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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問題主要是探討，如何選擇適合的地點，設立一家成功的連鎖速食早餐店，本研究藉由了解商圈結構和影響連鎖速

食早餐店獲利的影響因子，來提供連鎖速食早餐店未來展店評估作依據。 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點：連鎖速食早餐

店商圈型態與立地條件之探討，連鎖速食早餐店商圈型態與獲利間相互關係，連鎖速食業者之服務態度對於商圈型態與獲

利間的關係。 本研究之樣本，由麥味登總公司所提供，主要分布於台灣北部地區、中部地區與南部地區，經由分層隨機抽

樣過程中，選取日平均營業額表現優良與很有改善空間的店家各180間，供本研究分析使用。本研究透過調查法方式設計

問卷，總共發出360份調查表，調查流程是請受過訓練之調查人員於早餐店之營業時段內，實際走訪店家作調查表的資料

採集。總計回收360份，有效調查表為348份，有效回收率為96.67%。 經過實證分析結果，獲得下列重要結論:連鎖速食早

餐店設立在不同商圈型態不會影響其獲利，連鎖速食早餐店設立在不同立地條件會有不同獲利表現，連鎖速食早餐店設立

在不同商圈有不同的獲利立地條件，服務態度會影響立地條件與獲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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