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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遊客對休閒農場的功能認知與體驗效益之關係，進而了解認知態度與體驗效益間的關聯性，並透過研究結

果，提出對業者的建議與參考。 本研究問卷內容與構面設計是參考國內外學者在衝量認知與體驗效益的相關文獻，並配合

現地情況加以修改，在功能認知構面分為「農業新知獲取認知」、「生理保健需求認知」和「農產品賞鮮認知」；而體驗

效益分為「舒解生活壓力效益」、「促進人際社交效益」和「獲取農業新知效益」。本研究飛牛牧場的遊客為研究對象，

問卷共發放350份問卷，有效問卷300份。主要研究結果發現為： 1. 在休閒農場功能認知中，遊客對「農業新知獲取認知」

最為同意。 2. 在體驗效益中，遊客對「舒解生活壓力效益」最為同意。 3.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遊客特性之遊客，在休閒

農場功能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4.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遊客特性之遊客，在體驗效益上有顯著差異。 5. 遊客的休閒農場認

知態度與體驗效益上有顯著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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