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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商店街是一種商業屬性的聚集體，它是由多數的中、小零售業者所組成，發揮因 

商店聚集所產生吸引顧客的相乘效果。」（經濟部商業司，2000）而專業商店街則是在此

中發展出的其中一個型態，由許多販售同類商品的店家所組成，因就讀學校的地緣關係，

我們經常前往台中市北平路和天津路逛街吃飯，在過程中卻發現，不同的商店街就算型

態相似，卻仍有許多的細部差異，每條商店街的人流也各不相同，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

心，我們想探討不同的商店街間究竟有那些差異造成消費者不同的消費選擇，了解現今

吸引族群消費的商業型態。 

 

 二、研究目的 

 

以學校附近的天津路、北平路二條商店街作為樣本，研究商店街的演變、消費型態及

類型，並針對消費者消費行為進行比較，以嘗試提出商圈經營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提出

可以改進的作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至圖書館及網路查找相關資料，閱讀和討論後彙整每篇文章的 

重點及想法。 

 

（二）問卷調查法：以問卷調查了解消費者在兩條商店街消費的動機、時間、金額 

及頻率，就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推論。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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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台中市商店街、商圈概述 

 

  台中做為中部的文化經濟中心，商圈自然相比中部其他縣市要多，以台中市經濟發

展局所列的商圈就高達十六處，如：逢甲商圈、一中商圈、繼光街商圈及電子街商圈等。 

 

  其中逢甲商圈坐落於逢甲大學附近，周圍商家琳瑯滿目，囊括服飾、3C 配備、文具

等產業，且附近有知名的逢甲夜市，兼具逛街及用餐之途，因此廣受消費者青睞。一中

商圈附近有台中一中及補習大樓，為學生人潮的聚集地，其商品以飲食為大宗，其消費

族群則普遍較為年輕。繼光街商圈位於中區台中火車站附近，為一歷史悠久的商店街，

在日據及民國初期以販售民生商品為主，現今則在政府重新規劃後成為一特色商街，因

鄰近東協廣場，有許多東南亞國家的美食。電子街商圈與繼光街商圈地理位置相近，與

其餘商圈不同，此地多販賣電子相關商品，有許多電子量販店均坐落於此地（台中市經

濟發展局，2019）。可以發現因為所在的位置、顧客來源不同，就會形成大異其趣的商店

街，而天津路、北平路商圈因其地緣位置正處學校附近，為更了解自身生活的環境，本

文便以天津路、北平路兩條商街為樣本進行探討。 

 

二、商店街演變 

 

（一）天津路商店街沿革 

 

天津路位於台中市第四期重劃區，此重劃區形成了許多特色商圈，天津路服飾

街即為其一，但在政府建設期間，天津路還未完全發展，直到民國七十六年才逐漸

成為新興社區，而天津路商店街的起源可追溯至民國八十七年時當地里長舉辦的一

次活動，「以『吃在北平、穿在天津』為口號舉辦元宵節活動，吸引大批民眾來此逛

街，並間接促成今日的商圈組織。」（林佐裕，2006）在民國九十一年正式成立天津

路服飾商圈管理委員會，之後受經濟部商業司的各項計畫輔導，「改善了商圈的經營

型態、服務品質、購物環境、也強化商圈店家間的凝聚力，建立了一個健全的商圈

組織。」（台中市天津服飾商圈管理委員會，2015） 

 

（二）北平路商店街沿革 

 

北平路位於台中市第四期重劃區，原多為農田或眷村，其發展與天津路商圈相

輔相成，天津路在發展同時帶動了地理位置相近的北平路，至天津路消費的消費者，

也會順道至北平路這條具特色的小吃街消費，其販售商品起初多為自民國三十八年

來台民眾因想念故鄉而製作的料理，成為此地的一大特色，吸引越來越多商家進駐，

近年來除了台灣特色小吃，國際美食也為北平路吸引了許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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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北平路及天津路地圖 

（圖二資料來源：Google Map。2021 年 2 月 1 日，取自 https://reurl.cc/Mdbv7v） 

 

三、中地理論的概念 

 

實際走訪天津路與北平路，我們可以發現這兩條街道販售的商品有明顯的差異：天

津路主要販售服飾衣物等商品，北平路則以餐飲小吃為主，為了比較兩條街道的差別，

想要藉由「中地理論」來解釋兩者間的差異。 

 

克里斯徒勒（Christaller）的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表示，商品本身有等級

高低的區別，等級越高的商品單價較高，需求的頻率越低，且對於較高等級的商品，消

費者通常會願意花費更高的交通成本前往該地購物，因此銷售範圍較大，反之，若是販

售的商品等級較低，銷售範圍也就較小。以此依據套用中地理論進行推斷，北平路商圈

與天津路商圈相比，販售較低等級的商品，因此銷售範圍較小，前往此地消費的消費者

大多應為在地居民，而天津路販售較高等級的商品，因此其銷售範圍應較北平路為大。 

 

根據上述思考，設計一系列問卷，想要透過消費者實際消費的行為，嘗試比較天津

路與北平路店家的營運特色，以及分析前往這兩條街道的消費者其背景、消費金額、消

費時段及來源地，找出理論與實際狀況之間的異同。 

 

四、消費者經常消費的店家類型 

  

（一）天津路消費者消費店家分析 

 

天津路最廣為人知的除了服飾外，一年一度的年貨大街及曬衣節也吸引了非常

多的人潮，此活動也因此成為天津街的一大財源，而因天津路商圈本身的商業性質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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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平時的人流量可能較北平路為低，在此情形下，天津路卻依然存在許多消費

者。 

 

筆者實地前往天津路，觀察到了有趣的現象，至天津路的消費者大多為中年女

性，相比起一中商圈以學生為主的客群，天津路商圈的生態有很大的差別，相比起

學生，這些社會人士更具有消費力，這或許也是天津路至今依舊在服飾商圈佔有一

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那麼，這群消費者又常至何店家消費呢？天津路的消費客群主要分為兩種：學

生及社會人士，這兩種客群消費的店家又究竟有何差異？ 

 

筆者藉由問卷調查，統整結果後進行分析，以下為問卷調查結果： 

 

表一：消費者至天津路消費的店家類型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製作） 

 

統整問卷結果如表一，消費者消費的店家以服飾店為主，但與北平路有固定店

家消費的型態不同，至天津路服飾店消費的一般消費者大都不是前往固定的消費店

家。其次則為全聯福利中心及楓康超市，會至此類店家消費的則大多為附近的居民，

以採購生活用品為主。除此之外的消費者則多於年貨大街時至天津路逛街及消費。 

 

由上述問卷結果得知，消費者消費的店家並不固定，因此與宣傳自身店家相比，

將整條商街視為一體宣傳能獲得更大的利益，創造共贏的局面，也可加強推廣不同

活動，將其打造成和年貨大街一樣遠近馳名的活動。 

 

（二）北平路消費者消費店家分析 

 

在網路上經常看見商圈必吃美食指南、商圈最受歡迎 TOP 排行榜等文章，而在

規劃出遊時，消費者們就經常參考此類文章，以期能有更好的遊玩體驗，此類文章

同時也是許多旅行、美食部落客喜愛的題材。 

 

仔細觀察網路上的資料後發現，文章中推薦的店家都大同小異，而此類店家通

常也成為消費者們的消費聖地，客流量與其餘店家相比也較高，如北平路知名店家：

老向的店，Google 評論數即高達 3395 則，而其餘沒沒無名的店家，其評論卻只有一

百多則，可見廣告及宣傳對商家的重要性。 

 服飾店 超市及便利商店 年貨大街 

人數（次） 34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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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知名店家多為消費者的聚集地，同時也有越來越多民眾質疑網路報導的真

實性，懷疑名店漸漸淪為噱頭，只是有名無實，觀察到此現象後，筆者也好奇，究

竟本地人經常消費的店家，與「名店」是否一致？ 

   

在問卷調查的同時，請民眾提出他們經常去消費的店家，綜合問卷調查和網路

評價後，筆者也希望自行繪製一張北平路美食地圖以供消費者參考。 

 

統整問卷結果後，在地消費者經常消費的店家以小潘潘麵包店、徐家莊、老向

的店等店家為大宗，在這些店家中，有「名店」老向的店，也有像新八拉麵這種沒

沒無名的店家。得知，消費者在選擇店家時，除了參考網路評價，也會消費自身習

慣的餐廳，因此筆者認為，廣告及宣傳固然重要，但也有許多小店吸引的是在地客

群，若能同時發展此兩種客群，想必會有更大的商機。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綜合網路評價後，筆者繪製了北平路的美食地圖提供消費

者參考，使消費者可認識更多名氣不高但有品質的優良店家，如圖三所示。 

 

 

 

 

 

 

 

 

 

 

 

圖三：北平路手繪美食地圖 

（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由圖三可知，根據統計，消費者最為青睞的幾家店面，以中清路為界、由北平

路二段開始，為主廚平價義大利麵、小潘潘全麥麵包、真川味，至北平路三段的徐

家莊麵館、新八拉麵以及老向的店，分別以各店家的招牌為圖例，製作淺顯易懂的

美食地圖。 

 

五、消費者消費行為分析 

 

（一）商店街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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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住在台中市北區的居民而言，北平路與天津路均是平時經常會經過的兩條

街道，但卻不盡然都知曉這兩條街的具體販售商品抑或是路名，筆者查找資料時也

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天津路商圈因為有政府介入規劃，所以廣告、行銷手段也

較多，如：天津曬衣節。藉由天津路的衣服大多從國外直接批回台灣物美價廉的價

格優勢，吸引消費者前往購物（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2019），也藉此為天津街帶

來更多的曝光度。 

 

 

反觀北平路，由於大多是由同類型的商家漸漸聚集，自然發展形成的專業商店

街，因此廣告和行銷手段較無整體性，也無大型的活動吸引消費者前往共襄盛舉，

導致北平路的特色較難為人知曉。 

    

    王虹凌（2007）的研究中表示，消費者對台中商圈的意見中，對商圈形象

宣傳不足這一項占比高達第二。而從學者的角度來分析則認為，「各商圈因店家多由

年紀大的成員所構成，加上商圈主委年齡偏高，無法規劃出具自身特色的策略。」

（江士昌，2015）因此在現今社會中，商店街若沒有足以吸引消費者的特色，會更

容易被市場淘汰。 

 

對比天津路和北平路的活動數量，藉由Google查詢便可更具像化的比較其差異，

查詢「台中天津路活動」出現的資料筆數為 1950000 筆，而「台中北平路活動」出

現的資料筆數僅 290000 筆，由此結果筆者推論天津路有更多的宣傳，且相較北平路

而言，天津路更廣為人知。 

 

（二）消費者消費次數、金額與來源 

 

「天津路服飾形象商圈是屬於各國服飾品的批發，消費族群通常是服飾零售業

者。」（王虹凌，2007）服飾雖也屬於日常生活用品，但相比北平街商圈的性質，一

般消費者前往天津路購物的頻率可能稍低，而北平路販售的商品大多為美食，所以

消費者以平時至北平路用餐的上班族或學生為主。 

 

服飾的平均價格通常比食物來的高，一件平價服飾也需要兩百至三百元，但若

是平時自己用餐，一百元左右就可以滿足一頓溫飽，日常生活中諸如此類的例子不

勝枚舉，這些商品的等級、價格差異或許也是造成天津路及北平路平時人流不一的

原因之一。 

 

（三）消費者消費時段與目的 

 

在提到天津路及北平路時，經常會聽見一句俗語：穿在天津，食在北平。將兩

條街的特色一表無疑，觀光旅遊局林筱淇也指出：「這是指天津路『服飾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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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路『美食一條街』。」（中時新聞網，2020）故消費者前往這兩條街消費時的目

的也相對會與此地的商業型態高度重疊，如：前往北平路用餐、去天津路購買衣服。

在日常生活中彷彿稀鬆平常的現象，是否在數據上也能具象化的顯示？ 

 

若由消費者的職業作分析，「天津服飾形象商圈（37.4%）以商業從事者居多，

其餘各商圈的受訪者則大都為學生。」（王虹凌，2007）普通上班族因午休時間有限，

通常會選擇離上班地點較近的店家用餐，用餐時間也會集中，而下班後的放鬆時間

才會選擇逛街，這顯示消費者的消費時段也會與此商圈的商業型態相關。 

 

（四）問卷調查結果 

 

針對前述之文獻資料探討，設計問卷企圖分析及比較兩條商街消費者不同的消

費行為與商圈不同商業型態的關聯，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1、商店街普及度之比較 

                                              

                                                

 

 

 

 

 

 

 

圖四：是否有去過天津路及北平路 

 

由圖四可知：受訪者以兩條街都去過為最大宗，而兩條街都沒去過的受訪

者也占了 20％，可知兩條街的整體宣傳還是稍嫌不足，但若直接以兩條街相比

較，如圖所示只去過天津路的人比只去過北平路的人多了 7.2％左右，可見天津

路還是較為人知曉。 

 

由圖五及圖六可知：在北平路消費的消費者大多是因為路過或是親友介紹，

媒體報導、廣告文宣的佔比則較低，反之，天津路媒體報導及廣告文宣的佔比

明顯較高，由此可見北平路在宣傳及行銷手法上都稍顯薄弱，可多舉辦活動提

高曝光率。 



 商店街消費型態探究：以台中市天津路、北平路為例  

8 
 

 

 

 

 

 

 

 

 

 

      圖五：由何管道知曉天津路              圖六：由何管道知曉北平路 

 

 

2、商店街消費次數與金額之比較 

 

   

 

 

 

 

 

      圖七：至商店街消費的次數            圖八：至商店街消費的金額 

 

由圖七可知，消費者在天津路消費的次數多為一年一次，更甚至於只單純

逛街不消費，而反觀北平路，消費者消費次數則明顯較高。由圖八可知，消費

者於北平路消費的金額多為一百至五百元，而天津路的平均消費金額則明顯較

北平路高。 

 

綜合圖七、圖八的資訊，筆者認為，天津路平均消費金額雖較北平路高，

但若單就天津路的資料觀察，天津路的消費者還是以只逛街不消費以及一百至

五百元居多，而消費次數又較低，並未完全展現出服飾商店街的優勢。 

 

3、消費者來源地分析 

 

統整問卷結果後如下圖九、十所示，北平路的消費者多來自北屯區、北區、

西屯區、南屯區等鄰近地區，而消費次數則以北區、北屯區為高，而天津路的

銷售範圍則除了鄰近地區外，還拓展至大甲、大肚、龍井等區域，還有些許外

縣市的消費者。 

 

若是對應中地理論，如圖九、圖十所示，北屯區及北區的消費者至北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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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次數則多為一個月二至三次及一周兩次以上，半年至北平路消費一次的

則多為西屯區的消費者，由此現象可推知，北平路現今尚為較小眾的商店街，

客源多仰賴附近居民。而天津路的消費者平均消費次數雖然較少，但銷售範圍

則較北平路為廣。此外，筆者在統計數據時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若是一

年去一次天津路的受訪者，則他去北平路的消費頻率多半也相同，由於，此現

象可說是間接體現了天津路與北平路之間因地理位置相近而能互相帶動客源的

優勢。 

 

 

 

 

 

 

 

               

          圖九：天津路消費者來源                       圖十：北平路消費者來源 

 

 

4、消費者消費時段與目的之比較 

 

 

 

 

 

 

               

      圖十一：至商店街消費的時段                    圖十二：至商店街消費的目的 

 

由圖十一可知，北平路的消費者以平時用餐居多，而天津路則以逛街居多，

與北平路美食一條街和天津路服飾一條街的觀點相符合。 

 

由圖十二可知，北平路的消費者至北平路消費的時段多集中於午餐及晚餐

時間，而天津路的消費者多於下午三點至晚上九點進行消費。 

 

綜合圖十一、圖十二的資訊，筆者認為天津路及北平路的商業型態分工明

確，但未有更深入的合作，若能讓此兩條地理位置相近的商店街共同舉辦活動，

想必能帶來更多的人潮，振興漸趨沒落的商圈。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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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次探究商店街的商業型態與消費者的關聯後，我們了解到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會與

商店街的商業型態有關，藉由問卷調查，得到消費者至商店街消費的時段、消費金額、消費

次數等資訊再進行統整分析，可以了解商業型態與消費行為的緊密關聯性。 

 

 天津路是歷史較為悠久且經政府介入輔導經營的商店街，在過去，中央部門有許多政策

來促進商圈發展，「政策內容皆具有商圈振興之實質計畫內容。」（蕭偉良，2002），如經濟部

商業司的「形象商圈」輔導計畫等，近年來，許多新興商圈的崛起，使得商店街有沒落的趨

勢，為了不令天津路及北平路商街被取代，勢必需要針對商街不足的地方進行改革。 

 

 透過問卷調查，可以得出一些建議提供商家做參考：北平路因缺少組織性及整體宣傳，

導致商圈客群較為小眾，除了加強宣傳提供曝光率外，也可多舉辦活動，加強商圈形象。天

津路的消費者有些還是只逛街不消費，導致商圈獲利有限，且行銷策略主要針對中年族群，

除了保留其服飾批發的獨特性外，可針對學生族群訂定行銷策略，或與超市合作共同舉辦促

銷活動，增加本地客源。天津路及北平路雖有推廣「穿在天津，食在北平」口號，但兩條地

理位置相近的商街卻未有深度合作，可聯合舉辦活動吸引消費者，利用天津路與北平路之間

互相帶動客源的優勢，將利益擴大，造就雙贏的局面。 

 

 希望藉由這次的研究，帶給商店街更多改良的建議及參考，在現今商業競爭激烈的環境

中，保留不同於其他商圈的獨特性，加強推廣商圈形象，並適當做出改革，使商圈在未來能

更加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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