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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之目的在於探討寵物犬角色認定、人格一致性與飼主對寵物

犬的情感依附程度、成本投注意願之間的關聯性。本專題根據前測調

查，將飼主對寵物犬的角色認定分為小孩、夥伴朋友、兄弟姊妹、伴侶

及工作犬等五種關係，而人格一致性則依據飼主與寵物犬在五大人格特

質 (Big-Five) 構面勾選之異同，分為一致與不一致兩類。應變數有二：

一為情感依附程度，二為飼主在寵物犬身上的必要性消費支出與非必要

性消費支出。 

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有效回收問卷為 405 份。基本敘述性

統計與交叉分析結果之重要結論如下：(1) 飼主挑選寵物犬時的三大考量

因素分別為寵物犬之個性、體型與年齡；並且男性飼主對體型、年齡與

毛色等三因素的看重程度顯著高於女性飼主。(2) 有高達六成以上飼主將

自己的寵物犬視為小孩看待，其中以已婚未有小孩以及 41歲以上之飼主

為最高，這些將寵物犬視為小孩的飼主在必要性消費支出與非必要消費

支出的成本投注意願最高，對毛小孩們的情感依附程度也顯著高於僅將

寵物犬視為夥伴之飼主。 (3) 飼主與寵物犬間之人格一致性差異，則對

飼主的成本投注意願與情感依附程度並無顯著的影響。 

在其他寵物犬飼養動機與行為之調查結果發現，四成以上飼主是為

了增添生活樂趣來飼養寵物，其次則是為了陪伴的需求，因此對寵物犬

有極高之情感依附。而近四成以上之飼主是透過花錢來購買寵物犬，顯

著高於認養者。顯示政府與民間相關單位近年極力推動以認養代替購買

的概念，尚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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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寵物一直是觀眾青睞的電影題材，創造出許多票房奇蹟。由日本真

實故事改編，2009 年上映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忠犬小八 (Hachi)」，內容

主要敘述小八在主人過世後仍在車站等待主人的歸來，十年來始終如

一。電影情節不但感動人心，也突顯寵物犬有別於其他寵物，擁有忠心

耿耿特質的牠們是人類最忠實的夥伴。早期人們大多將狗當作工作或是

看門的工具，隨著社會變遷與生活型態改變，狗與人們的關係愈來愈親

近，經常扮演人類休閒及娛樂時的重要夥伴，因此飼主願意在寵物犬上

投入更多心力。 

寵物犬與飼主間的互動，不但為飼主帶來心靈上的慰藉，增添生活

樂趣，此舉印證出寵物犬於人類生活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14 年 3

月台灣服裝設計師林國基先生在受訪中表示，他已將自己十分之一的遺

產分配給兩隻寵物犬，讓家人有豐厚的資源來照顧牠們，此舉引發不少

民眾讚賞。在訪談過程中，林國基先生不時流露出對寵物犬的疼愛之

情，並表示早已將牠們當成親生兒女般對待。 

許多飼主會將寵物犬當作人一樣，幫牠們取名字、投保保險與美容

打扮，為牠們舉辦生日派對，甚至在寵物犬死亡時，將牠們火化供奉在

寵物靈骨塔中。由此得知飼主對寵物犬的情感投入，大量反映在對寵物

犬的花費上。2015 年 7月中旬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的台北寵物用品展，

參觀人數達 17 萬人，創下歷屆以來的新高紀錄，為期四天的展期，展出

項目有流行服飾配件、專業美容護理、醫療保健用品、行為訓練輔助等

相關商品及服務，由此見得飼主越來越重視寵物犬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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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台灣 2014 年零售用貓狗飼料 (稅則編

號 23091000) 進口量約 1億 2 千 4佰萬美元，此數據比 2005 年的 5千 7

佰萬美元增加 6 千 7 佰萬美元的進口量，成長 117.63%，可見飼主願意花

費在寵物食品的金額有顯著成長。另外，行政院農委會兩年一次的全國

寵物犬數量統計顯示，從 2003 年 135 萬隻增長至 2013 年的 174 萬隻，

寵物犬數量的成長率為 28.51%。透過上述兩者數據，本專題將 2012 年工

研院所發表的台灣寵物市場供應鏈現狀與發展飼主每年在寵物上的平均

花費乘 2013 年農委會的全國家犬貓數量調查之寵物犬數量，推估 2013

年台灣寵物犬市場規模為約為 520億台幣。 

綜合前面所述，社會變遷不僅讓飼主對寵物犬產生更深的情感連

結，此連結也使寵物犬在家中有了多樣的角色。根據本專題於 2014 年 8

月之前測顯示，56.02%的飼主會將自己養的狗視為小孩，其次 24.10%視

狗為朋友，而有 12.05%的飼主將自己養的狗當成兄弟姐妹。此外，調查

結果也發現，寵物犬的個性為飼主挑選狗時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平均重

要度為 4.56，標準差 1.75，滿分 7分)。此結果引起本專題對飼主和寵物

犬之間關係、人格一致性與飼主在寵物犬身上的成本投注意願與依附程

度間的關聯性產生高度興趣，欲以此作為比次專題的探討主軸，進而將

研究結果提供寵物業者做為經營決策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歸納本專題探討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調查飼主飼養寵物犬動機與挑選寵物犬之考量因素。 

(二) 探討飼主之寵物犬角色認定及兩者間人格一致性，對寵物犬的情感

依附程度以及成本投注意願的差異。 

(三) 分析結果可作為寵物犬產品廠商在廣告訴求擬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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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專題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飼主飼養寵物犬的動機與挑選機制，以

及在不同飼主對寵物犬之角色認定及人格一致性的觀點下，其飼養行為

與心理情感依附程度的差異。因此本章首先說明人格的定義與人格理

論，飼主與寵物之間相處的過程便會產生關係，接著回溯關係的理論，

最後說明依附的定義及其衡量方法。 

第一節 人格 

一、人格的定義 

人格 (Personality) 源自於拉丁語「Persona」，「Persona」的意思有二

種，一為古希臘演員演出時所戴的面具 (Mask)，演員藉著面具，以表現

出不同角色的個人特徵。二指一個人表現出的真正自我，包含其內在動

機、情緒、思想及習慣等 (詹益統，1996)。 

人格是人內在的心理與生理系統，如性格、氣質、智力和體格，此

系統是一個穩定並持久的動態組織 (Allport, 1937)，它賦予一個人對環境

的獨特適應能力 (Eysenck, 1970)，是個人特徵、屬性和特性的總和 

(Guilford, 1959)，Erikson (1963) 則認為是由遺傳和環境所決定之實際行

為模式與潛在行為模式的總和。亦是一種能判定個人與他人間共同性與

差異性的持久穩定的傾向 (Day and Silverman, 1989)，可根據該傾向來預

測一個人在特定情境中所呈現出的外顯行為和內隱行為 (Cattell, 1965)。

然而，Burger (1997) 對人格的定義為源自於個體內，一致 (Consistent) 

的行為模式和內在歷程，而此模式和內在歷程穩定且一致的特性，讓人

類在不同時空下仍可辨識這些一致的行為模式，行為也深深地受內在歷

程的影響，包含所有發生在深層的情緒、動機與認知。縱觀各學者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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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定義，本研究認為人格是一個人內在思考模式與外在行為特徵的集

合，每個人有著獨特、持久，能夠用來區分自己與他人的性質。 

二、人格理論的類型 

人格的理論可分為精神分析論、社會學習論、生物學論、認知論、

人本論及特質論等。本研究採用特質論的觀點，作為衡量人格特質的理

論基礎。特質論認為人和人之間的差異可由數個重要的行為加以描述，

其研究方向主要是找尋精簡的向度來描述多樣的人格。部分學者認為人

格特質論的研究取向，是一種能評估個人穩定特性的方法 (Atkinson et al., 

2000)。特質 (Traits) 是人格基本的結構單位 (Cattell, 1965)，作以解釋人

們在不同情況下行為表現的一致性 (Burger, 2007)。Allport (1937) 認為人

格決定個人的外在適應力、行為與思想，個體的行為會顯現出其獨特的

人格特徵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當這些特徵持續出現在不同的情境

中，則稱為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理論被廣泛應用於心理學、社會學與管理學等領域，當中

以五因素模型 (Five-Factor Model) 的構面普遍被一般學者所認同和接受 

(Digman, 1990)。許多研究顯示五因素模型對於人格特質的的測量具良好

的成效 (Borgatta, 1964; Fiske, 1949; Norman, 1963)，而在後續諸多研究，

最被廣為接受且應用的是 Costa 與 McCrae (1985) 所發展的五大人格特質

構面，其分別為外向性 (Extraversion)、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親和性 (Agreeableness)、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 及神經

質 (Neuroticism)。在長期研究中，同一位受測者經過六年的施測顯示出

此五個人格特質構面具備高度穩定性 (Costa and McCrae, 1988)。 

由於 Costa 與 McCrae (1985) 的 NEO-PI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人格特質量表題數較多，受測者需花費較長的時間填答。於是 Goldberg 

(1992) 利用這五大因素構面發展出 100 題版本的人格特質量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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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cier (1994) 認為 Goldberg 版本的人格特質量表需花費約 10 至 15 分鐘

填答，限制了其在學術研究與管理等相關應用，因此發展出 Mini-

Markers，該量表簡縮至 40題，使用語意較簡易的問項，並具有較低的量

表內相關係數 (Inter-Scale Correlations) 與較高的問項間相關係數 (Inter-

Item Correlations)，且填答時間僅需約 5分鐘。Thompson (2008) 則立基

於 Saucier (1994) 的 Mini-Markers，進一步使用多國背景的樣本，發展出

具國際適用性的國際英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 (International English 

Big-Five Mini-Markers)。然而國內學者鄧景宜等人 (2011) 依據 Thompson 

(2008) 的量表發展出繁體中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此版本量表適用

於使用繁體中文的華人地區，有助管理研究方面的應用以及準確瞭解消

費者人格特質傾向 (鄧景宜、曾旭民、李怡禛、游朝舜，2011)，故本專

題係採用繁體中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 作為衡量人格特質之基準。 

三、五大人格特質量表之構面 

(一) 外向性 

指一個人與他人擁有正面關係的數目及舒適程度，若一個人與他人

之間的舒適關係數目愈多或舒適程度愈高，則表示其愈外向。此構面分

數愈高者代表擁有活潑、健談、善交際、積極主動、自信、樂觀、喜好

表現、熱情和喜愛熱鬧場合等特徵，也較為武斷，支配慾望強，說話不

遲疑，容易成為團體裡的領袖。 

(二) 開放性 

指一個人對陌生事物容忍與探索的能力，和其主動追求體驗及獲取

經驗的特性，此構面分數愈高者代表具有充滿想像力、好奇、喜歡思

考、有點子、富創造力、求新求變、著重感受與具行動力等特質。 

(三) 親和性 

指一個人對他人定下之規範的遵循程度，若一個人對周遭的人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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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規範遵循程度愈高，則表示其親和性愈高。此構面分數愈高者代表

具有順從、仁慈、寬容、坦誠、體貼、待人友善、利他主義、容易相處

與樂於助人等特質。 

(四) 嚴謹性 

指一個人對於追求所訂立之目標的專心程度，若一個人的愈致力於

其目標，則表示其嚴謹性愈高。此構面分數愈高者代表具有意志堅強、

有目標與決心、成就導向、有始有終、自律、有規劃、審慎與追求卓越

等特質。 

(五) 神經質 

指能激起一個人負面情感之刺激所需的數目與強度，若一個人所能

接受的刺激愈少，則表示其神經質程度愈高。此構面分數愈高者代表具

有易緊張、缺乏安全感、憂鬱、情緒化、自卑、沮喪、不善於處理壓

力、易後悔與覺得孤單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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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係 

一、關係 

關於關係 (Relationship) 的定義，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有不同的解

釋。Broom 等人在 1997 年整理各家觀點，統整出西方學者主要將關係定

義分成兩項，一為主觀與客觀，二為過程或狀態。而東方學者將關係定

義分成五項，包含上述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兩項，其餘分別為人倫、資源

與通向特權的特殊管道。東方學者對於關係的定義相較西方來說更為複

雜，以下將對各項分類詳加說明 (Broom et al, 1997)。 

西方學者方面，Broom 等人在 1997 年將西方對關係之定義分為兩

種，第一種為主觀與客觀，關係為一種主觀真實 (Subjective Reality) 和

客觀真實 (Objective Reality) 的綜合體。第二種為過程或狀態，關係為一

種過程、狀態，或是過程與狀態並存。最終得到關係具有交易、交換、

溝通及其他相互連結的活動等特質 (Broom et al, 1997)。 

而東方學者喬健在 1982 年提出關係的界定即包括過程、狀態與主觀

等觀念，並將關係定義為「一個以上的個人或團體，與一個以上的個人

或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之狀態。」除此之外，關係具有三項

特質，分別為關係是動態的概念、關係是以個人或是團體為中心 (喬健，

1982)。關係會不斷與個人或團體中心產生交叉作用而構成關係網路。鄭

博壎後來在 1996 年時指出東方華人社會至少有兩種關係，一種是主觀關

係，為個體間所有擁有的感情親疏程度，另一種是客觀關係，是個體有

共同出身背景及共同經驗 (鄭博壎，1996)。 

東方學者對於關係之論述除了上述分類外，也提出三個相當重要的

層面，第一個層面為關係是一種人倫，此類關係較偏向社會結構層面，

其次為關係是一種資源，此類關係則是較偏向互動現象，也可將此類關

係稱做「人情」 (黃光國，1985)。第三則是陳介玄與高承恕於 1991 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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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關係是一種通向特權的特殊管道，並非每一個人或團體可以任意擁

有，會隨著個人擁有權力或團體的強勢、弱勢而有所不同 (陳介玄、高承

恕，1991)。 

二、飼主與寵物之關係 

飼主與寵物間的關係往往會影響其消費行為，Hirschman (1994) 將飼

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略分為將寵物視為物品及人類兩類。在將寵物視為

物品的分類中，寵物又可以分為裝飾品、興趣、地位象徵和工具等四種

關係，總體而言，飼主在此狀況下仍將寵物視為一種物品或財產，彼此

之間依然有相當的距離。 

當飼主將寵物視為人時，寵物與飼主間的關係更為親密，可能會有

朋友、家人與自我的延伸三種不同關係存在。當飼主將寵物視為物品

時，關係最為疏遠；其次為朋友、自我的延伸；將寵物視為家人時，彼

此的關係最為緊密。 

(一) 寵物是產品或物品 

當寵物被定義為物品或產品時，寵物的存在類似環境中的物體。原

因有下列四項： 

1. 寵物是裝飾品：飼主飼養寵物時，認為寵物只是人類的賞物，能提供

人類快樂的感覺 (Hirschman, 1994)。 

2. 寵物是興趣：飼主購買寵物主要是用於展示用途 (Serpell, 1987)。 

3. 寵物能代表身分地位：人類飼養寵物是展示自己身分地位的方式 

(Katcher and Beck, 1983)。 

4. 寵物是工具：如美洲的印第安人使用狗作為運輸及狩獵的工具。而也

有許多國家讓狗協助視障人士和保衛人類安全 (Hirschman, 1994)。 

(二) 將寵物視為人類 

當寵物被視為人類時，寵物將會被飼主視為生活中的人類角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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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有下列幾項： 

1. 寵物是朋友關係 

許多飼主會因為寵物的忠誠與付出，而將寵物視為珍貴的朋友。飼

主會利用肢體或是口語的方式與寵物溝通，與寵物分享生活點滴，而這

些行為逐漸形成一種習慣，隨著寵物和飼主相處時間愈長，進而促使這

種習慣更加穩固。即便寵物或是飼主已經死亡，這種行為仍有可能繼續

存在 (Hirschman, 1994)。另外，寵物對於有社交障礙甚至對受傷的孩子

和成人來說，可以提供情感性的支持和療癒，使人類在生、心理的不愉

快，能獲得一些撫慰性的效果 (Savishinsky, 1986)。過去研究也顯示許多

研究者將寵物作為情感治療的一種方式 (Corson, 1980)。 

2. 寵物是家人關係 

Hirschman (1994) 研究數據顯示，將近八成的飼主會將寵物視為家

人。寵物的家庭角色會因飼主的年齡而大相逕庭，例如年輕單身者 (18

至 25歲)，會將寵物視為兄弟姊妹，身為家中一員的牠也需負擔家中的任

務和責任，過程中可能引起家庭成員的紛爭；尚未生育的新婚夫妻或空

巢期的夫妻，最常將寵物視為需要被持續呵護、長不大的替代性兒女 

(Katcher and Beck, 1983)。除此之外，飼主不但將寵物視為孩子，也將孩

童的習慣和行為套用在寵物上，甚至會為寵物舉辦活動，例如為寵物辦

慶生派對、準備聖誕節大餐。而飼主也可能帶著寵物去寵物學校、寵物

餐廳、購買新潮的寵物服飾和去寵物美容院等 (Hirschman, 1994)。 

3. 寵物是飼主自我的延伸 

Savishinsky (1986) 提出寵物是飼主人格和自我的延伸，飼主選擇寵

物就是一種對自我人格定義的行為。此種現象在飼養好鬥大型寵物犬的

男性飼主上特別明顯 (Katcher and Beck, 1983)。Hirschman (1994) 提出的

人際知覺 (Persona Perception) 中寫道，有些飼主的家庭成員會覺得飼主

和寵物的個性相似，他們會把負面情緒投射在寵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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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附理論 

依附 (Attachment) 一詞最早是由 John Bowlby於 1958 年正式提出。

Bowlby (1982) 說明嬰幼兒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會與其主要照顧者在餵養

行為及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一種強烈且持續存在的情感連結，是由兩獨立

個體經過一段時間而產生的，讓嬰幼兒對主要照顧者產生永久性的情感

依附。 

一、情感依附 

Bowlby (1979) 認為情感依附行為 (Attachment Behaviors) 是一個人

與特定的情感依附對象 (Attachment Figure) 親密互動下所產生的行為。

而照料者的行為主要受補償性行為系統 (Complementary Behavioral 

System) 所控制，例如可以由嬰幼兒的微笑、擁抱或撫慰他等互動過程中

得到報酬 (Bowlby, 1969)。當嬰幼兒面臨威脅或是感受到壓力、不安時會

哭鬧，希望有人抱他、關心他，此時嬰幼兒是希望能夠得到他所依附對

象的注意，若能夠得到回應，那麼嬰幼兒就能從中獲得滿足感與安全

感，若沒有給予回應，便會感到害怕與焦慮，進而對他的依附對象產生

逃避或是生氣等行為 (Holmes, 1993)。Lopez (1993) 則認為情感依附趨近

於安全感，人類藉由情感依附行為，從中獲得心理與生理上需求的滿

足。在某些情況下，即使依附對象沒有做任何的事情，彼此之間的親密

行為仍然會為彼此帶來安全感與滿足感。一旦與依附對象產生依附行為

後，就會持續的存在，難以改變既有的情感依附對象 (Weiss, 1982)。 

Bowlby (1977) 將情感依附理論定義為「人欲與特定情感依附對象維

持強烈情感性連結 (Affectional Bonds or Emotional Bonds) 的傾向」，並且

提出情感依附理論主要有三大特點，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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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維持親密性 (Proximity Maintenance)：個體會尋求、保持與情感依

附對象的親密性，並且在兩者分離時會產生失望、抗議等行為。 

(二) 避風港 (Safe Heaven)：個體將其情感依附的對象視為避風港，在遭

遇困難或威脅時會向依附對象尋求安慰、支持與幫助。 

(三) 以安全為基礎 (Secure Base)：個體將情感依附對象視為安全堡壘，

藉此能夠自由、安心的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Ainsworth 等人 (1978) 延續 Bowlby (1969) 的理論，運用陌生情境 

(Strange Situation) 實驗，觀察到孩童與主要照顧者分離及重聚 (Reunion 

Behavior) 時的情感依附行為會有個別的差異產生，因此提出了三類情感

依附型態，分別為安全情感依附型 (Secure Attachment) 、焦慮/矛盾情感

依附型 (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 與逃避情感依附型 (Avoidant 

Attachment)。以下針對三種情感依附型態作描述： 

(一)  安全情感依附型 

此類孩童與主要照顧者的關係是可信任的，孩童會主動與主要照顧

者互動且增加親密關係。當孩童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時雖然會產生緊張、

哭鬧等行為，但重聚時情緒便會漸漸的緩和下來並且露出愉悅的心情。

此類型的孩童表現出比較少的哭鬧行為，較能夠接納、相信別人。 

(二) 逃避情感依附型 

此類孩童與主要照顧者缺乏情感的聯繫，其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或重

聚時，不表示任何的情緒、不在乎主要照顧者的存在與否且逃避眼神及

肢體上的接觸，在面對陌生人與主要照顧者時的態度是一樣的。此類型

的主要照顧者花較少的時間在陪伴孩童，而孩童則認為自己是孤獨、不

被需要的，因此學會了忽略主要照顧者的存在，也較難去相信別人。 

(三) 焦慮矛盾型 

此類孩童常留在主要照顧者身邊，很少去探索環境，所以當主要照

顧者離開時便會產生不安、憂慮等等的行為，並會保持警戒心，但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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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者回來時，卻會充滿矛盾的情緒，表現出想要抵抗、憤怒等等的

負面行為，但其實心裡是想與主要照顧者親近，希望彼此擁有互惠的關

係 (Ainsworth et al, 1978)。 

Bowlby於 1988 年說明此個體對依附對象所產生的愛的連結，不因時

間、空間而有所改變，而若要對某特定人士產生依附感，需要經過兩、

三年的時間才能形成。由此可知依附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彼此相處、

陪伴才能產生的 (Bowlby, 1969)，而隨著陪伴時間長短的差異，在不同的

階段中，也會有所差異，分別有以下四個階段： 

(一)  情感依附前期 

從出生起約三個月的時間為初始階段，嬰幼兒對所有的人都感到興

趣。大約需二到三個月才能藉由視覺與聽覺來區分他的主要照顧者與他

人的不同。 

(二)  情感依附醞釀期 

大約出生後三至八個月，嬰幼兒會與主要照顧者形成一種獨特的關

係，並且能夠清楚的辨認主要照顧者為何人。 

(三)  明確情感依附期 

出生後八個月至三年，嬰幼兒會藉著爬行、學步等等的學習過程中

來探索周遭環境，主動尋找並親近主要照顧者，也就是嬰幼兒能夠將特

定人士的樣貌記在腦海中。嬰幼兒會透過哭泣與學語來引起主要照顧者

的注意，而此時主要照顧者的行為已經被嬰幼兒希望能夠獲得陪伴、依

賴在身旁以及親密的互動的需求所控制。分離時會產生依附行為，嬰幼

兒會試著尋找主要照顧者，並且獲得親密互動；但分離時嬰幼兒也會產

生抗議、沮喪、憂慮等等的負面情緒，而反應的強度會受時間長短、兩

者的互動關係與分離時的情境所影響，若分離時的環境是嬰幼兒所熟悉

的，那反應可能就不會這麼強烈。嬰幼兒對不熟悉的人所產生的憂慮感

為陌生人焦慮 (Stranger Anxiety)，在八至十個月時最為明顯，嬰幼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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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摟住主要照顧者、從陌生人臉孔上轉移視線等等反應來拒絕陌生人

的接近，而從嬰幼兒產生的此種反應中也可以發現其已能區分他人與主

要照顧者的不同。 

(四)  伴侶期 

大約出生三年以後，嬰幼兒會開始試圖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改變其所

依附對象的反應行為，透過假想對方的反應方式進而改變依附對象的對

他的回應或對待方式。 

二、寵物依附 

依附關係不只有存在於個人與父母之間，依附對象有可能為朋友、

陪伴者或伴侶 (Ainsworth, 1989)。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依附外，也可能對其

他特殊心愛之物等產生依附，如人們會與禮物、收藏品、居住地和品牌

等物品產生情感連結(Belk, 1988; Mehta and Belk, 1991; Schultz, Kleine and 

Kernan, 1989)。Park 與MacInnis 也於 2006 年中指出情感依附對象不僅侷

限於人類，同時也包括個人與消費標的 (Consumption Entity) 間的情感連

結，如品牌、地點、甚至是某種物體。隨著寵物在人們心目中重要度的

提升，寵物已成為飼主重要的情感依附對象 (Noonan, 1998)。而人與寵物

間經相處後所形成的情感依附，是一種不同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

隨著世代的變遷，兩者的關係由一般所認知僅有的飼養行為轉變為一種

親密的關係，飼主將其寵物視為像家庭成員般的重要和珍貴，且與寵物

之間的親密程度甚至會高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Sharkin and Bahrick , 

1990)。 

Johnson 等學者於 1992 年將寵物依附 (Pet Attachment) 定義為「人類

與寵物間可能存在之情感程度高低」，主要研究照顧者對被照顧者間的情

感程度，相反地，早期研究嬰兒與母親的依附程度則是被照顧者對照顧

者間的情感程度 (Belsky et al, 1992)。Hazan 與 Shaver (1987) 依據



 

14 

 

Ainsworth (1978) 所提出的依附風格擴展至成人領域，以問卷方式衡量成

人在親密關係上的感受與行為，顯示出其關係裡對於伴侶之間的情感性

連結等同於嬰兒時期對照顧者的依附行為，人與寵物之間的依附關係也

相似於人與人間的依附程度 (Holbrook et al, 2001)。Cowles (1985) 研究指

出，飼主會對寵物產生情感依附，而寵物也會對飼主發展情感依附，因

此寵物依附可區分為透過觀察法觀察寵物對飼主之情感依附與由心理測

量方式衡量飼主對寵物之情感依附兩個面向來探討。 

(一) 飼主對寵物之情感依附 

情感依附理論源自於孩童對於照顧者的情感連結 (Bowlby, 1969; 

1973) ，但至今已發展為人與所愛的人、事、物的情感連結 (Ainsworth, 

1989; Bowlby, 1969; Hazan and Shaver, 1987; Weiss, 1988)。Sable (1995) 提

出寵物能獨特的滿足人在情感上所缺乏的依附需求，並且給予舒適或在

艱難時刻陪伴依偎的感覺，尤其在年長者身上則更為明顯。此外 Brown

於 2004 年指出，因寵物沒有可和人類溝通的語言能力，較不會帶給人類

說謊與背叛等的感覺，因此人類對於寵物的依附程度可能會高於人類之

間的依附程度。 

(二) 寵物對飼主之情感依附 

Topal 等學者於 1998 利用 Ainsworth (1969) 所發展之陌生情境法對飼

主與寵物進行觀察，紀錄寵物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行為，最終顯示寵物

與飼主在一起時較與陌生人相處時自在，相對於對陌生人的冷漠，寵物

和飼主相處時會表現出較熱烈的反應 (Topal et al, 1998)。Rynearson 

(1978) 認為寵物與嬰兒皆需要情感依附，從中獲得保護與存活，因此兩

者間存有依附關係。 

從需求分析的觀點探討人類飼養寵物，在經濟層面上，飼主對寵物

消費行為的增加促使經濟提升，但在心靈層面上則可看出，因為社會變

遷造成人情淡薄，人們藉由飼養寵物彌補心靈空虛。根據獸醫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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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和寵物兩者間存在顯著的依附關係，人們通常非常依附於自己的寵

物 (Geller, 2005)。雖在不同階段的家庭生命週期中，飼主對於寵物的認

知會有所改變 (Albert and Bulcroft, 1988)，但寵物仍為家庭成員中重要的

陪伴角色，人們經由飼養寵物來彌補心靈空虛的情感來源 (Mullin, 

1999)。 

  



 

1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專題推論不同飼主與寵物犬的關係親密程度，會影響飼主之依附

程度、陪伴行為以及成本投注意願的差異。研究方法採取問卷調查法，

本章首先說明前測結果，其次介紹研究架構及各變數之關聯性，並定義

各變數與其衡量方法，最後為問卷施測。 

2014年 8 月 23 日至 9月 7日間，本專題在台灣地區以便利抽樣方式

進行前測，共回收 168 份有效問卷，女性飼主 86 人 (51.53%)、男性飼主

82人 (48.47%)，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單身」比例最高 (68 人，

40.72%)，其次為「已婚」 (53 人，31.74%)，「未婚有伴」最少 (47 人，

27.54%)。考量因素方面採用 Likert Type 7 點尺度衡量，飼主最在意的前

三樣考量因素依序為「住家空間大小」 (平均重要度 4.97，標準差

1.90)、寵物犬之「個性」 (平均重要度 4.56，標準差 1.75) 及「體型大

小」 (平均重要度 4.40，標準差 1.94)。在寵物犬角色認定方面，以「小

孩」最多 (94人，56.02%)，其次為「朋友」 (40人，24.10%) 及「兄弟

姊妹」 (20 人，12.05%)。本專題將飼主婚姻狀況與寵物犬角色認定進行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未婚有伴及已婚的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孩，單身者

則將寵物犬視為朋友。前測結果也發現年輕人為主要的愛心認養族群，

30歲以下的年輕飼主佔比最高 (106 人，63.26%)，可見年輕族群已充分

落實「認養代替購買」之觀念。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專題之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s) 有

二，分別為飼主對寵物犬之角色認定以及飼主與寵物犬之人格一致性，

而應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s) 為情感依附程度及成本投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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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本專題之研究架構 

第二節 變數之定義與衡量 

一、自變數定義 

(一) 寵物犬角色認定 

Hirschman (1994) 提出飼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分為兩種，一種為寵物

視為物品，另一種則是將寵物視為人類，此關係最為親密。本專題以此

學說及前測結果為基礎，並作為探討飼主與寵物間關係的依據，將寵物

犬與飼主的關係歸納出小孩、夥伴朋友、兄弟姊妹、伴侶與工作犬等五

種關係，以分類性變數設計 1 道單選題，讓受測者勾選最符合自己與寵

物犬的關係敘述之選項。 

(二) 人格一致性 

本專題以 Costa 與 McCrae (1985) 的五大人格特質構面為發展基

礎，並依據鄧景宜等人 (2011) 提出之繁體中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

人格特質量表 (表 3-1)，篩選出適合描述人類與寵物犬的形容詞，再將該

形容詞加以修正，使選項更簡易明瞭，如表 3-2所示。由於寵物犬無法自

行填答問卷，因此由飼主勾選最符合自己的狗狗之人格特質敘述，並請

小孩 

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伴侶 

工作犬 

寵物犬角色認定 
情感依附程度 

成本投注意願 

必要性消費支出 

非必要性消費支出 

人格一致性 

一致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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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勾選最符合自己的人格特質敘述。問卷回收後，依選項編碼，將飼

主的人格特質敘述和寵物犬的人格特質敘述相減，結果「0」為代表飼主

與寵物犬間具有人格一致性，非「0」則代表兩者之間人格不具一致性，

本專題將非「0」選項編碼為「1」。 

 

表 3-1 繁體中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 人格特質量表 

原量表中測量到的概念 原量表形容詞 中文版量表 

Extraversion 

(外向性) 

Shy* 內向的* 

Talkative 健談的 

Energetic 活力十足的 

Quiet* 沉默寡言* 

Extraverted 外向的 

Outgoing 活潑的 

Reserved* 內斂的* 

Untalkative* 不愛說話的* 

Openness to experience 

(開放性) 

Creative 點子多的 

Intellectual 有智慧的 

Unimaginative* 缺乏想像力的* 

Artistic 具鑑賞力的 

Intelligent 聰穎的 

Philosophical 有哲學氣息的 

Deep 有深度的 

Uncreative* 缺乏創意的* 

Agreeableness 

(親和性) 

Merciful 親切的 

Sympathetic 有同情心的 

Harsh* 無情的* 

Gregarious 易配合他人的 

Unkind* 不親切的* 

Warmhearted 令人溫暖的 

Rude* 無禮的* 

Inconsiderate* 不體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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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繁體中文版 Big-Five Mini-Markers 人格特質量表 (續) 

原量表中測量到的概念 原量表形容詞 中文版量表 

Conscientiousness 

(嚴謹性) 

Efficient 有效率的* 

Disorganized* 雜亂無章的* 

Careless* 漫不經心的* 

Untidy* 邋遢的* 

Neat 整潔的 

Inefficient* 沒效率的* 

Systematic 有系統的 

Organized 做事有組織的 

Emotional stability 

(神經質) 

Envious* 會妒羨他人的* 

Emotional* 多愁善感的* 

Anxious* 心急的* 

Unworried 不愁煩的 

Jealous* 易吃醋的* 

Unenvious 不會羨慕他人的 

Moody* 情緒化的* 

Unanxious 不心急的 

資料來源：鄧景宜、曾旭民、李怡禛與游朝舜 (2011年)，「“International English Big-Five 

Mini-Makers＂之繁體中文版量表發展」，管理學報，第二十八卷第六期，頁 579-600。 

註：*為反向題，粗體代表篩選之形容詞 

 

表 3-2 本專題整理之五大人格特質各構面形容詞 

構面 題目 

外向性 充滿活力的、外向活潑的 

開放性 聰穎的、聰明伶俐的 

親和性 親和的、百依百順的 

嚴謹性 勤奮的、愛乾淨的 

神經質 情緒不穩的、神經質的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二、應變數定義 

(一) 情感依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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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討飼主對寵物犬的情感依附程度，係參考游婉婷與湯幸芬 

(2012) 之寵物依附量表，其依附程度之構面分別為情感面、時間金錢、

責任感和社交活動。本專題以情感依附作為研究主軸，故僅採用情感依

附構面 5 道題目之依附量表，如表 3-3所示。採用 Likert Type 7 點尺度衡

量，加總受測者對每道問題之同意程度。 

 

表 3-3 寵物依附量表 

構面 題目 

情感面 

我經常與他人提及我的寵物 

寵物在我心中佔據重要的角色 

我和寵物的關係並不密切* 

我很愛我的寵物，勝過對其他人的情感 

我認為寵物就只是寵物* 

時間金錢 

我每天會挪出時間陪伴寵物 

如果寵物破壞了家中物品，我會想將他送走* 

對於寵物的生活上之用品，我會毫不考慮直接購買 

如遇到寵物須接受大規模治療或手術時，我會願意支

醫療費用 

責任感 
清理、梳洗寵物通常由我負責 

養寵物是一輩子的事，應對牠負起責任 

社交活動 
出遊時，我會攜帶寵物與我同行 

因為養寵物，我會特別關注與寵物相關的活動與訊息 

資料來源：游婉婷、湯幸芬 (2012 年)，「飼主對寵物的依附關係與寂寞感、憂鬱情緒之探

討」．旅遊健康學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45-64。 

註：*為反向題 

 (二) 成本投注意願 

為探討飼主對寵物犬之成本投注意願，本專題依日常生活中的食衣

住行育樂，將寵物犬消費性支出分為必要性消費支出及非必要性消費支

出，如表 3-4所示，共有 10 題。採用 Likert Type 7點尺度，衡量受測者

對寵物犬成本投注意願之同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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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衡量飼主對寵物犬成本投注意願之題目 

消費性支出 題目 

必要性消費支出 

狗狗生病時，我會帶牠去看醫生 

我會定期給狗狗注射政府規定施打之疫苗 

我會定期給狗狗服用預防感染蟲體用藥 

非必要性消費支出 

我會買衣服給狗狗穿 

我會買玩具給狗狗玩 

我會買零嘴給狗狗吃 

我會帶狗狗去做美容 

我會給狗狗做寵物訓練 

我會買健康食品給狗狗吃 

我會幫狗狗買寵物保險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三、飼主之寵物犬飼養動機與獲得來源及其他變數定義 

本專題欲探討飼主挑選寵物犬之行為與態度，以分類性變數設計 4

道單選題，請受測者勾選飼養動機、主要資訊搜尋來源、獲得來源以及

飼養決策角色。另採用 Likert Type 7 點尺度設計 7 道題目，衡量受測者對

挑選寵物犬時，其考量因素之重要程度。其他變數如飼主之人口基本統

計變數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寵物犬的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體

型大小)，詳見附錄。 

第三節 問卷施測 

本專題採便利抽樣方式，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飼養寵物犬之

飼主與其家庭成員，分為實體及網路進行問卷調查。實體部分選擇國立

台灣大學、大安森林公園、永和綠寵物公園及大佳河濱公園等休閒娛樂

場所進行問卷發放；網路部分則使用 Mysurvey網站，作為發放問卷的平

台，發放時間自 2015 年 10 月 16日至 11 月 16日止。  



 

22 

 

第四章 研究成果 

本章節研究結果共分為兩節，第一節陳述問卷的回收情況、基本人

口統計變數與寵物犬資料以及各項敘述統計資料，第二節介紹施測結果

與顯著性檢定。 

第一節 基本敘述統計 

一、飼主之人口統計變數與寵物犬基本資料 

本專題施測對象為飼養寵物犬之飼主與其家庭成員，總回收問卷份

數為 430 份，凡有遺漏或重複勾選題項皆視為無效問卷 (共 25 份)，有效

問卷為 405 份 (94.19%)。如表 4-1所示，女性飼主 315人 (77.78%)，男

性飼主 90人 (22.22%)。受測者年齡層分布於 21歲至 30歲之間有 191人 

(47.16%)，其次為 31 歲至 40 歲 110 人 (27.16%)，41歲 (含) 以上 63人 

(15.56%)、20歲 (含) 以下 41 人 (10.12%)，而在婚姻方面，以單身最多

173人 (42.72%)，其次為未婚有伴 97人 (23.95%)，已婚有小孩 92 人 

(22.71%)，已婚無小孩 43 人 (10.62%)。若受測者目前飼養超過 1隻寵物

犬，須挑選其中 1隻寵物犬作為答題對象。寵物犬資料統計，家中飼養 1

隻寵物犬者最多，有 303 人 (74.81%)，其次為飼養 2隻的 62 人 

(15.31%)，飼養 3隻的 19 人 (4.69%)，飼養 5隻的 12人(2.96%)，飼養 4

隻的 9人 (2.22%)。性別為雌性 203 隻 (50.12%) 及雄性 202 隻 

(49.88%)。寵物犬年齡以「1 歲以上至 3 歲 (含) 以下」最多，有 119 隻 

(29.38%) ，「3歲以上至 5歲 (含) 以下」96 隻 (23.70%)，「7歲以上」91

隻 (22.47%)，「5 歲以上至 7 歲 (含) 以下」56隻 (13.83%)，「1歲 (含) 

以下」43 隻 (10.62%)。寵物犬體型以小型犬最多 189 隻 (46.67%)，其次

為中型犬 177隻 (43.70%)，大型犬為 39 隻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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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飼主之人口統計變數與寵物犬基本資料 

類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飼主性別 
女 315 77.78 

男 90 22.22 

飼主年齡層 

21歲至 30歲 191 47.16 

31歲至 40歲 110 27.16 

41歲 (含) 以上 63 15.56 

20歲 (含) 以下 41 10.12 

飼主婚姻狀況 

單身 173 42.72 

未婚有伴 97 23.95 

已婚有小孩 92 22.72 

已婚無小孩 43 10.62 

寵物犬性別 
雌性 203 50.12 

雄性 202 49.88 

寵物犬年齡 

1歲以上至 3 歲(含) 以下 119 29.38 

3 歲以上至 5歲 (含) 以下 96 23.70 

7歲以上 91 22.47 

5 歲以上至 7歲 (含) 以下 56 13.83 

1歲 (含) 以下 43 10.62 

寵物犬體型 

小型犬 189 46.67 

中型犬 177 43.70 

大型犬 39 9.63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二、飼主之寵物犬飼養動機與獲得來源及考量因素 

(一) 飼主之寵物犬飼養動機與獲得來源 

由表 4-2 得知，飼主飼養寵物犬的動機分別為「增添生活樂趣」179

人 (44.20%)，「需要陪伴」94 人 (23.21%)，「無特別理由」83 人 

(20.49%)，「基於同情心」37人 (9.14%)，「保護安全之需求」12人 

(2.96%)。主要搜尋來源分別為「有飼養寵物犬經驗者」179 人 

(44.20%)，「搜尋引擎或入口網站」135 人 (33.33%)，「寵物相關書籍或雜

誌」58人 (14.32%)，「其他」23人 (5.68%)，「電視節目」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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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飼主獲得寵物犬的來源以「購買」為最多 (157 人，38.77%)，

而「他人贈與」有 95人 (23.46%)，「認 (領) 養」有 91人 (22.47%)，

「自己跑來或撿來」有 58人 (14.32%) 和「其他」4人 (0.99%)。飼養決

策角色以「發起飼養者」最多 (213 人，52.59%)，其次為「贊同並附和

他人飼養者」127 人 (31.36%)，「順從他人意見飼養者」 48人 

(11.85%)，及「反對飼養者」17人 (4.20%)。 

 

表 4-2 飼主之寵物犬飼養動機與獲得來源 

類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飼養動機 

增添生活樂趣 179 44.20 

需要陪伴 94 23.21 

無特別理由 83 20.49 

基於同情心 37 9.14 

保護安全之需求 12 2.96 

主要資訊 

搜尋來源 

有飼養寵物犬經驗者 179 44.20 

搜尋引擎或入口網站 135 33.33 

寵物相關書籍或雜誌 58 14.32 

其他 23 5.68 

電視節目 10 2.47 

獲得來源 

購買 157 38.77 

他人贈與 95 23.46 

認 (領) 養 91 22.47 

自己跑來或撿來的 58 14.32 

其他 4 0.99 

飼養決策角色 

發起養狗狗的人 213 52.59 

贊同並附和他人養狗狗的人 127 31.36 

順從他人意見養狗狗的人 48 11.85 

反對養狗狗的人 17 4.20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二) 飼主挑選寵物犬之考量因素 

飼主挑選寵物犬時的考量因素重要度衡量結果如表 4-3，統計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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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二項考量因素之平均重要度高於 4 分，其中飼主認為寵物犬的

「個性」為挑選寵物犬時最重要的因素 (平均重要度 4.62，標準差

1.86)，其次為寵物犬的「體型大小」 (平均重要度 4.49，標準差 1.82)，

第三則為寵物犬的「年齡」 (平均重要度 3.99，標準差 1.78)。整體而

言，本次考量因素統計結果呼應前測結果，重要度平均數前三高皆為

「個性」、「體型大小」及「年齡」，可見此三項為飼主挑選寵物犬時最在

意的考量因素。 

 

表 4-3 飼主挑選寵物犬之考量因素 

考量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性 4.62 (1.86) 

體型 4.49 (1.82) 

年齡 3.99 (1.78) 

性別 3.75 (1.97) 

品種 3.66 (1.88) 

價格 3.50 (1.95) 

毛色 3.46 (1.77)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三、飼主對寵物犬之角色認定 

由表 4-4 可明顯發現，有 251 人 (65.36%) 將寵物犬視為「小孩」，

其次為「夥伴朋友」69人 (17.97%)，「兄弟姊妹」64人 (16.67%)。基於

大樣本原則，該題的問項「伴侶」與「工作犬」皆未超過 30 份，兩者相

加也未達 30份，故此兩種關係不納入本專題後續角色認定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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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飼主對寵物犬之角色認定 

角色認定 人數 百分比 (%) 

小孩 251 61.98 

夥伴朋友 69 17.04 

兄弟姊妹 64 15.80 

工作犬 11 2.72 

其他 6 1.48 

伴侶 4 0.99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四、飼主與寵物犬之人格一致性 

由於寵物犬無法自行填答問卷，因此由飼主勾選最符合寵物犬之人

格特質敘述，衡量飼主之人格特質，讓飼主勾選最符合自己的人格特質

敘述。人格一致性的衡量方式，將飼主人格特質編碼分數與寵物犬人格

特質編碼分數相減，結果為「0」代表飼主與寵物犬間具有人格一致性，

非「0」則代表兩者不具人格一致性，本專題將非「0」選項重新編碼為

「1」。如表 4-5 所示，飼主與寵物犬之間具人格一致性的結果為 156 人 

(38.52%)，飼主與寵物犬之間不具人格一致性的結果則為 249 人 

(61.48%)。 

 

表 4-5 飼主與寵物犬之人格一致性 

人格一致性 人數 百分比 (%) 

一致 156 38.52 

不一致 249 61.48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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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飼主對寵物犬之情感依附程度與成本投注意願 

(一) 飼主對寵物犬之情感依附程度 

本專題欲探討飼主對其寵物犬的依附程度，以情感依附作為研究主

軸，故僅採用情感依附構面 5 道題目之依附量表。在信度分析方面，係

採用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本情感依附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67，

具良好的信度。表 4-6顯示，每題平均分數皆超過 5分，更有 4道題目超

過 6分，可見飼主對其寵物犬具高度情感依附。 

 

表 4-6 飼主對寵物犬之情感依附程度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情感依附 

1 我經常與他人提及我的寵物 6.23 (1.11) 

30.07 (4.35) 

2 寵物在我心中佔據重要的角色 6.48 (0.91) 

3 我和寵物的關係並不密切* 6.16 (1.50) 

4 我很愛我的寵物，勝過對其他人的情感 5.13 (1.60) 

5 我認為寵物就只是寵物* 6.07 (1.37) 

註：*為反向題 

(二) 飼主對寵物犬之成本投注意願 

本專題將成本投注意願分為必要性消費支出與非必要性消費支出，

共有 10 道題目，每題最高 7 分，得分越高代表飼主對其寵物犬的成本投

注意願越高，表 4-7 為向 405 位飼主施測後的結果。必要性消費支出中的

3題，均達 6分以上，得分最高為「看醫生」 (平均數 6.64，標準差

0.85)，「預防感染蟲體用藥」平均數 6.36 (標準差 1.16)，「政府疫苗」平

均數 6.31 (標準差 1.19)，而在非必要性消費支出 7 題中，有 5 題高達 5 分

以上，以「零嘴」為最高 (平均數 5.97，標準差 1.34)，其次為「玩具」

(平均數 5.85，標準差 1.32)，「健康食品」(平均數 5.35，標準差 1.54)，

「訓練」(平均數 5.05，標準差 1.64)，「服飾」(平均數 5.03，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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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最低為「保險」(平均數 3.53，標準差 1.51)。由表 4-7可看出飼主

非常願意花費在其寵物犬身上，尤其是攸關寵物犬健康方面的必要性消

費支出更為明顯。 

 

表 4-7 飼主對寵物犬之成本投注意願 

成本投注

意願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必要性 

消費支出 

1 狗狗生病時，我會帶牠去看醫生 6.64 (0.85) 

2 我會定期給狗狗服用預防感染蟲體用藥 6.36 (1.16) 

3 我會定期給狗狗注射政府規定施打之疫苗 6.31 (1.19) 

非必要性 

消費支出 

4 我會買零嘴給狗狗吃 5.97 (1.34) 

5 我會買玩具給狗狗玩 5.85 (1.32) 

6 我會買健康食品給狗狗吃 5.35 (1.54) 

7 我會給狗狗做寵物訓練 5.05 (1.64) 

8 我會買衣服給狗狗穿 5.03 (1.85) 

9 我會帶狗狗去做美容 4.94 (1.90) 

10 我會幫狗狗買寵物保險 3.53 (1.51) 

資料來源：本專題研究整理統計 

第二節 交叉分析 

一、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情感依附程度交叉分析 

表 4-8顯示，不同角色認定在情感依附程度有顯著差異 (F 值為

21.31**)，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時，其情感依附程度最高，在滿分 35

分中，平均分數為 30.92 (標準差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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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情感依附程度之交叉分析 

 

角色

認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值 P-value 

情感

依附 

小孩 251 
30.92 

(3.91) 
組間 668.30 2 334.15 21.31 0.00** 

兄弟

姊妹 
64 

30.89 

(3.61) 
組內 5973.86 381 15.68   

夥伴

朋友 
69 

27.48 

(4.42) 
總和 6642.16 383 

  
 

總和 384 
30.30 

(4.16)  
     

註：*為 p<0.05; **為 p<0.01 

本專題進一步將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情感依附程度交叉分析做多重比

較分析，由表 4-9可知，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夥伴朋友時，其情感依附程度

低於小孩與兄弟姊妹，具有顯著差異。相較之下，視寵物犬為兄弟姊妹

與視寵物犬為小孩兩者之情感依附程度並無顯著差異。綜合上述可得

知，飼主視寵物犬為小孩與兄弟姊妹時，其依附程度較高，而視為夥伴

朋友的依附程度相對較低。 

 

表 4-9 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情感依附程度多重比較分析 

 

(I)  

角色認定 

(J)  

角色認定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P-value 事後比較 

情感

依附

程度 

小孩 
夥伴朋友 3.44 0.54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0.03 0.55 0.96 ns 

夥伴朋友 
小孩 -3.44 0.54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3.41 0.69 0.00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小孩 -0.03 0.55 0.96 ns 

夥伴朋友 3.41 0.69 0.00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註：*為 p<0.05; **為 p<0.01; ns代表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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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成本投注意願交叉分析 

本專題分析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成本投注意願之間的關係，將成本投

注意願分為必要性消費支出及非必要性消費支出，結果如表 4-10所示。

在寵物犬角色與必要性消費支出交叉結果顯示，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

孩」時，其「必要性消費支出」最高 (平均數 19.61，標準差 2.53，滿分

21分)，其次為「兄弟姊妹」 (平均數 19.53，標準差 2.23，滿分 21 分)，

最低為「夥伴朋友」 (平均數 18.33，標準差 3.51，滿分 21分)。飼主將

寵物犬視為「小孩」時，其「非必要性消費支出」最高 (平均數 37.32，

標準差 6.67，滿分 49分)，其次為「兄弟姊妹」 (平均數 34.73，標準差

6.75，滿分 49分)，最低為「夥伴朋友」 (平均數 32.19，標準差 8.53，滿

分 49分)。 

 

表 4-10 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成本投注意願之交叉分析 

成本投

注意願 
角色認定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值 

必要性

消費 

支出 

小孩 251 19.61 (2.53) 組間 90.70 2.00 45.35 6.28** 

兄弟姊妹 64 19.53 (2.23) 組內 2752.78 381.00 7.23 
 

夥伴朋友 69 18.33 (3.51) 總和 2843.49 383.00 
  

總和 384 19.37 (2.72) 
     

非必要

性消費

支出 

小孩 251 37.32 (6.67) 組間 1541.02 2.00 770.51 15.50*** 

兄弟姊妹 64 34.73 (6.75) 組內 18943.54 381.00 49.72 
 

夥伴朋友 69 32.19 (8.53) 總和 20484.56 383.00 
  

總和 384 35.97 (7.31) 
     

註：**為 p<0.01; ***為 p<0.001 

由表 4-11 可知，在必要性消費支出方面，飼主將寵物視為「小孩」

時，明顯高於「夥伴朋友」，「夥伴朋友」則低於「兄弟姊妹」，而「小

孩」與「兄弟姊妹」雖然無顯著的差異，但分析結果「小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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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支出高於「兄弟姊妹」。綜合以上所述，飼主對寵物角色為「小孩」

的必要性消費支出最高，其次為「兄弟姊妹」，最低為「夥伴朋友」。在

非必要性消費支出方面，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時，明顯高於「兄

弟姊妹」及「夥伴朋友」，而「兄弟姊妹」的非必要消費支出也明顯高於

「夥伴朋友」，由上述數據推論，飼主對非必要性消費支出投注意願最高

的為「小孩」，其次為「兄弟姊妹」，最低為「夥伴朋友」。 

 

表 4-11 寵物犬角色認定與成本投注意願多重比較分析 

成本投注

意願 

(I) 

角色認定 

(J) 

角色認定 

平均差異 

(I-J) 

標準 

誤 
P-value 

事後 

比較 

必要性 

消費支出 

小孩 
夥伴朋友 1.28 0.37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0.08 0.38 0.83 ns 

夥伴朋友 
小孩 -1.28 0.37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1.20 0.47 0.01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小孩 -0.08 0.38 0.83 ns 

夥伴朋友 1.20 0.47 0.01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非必要性

消費支出 

小孩 
夥伴朋友 5.13 0.96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2.58 0.99 0.01 小孩>兄弟姊妹* 

夥伴朋友 
小孩 -5.13 0.96 0.00 小孩>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2.55 1.22 0.04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小孩 -2.58 0.99 0.01 小孩>兄弟姊妹* 

夥伴朋友 2.55 1.22 0.04 兄弟姊妹>夥伴朋友* 

註：*為 p<0.05; **為 p<0.01; ns代表不顯著 

三、人格一致性與情感依附程度交叉分析 

以人格一致性對情感依附程度，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表 4-12

顯示，飼主與寵物犬人格特質是否一致對於其依附程度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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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人格一致性與情感依附程度之交叉分析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自變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差異 
t 值 

F 顯著性 

情感依附 0.30 0.58 
一致 156 30.03 (4.20) 

-0.06 
-0.14 

ns 不一致 249 30.09 (4.45) 

註：ns代表不顯著 

四、人格一致性與成本投注意願交叉分析 

以人格一致性對成本投注意願，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表 4-13

顯示，飼主與寵物犬人格是否一致對於飼主對寵物犬之成本投注意願並

無顯著差異。  

 

表 4-13 人格一致性與成本投注意願之交叉分析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自變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差異 
t 值 

F 顯著性 

必要性 

消費支出 
1.99  0.16  

一致 156 19.46 (2.37) 
0.24  

0.87  

ns  不一致 249 19.22 (2.96) 

非必要性 

消費支出 
0.28  0.60  

一致 156 36.38 (7.06) 
1.04  

1.38  

ns  不一致 249 35.33 (7.63) 

註：ns代表不顯著 

五、其他市場調查結果 

(一) 飼主性別與寵物犬挑選考量因素之交叉分析 

表 4-14 顯示，男性飼主在挑選寵物犬時，考量的重點依序為體型、

個性及年齡，女性飼主的方面則為個性、體型及年齡，由此可見，不論

是男性或女性，飼主們考量的重點皆是寵物犬的體型、個性與年齡。整

體而言，不同性別飼主評估其挑選寵物犬的考量因素時，在毛色、體型

與年齡 3 項有顯著差異，相較女性飼主，男性飼主在此 3 項考量因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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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度評估平均分數皆高於女性飼主。 

 

表 4-14 飼主性別與寵物犬挑選考量因素之交叉分析 

考量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女 

體型* 4.88 (1.75) 4.38 (1.83) 

個性 4.74 (1.93) 4.59 (1.84) 

年齡* 4.42 (1.80) 3.86 (1.76) 

品種 3.96 (1.92) 3.57 (1.87) 

毛色* 3.88 (1.79) 3.34 (1.74) 

性別 3.88 (1.82) 3.71 (2.01) 

價格 3.70 (1.95) 3.44 (1.95) 

註：粗體代表顯著，*為 p<0.05 

(二) 飼主性別與寵物犬體型之交叉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 4-15所示，男性飼主飼養中型寵物犬有 44 人 

(48.89%) ，其次為飼養小型犬 28人 (31.11%)，飼養大型犬 18 人 

(20.00%)，而女性飼主飼養小型犬有 161 人 (51.11%)，其次為飼養中型

犬 133人 (42.22%)，飼養大型犬 21 人 (6.67%)。在卡方檢定之下，飼主

性別與寵物犬之體型大小有顯著之差異，由此可知，男性飼主傾向飼養

中、大型寵物犬，而女性飼主則傾向飼養小、中型寵物犬。 

 

表 4-15 飼主性別與寵物犬體型之交叉分析 

 小型犬 中型犬 大型犬 總和 

男 
28 

(31.11%) 

44  

(48.89%) 

18  

(20.00%) 

90 

(100.00%) 

女 
161 

 (51.11%) 

133  

(42.22%) 

21  

(6.67%) 

315 

(100.00%) 

總和 
189  

(46.67%) 

177  

(43.70%) 

39  

(9.63%) 

405 

(100.00%)  

Pearson 卡方=19.64 ;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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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飼主年齡層與寵物犬體型之交叉分析 

結果顯示飼主年齡層與寵物犬之體型大小兩者有顯著之差異，結果

如表 4-16 所示。飼主年齡與寵物犬體型 20 歲 (含) 以下的飼主當中，最

多人飼養中型犬為 22人 (53.66%)，其次為飼養小型犬 18人 (43.90%)，

以及飼養大型犬 1人 (2.44%)；21歲至 30 歲的飼主當中，最多人飼養小

型犬為 102 人 (53.40%)，其次為飼養中型犬 79人 (41.36%)，以及飼養

大型犬 10人 (5.24%)；31歲至 40歲的飼主當中，最多人飼養中型犬為

49人 (44.55%)，其次為飼養小型犬 46 人 (41.82%)，以及飼養大型犬 15

人 (13.63%)；41 歲 (含) 以上的飼主當中，最多飼養中型犬為 27人 

(36.51%)，其次為飼養小型犬 23人 (36.51%)，以及飼養大型犬 13 人 

(20.63%)。 

 

表 4-16 飼主年齡層與寵物犬體型之交叉分析 

 小型犬 中型犬 大型犬 總和 

20歲(含)以下 
18 

(43.90%) 

22 

(53.66%) 

1 

(2.44%) 

41 

(100.00%) 

21歲至 30歲 
102 

(53.40%) 

79 

(41.36%) 

10 

(5.24%) 

191 

(100.00%) 

31歲至 40歲 
46 

(41.82%) 

49 

(44.55%) 

15 

(13.64%) 

110 

(100.00%) 

41歲(含)以上 
23 

(36.51%) 

27 

(42.86%) 

13 

(20.63%) 

63 

(100.00%) 

總和 
189  

(46.67%) 

177  

(43.70%) 

39  

(9.63%) 

405 

(100.00%)  

Pearson 卡方=20.86; p=0.002 

(四) 飼主年齡層與寵物犬角色認定之交叉分析 

因本專題原 405 份有效問卷中的寵物犬角色認定題目，「伴侶」與

「工作犬」選項皆未超過 30 份，基於大樣本原則，故將此兩種關係選項

剔除。修正後以 384 份樣本進行分析，從卡方檢定結果發現，飼主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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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寵物犬角色認定兩者有顯著之差異，如表 4-17所示。20歲 (含) 以下

的飼主，最多人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有 22 人 (53.66%)，其次為「兄弟

姊妹」 13人 (31.71%)，以及「夥伴朋友」6人 (14.63%)；21 歲至 30 歲

的飼主，最多人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有 108 人 (58.38%)，其次為「兄

弟姊妹」39人 (21.08%)，以及「夥伴朋友」38人 (20.54%)。31歲至 40

歲的飼主，最多人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有 75人 (73.53%)，其次為「夥

伴朋友」17人 (16.67%)，以及「兄弟姊妹」10人 (9.80%)；41 歲 (含) 

以上的飼主，最多人將寵物犬視為「小孩」有 46 人 (82.14%)，其次為

「夥伴朋友」8 人 (14.29%)，以及「兄弟姊妹」2 人 (3.57%)。由此可

見，隨著飼主年紀越長，將寵物犬視為小孩的比例愈高，而視為兄弟姊

妹的比例則越低。 

 

表 4-17 飼主年齡層與寵物犬角色認定之交叉分析 

 小孩 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總和 

20歲(含)以下 
22 

(53.66%) 

6 

(14.63%) 

13 

(31.71%) 

41 

(100.00%) 

21歲至 30歲 
108 

(58.38%) 

38 

(20.54%) 

39 

(21.08%) 

185 

(100.00%) 

31歲至 40歲 
75 

(73.53%) 

17 

(16.67%) 

10 

(9.80%) 

102 

(100.00%) 

41歲(含)以上 
46 

(82.14%) 

8 

(14.29%) 

2 

(3.57%) 

56 

(100.00%) 

總和 
251 

(65.36%) 

69 

(17.97%) 

64 

(16.67%) 

384 

(100.00%) 

Pearson 卡方=23.52; p=0.001 

(五) 飼主婚姻狀況與獲得來源之交叉分析 

飼主婚姻狀況及寵物犬獲得來源之交叉分析結果，經卡方檢定顯

示，兩者具顯著之差異，如表 4-18所示。單身之飼主「購買」寵物犬有

58人 (33.53%)，其次為「他人贈與」有 51 人 (29.48%)，「認 (領)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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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6人 (20.81%)，「自己跑來或撿來的」有 26人 (15.03%)，以及「其

他」有 2 人 (1.15%)；未婚有伴之飼主「購買」寵物犬有 32 人 

(32.99%)，其次為「認 (領) 養」有 29人 (29.90%)，「他人贈與」有 19

人 (19.59%)，「自己跑來或撿來的」有 16人 (16.49%)，以及「其他」有

1人 (1.03%)；已婚無小孩之飼主「購買」寵物犬有 25 人 (58.14%)，其

次為「認 (領) 養」11人 (25.58%)，「他人贈與」6人 (13.95%)，以及

「其他」1人 (2.33%)；已婚有小孩之飼主「購買」寵物犬有 42人 

(45.65%)，其次為「他人贈與」19人 (20.65%)，「自己跑來或撿來的」16

人 (17.40%)，以及「認 (領) 養」15 人 (16.30%)。 

 

表 4-18 飼主婚姻狀況與獲得來源之交叉分析 

 購買 他人贈與 認(領)養 
自己跑來

或撿來的 
其他 總和 

單身 
58 

(33.53%) 

51 

(29.48%) 

36 

(20.81%) 

26 

(15.03%) 

2 

(1.16%) 

173 

(100.00%) 

未婚有伴 
32 

(32.99%) 

19 

(19.59%) 

29 

(29.90%) 

16 

(16.49%) 

1 

(1.03%) 

97 

(100.00%) 

已婚無小孩 
25 

(58.14%) 

6 

(13.95%) 

11 

(25.58%) 

0 

(0.00%) 

1 

(2.33%) 

43 

(100.00%) 

已婚有小孩 
42 

(45.65%) 

19 

(20.65%) 

15 

(16.30%) 

16 

(17.40%) 

0 

(0.00%) 

92 

(100.00%) 

總和 
157 

(38.77%) 

95 

(23.46%) 

91 

(22.47%) 

58 

(14.32%) 

4 

(0.99%) 

405 

(100.00%) 

Pearson 卡方=25.83; p=0.011 

(六) 飼主婚姻狀況與寵物犬角色認定之交叉分析 

因本專題原 405 份有效問卷中的寵物犬角色認定題目，「伴侶」與

「工作犬」選項皆未超過 30 份，基於大樣本原則，故將此兩種關係選項

剔除。修正後以 384 份樣本進行分析，表 4-19顯示，有 91位 (54.49%) 

單身之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孩」，其次為「兄弟姊妹」4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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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5%)，以及「夥伴朋友」35位 (20.96%)；有 60位 (64.52%) 未婚有

伴之飼主將寵物犬視為「小孩」，其次為「兄弟姊妹」17 位 (18.28%)，

以及「夥伴朋友」16 位 (17.20%)；有 35 位 (85.37%) 已婚無小孩之飼主

將寵物犬視為「小孩」，其次為「夥伴朋友」5位 (12.20%)，以及「兄弟

姊妹」1 位 (2.43%)；有 65 位 (78.31%) 已婚有小孩之飼主將寵物犬視為

「小孩」，其次為「夥伴朋友」13位 (15.66%)，以及「兄弟姊妹」5位 

(6.03%)。由此可知，雖大多數飼主將寵物犬當作小孩看待，但未婚飼主

於「夥伴朋友」、「兄弟姊妹」的佔比相較於已婚飼主高。 

 

表 4-19 飼主婚姻狀況與寵物犬角色認定之交叉分析 

 小孩 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總和 

單身 
91  

(54.49%) 

35  

(20.96%) 

41  

(24.55%) 

167 

(100.00%) 

未婚有伴 
60  

(64.52%) 

16 

(17.20%) 

17  

(18.28%) 

93 

(100.00%) 

已婚無小孩 
35  

(85.37%) 

5  

(12.20%) 

1  

(2.44%) 

41 

(100.00%) 

已婚有小孩 
65 

(78.31%) 

13 

(15.66%) 

5  

(6.02%) 

83 

(100.00%) 

總和 
251 

(65.36%) 

69 

(17.97%) 

64 

(16.67%) 

384 

(100.00%) 

Pearson 卡方=26.53; p=0.000 

(七) 飼主婚姻狀況與成本投注意願之交叉分析 

本專題分析飼主婚姻狀況與成本投注意願之間的關係，將成本投注

意願分為必要性消費支出及非必要性消費支出。結果如表 4-20 所示，飼

主婚姻狀況為「已婚無小孩」時，其「必要性消費支出」(平均數 19.81，

標準差 2.18，滿分 21分) 與「非必要性消費支出」(平均數 39.33，標準

差 5.28，滿分 49分) 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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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飼主婚姻狀況與成本投注意願之交叉分析 

成本

投注

意願 

婚姻 

狀況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值 

必要

性消

費 

支出 

單身 173 19.29 (2.97) 組間 18.72 3 6.24 0.83 

未婚有伴 97 19.39 (2.74) 組內 3030.08 401 7.56  

已婚 

無小孩 
43 19.81 (2.18) 總和 3048.80 404   

已婚 

有小孩 
92 19.03 (2.54)      

總和 405 19.31 (2.75) 
 

    

非必

要性

消費

支出 

單身 173 35.43 (8.02) 組間 723.95 3 241.32 4.49** 

未婚有伴 97 35.91 (7.00) 組內 21540.78 401 53.72  

已婚 

無小孩 
43 39.33 (5.28) 總和 22264.73 404   

已婚 

有小孩 
92 34.46 (7.11)      

總和 405 35.74 (7.42) 
     

註：**為 p<0.01 

表 4-21顯示，飼主婚姻狀況對非必要性消費支出具顯著差異，飼主

婚姻狀況為「已婚無小孩」時，相較於單身者、未婚有伴者、已婚有小

孩者，其非必要性消費支出意願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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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飼主婚姻狀況與非必要性消費支出多重比較分析 

成本投注

意願 

(I) 

婚姻狀況 

(J) 

婚姻狀況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P-value 

事後 

比較 

非必要性

消費支出 

單身 

未婚有伴 -0.48 0.93 0.61 ns 

已婚 

無小孩 
-3.90 1.25 0.00 已婚無小孩>單身** 

已婚 

有小孩 
0.97 0.95 0.31 ns 

未婚有伴 

單身 0.48 0.93 0.61 ns 

已婚 

無小孩 
-3.42 1.34 0.01 

已婚無小孩>未婚有

伴* 

已婚 

有小孩 
1.45 1.07 0.17 ns 

已婚 

無小孩 

單身 3.90 1.25 0.00 已婚無小孩>單身** 

未婚有伴 3.42 1.34 0.01 
已婚無小孩>未婚有

伴* 

已婚 

有小孩 
4.87 1.35 0.00 

已婚無小孩>已婚有

小孩** 

已婚 

有小孩 

單身 -0.98 0.95 0.31 ns 

未婚有伴 -1.45 1.07 0.17 ns 

已婚 

無小孩 
-4.87 1.35 0.00 

已婚無小孩>已婚有

小孩** 

註：*p<0.05; **p<0.01; ns 代表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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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主要探討寵物犬角色認定對情感依附程度、成本投注意願之

影響和飼主與寵物犬之間的人格一致性對情感依附程度、成本投注意願

之影響，並透過敘述性分析、交叉分析及事後檢定加以探討，提出利於

後續研究具體之建言。 

第一節 結論 

一、基本敘述性統計結果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飼主大多是為了增添生活樂趣而決定飼養寵物

犬，會藉由飼養過寵物犬人士的經驗分享，更了解寵物犬的相關資訊。

雖然目前政府強力宣導「以認養代替購買」等認養口號，但多數飼主仍

以購買為獲得寵物犬的主要途徑。 

Savishinsky在 1986 年所提出飼主將寵物犬視為自我延伸的理論，本

專題依照此理論推測飼主會選擇跟自己相似個性的寵物犬，但在分析結

果中顯示，大多數飼主與寵物犬的人格特質不一致，故此理論並不成

立；而飼主對寵物犬角色認定之統計結果 (小孩 61.98%，兄弟姊妹

15.80%)，也印證了 Hirschman (1994) 提出之將近八成的飼主會將寵物視

為家人的論述。 

二、寵物犬角色認定對情感依附程度之影響 

寵物犬角色認定對情感依附程度影響方面，本專題發現當飼主將寵

物犬視為自己的小孩時，其情感依附程度最高，其次為兄弟姊妹及夥伴

朋友。但不論飼主將其寵物犬認定為何種關係，分析結果顯示情感依附

程度皆相當高，也印證了 Noonan 於 1998 年提出的寵物已成為飼主重要



 

41 

 

的情感依附對象之論述。 

三、寵物犬角色認定對成本投注意願之影響 

據本專題問卷結果，把寵物犬當成「小孩」的飼主，無論在必要性

消費支出或非必要消費支出上的投注意願，皆相較「兄弟姊妹」和「夥

伴朋友」來得高。此結果印證 Hirschman 於 1994 年的發表，他提出若飼

主將寵物視為「小孩」時，會將孩童的習慣和行為套用在寵物上，甚至

會為寵物舉辦活動，例如為寵物辦慶生派對、準備聖誕節大餐。而飼主

也可能出現帶著寵物去寵物學校、寵物餐廳、購買新潮的寵物服飾和去

寵物美容院等非必要性消費行為。 

四、人格一致性對情感依附程度與成本投注意願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飼主與寵物犬人格一致性對其依附程度及成本投注

意願並無顯著差異，本專題推論其可能因為人格一致性與依附程度及成

本投注意願本身均不存在互相影響的關係，或者因本專題將人格一致性

作為自變數，但其若為中介變數，在不同角色認定下依附程度及成本投

注意願才會有所不同；另一原因可能是人格題目設計為 1 題共 6個選項

之單選題，讓飼主難以精確描述自己的人格特質，且因寵物犬無法自行

勾選，改由飼主代為勾選最符合寵物犬的人格敘述，因此在調查結果當

中並無顯著影響。 

第二節 建議與貢獻 

一、對實務上之建議與貢獻 

(一) 廣告訴求與目標消費者 

問卷結果顯示，高達六成以上飼主將自己的寵物犬視為小孩看待，

其中以已婚無小孩及 41 歲以上之飼主為最高，這些將寵物犬視為小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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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在必要性消費與非必要性消費的成本投注意願最高，本專題推論已

婚夫妻具有一定經濟基礎，負擔得起寵物犬相關花費，其中無小孩之夫

妻少了養育兒女的生活負擔，故可將更多的心力與金錢投注在寵物犬身

上。綜合以上論述，本專題建議寵物業者可將家庭的概念帶入產品或服

務的推廣中，特別是有親子互動的廣告情節，亦可將已婚無小孩的飼主

作為非必要性消費產品或服務的目標推廣對象。 

(二) 建立系統化資料庫 

本專題發現飼主挑選寵物犬之考量因素重要程度在性別、年齡與婚

姻狀況有明顯差異，因此建議寵物業者或認養機構可至寵物公園或寵物

展館等地，利用會員招募方式收集潛在飼主的基本資料，建立欲飼養寵

物犬之大眾資料庫，讓飼主在進入寵物店或認養機構時，服務人員可依

循其背景資料，推薦適合飼養之寵物犬，藉此提高寵物犬被購買或認養

的機率。 

除了使用資料庫提高寵物被購買或認養的機率外，本專題認為寵物

業者或認養機構可將售後服務項目加入資料庫系統，如資料庫提供提醒

疫苗施打之項目，每當系統跳出提醒施打疫苗的訊息，同時發送提醒簡

訊予飼主，此舉除了能讓飼主備感貼心，也能透過飼主之間的口碑效應

達到宣傳效果。 

二、對政府之建議與貢獻 

近年來因電影「十二夜」獲得廣大迴響，使認養議題逐漸被大眾所

重視，雖然認養的口號已為大眾所知，但本專題的結果顯示，目前大多

數的飼主仍以購買作為獲得寵物犬的主要途徑，其次才為認養，可見得

「以認養代替購買」之觀念並未落實於生活中。因此建議政府可建立相

關認養配套措施，提供飼主更完善的福利政策，並以網路、電視、電

影、音樂及書籍等各式媒體進行宣導，藉此吸引更多民眾認養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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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專題因受人力、時間等限制，尚有許多改善及進步的空間，以下

針對研究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給予後續研究學者以下建議。 

一、人格一致性之衡量 

飼主與寵物的人格一致性的衡量，本專題僅用分類性變數，設計 6

個選項的單選題，讓受測者勾選最符合自己及寵物犬的人格特質之選

項，因此無法準確的衡量出人格特質。建議未來研究者運用五大人格特

質量表，將飼主人格特質得分與寵物犬人格特質得分相減後做迴歸分

析，以更準確的衡量出兩者間的人格一致性。 

二、情感依附程度之衡量 

為衡量飼主對寵物犬之情感依附程度，本專題係採用游婉婷與湯幸

芬自行歸納出的依附量表，分成情感面、時間金錢、責任感與社交活動

四構面。但因研究主要探討情感依附程度，未將其他構面納入研究範圍

之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在設計問卷時，可將其他構面納入探討，進

而能更深入瞭解各構面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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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內容 

□□□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由衷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此份問卷主要目的是在了解狗狗在您心中具有的特性，以及您個人的一些

想法。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論文分析之用，絕不涉及個人隱私，請安心作答。敬祝 萬事如意 

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四年級  

專題學生：吳采芙、張芷寧、許雅婷、趙哲翎、劉佩昀 

指導教授：李文玄 博士 

※如果您養的狗狗不只一隻，請選擇其中一隻開始填答。(下列所有問題皆為單選) 

◆狗狗的名字_______________；狗狗的品種_______________ 

◆您把狗狗當作？小孩 夥伴朋友 兄弟姊妹 伴侶 看門犬或工作犬 其他：__________  

◆下面哪一句話最能形容您的狗狗？充滿活力的、外向活潑的 聰穎的、聰明伶俐的 情緒不穩

的、神經質的 勤奮的、愛乾淨的 親和的、百依百順的 其他：__________ 
 

第一部分：飼養前之調查 

1.當初要養狗狗的時候，您是下列哪一種角色？我是發起養狗狗的人 我是贊同並附和他人養狗

狗的人 我是順從他人意見養狗狗的人 我是反對養狗狗的人 

2.您養狗狗的目的是？保護安全之需求 需要陪伴 增添生活樂趣 基於同情心 無特別理由  

其他：__________  

3.您養狗狗的主要資訊搜尋來源？搜尋引擎或入口網站 寵物相關書籍或雜誌 有飼養寵物犬經

驗者 電視節目 其他：__________ 

4.狗狗是如何獲得的？購買 他人贈與 認(領)養 自己跑來或撿來的 其他：__________ 

 

5. 挑選狗狗時的考量因素之重要性評估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有
點
不
重
要 

普

通 

有

點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1.品種......................................................        

2.毛色......................................................        

3.體型......................................................        

4.價格......................................................        

5.個性......................................................        

6.年齡......................................................        

7.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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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您跟狗狗的相處狀況 

1.這隻狗狗養多久了？1 年(含)以下 1年以上~3年(含)以下 3 年以上~5年(含)以下 5 年以

上~7年(含)以下 7 年以上 

2.狗狗在家中的活動狀況？關在籠子裡 用鍊子綁著 任牠四處活動 

3.您平均一天花多少時間和狗狗互動？3小時以內 3~6 小時 6~9小時 9~12小時 12 小

時以上 

4.您溜狗的頻率？每天多次 每天一次 多天一次 無此習慣 

5.您溜狗花費多久的時間？半小時內 半小時~1小時 1~2小時 2~3小時 3小時以上 

6.您溜狗時是否會自行將狗狗的糞便清理乾淨？每次如此 經常如此 偶爾如此 很少如此 

不曾如此 

7.您平均一個月花費多少在狗狗的飼料？500 元(含)以下 501元~1500 元 1501元~2500 元 

2501(含)元以上 

 

第三部份：您對狗狗的照顧 

請您依照自己以往實際狀況回答以下問題。(共 10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狗狗生病時，我會帶牠去看醫生。.................................................        

2.我會買衣服給狗狗穿。...................................................................        

3.我會買玩具給狗狗玩。...................................................................        

4.我會買零嘴給狗狗吃。...................................................................        

5.我會帶狗狗去做美容。...................................................................        

6.我會給狗狗做寵物訓練。...............................................................        

7.我會買健康食品給狗狗吃。...........................................................        

8.我會幫狗狗買寵物保險。...............................................................        

9.我會定期給狗狗注射政府規定施打之疫苗。...................................        

10.我會定期給狗狗服用預防感染蟲體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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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寵物與您的關係 

請依照您的以往實際情況及真實想法回答以下問題。(共 13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經常與他人提及我的寵物。……………………………………......... 

2.寵物在我心中佔據重要的角色。……………………………..……....... 

3.我和寵物的關係並不密切。*………………………………………....... 

4.我很愛我的寵物，勝過對其他人的情感。…………………....……..... 

5.我認為寵物就只是寵物。*………………………………………........... 

6.我每天會挪出時間陪伴寵物。…………………………………....…..... 

7.如果寵物破壞了家中物品，我會想將他送走。*……………….…...... 

8.對於寵物的生活上之用品，我會毫不考慮直接購買。………............ 

9.如遇到寵物須接受大規模治療或手術時，我會願意支付醫療費用。 

10.清理、梳洗寵物通常由我負責。………………………………..…..... 

11.養寵物是一輩子的事，應對牠負起責任。……………………........... 

12.出遊時，我會攜帶寵物與我同行。…………………………….......... 

13.因為養寵物，我會特別關注與寵物相關的活動與訊息。…….......... 

 

 

 

 

 

 

 

 

 

 

 

 

 

 

 

 

 

 

 

 

 

 

 

 

 

 

 

 

 

 

 

 

 

 

 

 

 

 

 

 

 

 

 

 

 

 

 

 

 

 

 

 

 

 

 

 

 

 

 

 

 

 

 

 

 

 

 

 

 

 

 

 

 

 

 

 

 

 

 

 

 

 

 

 

 

 

 

 

 

 

 
 

 

第五部分：基本資料 

1.狗狗的性別？雌性 雄性 

2.狗狗的體型？小型犬(9公斤(含)以下) 中型犬(9公斤~23(含)公斤) 大型犬(23公斤以上) 

3.狗狗的年齡？1 歲(含)以下 1歲以上~3(含)歲以下 3 歲以上~5(含)歲以下 5歲以上~7(含)

歲以下 7歲以上 

4.您目前總共飼養幾隻狗狗？1 隻 2 隻 3 隻 4隻5 隻(含)以上 

5.您的性別？男 女 

6.您的年齡？20 歲(含)以下 21 歲～30歲 31歲～40 歲 41歲(含)以上 

7.您的婚姻狀況？單身 未婚有伴 已婚無小孩 已婚有小孩 

8.下面哪一句話最能形容您？愛乾淨的、勤奮的 百依百順的、親和的 外向活潑的、充滿活力

的 情緒不穩的、神經質的 聰穎的、聰明伶俐的 其他：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