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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民眾生活型態對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影響，以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參與休

閒活動之15歲以上識字民眾為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採用問卷調查法，共發放46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89份，回收率

為84.57%，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未婚、女性、學生、年齡40歲以下及收

入20,000元以下民眾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休閒動機較強烈。 二、男性知識效益較女性強烈，未婚、年齡21-30歲民

眾在社交效益較強烈。 三、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民眾之生活型態分為「保守型」、「衝動型」、「穩健型」與「活

躍型」。 四、「活躍型」民眾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較強烈。 五、民眾與工作同事同行產生

社交效益愈強烈，且停留時間愈長產生社交效益與文化效益愈高。 六、前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民眾之休閒動機對其休

閒效益具有預測力。 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就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者、政府與後續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 :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生活型態、休閒動機、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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