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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服務創新、家長滿意度與品牌認同之間的關係。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調查對象為台中市國民小學家長

為研究樣本進行抽樣，，並依據調查結果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

法，獲致以下研究結論： 一、學校的服務創新，有助於提升家長滿意度。 二、家長滿意度對品牌認同有正向且顯著的影

響。 三、學校的服務創新對品牌認同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 最後，依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與研究結論，對國民小學教師

、教育主管機關、家長及未來研究提出各種參考意見。

關鍵詞 : 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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