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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探討休閒農場資源、體驗活動及遊客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並以劍門生態花果園為研究場域，問卷包含農場資源體

驗活動、遊客滿意度、重遊意願量表為測量工具。以便利抽樣問卷調查方式，得到有效樣本數398份，並以敘述性統計、

信度與效度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1)休閒農場

資源對體驗活動感受有正向影響；(2)休閒農場資源對遊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3)休閒農場資源對遊客推薦親友及其重遊意

願沒有正向影響；(4)遊客體驗活動感受正向影響其滿意度；(5)遊客體驗活動正向影響其推薦親友及重遊意願；(6)遊客滿意

度正向影響其推薦親友及重遊意願。根據研究結果，對劍門生態花果園提出經營上之建議，亦對有興趣研究者提出後續研

究建議。

關鍵詞 : 農場資源、體驗活動、滿意度、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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