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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閒產業是世界各國普遍重視的無煙囪工業，它與科技產業 共同被視為是21 世紀的明星產業。隨著人們非工作時間與所

得 收入的增加，旅遊成為人類生活中普遍的現象；但政府與業者為 了要滿足日益增加的觀光旅遊需求，無不大肆開發環

境與擷取資 源，使得環境與資源正因旅遊發展而蒙受莫大的衝擊與危機。 本研究以休閒旅遊地區之消費者為調查對象，

探討消費者綠色 認知，包含：綠色知識、綠色體認、綠色評估、綠色參與等四個構 面是否對休閒產業業者的營運績效（

消費者滿意度、消費者行為意 向）產生影響。 研究結果如下所示： 一、消費者的年齡與教育程度較高者，在綠色消費認

知上均有較高 的表現。 二、休閒業者推動綠色政策或措施，有助於提升營運績效（消費者 滿意度、消費者行為意向）。 

三、綠色消費者認知程度越高，對綠色休閒之旅遊地區的消費者滿 意度及消費者行為意向就越高，有助於提升營運績效（

消費者 滿意度、消費者行為意向）。

關鍵詞 : 綠色認知，休閒產業，消費者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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