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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高中地理「都市結構與都市問題」一課中，筆者學習到基本都市結構的模式，

如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式等。都市結構的模式主要是依據都市內各種土地利用方式

而訂定出來的一個最理想模式。於是本文試想，是否可以將其理論思考模式以及

定義延伸至不同空間，甚至創設另一種分析方式，訂定出一最理想規劃？ 

 

二、研究目的 

 

   希望能夠參考都市結構模式的形成過程以及定義，訂定出一個針對百貨公司

異國美食街的最佳分布模式以吸引人潮並獲得最大消費量。 

 

三、研究方法 

 

   藉由整理文獻資料、實地探訪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整合歸納出針對百貨公司

異國美食街的最佳空間分佈位置。 

 

貳●正文 

 

一、模式分析 

 

   首先在將都市結構模式圖的概念應用於百貨公司異國美食街的位置分析

前，筆者先思考了都市結構的模式圖是如何被定義出來的。1939 年學者霍伊德

將基礎建立在伯吉斯的同心圓理論上， 認為「都市是沿市中心向四周放射的運

輸路線而呈現扇形的分區發展。」（賴進貴，2010），因此本文將把百貨公司異

國美食街位置分析套用於扇形模式理論並發展成百貨美食位置扇形模式理論。 

  

   霍伊德扇形模式主要分為四項「1)住宅地沿交通網絡延伸 2) 高級住宅區會  

向城市外側擴展 3) 工業、商業以扇形向外伸展 4) 高收入住宅遠離低收入住宅

區」（詹銘業 ，2002）。而理論形成的過程中，本文主要歸納出了幾點： 

（一）假設條件 

（二）分析實例 

（三）求得模式圖 

 

  本文決定根據上述三個步驟完成研究百貨公司異國美食街最佳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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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條件 

 

為了分析出一個最佳異國美食街位置分佈圖，首先列出下列幾點假設： 

 

（一）此異國美食街共容納二十家店，其中包括：中華料理、日式料理、泰式料

理、義式料理、韓式料理、鐵板料理、火鍋料理、速食飲料、甜點、其他

(包括墨西哥、印度料理、冰品等) 

 

（二）消費者的年齡針對十三至十九歲的青少年顧客 

     

百貨公司有許多樓層，不同樓層的不同商品各滿足了不同年齡層的個別需

求。其中就異國美食街方面，針對 13 到 19 歲的青少年以及青少女消費群。「在

食品及飲料領域中，青少年逐漸遠離兒童定位，進入青少年或成人定位的市場

中，也逐漸產生自己的喜好。」 (Dans S.Acuff ＆ Robert H.Reither，1999)，青

少年在購物決策時受到父母的影響比兒童少，也較老年人勇於嘗試各種事物且不

受固定習慣影響。 

 

（三）假設消費者由設於中央的手扶梯進入，以順時鐘方向為動線，再經由電梯

離開。 

  

    「商場的一切經營活動要圍繞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展開，而這其中一個很重要

的環節就是商場的動線設計。」(朔月，2008)。為了設計出一個百貨公司異國美

食街最佳分佈圖，本文規範了一個特定的消費動線圖。參考台中廣三 SOGO 百

貨以及新光三越的樓層分佈，假設圖一中央紅色區塊為電扶梯，是消費者的來

源；以電扶梯為起點，採順時針水帄動線。藍色區塊為半開放式店面，共二十家，

面積均相同。動線的最後導引至作為終點的黃色區塊電梯。 

 

 

 

 

 

 

 

 

 

 

 

圖一：百貨公司異國美食街假設分佈圖(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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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例分析 

 

   透過實地探訪廣三 SOGO 百貨以及新光三越的異國美食街，並以台中新光

三越１１樓美食街的分布圖作為參考。 

   

    新光三越共有日式料理 3 家（藍底）、中華料理 2 家（白底）、泰式料理 1

家（橘底）、鐵板料理 3 家（紫底）、韓式料理 2 家（紅底）、義式料理１家（綠

底）、飲料店 1 家（黃底）、甜點、冰品店 1 家（粉底）。 

 

 

圖二：台中新光三越１１樓美食街位置圖 

（實地參訪手繪） 

 

四、統合比較 

 

  以表格分析的方式來比較有關台中新光三越與台中 SOGO 百貨的各類型店

家數量、消費者來源數量以及消費者對其滿意度。   

 

表格一：台中新光百貨與台中ＳＯＧＯ百貨之比較 

 台中新光三越 台中 SOGO 百貨 

日式料理店 3 家 4 家 

中華料理店 2 家 2 家 

泰式料理店 1 家 1 家 

義式料理店 0 家 2 家 

韓式料理店 2 家 2 家 

火鍋料理店 0 家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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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料理店 3 家 1 家 

速食料理店 0 家 1 家 

甜點店 1 家 3 家 

飲料店 1 家 1 家 

電梯 1 處 1 處 

手扶梯 2 處 1 處 

消費者對店家分佈的滿

意度 

非常擠，店家空間規劃有

待加強：9.5％ 

 

還好，不過每次要吃什麼

都要跑來跑去：67.7％ 

 

還不錯，我想吃的大部份

都在附近：22.7％ 

非常擠，店家空間規劃有

待加強：13.1％ 

 

還好，不過每次要吃什麼

都要跑來跑去：64.3％ 

 

還不錯，我想吃的大部份

都在附近：22.6％ 

 

   問卷結果顯示，消費者普遍對台中新光三越和台中廣三 SOGO 的異國美食

街店家分佈不甚滿意，但相對而言台中新光三越百貨的美食店家分佈方式較符合

消費者的需求。 

                   

五、問卷分析 

 

    「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動線就是以『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為基礎來組織各

個服務空間。」 (鍾延吉，2003)。為了要找出百貨公司異國美食街分佈圖各店

家的最佳分佈位置，我們針對13至19歲年齡層的青少年發放了275張問卷，其中

有效問卷為220張。問卷共13題，我們將這份問卷分為以下四個結論： 

 

（一）消費者喜愛的美食類別排序 

     

   韓式料理居消費者喜好之冠，日式料理為第二名，義式料理為第三名，依序

排名又為鐵板、中華、速食、泰式、火鍋。因為「在垂直動線與水帄動線的交會

處為創造最大消費量的店家。」(鍾延吉，2003)，又消費者的喜好將帶來消費利

益，故將消費者最喜愛的店家安排在動線的最末端，也就是接近出口處。 

 

（二）消費者在食用完各式料理後接著會想再買什麼類別的食品 

   

  有高達４６.７百分比的消費者在食用完義式料理後會想接著買甜點，而食

用完其他食物類別的校費者則都有２０至４０百分比會想買飲品來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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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希望在百貨美食街的起點與中點看到何種型態的美食 

  

  百分之４４的民眾希望一進入美食街就能看到「餐廳」，而有５成１的民眾

希望在終點能看到「冰品及飲料」。 

  

（四）比較台中新光三越和台中廣三ＳＯＧＯ美食街規劃的滿意度 

 

  大部分消費者認為兩者規劃差不多都沒有非常好，且有少數認為ＳＯＧＯ相

對新光而言較擁擠。 

 

五、美食街理想模式圖 

 

  綜合問卷內容並參考霍伊德商業扇形理論，我們經由假設條件擬訂出一套可

以獲取消費最大量的異國美食街位置分配圖（圖三）並發展成百貨異國美食街扇

形理論（圖四）。 

 

圖三：能獲取消費最大量的異國美食街位置分配圖 

 

圖四；百貨異國美食街扇形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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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低至高的喜愛類別分為低至高級美食區，且分別以手扶梯和低級美

食區的交界為起點與電梯為終點） 

 

參●結論 

 

   「SWOT 分析屬於企業管理理論中的策略性規劃。」（林豫均，2007）。SWOT

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不同意義，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和

Threats，意即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應用於產業分析主要在考量企業內部

條件的優勢和劣勢，是否有立於在產業內競爭。」（林豫均，2007）  

 

 

 

 

 

 

 

 

 

 

 

 

 

 

 

 

 

 

   

縱使模式圖有些不完美，但某些調查結果是有價值的，例如消費者希望一進

到或離開百貨公司分別希望看到何種類型的店家。對於想鎖定青少年年齡層的百

貨公司，此模式圖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都市結構模式圖也是建立在許多假設條

件上所形成，隨著時代變遷理論的應用性難免會下降，但對於有興趣研究的人，

那未嘗不是一番有趣的推理。所以，真正可貴的並不是出來的結果，而是能應用

於各領域的分析推理過程。 

 

 

 

 

１.店家經調查，符合時代潮流，掌

握最新趨勢。 

２.空間安排經有效規畫，留給顧客

適當的路線。 

３.掌控顧客來源位置，獲取最高的

經濟效應。          

             Ｓ                  
                                                                 

１.顧客的出入口可能不只假設的數

目。 

２.顧客的動線不一。 

３.店家的個別吸引力破壞了最佳動

線的設計。 

 

Ｗ 

 
             Ｏ 
１.多元的店家，以調查的店家類型

喜好，配合各國的美食文化季做促銷

活動。 

２.目前文化趨向國際化，擁有良好

的動線規劃必定能吸引更多的消費

群眾。 

Ｔ 
１.大眾的飲食習慣可能會不斷演

變。 

２.異國美食的價格容易受國內外經

濟波動影響，青少年是否負擔的起將

會影響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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