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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內容主要是研究名間鄉松柏嶺傳統茶園傳型觀光茶園 經營現況，以松柏嶺地區結合觀光休閒活動之業者為研究對象

。 本研究以質化方法為主，透過文獻探討、田野調查了解當地 周邊觀光遊憩資源及交通位置；以訪談法及觀察法了解如

何運用 核心資源改善經營績效，比較轉型前後的茶葉銷售數量、收入及 客群差異，並探討產業內部結構及個案所面臨的

機會、威脅、優 勢及劣勢。以量化方法為輔，針對遊客對松柏嶺觀光茶園的消費 意願、滿意度及評價進行調查，共發

放3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 卷184 份。另外針對松柏嶺業者進行轉型工作人員人格特質進行 調查，共發放22 份問卷，回收

有效問卷20 份。 本研究發現經營民宿業者因資金成本大，僅二家傳統茶園轉 型從事民宿經營。在體驗活動多以製茶為主

，差異性低，轉型前 後對茶葉的銷售及收入並不理想，因此茶葉生產仍是松柏嶺地區 茶農主要商業活動。本研究針對產

業環境及業者經營概況，以 SWOT 矩陣分析發展策略，提出低成本、差異化及專精策略，供 相關單位參考。希望有助於

松柏嶺地區傳統茶園順利轉型觀光茶 園，並為本地區帶來更多的商機。

關鍵詞 : 松柏嶺地區、轉型、觀光茶園、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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