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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3 

    嘉義蒜頭糖廠為古樸的木造建築，是百年的糖業文化與資產，近年來積極發展14 

觀光成為蔗埕文化園區，以在地特色發展休閒遊憩、懷舊之旅、和享受田園風光。15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蒜頭糖廠遊客在休閒動機、休閒滿意度與消費者行為之間16 

的關係。本研究以 160 位遊客為樣本，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獨立樣本 t 檢定、17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多元迴歸進行統計方法分析。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一、遊客大18 

多來自於南部有地區性限制，多數遊客為第一次到訪，主要消費為五分車和台糖冰19 

品。二、不同人口統計變項與「休閒動機」呈現顯著性差異。三、休閒動機與滿意20 

度對消費行為之預測分析，結果發現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具有正21 

向影響，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具有正向影響，休閒滿意度對來蒜22 

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有正向影響，休閒動機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23 

有正向影響。本研究希冀能提供營運團隊在規劃園區之參考依據，進而提升蒜頭糖24 

廠的觀光效益。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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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Chiayi Suan-Tou Sugar Factory is a quaint wooden building. It is a century-old sugar 2 

industry culture and asse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ctively developed tourism to become a 3 

sugarcane cultural park, developing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ostalgic journeys, and 4 

enjoying rural scener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5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motiva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6 

behavior among visitors to the Suan-Tou Sugar Factory. This study uses 160 tourists as a 7 

sample,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8 

ANOVA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9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Most tourists come from the south and there are 10 

regional restrictions. Most tourists are visi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main 11 

consumption is five-minute car and Taiwan sugar ice. 2.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12 

and "leisure motiv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The predictive analysis of leisure 13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n consumption behaviors shows that leisure satisfaction has 14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visits to the garlic sugar factory, leisure satisfaction has 15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travel consumption in the garlic sugar factory, and 16 

leisure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travel to the garlic sugar factory. 17 

The time of stay in the Suantou Sugar Factory has a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leisure 18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ime of stay in the Suantou Sugar Factory. This 19 

research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operation team in planning the park, 20 

so as to improve the tourism benefits of the Suan-Tou Sugar Factory. 21 

 22 

Keywords: motiva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consumer behavior, sugar factory. 23 

 24 

壹、緒論  25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26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2019 年公佈之「台灣旅遊狀況調查」報告指出，國人國27 

內旅遊總旅次為 169,279,000 次；國人出外旅遊平均每人旅遊天數為1.51天，國28 

人出外旅遊平均支出為2320元，較2018年成長 5.31%；在旅遊過程中整體滿意度29 

高達 98.4%。 30 

    蒜頭糖廠位於嘉義縣六腳鄉，成立於1906年，在日治時代曾是全台第三大廠。31 

自從2002年政府開放進口，製糖產業面臨嚴峻的考驗，砂糖生產難以符合經濟效益，32 

台糖公司面臨極大的經營壓力 (廖哲強、張長義，2006 )。近年來遊憩風氣盛行，33 

國人日漸注重休閒活動，自從1983 年烏樹林糖廠關閉生產線，成為第一家關閉生34 

產線的糖廠，全台的糖廠也陸續關閉，因此全台的糖廠皆面臨轉型的命運。文化創35 

意產業屬於知識經濟附加價值高，可以帶來新的發展潛能與創造經濟成長和工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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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近年來，政府推動糖廠活化，一方面為保留傳統製糖文化，一方面推廣文化1 

再生。 2 

    張國森 (2012) 提到透過觀光可以提升經濟效益，也能塑造良好形象，糖廠擁3 

有廣大的資源，但須要能吸引大量遊客，才能促進觀光產業繁榮，進而提升地區經4 

濟。糖廠的活化不但使在地資源活絡，也使員工建立新的能力，促進糖廠成為多元5 

化、精緻化的觀光休閒景點，吸引親子同遊、年輕族群和團體旅遊。蒜頭糖廠亦於 6 

2002年成立蔗埕文化園區，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先驅，利用其百年的製糖與鐵道文化，7 

加上改善硬體設施與園區景觀，將運輸甘蔗的五分車改裝為承載遊客的遊園車，讓8 

遊客享受田園風光。不同地區的糖廠，園區的規劃和主題推展有很大的差異性，客9 

群也有很大的差異，因此，藉由研究想了解遊客對蒜頭糖廠轉型為蔗埕文化園區後，10 

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之滿意狀況，遊客休閒動機，期望找出蒜頭糖廠蔗埕文化園區11 

行銷發展之具體策略，提供蒜頭糖廠及有關單位參考，希望能提供相關的資料給予，12 

增進糖廠觀光的繁榮進而促進文化保存與經濟開發能雙軌並行，帶動新的休閒旅13 

遊風氣。 14 

 15 

二、研究目的 30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提出之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31 

（一）瞭解遊客人口統計變項。 32 

（二）分析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動機、休閒滿意度、消費者行為之差異。 33 

（三）探討遊客在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對消費者行為之預測。 34 

 35 

貳、文獻探討 36 

一、蒜頭糖廠沿革 37 

    在民國 65 年 (1976) 以前，臺糖公司為國家帶來大量外匯，後來受到大環境38 

的改變，國際糖價重挫，糖鐵也因汽車加入運輸及產量減少而路線萎縮。台糖轉型39 

發展，於 1990 年成立「土地開發處」，重新規劃土地、廠區再利用。2001 年 納莉40 

颱風的損害造成廠區大淹水，重創蒜頭糖廠，致使蒜糖在 2001 年後停止生產，葉41 

開馨 (2012)。配合總公司轉型政策，於 2002 年成立「蒜頭糖廠蔗埕文化園區」轉42 

型文化休閒觀光產業 (謝進源，2006；陳虹廷，2008)，重新整建硬體設施，改建員43 

工辦公室為簡餐餐廳、改建倉庫為鐵道文物館，引進自行車出租並設置「朴子溪自44 

行車車道」，提供旅客騎腳踏車，全長 9 公里。訓練導覽人員及解說人員，配合五45 

分車的觀光營運。 46 

    蒜頭糖廠除了原有運輸原料五分車相關文物觀光資源，在現在休閒風氣高漲47 

的時代，如何規劃套裝行程連結路程約半小時內圓周景點，提升遊客量，讓遊客盡48 

情享受旅遊樂趣。蒜頭蔗埕文化園區以具有，在地文化產業為立基為點，結合社區49 

觀光資源延伸景點的為線，包括：故 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布袋高跟鞋教堂、布袋50 

好美里 3D 彩繪、東石鰲鼓濕地森林園區、東石漁人碼頭、新港奉天宮、北港朝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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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建構出整體社區觀光資源行銷為面 (蘇宗賢，2016)。 1 

 2 

二、休閒動機 3 

    休閒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4 

的內在歷程 (張春興、楊國樞，1993)。動機是一種需求狀態，可驅動個人朝向特定5 

行動而帶來滿足 (Moutinho, 2000)。是推動或維持人們進行某種活動之內在驅力，6 

休閒動機愈強，休閒參與頻率次數愈多。休閒動機是個人在參與休閒行為時的理由，7 

它具有兩項基本特性，分別為追求與逃脫 (Ragheb & Tate, 1993；Iso-Ahola, 1989)。8 

Kelly (1990) 將休閒動機分為休閒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內在動機係指驅使個體行9 

為發生內在心理需求或渴望，為了自己和內心愉悅。外在動機則指外在的情境刺激，10 

受到外在因素或他人而為的屬性。動機是行為的原動力，許多行為的發生都必須先11 

有動機，才會有再進一步的行為(黃鴻斌，2003)。因此陳盈儒 (2013)將旅遊動機定12 

義為涵蓋多種因素的驅動力量，促使遊客因內、外在需求而產生旅遊行為。當遊客13 

形成旅遊動機之後，即實際前往旅遊目的地從事旅遊行為，經由遊憩活動的體驗之14 

後，進一步產生休閒滿意度及消費行為。 15 

    McIntosh and Shashikant (1977) 認為旅遊的是一項複雜的行為模式，並將其區16 

分為四種不同的旅遊動機構面，包括有：生理的休息、參與體育活動、海灘遊憩，17 

以及和個人身體健康等直接相關之「生理動機」、獲得有關音樂、藝術、民俗、繪18 

畫和宗教等活動之「文化動機」、包括結識各種新朋友、走訪親友、舞蹈、避開日19 

常的例行公事或建立新友誼等「人際動機」、被人尊重或與個人未來發展有關的「地20 

位與聲望動機」。Beard and Ragheb (1983) 則根據人們參與休閒行為的心理及社會21 

層面理由，歸納提出休閒動機構面為：智力性、社交性、勝任熟練性、刺激逃避性。。22 

林吉童 (2014) 將旅遊動機分成身心舒發、生活體驗兩個構面。吳嘉浚、張文榮、23 

林美玲、吳福明 (2016) 透過因素分析將旅遊動機分成健康與成就動機、社會動機24 

兩個構面。本研究則歸納國內外學者的文獻，且為符應國人前往旅遊糖廠之推拉動25 

力，將旅遊動機分為與生理心理狀態相關的「身心舒發」，及與知識文化人際等社26 

會層面的「生活體驗」兩個構面，探討遊客至嘉義蒜頭糖廠休閒遊玩之旅遊動機。 27 

 28 

三、休閒滿意度 29 

    滿意度是消費者在消費前預期能得到感受與消費後實際所獲得感受，兩者之30 

間差異的反應結果 (Oliver, 1980)。休閒滿意度即休閒的滿足感，係指個體透過休31 

閒活動的參與，所形成、引發、獲得的正向知覺與感受 (Beard & Ragheb, 1980)。32 

滿意度是遊客在旅遊體驗後之主觀評價，通常與遊憩當下各種體驗、感受服務的品33 

質有正向的關係 (Tribe & Snaith, 1998)。Mannell (1989) 則以個體所擁有與所期望34 

間的差距代表滿意度，此差距愈小，個體感到愈滿足。遊客的休閒遊憩滿意度在觀35 

光行銷規劃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滿意度的高低會影響遊客對觀光目的36 

地的選擇、產品的消費與否及再度重遊的意願 (Kozak & Rimmington, 2000)。因此37 

休閒滿意度是為了要衡量遊客在旅遊過程中的真實感受，業者應該要以縮小這兩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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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差距，作為努力的目標。遊客的滿意度會影響遊客的消費行為，也是旅遊產業1 

是否成功的一項重要因素。休閒滿意度是休閒觀光旅遊產業的管理指標，追求遊客2 

的最佳滿意度是所有經營者一致的目標。亦是決定休閒觀光旅遊產業是否成功的3 

重要因素 (Swan & Combs, 1976; Uysal & Noe, 2003)。 4 

    隨著旅遊產業的多元與蓬勃發展，影響遊客滿意度的因素也日趨複雜，學者為5 

找出影響滿意度或提升滿意度的因子，從各個面向來深入探討。滿意度常作為評估6 

旅遊體驗的衡量指標，一般可以分為整體滿意度和分項滿意度，整體滿意度是用一7 

個題項來測量遊客在旅遊過程中各項體驗或設施的綜合感受；而分項滿意度則是8 

針對不同的面向設計項目量表，以取得遊客在各個面向的滿意度，無論是整體滿意9 

度或是分項滿意度，最終目標都是要衡量遊客在旅遊過程中的真實感受。Beard and 10 

Ragheb (1980) 為測量個人知覺其休閒需求藉由從事休閒活動達到滿足的程度，編11 

製了「休閒滿意度量表」(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LSS)，分為心理、教育、社會、12 

放鬆、生理及美感等六構面所感覺之綜合滿意程度。張國森 (2012) 將休閒滿意度13 

分為遊憩環境、服務設施、活動體驗、及心理感受。林吉童 (2014)採多重性評量，14 

將休閒滿意度分為遊憩環境、服務設施、及心理感受做為衡量滿意度之三個構面。15 

吳嘉浚、張文榮、林美玲、吳福明 (2016) 則以整體參與滿意度之單一構面五個題16 

項來測量使用新北市民使用國民運動中心的滿意程度。本研究則歸納國內外學者17 

的文獻，且為符應糖廠旅遊之休閒環境，將休閒滿意度分為遊憩環境、服務設施、18 

及心理感受之三個構面，探討遊客至嘉義蒜頭糖廠休閒遊玩之休閒滿意度。 19 

 20 

四、消費者行為 21 

    隨著管理行銷觀念的演進，關注消費者行為之研究也益發蓬勃。經營者透過了22 

解消費者喜好及決策的關鍵因素，做為行銷策略或服務的重要依據 (Reynolds & 23 

Wells, 1977)。而與消費者息息相關的需求和生活型態，將決定目標產品或服務被24 

接受與否 (謝文雀，2001)。 25 

    消費者行為是指消費者為了滿足需求所表現出對於產品與服務的需求、購買、26 

使用、評價、和處置等行為 (Schiffman & Kanuk, 2000)。簡明輝 (2010) 認為此決27 

策行為是動態的、互動的，並與交易有關。若要觀察此動態過程，可從 Walters and 28 

Paul (1970) 提出消費者行為的 5W1H 著手，即是否購買 (Weather)、購買原因( Why)、29 

購買地點 (Where)、購買時機 (When)、購買什麼 (What)及如何購買 (How)。學者30 

分析影響消費者行為的複雜因素為，背景因素：如文化、社會、心理等；市場刺激：31 

如行銷刺激因素；購買決策，如動機、態度與行為 (徐茂練，2004)。Kotler (1999) 32 

根據購買決策，進一步提出消費者行為的決策模式，認為消費者受到個體本身文化、33 

社會、個人及心理因素的影響，在接受到外界琳瑯滿目產品訊息之後，經過心理的34 

過程到最後決定購買，在決策的過程中，消費者會扮演一種或多種的角色，包括發35 

起者、影響者、決策者、購買者、使用者。 36 

    在過去旅遊產業的相關研究中，簡宗洋、李俊憲 (2006) 以民宿消費者為對象，37 

探討其消費行為、休閒需求與休閒滿意度的研究，在消費行為及民宿滿意度中，「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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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次數」、「住宿時段」、「前往同伴」及「消費金額」有顯著差異。葉陳錦(2005) 依1 

旅遊動機將旅客進行集群分析，並以花蓮地區為例，探討民宿旅客之消費行為，在2 

消費行為上，大多數最常與「親朋好友」、「家人」一同出遊。在獲得民宿的資訊上，3 

「網路資訊」是普遍被選擇的。張筱君、林崇偉 (2011) 分析新埔鎮金漢柿餅教育4 

園區的遊客特性、滿意度、及體驗遊程後消費行為之各變項關聯性。王秋萍 (2008) 5 

研究探討北投及烏來溫泉區遊客休閒生活型態及消費行為之差異。本研究歸納國6 

內外學者的文獻後也認為，透過旅遊動機的驅力，了解遊客至嘉義蒜頭糖廠休閒遊7 

玩時，面對眾多旅遊產品或服務，影響消費者個人或團體，心中篩選的內在想法及8 

外在需求之消費動機，及實際付諸行動的決策或消費特性，為可積極探討的方向。9 

本研究之消費行為主要是針對旅遊次數、消費金額、前往同伴、停留時間去做預測。 10 

 11 

參、研究方法 12 

一、研究對象  13 

本研究以到訪蒜頭糖廠之遊客為研究對象，在出口處針對參觀完蒜頭糖廠的14 

遊客發放問卷，採便利抽樣選取樣本，探討其休閒動機、消費者行為及休閒滿意度。15 

研究者在 2019 年 12 月 7 日共發出 160 份問卷，回收率為 100%，扣除填答不完整16 

與無效問卷 6 份，得到有效問卷 154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6.2%。 17 

 18 

二、研究工具 19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來蒐集蒜頭糖廠遊客休閒動機、休閒滿意度及消費者行20 
為等資料。本問卷參考國內外文獻，王秋萍 (2008)，張國森 (2012)，林吉童 (2014)21 
自編問卷，依據本研究目的改編為「遊客對蒜頭糖廠的休閒動機、休閒滿意度及消22 
費行為之研究問卷」，問卷主要共分為四部份，第一部分為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23 
別、年齡、教育程度、 個人月收入、婚姻狀況、蒜頭糖廠旅遊相關資訊來源、居24 
住地、消費項目、何時到蒜頭糖廠消費、交通工具、到蒜頭糖廠的原因、得知蒜頭25 
糖廠的資料共計十二題，採用單選題勾選模式；第二部份為休閒動機量表，採用 26 
Likert 式五點量表尺度來設計；第三部份為消費行為量表，採用方式為選擇題勾選27 
模式；第四部分為休閒滿意度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尺度來設計，將每項測28 
量項目給予五個等級，由強至弱給予 5、4、3、2、1 的分數。 29 
 30 
三、資料處理與分析 31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架構設計之問卷施測，將有效問卷加以編碼，編碼完32 

成後將資料逐一輸入電腦建立資料檔，進行資料統計分析，採用分析工具為統計33 

軟體 SPSS20.0 版。 34 

 35 

肆、分析結果與討論 36 

一、遊客人口背景變項統計資料分析 37 

由表4-1可知，遊客中以女性為多 (57.1%)；年齡層以31-44歲為最多 (4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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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中以大學 (專) 最多 (54.5%)，其次為研究所（含）以上 (21.4%)；個人月1 

收入以 50,001 元以上為多 (31.2%)；婚姻狀況是已婚為多 (62.3%)；蒜頭糖廠旅遊2 

相關資訊來源多數為親友介紹 (38.3%)，網路次之 (35.1%)；居住地以南部為最多 3 

(46.8%)；消費項目多為台糖冰品 (31.2%)；到蒜頭糖廠消費的時間以週休假日為多 4 

(84.4%)；使用的交通工具多是汽車 (92.2%)；到蒜頭糖廠的原因中以蒜頭糖廠五分5 

車 (42.2%)的比例較多；得知蒜頭糖廠的資料是以網路(48.1%)為多，口耳相傳 6 

(42.2%)次之，與交通部觀光局國人旅遊狀況調查(108)結果相符，國人旅遊資訊來7 

源以「網際網路與社群媒體」(48.9%)及「親友、同事、同學」(48.1%)的比率最多。 8 

結果顯示蒜頭糖廠吸引的遊客族群為中高收入已婚具有大學學歷的遊客，是9 

親子旅遊喜歡的據點，提供鄉村文化、五分車體驗、自行車騎乘騎及冰品品嘗。蒜10 

頭糖廠轉型規畫成蔗埕文化園區，知名度不高，來訪遊客有地區性限制。 11 

 12 

 13 
表 4-1 遊客基本資料之描述性統計(N=154) 14 

變項 組別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64 41.6 
女 
總和 
遺漏值 

88
152 

2 

57.1 
98.7 
1.3 

年齡 

19歲以下 0 0 
19-30歲 31 20.1 
31-44歲 74 48.1 
45-64歲 38 24.7 
65 歲以上 10 6.5 
總和 153 99.4 
遺漏值 1 0.6 

教育程度 

國小（含）以下 4 2.6 
國中 6 3.9 
高中職 26 16.9 
大學(專) 84 54.5 
研究所（含）以上 33 21.4 
總和 153 99.4 
遺漏值 1 0.6 

個人月收入 

0-23,099 元 23 14.9 
23,100 元-30,000 元 19 12.3 
30,001 元-40,000 元 41 26.6 
40,001 元-50,000 元 20 13.0 
50,001 元以上 48 31.2 
總和 151 98.1 
遺漏值 3 1.9 

婚姻狀況 

單身 55 35.7 
已婚 96 62.3 
總和 151 98.1 
遺漏值 3 1.9 

蒜頭糖廠旅遊相關資訊來
源 

平面媒體 12 7.8 
網路 54 35.1 
電視 6 3.9 
親友介紹 59 38.3 
旅行社 6 3.9 
總和 137 89.0 
遺漏值 17 11.0 

居住地 

北部 35 22.7 
中部 43 27.9 
南部 72 46.8 
東部 2 1.3 
總和 152 98.7 
遺漏值 2 1.3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ISSN 2218-0427) Review of Leisure, Sport and Health (ISSN 2218-0427) 
第十卷第一期 (2021 年 3 月)                                                Vol.10 No.1 
 

65 

續表 4-1 遊客基本資料之描述性統計(N=154) 1 

 2 

二、遊客消費行為之分析 3 

    由表 4-2 可知，遊客的消費行為：以第一次來蒜頭糖廠旅遊為多 (56.5%)；消4 
費金額以 101 元-500 元為多 (54.5%)；遊旅的同伴以家人為多(70.8%)；停留的時5 
間多以 2 小時以下 (60.4%)；由以上資料可以推測，到蒜頭糖廠旅遊的遊客較多為6 
家庭族群出遊，消費和停留的時間都不多，對遊客來說為來逛逛性質，吸引遊客停7 

變項 組別           次數(n) 百分比(%)

消費項目 

台糖的冰品 無 48 31.2 
有 105 68.2 

台糖生產商品 無 123 79.9 
有 30 19.5 

五分車手工蛋捲 無 128 83.1 
有 25 16.2 

鐵道自行車 無 134 87.0 
有 19 12.3 

小板車 無 142 92.2 
有 11 7.1 

五分車 無 87 56.5 
有 66 42.9 

其他 無 148 96.1 
有  5 3.2 

何時到蒜頭糖廠消費 

平日 無 126 81.8 
有 27 17.5 

週休假日 無 23 14.9 
有 130 84.4 

特殊假日 無 142 92.2 

交通工具 

單車 無 150 97.4 
有  3 1.9 

機車 無 139 90.3 
有 14 9.1 

汽車 無 11 7.1 
有 142 92.2 

高鐵 無 152 98.7 
有  1 .6 

客運 無 147 95.5 
有  6 3.9 

公車 無 152 98.7 
 有  1   .6 

到蒜頭糖廠的原因 

歷史的小火車 無 108 70.1 
有 45 29.2 

蒜頭糖廠五分車 無 88 57.1 
有 65 42.2 

文化古蹟 無 121 78.6 
有 32 20.8 

蒜頭糖廠特產 無 109 70.8 
有 44 28.6 

友人或親人推薦 無 107 69.5 
有 46 29.9 

舒適的環境 無 124 80.5 
有 29 18.8 

交通方便 無 126 81.8 
有 27 17.5 

其他 無 152 98.7 
有  1 .6 

得知蒜頭糖廠的資料 

報章雜誌 無 141 91.6 
有 12 7.8 

電視廣播 無 133 86.4 
有 20 13.0 

網路 無 79 51.3 
有 74 48.1 

口耳相傳 無 88 57.1 
有 65 42.2 

旅行社 無 144 93.5 
有  9 5.8 

政府觀光、遊憩單位 無 133 86.4 
有 20 13.0 

戶外活動看板 無 144 93.5 
有  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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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更長的時間誘因仍待加強。56.5%的遊客為第一次到訪，建議糖廠可以透過與政1 
府合辦相關活動，成為校外教學的熱點，增進人潮，讓學生認識製糖與鐵道文化，2 
也與附近景點合作，提供套裝行程，促進文創產業發展。 3 
 4 
表 4-2 遊客消費行為之描述性統計 (N=154) 5 

變項  組別  次數(n)  百分比(%) 
第幾來蒜頭糖廠旅遊  第一次   87  56.5 
  第二次   24  15.6 
  第三次以上   42  27.3 
消費金額  0-100 元   56  36.4 
  101 元-500 元   84  54.5 
  501 元-1000 元    7   4.5 
  1,001 元以上    3   1.9 
同伴  自己一個人    5   3.2 
  家人  109  70.8 
  朋友    28  18.2 
  同事     1   0.6 
  師長     1   0.6 
  旅遊團體     8   5.2 
停留的時間  2 小時以下    93  60.4 
  半天    56  36.4 
  一天     4   2.6 

 6 

三、遊客休閒動機之分析 7 

    本研究設定之遊客休閒動機有 12 項，其結果如表 4-3 所示，其最主要休閒動8 

機為「為了放鬆身心」(M=4.38)，其次為「為了跟家人相處增進感情」(M=4.35)；9 

由以上結果可知，多數遊客到訪蒜頭糖廠都是期待能放鬆身心，增進與家人之間的10 

感情。 11 

 12 
表 4-3 遊客休閒動機之描述性統計 13 

變項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為了和朋友培養感情，增進友誼 150 4.20 .76 
為了跟家人相處增進感情 151 4.35 .68 
為了增加和他人互動的機會 152 4.07 .76 
為了啟發新的點子，尋求靈感 152 3.66 .98 
為了放鬆身心 151 4.38 .68 
避開都市吵雜的生活環境 152 4.22 .83 
欣賞週遭田野之自然風光 152 4.28 .78 
慕名而來，滿足好奇心 152 3.83 .91 
了解台灣糖業發展歷史 152 3.86 .83 
了解蒜頭糖廠小火車的歷史 152 3.96 .83 
體驗懷舊的氣氛與感受 152 4.19 .74 
增添生活樂趣 152 4.30 .6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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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客休閒滿意度之分析 1 
    遊客休閒滿意度有 10 項，結果如表 4-4 所示，最主要休閒滿意度為「蒜頭糖2 
廠五分車的服務」(M=4.09)，次之為「蒜頭糖廠文化古蹟」(M=4.04)；由以上結果3 
可以知道遊客對於蒜頭糖廠的五分車及文化古蹟都有中高程度的滿意感受。 4 

 5 

表 4-4 遊客休閒滿意度之描述性統計 6 
變項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導覽解說設備 152 3.84 .93 
地點指示牌的明確度 152 3.89 .81 
蒜頭糖廠五分車的服務 151 4.09 .79 
餐飲環境 152 3.69 .85 
購物環境 151 3.72 .88 
滿足自我好奇心 151 3.76 .84 
旅遊支出費用與實際感受相符程度 151 3.97 .82 
蒜頭糖廠文化古蹟 151 4.04 .78 
自然生態景觀 152 3.99 .84 
整體環境安全與整潔度 151 3.97 .82 

 7 

五、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動機之分析 8 

    表 4-5 顯示，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動機之分析，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9 

顯示性別(F=0.29)、年齡 (F=0.68)、教育程度（F=2.13）、個人月收入 (F=1.12) 、10 

婚姻狀況(F=1.46)、取得旅遊相關資訊主要來源(F=1.89)及居住地(F=1.30)都未達顯11 

著性差異。 12 

 13 

表 4-5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動機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14 
變項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p

性別 
組間 7.16 30 .24 0.29 .59 
組內 29.56 120 .25   

年齡 
組間 28.81 30 .96 0.68 .57 
組內 74.74 121 .62   

教育程度 
組間 38.58 30 1.29 2.13 .08 
組內 74.95 121 .62   

個人月收入 
組間 86.44 30 2.88 1.20 .31 
組內 219.33 120 1.83   

婚姻狀況 
組間 7.30 30 .24 1.46 .23 
組內 27.67 120 .23   

取得旅遊相關
資訊主要來源  

組間 44.37 30 1.48 1.89 .12 
組內 140.28 106 1.32   

居住地 
組間 19.25 30 .64 1.30 .28 
組內 84.15 120 .70  

 15 

六、分析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滿意度之分析  16 

表 4-6 顯示，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滿意度之分析，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17 

果顯示性別(F=1.21)、年齡 (F=1.97)、教育程度（F=2.11）、個人月收入 (F=1.90) 、18 

婚姻狀況(F=0.02)、取得旅遊相關資訊主要來源(F=0.84)及居住地(F=0.73)都未達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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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異。 1 

 2 

表 4-6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3 

變項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p 
性別 組間 9.86 27 .37 1.21 .59 

組內 27.120 124 .22   
年齡 組間 18.27 27 .68 1.97 .12 

組內 85.96 125 .69   
教育程度 組間 21.76 27 .81 2.11 .08 

組內 95.35 125 .77   
個人月收入 組間 71.21 27 2.64 1.90 .11 

組內 234.56 123 1.91   
婚姻狀況 組間 10.37 27 .38 0.02 .89 

組內 24.60 123 .20   
取得旅遊相關

資訊主要來源  
組間 39.41 26 1.52 0.84 .50 
組內 145.23 110 1.32   

居住地 組間 19.04 27 .71 0.73 .54 
組內 84.91 124 .69   

 4 

七、遊客休閒滿意度、休閒動機對消費行為之預測分析 5 

本研究之消費行為由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消費金額、停留的時間等三項6 

做有效預測。由表 4-7 多元迴歸分析可知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7 

遊的次數之分析結果，其迴歸方程式的斜率檢定（F=11.26，p<.05），表示休閒動8 

機與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具有預測能力，而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9 

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解釋量為 13.1％(R² =.131)，根據標準化係數顯示休閒10 

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的 Beta 值為.24（t=2.43，p<.05）達顯著水準，11 

表示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具有正向影響，而休閒動機對來蒜頭糖12 

廠旅遊的次數的 Beta 值為.15（t=1.51，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休閒動機對13 

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沒有顯著影響。 14 

 15 

表4-7 休閒滿意度、休閒動機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之迴歸分析表 16 

變項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Std. Error Beta 

 

常數 -.66 .61  -1.07 .29 

休閒滿意度 .39 .16 .24 2.43* .02 

休閒動機 .29 .19 .15 1.51 .13 

R² =.131   adjusted R²=.119    F=11.26* 

*p<.05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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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8 多元迴歸分析可知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1 

額之分析結果，其迴歸方程式的斜率檢定（F=16.89，p<.05），表示休閒動機與休2 

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具有預測能力，而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對3 

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解釋量為 18.4％(R² =.184)，根據標準化係數顯示休閒4 

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的 Beta 值為.29（t=2.96，p<.05）達顯著水5 

準，表示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具有正向影響，而休閒動機對來6 

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的 Beta 值為.18（t=1.86，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休7 

閒動機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沒有顯著影響。 8 

 9 

表4-8 休閒滿意度、休閒動機對消費金額之迴歸分析表 10 

變項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Std. Error Beta 

 

常數 -.53 .46  -1.14 .26 

休閒滿意度 .36 .12 .29 2.96* .00 

休閒動機 .27 .14 .18 1.86 .06 

R² =.184  adjusted R²=.173    F=16.89* 

*p<.05   11 
 12 

  由表 4-9 多元迴歸分析可知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13 

時間之分析結果，其迴歸方程式的斜率檢定（F=22.89，p<.05），表示休閒動機與休14 

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有預測能力，而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15 

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解釋量為 23.4％(R² =.234)，根據標準化係數顯示休16 

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的 Beta 值為.30（t=3.20，p<.05）達顯著水17 

準，表示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有正向影響，而休閒動機對來18 

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的 Beta 值為.23（t=2.43，p<.05）達顯著水準，表示休閒19 

動機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有正向影響。 20 

   21 
表4-9 休閒滿意度、休閒動機對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之迴歸分析表 22 

變項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Std. Error Beta 

 

常數 -1.63 .56  -2.92 .00 

休閒滿意度 .47 .15 .30 3.20* .00 

休閒動機 .43 .18 .23 2.43* .02 

R² =.234  adjusted R²=.224    F=22.89* 

*p<.05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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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1 

    茲依序將研究結論與建議論述如下： 2 

一、 結論 3 

  本研究分析蒜頭糖廠吸引的遊客族群為已婚中高收入具有大學學歷的遊客，休4 

閒動機最主要為「為了放鬆身心」與「為了跟家人相處增進感情」。分析遊客背景5 

變項在旅遊動機及休閒滿意度上之差異分析，結果顯示遊客背景六個變項(性別、6 

年齡、教育程度、個人月收入、婚姻狀況、取得旅遊相關資訊主要來源及居住地)7 

皆不會影響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度。最後進行休閒動機與滿意度對消費行為之預8 

測分析，結果發現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的次數具有正向影響，休閒滿意度9 

對來蒜頭糖廠旅遊消費金額具有正向影響，休閒滿意度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10 

時間具有正向影響，休閒動機對來蒜頭糖廠旅遊停留的時間具有正向影響。 11 

 12 

二、建議 13 

(一) 遊客的休閒動機是促成旅遊活動最主要的因素，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年國14 

人旅遊統計的資料發現，國人旅遊的動機，選擇旅遊據點時主要的考慮因素皆15 

以「交通便利或接駁方便」的比率最高。建議結合高鐵與五分車的連結，增加16 

交通工具的便利性，提升旅遊動機。 17 

(二)結合故宮南院及附近景點，發展配套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路線，提供全國校18 

外教學參觀行程，增加來客量及增加知名度。 19 

(三)努力提升及維護餐飲環境的維護及提升，增進遊客滿意度．以謀求更全方位的20 

服務，以促進再次前往旅遊的動機，及消費的意願。 21 

(四) 因來訪遊客大多與家人同行，建議蒜頭糖廠的日式建築，可以再規劃利用，重22 

新呈現糖業歷史，也可增加綠色市集展示當地特色農產品，推動童玩體驗、攀23 

樹體驗、製糖製冰 DIY 活動及增加親子活動，增加糖廠的休閒樂趣與提升消24 

費。 25 

(五) 高鐵距離蒜頭糖廠只有十分鐘車程，建議引入自行車或是增建步道來連結兩26 

地漫遊，增進遊程的豐富性。 27 

(六) 本研究屬於橫斷面的調查，僅在某一個時間區間內，進行問卷發放，建議可以28 

採用縱貫性的研究設計，可以對此研究的因果關係有更完整的結論。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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