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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到東螺溪生態休閒農場觀光消費之遊客為對象，透過其在生態休閒農場的消費意見，探討影響其滿意度的項目，

以供業者在擬定與改進行銷策略上做參考。採問卷調查法蒐集遊客之人口特性，包括性別、年齡、教育、職業、婚姻、月

收入、旅遊型式、是否預約、旅遊類型、再次光臨等資料，了解其休閒需求與參與生態休閒農場的情形。所得結論包括：

一、遊客之休閒需求：遠離塵囂、享受大自然、體驗農村文化生活及清靜的休閒體驗，以達到解除緊張情緒、紓解壓力、

沉澱思緒的目的。二、遊客參與生態休閒農場體驗的心理動機為：身體健康的需要、避開都市吵雜環境、和家人朋友相聚

。三、遊客最滿意的生態休閒農場體驗活動為放鬆心情，紓解壓力；增進家人與朋友的關係；服務人員的態度。依研究結

論，對生態休閒農場提出建議包括： 一、推廣上，加強生態休閒農業在產業資源與遊憩活動之結合。 二、規劃上，首重

安全設施，並營造具特色的餐、宿環境。 三、管理上，配合環境與產業特色設計「甜蜜地帶」，供遊客體驗。 四、居民

可尋求自己需求的生態農場體驗活動，以強化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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