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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H 餐廳的服務品質是否會影響顧客的用餐體 驗，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本研究以前去H 餐廳的顧

客做為主要抽樣對象，以量化問卷 採取立意抽樣，共發放350 份問卷，回收324 份。資料分析方法 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

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 檢 定與Pearson 積差相關。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一、前來用餐的顧客以男性居多，

年齡集中在31-40 歲，學歷以 大學程度最多，大多是單身未婚及工商服務業者，大部分住 在中部且與客家人為朋友關係。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者經驗特性之顧客在服務品質上部 份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者經驗特

性之顧客在用餐體驗上部 份有顯著差異。 四、H 餐廳的服務品質與顧客用餐體驗有顯著線性正相關。

關鍵詞 : 主題餐廳，服務品質，用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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