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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購電商平台的迅速發展，電商38女王節、京東618、雙⼗⼀等等購物節出現在⼤眾的視野裡。平台和商家為了因應這些節⽇，發放各種優惠券、免
運券。消費者在平台內會想要以便宜的價格去購物，同時也因為這些誘因，導致越來越多⼈開始購買很多不必要的商品，造成有過度消費的傾向。

網購風潮　演算法扮演甚麼⾓⾊
       網路購物是近年來快速成⻑的消費形式，比起平常的實體購物，網路購物更能快速地找到⾃⼰想要的東⻄，省時且省⼒，這樣的購物⽅式逐漸改變了我
們的購物習慣。好比往常需要買衣服可能需要去附近的店家或是百貨公司購買，但是現在只需要打開⼿機，不管是網路搜尋還是打開購物平台，基本上幾秒
鐘之內就能讓我們開始「逛街」。

　　在數位時代下，消費者⾏為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演算法在其中擔任了重要的⾓⾊，它透過分析消費者的個⼈網路使⽤習慣，進⾏運算後以個性化的⽅
式提供消費者相關的商品及內容推薦，不論是在社群平台上的廣告或是在購物平台上的商品，或多或少都增加了消費者的購物慾望。「種草」、「薅⽺
⽑」，甚⾄是過度消費都受到了演算法的影響，下文會分別提及種草、薅⽺⽑以及過度消費和演算法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消費⾏為。

種草文等於購物⼼得文嗎
       許多消費者在購買完商品後會習慣在社群平台或是購物平台分享⾃⼰的購物⼼得，⽽這些購物⼼得也被稱為種草文和避雷文，分別是推薦的和不推薦
的。「因為很常就是現在我⽤的多半都是⼩紅書為主，然後就是⼩紅書上⾯，只要有⼀個喜歡的，然後就會把他加到那個收藏，然後就⼀直看⼀直看⼀直
看，然後就很想要很想要買。」21歲的⼟撥鼠（化名）提到種草文的出現會提⾼他們購買商品的機率，無論這些種草文章是否有商家贊助或是消費者主動分
享，種草文已經是⼤眾認識新商品的⼀種⽅式。

　　在BBC的⼀篇報導〈短視頻「帶貨」：TikTok網紅為何那麼擅⻑說服你買東⻄？〉內容提到，消費者購買創作者推薦的商品，是建立在她對這名創作者
有信任，並且認為他們和創作者是以同個⾝分去進⾏購物的，花費相同的錢去進⾏購物，那她們得到的東⻄會是相同的，所以訊息的可信度就提升了。

　　成立於2013年的⼩紅書，和抖⾳（TikTok）⼀樣結合了社交和購物兩個功能。因為結合了兩種功能，越來越多賣家開始在上⾯經營官⽅帳號，⽅便與買
家之間的溝通，也讓賣家更容易了解最近的流⾏趨勢及偏好。很多品牌藉由⼩紅書這個平台來宣傳他們的新品及招募試⽤⼈員，或是藉由抽獎以及KOL⾃薦
來進⾏篩選，⽽這些⼈產出的文章就成為他們後續新品最好的代⾔⼈，因為有了試⽤的圖文影片，消費者會更加願意去購買。

⽺⽑出在⽺⾝上　薅⽺⽑真的有省錢嗎
       在購物的時候，消費者通常希望能以越低的價格成交越好，進⽽去不同的賣場，進⾏相同商品的比價。⽽因為購物平台對消費者的了解，去發放折價
券、代⾦券，進⽽產⽣了「薅⽺⽑」這樣的⾏為。薅⽺⽑是指消費者通過利⽤優惠券、折扣碼和促銷活動等⽅式，試圖以最低價格購買產品或服務的⾏為，
例如台灣蝦⽪平台發放的免運券和折價券。這樣的⾏為在中國非常盛⾏，透過各種購物平台領券、朋友的幫助，通常能使消費者以近乎免費的價格去購買到
想要的東⻄。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消費者也會透過集運的⽅式，購買中國購物平台上的商品，⽽受訪者提到他們認為在台灣很難產⽣像薅⽺⽑這樣的⾏為，如果以淘
寶和蝦⽪來比對的話，淘寶提供的折價券通常是以⼈⺠幣計算的幾塊錢折價券，或是滿額減等優惠券，但是蝦⽪的折價券通常是以台幣計價的蝦幣作為折價
券的發放，除了蝦幣，也會有免運券或是滿額減的優惠券。但這些優惠券的限制很多，⽽且蝦幣的發放通常是以0.01或0.1元為單位發放，受訪者也提到這樣
的優惠根本不會促使他們在蝦⽪上消費，也不會想花時間計算或領取這些優惠。

　　「⽺⽑出在⽺⾝上。」透過薅⽺⽑這樣的⾏為所購買的商品，在領券、找攻略的時間或許正好等同於直接購買的⾦錢，「就是怎麼講，商家敢這樣發這
些卷啊，敢做這些折扣，他們絕對不會讓⾃⼰虧啊，就他們⼀定還是賺賺得到。」其中⼀位受訪者表⽰雖然薅⽺⽑看起來是消費者獲利，但商家⼀定不會做
賠本的⽣意。







▲  消費者⼀般上傾向於以最低價格購買購買產品。（圖源 / Pexels）

消費是選擇 不是演算法決定
       過度消費是指購買超出了實際需求或可持續的⽔平的商品，過度消費通也常伴隨著資源的浪費及額外的花費。如前文所提及，演算法是透過個性化推
薦，去推送消費者有可能會喜歡的東⻄，當消費者本⾝是容易被種草或是腦波弱的⼈的話，便有⾼機率會被演算法推送的商品所吸引，進⽽去購買此商品。

　　「常常會花超過⽣活費，但我覺得⽬前還沒有影響到我的⽣活品質。」

　　「很容易會腦波弱，刷⼿機就下單了很多不必要的⼩東⻄。」

       19歲的張同學（化名）和 25歲的Melody（化名）分享了他們對過度消費和購物習慣的觀點。張同學坦承⾃⼰常常花超過⽣活費，但因為⽬前尚未感到對
⽣活品質有明顯的負⾯影響，所以不會去變更⾃⼰的購物習慣。另⼀⽅⾯，Melody 表⽰⾃⼰是容易被種草的⼈，不過因為意識到⾃⼰容易受到演算法的推
送，⽽去下單很多不必要的商品時，便開始為⾃⼰訂定零⽤⾦，⽤以限制⾃⼰的消費在⼀個合理的範圍內。

　　演算法在整個消費過程中佔了很⼤的⾓⾊，我們可能可以透過演算法找到我們需要、喜歡的東⻄，但也可能因為演算法的推薦，進⽽購買很多不必要的
東⻄，造成⾦錢和資源的浪費。那麼，導致過度消費的主因是演算法嗎？答案是不肯定的，但演算法會是導致過度消費的原因之⼀。

       在這個數位時代下，演算法了解並分析消費者的網路使⽤習慣，推送廣告、種草文等等，是非真假只能經由⾃⼰去判斷，演算法的推送會增加消費者購
買的慾望，但是否真的要進⾏付款購買，是我們可以主動做選擇。未來的購物形式可能會改變，演算法也會進⾏對應的調整，但是否要接受並採納依舊是我
們消費者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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