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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社會中，麵包店隨處可見，為了順應新時代，每間店都有其各自的

堅持與特色，從製作到包裝到行銷不斷變化。「台灣遍布著密度比兩大超商

加起來還高的麵包店，默默地攻占了台灣 2300 萬人的腸胃」(許秀惠、陳

前康，2015)。現在人們生活繁忙，許多人會到麵包店裡選購早餐或點心，

特殊節日時，也會到麵包店選購符合節慶的產品，而麵包店也日新月異的

變化出更多新的花樣。 

  

   鮮味珍食品舖在台中市太平區經營五十幾年，是太平地方的知名老店，

他們把傳統麵包推廣出去，再從傳統出發，變化出糕點的新創意，帶來了

許多人潮。隨著麵包店越來越多，市場競爭越來越強大，鮮味珍如何吸引

更多消費者來購買，面對這麼廣大的市場又該如何生存？本小組覺得鮮味

珍的特色鮮明，所以我們想要藉由此次研究以「鮮味珍食品鋪」作為調查

主題了解它的行銷方式與顧客的看法。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麵包的歷史與由來 

(二) 探討烘焙業的歷史與發展 

(三) 鮮味珍之歷史與產品介紹 

(四) 研究鮮味珍的 4P 與 SWOT 分析 

(五) 藉由問卷探討鮮味珍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及滿意度 

 

貳、文獻探討 

 

一、麵包的歷史與由來 

 

   麵包的出現也是人類從狩獵採集社會變成農業社會的轉折點。目前麵包

最早的考古學證據是距今三萬年前的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但從 NOM 

Magazine 的報導中，歐洲麵包的起源並不是歐洲而是古埃及，且讓麵包美

味升級的卻是希臘。(Ting Wei，2017)。而麵包的原料小麥最早是從西南亞

地區陸續蔓延到世界各地並廣為流傳，並利用獨特的技術做成類似麵包的

食物。麵糰發酵、膨脹，再烤過後，便會得到比「烤餅」更鬆軟且香噴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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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麵包」。「麵包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成

功的食物，也是最有意思的飲食發明之一」(唯我不敗，2017)。雖然中國早

在神農氏跟燧人氏時，就開始進入熟食的時代，但先民食用小麥的方法，

在考證上沒有具體的證據。 

 

   「現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麵包坊誕

生於公元前 2500 多年前的古埃及」 (山

東農業大學，2016)。在西元前 13 世紀

時，希伯來人大遷徙，造成製作麵包的技

術傳出了埃及，流傳到世界各地。一開始

白麵包是貴族們才能享用的食物，一般的

平民只能吃劣質的麥製作出來的黑麵包，

直到受到 19 世紀工業化的影響後，英國

發明了喬利伍德麵包處理法，這種方法大

部分的工作是由機器完成的，減少了很多發酵與製作麵包的時間，即使使

用了劣質的小麥也可以做出美觀的麵包，故麵包開始大量流傳，隨著技術

的進步，麵包的種類也變得比以前更多樣化。 

 

二、台灣烘培歷史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米食為主，對於麵包的發酵與烘焙技術較不重視。直

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的麵包才開始被重視，也開始在民間興起。「一個

國家的文化會深深反映在食物上，就是為什麼麵包世界多采多姿得令人著

迷」(吳寶春，2010) 。從 1990 年代開始大家喜歡吃麵包，進而使麵包店慢

慢流行起來，其實麵包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代都是重要的主食。近二十年

來麵包大多變成了點心，也深受民眾的喜愛。「台灣曾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所

以日語的「ㄆㄤˋ」就變成台灣河洛話的「胖」」(洪宗德，2014)，那時所稱

的「胖」便是我們現在的「吐司」。 

 

三、烘培業發展 

 

   「2010 年到 14 年，包含糕餅麵包、烘焙炊蒸等製造、批發與零售在

內，烘焙產業的產值成長 266 億元，一舉突破千億元」(許秀惠、陳前康，

2015)。由此可知現在麵包店越來越普遍，很有可能成為令人驚訝的產業，

而消費群體也逐漸擴大，從小孩到老人都有，「現代人追求健康、自然的概

念下，天然發酵、老麵麵包的獨特魅力仍然受到消費者的喜愛」(賴春足，

2018)，為了跟上世界的潮流，現在傳統烘焙工業仍在不斷的提升中，努力

地往時代的前端走去。 

圖 2 麵包 

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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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鮮味珍食品鋪簡介與經營理念 

 

   1963 年為了討生活於台中習藝的創始人何欽，與夫人在太平區經營起

糕餅的生意。鮮味珍食品鋪成立五十多年，是一家由傳統成功轉型的產

業，早起以包子、饅頭、麵包為主，為依照各個顧客不同的需求，他們陸

續研發出許多人氣商品-雪莓娘、鮮奶棒、狀元糕……等，而麵龜、壽桃

和中秋禮盒也是店內的暢銷品，他們慢慢的把原有的技術加以改良，不斷

求新求變，讓美食更符合現代的口味。 

 

   一轉眼好幾年過去，2011 年鮮味珍榮獲

百年糕餅台灣餅第一最佳口碑獎，現在第二

代已陸續加入團隊，他的兒子們學習了父親

的好手藝和經營方式，也為了開發新產品而

前往日本、法國、比利時…..等進修。鮮味

珍的企業經營理念為「大眾化的需求、平價

化的消費、優質化的享受」，堅持親自以手

工製作，並以獨特的製作方法，保留最傳統

的美味。 

 

  「從傳統出發，玩味糕點新創意，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鮮味珍」(OTOP 城

鄉特色網，2018)。 

 

五、產品介紹 

 

   鮮味珍產品豐富眾多，本組針對鮮味珍幾項較熱門的產品進行介紹。 

 

表 1 產品介紹 

品名 產品簡介 圖片 

雪莓娘 

雪莓娘內有完整、新鮮的水果內餡與美味的

鮮奶油融和出來的，QQ 的麻糬外皮與像冰

淇淋般的內餡口感，甜而不膩，根本就是夏

天的解暑好商品，美麗的外觀讓整個夏天都

浪漫起來，也有多種口味可以選擇，故是鮮

味珍的超人氣商品。 圖 4 雪莓娘 

圖 3 鮮味珍店面外觀 

圖片來源:本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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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產品簡介 圖片 

鮮奶棒 

牛奶味道香濃的鮮奶棒，使用了純天然的食

材與百分之百的純鮮奶製作而成，是改良自

小孩的磨牙棒，香香脆脆的口感咬起來有喀

滋喀滋的聲音，讓人感覺超療癒，有鮮奶、

巧克力與抹茶等……多種口味。 圖 5 鮮奶棒 

狀元糕 

鮮味珍的狀元糕像嬰兒肌膚般柔嫩細緻，有

著步步「糕」升之喻意。此糕內具有香濃的

紅豆餡，吃起來口感綿密又具有獨特的香

氣，入口即化，外觀花紋很精緻，適合當作

與朋友閒聊時的小點心。 圖 6 狀元糕 

傳統大餅 

鮮味珍的肉餅讓我們對傳統肉餅的印象有大

大的改變，鮮味珍的肉餅吃起來口感非常豐

富，外皮酥脆外上面還撒上了香噴噴的芝

麻，內餡具有果仁與蛋黃的香味，令人回味

不已。非常適合送禮，也適合當做點心。 

圖 7 傳統大餅 

鳳梨酥 

鳳梨酥是台中的名產之一，鮮味珍的鳳梨酥

也是非常的受歡迎喔！具有香香脆脆的外

皮，還有鳳梨味道香濃又有點酸酸的內餡，

越吃越上癮，鮮味珍的鳳梨酥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鳳梨酥，另外一種是土鳳梨

酥，都有專門打包成精美的禮盒，是很棒的

伴手禮。 

圖 8 鳳梨酥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整、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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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運用網路媒體及參考書報雜誌查詢相關資料 

 

               (二)問卷調查法：實際前往鮮味珍，以不記名方式發放問卷給民眾，       

並彙整資料 

 

二、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市場分析 

 

(一) 4p 行銷分析 

    1964 年，E.Jerome McCarthy 提出「行銷組合」的四個因素，是面對市

場競爭與滿足顧客的需要所製，稱為 4P，即為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通路(Place)、推廣(Promotion)。 

 

表 2  4P 行銷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分析 

產品策略 

（Product） 

價格策略 

(Price) 

通路策略 

（Place） 

推廣策略

（Promotion） 

中、西式產品皆有，

讓消費者可以有多元

的選擇 

中、低價位，價格

方面隨時都會隨著

物價成本的不同而

稍做改變 

主要以店面販售為

主，也有網路訂購，

讓資訊可以藉由網路

傳播出去 

有社群粉絲專頁，親

朋好友推薦與特殊節

日的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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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經常被用

於企業戰略制定、競爭對手分析等場合，透過客觀的內部條件分析，和找

出鮮味真面臨哪些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影響，來進行評估。 

 

表 3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本身為供應商，因此可以適當供應產量 

2.客製手做產品 

3.研發及隨時推出新產品 

4.網路及實體店面兼具 

5.依據季節推出當季新品. 

1.沒有加開分店 

2.停車較不便 

3.產品保存期限短 

4.宣傳資訊不足 

5.價格彈性不高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消費者口味偏好度偏高 

2 配合地區文化與特殊節日有所折扣 

3.麵包代替正餐的觀念越來越普遍 

4.製作麵包的技術、機器越來越先進 

1. 同質性競爭者眾多 

2. 現代風氣注重養生，要求越來越高 

3. 食安問題 

4.物價上漲，成本上漲 

5.進入市場障礙低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分析 

 

二、問卷分析 

 

    本組於 110 年 1 月 27 日、2 月 4 日、2 月 7 日於「鮮味珍食品鋪」進

行隨機問卷調查，此問卷由本組自行製作，一共發放 150 份問卷，有效問

卷 148 份，無效問卷 2 份，本問卷分為受訪者基本資料、消費行為兩大部

分，並使用電子試算表進行統計，再依據統計結果進行圖表分析及比較，

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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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由表 4 可知此次問卷調查結果，受訪者以女性居多占了 67.57%，年齡

層主要分布在 31~65 歲，從事的職業大多為上班族。 

 

表 4 受訪者基本資料 

項目 說明 

性別 男性(32.43%)、女性(67.57%) 

年齡 
0~18 歲(15.54%)、19~30 歲(16.89%)、31~65 歲(56.08%)、65 歲以

上(11.49%) 

職業 
學生(20.95%)、家庭主婦(26.35%)、上班族(42.57%)、軍公教人員

(1.35%)、其他(8.78%) 

資料來源：本組整理 

 

(二) 消費行為 

 

1、此次平均消費金額 

圖 9 此次平均消費金額 

由圖 9 可知： 

此次調查，消費者大多花費 101~300 元在商

品上，占 67.97%，其次是 301~500 元，占

14.84%，而 100 元以下及 500 元以上分別占

13.28%與 3.91%。由此可知，消費者大多都

是少量購買。 

2、此次購買商品 

圖 10 此次購買商品 

由圖 10 可知： 

此次調查，消費者以購買麵包類商品居多，

占 84%，其次是蛋糕類 8%，少數人購買的

有餅類 3%，鮮奶棒 2%，雪梅娘及其他種商

品則是 1%。由此可知麵包類是鮮味珍主打

商品，也是消費者較願意購買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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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整理 

 

(三) 滿意度調查 

 

    以下表 5 為問卷調查中消費者對於鮮味珍食品鋪的滿意度分析。 

 

表 5 消費者滿意度 

問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服務態度 44.95% 53.38% 2.03% 0% 0% 

2.購物環境 45.95% 45.95% 8.11% 0% 0% 

3.價格訂定 30.41% 43.92% 25.00% 0.68% 0% 

4.種類豐富度 35.81% 45.27% 18.92% 0% 0% 

5.產品口味 42.57% 47.30% 10.14% 0% 0% 

6.優惠活動 13.51% 32.43% 45.95% 7.43% 0.68% 

7.食材新鮮度 46.62% 45.95% 7.43% 0% 0% 

8.動線規劃 25.00% 52.03% 21.62% 1.35% 0% 

9.交通便利性 20.27% 45.92% 31.08% 2.70% 0% 

10.整體滿意度 31.76% 61.49% 6.76% 0% 0% 

資料來源：本組整理 

 

 

    由表 5 可知，此次調查消費者對於購物環境中的非常滿意及滿意的百

分率相同，占 45.95%，食材新鮮度為非常滿意的占了 46.62%，而服務態

度、價格、種類豐富度、產品口味、動線規畫、交通便利性及整體滿意度

大多都以滿意居多，而優惠活動是普通居多。 

 

    由以上可知，此次調查消費者滿意度集中於非常滿意、滿意及普通三

個等級，而少部分感到不滿意的有價格訂定為 068%、優惠活動 7.34%、動

線規畫 1.35%及交通便利性 2.7%，只有一項感到非常不滿意的是優惠活動

占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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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各項的資料分析後的結果發現大部分消費者對於鮮味珍的整體而言

大致上為滿意。鮮味珍的顧客中女性的比率比男性多出大約一成，年齡層

分布在 31~65 歲的中年人群，而消費者的職業多數為上班族、家庭主婦和

學生，主要購買商品為麵包，因此我們可推知大部份消費族群到店購買的

主因是為了買麵包當早餐或點心。 

 

   此次調查，消費者對於鮮味珍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占 53.38%，而

非常滿意占 44.59%，普通的占 2.03%。鮮味珍的服務品質整體來說來良

好，大多消費者沒有感到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因此本組提議店家可以保

持現在員工對消費者的服務態度。 

 

   消費者對鮮味珍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價格、食材新鮮度或者是服

務態度等，所以鮮味珍可以繼續維持目前的銷售情形，也能研發創新產品

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做出不同的新商品。 

 

二、建議 

 

(一) 提高網路資訊的傳播 

 

   由圖 11、12 可知，重複購買的消費者有一半以上住在店家附近，

首次購買者中有百分之四十因網路資訊到店購買，因此建議可提高對

網路資訊的傳播，使頭一次到店消費的人數增加。 

 

 

(二) 增加行銷活動 

 

   由表 5 第六點優惠活動可知，此次受訪者有一部分認為鮮味珍的

行銷活動比較少，因此我們建議店家可針對重複購買的消費者及首次

購買的消費者進行不同的優惠活動，例如：推出會員卡或折價券供消

費者使用，也可搭配學生或上班族活動時間點進行促銷，進而吸引更

多消費者，提高購買意願。 

 

(三) 解決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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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 第九點交通便利性可知，多數消費者認為交通沒有造成太

大的問題，但是有少數消費者認為停車不便，無法下車消費，因此可

能會造成客源流失。故本組建議店家能規劃出關於停車位……等的交

通問題。 

 

   本組建議店家可以設計售後評分的動作，或者是適時詢問顧客的

建議，因為鮮味珍的消費者多為常客，而適度接納他們的意見，可以

維持住舊客源，並且也能開發新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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