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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外世代差異的議題日益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在台灣尚無以世代角度探討不同休閒態度與偏好的深究。本文以

較具消費能力的X世代與Y世代進行相關研究，採便利抽樣法進行問卷調查，實得有效問卷332份，有效回收率為83%，研

究結果發現： 一、X與Ｙ世代休閒偏好： (一)X世代：較喜歡郊遊野餐、觀光旅遊、聽音樂、參觀名勝古蹟、羽球、騎腳

踏車、閱 讀書報及看電影等8項休閒活動。而偏好程度高於Y世代的為參觀名勝古蹟和閱讀書報。 (二)Y世代：較喜歡聽音

樂、上網、看電影、觀光旅遊、郊遊野餐、露營、羽球、看漫畫、打電玩、逛街購物、戲水等11項休閒活動。而偏好程度

高於X世代的為聽音樂、上網、看電影、露營、看漫畫和打電玩等6項。 二、X與Ｙ世代休閒態度：不論X世代、Y世代或

是整體受試者，其休閒態度越正向積極則休閒偏好程度亦較高。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相關休閒產業可依不同世

代的休閒偏好，做進一步的休閒活動設計，如此，將會吸引更多潛在消費族群從事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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