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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果品嚐者反應分析 

江秀娥、鍾志明 

一、前言 

在金氏世界記錄裡幸福果（酪梨）被列入營養最豐富之水果。此外，其為一

營養均勻之食物，有利於人體的健康。因此，如能推廣幸福果給台灣全體國民享

用，當能促進國民健康；但目前尚有許多消費者並不瞭解其益處或有誤解，甚至

未聽過或不知幸福果為何物，致幸福果消費未能普及。因此，作者透過訪問調查，

蒐集消費者對幸福果的認知與看法，並加以分析，期藉此瞭解消費者對幸福果的

觀感，提供給有關單位及農民參考，做為未來行銷之依據，以便將幸福果推廣給

更多消費者，促進幸福果產業之發展。  

二、調查資料與分析結果 

本次調查係透過農會家政人員辦理幸福果品嚐會，讓受訪者吃過幸福果之

後，再調查相關資料。本次調查共計 1,680 份有效樣本。受訪者中，女性占 65.5

％；而年齡層分佈以 36-45 歲最多，占 25.5％，56-65 歲居次，占 24.7％；學歷

則以高中職 36.7％居冠，專科以上有 28.3％；在職業方面，以家管人數最多，有

645 人，占 38.4％，其他分配較為平均；至於家庭月所得之分佈，以 3 萬-5 萬者

最多，占 25.8％，5 萬-7 萬者占 23.0％。在家庭共同生活及開伙人數方面，以 4-5

人居多，約有 55％；家庭平均每星期水果消費金額以 200-500 元占多數，約 51

％左右。 

受訪者對於幸福果吃起來的口味感覺方面，「感覺很好吃」、「好吃」及「還

好」的占了 84％（表 1）；但是會想購買幸福果的消費者僅有 71.9％，表示約有

12％的消費者雖可接受幸福果的口味，但仍不願意去消費。調查消費者購買幸福

果之主要原因為「營養豐富」（64％）（表 2）；而不購買幸福果之主要因素是「味

道不喜歡」（54％），其次是「脂肪太多」（17％），「不夠甜」（11.4％）（表 3）。 

表 1、受訪者對幸福果的感覺 

項      目 次      數 百    分    比 

很好吃  331  19.7 

好吃  455  27.1 

還好  625  37.2 

不好吃  206  12.3 

很難吃   63   3.8 

合   計 1680 100.0 

       資料來源：農業試驗所調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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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訪者購買幸福果之因素 

項      目 次     數 百   分   比 

口味好  185  15.3 

果肉香軟  149  12.3 

不會太甜   89   7.4 

不會太多汁    7   0.6 

營養豐富  773  64.0 

容易後熟    5   0.4 

合   計 1208 100.0 

       資料來源：同表 1 

 

表 3、受訪者不購買幸福果之因素 

項     目 次     數 百     分     比 

味道不喜歡   255  54.0 

果肉太軟    36   7.6 

不夠甜    54  11.4 

汁太少    22   4.7 

脂肪太多    80  17.0 

不容易貯存    25   5.3 

合    計   472 100.0 

       資料來源：同表 1 

 

本次調查亦蒐集受訪者個人的價值觀、生活態度及人格特質等資料。利用

這些資料，我們可以找出幸福果消費者的族群特性，即喜歡吃幸福果的人，其生

活型態是屬於哪一種類型，而不喜歡吃幸福果的人，又是何種類型。就本次所得

之資料，經由因素分析，歸類為 6 種生活型態特質。以下分別說明： 

第一種包括喜愛精美產品、名牌產品、吃果汁、速食、喜歡進口產品及認

為進口水果品質較好等，因此稱之為「精美產品類」。第二種涵括各種有益身心

活動，如常做運動、參加藝文活動、常親近大自然、生活多采多姿、注重身體健

康，知道水果之營養成分，及注重水果之品質及安全等，因此稱之為「益身活動

類」。而第三種為「飲食新知類」，因其組成包含追求新的飲食知識與觀念，嘗試

新產品，蒐集資訊，經驗分享，對朋友具影響力等。第四種為「自然食品類」，

其內容有喜歡吃較自然食品，良好的飲食生活是健康基礎，及自然生態及環境維

護很重要等。至於第五種包括傳統市場的蔬果比較新鮮，經常到傳統市場買水果



 3

等，故命名為「傳統市場類」。第六種是覺得都市生活品質愈來愈差，因此稱其

為「生活品質憂心類」。 

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影響幸福果消費量多寡的因素包括零售價格、家庭所

得水準、性別、年齡、居住區域別、幸福果本身的特性、消費者的生活型態等。

分述如下： 

會減少幸福果消費量的因素包括零售價格與幸福果的特性，如口味、不夠

甜、汁少、不易儲存。幸福果的零售價格提高，則消費者將會減少其購買量；而

幸福果的特殊口味、不夠甜、汁少、不易儲存等特性，是許多消費者對幸福果的

負面印象，也造成其不願消費的主因。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中，具飲食新知與常到

傳統市場特性的較少消費幸福果，可見得對幸福果有相當程度的誤解，例如脂肪

太多，易導致肥胖等等。 

而增加幸福果消費量的因素，包括所得增加、女性、年齡增加、居住都市地

區、幸福果的營養豐富、果肉香軟及注重生活品質的消費者。 

表 4 影響幸福果消費量的因素 

正面因素 負面因素 

所得水準 幸福果的零售價格 

女性 幸福果的口味 

年齡 不夠甜 

居住都市地區 汁少 

幸福果營養豐富 不易儲存 

幸福果果肉香軟 具飲食新知者 

注重生活品質者 常到傳統市場者 

資料來源：同表 1。  

 

三、討論 

透過本次調查，瞭解許多受訪者對幸福果是相當陌生的，但經由品嚐活動，

知道 84％的受訪者對幸福果的感覺還可以接受，表示幸福果的市場極有潛力，

有待開發。尤其是針對消費者不購買幸福果的主要因素「味道不喜歡」而言，事

實上一些幸福果品種確具核仁味，有些初嚐者會覺得無法接受。但其味道較淡，

一般消費者不易感覺。而國人普遍認為水果就應該會甜、會酸、多汁等，而幸福

果幾乎不具備此特性，是其弱點；但因其味道較淡，亦與酸的、甜的、鹹的食物

搭配，而做成各種菜色，如甜點、水果、沙拉樣樣皆可，並可應用於早餐、午餐、

晚餐等，可說具多樣用途，所以是他的優點。所以可以經由推廣口味較濃郁、較

甜酪梨品種及食用方法與食譜給消費者，應該可以降低此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種不購買因素為「脂肪太多」，這就是一般消費者對幸福果誤解最多之

處。雖然幸福果的脂肪含量確實比一般果品要高出許多，但是，其所含的脂肪是

單元不飽和脂肪，此種脂肪可維持有益人體的高密度脂蛋白（High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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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protein, HDL）於相當水準，甚至可直接減少由低密度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所引起的心臟動脈疾病的危險率1。因此幸福果脂肪含量高，

卻反而是他之所以可貴之處，因此應極力宣導以破除消費者對幸福果的誤解。 

除此之外，調查中也發現消費者購買幸福果的主要因素是「營養豐富」。除

上述所提及的單元不飽和脂肪外，幸福果的內容物包含了多種維生素如 A、C、

E，礦物質、可溶性纖維、蛋白質、葉酸等，是營養相當完整的果品，如能多以

文宣、各種媒體等宣傳其營養價值，可有效刺激消費者購買的慾望。 

經由分析結果瞭解確實影響幸福果消費量的因素包括正面及負面，如果能

善加利用這些因素，加強正面的，減低負面的，則能提高幸福果的消費量。例如

針對價格因素，應透過分級選別的機制，讓高品質的幸福果市場區隔出來，其他

則定位為平民化的價格，提高消費量，使農民獲得合理利潤。至於幸福果的特殊

口味等，短期內則應利用食譜，教導消費者如何食用，減少其特性所造成的衝擊；

長期則應選育較為符合國人消費的品種，以刺激需求。而對於正面的影響，應借

力使力加強促銷，例如在都市地區辦促銷會；印製有關幸福果營養成分及其功能

的文宣；尋找更多可能通路，如醫院、寺廟、學校、幼稚園、長青會等，讓幸福

果成為醫院營養膳食、學校營養午餐的食材等，將幸福果推廣給更多消費大眾，

慢慢教導其食用方法，培養其對幸福果的嗜好，相信未來幸福果的消費量是會隨

著所得水準的提升而增加的。 

四、結論 

幸福果確是水果中的珍品，雖然台灣的種植面積不太多，但因其營養價值

相當高，是未來市場的明日之星。然而消費者對幸福果的認知不足，甚至誤解，

是亟待努力克服的重點。期待在幸福果協會、政府、業者、學術界、農民團體各

方共同努力，將此具有市場潛力的果品推廣出去，以增進消費者健康，提高農民

收益，再創農業的生機。 

                                                 
1 鍾志明、林樸 譯。1998。幸福果與人的營養之Ⅱ、幸福果和您的心臟。中國園藝第四十四卷

第四期 P371～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