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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休閒農園顧客的遊憩需求與遊憩體驗，分析背景特性與遊憩經驗在遊憩需求及遊憩體驗上之差異性。並

透過研究結果，提供休閒農園業者與相關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之參考。 本研究以休閒農園實際遊園體驗的遊客做為抽樣對象

，以量化問卷調查法，採便利抽樣，共發放500份問卷，回收467份，有效問卷有400份，問卷回收有效率達85.7％，資料分

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主要研究結果摘述如次： 1. 休閒農

園的顧客以女性居多，年齡集中在20歲(含)以下，職業別以學生為最多，學歷大部份為高中、職教育程度，在園區內平均

休閒消費以500元以下為最多，大多數居住在台中縣地區。 2. 在遊憩需求中，休閒農園的顧客對於「環境清新讓我身心健

康」需要程度最高。 3. 在遊憩體驗中，休閒農園的顧客對於「可與別人在這裏見面」感受程度最高。 4. 不同背景變項與

遊憩經驗在遊憩需求上有顯著差異。 5. 不同背景變項與遊憩經驗在遊憩體驗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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