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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分析高爾夫球消費者對出國運動觀光參與動機、體驗與休閒效益之研究，本研究之變項包括參與動機、

體驗感受與休閒效益。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曾前往桂林地區參與高爾夫運動觀光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並以便利抽樣

方式進行調查，共獲有效問卷248份。經本研究分析後得以下結論： 一、高爾夫出國運動觀光消費者參與洞機會正向影響

體驗感受。 二、高爾夫出國運動觀光消費者體驗感受會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不僅對高爾夫球業者

及運動觀光相關推廣單位提出建議，亦對未來研究者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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