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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觀光為一個地區或國家向遊客所呈現的一切文化活動風貌，而集集鎮具有相當豐富的文化資產，展現出集集鎮在地文

化之文化價值，因此本研究選擇集集鎮進行遊客之背景屬性分析、文化觀光認知以及體驗效益間之研究。 本研究透過問卷

調查方式進行便利抽樣，共取得有效問卷388份。研究結果顯示，應答者男女生比例約為4:6，平均年齡為27歲，未婚者居

多，並以學生為主，教育程度以大專學歷者最多，家庭平均每月收入約32,800元，以中部前往遊客為主。三次以上蒞臨

佔41%居多，資訊管道主要以親朋好友介紹為主，停留時數以4小時以上佔37%居多，大部份遊客皆表示願意再重遊集集鎮

。 假設驗證結果：(1)文化觀光認知相關程度以「人文歷史認知」因素的相關係數最高。(2)體驗效益相關程度以「精神感官

效益」因素的相關係數最高。(3)不同遊客背景屬性與文化觀光之認知具有顯著差異。(4)不同遊客背景屬性與體驗效益具有

顯著差異。(5)文化觀光認知與體驗效益皆有顯著正相關。 最後就分析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供具體建議作為相關單位及

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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