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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農場經營策略之分析與研究，透過質性 研究的方式，針對台中市各具特色的農場經營者，以訪談的方

式取得農場經營最直接的資料，並依據訪談內容與資料分析，針對個案農場進行研究結果，做出以下結論： 一、農業資源

特性運用會影響休閒農場經營之成效 二、經營策略規劃發展與農場經營關係 三、政府資源運用影響休閒農場經營之成效 

四、休閒農場經營之發展困境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政府、農場經營者、及後續研究者 提出具體建議： 一、對於政府

機關建議：協助農場通過合法休閒農場登記許可； 依據農場經營種類與資源修改輔導規章；整合區域休閒產業資 源創造

產業群聚效應。 二、對農場經營者建議：善用核心資源，結合農業三生性，打造農場特色；訂定目標市場，鎖定固定消費

族群，改善農村環境；活化鄉村資產，打造新興農業旅遊市場；整合不同資源網絡，加入多樣化行銷概念 三、後續研究者

建議：針對不同個案類型研究；以不同生命週期農 場做研究個案；訪談對象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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