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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彰化縣觀光節慶活動中遊客對流動攤販購買動機與滿意度之影響。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進行及量化問卷調

查之方式，以參與彰化縣觀光節慶活動的遊客為研究之對象，共發出360份問卷，回收351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

達97.5%。以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及質性訪談資料整理，作為資料分析的工具。主要研究結果如

下： 一、遊客年齡層多集中在居住於彰化縣市年輕化且具有高學歷的族群，平均月收入則在3萬元以內。 二、遊客以流動

攤販販售之產品適合親朋好友一起分享、符合地方特色的小吃和名產的品嚐吸引遊客購買的動機。 三、遊客在滿意度方面

，流動攤販能夠使活動更熱鬧，提供更多元的活動，遊客都給予流動攤販正向的滿意回應。 四、研究結果顯示遊客參與彰

化縣觀光節慶活動時對流動攤販購買動機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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