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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泡湯養生的健康概念及旅遊賞景的舒壓功能，長久以來受到人們的青睞與肯定。此一趨勢帶動的泡湯風潮，誓必

對溫泉區之旅遊及溫泉相關產業影響鉅大，若業者能體認趨勢及早做好因應策略，必能助長業績。反之，若對遊客之生活

型態、旅遊動機及最關鍵的消費行為，不夠瞭解，未能訂出符合遊客需求的服務方案，將會逐漸喪失商機降低競爭力，最

後被同業所取代。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溫泉區遊客之生活型態、旅遊動機及消費行為各變項間之差異。整理國內外有關

文獻，參考相關理論與研究，建立「生活型態量表問卷」、「旅遊動機量表問卷」及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行為等資料。以

週末假日實際在廬山溫泉區泡湯、賞景、消費的遊客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立意抽樣方式，對580份有效問卷，採描述性統

計、交叉編表、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信度分析、卡方檢定、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探討內容包括，

消費行為在不同溫泉區遊客其生活型態、旅遊動機之差異。根據研究分析結果，探究其意涵，對後續研究者提供建議與方

向，對業界與政府而言，則能因應不同遊客，設計出具體可行的行銷策略與服務方案，以提昇本身的核心競爭力，確保競

爭優勢，促成整體溫泉區相關產業之蓬勃發展。

關鍵詞 : 生活型態、旅遊動機、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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