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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政府為提振觀光旅遊產業、帶動就業風潮，並落實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之宗旨，因而推動國民旅遊卡的政策，本研

究則以台中市中等學校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其生活型態對國民旅遊卡的認知與使用行為的情形，以及國民旅遊卡

認知與使用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本研究針對台中市中等學校行政人員進行接近普查之問卷調查，問卷的發放共發放900

份，回收615份，回收率約為68％；有效問卷為578份。資料分析方法包含信度檢定、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LSD事後多重比較、卡方檢定、Pearson相關分析等，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中等學校行政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

從事旅遊活動時最想與家人或親屬一同出遊，進行消費的項目以加油站的次數最多，其次為商圈，對於政府推動國民旅遊

卡的政策傾向於不同意的看法。 二、中等學校行政人員對於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用改以國民旅遊卡的方式請領且限制以「

非假日」、「隔夜」與「異地」的使用方式是持有點不同意的看法。 三、中等學校行政人員的生活型態愈趨向家庭活動，

對於國民旅遊卡的使用限制愈不支持。 根據研究結果，期望能提供國民旅遊卡推行單位相關的建議，並對國民旅遊整體發

展能有所助益。 關鍵字： 中等學校行政人員、國民旅遊卡、消費者行為、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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