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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生活型態及人口變項下，顧客參與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認知因素及滿意度之相關性，其目的在找

出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中顧客參與認知程度及影響滿意度的原因。 研究藉由文獻探討，以建立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將

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認知因素分為設計師導向與顧客參與導向兩種認知因素類型；滿意度分為設計師專業部份、實體

作品及總體滿意度等三部份；生活型態經集群分析分為隨遇而安與熱情開放兩種生活型態；在個人屬性方面則分為年齡、

性別、教育程度、戶籍所在地、家庭型態、住宅型態及家庭收入等做為其因子。 研究以台北縣、市志願受訪者採隨機抽樣

，共發出800份問卷，回收293份，回收資料經由描述性、集群及卡方等統計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個人特徵會影響

滿意度及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要素認知。 不同的生活型態類型，會影響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要素認知及滿意度。

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要素認知程度越高，滿意度越高。 其中女性、高教育及高認知高參與之熱情開放型之生活型態者

，對於參整體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滿意度也較高。 藉由研究結果瞭解室內設計客製化過程參與認知因素、滿意度、不同的

人口變項及生活型態之相關性，提供建議給室內設計業者作為服務顧客之參考及後續研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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