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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伴手禮的相關定義、遊客購買伴手禮意願及伴手禮包裝設計

等相關因素。本研究藉文獻分析法去探討遊客對伴手禮的涉入程度、商品的品牌形

象、情境因素、實體商店的形象、商品屬性、購買情境、消費者的感官體驗及炫耀

性消費、從眾行為、對伴手禮的知覺利益和忠誠度等皆可能影響伴手禮的品牌知名

度、行銷策略的擬定。針對相關因素探討，進而歸納出業者不僅要從消費者的需求

去提升其附加價值，例如增加感官體驗、規劃體驗式活動，讓遊客參與伴手禮的製

作，增強其產品和消費者之間的情感關聯性，進一步地讓伴手禮發揮其文化特色吸

引消費者購買更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此一來，便能突顯伴手禮的價值性。且針對後

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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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of 

souvenirs, the willingness of tourists to buy souvenirs and the design of souvenir 

packaging.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of 

tourists in souvenirs, brand image of goods, situational factors, physical store image, 

product attributes, purchase circumstance, consumer sensory experience and ostentatious 

consumption, herd behavior, perceived value and loyalty of souvenirs, etc. may affect the 

brand awareness of souvenirs, marketing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the relevant factors 

to discuss, and then summarize the industry not only from the needs of consumers to 

enhance its added value, such as increasing the sensory experience, planning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allowing visito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souvenirs, enhance the 

emotional correlation between its products and consumer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s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attract consumers to buy. Furthermore, it will be 

able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gifts. And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gifts, souvenirs, purchase intention, packaging design 

 

壹、前言 

受到全球旅遊市場的蓬勃發展，旅行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

份，而購物更成為旅遊的重要面向之一 (邱俊欽，2017)。伴手禮就是在旅行的過程

中，為了紀念旅遊的過程而購買當地的特產、具代表性的物品，並帶回家後，與親

朋好友分享的文化經驗及美好的旅行回憶。其中在 Wilkins (2011) 的研究顯示購買

禮品對於旅遊記憶有高度的重要性，亦是重溫旅行中美好回憶的行為之一，因此遊

客會在購買禮品時，反映其較高的期望。隨著這幾年來，台灣諸多的政策推廣，積

極輔導觀光休閒產業，協助觀光業者加強宣傳旅遊套裝行程，並將各地特色農產品

和特有文化元素包裝行銷，提供民眾有多樣性的選擇，以增進經濟產值與效益；各

個地方政府與民間觀光協會更是利用「伴手禮」作為地方行銷方式，藉以宣傳在地

風俗民情人文、在地特色，改善地方觀光，活絡社區經濟 (曹祐慈，2012)。 

因此，本文獻在探究消費者在購買伴手禮之前，會有哪些外在、內在因素影響

其購買意願，接著針對業者在伴手禮的包裝設計考量因素，是否影響整體店家的品

牌形象、商業價值、品牌知名度。另外重要的一環是其包裝設計的呈現和感官體驗，

是否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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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何謂伴手禮 

一、伴手禮的定義 

「伴手」從字面上來說就是人們帶在身邊的事物，「禮」便是指禮物了，合起

來說明「伴手禮」就是人們攜帶在身邊的禮物。「伴手禮」一詞可說是源自臺語「伴

禮」 (林志鈞、楊麗寬、蔣珮芬，2016)。陳儒賢、呂敏菁 (2017) 提到在台灣人們

拜訪親朋好友時，會帶著「伴手」，象徵一份心意，亦是一種基本禮貌，更是表達

人與人之間展現心意與誠意最直接的方式。然而伴手禮在華人的文化中，以「禮」

相待是一種習俗也可說是人情之間的互動，透過饋贈對方禮物，亦即贈送如「伴手」

的小禮來增進彼此的情感 (潘安東，2009)。在華人文化裡，贈送他人小李，是種傳

遞對彼此關心的方式，人們看重的並不是禮物是什麼，而是你是將他放在心上的那

份情意。「伴手」就是一個媒介，具有「禮雖輕」但卻「情意重」的意涵 (毛佩娟、

林良憶、吳秉娟、李琬蓉、吳文童，2020)。陳儒賢、呂敏菁 (2017)，卓克華、高

旻君 (2010)皆指出，對於傳統社會而言，台灣伴手禮如何表現出俗諺所說的「千里

送鵝毛，禮輕情意重」的情意是因其特色和考量因素為「單價不高」、「攜帶容易、

體積較小、量不多」和是「某地方的名特產」等三方面，除此之外伴手禮的意義也

不單是由早期聯繫情感的禮物而已，在現今更成為各縣市作為商業行銷之地方特

產的專有名詞。 

陳明國、陳信榕、劉巧雯 (2013) 指出，「伴手禮」可增加遊客對當地的印象，

更能作為提升地方知名度，在現今更是各縣市積極推動的重要產業，旨在促進地方

觀光事業與活動；諸多縣市政府更年年都會選拔出可以代表該縣市的「十大伴手

禮」，以擴展該地的觀光旅遊以及行銷伴手禮，此外更會舉辦伴手禮競賽來增加觀

光客的參與程度，藉以創造消費者的需求讓到此旅遊的遊客留下深刻回憶，實踐觀

光發展。伴手禮為何吸引人的原因是「經濟便利」，其次是「在地特色」(楊詠傑，

2009)。此外劉修祥 (2002) 在出版之《觀光導論》中提及，觀光客於旅行時，除了

欣賞沿途美景、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以外，通常都會在旅遊景點購買當地有特色的

商品或紀念品。 

以下彙整國內外學者對伴手禮一詞研究解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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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伴手禮之定義彙整表 

年代 學者 伴手禮之定義 

1979 Belk 伴手禮是延續人品的方式、表達社會交流的

紐帶，送禮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因為禮品

所傳遞給予的至少有溝通、社會交換、經濟交

換與社會化等四種功能。 

2010 劉巧雯 伴手禮對於遊客而言，不僅是用於喚醒遊客

旅遊經驗之物品，更可以透過  餽贈他人的過

程，增進人際間之關係及向他人傳遞地文化

資訊。 

2013 洪上祐 伴手禮是遊客出門到外地時，為親朋好友所

買的禮品，大多為當地的特產、紀念品等。 

2014 林雅涵 旅遊伴手禮為購買者在旅遊當下購買該物

件，且被帶回原居住地作為禮物贈送或自用，

一方面能分享旅遊經驗維繫親友情感，再者

也可自用品嚐或回憶紀念。 

2015 盧育佑 維繫人際關係及提升親友之間的感情並具有

地方文化特色的禮物。 

2017 陳儒賢、呂敏菁 伴手禮是帶動產值的一種產業，  不僅僅能展

現地方特色，更能發展地方的經濟。   

2020 毛佩娟、林良憶、吳秉娟、

李琬蓉、吳文童 
將美食伴手禮定義為「聯絡人與人之間的情

感並兼具旅遊地方特色的美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020)。 

 

二、伴手禮的類型 

 根據Gordon (1986) 的研究指出，紀念品可分為以下五種型態： (一) 圖像類

(pictorial image)，如明信片、風景圖類的相冊； (二) 當地的天然物質(piece-of-the-

rock)如化石、礦石、貝殼、果實等所加工而成的紀念品； (三) 可代表當地具象徵

性的產品(symbolic shorthand souvenirs)，如台北故宮或阿里山小火車的模型吊飾，

代表遊客對旅遊地的印象性產品； (四) 商品上是印製地名或時間等相關字樣

(markers souvenirs)，例如印有太魯閣字樣的衣服； (五) 富有當地特色性的產品

(local product souvenirs)，例如當地的特殊材料所製的農特產(可食用的)、手工的藝

品；然其中的第五種型態地方性的產品又可稱為「伴手禮」。 

林士彥、林恩賜、李義祥 (2018) 的研究整理出紀念品的產品特性有 (1) 紀念

性意指可乘載旅客旅遊經驗的物品，其紀念品有強烈的象徵性，可凸顯出旅遊地的

主題形象及特點；(2) 在地性：可呈現某一特定區域內的自然景觀、社會文化及經

濟發展的特性，凸顯初與遊客居住地的差異性，差異性越大，便成為當地特色，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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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遊客的能力越強；(3) 可攜帶性：是配合經常移動的旅客，其特性是精緻化且輕

巧方便攜帶容易；(4) 藝術性：其紀念品在製作工藝、選定的材料和產品的品質上，

其產品對藝術的要求和水準皆高於一般產品；(5) 民族性：旅遊目的地之自然風景、

名勝古蹟、具風俗民情的、民間歷史傳說為題材，並選擇於當地特有之材料、工藝

製作，加以融入旅遊目的地的文化及民族特色的紀念品；(6) 新穎性：在題材展現、

材料選擇、製作工法、款式造型上，可展現出創新與奇異，進而滿足遊客求新求變

的購物心理；(7) 高層次需求性：產品內容是滿足遊客高層次情感需求的商品。 

另楊家欽 (2019) 的研究中將伴手禮則進一步的依地方性食品、象徵性物品、

生活及美妝保健用品和依政府相關單位所推薦的做分類以上四種做更詳細的細分，

以下說明：地方性食品包含了 (1) 點心甜點 (2) 糕餅麵食 (3) 農產 (加工) 品 (4)

茶酒飲品 (5) 乾貨醬料 (6) 肉類加工 (7) 海鮮海貨；象徵性物品分別有 (1) 工藝

紀念品 (2) 衣物、布料 (3) 傳統文物 (4) 文創商品 (5) 地標模型；生活及美妝保

健用品則可分類為 (1) 生活用品 (2) 美妝保健用品；最後政府相關單位所推薦的

做分類的有 (1) 民政局 (2) 海洋局 (3) 經濟法展局 (4) 農業局。 

 

叁、消費者購買伴手禮研究 

當人們外出旅遊時，除了體會當地特色文化以外，總會希望可以將旅遊地中附

有紀念性的商品帶回家，當作回憶收藏，或是將這份旅遊的快樂感受分享給親朋好

友們，這時便會購買禮品，然而使消費者購買其當地伴手禮的原因可能有諸多面向，

近年來也成為研究者探究的方向。黃薪蓓、林豐瑞 (2014) 的研究就以大人物紅麴

萬巒猪腳針對產品涉入、情境因素、品牌形象對伴手禮的購買意願是否有影響關係，

其結果顯示因消費者的年齡、職業、教育程度、個人月所得、飲食習慣的差異，對

伴手禮的認知程度產生不同；並且其伴手禮在消費者對產品涉入、情境因素與品牌

形象均有直接性的影響。 

因各縣市政府近年來積極推動旅遊觀光產業，伴手禮是推動觀光產業中重要

到一環。其伴手禮的商業行銷更影響了消費者的購買行為，這也使得消費者的相關

購買伴手禮的動機，成為許多研究的對象。洪上佑 (2013)，陳惠淳 (2015)，林志

鈞、楊麗寬、蔣佩芬 (2016) 的研究分別以計畫行為理論、商店形象、商品屬性、

購買情境、消費者的感官體驗及炫耀性消費等因素探討消費者購買伴手禮的關聯

性；其研究結果分別指出消費者在購買伴手禮的預算會因伴手禮的消費者對伴手

禮的信任、購買意圖、購買行為及過去購買行為而有所差異；而商店形象及商品屬

性的感受則會因不同年齡、平均月收入、購買的目的性而有所差異，且影響消費者

購買伴手禮意願的因素為「交通地點」和「商品獨特性」；消費者的對伴手禮的五

種感官體驗中以「味覺」為主要影響，其「口碑」為輔，指的是購買伴手禮的意願

受到「值得信賴的資訊來源」；當消費者購買伴手禮之炫耀性目的是在於提升自身

地位、增進同儕間的認同感，且銷售人員態度亦會影響店家的人氣和消費者對伴手

禮的炫耀心態；最後在購買情境的部分，商店整體營造的氣氛和直接印象，是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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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購買的因素，當店家營造良好的環境和培訓優質的服務人員時，相對增加消

費者購買的意願。 

除了上述因素，在陳儒賢、呂敏菁 (2017)，林淑惠 (2015) 的研究中則是針對

消費者的從眾行為、對伴手禮的知覺利益和忠誠度以及對觀光地區的涉入程度等

構面，探討其購買意願；其結果指出，當消費者從眾性越高時，對產品的忠誠性也

相對正向增加，且當消費者因叢中購買伴手禮後，其衛生條件、包裝及對品嚐後的

食物感到好感等知覺利益，議會提高其伴手禮的忠誠度；另當消費者對伴手禮的產

品資訊愈清楚了解、認同度愈高，以及對產品所感受的知覺價值愈高時，都會提高

其購買意願。 

綜合以上的研究，吸引消費者購買伴手禮的動機，會受到販售地點、商店營造

的形象、購買當下的情境感受、對伴手禮的感官體驗、消費者對伴手禮的涉入了解

程度，甚至針對消費者的心態如炫耀性消費、從眾行為、對伴手禮的忠誠度皆會影

響購買伴手禮的意願。 

肆、伴手禮設計之研究 

    近年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積極推廣觀光文化產業，不管是青年農業輔導、還是

農產品加工開發，以及農產品加值行銷等創業輔導推動都不遺餘力。各縣市政府更

針對一鄉一特產、觀光遊憩等休閒農業發展，輔導在地特色伴手禮產業建立品牌形

象、包裝設計、行銷策略、媒體曝光等行銷在地特色伴手禮。在政府的推動之下，

各縣市伴手禮的多元發展，促使琳瑯滿目的伴手禮，商店之間的競爭力也隨之提升。

黃裕宸、王文雄、杜瑞澤 (2016) 指出現今商業競爭手法日新月異，消費者對產品

的需求已不再是單一需求而是轉向多樣化需求的方向，進而讓身在競爭環境下的

業者不單考量產品質量和銷售數量，更需花心力提升產品價值、塑造產品形象已建

立品牌知名度等行銷策略，所以研究從包裝設計去探討台灣府城十大伴手禮如何

塑造其品牌形象，並透過訪談法得知業者對於伴手禮包裝設計之應用以傳統形象：

如人物肖像、早期情景與傳統送禮之色彩，地方文化形象：利用建物與文案搭配，

將其創業地點或古蹟景點呈現文化意涵，高級精緻感：包裝色調、材質並使用柔和

高雅或金色的配色創造整體視覺質感。 

 包裝設計包含了圖形、文字內容、色彩搭配、外觀造型等四個面向。卓展正

(2008)，賴美芳 (2014) 的研究分別以八里“柚香美人果醋、果茶”伴手禮為例和苗

栗縣傳統食品業者，探討包裝視覺形象和客家伴手禮創意包裝設計，歸納出文化特

產之特徵與需求的意象，以及透過伴手禮的客家元素進行產品包裝設計、考量消費

者需求，並以文化理念為設計核心供行銷及設計人員作為衡量指標，除此以外，利

用故事行銷、將伴手禮的包裝品質提升至藝術品，甚至包裝特色呼應社會關注焦點，

如環保議題等都能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然而伴手禮之包裝設計不僅影響了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對於伴手禮的品牌知名度、行銷策略等構面也有關聯性。在毛佩

娟、林良憶、吳秉娟、李琬蓉、吳文童 (2020)，吳翎鳳 (2020) 的研究中顯示，消

費者對包裝設計愈在乎時，其購買伴手禮的意願呈正向顯著的關係，外觀包裝的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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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程度、質感、標示清楚，亦會影響伴手禮的品牌知名度，進而增加銷售的機會。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伴手禮的包裝設計方向，除了圖形、文案內容、整體色彩應

用、外觀造型上的特殊性，都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購買伴手禮的意願外，更能提升

伴手禮整體品牌知名度和產品的價值。不僅如此伴手禮包裝設計若極具特色時，對

於整體品牌形象的營造有正向顯著影響；且當業者使用當地文化特色的手法行銷

伴手禮並積極為伴手禮做出市場區隔時，皆能為伴手禮帶來更多元的市場競爭力。 

 

伍、未來伴手禮研究之建議 

伴手禮代表了人與人之間傳遞、表達感情的方式之一，外出旅遊時，總會希望

為家人、朋友準備一份心意，表示對他人的關心和問候。台灣各縣市政府推動一鄉

一特產，促使伴手禮的開發也愈來愈多樣化，各式特色的伴手禮帶給消費者的意義

不盡相同，其購買情境、感官體驗、從眾行為甚至炫耀性消費，也都影響了消費者

的購買意願。 

然而除了上述因素以外近年因隨著網路購物的便利性、物聯網的蓬勃發展、各

縣市政府積極推廣觀光產業，促使伴手禮的商品更加多樣化，不僅包含了食衣住行，

文創性的伴手禮商品更是推成出新，如何讓業者在一片紅海中，展現其伴手禮的特

色，增加銷售量，又是另一門學問了。另由於電子支付的愈來愈便捷，逐漸改變了

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建議可以針對伴手禮結帳方式的方向研究消費者支付方式是

否會影響購買伴手禮的意願。除此之外，因應新冠狀疫情，觀光旅遊區的伴手禮推

廣是否因外在環境因素，受到阻礙亦是可以研究的方向。 

新興自媒體的迅速竄身，藉由網路影片創作者，在各地旅遊並記錄生活。其中

除了介紹在地特色文化、小吃美食、住宿休閒玩樂，對於伴手禮的購買推薦等，會

不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向；令業者是否針對自媒體行銷方式，做出品牌形象的調

整、或是加強其商店形象等，來吸引創作者合作拍攝，增加伴手禮的曝光程度，進

而影響銷售，都是未來伴手禮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 

伴手禮的包裝設計，固然可以對消費者產生相關購買意願且影響整體品牌塑

造的形象。未來在伴手禮包裝設計相關的研究方向，可在針對伴手禮所賦於之特色

融入實體商店整體形象營造、網站設計等外在因素，是否增加消費者知覺價值、業

者的品牌知名度提升，有產生關聯性，是接下來可研究的方向。 

 

陸、結語 

依據上述的整合結果，購買伴手禮的意願會因消費者對伴手禮的涉入程度、商

品的品牌形象、情境因素、實體商店的形象、商品屬性、購買情境、消費者的感官

體驗及炫耀性消費、從眾行為、對伴手禮的知覺利益和忠誠度等而產生差異性。其

次伴手禮的包裝設計多從圖形、文字內容、色彩搭配、外觀造型等四個面向探討其

影響消費者對購買伴手禮的意願之外，其研究更顯示能提升伴手禮的商家整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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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知名度和產品的價值，所以當伴手禮包裝設計極具特色並積極做出市場區隔時，

便會為伴手禮帶來更多元的市場競爭力。若要增加伴手禮的競爭力時，不僅要從消

費者的需求去提升其附加價值，例如增加感官體驗、規劃體驗式活動，讓遊客參與

伴手禮的製作，增強其產品和消費者之間的情感關聯性，進一步地讓伴手禮發揮其

文化特色吸引消費者購買更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此一來，便能突顯伴手禮的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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