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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s and leisure benefits for grand tour , with grand

tourists as examples. A total of 154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achieved in the way of online survey.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drew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are as follows:1. The female grand tourist is more than the male grand tourist slightly, most of then aged 21

to 40, the unmarried grand tourist participants outnumber the married participants, the professional aspect are many by the military,

public and teaching personnel, average one month may the disposable income occupy below NT30,000 most, there are more grand

toursists with 4 times of grand tour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the country of grand tour are most in Asia.2. The research finds among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s, intellectual ranked perspective first, physical and mental relaxation perspective ranked second and

self-achievement perspective ranked third, sociability needs perspective, next to them. There was a significance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the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s on grand tour in terms of marrital status, age, profession status, the frequency of grand tour.3. The

research finds among perceived benefits, psychological benefits perspective first, education perspective ranked second and social

effect perspective ranked third, physiological effect perspective, next to them. There was a significance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n grand tour in terms of marrital status, profession status, the frequency of grand tour.4.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s and leisure benefits for grand tour. The study ends with a discussion , and

proposes suggestion to academic offering courses on Grand Tour General, to the government unit offering grand tour resources 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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