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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藉由EBM 消費者決策模式來探討休閒農場遊客的 消費行為特性及利用旅行生活型態為區隔變項，藉以瞭解不同 

集群遊客在人口統計、生活型態及消費者行為上是否有差異， 最後提出相關建議，供業者及相關單位參考。 本研究選定

銀行山禾家牧場為研究場域，利用便利抽樣問 卷調查方式，得到有效樣本數388 份，並以因素分析、集群分 析、變異數分

析及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探討，結果如 下： 1.男女樣本差異不大，但以女性偏多；年紀則以31-40 歲為最 多；職

業則以學生為最多；教育程度則以大學大專為主；已婚 多於未婚；居住於彰化縣者最多。 2.旅遊動機主要是放鬆心情，資

訊管道以親友介紹為主，遊客 重複旅遊的比率相當高，且多與家人親戚一同前來，主要活動 是觀看農場動物，交通工具

為自行開車，消費項目以冰淇淋最 多。 3.以遊客的旅行生活型態因素為依據，將遊客分為週末享受生 活型、多面向旅遊

型、家庭同樂型及親子教育學習型四種集群 。 4.不同集群在旅遊動機、資訊搜尋程度、休閒農場評估準則、 主要活動、

每人花費、個人收入等人口統計變數上有顯著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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