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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田尾公路花園自行車遊客休閒滿意度(bikers' leisure saisfaction)對再遊意願(revisiting willingness)之影響，研究

中以田尾公路花園自行車遊客為研究對象，計回收有效樣本392份。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遊客特性、休閒滿意度及再

遊意願問卷」為工具進行資料蒐集，以spss進行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遊客特性方面，公路花園自行車遊客以已婚女性女性較多，年

齡31~40歲遊客佔了多數，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較多，職業上則以工業從事者最多，月所得上以20001~40000元遊客佔最多

數，婚姻上以已婚遊客較多，七成以上遊客皆來自於鄰近的中部地區。 二、休閒滿意度方面，自行車遊客在職業、教育程

度、月所得、婚姻狀態等背景變項上對休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再遊意願方面，自行車遊客在年齡、職業、教育程度

、月所得、婚姻狀態等五背景變項上對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 四、田尾公路花園自行車遊客休閒滿意度對再遊意願間有正

向相關，滿意度越高，再遊意願也愈高。

關鍵詞 : 自行車遊客、休閒滿意度、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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