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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一）研究背景 
 台灣，兼具時尚與美食，因位於亞洲經濟樞紐位置的優勢，並集結世界各國

美食料理的精華。美食文化也成了外國旅客來台最重要的吸引元素之一。台灣多

元的美食文化，融合各地特色，從風味小吃像鹹酥雞、蚵仔煎、珍珠奶茶，到著

名的小籠包、水煎包等台式小吃、中式料理，吸引來自亞洲、歐洲、美洲等各國

美食愛好者前來品嘗。這些多樣化的美食料理，不僅讓外國商旅人士，讚不絕口，

每年更吸引數以百萬計的觀光客。因此品嚐台灣美食已成為外國商旅、觀光人士

的最愛。  
  
 （二）研究動機 

 因為看了許多關於美食的小論文，主題性質大部分都雷同，而且尚未看過以

外籍人士為主要對象的主題調查，加上本組又是外語科，因此對於外籍人士的感

覺非常好奇!因此這次才會採用「 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偏好調查」為本組主題。 
 
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流程 
 
 本次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並隨機抽樣不同國籍的外籍人士對於台灣小吃的偏

好程度（請詳見研究結果一 各洲受訪外籍人士人數以及年齡）。其中對於調查喜

好程度或態度的問卷題目，我們刪除了較為中性態度的選項（例如還好、無意見

等），如此更可了解受訪者的態度以及意向。 
 
 本次問卷題目內容包含兩大部分。第一部份問卷題目包含：(1)外籍人士未

嘗試台灣小吃前與嘗試台灣小吃後的印象(問卷第一部分題目 1, 3, 4)、（2）最常

取得相關台灣小吃訊息的管道(問卷第一部分題目 2)、以及（3）最常享用台灣小

吃的地點(問卷第一部分題目 5)。此外，在第二部分的問卷題目，我們將網友票

選最喜愛的台灣小吃（蚵仔煎、現泡的珍珠奶茶、以及鹽酥雞），來調查外籍人

士的接受程度（請見問卷第二部份）。 

     

    根據受訪結果，我們以簡單數據統計以及平均百分比方式，呈現相關研究調

查結果。底下為此次專題研究調查的流程圖： 

確認主題方向 (2011.09.28) 

↓ 

收集相關文獻資料 (2011.09.29-2011.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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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討論與測試 (2011.10.20-2011.11.09) 

↓ 

正式發放問卷(2011.11.15-2011.12.24) 

↓ 

統計問卷(2011.12.24) 

 

貳●正文 
 

一、台灣小吃的定義 

 
 台灣小吃，簡而言之，就是將台灣的地理環境、在地文化、與當地食材最美

好的三方融合表現。例如新竹米粉，就是一道成功融合當地多風的地理環境，衍

生出獨特的食材文化。除了地理環境外，底下的兩大因素也許可更加定義台灣小

吃（本段定義文字僅參考台灣小吃維基百科（註 1），但所有的文字敘述均由我

們成員自行列點歸納）： 
 1. 歷史因素：該因素在地文化以及外來文化的影響。所謂的在地文化，也 
  許是因單一家店研發的獨特食品後而建衍生推廣出（如阿婆鐵蛋）。而 
  外來文化的影響，或許是有心人赴國外取經研習的心得，或是新外來移 
  民引進的緣由，豐富了小吃的特色。 
 2. 地域因素：有些台灣小吃的名稱，或許與地域性相關（如萬巒豬腳），或 
  是與研發者出身背景有關（例如四川牛肉麵，因老闆是四川人）。 
 

二、過去相關台灣中學生小論文有關小吃議題的探討方向 

 

 過去的小論文文獻中，包含的方向有：（1）介紹台灣各區代表性小吃（註7）、

（2）民眾對於台灣小吃的態度（註8）、（3）單一台灣著名小吃之細部研究（註

5）（4）台灣小吃與異國小吃的比較（註6）。當中，我們的研究理念與項目（2）

「民眾對於台灣小吃的態度」較為接近。該篇文章主要的研究方向為台灣小吃與

台灣文化的關係。作者鉅細靡遺地列出多道台灣小吃類型在正文中（似乎多篇小

論文有關台灣小吃的文獻都先以類型介紹方式處理）。而問卷調查的設計方向

有：（1）對台灣小吃的印象、（2）台灣小吃和國外美食的差別、（3）個人偏

好的台灣小吃類型、（4）親手製作台灣小吃的慾望、以及（5）吸取台灣小吃的

訊息來源。 

 

 我們這組成員相當感興趣這樣的研究方向。也許本身是念外語科的關係，我

們更想了解來台的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的印象。甚至從他們對台灣小吃的印象中

間接了解他們目前「入境隨俗」的程度。此外，我們調查外籍人針對三道最受歡

迎的台灣小吃態度外，更是對他們喜愛的小吃當中更細部地去了解對食材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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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等（例如醬汁、蚵仔量等）。簡而言之，從外籍人士的觀點來看台灣小吃，

相信這樣的中學生小論文議題是過去甚少有的，也是我們這次試圖將英語語言運

用於餐旅議題的試金石研究。 

 
三、問卷調查結果 

 

（一）受訪外籍人士相關背景 

 

 我們這次專題的小組成員，試圖尋找不同國籍的外國人，來表達他們對台灣

小吃的印象。表一呈現我們努力後所找到的外籍人士。其中，7 位亞洲的外籍人

士來自於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是，英語也是這 7 位外籍人士的第二外

語（他們國家官方認定語言）。整體而言，我們這次共邀請了 27 位外籍人士參與

這次專題的訪查。其中以來自美洲地區的外籍人士較多（共計 12 位，45%）。而

這些外籍人士的年紀多數是介於 18 至 29 歲的年紀（表二）。 

 

分布國家 亞洲 美洲 歐洲&澳洲 非洲 中東 

人數 

(比例) 

7 
(26%) 

12 
(45%) 

2 
(7%) 

2 
(7%) 

4 
(15%) 

表一  不同國籍的外籍人士分佈 
 

年齡/ 
國籍 

18-23 24-29 0-35 36-39 40 以上 合計 

歐+澳+非

+中東 

0 4 3 1 0 8 

美洲 7 3 1 0 1 12 
亞 2 3 3 0 1 9 

表二  不同國籍的外籍人士之年齡分佈 
 
（二）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的態度 

 

1. 尚未嘗試台灣小吃前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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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吃過台灣小吃前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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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尚未嘗試台灣小吃前的態度 

根據圖三結果，有超過半數受

訪的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有正面的

印象（吸引人: 47% +清淡: 6% = 
53%）。其中，對於躍躍欲試的態度

（吸引人: 47%），高於食物的味覺程

度（意即清淡、吸引、焦黑等）。因

此，好奇心應是此次受訪的外籍人士

對尚未嘗試台灣小吃前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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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得知台灣小吃的訊息管道 

     既然對於台灣小吃有高好奇度，

受訪的外籍人士從何處取得相關的台

灣小吃訊息？從圖四結果，我們發現

「口耳相傳」（也就是選「友人推薦」

一項），是受訪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小吃

訊息最快的管道(高達 N=23; 73%)。至

於網路以及旅遊新聞頻道等相關影視

訊息，反而讓我們很意外地發現不是外

籍人士取得台灣小吃訊息最常用的管

道(整體加起來僅 5 位；27%)。 
 

2. 嘗試台灣小吃後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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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嘗過台灣小吃後的態度（原題：

請問您吃過台灣小吃後，有什麼感覺?）

     根據圖五結果，受訪外籍人士在

「清淡」口味的選擇比例，比未嘗試前

略為提高(圖三嘗試前:27.03%; 圖五嘗

試後:27.27%)。而選擇「油膩」口味的

人數，相對地也降比例，由原先的

21.62%（圖三）滑落到 11.36%（圖五）。

有趣的是，之前選擇「吸引人」選項的

外籍人士（圖三：40.54%），嚐試後表

示「很甜」的比例較高（圖五：

36.36%）。顯示此次受訪的外籍人士對

於台灣小吃屬於甜淡口味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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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3%

否

7%

是

否

 

圖六 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的態度 

(請問您吃完後喜歡台灣小吃嗎?) 

至於圖五的「很甜」，對於外籍人士是

正向還是負向的態度？從圖六結果，有

93%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呈現極為正

向的整體印象態度。顯示此次受訪的外

籍人士對於台灣小吃的「甜淡」口味，

呈現極高的接受度。 

 

（三）外籍人士最喜歡嘗試台灣小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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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外籍人士最常享用台灣小吃地點

     根據圖七調查結果，此次外籍人

士最常享用台灣小吃的地點，則是以傳

統市場(含黃昏夜市) (兩項加總達到

43.18%)以及路邊攤(34.09%)居多。很

顯然地，外籍人士享用台灣小吃，偏好

以「入境隨俗」的方式嘗試。至於餐廳

或超商等地點，則未獲得外籍人士的偏

愛(餐廳: 22.73%; 超商:13.64%)。此

外，我們也間接發現，從外籍人士選黃

昏夜市的比例高於選傳統市場，顯然外

籍人士享用台灣小吃的偏愛時間是在

傍晚時刻而非日間時段。 
（四）外籍人士對台灣票選前三名的小吃態度 

 

 除了對台灣小吃的態度外，我們將網友票選的前三名台灣小吃，來更具體地

調查外籍人士對這三大台灣小吃的喜好程度。喜好程度的調查結果共分為：（1）

喜愛程度、(2)享用頻率、（3）小吃的價錢、以及(4)常享用的地點來論述。 
 

1 喜愛程度 

 

 根據圖八至圖十中「不喜歡」以及「非常不喜歡」的人次來看，外籍人士喜

愛的台灣小吃程度由高往低依序是鹽酥雞、蚵仔煎、以及珍珠奶茶。喜愛鹽酥雞

的高比例不令人意外，畢竟西方人士本身對酥炸類的肉食接受度較高。但是，我

們很意外地發現到外籍人士對於「珍珠奶茶」的喜好程度與新聞報導給我們的印

象有明顯的不一樣。因為它是三項食物中，喜愛的比例較為偏低的一項食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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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受訪的外籍人士進行即時口語訪談當中，我們發現到他們不喜歡喝珍珠奶

茶的原因如下: 
1. 有的宗教會規定不能喝茶是來自於智慧語，強調合宜飲食的重要以及身心健

 康外，還禁止實用：菸草、酒、咖啡、茶及違禁藥物（註 9）。 
2.有些人是喜歡喝“奶茶＂而不喜歡吃加在裡面的“珍珠” 或“波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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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外籍人士喜歡吃蚵仔煎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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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外籍人士喜歡吃珍奶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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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外籍人士喜歡吃鹽酥雞的程度 

 

2 享用頻率 

 
 根據前述調查結果，我們想進一步探究受訪的外籍人士對於享用此三道小吃

的頻率度是否與他們喜好的程度是一致的。從表三得知，外籍人士享用台灣小吃

的頻率度，由高往低依序是：鹽酥雞(62.96%)、現泡奶茶(37.04%)、以及蚵仔煎

(11.11%)。除了鹽酥雞之外，我們發現喜好度並不見得等同於享用的頻率度。尤

其是能接受蚵仔煎的外籍人士，實際上享用的頻率並不高。事實上，即便是高接

受度的鹽酥雞，實際上享用該食物的頻率比例也低於喜好度（未達八成以上）。 

食物 是 否 
蚵仔煎 11.11% 88.89% 
珍珠奶茶 37.04% 62.96% 
鹽酥雞 62.96% 37.04% 
表三  外籍人士常享用台灣三大喜歡小吃的頻率？ 

（原題：請問您常吃蚵仔煎/珍珠奶茶/鹽酥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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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享用台灣小吃的頻率 
（原題：請問您一週吃蚵仔煎/珍珠奶茶/
鹽酥雞的次數？） 

     至於表三問題中所提的「常

吃」，是有多常？我們以一週為時間單

位，調查受訪的外籍人士享用這三道

台灣小吃的頻率(也就是一週幾次)。從

圖十一發現，一週「3 至 4 天」要算是

多數受訪外籍人士享用台灣小吃的最

高頻率(從調查鹽酥雞享用頻率得

知)。但對外籍人士來說，單週享用這

三大小吃的頻率都不太高，僅 1 至 2
天。只有享用鹽酥雞的天數稍多。 
 

 

3 對於台灣三大小吃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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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的價錢 

     由圖十二可以看出，大多數外籍

人士對於台灣三大小吃的價錢可以接

受。如果綜合圖七的結果，表示外籍

人士對於黃昏夜市或是路邊攤所賣的

這三大小吃的價格可以接受。但似乎

也沒認為平價地點所賣的東西沒有預

期的更便宜。 

 

4 常享用這三大美食的地點 

 

 根據圖十三，我們發現外籍人士享用台灣前三名小吃的地點略有不同。但整

體結果還是與之前的圖七結果一致。也就是說，「平價」以及「最親近該小吃文

化的地點」，才是這些外籍人士的首選。就以圖十三的結果來看，多數外籍人士

最常享用蚵仔煎的地點為黃昏夜市（28%）。當然，路邊攤（20%）以及餐廳（20%）

也是他們喜愛享用蚵仔煎的地點。至於珍珠奶茶，則是超過半數（56.67%）選擇

專業的冷飲店。這項地點的高數據讓其它地點望其項背。而鹽酥雞的首選地點則

是路邊攤（57.58%），而這項數據也是高於其它地點許多。簡而言之，「某一小吃

所屬的專業販售地點」以及「平價」是這次受訪的外籍人士享用這三道台灣小吃

地點的主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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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外籍人士常享用台灣美食的地方 

 

（五）對於台灣三大小吃的其他意見 

 

1. 蚵仔煎 

 

 蚵仔煎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蚵仔與醬汁。我們想了解外籍人士嚐過後對這兩項

要素的看法如何？結果呈現於圖十四以及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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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外籍人士對蚵仔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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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外籍人士對醬汁量的看法 

 根據圖十四以及圖十五，大約七成七以上的外籍人士都認為蚵仔量適中以及

醬汁量剛好。不過，我們若是細看兩圖中紫色以及黃色的區塊，發現對蚵仔量的

不滿意程度（太多或太少）略高過於醬汁量程度（蚵仔量黃紫區塊加總：22.22%；

醬汁量黃紫區塊加總：20.83%）。換句話說，蚵仔量的部分還有相對改進的空間。 

 

2. 珍珠奶茶 

 

 在珍珠奶茶的部份，我們想要了解的是外籍人士對底下三項要素的反應：（1）

店家提供珍珠的量、（2）奶茶的甜度、以及（3）鮮奶/奶精的濃度。雖然這三項

要素都有得到過半數外籍人士的肯定（也就是適中）（請見圖十六至圖十八）。但

就適中的數據比例來看，外籍人士較為滿意的是鮮奶/奶精的濃度（72%），其次

是珍珠量（64.17%）。但有三成多的外籍人士反應台灣的奶茶過甜（33.33%）。因

此，珍珠奶茶的甜度應是店家可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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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 外籍人士對珍珠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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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外籍人士對奶茶甜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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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外籍人士對鮮奶/奶精的濃度 

 
 

 

3. 鹽酥雞 
 

最後，對於鹽酥雞的要項，我們以（1）鹽酥雞酥脆的程度以及（2）胡椒粉

的量來做探討。結果呈現於圖十九以及圖二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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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外籍人士對鹽酥雞酥脆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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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外籍人士對鹽酥雞胡椒粉量 

 
 根據圖十九以及圖二十，有七成五左右的外籍人士認同店家所販賣的鹽酥雞

酥脆度以及胡椒粉量都適中。不過，對於胡椒粉量的適中滿意程度略低於鹽酥雞

的酥脆適中程度（胡椒粉量適中比例：74.07%；鹽酥雞酥脆度：75%）。也許有

時店家真的加入過量的胡椒粉，才會有如此的反應度。 
 
參●結論 

 
 經由我們的訪查後，再次把上述的重點整理如下。整理之前，我們組員對這

次專題另一收穫的事，就是可以練習英語與外籍人士對談，相當開心！ 
 



外籍人士對台灣小吃偏好調查 
 

 10

1. 受訪的外籍人士未嚐試台灣小吃前的印象是「吸引人」以及「清淡」（圖三）。 
 嚐試後也持相似的態度。多數認為台灣小吃屬於「甜淡」口味的正向印象（圖

 五；圖六）。 
2. 多數外籍人士透過朋友推薦取得台灣小吃的訊息管道。媒體的影響力有限

 （圖四）。 
3. 多數外籍人士會根據小吃的屬性，選擇它們較為專業且平價的店家（圖

 七；圖十三）。一般來說，多數外籍人士會選擇傳統市場(含黃昏夜市)以及 
 路邊攤，於傍晚時刻享用台灣小吃（圖七）。 
4. 多數外籍人士對於台灣小吃，選出喜愛的程度依序為鹽酥雞、蚵仔煎、以及 

 珍珠奶茶（圖八至圖十）。不過，喜愛程度不一定等同於享用頻率。多數外 

 籍人士享用這三道台灣美食的單週頻率為一至二天（享用鹽酥雞的天數可多

 至單週三至四天）（表三）。 

5. 多數外籍人士尚可接受三道最受歡迎的台灣小吃價格（圖十二）。 

6. 少數外籍人士認為蚵仔煎的蚵仔量比醬汁度可再改進（圖十四；圖十五）。 

7. 有三成多的外籍人士反應台灣的奶茶過甜（圖十六至圖十八）。 

8. 極少數的外籍人士對於鹽酥雞胡椒粉的量可少加一些（圖十九至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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