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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渡假生活型態與遊客背景做為投入變數，對遊客滿意度進行分析，以有機稻場遊客為研究對象，透過現地問卷進

行資料收集，總共得到246份有效問卷，所得資料經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檢定各項研

究假設。發現結果如下：

1. 前往有機稻場之遊客，以生活型態屬於遠離現實的群組居多。

2. 不同渡假生活型態的遊客在休閒滿意度總體層面、教育層面、社交層面、放鬆層面、生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且以社交

聯誼者最為滿意。

3. 人口統計變項方面，女性多於男性，主要年齡層在30~39歲，職業以軍公教居多，且學歷多在大學，家庭狀況以已婚，

有小孩同住居多，每月收入集中在30,001~40,000元。

4. 遊客之休閒滿意度，因遊客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及每月收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渡假生活型態、滿意度、人口統計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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