理的表现，是购买行为的
前奏。

• 購買強度：在此研究中，定義為每月平均購買潮牌的金額範圍的中位數與月支出
範圍中位數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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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異心理

“求異心理”具有追求獨特、

追求個性的特點，反映在消費

上，往往體現為“消費時往往

追求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的效

果。

求異心理



（二）青年的求異心理

“當青年面對成人文化，遭受失敗反應時，容易
透過同儕的互動而形成次文化，擁有一套特殊的
價值觀、態度與行爲型態。”

——何英奇



從眾心理：

（一）從眾心理的定義：

“從眾”是指個人受到外界人群

行為的影響，而在自己知覺、判斷、
認識上表現出符合於公眾輿論或大
多數人的行為方式，是一種比較普
遍的心理現象。

——《浅析大学生消费文化》



教育環境因素家庭環境因素
年輕人個體心

理因素
社會環境因素

影響消費從眾的因素

開放多元 渴望認同缺乏課程物質保障



從眾心理與潮牌又有什麼關係呢？



（二）從眾心理與潮牌的關係：

“大學生容易受到同齡群體或網絡盛行的消費傾向
的影響而產生從眾心理”

——《大學生消費價值觀與消費決策風格》



攀比心理

（一）定義

攀比心理，為消費心理的一種，

指脫離自己實際收入水平而盲

目攀高的消費心理。



在正常情況下，消費者滿足自己消費需要的程度，取決於

他們的經濟收入水平。但有時由於受一定時期社會消費水

平日漸增高、“大款人物”高消費的示範效應及消費者本

人“面子消費”心理的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互相激活，

導致互相攀比。

這種心理極易造成追逐消費熱點、負債超前消費乃至搶購

等怪現象，將消費行為導入誤區。(林崇德，2003)



（二）攀比心態對澳門大學生消費的影響

•與中學生相比，多數大學生遠離父母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間，

同時經濟上有更多的錢可供自己支配，由此消費上也有更

多的自主選擇。

•但是很多大學生量入而出的意識比較薄弱，沒有形成正確

的消費觀和理財能力。自身虛榮心的驅使，加之家長的遷

就和社會大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在消費行為過分追

求時尚和名牌等物質攀比。(皮立農、鍾玉彬，2012)



逆反心理

（一）定義

逆反心理:又叫控制心理，指行為主體按照特定的標
準或社會規範對人們進行引導和控制時，行為客體
產生的反向心理活動;



(二)逆反心理對年輕人購買潮牌的影響

但當他們想嘗試一下比較新潮的衣服來表達自己的性格時，父母
或者家中長輩卻反對他們的時候，在他們聽到父母不同意自己想
法的時候，他們就會有一種你們說你們的，我買我自己想買、做
自己想做的，就算你們說多少我也不會改的心態。



求实心理

（一）定義

“求實心理主導的消費。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往往要考慮
很多因素：價格是否便宜，質量好不好，服務是否到位，功
能是否齊全，操作是否簡便，等等。講究實惠，更具自己的
需要選擇商品，是一種理智的消費。”

理性消費往往與求實心理有關，培養求實的消費心理有利於
理性消費。



根據2019年的《“互聯網＋”背景下引導大學生理性消費路徑探
討》和2021年的《基於問卷調查的當代大學生消費行為研究》顯
示：
當今大學生消費雖然存在攀比消費、超前消費、透支消費等問題，
但理性消費仍是大學生消費的主流，這主要與大學生可支配金額
有限且大部分暫無經濟獨立的能力有關。

（二）大學生理性消費趨勢



研 究 方 法



研究對象

• 澳門年輕人

研究工具

• 年輕人追求名

牌原因心態量

表

• 虛榮特性與物

質主義傾向量

表

資料收集與分析

• 敘述性統計

• Person相關分

析

• 獨立樣本T檢定

• 澳門本
科大學
生

• 青少年追求名牌

原因與心態量表

• 虛榮特性與物質
主義傾向量表

• 敘述性統計
• PERSON 相關係

數
• 適配度鑒定
• 獨立樣本T鑒定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樣本結構

發放對象：澳門本科大學生

有效問卷：221份

女生151人

（68.3%）

男生70人（31.7%）

大一132人（59.7%）

大二38人（17.1%）

大三38人（17.1%）

大四10人（4.5%）

其他3人（1.3%）



購買原因之調查結果分析

圖1.1 購買原因之逆反心理差異表



圖1.2 購買原因之從眾心理差異表



圖1.3 購買原因之攀比心理差異表



圖1.4 購買原因之求異心理差異表



圖1.5 購買原因之求實心理差異表



表1.6 購買原因之潮牌自身因素差異表



購買傾向之調查結果分析
一、性別

假設「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潮牌購買傾向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表2.1 不同性別本科大學生最常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表2.2 不同性別本科大學生最少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二、年級

假設「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潮牌購買傾向上無明顯差異」
成立

表2.3 不同年級本科大學生最常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表2.4 不同年級本科大學生最少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三、月支出

假設「不同月支出水平的大學生在潮牌購買傾向上無明
顯差，且月支出越高，最常購買的潮牌種類數越多」

成立

表2.5 不同月支出水平本科大學生最常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表2.6 不同月支出水平本科大學生最少購買潮牌種類之差異摘要表



購買強度之調查結果分析



表3.1 購買強度差異表



結 論 與 建 議



02 0301

研究發現與討論
研究限制

研究展望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原因之討論

• 《“攀比心理”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及行为影响分析 》——
13.89%

• 如研究結果所示——63%



1.理財教育興起

2.趨同心理弱化

（一）澳門本科大學生購買潮牌原因之討論



（二）澳門本科大學生對潮牌購買傾向之討論：
性別
年級
月支出

（三）澳門本科大學生對潮牌購買強度之討論

0-3000MOP、100-500MOP：20%



研究限制：

1、研究設計：可能形成理解误差

2、研究樣本：样本数量不够大

3、研究問題：问题设计不够严谨



研究展望：

1、研究範圍之展望

2、研究變數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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