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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喝咖啡已成為街頭巷尾可見的消費行為。而隨著體驗行銷時 代的來臨，顧客對咖啡店整體的重視程度亦隨之增加。不同類

型 的咖啡店以各自的特色擴展，如何以其獨有的特色營造讓消費者 印象深刻的環境，則為一重要的趨勢。本文以台中市

複合式連鎖 咖啡店之消費者為調查對象，以Schmitt(1999)所提出之體驗模組 編列衡量顧客體驗情形之問卷，透過問卷調查

方式進行便利抽 樣，並以SPSS10.0 及IPA 為統計分析工具。結果摘述如下：一、 應答者之生活型態可分為四大類，分別

為「情緒舒緩」、「休閒嗜 好」、「流行文化」及「社交送禮」；二、顧客消費次數愈多者愈崇 尚生活型態之「流行文

化」及「休閒嗜好」。三、商店印象與生活 型態之「社交送禮」、「情緒舒緩」與「休閒嗜好」具有顯著相關； 四、生

活型態崇尚「休閒嗜好」及重視「服務與價格」者期望程 度較高；五、生活型態崇尚「社交送禮」、「流行文化」與「休

閒 嗜好」者在顧客體驗滿意度上較高。根據研究結果，建議經營者 可分區規劃為團體聚餐之區域。並針對重要商店印象

構面如「適 時提供服務」及「服務人員親切有禮」等項目予以加強，以提供 消費者滿意之顧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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