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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分析潛在顧客選擇養生村的考量因素，採取問卷調查法，以511位任職於臺中市與彰化地區醫院醫療照護

人員為研究對象。利用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主要發現

如下：一、醫療照護人員對於養生村考量因素的重視程度為中高程度，主要因素為休閒設施、交通便利、戶內環境、安全

措施、戶外環境及合理收費；而在養生村入住傾向的程度為中高程度。二、選擇養生村考量因素會受到特定背景變項的影

響。三、推薦意願及居住意願亦受到特定背景變項的影響。四、選擇養生村考量因素與入住意願有正向關聯。業者必須重

視顧客所考量的因素，以增進顧客入住的意願。

關鍵詞 : 養生村、考量因素、個人特質、推薦意願、居住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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