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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來台灣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以及人們消費觀念與型態的轉變，已著重於消費品質和精神層次的感官體驗。而美髮

沙龍業係以提供無形服務為主，更需營造出能使顧客舒適放鬆的消費情境。因此，本研究主題探討美髮沙龍顧客對消費空

間之視覺美感偏好與視覺感知，試圖瞭解顧客之心理情緒及感受。 本研究調查運用語意分析法(SD 法)的問卷測量方式，顧

客從不同型態之美髮沙龍空間圖片中，依個人主觀之視覺感受填答。總問卷發放數400份，扣除無效問卷8份，實際有效問

卷392份，回收率為98％。再將所得問卷資料做統計分析與探討。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以深色調為主要色調，並採用昏暗

燈光，營造舒適放鬆的美髮沙龍空間，其視覺美感與視覺偏好程度均較高。不同個人屬性對其空間視覺美感及偏好有顯著

影響，其中以「年齡」、「教育程度」、「專業背景」較為顯著。不同個人屬性對視覺感知有部分顯著影響，其中以「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之影響較為顯著。美髮沙龍空間之視覺美感與視覺偏好，兩者具有正向高度相關性。 因此

，建議美髮沙龍空間設計上，可採用深色調為主，並配合亮度適宜的燈光，營造舒適放鬆的視覺感受。設計規劃時，應考

慮不同個人屬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專業背景」之顧客群做設計規劃，以滿足顧客在空間視覺感官上

之愉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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