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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不同生活型態之個性咖啡館消費者對個性咖啡館美學吸引力、商店環境氣氛是否影響消費者選擇，以台中

市三家個性咖啡館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合計發放450份問卷，回收413份，有效問卷共404份，有效問卷率為97%，

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對咖啡館美學吸引力上有顯著差

異成立。 二、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在咖啡館商店環境氣氛認知上有顯著差異成立。 三、美學吸引力與商店環境氣氛對於

消費者選擇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 四、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對消費者選擇有顯著差異成立。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

綜合討論，並提出建議作為個性咖啡館經營者與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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