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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演進已進入「體驗經濟」時代，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已不能滿足消費者趨向渴望體驗的消費型態；企業應藉由消費情

境氛圍的塑造，讓消費者有較好的消費體驗，進而對產品或品牌產生體驗價值，最後能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因此業者

必需設計體驗環境、營造氣氛情境，提升消費者的知覺價值，才能增加購買意願，本研究即在探究IKEA桃園店消費者對

體驗行銷、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各變項間的相互關係，以作為業者行銷策略的參考。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擬定研究架構

，提出相關假設，以及各變數之操作行定義，並設計問卷。以IKEA桃園店消費者樣本對象，總計收回有效問卷405份，運

用統計軟體SPSS18.0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各變數間之關係。結果顯示體驗行銷對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亦有正向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IKEA桃園店若要有效的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必須採取不同客群

的體驗行銷策略以及全方位的顧客體驗管理，進而提升消費者之知覺價值，才能確實增加消費者之購買意願，並增加回客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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