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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民消費意識及消費行為調查」各議題結論與建議

一覽表 

編

號 
議題 結論 建議 主管機關 

1 食品安全議題 

包括「優先購買有政

府或公信單位認證

標章的商品」、「包

裝食品或飲料標示

的真實性」及「未經

專業殺菌處理的真

空包裝即時食品需

全程冷藏或冷凍保

存」3 消費意識問

項。 

 

1. 此議題為整體調

查消費意識較高

議題，惟低教育程

度、男性、高齡及

未成年、網路使用

頻率低、低收入特

性受訪者之消費

意識偏低。 

2. 達七成九受訪者

對「包裝食品或飲

料標示的真實性」

抱持懷疑態度。 

1. 建議相關主管機

關（如：衛生署、

農委會）持續宣導

及教育民眾如何

選擇安全食品，並

可結合內政部所

轄社會福利單位

協助向高齡或低

收入者宣導食品

安全之重要性，另

可透過教育部所

轄教育單位，將食

品安全議題列入

學校教育。 

2. 建議農產、衛生

及食品安全有關

主管機關持續推

動食品產銷履歷

制度。 

衛生署、農

委會、內政

部、教育

部、相關部

會 

2 定型化契約簽訂與

預付商品消費議題 

包括「簽訂定型化契

約前可以有合理審

閱期」、「簽訂預付

型商品契约前會參

考主管機關制訂的

範本」2消費意識問

項及「購買預付型商

品會注意的事情」1

消費行為問項。 

1.「簽訂定型化契約

前可以有合理審

閱期」之消費意

識較 100 年度調

查結果比較，明

顯下降。 

2.「簽訂預付型商品

契约前會參考主

管機關制訂的範

本」及「購買預付

型商品會注意的

事情」調查結果顯

示，受訪者對政府

1. 建議各中央及地

方主管機關加強

教育宣導（尤其消

費意識較低之農

林漁牧業、低教育

程度、高齡及未成

年、低收入、居住

於非都會區、低網

路 使 用 頻 率 民

眾），以提升消費

者對自身義務的

認知。 

2.建議各中央及地

相關部

會、地方政

府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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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許多的消

費者保護相關法

規制度（如：逾百

種之定型化契約

範本暨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或不知情，或因廠

商多元行銷或病

毒行銷等手法致

消費決策快速而

未能充分瞭解或

運用。 

 

方主管機關對從

事不當行銷或所

提供預付型消費

契約違反主管機

關制訂之範本或

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廠商，進行

規範與宣導。 

 

3 用藥安全議題 

問項為「電台或非藥

局推銷的藥品有安

全上的疑慮」。 

為整體調查結果消

費意識較高題項，

可見政府積極取締

非法藥品及推動相

關宣導之成效。 

建議衛生署、農委會

及相關社會福利機

構與醫療單位就非

法藥品業者鎖定之

消費群（消費意識較

低之農林漁牧業、男

性、高齡、低教育程

度、低收入民眾），

宣導勿購買來歷不

明藥品、勿隨意聽信

坊間用藥偏方，並養

成正確的就醫就診

及購藥觀念。 

衛生署、農

委會、內政

部、相關部

會 

4 解約權行使議題 

問項為「實體店面購

買的商品不適用七

天無條件解除契約

或退貨權利」。 

 

為整體調查結果消

費意識較低議題，

與 100 年度調查結

果相較，消費意識

亦無顯著提升。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

（如：經濟部）應協

調業者，於各類實體

通路明顯之處（如：

結帳櫃台）公告，或

用適當的方式告知

消費者，以免與網路

購物享有七天猶豫

期混淆，造成無謂的

糾紛。 

經濟部、相

關部會 

5 電信消費議題 1. 我國電信普及率 1. 建議政府相關單 通傳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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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為「因電信公司

設備所致通訊中斷

可依約要求減免月

租費」。 

 

及使用率皆高，電

信業者行銷手法

及月租方案推陳

出新，致消費者難

以清楚瞭解契約

內容，造成消費爭

議案件數量持續

增加，是近年來消

費爭議統計案件

數量最多的議題。 

2. 消費意識較低族

群，主要為未成年

學生及高齡者。 

位（如：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持續

且全面性進行宣

導及教育，尤其是

容易造成衝動性

消費而引發消費

爭 議 的 行 銷 手

法。另應針對高齡

者，結合相關社會

福利單位或透過

社區大學與松年

大學，提供電信消

費相關諮詢及教

育宣導。 

2. 建議教育部及大

專院校就未成年

學生須透過法定

代理人簽訂電信

消費相關契約加

強宣導。 

 

育部、內政

部、相關部

會 

6 線上遊戲消費議題 

問項為「違規進行網

路遊戲之契約終止

通知」。 

 

1. 為整體調查結果

消費意識較低題

項，消費爭議案件

數量僅次於電信

消費議題。 

2. 線上遊戲消費者

容易出現集體申

訴現象，且存在未

成年人簽訂契約

之效力或適法性

問題。 

1. 建議相關主管機

關建立此類消費

議題之申訴處理

機制，以避免消費

爭議於短期內快

速擴散。 

2. 建議相關主管機

關深入瞭解，並加

強對廠商宣導其

負有教育消費者

之義務，另可協請

教育部及地方主

管機關透過各級

學校教育未成年

學生網路活動相

關法令規範。 

經濟部、教

育部、相關

部會、地方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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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消費及個資保

護議題 

包括「申辦金融服務

時指定業者對個資

之保有與運用方式」

1 消費意識問項及

「個人資料遭外洩

是否尋求協處及協

處管道」1消費行為

問項。 

 

1. 為整體調查結果

消費意識最低議

題。受訪者中，具

高齡、低教育程

度、低收入、農林

漁牧業、學生、無

（待）業、退休、

家庭管理、居住於

非都會區、低網路

使 用 頻 率 特 性

者，為消費意識較

低族群。 

2. 民眾對施行不久

的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其施行細則

所知有限，且難以

注意相關細節。 

 

1. 建議各主管機關

對調查結果消費

意識較低或消費

行為較不易改變

之 族 群 加 強 宣

導。如：金融保險

消費及個人資料

保護議題，建議財

政部、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農業

委員會等有關機

關全面性加強宣

導，並投入更多資

源對消費意識較

低之非都會區民

眾及農林漁牧從

業者進行宣導，並

提供相關協助。 

2. 建議政府各主管

機關就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其施行

細則加強教育消

費者，並請業者自

律遵守個資保護

相關措施。 

財政部、金

管會、農委

會、相關部

會 

8 物價上漲議題 

包括「政府已協調家

樂福等七大賣場設

置抗漲專區」、「選

購商品會比較每單

位價格」2消費意識

問項，以及「面對物

價上漲會採取的節

能減碳措施」、「發

現廠商不合理漲價

會運用的申訴管道」

2消費行為問項。 

1. 整體調查結果此

議題之消費意識

偏低。 

2. 民眾面對物價上

漲的自我保護能

力有待加強（如：

發現廠商不合理

漲價或聯合哄抬

價格時，有高達四

成的受訪者不想

申訴）。 

 

1. 建議消費者保護

處及相關主管機

關，持續推出各種

省錢秘笈並加強

消 費 者 教 育 宣

導，使消費者得以

更省錢、更簡單的

方式滿足其消費

需求。 

2. 物 價 漲 幅 較 大

時，消費者保護處

及相關主管機關

行政院（消

保處）、相

關部會 



5 

 

 應特別注意廠商

行銷手法可能隱

含變相漲價，目前

已持續要求業者

標 示 的 單 位 價

格，可研議改為強

制標示，以供消費

者購買決策之參

考。 

9 網路購物與團購安

全議題 

包括「從事網路購物

或線上金融交易會

注意交易安全有關

的事項」及「在團購

網站選購商品會注

意的事項」2消費行

為問項。 

1. 民眾對於網路購

物或透過團購網

站購買商品時，相

關注意事項的內

容與注意程度仍

顯不足（如：僅有

一成受訪者在購

買預付型商品時

會儘量以信用卡

付款、在團購網站

購買商品時較少

注意團購券的退

費規定及使用時

有無其他附註條

件）。 

2. 許多網路經營者

為中小型業者，易

淪為法律規範之

死角。 

1. 建議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未來針

對此議題進行更

深入的調查研究。 

2. 建議相關主管機

關加強瞭解廠商

的行銷方式，並持

續針對各種網路

消費的規範進行

增修，尤應對中小

型業者進行宣導

以預防消費糾紛

的發生。 

 

行政院（消

保處）、經

濟部、相關

部會 

10 消費資訊來源議題 

包括「取得消費資

（警）訊的管道」及

「因部落格推薦而

萌生購買或嘗試該

商品之意願」2消費

行為問項。 

 

1. 電視仍是最普及

的 資 訊 接 收 管

道，惟所提供資訊

較為片段，甚至夾

雜新聞議題之炒

作，致消費者無法

直接獲得完整且

正確的消費資訊。 

2. 近年社群網站使

1. 建議主管機關就

所轄業務及資源

（ 如 ： 公 共 頻

道），與各消費議

題之職掌單位合

作，結合戲劇、談

話、活動等方式進

行宣導，協助消費

者瞭解自身權利。 

相關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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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增加，許多廣

被分享的消費資

訊不盡然正確。 

3. 消費意識較低族

群往往較少使用

網路。 

2. 建議各相關主管

機關善用社群網

站，使正確的消費

資訊透過轉寄與

分享，傳遞予消費

者。 

3. 建議社會福利機

構、地方政府及村

里單位等，透過人

際傳播方式向消

費意識較低族群

進行宣導。 

11 其他 

 

1.政府與民間團體

對消費申訴統計

分類的齊一性與

整合性仍有不足。 

2.消費型態日趨多

元與複雜，消費議

題或模式可能是

特定消費族群。 

1.建議與民間團體

所整理的消費申

訴案件進行整合

及分析，提早發現

潛藏的、重要的、

影響較大的消費

爭議，以提前制定

相關法規、政策宣

導等措施，避免發

生消費爭議由民

間團體或媒體揭

露後，政府再行補

救的情形。 

2.建議未來年度調

查採分眾、分議題

的調查設計，以深

入探討並瞭解消

費問題之徵結。 

行政院（消

保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