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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許多國外連鎖企業慢慢進軍台灣，顧客的消費型態也逐漸受到改變，其中以星巴克咖啡連鎖店發展最快，也將

為日後臺灣咖啡連鎖市場掀起一股咖啡熱潮。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星巴克之消費體驗、品牌依戀與顧客滿意度做更深入之

研究探討，以喝過星巴克咖啡飲品之星巴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使用立意抽樣法，共取得300份有效問卷，本研究

使用SPSS對各變項之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以及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來研究探討。 　　實證結果顯

示，在背景變項中職業與收入都對再購意願有顯著差異，而在消費體驗、品牌依戀、顧客滿意度與再購意願都具有顯著相

關性，並且在品牌依戀與顧客滿意度上，也對再購意願有顯著預測力。未來餐飲業管理者可以藉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去發

展，且保持消費者對品牌依戀與顧客滿意度固有的感受，因為過去餐飲店主要以品質與服務為最主要導向，但本研究結果

發現消費者對品牌的感受為日後連鎖企業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未來公司企業要積極提升消費者的品牌依戀感受，進

而讓消費者產生更多的再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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