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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香草製品對遊客需求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彰化縣田尾公路花園餐廳業者為個案分析，以田尾鄉農經營者及到農

場消費的遊客為訪談受測對象，經營者採用質化訪談進行資料蒐集，遊客部份進行問卷調查方式，得85份有效問卷。本研

究主要探討分析經營者的經營策略，與遊客休閒參與因素和活動的類型，從遊客人口統計變項中對香草製品的認知程度、

需求程度、滿意程度之相關性作描述性及迴歸統計分析，以提供經營者經營行銷策略上之參考。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

經營者大多為男性，年齡介於35-50歲間，經營屬性為獨資，自有土地，經營方式以複合式結合花卉苗木餐飲經營，有自

行開發香草製品，並以批發販售為輔，少舉辦大型節慶活動。 二、經營業者產品以中價格定位、開發創新產品、塑造自我

經營風格特色，迎合節慶作定期促銷活動的舉辦、朝多元管道行銷，並結合當地資源整合區域網絡之推廣。 三、遊客休閒

活動參與，資訊來源以親友同伴推薦居多，休閒伴侶以同事朋友為主，最常從事休閒活動是看電視，休閒性質以消遣性為

主，大多數遊客都滿意自己的休閒生活。 四、人口統計變項中，女性、大專學歷、居住地以中彰投、未婚族群、學生居多

，收入以25,000元以下。 五、大部份遊客都喜歡及滿意休閒農場所提供的香草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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