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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受西方文化之影響，國人生活型態逐漸改變，面臨景氣不佳，咖啡店的消費人口不但未曾減少，反而因平價化咖

啡店之興起而提昇消費意願。咖啡連鎖店雖具高度發展空間，而欲發掘市場潛力，莫過於瞭解消費者的行為特性。本研究

藉由生活型態與消費者特性，探討台中市咖啡連鎖店之消費者行為現況，進而分析其消費動機、資訊取得、選店準擇與消

費實態間之關係。 經現場實地進行問卷發放，研究範圍包括星巴克、客喜康、真鍋、丹堤、伊是及西雅圖極品等六家咖啡

連鎖店，為提高樣本代表性，將門市、日期、時段進行隨機抽樣，共收集400份有效問卷。採用SPSS10.0版進行資料分析

，包括描述性統計、Pearson積差相關、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比較與信度檢定等。 所收集之資料經統計

驗證得知，本研究之五項假設，皆獲得部份成立。主要結論有四：(1) 台中市消費者以女性、未婚、大專程度、21~30歲之

工商服務與學生族群居多，收入約四萬元以下。(2) 下午二點後為消費顛峰期，以休閒動機之舊客源為主，而地點與口耳相

傳為重要管道。(3) 中高收入女性與崇尚休閒嗜好、傾向藉由咖啡緩和情緒幫助思考與提神型態者，較重視咖啡的品質。(4)

不同型態消費者在評估咖啡連鎖店時，最重視咖啡店形象、服務品質與店內環境等因素。文末對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並就咖啡品質、環境方面、推廣策略、通路與人力資源方面提出數點之行銷建議，以供咖啡連鎖店經營者之參考。

關鍵詞 : 咖啡連鎖店、生活型態、選店準則、消費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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