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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社會，餐廳的成長率高漲，卻沒有相關的評鑑法可以提供管理，於是如何建立符合消費者生活型態與提高其層級需求

之餐廳評估標準，以及如何讓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出適合自己的餐廳，是未來餐飲業目標。 本研究旨在建立獨

立餐廳之評鑑，並為其建立一套專屬之評估模式。民眾在餐廳用餐前，都會透過消費動機之事前評估部份，來選擇喜歡的

餐廳。 利用文獻探討之部份，整合出初步研究架構，經由12位專家，以休閒、餐廳、旅館三個不同領域的專家腦力激盪，

進行2次德爾菲法問卷，進而修正架構。 利用層級分析法(AHP)問卷，以Expert Choice 11.0算出各專家之相對權重值，並檢

驗專家之一致性，最後再以調和平均數算出專家群體之權重，建構一份專屬的餐廳評估表。 結果套用在四家餐廳分析驗證

上，能有良好之區隔效果，因此本研究之成果可提供業者改進之依據與公部門之管理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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