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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農業推動之關鍵成功因素，研究者期望能透過關鍵因素的獲得，讓休閒農業經營者在營運管理上能享

有獨特的經營策略與競爭優勢。在此前題下，本研究進行專家問卷調查，探討休閒農業推動之關鍵成功因素，藉由休閒農

業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作為休閒農業經營者之參考與建議。 本研究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確認問卷初步架構，再以

層級分析法(AHP)計算出權重，採郵寄問卷方式，針對專家學者及業者進行調查。在兩次德爾菲問卷階段和層級分析問卷

階段選定37位專家，回收37份，回收率亦達到100%。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休閒農業推動之關鍵成功因素可歸納為1.動

植物生態資源、2.地形景觀、3.行銷組合規劃、4.政府輔導政策、5.農牧景觀、6.農、牧體驗活動、7.政府施政方向、8.基礎

環境規劃、9.農畜牧產品、10.環境維護等。最後，本研究將前述分析結果進行系統性彙整，並提出對休閒農業未來推動之

具體建議，以作為休閒農業經營業者與相關單位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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