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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因經濟發展帶動大眾消費能力的增強，國人對生活品質日益重視，對於旅遊需求亦逐漸增加，尤其是家庭旅遊市場

更具高度發展空間與無限商機。此外，家庭成員之間對於家庭旅遊決策往往看法各異，不同成員在旅遊消費過程中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在購買行為上，亦具備相當之影響力。 本研究係透過不同家庭型態之家庭成員，瞭解其旅遊動機、旅遊類

型選擇之認知，並藉此探討夫妻在旅遊決策方面之差異與相互影響程度，供業者作為吸引家庭成員及改善本身遊憩及環境

設施之參考。以彰化縣員林鎮之家戶為本研究對象，共計發放318 份問卷，全數回收皆為有效問卷，問卷訪談資料經過描

述性統計、變異數、Scheffe事後檢定及Pearson積差相關等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探討，研究結論有下列數點。 一、身心

放鬆、抒解壓力、培養親子感情以及增進與他人互動機會為家庭旅遊之主要動機。 二、家庭旅遊地點之選擇著重場所安全

、適合親子同遊、富教化娛樂功能，以及具備整潔完善之公共設施。 三、夫妻雙方乃一般家庭旅遊之主要決策影響者。 

四、善於規劃家庭旅遊活動有助於增進感情並提升休閒生活品質。 五、夫妻對家庭旅遊決策認同度高，但太太較能考量孩

子之意見。 文末就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數項建議，作為業者與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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