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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眾前來台北縣文化園區餐與藝文活動之 動機與休閒體驗，以及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為何。 前來台北縣客

家文化園區參觀的民眾為主要抽樣對象，以 量化問卷採取立意抽樣，共發318份問卷，回收301份。資料分 析方法包括描

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成對 樣本ｔ檢定與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分析的結果摘述如下： ㄧ、前來參

觀的民眾以女性居多，年齡集中在31－40歲，學歷 　　以大學程度最多，大多是單身未婚及工商服務業者，大部 　　分

住在北部且與客家人為朋友關係。 二、在參觀動機中，民眾最為同意的是「園區環境乾淨舒適」 　　，其次為「可以增

廣見聞」。 三、在休閒體驗中，民眾最為滿意的是「園區環境乾淨舒適」 　　，其次為「元區的建築物外觀很有特色」

。 四、不同個人背景與參觀特性民眾其參觀動機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個人背景與參觀特性民眾其休閒體驗有顯著差異

。 六、前來台北縣文化園區參觀的民眾其參觀動機與休閒體驗無 　　顯著差異。

關鍵詞 : 藝文活動，參觀動機， 休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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