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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沉沒成本效應對於決策行為的影響深遠且普遍，不論是在個人日常生活的

決策中、商業決策或是社會議題的討論皆可以看到它的影響。相關文獻多由

損失嫌惡的觀點來解釋沉沒成本效應，本研究接則區分浪費嫌惡與損失嫌惡

的不同性質，以此來解釋不同決策情境中的沉沒成本效應，並進一步提出可

有效降低沉沒成本效應的行銷方案。本研究主要的結果為:(1)當決策情境不

容許「留舊換新」時，多數人會選擇維持不好的現狀(看完無聊影片)；但是

當決策情境容許留舊換新(例如保留不適腳的舊鞋，另買新鞋)時，這就會成

為最受歡迎的選項。這兩種選擇都顯示了沉沒成本的影響。(2)不論出錢者是

自己或他人，決策者顯示的沉沒成本效應並無差異，這結果可由浪費嫌惡的

角度來解釋，但不易由損失嫌惡的角度解釋。(3)實驗一的結果顯示，在電影

與演唱會的決策情境中，投入程度高低會影響決策者的選擇。但在便當與鞋

子的決策情境，投入程度高低並不會影響選擇，不過進一步分析仍可見多數

決策者的選擇受沉沒成本的影響。(4)同樣是免費的選項，若是提醒決策者產

品價格(如價值 300 元的免費電影)，仍能促發損失或浪費嫌惡，產生較強的

沉沒成本效應。(5)實驗二結果顯示以浪費嫌惡與損失嫌惡的角度，可預測消費

者採行各行動方案的優先順序。(6)實驗三結果顯示，目前市場上主流的行銷

方案確實有助於降低會選擇續用舊商品的消費者，但對於降低會選擇「留舊

換新」的消費者則更為有效。這顯示目前行銷方案是有一定效益，且主要效益

在於讓本來就準備保留舊商品買新商品，來提供舊品折扣方案的廠商購買。(7)

方便性對於消費者是否願意採取行動而言，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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