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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onducting this research is to ac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isur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while using the citizen travel card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part-time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Ping-tung

County. It also probes the correlations and variation within population statistic variables (i.e.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condition, years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rative work), cognition towards citizen travel cards, and leisur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i.e. leisure constrains and leisure motivation). This research pick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dure, and totally 210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e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applied. Five major points are revealed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citizen

travel cards, the first five are traveling, shopping, going to bookstores, parent-child activities, gathering with friends. Most of the

surveyed teachers participate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relatives and family mem-bers, take two to three days off, and mainly among

summer or winter vacation. 2. In terms of consumer behavior with citizen travel cards, the surveyed teachers tend to use the cards

during their leave period or holidays equally, and within the quota of subsidy, NT. 16000. For the consumption items, they expend

more on the gas sta-tion and mainly at contractual stores.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relied on their friends, colleagues or relatives.

Afte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ards were loosened, most of them will use the cards in Ping-tung County. 3. The factor of age generates

noticeable difference in leisure constrains. 4. Different years responsible for part-time administrative work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leisure constrains. 5. An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observed between cognition towards citizen travel cards and leisur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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