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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時代的轉變，令整個商業型態和消費文化隨之轉變，複雜多變的環境，使得人們容易緊張、憤怒、焦躁不安；因此尋求一

個解壓的空間，做為情緒與壓力宣洩的出口，是現代人尤其是都會人所需求與渴望的方式；而Night Club與Lounge bar這樣

的消費空間，提供了更多元的，所謂解壓空間的選擇。 本研究對Lounge bar空間氛圍進行各方面的調查，以實地量測與問

卷的方式進行對內部空間格局、吧檯設計、燈光效果⋯等相關調查，探討此夜間商業空間中存在的消費動機，與如何滿足

客群的娛樂需求。經由文獻回顧，彙整歸納出關於酒吧、Lounge Bar 的室內空間資料，定義解壓空間的特色是一種緩衝的

節奏，以及色彩所給予人們神祕細緻的心理感知；例如紫色或是紅色之類的色系，給人低調奢華的一種放鬆感受。 以問卷

調查，依照客群的喜好分類做統計，並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比較法與交叉分析，利用結

果作評估與分析，藉由上述調查與結果分析，大多數位於熱鬧商圈的Lounge Bar皆以年輕族群為主，空間氛圍影響著消費

者來此解壓放鬆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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