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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旋風席捲　吃什麼誰說了算？
記者 王會瑄 報導  

回想⼀下，相比電視上光鮮亮麗的食物廣告和Instagram上美食部落客發佈的食
物貼文，哪⼀個更常燃起你想要⼀試的欲望？說社群媒體的影響⼒⽇漸強勢，我
想很多⼈都會同意。然⽽你有想過嗎？其影響範圍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不僅影
響⼈們做出的飲食決策，也牽涉到⻑遠的健康問題。

搜尋時代　買什麽？先滑⼀下
在這個⾼度依賴搜索引擎的消費時代，在購物前先上網搜集部落客的評價、到
YouTube觀看開箱影片、在Instagram限時動態上問問朋友們該不該買，已經是
很多⼈購物前必須做的準備功課。

2015年的⼀則研究資料指出，千禧世代（⼀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的
⼈）不信任媒體廣告，僅1%的受測者認為品牌廣告內容可信，⽽有33％表⽰會
在購買前參考部落客評價。2018年，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與《商業周刊》⼜
針對品牌影響⼒做了相關的調查，有60％的千禧世代表⽰，社群媒體是他們認識
新品牌的主要管道。《Cheers雜誌》曾寫道，「與其跟隨廣告代⾔⼈⾏動，他們
更相信『陌⽣⼈』的使⽤⼼得與⼝碑。」

在這樣的趨勢下，廠商們當然樂於將原本⽤在傳統媒體廣告上的預算撥到回應更
快、效果更好的社群媒體上，投入「⼝碑⾏銷」的懷抱。

什麽是⼝碑⾏銷？
⼝碑，⾃最⼀開始的⼝⽿相傳，到現世代智慧型⾏動裝置普及、無線網絡全⾯覆
蓋、⾏動⽀付⽇趨成熟的社會背景下，轉為「多觸點」的新形式。相較於傳統廣
告單⼀的傳播⽅式，移動裝置時代有更多接受資訊的平臺，更多⼝碑資訊流通的
管道。「⼝碑經濟」影響了⼤⼤⼩⼩的購物決策，無孔不入地滲入了我們的⽇常
⽣活。

不論是風靡⼀時的「厚奶茶」，全聯限定期間的主題甜點，⼜或是當紅的奶蓋果
汁飲品「芝芝葡葡」，都是⼝碑經濟下的產物。這些由KOL（Key Opinion
Leader意⾒領袖），也就是俗稱的網紅，各⾃⽤文字、圖片、影片的不同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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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意⾒領袖），也就是俗稱的網紅，各⾃⽤文字、圖片、影片的不同組合，
在不同的平台製造輿論、帶領風向，讓⼤家產⽣購買慾望並隨之購買，就是⼀種
⼝碑⾏銷的操作⽅式。

害怕變成時代邊緣⼈？

期間限定的果汁飲品—芝芝葡萄。（圖片來源／臉書）

上⾯提及的那些熱⾨食物，或許我們已經想不起來第⼀次是在哪裡接受到這些資
訊。因為短時間内鋪天蓋地到處都是，各個社群平臺都有⼈在討論，這也塑造了
從眾⼼理。

當被問到為什麼會想購買當紅的「芝芝葡葡」飲品時，就讀台灣藝術⼤學的謝同
學表⽰：「因為有其他朋友說好喝，⼜是新品很新鮮、覺得很酷。畢竟⼤家都買
了，不得不跟風嘛！」

確實⼤家都有的東⻄，沒有的話就有⼀種莫名被邊緣化的感覺。⽽食物⼜往往是
對⼤眾⽽⾔獲得成本較低的，所以也最容易、最頻繁引起實際的跟風⾏動。然⽽
這些食物風潮總是⼀波未平，⼀波⼜起，持續曝露在這樣⼤量的食物資訊下，對
我們的⻑久健康確實造成影響。

「食物⾊情」的誘惑下　肥胖議題無所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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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的影片讓知名韓式餐廳再掀熱潮。（圖片來源／YouTube）

這些資訊⼤量充斥在我們的⽣活之中，以美好的樣貌誘惑著我們，正所謂「食物
⾊情」。⽽近來年吃食YouTuber的風氣興起，⼤胃王、吃播⼜加強了閱聽眾對
於「⼤吃⼤喝是⼀件超幸福的事」的認知。

⽽為何我們會跟隨著網紅的腳步做食物決策呢？董⽒基⾦會食品營養中⼼副主任
陳醒荷表⽰：「⼈會追求信念、態度、⾏為這三種認知元素的⼀致性，因此當喜
歡的網紅表現出喜歡某種食物或某家餐廳時，為了達到認知協調，消費者極有可
能將對網紅的喜好轉移⾄該食物或該餐廳上。」

然⽽，這些吸引⼈的食物往往都是⾼熱量、低營養的，過度飲食的⾏為即使不會
發胖，照樣會帶給⾝體很⼤的負擔，同時其中也有浪費食物的狀況發⽣。

網紅影響飲食？程度⼜為兒童影響最盛
2018年經由英國的⼀項實驗，針對網路紅⼈分析其對兒童攝取垃圾食物的影響做
研究。結果指出在社群網站上觀看網紅吃垃圾食品影片的孩童，會比觀看其它非
垃圾食物相關影片的孩童多吃進四分之⼀的食物熱量。

為何實驗的對象針對兒童呢？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往往由⼩時候就建立。「由於
孩童⼤腦前額葉⽪質尚未發展完全，因此和成⼈相比，更容易受到他⼈展現出來
的情緒、以及廣告的影響。網紅在社群媒體上開⼼⼤吃各種食物的影像，容易讓
看到的孩童受到影響，出現模仿、多吃更多較不健康食物的⾏為。」陳醒荷表
⽰。

⽽這樣的現象也確實發⽣在⽣活中，居住在新北市且有兩個學齡前孩童的鍾媽媽
深有所感：「針對垃圾食物廣告，不定時地在兒童頻道播放，對於兒童的影響很
深，關於這點讓⾝為家⻑的我感到非常困擾。」

法律管不管？
由於孩童及青少年的特殊性，英國⾃2006年就針對垃圾食品影響孩童健康引起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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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孩童及青少年的特殊性，英國⾃2006年就針對垃圾食品影響孩童健康引起議
論。⽽今，英國不僅禁⽌收視族群在16歲以下的電視節⽬播放⾼油、⾼糖、⾼鹽
的食物廣告，⾃2019年2⽉起也禁⽌這類廣告在⼤衆運輸的廣告系統出現。另外
還針對「廣告商不得針對兒童推出垃圾食物廣告」、「垃圾食物廣告超過9點不得
播放」、「社群媒體意⾒領袖不得推銷與垃圾食品相關遊戲」正擬定相關法律。

⽽台灣⽅⾯，也在董⽒基⾦會的推動下，於2019發布《食品安全衛⽣管理法》第
28條，針對不適合兒童⻑期食⽤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作出規範，限制此類
食品不能在特定時段於兒童頻道刊播廣告，也不得以贈送、加購玩具作為促銷⽅
式。

英國課徵含糖稅。（圖片來源／DENTISTRY）

針對社群媒體的食物業配影片，政府⽬前並沒有相關的法律管制。在課徵含糖稅
的國際風潮下，台灣也沒有跟進。究竟公權⼒該不該涉及飲食領域？對此，就讀
中正⼤學法律系的張同學認為：「這是公共利益跟私⼈利益之間的拉鋸。在維護
⼤眾福祉時，政府所使⽤的限制⼿段也需顧及廠商的權利，不能濫⽤權⼒。」

其實這題的答案，在每個⼈⼼中應該都有不⼀樣的答案，畢竟「吃」在台灣⼈的
文化中扮演很重要的⾓⾊，許多⼈對食物早已建構了⾼程度的⼼理依賴。要⼤眾
為了健康，進⽽接受含糖飲料需要調漲的事實，或許並非⼀時之間能夠輕鬆達成
的事。

但撇除法律規範不看，或許我們應該更有意識地接收這些「精美包裝」下的食物
訊息。這些推動的綠⾊果汁、⽣酮飲食、防彈飲食的網紅們，真的具備⾜夠的專
業知識嗎？跟隨他們真的可以讓你變得健康美麗嗎？「食物⾊情」誘惑下，我們
⼜該如何適時說不呢？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深思。

縮圖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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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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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王會瑄

編輯 ⾺鈺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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