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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遊客對美濃地區之目的地意象及休閒效益 知覺，並透過研究結果，提出對於政府機關及業者的建議與參 

考。 本研究問卷內容與構面設計是參考國內外學者在衡量目的 地意象與休閒效益的相關文獻，並配合現地情況建構而成

，在 目的地意象構面構面分為「環境景觀特色」、「活動機會」、 「設施與服務」及「歷史人文」等四項；而在休閒效

益構面則 分為「心理效益」、「社交效益」及「教育效益」等三項。針 對美濃現地遊客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450

份問卷，有效 問卷為402份。主要研究結果發現： 1.在目的地意象中，遊客對於「美濃地區當地可以品嚐客 家美食」最為

同意。 2.在休閒效益中，遊客對於「可以與同伴們連絡感情」最 為同意。 3.美濃地區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遊憩特性之遊客

，在目的地 意象上有顯著差異。 4.美濃地區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遊憩特性之遊客，在休閒效 益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美濃，目的地意象，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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