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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消費價值理論做為研究的基楚理論架構，旨在瞭解國人對於休閒農場之消費價值，並進一步探討消費價值對於休

閒農場消費選擇行為之影響。本研究以人員進行問卷的實地發放調查，針對中部地區的休閒農場：台中、彰化、南投等地

區，以年滿十八歲以上的遊客為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對象。調查期間為九十六年三月底至五月底，共發出問卷400份，有效

問卷371份，問卷資料經由因素分析共萃取出自我肯定、追求流行刺激、維持體態健康、放鬆緊張與壓力、親近大自然、

體驗農村文化、增進親朋好友情誼、配合季節情境、拓展社交等九個消費價值因素，迴歸分析結果指出消費價值對於遊客

前往休閒農場的意願達到顯著性標準，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指出在選擇休閒農場型式方面僅在市民農園及教育農場

達到顯著性標準。 國人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愈來愈高，未來相關單位在推展休閒農場時，可藉由提倡健康、養生的概念

，結合豐富的自然生態觀光資源、特有的民俗技藝文化，搭配解說服務、季節性的花果採摘等相關團體的遊憩體驗活動，

以供國人尋求自然減壓的鄉村生活知性之旅，藉以促進農村文化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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