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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其對國民旅遊卡的了解與使用行為及滿意度的情形，以及對國民旅

遊卡了解、使用行為及滿意度之間的相互關係。

本研究針對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進行普查之問卷調查，問卷的發放共發放360份，回收325份，回收率約為90.28%。資

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法、卡方檢定、Pearson相關分析等，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

一、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較常於旅宿業消費的是年齡31�40歲、已婚，但沒有小孩者居多。

二、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從事旅遊活動時最喜歡與家人或親屬一同出遊，進行消費的項目以加油站與

商圈的次數較多。

三、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對於政府推動國民旅遊卡的政策「非假日」、「隔夜」與「異地」使用方式傾向於不認同的

看法。

四、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使用國旅卡感覺越受限制時，則於休閒滿意度各構面呈負相關。

根據研究結果，希望能表達彰化縣國小行政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情況，提供政府推行國旅卡相關的資訊與建議。

關鍵詞 : 國民旅遊卡、滿意度、休閒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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