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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傳統市場俗稱「菜市場」，菜市場裡的攤販眾多，由個別的商家所組成，販

賣魚、肉、海鮮、蔬菜水果，當然也少不了日常用品。菜市場裡賣豬肉的不會只

有一家，消費者可以自行比較，擁有較多樣的選擇。超級市場則簡稱「超市」，

超市裡販賣的商品和菜市場大致相同，超市的商品都會有明確的標示有效日期、

內容量以及成分等等，並且在於排列上也較傳統市場整齊。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對於「方便」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促使超級市場林立。

但是座落在社區的傳統市場並沒有因此而沒落，因為那是傳統市場獨有的特色，

再怎麼先進的超級市場也無可取代。因此我們決定進一步探討傳統市場與超級市

場的不同，以及它們獨特的魅力。 

 

二、研究目的 

 

(一) 比較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之不同，進而瞭解它們能夠並存的原因 

(二) 探討消費者選擇傳統市場/超級市場消費的原因，以及各自所擁有的獨

特吸引力，使之達到完美的共存方式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 

 

(一) 實地探訪：探訪各大傳統市場/超級市場，深入其中觀察其的相同、相

異之處 

(二) 文獻分析：尋找各類報章雜誌、書籍，參考其中關於傳統市場/超級市

場的相關報導以及介紹，讓自己更加了解其中的魅力  

(三) 問卷調查：印製 100 份問卷，選定溪湖地區的傳統市場以及超級市場各

自發放 50 份，統計數據，以找出民眾的購物習慣 

 

四、研究範圍及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到傳統市場及超級市場購物的民眾們，由於學校處在台灣重要

的蔬菜批發集散地─溪湖鎮，故我們選定溪湖各大傳統市場以及超級市場為研究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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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傳統市場 

  又稱「街市」或「墟市」。（維基百科。）工商業不發達的時代，墟市不是每

天都有，而是人們在農忙之餘，約定統一時間而出現的市場，通常在秋天收成之

後。一段時間過後，人潮會逐漸散去，等待下一次「墟期」。 

 

(一) 市集的起源 

  一開始市集的行成其實是許多有需求的人聚在一起用「以物易物」的方

式來取得自己所需的物品，後來逐漸改為以貨幣交換，長期的時間下來，攤

販也逐漸林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市集。 

 

(二) 起初傳統市場的特色 

1. 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 

2. 社會救助，讓弱勢族群有一處謀生之地 

3. 解決攤販林立及流動問題 

 

(三) 以營業時間可以分為三種： 

1. 早市：又稱「曉市」，（維基百科。）營業時間為凌晨至早上，販售蔬果、

肉類、海鮮、雜貨，通常由退休人士或老人為主要顧客。 

 

早市可分為： 

(1) 定點早市：每日營業，且地點固定的早市。 

(2) 流動早市：在特定日期或特定時間營業，大多為流動的攤販，營業場

地平時可能為公園或停車場，此種早市便於清掃，每次出現的攤販也

不盡相同，給人較多的新鮮感，但容易影響鄰近住家安寧，可能為非

法。 

2. 黃昏市場：指傍晚營業的市場。隨著工商業的興起，許多人無法在一般

市場營業的時間去購買食材，因而衍生出黃昏市場。除了販賣早市有的

蔬果及肉類、雜貨，也販賣各式小吃，方便下班必須回家煮晚餐的上班

族。 

3. 夜市：夜間營業，販賣各式小吃、服飾、雜貨，也提供各類遊戲，是下

班、下課後放鬆的好去處。 

 

   夜市可分為： 

(1) 定點夜市：每日營業，且地點固定。 

(2) 流動夜市：特定日期營業的夜市，其餘時間則移動至其他地點，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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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通常為停車場或公園，清掃方便，但容易影響鄰近住家安寧。 

(3) 商圈夜市：既有的商圈延長營業時間至凌晨，商家多自有店面，也吸

引許多攤販在路邊營業。 

(4) 觀光夜市：商圈夜市經當地政府規劃，配合政府政策以當地特色吸引

遊客前來。 

 

(四) 消費者選擇市場之原因： 

1. 食材較新鮮（商業週刊，2010。） 

2. 有較多攤位賣相同商品，可供比較價錢及新鮮度 

3. 整體價錢較平均 

4. 產品較便宜，因超市產品經過處理後價格會較昂貴 

 

二、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是一種大型的零售業，通常連鎖經營，除了販售日常生活用品之外，

有些也會售賣服裝、首飾。（維基百科。）超級市場以現代化方式經營，有許多

不同品牌、價格、種類的商品，商品順序排列，以方便顧客在同一店面購買所有

需要的物品，以貪方便的心理留住客人，顧客選好物品後到櫃檯排隊結帳，節省

了大量的人事和經營成本。 

 

(一) 超級市場的歷史與發展理念 

  隨著時代潮流改變，人們生活型態也跟著改變，對於購物環境的要求水

準提高、消費理念的差異等等，在 1930 年代，美國人萬克爾‧庫聳創辦了

世界第一家超級市場──金庫侖聯合商店，為了保證售價低，以大量進貨壓

低成本價錢，其毛利僅僅 9%，與雜貨店、百貨公司的高毛利形成對比。 

 

(二) 起初超級市場的特色 

1. 滿足「一次購足」的需求 

2. 讓人們能夠在舒適的環境中安心的購物 

 

(三) 消費者選擇超市之原因： 

1. 環境較舒適 

2. 貨品的種類較多，可同時採買各種商品 

3. 方便性較佳，並有多種優惠 

4. 營業時間較長 

 

三、傳統市場沒落 

  傳統市場從前是人與人聯絡感情的最佳地點。親朋好友彼此閒話家常，

買賣雙方也因此由陌生到熟悉。它在人的心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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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著時代演進，超級市場興起，傳統市場也跟著沒落。 

 

   大致有下列幾項原因： 

(一) 時間無法配合（楊環靜，2009。）：早期女性多為家庭主婦，白天能夠出門

買菜，所以傳統市場是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現代的女性自主意識提高，擁

有自己的事業，無法配合傳統市場營業時間消費。 

(二) 停車位問題（楊環靜，2009。）：比起超級市場，傳統市場多半未規劃停車

位，狹窄又髒亂的傳統市場自然難吸引消費者。 

(三) 設備不齊全及環境髒亂（楊環靜，2009。）：傳統市場排水設施不佳、照明

不足、垃圾問題、公廁惡臭、攤販配置凌亂、缺少無障礙空間…，減少消費

者前來消費的意願。 

(四) 食品不安全（楊環靜，2009。）：傳統市場的食品通常為產地直送，雖然新

鮮，但是標示不清，也沒有經過檢驗認證，安全上有疑慮。 

 

四、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之比較 

 

表一  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之比較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價格 比較有彈性、有殺價空間。 通常為定價。 

產品品質 較有魚目混珠的現象 較無此現象。 

包裝 較為簡單，大多直接裝以塑膠

袋內。 

經過分類、整理、略加清洗再封膜

包裝。 

市場環境 燈光昏暗，空間狹小較擁擠，

聲音吵雜。 

光線充足，空間大較無壓迫感，較

安靜。 

新鮮度 通常為當天採收，較新鮮。 多為冷凍食品，或放置多天的作

業，較無市場新鮮。 

加贈品 可要求贈送蔥、蒜、辣椒… 配合節慶活動。 

交通問題 較少規劃停車格。 大多設有停車格。 

售後服務 無法退換貨。 依發票有售後服務。 

付錢方式 只能付現金。 可付現金也可刷卡。 

促銷活動 幾乎沒有促銷活動。 配合節慶活動。 

購物方式 經由交談，老闆直接介紹。 自助式，較少直接服務。 

營業時間 大多為平日上班時間，職業婦

女無法前往。 

從早到晚，供應時間較長。 

人情味 與老闆較有互動。 總是相同態度，比較嚴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當傳統市場遇上 Supermarket 

5 

 

五、傳統市場／超級市場 SWOT 分析 

 

表二 傳統市場／超級市場 SWOT 分析 

SWOT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Strength 優勢 (1)濃厚人情味促使常客上門

（楊環靜，2008。） 

(2)取量可自行決定，不會造成

浪費 

(3)有較多攤位賣相同商品,可

供比較價錢及新鮮度 

(1) 連鎖經營，資源共享，

成本低 

(2) 方便性較佳,並有多種優

惠 

(3) 連鎖經營，知名度高 

Weakness 劣勢 (1)環境狹小陰暗，安全有疑慮 

(2)缺乏定期性促銷活動 

(3)商品成分、來源標示不清 

(1) 超市增加但是顧客有限 

(2) 人事、物流成本高 

(3) 標準化服務給人難以親

近之感 

Opportunity 機會 (1)定期舉辦活動吸引顧客上

門 

(2)手工製品攤可推出實作體

驗 

(1) 集點摸彩吸引顧客二次

上門 

(2) 刷卡收費給顧客方便 

Threat 威脅 (1)大型連鎖市場興起 

(2)攤販地位低，年輕人不願意

接手 

(1) 連鎖超市同業競爭 

(2) 市場逐漸飽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六、拯救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可以改變其行銷策略：  

(一) 網路行銷：藉由網拍市場將其食品推廣出去，擴大消費市場，讓距離

無障礙。  

(二) 廣告：發傳單或舉行活動促銷，吸引喜歡嘗鮮的顧客群。  

(三) 競賽：推薦優質攤販參加經濟部、政府的比賽，打響知名度以吸引顧

客。 

(四) 產品升級：「商品種類、等級不如超市」是現代人對傳統市場的刻板

印象，因此攤販們可以試著提高商品的品質，吸引更多的客源。  

(五) 走出市場，行銷自己（葉益青，2004。）：沒有客源就要自己爭取客

源，不應該只是侷限在一個範圍內癡癡等著顧客上門，而是應該要想

盡辦法行銷自己的產品，讓更多人知道食材的新鮮，吸引更多顧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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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六) 跟著顧客轉型：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上班族都選擇到超市購買的原因，

最主要都是因為時間無法配合，若是有辦法配合顧客的時間相信能夠

增加客源。 

(七) 在地文化，在地特色產品：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在地文化，可吸引外地

人至菜市場消費，同時確保在地文化的延續。 

七、研究結果 

 

(一) 消費者性別分析 

由圖一顯示：到市場的消費民眾，女性就佔了 67%。 

 
          圖一：消費者性別分析圖 

(二) 消費者工作時間分析 

由圖二顯示：在 Am8:00-pm5:00 工作的民眾就佔了 74%。 

 

          圖二：消費者工作時間分析圖 

(三) 消費者對環境滿意度分析 

由圖三顯示：對超級市場的環境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75%。 

性別 

男生 

女生 

工作時間 

am8:00-
pm5:00

pm5:00-
pm12:00

am0:00-
am8:00

不固定 

男生 33% 

女生 67% 

Am8:00-pm5:00  74% 

Pm5:00-pm12:00  1% 

Am0:00-am8:00  2% 

不固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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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消費者對環境滿意度分析圖 

(四) 消費者對價格滿意度分析 

由圖四顯示：對傳統市場的價格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60%。 

 

          圖四：消費者對價格滿意度分析圖 

(五) 消費者對銷售型式滿意度分析 

由圖五顯示：對傳統市場銷售型式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58%。 

 

           圖五：消費者對銷售型式滿意度分析圖 

(六) 消費者對贈品滿意度分析 

由圖六顯示：對傳統市場的贈品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57%。 

環境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價格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銷售型式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25% 

超級市場 75% 

傳統市場 60% 

超級市場 40% 

傳統市場 58% 

超級市場 42% 



當傳統市場遇上 Supermarket 

8 

 

 

        圖六：消費者對贈品滿意度分析圖 

(七) 消費者對食材新鮮程度滿意度分析 

由圖七顯示：對傳統市場食材新鮮程度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55%。 

 

         圖七：消費者對食材新鮮程度滿意度分析圖 

(八) 消費者對營業時間滿意度分析 

由圖八顯示：對超級市場營業時間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78%。 

 
         圖八：消費者對營業時間滿意度分析圖 

(九) 消費者對商品標示滿意度分析 

由圖九顯示：對超級市場的商品標示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62%。 

贈品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食材新鮮程度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營業時間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57% 

超級市場 43% 

傳統市場 55% 

超級市場 45% 

傳統市場 22% 

超級市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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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消費者對商品標示滿意度分析圖 

(十) 消費者對售後服務滿意度分析 

由圖十顯示：對超級市場售後服務較滿意的民眾佔了 71%。 

 

                圖十：消費者對售後服務滿意度分析圖 

 

 

參●結論 

 

  根據我們的問卷結果發現，盡管傳統市場優點多於超級市場，但是大多數民

眾還是喜歡到超級市場購物。我們推測其最主要的原因為超級市場的商品標示較

為清晰、明白，且營業時間較能配合大多數民眾的上班時間。傳統市場雖然吸引

人，但營業時間卻和一般上班時間相碰，再加上環境的髒亂有時甚至產生異味，

會導致民眾更加不願意到傳統市場購物。  

 

  走進市場，發現攤販的規模一個比一個小，且數量也逐漸減少。市場是台灣

的一大特色，也能在裡頭看到許多台灣人的熱情活力，為了不讓這個充滿人情味

的地方消失，政府應給予市場幫助，規劃好整個市場的格局、管線並解決環境髒

亂及產生異味等的問題；市場更該自立自強，不可光靠政府幫助，平時應努力維

商品標示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售後服務滿意度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38% 

超級市場 62% 

傳統市場 29% 

超級市場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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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環境整潔，並且發揚自有的優點，精益求精。也可增加些許創意，讓市場更加

有趣及多樣化，才能留住老客戶，招攬新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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