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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主題樂園企業社會責任和國小高年級學童消費意願之間的關聯。其次，以體驗行銷為干擾變項，

進一步檢測其在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意願之交互作用中的效果。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探究，以配額抽樣及便利抽樣

為抽樣原則，依台中市各行政區域學生比率抽取樣本數。總計發出問卷700份，實際回收676份，有效問卷664份，問卷回

收率為96.57％，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4.86％。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差異性檢定分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相關

分析與迴歸分析等分析方式進行資料處理。 研究結論為： 1.主題樂園企業社會責任顯著正向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童消費意願

。 2.體驗行銷對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意願間之關係不具干擾效果。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育實務界、

主題樂園業者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 : 主題樂園、企業社會責任、體驗行銷、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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