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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部地區休閒產業業者體驗活動特質、吸引力及消費者體驗活動吸引力因素。業者部分採取訪談法，以訪

談方式對休閒產業業者進行調查，共調查9處休閒產業業者，採取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消費者部分採取立意抽樣，

以問卷調查法對體驗活動參與者進行調查，共發出54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88份，回收率71.9%，並以SPSS 12.0進行資

料分析；獲得以下分析結果： 一、填答者以女性為主，年齡以26-35歲最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以上最多，婚姻狀況以

已婚最多，居住地以中部地區最多，而人口背景變項均無存在差異。 二、不同體驗活動特質對吸引力之創作性、成果取得

、活動時間、教學度及工作流程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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