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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民以食為天，在經濟部工業局評鑑認證過的觀光工廠名單中，美

食類觀光工廠的營運大放異彩。觀光工廠業者藉由濃縮食品製程的內

涵，設計出 DIY 體驗活動。本研究從消費者反饋的談話中，獲取體驗

活動歷程之感受，與參觀動機的關聯，進而可能影響消費者滿意度及

重遊意願，為探討的主要目的。本研究以瞭解消費者(國小學童家長)

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的觀光行為及探討消費者參觀動機與體驗

活動之關聯性。採半結構訪談法，分別訪問具代表性的國小學童家長

及教師。研究結果發現： 

1. 消費者參觀動機為口碑佳、信任食安及具教育性的體驗活動。 

2. 消費者在意食品品質與體驗活動更甚於觀光工廠有無認證標章。 

3. 良好的體驗行銷模式為創造良好感官體驗及體驗活動。 

4. 針對不同的參觀族群安排適切的體驗活動，增強顧客參觀動機。 

5. 觀光工廠永續發展首重保留傳統兼具創新求變之經營方式。 

據此推論，觀光工廠業者若欲掌握趨勢，再創良好績效，深入了

解消費者參觀動機與規劃吸引目光且具教育性的體驗活動模式，能促

進消費者參觀意願。進一步依本研究結果提出體驗活動方式與品牌行

銷之具體建議，以提升消費者參觀動機與觀光產值，作為經營單位規

劃與改善觀光工廠體驗行銷之操作，並做為提昇服務品質、消費者滿

意度及經營績效之依據。 

 

 

關鍵詞：觀光工廠、動機、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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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Bread is the staff of life''. Food Manufacturing Tourism 

Factories are all shine in the certified lis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MOEA.The factories design the DIY experience activities by 

concentr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ood production process.The 

research assign the primary discussion purpose with the task of 

gathering feedback from the consumers. The experience acquisition 

and the visit motiv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both affect the CSD and 

revisit intention.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Chiayi county Food 

Manufacturing Tourism find 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onsumers'visit intention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Semi-structured a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lementary parents 

and teachers,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discoveries: 

1. The consumers' experience activities are on world of mouth, food 

safty, educational. 

2. Food quality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are even more than 

Certification mark. 

3. Good experience marketing model creates goo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4. Arrange for different customer base to do befitting experience 

activities Increasing the visit motivation. 

5. The first thing that will mix the compan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s a thorough shake-up of the way it is run. 

 



 

III 

 

 

    On demand of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o the deep knowing the 

visit motivation, planning the biggest attraction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ctivity models, the tourism factory also master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upgrade the performance again for promoting food 

consumption by inference. With the further research brought forth the 

suggestions of the experience activities and brand marketing, the 

promoting of the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production value are the 

management unit planning, and the factories'experiential marketing 

operation improvement, too. Based on all the reasons above, the essay 

aims at analyzing the service quality enhancement,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Keywords: Tourism Factory, Motivation, Experie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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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臺灣自2001年1月起，軍公教人員及學生全面實施週休二日，民眾因而擁有更

多休假時間，近來政府更針對遇及週休六、日之國定假期，進行彈性補假的政策。

由於穩定的休假制度、國民經濟所得的提升、及對於生活品質的重視，助長了觀

光休閒產業成長，臺灣民眾對於旅遊休閒活動層面的規劃因而興致盎然。此一現

象可從台灣近幾年的觀光動向來看，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國人國內旅遊重要指標統

計表得知：自2014年以來，國人國內旅遊比率皆高達91%以上（觀光局，2018），

足見國人在工作及日常之餘，為了提升生活品質，會積極妥善計劃或創造閒暇時

間以進行休閒旅遊活動。 

於觀光產值部分，從2017年國內觀光支出表中的數據得知：國人國內觀光支

出達4337.4億元（觀光局，2017），其產值不容小覷，亦能顯見國內休閒旅遊活動

之於國人的假期安排已屬生活的一部分，兩者密不可分。追溯至世界旅遊組織1980

年會議上，《馬尼拉世界旅遊宣言》提及「旅遊是國民生活中一項必要的活動，

因為它直接影響到社會、文化、教育、經濟領域。」說明旅遊能提高生活質量及

身心全面的感受與體驗，並為人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世界觀光組織WTO也指

出：觀光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富潛力的明星產業，也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富「生機」

的產業。李仁芳（2018）更提出：旅遊的目的就是感受在地生活的體驗與分享；透

過當地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服務產業提供包羅萬象的價值，並讓遊客

感受到多少「相對生活甜度」的比較利益。綜合以上論述，人們對旅遊活動有明

顯的需求，且此番趨勢與日俱增中。 

近幾年，參訪觀光工廠成為國內熱門之旅遊行程，舉凡民生的六大需求－食

衣住行育樂，臺灣各地區皆有獨具特色的觀光工廠，吸引人潮前往。根據經濟部

統計處2018年12月公布全國觀光工廠統計數據，2013至2018年呈逐年穩定成長趨

勢，2013年底共104家，2015年起達130家以上，至2020年4月底家數共146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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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相關報告，其中137座觀光工廠於2018年共有近2000萬人到訪，創造47.6億

產值，效果相當可觀。有鑑於此，經濟部乘勝追擊，於2019年9月宣布：將觀光工

廠團體旅遊行程納入交通部觀光局108年度擴大國旅秋冬國民遊獎助範圍，顯見政

府持續輔導推廣，並結合跨部會資源以推動觀光工廠營運之立意。觀光工廠依據

自身的特色與個別優勢，發展出別開生面的經營模式，並且計畫藉此為製造工廠

及傳統產業重拾創新的方針與商機，與此同時，透過針對各類產業的工廠參訪、

體驗活動和課程學習，進一步引起遊客的情感體驗、並聚攏人潮開發經濟價值。 

二十一世紀是個知識經濟的新時代，世界銀行於2001年指出，「知識經濟」

泛指創造、學習並傳播知識的經濟，意即企業、機關、個人與社區將知識作更有

效的運用，以促成經濟與社會作更進ㄧ步發展的經濟。因應知識經濟時代此番趨

勢的來臨，製造業逐漸轉化為以服務業為主的觀光工廠產業，成為現今休閒產業

的新熱潮。地方政府為推展觀光而大量扶植觀光工廠，除了讓產業在地紮根，透

過整體再發展的設計規劃，觀光工廠再現新的經濟效益，實質上也帶動地方觀光

收入；其中，尤以百家爭鳴，產品特色各有所長的美食類觀光工廠為甚，且截至

2019年3月，造訪人次累積高達6869萬，美食類觀光工廠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 

 

1.2 研究動機 

目前臺灣觀光工廠以五大主題來區分，全臺22縣市、截至2020年4月通過經濟

部輔導合格認證的觀光工廠共計146家。觀光工廠形似一座遊樂園，讓遊客享受歡

樂與驚喜之餘，更能藉由產業觀光化讓消費者與企業近距離接觸，發揮體驗行銷

之效，創造更多收益，成為可遊憩、兼具知性與教育意義的所在。由上可知，觀

光工廠提供消費者新穎的深度體驗，且使其觀光旅遊更具內涵。 

研究者身為嘉義居民，亦為教師兼家長的身分，透過寓教於樂、知性、感性

的觀光工廠參觀體驗，引領學生或自身孩子親近所生長的土地，認識我們縣市的

地方特色，期許其能獲得相關產業知識及旅遊的豐富度與深度，加深對在地文化

的認識，並感受最佳的產業觀光與學習教育題材，此為研究動機之一；另從學童

家長角度，探討體驗活動與消費者參觀動機之關聯性，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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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想探究國小學童家長選擇前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參觀

的動機，並瞭解此群消費者於近三年到訪參觀後，觀察到的體驗活動內容、服務

品質及分析觀光工廠提供的體驗活動與消費者參觀動機間之交互影響情形，進一

步以本研究結果提出體驗活動應具備的特性與品牌永續經營之建議，以提升消費

者參觀動機與觀光產值，供有關單位規劃與改善觀光工廠體驗活動策略之操作，

提昇服務品質及消費者滿意度之參考。 

 

1.3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可知，觀光工廠連綿成立，湧現人潮，業者面對市

場間偌大的競爭當下，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因為觀光工廠的新型態行銷方式進而影

響到參觀意願。因此，觀光工廠業者如何掌握趨勢，再創良好績效，唯有深入了

解消費者行為模式，方能規劃出提升消費者前往參觀旅遊之決策。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瞭解消費者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的觀光行為。 

2. 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動機與體驗活動之關聯性。 

 

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1.4.1 研究範圍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上所列之工廠名單，無論初階、進階

或通過評鑑之工廠，本研究僅揀選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為調查範圍。 

1.4.2 研究對象 

    研究訪談對象為嘉義縣新埤國小學童家長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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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詞釋義 

1.5.1 觀光工廠 

    依經濟部工業局 2003 年所頒布的「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作為主要參

考依據，將觀光工廠定義為「針對具文化、觀光教育特色的實體工廠，透過轉型

開放參觀，並符合經濟部規定，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或優良觀光工廠評選者。」 

1.5.2  DIY 體驗活動 

「DIY」一專有名詞，中文翻譯為「自己動手作」，主要來自英文「Do It Yourself」 

的縮寫。凡屬團體課程、親子同樂、親友共享的學習性手作活動皆囊括於內，融

合人文精神與在地文化，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旅遊項目。 

1.5.3 體驗行銷 

    Pine 與  Gilmore（1998）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質量上將邁入體驗經濟

（Experiential Economics），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體驗」，行銷活動不

再只是以產品或服務為主軸，而是集中在消費行為中體驗過程的建立與創造，在

消費行為中加入妥善規畫的體驗活動，藉由顧客的親身體驗，產生一種對產品價

值上的認同感與消費行為，進而提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創造及績效。 

1.5.4 動機 

    動機是引起行為發生、造成行為結果的原因，亦即是引起個體活動並朝一定

方向前進的內在心理活動。動機主要由兩個因素產生：內在需要和外在刺激。即

個人因為有需求或刺激，因而產生動機、形成行為。 

1.5.5 服務品質 

    消費者的主觀評斷為一種無形性的產品，用來衡量顧客對於服務的滿意程

度，也是實際服務與期望服務之差距。在消費者消費的同時，服務便已產生，消

費者由整體的服務感受來決定其滿意程度。因而透過方法有效的進行服務品質管

理及專業員工訓練是提升高品質服務感受，進而提升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的做法。 



 

5 

 

1.6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認研究方向為消費者對參觀觀光工廠的決策因素，確立研究對象、

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觀光工廠的文獻探討，再設計出適合的研究方法。根據研

究問題，大量閱讀並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經分析、整理、歸納與撰寫，探討以

往研究成果以協助本研究界定研究範圍、對象、架構，以及問卷及訪談內容之設

計。而後，整理相關文獻設計問卷及訪談稿內容大綱，並經由教授及專家指導修

改，設計出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訪談題目及受訪者名單。透過實地勘察，且徵得

受訪對象的同意，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訪談的內涵以了解現況，而後整理分析所

得資料內容，並依照研究問題架構整理資料，進行有系統的描述與客觀詮釋。最

後再依據歸納分析後的資料撰寫成果報告，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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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流程圖 

相關文獻整理與理論探討 

確定研究對象與主題 

 

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擬訪談綱要 

研究流程設計 

實施訪談 

選取訪談對象 

 

研究結論與建議 

論文撰述 

 

訪談結果與資料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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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就「觀光工廠」、「體驗」、「體驗行銷」、「動機」、「服務品質」等議題

進行相關文獻之探討。 

2.1 觀光工廠 

2.1.1 觀光工廠的起源 

    觀光工廠的概念緣起於挪威籍的英裔作家Dahl Roald（1964）所著的兒童文學

－查理與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Roald以童話方

式描述主角查理畢奇在古怪糖果製造商威利旺卡（Willy Wonka）的巧克力工廠參

觀時的探險旅遊模式 （Roald，2004；陳寬裕，楊明青，林永森、李謀監，2011）。 

回顧十九世紀工業製造時代造就工廠建築與硬體系統的豐沛，時代潮流不斷

變換與推陳出新，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人為服務的觀光休閒業務

成為備受期待的新興產業，面對生存壓力的傳統製造業因而朝向休閒服務化思

考，民生必需品生產端轉型而成的觀光工廠因應而生，然而從製造產業轉型兼營

觀光服務早在二十世紀就已存在實例，如英、法、荷、美、日等，遍佈各式各樣

的產業如汽車、製酒、瓷器、玻璃、水晶、食品等，可說是行之有年的潛在概念，

經濟部參考國外觀光工廠成功的經驗，協助國內具有獨特、產業歷史文化，並有

意願轉型升級的工廠，藉由整體再發展的設計規劃後，在不同的轉型歷程中，依

循著各自獨有的產業內涵、自然或人文的資源特性，以差異化的主題設計與營運

模式，營造合乎其品牌形象的產業魅力（陳俞伶，2008）。 

2.1.2 觀光工廠的定義 

根據工研院「觀光工廠計畫輔導作業要點」中指出，觀光工廠的定義為具觀

光教育或產業文化價值，實際從事製造加工符合MIT（Made in Taiwan）製造精神

的工廠，將其產品、製程或廠地廠房供遊客參觀者。在進入全球化加劇的年代，

面對當前服務經濟、體驗經濟的社會型態，傳統生活產業的歷史沉澱、創意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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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成為其企業轉型的立基，從理性知識到美學感性，從文化的容顏到個性化、

風格化商品的創造，從純粹生產到互動體驗，藉由文化特質的創意表現讓傳統生

活產業得以現代化，切合時代需求並得以繼續保存，為台灣產業未來的發展路線

描繪出可能前進的地圖，這正也是傳統製造業轉型經營的「創意」所在，漸次將

MIT的「台灣製造」推向Created in Taiwan的「台灣創新」。（李君如，2008） 

2003年，經濟部工業局擔任主管單位，頒布的「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

作為主要參考依據，將我國觀光工廠定義為「由經濟部工業局所管轄之工業區內，

從事製造加工並領有工廠登記證，且需要廠地完整、仍繼續從事登記產品製造加

工者，並以非屬危險性工業為原則，至於工廠本身必須具有觀光、歷史文化、教

育價值等，並將其可供參觀之部份廠地、廠房、機器設備等設施，提供給遊客觀

光或作休憩服務之使用。」（經濟部，2003），續於2006年提出觀光工廠輔導計

劃，將觀光工廠做了以下定義：「整合具有歷史文化、產業教育、觀光休閒之地

方工業，展現產業新風貌，降低產業外移、空化的影響，帶來創新轉型發展的新

契機，也延續文化的傳承及增加觀光服務。」（經濟部工業局，2006）。鼓勵有

意願及需求之製造產業走向觀光，推動在地產業文化與觀光動線結合，善用地理

環境上的絕佳優勢，加上特殊的歷史文化作為地方特色，協助國內有意願轉型升

級且自帶產業背景之獨特性與在地化的工廠，透過休閒元素的設計與規劃展現出

整理魅力與嶄新氣象，除了行銷工廠，帶動製造業本體的經濟效益，經由兼營觀

光的服務收入連帶之邊際效益，亦滿足了產業多元化的市場需求（陳靖宜，2016）。 

    解鴻年（2003）對觀光工廠的定義為：觀光工廠必須從理想、生命、綠色三

大主軸出發，並將主體放在「工廠」本身，本業才是命脈根基，該產業須從自我

做起，且著重於行銷與無形服務的提供，加值於自己，並融入地方文化，結合社

區朝永續發展。 

  楊勝評（2003）除了得存工廠本身的「生產機能」與「產區特色」外，還須具

備誘惑（Temptation）、資源（Resource）、決心（Intension）、人才（People），

才能深植於消費者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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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融聖（2008）對觀光工廠之定義為：1.目前仍進行生產之工廠為主，只因內

部與外部環境因素之影響，導致產能縮減，而造成廠區內部廠房或土地閒置。2.

必須回歸產業本身的根本，尋找自我的優勢與劣勢，藉由觀光元素的導入，重拾

產業的光采。3.結合產業週邊資源，並連結地方之社區，朝向永續目標的發展。 

  謝旻惠（2011）在研究中提到：製造業者為了自身的目的，將企業本有之資

源，例如：企業歷史文化、產品、製作流程、機械器具、廠房等景觀，轉化為觀

光資源，提供與開放給一般民眾前往參觀與體驗。其發展形式包含活體營運的「觀

光工廠」與靜態展示產業成品、歷史文化之「企業博物館」（其中包括無展示生

產設備或製作流程之企業博物館）。 

陳寬裕等人（2011）則提到：觀光工廠為兼具製造、歷史文化、觀光休閒價

值的活體工廠，透過解說導覽的帶領，遊客將對目的地的遊憩體驗更深入與豐富。 

觀光工廠展現文化特質的創意表現，融入地方文化，結合產業資源、連結社

區，讓傳統生活產業得以現代化、符合產業多元化的市場需求，朝向永續目標發

展。觀光工廠不僅可活絡地方產業，更賦予傳統產業再生的新契機，藉由觀光化

的雙向體驗遊程與互動導覽，讓遊客除了一般旅遊外，尚能深度體驗工業觀光之

美，讓工廠的經濟效益，轉化為地方觀光收入的邊際效益，並滿足多元文化觀光

旅遊市場需求（觀光工廠自在遊，2011）。 

國內各學者對於觀光工廠之定義，各有不同層次，本研究透過2003年至2016

年相關文獻，整理如下：觀光工廠為具觀光休閒、歷史文化、教育價值、營運展

示、產業教育之地方工業。政府鼓勵有意願轉型升級且自帶產業背景之獨特性及

在地化的工廠，將其產品、製程或廠地廠房供觀光或作休憩服務之使用，強調MIT

台灣創新的製造精神，個性化、風格化商品的創造，透過互動、體驗行銷、解說

導覽的帶領，使得遊客對於目的地的遊憩體驗更為深入與豐富，傳統製造業搖身

一變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民旅遊甚至國外旅客重要之觀光旅程目的之一。

觀光工廠是某一項產業的縮影，呈現產業發展的歷史文化，並為品牌加分，邁向

永續觀光的功能性，對台灣現今的產業及經濟提供極大的助益。（陳雅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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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觀光工廠的分類 

根據觀光工廠計畫輔導作業要點，觀光工廠可分為以下三類：（經濟部，2003） 

1.  第一類型觀光工廠： 

    工廠利用部分廠地（生產事業用地）、未申請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兼營與登

記產品有關之觀光服務業者。設置實作體驗區及遊客休憩區。實作體驗區得作為

工廠參觀、實作體驗、教育解說之用；遊客休憩區得作為休憩、產品展示及販售

等相關用途之用。為達到前項機能，工廠得設置實作及解說設施、景觀設施、產

品展示（售）設施、安全防護措施、遊客休憩設施及停車場等。 

2.  第二類型觀光工廠： 

    工廠利用部分廠地（生產事業用地）及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兼營觀光服務業

務者。除得設置前點設施外，其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部分樓層內並得設置餐飲、

文化、休閒服務設施。但相關產業所占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百分之三十。 

3.  第三類型觀光工廠： 

    工廠利用部分生產事業用地申請變更為相關產業用地兼營觀光服務業務者。

第三類工廠之生產事業用地內得設置第二類所提之設施，相關產業用地內得設置

餐飲、文化休閒、零售等設施。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帶動產業永續經營，現今政府協助地方型產業，已陸續

驅策將製造業轉型為觀光休閒產業，依據以上分類，亦即是從二級產業步入三級

休閒產業或知識服務產業。 

  按照經濟部工業局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中的敘述，以藝術人文、開門七件事、

居家生活、醇酒美食、健康美麗等面向，將全台觀光工廠分為此五大主題，涵蓋

了食衣住行育樂各個層面，主題之下的分類共有三十二類。本研究中嘉義縣美食

類觀光工廠共佔三間，如圖2.1 所示，分別為：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梅問屋梅子元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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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嘉義縣市觀光工廠分類圖（資料來源：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2020） 

 

表2.1 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列表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輔 導 通 過 評 鑑 ─ 嘉 義 縣 美 食 類 觀 光 工 廠 

1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2 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 

3 梅問屋梅子元氣館 

                       資料來源：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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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觀光工廠的相關文獻 

 從2014至2017年觀光工廠相關文獻中，針對關聯性高的研究整理如表2.2所示。 

 

表2.2 觀光工廠相關研究摘錄表 

學者（年份） 

研究名稱 
研究類型與論述摘要 

量 化 研 究 ( 問 卷 調 查 ) 

黃國正（2014） 

應用IPA法分析觀光工

廠DIY活動體驗及服務

場景－以興隆毛巾觀光

工廠為例 

欲了解遊客對觀光工廠「DIY活動體驗及服務場景」的重視程

度，與參與活動體驗及服務後感受的表現程度相關情形。研究發

現：「舒適場域」、「場景情境」與「視聽設施」乃須優先改善；

可繼續保持的為「自我體驗」和「感官操作」；「解說服務」是

過度開發區，次要改善區則為「情感分享」。 

吳倪君（2015） 

應用IPA法分析觀光工

廠DIY活動的體驗行銷

策略－以Iicake雲林蛋

糕毛巾咖啡館為例 

旨在了解DIY活動的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感官體驗。研究發現：與

之對應的策略如下─「操作情境」、「空間配置與機能」和「環

境設施」是屬於繼續保持的構面，「情感與思考體驗」是過度開

發的構面，「自我體驗」和「互動分享」是次要改善的構面，而

「情境標示」則是優先改善之構面。 

羅筱婷（2015） 

觀光工廠消費者行為與

體驗行銷之研究 

欲探究觀光工廠之遊客行為與進行體驗行銷之滿意程度，研究發

現：解說導覽人員須專業的定期訓練；規劃不同階段體驗方式；

從多媒體影音互動及整體形象設計有不同的體驗規劃；加入社群

網站之分享功能及伴手禮上的設計；活動內容的品質與豐富度。 

陳靖宜（2016） 

DIY體驗型文化商品之

價值評估模式建構：以

工藝觀光工廠為例 

探討工藝類觀光工廠其價值要素以歸納出評估指標與價值構面， 

建構DIY體驗型文化商品價值評估模式。研究發現：DIY的無形

收穫高於有形所得；體驗價值由遊客自主意識主導；擴大商品範

圍至活動外以形成全面性服務。 

李季樺（2017） 

南區高職教師參與觀光

工廠之旅遊動機、服務

品質及認知價值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區高職教師對參與觀光工廠旅遊動機、服務品

質及認知價值之關聯性，分析後驗證不同背景變項之南區高職端

教師對觀光工廠旅遊動機、服務品質與認知價值上有顯著差異。 

黃宣肇（2017） 

觀光工廠體驗活動對顧

客滿意度與購買意願之

影響-以花東地區觀光

工廠為例 

研究發現：顧客滿意度在知覺品質與購買意願兩研究變項間存在

部分中介行為，體驗價值在知覺品質與購買意願兩研究變項間亦

同。本研究認為體驗行銷與知覺品質對於消費者滿意度與體驗價

值之影響，而最後誘導出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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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年份） 

研究名稱 
研究類型、方法與論述摘要 

質 化 、 量 化 研 究 

湯詠崴（2016） 

探討消費者之體驗行銷

－以大臺南地區的博物

館與觀光工廠為例 

以博物館與觀光工廠為研究之對象，採質性與量化方式研究。研

究發現：消費者對於參觀博物館與觀光工廠時，整體滿意度將會

影響其最終的參觀行為。 

質 化 研 究 

陳慧鸞（2014） 

食品觀光工廠DIY體驗

活動設計要素之研究 

探討美食類觀光工廠DIY體驗活動的設計，是否有一套吸引遊客

到廠，進而可能影響消費意願的要素及模式為研究目的。研究結

果顯示：主要構面為體驗之價值、體驗之魅力及體驗之管理。 

杜璧慈（2015） 

探討觀光工廠之服務創

新—以體驗行銷觀點 

研究發現：針對不同目標顧客，運用多元的體驗模式，帶給顧客

深層體驗感受；與地方歷史文化連結，增加顧客的記憶累積體驗

活動，為觀光工廠服務創新的方向；觀光工廠利用體驗活動形成

專屬資產綁定顧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光工廠業者須以創新的模式展現其特殊性及價值，將產業文化、商品、技

術、企業理念及經營模式調整改造，以符應日趨蓬勃發展的觀光工廠產業及創造

顧客與業者雙贏的成果。對觀光工廠而言，體驗活動是一項重要的發展因素，透

過不同的體驗方式，它能讓消費者親身經歷產品的生產過程、產品的產出品質、

特色，同時滿足其感官享受，進一步對工廠及其產業產生認同，因此影響消費認

同的重要關鍵乃體驗的過程與感受，本研究參考以上文獻，瞭解到觀光工廠體驗

活動之重要性，進而得知：成功行銷優質的體驗活動能為觀光工廠帶來所預期的

效益，鞏固品牌形象。而體驗活動的哪些特性，能讓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促進

遊客的參觀動機，提高其重遊意願，引發本研究確立探討的方向，下一步將透過

與受訪者面對面訪談以深入瞭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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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體驗 

    美國哲學家與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提出體驗學習的想法，

全力提倡「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理念，認為：以活動型態的學習方式模

擬一座學習平台，讓學生直接於平台上進行參與及互動，學生是裡頭的參與者，

而非僅止於一個觀察者或是旁觀者。透過這樣的學習方式，走出以往學校－過度

注重知識獲取的傾向、灌輸學生學習內容、經由測驗證明學生在知識部分吸收程

度－的教育模式。更進一步來說，體驗應包含積極面與消極面。在積極面是，體

驗是一種嘗試；相反地，消極面則代表了承受。對 Dewey 來說，體驗是活的，持

續進行中的一種行動狀態（林玉体譯，2000）。「以客為尊，以客為師」成為新興

時代管理學的準則；提倡注重消費者的體驗與感受，瞭解消費者的想法，提高服

務品質與尋找適當的行銷方式。 

2.2.1 感官知覺 

人類是透過視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五大感官來建構對世界的認知。

感官是人類對記憶的連結，可以激發起情感。五感是指嗅、視、味、聽、觸五種

感官知覺。感覺是指我們的感覺器官對於光、色、聲、味等基本刺激有了最直接

的反應，知覺則是當人們對感覺刺激進行選擇、組織和解釋的過程（Solomon， 

2002）。感官體驗主要是來自眼、耳、鼻、舌、身等五感刺激，經由知覺處理後產

生的反應結果（Schmitt，1999）。人是感覺的動物，透過感官知覺開啟與世界溝通

的橋樑，生命的一切也因此展現迷人風貌。且身體的感官經過運用，常讓我們發

現到被忽略的一面，因而，當人再一次以身體的器官去真正體驗時，那樣的感觸

是很深刻、甚至於留下莫大衝擊的。 

    感官經驗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為「生理層面」，包含視覺、聽覺、嗅覺、味覺

和觸覺五大感官知覺；其二則為「心理層面」，意指人的情緒反應，不同的情緒反

應會產生不同的行為，也就是俗稱的「感覺」（邱銘珠，2003）。情緒正可以分為

肯定性與否定性情緒。有趣的是將人的感官經驗放至於時間軸時，在過去認知的

經驗與現今的空間不同時，人會產生的不同感官知覺（生理）與情緒反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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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人的感覺在與某產品進行相互作用時則會產生多重感覺、幻想和情感面向。

因此當外部的感覺或刺激輸入，透過五種感官接收訊息，再經由大腦匯總處理合

成為有意義的資訊，這樣的知覺過程即產生了内部的感官體驗（Solomon，2002）。

由於人類對外界知覺仰賴感官體驗，近年來許多商品設計及活動也開始強調感

官、時尚及美學。而從學習理論的論點來說，20%的學習是從「耳聽」而來；50%

則來自「眼見」；80%則是從「親自參與」而來。再者，根據品牌感官研究的統計，

消費者影響力最高的分別是視覺與聽覺，且對大部分的媒介而言，是具有最高可

及性的兩個部分，也成為最容易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的兩項感官知覺。因而為了

讓遊客的體驗更豐富多元，並能留下更強烈的印象，增加該品牌的影響力，同時

滿足遊客的感官知覺，觀光工廠推出的體驗活動便成了活動行銷的關鍵策略之一。 

2.2.2  DIY 體驗活動 

DIY即是英文「Do It Yourself」的縮寫，可以正式譯為自己動手做。DIY除了

當名詞用之外，一般都當作形容詞使用，意指「自助的」。DIY這用語起源於歐美

國家，已有50年以上歷史，由於工人薪資高，人們不想花費過多的費用找尋專業

人士施工，當時為了因應住屋修繕、傢俱、布置或庭園維護此類情形，人們便自

行購買材料或租用工具，以節省開銷為前提，自行修繕房屋的行為而命名之。 

    江丙坤（1986）論及：DIY的起源與興起，此係起源於英國倫敦經歷二次大戰，

住宅環境滿目瘡痍後整理重建之艱難考驗。當時於百廢待興之情況下，政府對一

般住宅之修復工作速度未能符應民眾需求。民眾為求快速重建家園，於是紛紛響

應「自己動手做（Do It Yourself）」的運動以修復自己的居住環境。而這個運動蔚

為風潮，不僅於當時，甚至到現在歷久未衰，DIY概念保存至今並廣泛運用，成為

流行於世之DIY活動的由來。 

    隨著時間推移，舉凡所有可以自己動手做的事物都包含於DIY的概念範圍內，

例如自行維修家用電器產品與汽車。而後DIY廣泛被人們接受後，其涵蓋範圍並無

特別明確的範圍定義，且除了範圍的定義之外，DIY也由初開始為了節省開銷此目

的為緣由，漸漸地演變為一種以休閒、培養嗜好或發揮個人創意為主要目的的風

氣，至於是否能節省成本，往往已變成次要因素（張繙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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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光華等（2008）提出，企業靈活運用所擁有的資源，設計出能滿足遊客感

官之體驗、吸引遊客前往、讓遊客留下正面難忘的深刻印象，DIY活動恰能滿足其

需求，就此因應而生。因此，為求活動內容能符合遊客需求，活動設計應考量到

可能影響遊客體驗的因素，包含了活動型式、方案設計類型、活動內容、時間因

素、器材和設備、場地情境氣氛、員工、宣傳活動分析、成本、風險管理、特殊

考量。設計的概念為設計中重要且關鍵的階段，並能引導出上列所考量的因素。 

    而在眾多產業中，又以文化創意產業最能夠實現體驗經濟的概念。聯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將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定義為：「以無形資

產與文化概念的特性，結合創作、生產與商品化的內容，並於本質上獲得智慧財

產權的保障，最終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來呈現的產業，是精神與感官經驗充分融

為一體的生活式科技」（文建會，2004）。在經濟全球化下，以創造力為核心的文

化創意產業興起，其與資訊社會、科技發展緊脈相連，為世界經濟產業主流，從

台灣傳統產業轉型而成的觀光工廠即為文化創意產業之一，行政院也積極打造這

項軟性產業的環境（文化部，2009）。 

  黃國正（2014）更指出，現今DIY活動已延伸至日常生活各個層面，食的部分

如：日月潭「和菓森林」的DIY紅茶、彰化「中興穀堡」有種稻插秧DIY活動；三

義客家藍染可自行製作衣服，屬於衣的部分；住的部份則有IKEA、特力屋提供居

家各類家具修繕組裝之工具；另外，樂的部分有豐原「台灣氣球博物館」乳膠氣

球製作DIY活動……等，相關的DIY活動可說遍布於食、衣、住、行、育、樂等方

面，舉凡團體課程、親子同樂、親友共享的學習性手作活動，是近期風靡多年的

旅遊項目，人文精神與在地文化的融合，是旅程中可貴的成長經驗（Clare，2014）。

正因如此，促成了民眾願意參加付費體驗DIY活動此良機，業者更發揮巧思，與國

中、小學戶外教學活動成功結合，讓DIY成為有趣且富教育意義的教學活動。演變

至今，DIY不只富娛樂的效果、還發揮啟發與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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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體驗行銷 

2.3.1 體驗行銷起源 

    Pine 與  Gilmore（1998）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質量上將邁入體驗經濟

（Experiential Economics），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體驗」，行銷活動不

再只是以產品或服務為主軸，而是集中在消費行為中體驗過程的建立與創造，在

消費行為中加入妥善規畫的體驗活動，藉由顧客的親身體驗，產生一種對產品價

值上的認同感與消費行為，進而提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創造及績效。 

陳靖宜（2016）提及，體驗行銷的概念構想並非憑空產生的新觀點，而是追

溯傳統行銷並從中延展過來的，不同之處在於傳統行銷傾向於回應早年的工業時

代產物，在宣傳焦點、競爭者認定、消費者態度、市場研究都有所歧異（詳如表

2.3 所示），當今社會面臨著品牌建立、資訊爆炸、顧客互動與雙向溝通、全球化

的整合溝通等多元複雜的環境衝擊，因而產生體驗行銷予以因應（Schmitt，1999）。 

 

表2.3 傳統行銷與體驗行銷比較表 

 宣傳焦點 競爭者認定 消費者態度 研究方法 

傳統行銷 功能效益 依產品類別 理性決策 分析、定量、口語 

體驗行銷 顧客體驗 依消費情境 理性融合情感 彈性、多元 

資料來源：Schmitt，1999；本研究整理 

 

黃宣肇（2017）在論述中提到：「隨著經濟成長，生活形式與價值觀的改變，

人們對於心理需求的滿足相當重視，藉由融入消費的情境和過程引發有別於日常

生活中的感受與想法，獲取各式各樣的體驗，過去有關消費者的研究多著重於消

費者對於傳統商品與服務的有形利益之知覺；而體驗式消費的重點則在於顧客透

過消費行為，對於服務與商品所傳遞之象徵性意義的感受程度是否刺激到消費者

的感覺、引起其興趣，並獲得驚奇的感受（Holbrook & Hirschma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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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體驗行銷定義 

    在說明體驗行銷前，我們先從體驗二字說起，繼而對於「體驗（Experience）」

作簡單的定義。體驗一詞源自於拉丁文的exprientia，有探查、試驗的意思。追溯

「體驗」說法的始祖為1982年由Holbrook 與 Hirschman 提出的體驗性觀點，實證

結果發現消費者目光應聚焦於消費的符號、快樂論以及自然美學，換言之，以其

本質而言，消費者對於消費行為是對幻想、感覺、樂趣等層面上的追求，稱做3Fs。 

    蘇宗雄（2000）指出當體驗行銷透過生理感官的訴求，創造一種獨特且新鮮

的情感或知覺體驗時，便能經由聽覺、視覺、味覺及嗅覺等刺激，騷動顧客需求、

觸發行為動機，進而產生購買慾望，達到行銷的目的。 

    Pine 與 Gilmore （1999）則以企業的觀點，定義體驗為個體以個人的方式在

從事一項活動；Schmitt（1999）將體驗的定義賦予生命力，認為「體驗」是提供

顧客除了產品的特性及功能以外的情境經驗，是一種觸動人心的感動過程，是發

生於對某些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參與所造成，體驗

通常不是自發而是誘發的。理論主要假設依據，即為該項實體產品或非實體的服

務可為顧客打造出完全性的體驗，透過提供具感染力的、感官的、與創意相關聯

的經驗，成為順應生活型態行銷，並得到社會性認同的事件與活動。以經營者的

角度察看，在行銷的新世代裡注重顧客消費體驗的體驗行銷，將取代過去的傳統

行銷手法，創造不同的產品感染力，吸引消費者。未來遊憩研究將逐漸朝向以體

驗作為基礎，易言之，體驗行銷不同於以往的一般行銷，是透過親身參與的一種

過程式行銷，所觸及的不只五官的感受更會深入到情感內心（黃宣肇，2017）。 

Joy 與 Shery（2003）指出「體驗是指對於某一目標物的體悟、感官與心理所

產生的情緒，全來自於個體親身參與及經歷」。 

從體驗的角度來看，Joseph Pine II 與 Gilmore（1999）提出了體驗五要素： 

1.  為體驗設定主題；2. 以正面線索使印象達到和諧；3. 淘汰負面因素；4. 提供 

紀念品；5. 重視給顧客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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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競爭對手的增加以及消費者消費能力的提升，將改變

傳統以提供服務為主的經濟型態，繼而朝向滿足消費者「體驗」的消費型模式發

展。也就是說現今的消費者所期待的，是能夠觸動自我的感官與心靈，是能由內

外在的空間環境營造令人滿意的服務程序，促使消費者在感官傳達、情境體驗能

得到更多除了由實體產品外所得到的無形服務及附加價值（湯詠崴，2016）。 

    在對產品的真實需求上，消費者真正渴望獲得的並非產品本身，而是一次滿

意的體驗，消費者會因短暫服務過程中所引起之愉快情緒感受，進而影響其未來

的購買行為，因此消費者體驗是企業提供遊客重要價值所在。 

2.3.3 體驗行銷的形式 

為了創造顧客的整體體驗，Schmitt（1999）強調體驗行銷已無所不在，更進

一步闡釋體驗行銷的概念架構：體驗行銷藉由整合溝通、產品呈現方式、視覺與

語言識別、品牌結合、空間環境、電子媒體、網站及人等等體驗媒介為顧客打造

不一樣的體驗形式。這些不一樣的體驗形式即是體驗行銷的策略，稱為策略體驗

模組（SEMs， 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囊括了感官、情感、思考、行動、

關聯等五項體驗形式構面，其中感官、情感、思考屬於個人式體驗，而行動與關

聯則歸於共享式體驗，說明如下：（陳靖宜，2016；凃秋雯，2012） 

1. 感官模組：係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五種感官為訴求。藉由感官 

體驗，刺激消費者獲得愉悅、興奮、與滿足等正向的體驗。野村順一（1996）指出，

人類五感機能比例中，視覺系統接收比例極高，佔87%，其次為聽覺7%、觸覺3%、

嗅覺2%、與味覺1%。為誘發其消費動機並增加產品價値，企業須妥善的應用其風

格主題，並透過正面的感官體驗，引發消費者正向的情感反應。 

2. 情感模組：主要的訴求乃觸動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與情緒，深入瞭解何類刺激 

能引發何類情緒，而促成消費者主動參與的情形。Schmitt（2000）指出在消費情境

中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是誘發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何雍慶、蘇子炘，2005）。 

3. 思考模組：訴求的是突破消費者傳統觀念，目標是以製造驚奇、引其興趣的 

方式，引發個體思考，創造新體驗，鼓勵消費者從事較費心與較具創意的思考，

促使個體對企業及產品進行評估，造成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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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動模組：Schmitt（1999）指出行動行銷的策略，意即透過身體的行動體驗， 

以影響顧客之生活型態，例如：設計創造較長期的，身體的行為模式，與生活型

態相關的消費者體驗，且包括人際互動的體驗，藉此豐富消費者的生活（何雍慶、

蘇子炘，2005）。 

5. 關聯模組：包含感官、情感、思考、與行動模組等層面，讓個體與理想自我、 

他人或是社會文化産生關聯（葉美玲，2006）。 

    上述五種體驗刺激的特性中，感官、情感及思考體驗，是由消費者在感官、

心及思維上受到的觸動而引發的反應結果，其發生或持續的狀態較為短暫與即

時；而行動及關聯體驗刺激，除了與消費者長久的生活型態相關，亦納入他人的

作用，將體驗的產生至於較廣大的情境和社會因素下，因此體驗的由來及發生的

狀態，皆為持續與累積的（李孟純，2010）。 

因此，體驗行銷要以「人」的角度來創造出與傳統行銷的具體差異，讓體驗

成為一種行銷產品、服務不可或缺的要素（Grant，1999）；換言之，企業若能透過

感官、情感、思考、行動、關聯五個面向，設計相關的體驗媒介作為行銷方式，

使消費者感受特定體驗而產生認同感，將提升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洪勝鴻，2004）。 

    綜觀上述對體驗行銷理論的探討，本研究依據相關定義將體驗行銷定義為「透

過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體驗，經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參與事件後，

消費者感受某些刺激而誘發動機，進而產生思維認同或購買行為，提升消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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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動機 

在揭示何謂參觀動機前，首先應理解動機是什麼？動機（Motivation），是指

引起個體的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一種內

在歷程（張春興、林清山，1998）。Deci（1975）指出動機是一種內部心理因素，

爲潛在滿意的意識，它是未來情況的認知說明，此種動機被認為是行為自主的引

發或行為的自決，並且被期望得到滿意的體驗。而 Uysal 與 Hagan（1993）認為

動機是源自於個人心理與生理上的需求，個人為了滿足需求，而有了動機，然後

這動機又驅使個人去做某些事情。動機是一種被刺激的需求，使消費者探取行動

來滿足需求，消費者藉由需求獲得滿足來降低個人的焦慮與不安，亦即所有的消

費者行為均由動機開始，因為動機是誘發消費者產生行為之原動力（Kotler & 

Gary，1999）。謝淑芬（1994）亦指出動機是啟動、指引和維持身體與心理活動

機能，並引導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歷程。 

綜上所述得知：個體為了滿足需求，被刺激後引發個體行動，藉由行動以滿

足個人需求，也即是行為的原動力，稱為動機。 

  Weissinger 與 Bandalos （1995）將休閒動機定義為「個體從休閒行為中尋求

內在報酬的傾向，以至於引發個體從事休閒活動的內在力量。」旅遊是具有高度

象徵性的社會行為，旅客要透過旅遊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同時旅遊動機會隨

著客觀環境的不同而變化（劉純，2001）。旅遊動機是一種驅力，促使遊客去滿足

也就是遊客從事觀光旅遊活動最主要的原因。 

  旅遊動機除上述定義之外，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區別。一般對旅遊需求產生的

原因是基於下列兩個因素：1. 人類的本能－好奇心，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需求；

2. 對所處環境的厭倦感所產生的心理緊張和壓力（謝淑芬，2002）。因此隨著生活

環境的改善與社會環境的複雜化，人類的旅遊需求將會更加強烈與多樣化。 

Dann（1981）指出人們的旅遊觀光動機存在推與拉兩種動力，個人的內在動

機推著消費者前往目的地觀光消費，而目的地的特殊吸引力則是外在動機，拉著

人們前來觀光。Jang, S. 與 C. Wu（2006）研究台灣老年人的旅遊動機，並將動機

分為推力及拉力兩種，推力包括提升自我、自我尊重、知識探索、放鬆及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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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則包括乾淨及安全、環境設施、自然跟歷史景象等。且陳墀吉、謝淑怡（2011）

綜合多篇文獻，也統整出旅遊動機可分為奠定於目的地的吸引力的「外部動機」

與人類心理的需求的「內在動機」，即推力與拉力兩種因素。趙文祺（2003）在體

驗教育活動參與者動機與活動涉入程度之研究中指出：參與者的內在動機與其活

動涉入程度間有顯著線性正相關。動機並不僅有測量旅遊的原因，而且也重視活

動的參與程度（Kim & Chalip，2004），來自不同區域的旅客也會造成旅遊動機與

體驗的不同，不同文化與旅遊動機之間也存有許多潛在中介變項。 

進一步地了解，參觀動機有哪些分類呢？Mclntosh 與 Gupta（1977）提出基

本的旅遊動機可分成四類：第一類—生理動機：包括休息、遊戲、運動、治療等

動機。特點是以身體的活動來消除倉促與不安。第二類—文化動機：主要是在瞭

解和欣賞其他地方、國家的文化、藝術、風俗、語言與宗教的動機；是一種求知

的慾望。第三類—人際動機：包括在異地、異國結識各種新朋友，探訪親友，擺

脫工作、日常生活、環境等動機；主要是逃避現實和解除壓力的願望。第四類—

地位和聲望動機：包括會議、考察及從事研究活動；主要是在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滿足其自尊、被承認及受人倚重的願望。 

  Crandall（1980）的研究中則將一般休閒旅遊動機分為享受自然、逃離文明、

逃離例行性事物與責任、運動、創造力、放鬆、社會接觸、接觸新的朋友、接觸

異性、家人的相處、自我肯定、社會力量的顯示、幫助他人、刺激的尋求、自我

的實現、成就、挑戰與競爭、打發時間避免無聊、知識的創意等十七種分類。 

  日本學者蔵本健太與菊池秀夫（2006）認為參與動機共可以分成七種：親和

動機、自由動機、健康體力動機、達成動機、固執動機、逃避動機，及對社會有

用的動機，由於遊憩活動的核心利益，係以參與主觀感受的體驗為基礎。 

參觀動機具備多種定義不一的特性，Iso-Ahola（1980）指出休閒動機是具有

動態的性質，且具有下列特徵： 

1. 休閒動機因時間不同有所改變，在休閒過程中，對休閒活動的選擇擁有自主 

性的感覺，對自己的休閒能力更加滿意，對自己的休閒涉入更有愉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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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閒動機依個體、地點不同，故個體的成長背景與社會化過程不同，就具有

不同的休閒動機。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亦有不同的休閒動機。 

3. 休閒動機會隨著當時情境不同而有所變化，通常因情境而改變，參與某一種

休閒活動之後對原先的休閒動機有所改變，因此個人過去的休閒經驗也會影

響休閒動機。 

4. 休閒動機的因素分類參觀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動機，即是一種休閒動機，藉由

參與某些休閒活動，來達到自身的需求上的滿足。 

  觀光動機可視為遊客前來某地觀光時的主要觀光目的（顏建賢、黃有傑、張

雅娟，2010），乃指遊客因其觀光需求，產生本次觀光之主要目的，進而激勵遊客

透過實際觀光行為滿足其需求之心理歷程。即使每個人重視觀光需求之項目皆各

有不同，但放鬆身心、逃避壓力、人際社交、當地知名度之吸引等動機，皆可視

作觀光動機之基本組成元素。 

綜合上述文獻，瞭解遊客前來的參觀動機為首要任務，且將有助於觀光工廠

提供遊客滿意的展示與服務，在符合遊客的需求下，創造其美好的旅遊體驗。 

 

2.5 服務品質 

2.5.1 服務品質的概念 

    追溯至 1986 年，美國成立了國家品質獎與 1988 年後極力推廣 ISO9000 以來，品質

的概念成就了各企業、產業追求之目標，於品質發展初期僅有製造業的投入，隨著時代

之變遷，服務業所占國家經濟產值比重提高，因此造就了品質體系亦 納入了服務業當

中，有鑑於現今服務業於各國家中所扮演之重要性及其發展之 迅速提升，關於服務品質

之經營管理與學術性研究，亦成為相當熱門之議題 （李婓瑩，2002）。 

除了品質及服務品質的研究以外，根據學者針對「服務因素」之研究的定義

進一步地了解到，例如餐飲業、航空業等建立在觀光產業及服務業基礎上之行業，

皆與服務因素密不可分，而觀光工廠亦是如此。優 良的服務能使遊客對於參觀後

的旅遊體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超出遊客期望的服務品 質更能促使遊客產生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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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願。由文獻中可了解服務因素之提供並非唾手可得，若將服務因素之概念運

用於觀光工 廠上，在員工服務方面如 何達到滿足遊客之需求，而在實體服務上，

又該如何透過商品等服務進而加速遊客回訪的頻率，讓遊客心中留存美好的旅遊

經驗，皆須謹慎規劃及推行，因此服務因素對於觀光工廠之重 要性亦無可取代。 

2.5.2 服務品質的定義 

    許多學者針對服務品質寫下其定義，溯源至最早研究服務品質的學者Sasser，

Olsen 與 Wyckoff（1978）等認為：服務水準類似品質的觀念，指的是所提供的服

務為顧客所帶來的外顯與隱含利益水準，可再分成期望服務水準與認知服務水準。 

    而Oliver（1981）指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於事務的一種延續性評價，而滿意

度僅是消費者對於事務一種暫時性的反應而已。 

    Lehtinien 與 Lenhitnien（1984）則提出兩種服務品質的定義，首先由服務生

產過程的觀點，將服務品質區分為：1. 實體品質：包括實體的環境、設施、設備

及產品…等的品質。2. 互動品質：包括顧客與服務人員、及顧客與顧客間的互動

關係。3. 企業品質：包括企業整體的形象與信譽…等因素。 

    進一步地，Lehtinien 與 Lenhitnien從顧客的觀點解釋服務品質，將其區分為： 

1. 過程品質：顧客親自參與服務生產過程的看法，及過程中的配合程度，是顧 

客 本身的主觀意識評價；2. 產出品質：顧客對服務成果的滿意度。 

    Parasurman、Zeithaml 與 Berry（1985）將服務品質定義為「消費者的期望與

認知的差距」，即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接受服務後，實際知覺到服務間之差距；且

更進一步的提出「服務品質知覺連續帶」的觀念，將連續帶兩端點分別命名為「渴

望的服務」和「適當的服務」，認為服務品質的評估函數由消費者的期望、服務過

程品質、結果品質等三者構成，且服務品質的衡量不僅只看服務的結果而已，亦

包含了在服務傳遞過程的衡量。Lovelock（1983）指出服務是附加於產品之上的功

能，對遊客而言，可增加對該產品的效用或價值。而 Devlin 與 Dong（1994）於

論述中提及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服務品質」，而服務

品質傳遞較高可以有效地將利潤、節省成本以及市場佔有率緊密的結合。服務品

質是影響顧客滿意的重要因素，而顧客滿意亦對顧客再購再遊的意願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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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品質之程度所帶來的影響，在歐聖榮（1995）的研究中提到，服務品質

之高低，與遊客對於觀光景點之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相關，亦成為各處觀光景點經

營管理上不可忽略之因素。Ekinci 與 Whyatt（2011）認為服務品質乃顧客於接受

服務後，是否願意再次消費的整體態度。Prentice（2013）在論述中亦提到服務品

質只是未來競爭的最基本要求，與顧客維持良好關係品質才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林于平（2018）指出服務品質可以說是觀光休閒活動的本體；因為消費者對

產品或服務在心理態度上是以期望為基礎的；而消費經驗卻是以滿意與否的程度

為調整，所以服務品質的界定，應考慮顧客服務期望危機為基礎，再參考顧客過

往的消費經驗與感受為規劃參考，以達到顧客服務期望水準為目標。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整理，服務品質定義為消費者的主觀評斷，亦為一種無形

性的產品，用來衡量顧客對於服務的滿意程度，也是實際服務與期望服務之差距。

在消費者消費的同時，服務便已產生，消費者由整體的服務感受來決定其滿意程

度。因而透過方法有效的進行服務品質管理及專業員工訓練是提升高品質服務感

受，進而提升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的不二法門。服務品質應時時被檢視，亦是觀

光工廠業者必須積極探索的議題，唯有不間斷地從消費者身上取得服務結果，鞭

策自身邁向進步與持續改善，方能在觀光產業中鞏固品牌形象及增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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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執行 

 

    本章依據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以瞭解相關問題並

進行資料分析，繼而進行深度訪談，前往拜訪訪談對象瞭解其對研究問題之看法，

與此同時，亦進行實地觀察體驗，深入瞭解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所提供的體驗

DIY 活動現況；而後運用所得之資料，探討出體驗活動及參觀動機的影響。本章

節共分為三節：3.1「研究方法」，3.2「研究設計」，3.3「資料分析編碼」，各節內

容分別說明如下：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確定研究方向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指導教授討論並經修正而確

定訪談大綱，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運用現有資料、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接著利用

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針對與研究議題相關的人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而後透過訪談紀錄的彙整分析，最終形成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3.1.1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有時亦稱為實地或田野研究，俗民誌研究或人

種誌、自然探究或參與觀察研究法。研究過程是以「對話」方式進行，無論從文

獻或是訪談資料的彙整，皆需有自我批判的觀點及資料的完備程度。質性研究可

解釋為想要更深入的探究「事情的發生與過程」所隱藏的涵義，解釋並理解之。

著重描述特定文化中的具體生活經驗，以微觀的角度研究當事人的內在觀點、感

受、生活與經驗，關注當事人所賦予之人、事及環境的意義，人與人、人與環境

的社會行動意義。因而質性研究是產生描述資料的研究，即描述人們說的話、寫

的字、和可觀察的行為，用來獲得量化研究方法所無法獲悉的內涵。 

    質化研究關注個體或群體對於特定現象觀點的經驗與認知，其採用的研究方

式，傾向於自然的情境下，透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面談與觀察，了解研究對象

的經驗、觀點及所關注現象的深層涵義。質性研究此方法，能探索對象內在心理

歷程或經驗世界。所以質性研究亦是以「探索」和「發現」為主要之目的，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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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研究的人類經驗和情境產生全面的與統整的描述，以深入理解人類經驗或現

象的意義，了解人類對其經驗賦予的主觀意義（李昕哲，2017）。 

    綜上所述，質的研究特別重視： 

1. 研究者親自體驗或參與觀察，並記錄自然情境中的行為。 

2. 蒐集多樣化的描述性資料，如訪談抄本、實地記錄、圖片、相關文件等。 

3. 兼顧事件或現象形成的過程及結果。 

4. 不再驗證研究假設，而是將諸多片斷資料予以歸納，以發現其關聯性。 

5. 探究不同個體對於自己本身行為所作的解釋或認定。 

    Bogdan 與 Biklen（1992）亦曾指出質性研究有以下五個特徵（蔡蕙蓬，2016） 

1. 研究場域是屬於自然式的 

  研究者本身即是關鍵的工具，深入自然的情境而非刻意塑造的環境，真實自

然的情境下，對所發生的人、事、物做真實描述，作為研究資料的直接來源。 

2. 描述性的資料 

  重視文字或圖畫資料，因其蘊含脈絡意義，而非脫離情境的數字資料。 

3. 歴程的關注 

質性研究者關注的是研究的歷程與事件意義的詮釋，而非研究的結果如何，

此一是量化研究無法顧及的。 

4. 歸納性的 

質性研究者以歸納的方式來分析資料，經由不斷歸納的方式聚焦到有意義的

問題上，尋求可能的意義以建構出完整的圖像。 

5. 意義 

    質性研究者強調透過對話與互動方式，體驗與理解研究參與者如何詮釋。 

3.1.2 訪談法 

    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的交談，其要件是至少有一位以上的訪談人，以及一位

以上的受訪者。訪談人透過語言溝通來獲取受訪者的某些訊息，在提話與回答的

互動過程中，用來收集訪談人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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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常見的一種方法，亦被公認是重要的蒐集資料方法，

因某個特定目的去採訪他人，以深入對談的方式獲取必要的資訊，因文獻上資料

往往是呈現一些已經存在許久的狀態及事理，透過深度訪談再經由記錄，能幫助

研究者獲知一些文獻上所無法提供的訊息，藉此以達到預設想要的成果，並透過

與訪談者之間的互動，釐清更多研究上的盲點。有別於單純訪談，深度訪談目的

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内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之道。一般

而言，深度訪談能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但是其所得到的結果更具能深

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的分析依據（萬文隆，2004）。古永嘉、楊雪

蘭（2014）認為個別深度訪談係指個別訪談者和一位受測者之間的互動。完成個

別深度訪談通常要花 20 分鐘（電話訪談）至 2 小時（預先安排，面對面訪談），

依研究主題與所使用的接觸方法而異。 

    訪談是透過語言交流表達出不同想法而歸納得出，有幾項功能：1. 瞭解受訪

者觀念與想法 2. 瞭解受訪者過去的經歷並透過他們得到事件的發生過程 3. 透過

訪談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瞭 4. 事先瞭解那些問題可再深入追問，何者不宜 5. 為彼

此雙方建立互信關係 6. 使受訪者感到更加有力量（陳向明，2002）。 

    潘淑滿（2004）指出訪談法有五項特色： 

1. 有目的的談話：透過訪談，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蒐集資料。 

2. 雙向交流的過程：研究者與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不斷的互動，進行雙向溝通。 

3. 平等的互動關係：受訪者可依據個人意願決定是否受訪－在訪談過程中，亦

能決定訪談內容的表露程度。 

4. 彈性原則：研究者須根據訪談問題或地點等實際情況，做彈性調整。 

5. 積極的傾聽：訪談者在訪談過程絕對不是為了獲取答案而提問題，訪談者應

該關心的重點是用心傾聽受訪者所談的內容及如何表達。 

  本研究透過不同對象的訪談，收集不同角度的資訊，以為規劃設計的參考。

質化研究的訪談方式通常可分為「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與「半結構

式訪談」。其中，結構式訪談又稱標準化訪談、導向式訪談或控制訪談，有累積

分類排序法等進一步的研究技術輔助。而非結構式訪談往往由受訪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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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聊方式，或與知情人士以及專家訪談來取得研究資料。至於半結構式訪談則以

訪談大網做輔助，訪問者針對特定議題，向受訪者發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然而

為深入起見，採用開放性問題，以期獲得更完整的資料，可結合結構式訪談與非

結構式訪談兩種訪談的優點。（丁珮玉，2003）。 

    半結構性訪談的特點是：（袁方，2002） 

1. 有一定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非漫無邊際的，是有重點和焦點的； 

2. 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網或訪談要點，所提問題能於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 

    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相當富彈性； 

3. 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訪談者不需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行訪問。 

    本研究將以訪談法為主要工具，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協助研究能以更

完整及正確的方式，將訪談內容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驗證，形塑成一有價值之

質性研究，並由此歸納出結論。 

3.1.3 文獻分析法 

  「文獻」一詞的原意為典籍，由學術的角度來看，則是為官方或民間收藏用

來記錄群體或個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或是宗教等方面活動的文字

或其它載體的材料，因此，文獻分析是指蒐集他人所做之研究，分析其結果與建

議，以指出需要驗證的假設，並且說明這些建議性的假設是否有價值拿來應用。

進一步地說，文獻分析法指的是根據一定的研究課題或目的，利用蒐集相關市場

資訊、產業動態、調查報告等文獻資料，而後精準地掌握自身要研究問題的一種

方法。文獻分析法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和預測未來，對此，蒐集內

容儘量要求廣博與豐富，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的淵源、原因、背景、

影響及其所隱含的意義等，除此之外，由於文獻分析法不與文獻中記載的人、事

有所接觸，因此，又稱為非接觸性研究方法。其分析步驟有四個，即閲覽與整理、

描述、分類及詮釋（朱柔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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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分析的範圍與來源大約可分為以下三種（楊國樞等編，1998）： 

1. 相關學科的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位論文。 

2. 類似學科學說與理論。 

3. 一般著作、民間通俗典故、具創造性或思考性的文章。 

  本研究使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南華大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圖書館、期刊、論文等相關網站或研究文獻來進行資料蒐集，並對相關參考

文獻嚴謹周詳的探討與閱讀後，再加強蒐集補足資料不足的部分，而後整理出適

合本研究的重點基礎。 

    除此之外，文獻分析法亦是根據固有的相關文獻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探究，依

照已完成的研究資料中，覺察尚有不足或未深入探究的議題以及研究時所面臨的

困難等。有鑑於知識為一種可長期積存的「資源」，而文獻分析法將可協助研究者

實現四項功能（王家煌、潘中道，2002）： 

1. 藉助文獻分析建立本研究的可信度，取得讀者認可，以示顯出該項「研究議

題」的意義內涵。 

2. 透過探索前人的相關研究，體會其研究過程與方法，以此作為研究之基石，

再進一步探究。 

3. 整合並摘要欲探究之已知的領域。 

4. 學習過往研究中的內涵，並獲得或萌發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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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設計 

3.2.1 訪談對象設定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嘉義縣新埤國小學童家長及教師，共計五人。受訪名單

如下： 

表 3.1 研究之訪談對象列表 

受訪者

編號 
受 訪 者 身     分 訪 談 日 期 備     考 

A 學童家長 家管 2019.10.17 
1. 從事有機農業耕作

2. 育有二子 

B 學童家長 
經營台灣親子旅遊 

景點暢銷部落客 
2019.10.08 

1. 熱愛旅遊 

2. 育有二子 

C 學童家長 國小教師 2019.11.01 

1. 豐富旅遊經驗 

2. 育有二子 

D 學童家長 人事管理部 HR 2019.12.29 

1. 重視做中學 

    具有領隊執照 

2. 育有二子 

E 學童家長 業務開發部主管 2020.01.20 育有三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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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確認執行方向後，蒐集並大量閱讀相關之研究、

期刊及論文等，依據訪談對象設計初擬訪談大綱，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大綱的適切

性、研究對象的代表性與可行性，經多次修正而確定訪談大綱，整體架構方向為

下列幾項： 

第一部分：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 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得知資訊？ 

2. 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工

廠標章的想法？ 

3. 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方式、伴遊的對象？ 

4. 您消費於評選通過及評選未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平均支出？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何？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及體驗活動的想法？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第二部分：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參觀？原因？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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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分析編碼 

    訪談內容資料編碼方式為，將訪談的對話過程透過文字進行逐字稿的撰寫，

再使用表格的形式將逐字稿分為左右兩欄，左邊欄位為原始的訪談內容，右邊欄

位為原始逐字稿經整理後的訪談重點。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別以編號代碼A代表學童家長、編號代碼B代表學童家長、

編號代碼C代表國小教師、編號代碼D代表學童家長、編號代碼E代表學童家長。 

    針對訪談大綱內容主軸進行資料編碼，以下為其編碼的代表內容： 

1. 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以a代表。 

2. 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建議以b代表。 

    若是引用受訪者A。談及消費者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的觀光行為，則以

（A-a-01）或（A1-a-02）來表示，第3個數字01或02，主要是顯示其於訪談逐字稿

中所在問題大綱的位置，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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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整理 

 

    本章節依據訪談所得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與說明，共分為三節。4.1 探討學童

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4.2 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

工廠未來的發展建議。 

    本研究將研究的對象以編碼 A～E，作為此章節訪談對象之代號。 

4.1 探討學童家長之觀光行為 

4.1.1 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得知資訊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嘉義縣市觀光工廠參觀過 2~3 次；其它位於嘉義縣市以

外的參觀過 1次。親友介紹或透過參與學校戶外教學旅行。(A-1-1)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大多數到訪過的觀光工廠只去過一次，鮮少超過兩次；

舉辦特定活動、促銷會再訪。取得旅遊資訊來自 1. 親友間推薦 2. 報章雜誌介紹

3. 自身上網查詢評價 4、鎖定中投、雲嘉南區域景點短程旅遊。(B-1-1)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嘉義以外的觀光工廠，到訪約一次；嘉義縣市的觀光工

廠約二至四次，交通便利，藉此認識、瞭解在地文化、認同產業文化保存、是休

閒遊憩的好去處。透過手機蒐集旅遊訊息，在校會收到景點宣傳單、門票折價券、

或戶外教學推薦行程，整合網路文章、消費者及親友評價，擬定親子旅遊景點的

口袋清單。(C-1-1)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大部分去過 1 次，參觀感受不錯、產品也好吃的觀光工

廠，日後經過，會再次參觀。參觀資訊多由親友推薦、網路部落客文章、或路旁

設有清楚的指示牌引導得知。(D-1-1)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本身喜歡嘗試新鮮事物，外縣市的觀光工廠幾乎僅去過

一次，嘉義縣市的去過 2 次。旅遊資訊多由親友口耳相傳、或家人預先規劃外縣

市旅遊行程時，搜尋網路優選行程，合併 1~3 個距離近、風格迥異、又能代表當

地特色的景點一同參觀，若旅遊景點有提供不錯的餐點及用餐環境，會列入參觀

行程。(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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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整受訪者參觀過的美食類觀光工廠區域範圍與從何得知參觀資訊如圖 4.1： 

1. 嘉義縣市居民參觀觀光工廠多從離家近、自身鄉鎮做為參觀考量的區域；與

住家相距較遠之觀光工廠，參觀次數少或重遊比例偏低。 

2. 家長於平日接送小孩碰面時會談天討論，週休期間到過哪些觀光工廠，體驗

哪種特殊的親子 DIY 及試吃何類美食，因而對觀光工廠的評價大多從其他家

長、朋友等媒介接收或傳播。 

3. 從各大旅遊網及旅遊 A PP 得知最新的旅遊優惠活動及結合當地景點與觀光工

廠的套裝旅程。 

4. 嘉義縣市的大型公司工廠主要都聚集在工業區，廠辦合一的緣故，於工業區

上班的家長從各自的工廠及辦公室下班路上，皆會經過工業園區大門口的工

業區接待中心，順手可自由拿取架上的嘉義縣市工商公會的會員工廠名冊，

並從而得知有些工廠已經轉型為觀光工廠， 也因工作原因參加縣市政府舉辦

的工商協進會議，獲知許多已轉型成功的工廠負責人上台大力推廣的資訊，

及各項親子共遊的設施與體驗活動。 

5. 於工業園區工作的受訪對象，認識許多任職於各項食品觀光工廠的人事單

位，藉由他們極力推薦自己任職公司的產品與美食園遊會活動，結伴同遊，

因而參觀、遊歷了許多觀光工廠。 

 

 

圖 4.1 參觀資訊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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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 

     授觀光工廠標章的想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沒深入研究過，不知有此程序。(A-1-2)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知道。自身對通過五項指標評鑑取得標章，登錄於觀光

工廠自在遊網站的廠商，有高度信賴感，對權益有保障。出遊必進入網站詳讀資

訊，挑選尚未參觀過的觀光工廠，參考周邊景點規畫行程。(B-1-2)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不清楚。旅遊的景點會以是否能達到基本旅遊參觀的樂

趣、個別食品深入知識的獲得、是否設置親子同樂、或手作的活動等進行考量，

即便非頒授標章，食品經過重重審核，健康天然有保障，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

發的合格觀光工廠標章來列入參觀的要素。(C-1-2)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有聽過，但沒有很仔細去瞭解內容。參觀梅問屋時，在

販售部出口見過「觀光工廠」的標誌，但並未深入研究代表的意義為何？自身認

為凡工廠保留製造生產的過程，且改造成讓消費者能入內參觀的場所，即稱為觀

光工廠，也同時領有觀光工廠標章，安全和品質雙重把關，是政府掛保證的觀光

工廠。(D-1-2)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瞭解。從事人力資源業務開發，與各企業或廠商接觸、

協同合作，在協商調配人力的過程中，主管或老闆會主動分享經營的理念。(E-1-2) 

    綜整受訪者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

授觀光工廠標章之意見如下： 

1. 許多觀光工廠經地方政府輔導，或自認已完成工廠觀光化各項軟硬體設施等

指標項目之廠商，常是各地方政府的國中小舉辦校外教學或校外研習的地

方，當學校的主辦人員要著手找尋各間附有教學相長的教育意義或是親子同

樂的觀光工廠時，定會參照由政府核發的合法觀光工廠來展開行程編排。 

2. 周末或假日時段，家長如果規劃帶家中孩子進行親子同樂，在安排行程前，

大多會盡力搜尋當地縣市具鮮明企業形象及企業社會責任（如企業歷史、企

業文化、故事行銷、具環保概念、社會回饋等）的工廠。普遍來說，以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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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及想法來思考，知名度及廣告曝光率愈高的大型企業，並不一定為通

過觀光工廠認證的工廠，如嘉義最具知名度的愛之味為例，廠區極大，內部

交通設置如一般馬路上所見的號誌燈及人行道，確實做好人車分流，一個假

日的參訪人數遠遠大過於坊間通過政府認證的觀光工廠，有鑑於此，一般瞭

解此情形的家長，會考量前往參觀的地點並非一定為政府認證過的觀光工

廠，而會以知名度高、企業形象佳、能提供新穎的體驗活動、或為老字號的

工廠來遊玩參觀。 

4.1.3 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方式、伴遊的對象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學校配合「古早味課程」進行戶外教學，選擇包含 DIY

體驗活動的套裝行程，跟隨孩子走訪富含教育性的景點、體驗、認識不同的文化。

再者，經由親友分享產品，品嚐後覺得品質優等，再購入備用，前往認識製作流

程。全家開車前往。(A-1-3)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產品具特殊性，美食上有需求，企業品牌形象優良、空

間舒適、開設 DIY 手作課程，孩子能從中探索，啟發自我。會與孩子們或家中長

輩一同開車前往。(B-1-3)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皆開車前往。與家人同往梅山公園休憩賞花，特意規劃

附近的梅問屋。同事推薦其 DIY 體驗。長輩與孫兒同行，藉此增進互動機會，適

合三代同堂的行程。參觀金桔農場緣由為孩子好奇金桔豐收時，來不及吃掉，果

子全爛！引導孩子認識保存美味的方法，報名金桔觀光工廠的金桔果醬 DIY 課

程。(C-1-3)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會看其性質適不適合家人的需求，像是富休憩價值、產

品符合家人的喜好，適合的話就會想去看看。以散散步的心態去探訪，不會常以

它為遊憩的考量點，因為還有很多景點能去，利用寒暑假假期較長的期間，開車

到遠一點的縣市遊玩，或陪伴住中部的外公外婆，較常一家四口出遊，偶爾與長

輩聚會時，會帶到家中附近走走，不大前往觀光工廠參觀。 (D-1-3)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以交通便利、附導覽解說、有提供生動的 DIY 體驗活動

為考量，孩子們對探索事物有興趣，全家擴增視野，豐富孩子的想像力！週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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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只要路過景點或觀光工廠會進入參觀。以開車方式前往，與家人或朋友同遊，

有時阿公阿嬤也會一同出發。(E-1-3) 

    綜整受訪者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方式、伴遊的對象之意見如下： 

1. 交通便利：一間能吸引遊客，尤其是攜家帶眷的遊客，能引發其初始興趣讓

人前往的莫過於便利的交通，能夠開車一路暢通的行駛，再者是能夠搭乘一

路到底、不須轉車的大眾運輸工具，一路抵達的情形會被列入參觀動機的首

要考量。 

2. 能與家中就學中的學童產生教學共鳴的觀光工廠：在許多關於自然、人文、

歷史方面都各有精心設計的觀光工廠，且能將當地的人、事、時、地、物融

入教學相長的DIY課程中，是能打動參觀者的第二參觀動機。 

3. 以台灣製造優良產品為訴求，不用擔心黑心產品，不論是吃的或是用的皆同。

此乃廠方要給消費者安心的，及對參觀的觀光工廠信任的堅持。台灣許多傳

統產業上的工廠投入現今流行科技的異業結盟，與過去生產及行銷相同的產

品截然不同，能夠透過電話及網路訂購，不只在實體商店及百貨公司能買到，

在網路上也訂購得到，也許價錢上有所不一，重點是品質都是有保障、相同

的。工廠廠家強調自家的產品無毒耐久、能安心食用或使用，仍不如讓全家

攜家帶眷來參觀一趟更加實際。因而形成更能吸引目前全國人民最重視的吃

得安全、用得安心、拒絕黑心商品的第三參觀動機。 

4.1.4 消費於評選通過及評選未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參觀的平均支出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本身喜歡嚐試。消費比例各半，參觀完觀光工廠後，信

任其食安，便會購買產品。平均支出約在 500~1200元左右。(A-1-4)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平均消費 300~1000元。金額上為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

或未通過之觀光工廠，兩者比例約為 9：1。對政府評選的品牌有信心，且食用後

讚譽有加，會再訪或網購。(B-1-4)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發的合格觀光工廠標章來列入參

觀的要素，消費亦同。食品製作過程公開透明化、無過多調味、運用科學儀器包

裝、食安知識的提供，符合以上要素的觀光工廠，皆會參觀購買。兩者消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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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上下。平均會花 200~700 元不等(不包含 DIY 自費)，尤其在親身參與 DIY 體

驗活動的流程後，明白食物製造加工的過程，享受到完成後的成就感，會提升選

購商品的動機。除自用，送給鄰居或好友，評價不錯會回購。(C-1-4)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約略消費在 200~500 元左右。消費比例差不多，至於是

否為評選通過之觀光工廠，不會影響消費額度，端看自己有無喜歡這產品。參觀

完後，知道其產品如何被製作出，購買安心，無食安方面的顧慮。(D-1-4)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味覺感受佳及做完 DIY 體驗後對產品信任度高的觀光工

廠，約消費 300~1000元不等；而感受不佳者，約消費 0~200元左右，並非以此觀

光工廠評選通過與否來決定購買產品。(E-1-4) 

就觀光工廠的商品而言，民眾是否願意以購買門票的邏輯去等價兌換該廠商

品所謂的平均單人的花費，其實也並非是觀光客想要的入場購買商品的花費，而

是被動式的入場門票，根據2019年所做的研究報導，八成的觀光工廠皆採不收費

模式，並非不想收費，而是不敢收費；並且收費的觀光工廠也都採等值或超值的

商品兌換。觀光工廠門票免收費或許可以成功吸引想省錢的觀光客來訪，但是如

何讓免費不等同廉價，就要傷透觀光工廠的腦筋了，再者影響民眾選擇觀光工廠

景點的吸引力就是「商品獨特性」和「親子DIY教育意義」，並非免費即有人到訪，

只要產品具特色，便能擠身入有特色的觀光工廠，與全台百家觀光工廠一較高下。 

    綜整受訪者消費於評選通過及評選未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參觀的平均支出

之意見如下： 

1. 食品製作過程安全無虞、主打新鮮原型之觀光工廠，顧客消費的比例極高。 

2. 無論該廠是否為評選過後的觀光工廠，有些顧客抱著喜好嘗試，接受新鮮事

物的心態，而前往購買；有些顧客只針對評選通過之觀光工廠進行參觀，對

政府認證後的品牌有信心。 

3. 參與完體驗活動的顧客，從中獲得成就感、對產品信任度高，提升選購商品

的消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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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對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的看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能近距離無阻礙的看到阿嬤工作

人員工作動態，感覺平實親切。是間寵物友善工廠。人潮多時，內部參觀動線稍

微擁擠，有些不便。金桔觀光工廠入門處金桔樹造型販賣部具文青風格。帶著孩

子徜徉此氛圍，滋養對美的眼光。停車空間廣闊且便利。(A-1-5)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選擇的地點朝向對親子友善的觀光工廠。梅問屋梅子元

氣館的整體形象良好，乾淨清潔無異味，內部環境設施與海報設計營造出梅子的

時光隧道及走在空中走廊上俯瞰醃梅池，搭配自製學習單，讓孩子能沿線探索設

廠的起源及梅子食品的製作過程，動線十分清楚；金桔觀光工廠整體形象中等偏

佳，DIY 體驗活動時，服務人員引發全家對金桔產業的好奇心，促進對在地食材

的認識，更與販售部相輔相成，參觀動線屬區塊式導覽，自身感覺難一貫的習得

此食品的相關知識；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體形象中等，廠區外部煙塵飛揚。內

部看板導覽、海報設計良好，參觀現場無隔間，能近距離觀察揀選花生的長輩阿

嬤們之動態，印象極深刻，由於每區未明顯隔間，參觀動線標示需找尋摸索一下。

此三間附屬停車空間足且寬敞，尤以提供平坦乾淨車位的金桔觀光工廠更優。

(B-1-5)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梅問屋建築物外觀成功形塑日式風貌吸引目光。洗手間

乾淨舒適，參觀動線分明，自行參觀也能駕馭。金桔觀光工廠戶外空間寬敞，因

著大量植栽，蚊蟲多，建議前往生態豐富地點，宜著長褲趨蚊。戶外親子遊樂設

施多元，樹屋多功能吸晴。裝置藝術作品多，紓解身心。透過 Instagram 發布、打

卡，告知親友。館內充斥懷舊味。兩間的停車場規劃佳，金桔觀光工廠入口巷道

不明顯，狹窄會車不易，延緩參觀腳步，減少入門參觀的意願。(C-1-5)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梅問屋設備現代化，工作人員穿戴整潔，展示屋內的工

作動態清楚，公共區域及洗手間乾淨清爽，空間充足，對親子團體極友善，停車

空間大。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體形象非常熱情又有元氣。廠區迷你，內部環境

規模雖小，停車規劃及動線五臟俱全，不失為觀光工廠的風範。兩間觀光工廠皆

擁有自身的風味。(D-1-5) 

https://www.taiwanplace21.org.tw/Factory_detail.php?Cata=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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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受訪者 E 表示：梅問屋觀光工廠外部風貌沁心宜人，仿日式建築物造型，

位處梅山交流道下往梅山方向，附設專屬停車場，大節日來訪時車位已滿，就近

找停車位不難找，遠處望去，獨樹一幟，有其特色。未見室外裝置藝術造景。廠

內設有梅子的古早時代的製作過程、場景，及現代化生產製程與歷史沿革，參觀

動線順暢，行走空間舒適不擁擠。民雄金桔觀光工廠腹地廣闊，結合周邊天然樹

林，木製古物塑造濃厚懷舊氛圍，服務人員以金桔飽和的鮮橘色外皮加上沉穩的

墨綠色枝葉形象的制服現身、親切熱情，融入廠內動靜態，整體形象概念不錯！

停車空間足夠寬敞，大型遊覽車易於找到停車位。廠外環境天然蚊蟲多，戶外有

木造遊樂設施、鞦韆、沙坑、生態池，以嘉義縣市而言，親子遊樂設施完善，極

吸引親子來訪、接觸大自然。廠內隔間多，隨著專業導覽人員的腳步聽導覽學知

識，參觀動線較能滑順不打結，行走空間並非寬敞，容納空間不大，人群一聚集，

凸顯景點生機勃勃。 (E-1-5) 

   綜整受訪者對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之意見如下： 

1. 好的觀光工廠具備良好的動線：(1)產品生產動線 (2)產品物流動線 (3)顧客參觀

動線，此三種動線更是規劃的重點。 

2. 停車空間優良：(1)停車導覽標示清楚 (2)免費 (3)充足。 

3. 老建築新設計，成為時下年輕人最愛的拍照景點。 

4. 設備現代化、工作人員穿戴整潔，在在顯示出業者決心打造此一座以教育功能 

   為導向的「原料在地化、製程透明化」現代化食品工廠，解除國人對食安問題 

   的憂心。「食在安心、用的放心」，讓所有民眾皆能親眼所見。 

5. 內部空間體驗完畢，要獲得顧客的良好評價，關鍵在於：是否讓其在心中有了 

   抑揚頓挫、跌宕起伏、平鋪直敘、風平浪靜等多面向的感受，藉此帶給顧客不 

   同的感官旅遊體驗。 

6. 針對滿布原生環境、栽植著各種樹木的觀光工廠，接近大自然難免蚊蟲多，到 

   訪時記得為孩子們噴上防蚊液。 

7. 識別系統，具美學概念並互相襯托（例如品牌標識、產品包裝、吉祥物、週邊  

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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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合該觀光工廠的特性，建造出專屬的室外遊樂設施，如金桔觀光工廠所設置 

   的親子溜滑梯彷彿時光隧道一樣，一關接一關都有附上該廠的起源與產品製作 

   流程，讓小朋友玩耍闖關之餘，亦能學到產業知識。 

4.1.6 對服務人員服務態度的看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金桔觀光工廠戶外教學，預約報名套裝行程Ｂ班，服務

人員專業，助益認識產業文化、工廠經營理念、食品製作流程，尤其 DIY 時，服

務親切仔細、講解步驟清晰。余順豐觀光工廠，參觀並回購產品，導覽人員詳細

且專業，溫情易親近，搭配本土的花生製品，濃情氛圍相輔相成。親友試吃產品

後，湊齊 2000 元免運費，服務人員體貼顧客，連同顧客至其他地方買的東西一起

配送、服務到家、貼心溫暖的舉動，令人留下美好感受。 (A-1-6)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與梅問屋服務人員的互動少，兌換學習單獎品的櫃檯服

務人員親切和藹，問題處理得當，服務態度佳；金桔觀光工廠販售區的服務人員

販售態度積極，面對詢問能立刻指引至正確位置，但感覺存在著一股銷售壓力，

金桔果醬 DIY 體驗活動時，服務人員專業親切、富金桔相關素養，能耐心和藹的

回應，與顧客的互動極佳；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的服務人員熱情有溫度，有問必

答，認真接待，服務態度令人相當滿意。(B-1-6)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梅問屋與金桔觀光工廠導覽、DIY 體驗的服務人員熱情

親切，有賓至如歸感。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的服務人員銷售方式急促，讓人有壓

力感，未被鼓舞購買欲望。(C-1-6)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自行參觀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工作人員熱忱服務周到，

又親切自然，讓人有賓至如歸之感。梅問屋入口處及銷售區的服務人員穿戴整潔

專業、訓練有素。兩間工廠服務態度都還不錯。(D-1-6)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梅問屋觀光工廠服務人員親切常掛以笑容，導覽人員講

解生動清楚，有獎徵答時會搭以梅子獎品讓顧客品嚐，以此創造參觀時愉快的氣

氛。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招呼聲爽朗，客群多忙碌時，服務

人員非但不會怠慢顧客需求，反而能即時服務。DIY 體驗活動的導覽人員專業素

養高，活動中面對顧客的提問不時微笑回應，相當親切。兩間觀光工廠的員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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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整潔清爽，得體的打扮贏得顧客的好感與信任、也傳遞對產品服務的專業。

(E-1-6) 

   綜整受訪者對服務人員服務態度之意見如下： 

1. 服務人員打扮得體，服務及時，笑容可掬態度佳，尤以引領導覽活動或 DIY 體 

   驗活動的導覽人員，熱情親切，具產業相關素養，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進行專 

   業熟稔的導覽，梅問屋梅子元氣館導覽人員進行導覽時，更適時搭配有獎徵答 

   活動，給予答對之遊客梅子小禮，創造參觀當下愉悅受肯定的感受，講解清晰， 

   有參加導覽活動的顧客，皆能感受到親切專業的服務氛圍。 

2. 笑臉迎人、熱忱親切的服務人員，讓顧客易親近，能安心放鬆地進行參觀。 

3. 販售區服務人員的販售態度若過於急切，顧客感受到壓力，反而適得其反。 

4. 服務人員設想周到，比顧客早一步瞭解其需求，在顧客心中留下美好感受。 

4.1.7 對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金桔觀光工廠體驗，團體的 DIY 課程需事先預約，方便

廠方備料。過程中孩子們細心合作，現做且立即嚐到滋味，每個孩子都好興奮、

好有成就感！帶孩子去超市，只對草莓、花生、巧克力果醬有興趣，透過 DIY 活

動，願意嚐試酸甜口味，且喜歡這樣的體驗。孩子在家自製金桔果醬吐司、小咳

嗽時泡溫熱金桔茶，愛不釋口，不到一週便吃光光。藉由 DIY 的體驗，孩子願意

拋開以往印象、嚐試新口味，熬煮過後的金桔製品溫補，有益身體。廠內導覽介

紹金桔歷史沿革與製程、營養價值，搭配一兩項影音介紹，清楚呈現產品的前世

今生。戶外設有遊樂器材，古早味區存放農具，古早味的玩具…等，見證金桔的

歷史。余順豐觀光工廠體驗挑花生的過程，一群阿嬤們讓人零距離目睹傳統手法，

阿嬤老字牌的行銷，印象深刻。(A-1-7)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梅問屋的服務人員導覽及解說時，流暢富專業，廠內未

提供多媒體影音互動，看板內容清晰有條理，字體大小及印刷配色易觀看且良好。

設計集戳章闖關卡活動，搭配參觀動線，孩子們仔細瀏覽、不放過線索，過程添

加樂趣。醃梅 DIY 體驗課程時，服務人員親切，對梅子相關知識淵博，積極從旁

協助，十分有耐心，特別讓學齡及學齡前兒童喜愛。金桔觀光工廠的 DIY 體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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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課人數與梅問屋相同，集滿兩人即可進行體驗，金桔果醬 DIY 教室改裝自以

前的牛舍，環境陳設古色古香，散發濃厚懷舊氛圍，工廠挑選黃果的金桔，急速

冷凍，當日有課程時，才拿出解凍，保持其新鮮度。為了吃到酸甜滋味的果醬，

要把會帶來苦澀味的金桔籽去除，熱水煮過一分鐘，撈起打成泥、等釋放果膠後，

再加糖熬煮，熬煮過程中一邊攪拌一邊二度去籽，降溫後撈起裝罐，轉上蓋子後

倒放，讓內部果醬保持真空狀態，鍋內剩餘的果醬還能泡茶喝、夾入酥脆餅乾內

一起食用。工廠內陳設許多古早味家具、文物，甚至透過電視以錄影帶輪播的方

式播放工廠的故事，出現幾樣多媒體影音導覽，無影音互動。內部陳設展覽多元，

外部環境還附有烤肉、露營區、木造親子遊樂區、吊床、金桔果園、各種可愛的

裝置藝術等，大樹林立，自然生態豐富，腹地寬敞，能提供的空間延展性佳，本

身相當喜愛，也很適合三代同堂的家庭排進小旅行中。透過導覽人員的詮釋，全

家從 DIY 體驗中，得到更易瞭解的產業知識與手作技巧。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內

部的導覽看板簡單清楚，較缺乏多媒體影音互動，解說人員親切大方，仍是帶著

自身家庭導覽園區一周，服務態度佳。(B-1-7)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梅問屋觀光工廠導覽專業、DIY 體驗有趣，增添良好互

動，無多媒體影音互動，看板展覽清晰知識足；動態部分，屋內工作人員完整呈

現生產製造過程。金桔觀光工廠 DIY 體驗，孩子能從中瞭解保存食物的妙招，古

早味餅乾搭配果醬食用，孩子們滿足！體驗 DIY 後，購入許多產品。無互動的影

音設施，導覽專業、深入淺出。可惜的是，週末未能親眼目睹工作人員從事製造

生產的流程，平日一到五方看得見，全家望著廠房內的各空間設備，想像製作時

的樣貌。(C-1-7)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梅問屋 DIY 體驗活動費用合理， CP 值超乎期待，去核

動作不僅在 DIY 體驗中出現，梅問屋的去核梅子，皆為人工完成，極富耐性讓人

開眼界。醃梅作品完成後心情暢快有成就感。也更了解產品特色及梅子文化。導

覽人員幽默解說，醃梅的過程栩栩如生，搭配有獎徵答，遊客樂於參與。廠內具

生產與互動體驗。余順豐觀光工廠，自行參觀展覽，散發友好氛圍，人文為本，

誠摯為上的行銷方式。印象深刻的是阿嬤們以長年的經驗替消費者把關，保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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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富口感的花生，阿嬤們團結一心，全家對花生製作過程也提高了興致。展示

區有觀光導覽影片、語音導覽系統、五感體驗設施，不過當天按了沒反應。花生

糖製作屋，提供師傅現場製作，補充花生糖存量。無推出 DIY 體驗活動。 (D-1-7)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醃梅 DIY 體驗活動導覽人員在進行步驟解析時，大小朋友眼

神專注，仔細聆聽，就怕錯過醃梅秘訣。導覽人員傳神活躍的帶領，富教育性的

DIY 活動表露無遺，孩子收穫多，魅力不可擋。動靜態導覽合宜，也適合自行參

觀。金桔果醬 DIY 活動中挑籽、加熱、打成汁等動作較為繁複，導覽人員解決體

驗者的個別需求，過程富細心及專業，從中體會業主對食品製程的堅持與消弭對

食安的憂心。自身崇尚天然無負擔又營養的美食方式，透過 DIY 體驗活動，看到

用心為食品把關，「實在安心」帶給全家啟發。梅問屋與金桔無互動的影音設施。

(E-1-7)  

    針對產業背景、公司沿革…等不同經營故事，許多的觀光工廠通常都能熱情

且完整的向遊客進行及深度的解說導覽，藉此讓到訪的大人和小孩們皆能愈加了

解該品牌背後代表的歷史沿革。甚至，許多工廠會在導覽員介紹完製造過程和品

牌方針及歷史故事之後，再透過 DIY 的學習活動讓遊客們在參觀之餘還能進一步

體驗如何完成產品、進而藉由體驗更加深刻地了解傳統製造產業的文化。再者，

依據許多田野調查研究顯示，DIY 設施部分，不管是軟體（高素質人員輔導）或

是硬體面（產品品質），親子互動區、親子友善空間、資訊多媒體展演區、公共

設施、親子共同操作遊戲區與親身體驗區，以上為家長型的顧客最關注的場地順

序。而其中，親子互動區的整體裝潢擺設為其核心，此外，為順應一般觀光工廠

的服務對象：親子或是三代同堂，供上課使用的產品介紹區座椅，及一般走廊需

多擺設椅子，以便利旅客，而這同時也深深地影響顧客的旅遊意願。 

    綜整受訪者對廠內活動行銷之意見如下： 

1. 有提供DIY體驗活動的金桔農場與梅問屋梅子元氣館，體驗內容專業、過程生 

動引人注目，帶領技巧活躍流暢，完成體驗後的顧客，大多能了解傳統製造

產業的文化與如何堅守食品安全的製作流程，還能獲得不同面向的啟發：舉

一反三、樂於創新嘗試、保存食物妙方、用心呵護食品安全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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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末未能呈現產品製造生產的過程，讓週末前往的旅客未能親眼目睹工作人員 

     工作的當下，十分可惜。 

3. 增加動靜態展覽可提供多媒體影音互動的設施，例如：3D投影小劇場、短片、 

     互動式小遊戲。 

4. 軟體方面，一般攜家帶眷的旅客較著重的是：景觀友善度與工廠營造出的親子 

氣氛、專業高素質人員解說及服務品質、交通便利性與清潔(包含展場及廁所)。 

其中，在一般感冒及腸病毒和各式流感或流行期間，許多親子同行的旅客對於 

廠內的服務速度與環境乾淨程度會更為注重，而獨立於工廠外面的整體造型與 

親子遊樂專區，由於是親子旅客最喜愛的拍照場景（常可見到許多家長與孩子 

會在此區消耗了大多時間，流連駐足），因此聘請富知名度的設計師設計一個 

加強清晰印象的外觀於該區，亦能帶給旅客不錯的迴響。 

5. 若欲前往小型觀光工廠，隨時可向工廠提出戶外教學，預約報名，不受限人數； 

若為大型觀光工廠，須注意：(1) 大多須於兩週前事先預約，不接受機關團體 

臨時性預約；(2) 只接受學校團體的報名(有些甚至不接受幼兒園)，不接受個 

人參訪，且特殊專案請另行提出申請；(3)單次報名之學校團體，有時必須超過 

30以上的人數，觀光工廠才開放歡迎各學校單位戶外教學的參訪。 

4.1.8 對伴手禮品質、餐飲服務的看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余順豐觀光工廠，食材新鮮好吃、物美價實在，品項豐

富，受長輩及孩童的喜愛。孩子對帶殼花生有興致。紅棗花生膜茶順口好喝。冷

凍後更加綿密好入口的花生糕，適合長輩食用。挾殼花生－「男籽漢花生！！」，

外觀好看，透露出業主對自產自銷花生的自信，展現高品質，與其他品牌做區隔，

受歡迎。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造型文青，富藝術感，食品多元，孩子們喜歡的食

品：金桔檸檬汁、金桔一口酥、金桔餅、金桔小饅頭，每回必買的金桔果乾。戶

外餐廳提供咖啡、茶飲、點心，套裝行程 B 養生蔬菜飯，孩子評價不一，大人普

遍感覺不錯。30 人以上自助式的金桔風味餐點，供團體預約。(A-1-8)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梅問屋伴手禮種類豐富，禮盒包裝精美，有籽、無籽、

燒梅都好吃，提供試喝；服務人員用燒梅醬示範烹調口味佳；天然酸梅粉，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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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喜愛的伴手禮。陳設乾淨亮麗，工廠未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光工廠販售區矗

立著一棵大金桔樹，讓空間繽紛感加乘。廠內提供冰及熱的金桔檸檬試喝，銷售

人員推銷態度積極。金桔果乾、金桔地瓜酥、金桔果油，風味佳令人喜愛。商品

種類琳瑯滿目、環境陳設色調溫暖舒適。有多款套裝行程－導覽、DIY 手作、用

餐、野外禮拜、露營、烤肉可供團體選擇，30 人以上團體遊客也可預約用膳(金桔

風味餐)，全家人數不夠，沒在此用餐。余順豐觀光工廠販售區內空間寬敞、陳設

簡潔清爽，產品口味品質佳，試喝的花生膜茶天然好喝。夾鏈袋裝的商品適合自

用。未提供餐飲服務。(B-1-8)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陳設清楚，購物氣氛佳，試吃提

供大方、個別包裝、不黏手、乾淨安心食用，印象良好。產品包裝精緻化，適合

當伴手禮，同行的親人品嚐完，看到可愛吸晴的粉紅色立體包裝，紛紛購入。無

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光工廠伴手禮種類多元，販售部金桔意象的陳設提升品牌

意象，提供冷、熱金桔檸檬試喝，口味天然，品質風味佳，後選購金桔檸檬給孩

子、好幾瓶金桔果蜜，給天天講課的自身。完成 DIY 活動後，信任食品安全保證。

戶外設貨櫃餐廳，提供咖啡茶飲類食物，內部提供風味餐，未事先預訂，留待下

回品嚐。(C-1-8)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梅問屋購物氣氛愉快、展示陳列清晰、產品包裝設計吸

引人、種類多元。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運用花生殼的包裝外表，鮮明揭示品牌形

象，五穀雜糧皆有販售，食材安心，價格實在。兩間觀光工廠皆未提供餐飲服務。

(D-1-8)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寬敞整潔，伴手禮一目瞭然，產

品包裝設計精美，試吃品皆為個別的小包裝，符合衛生安全的考量。工廠未提供

餐飲服務。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金桔藝術造景佳，伴手禮陳設集中，外部有提供

簡單的小茶點、蛋糕販售，內部的餐飲服務須事先預約，專攻團體顧客。兩間觀

光工廠皆提供多元的伴手禮方便選購。(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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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觀光工廠的過程中，產業觀光以及文化觀光為觀光工廠主體的銷售向

度，具舉足輕重之地位。對消費者而言，能獲得一個與品牌相關或導覽過程相關

的產品，始能讓消費者與該品牌在心中建立記憶的連結。 

更進一步地，欲讓品牌的記憶留存更久遠，外觀的包裝設計亦須更加用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2004 年起委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辦理「改善外銷農

產品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計畫，並自 2010 年開始委託全臺最大設計資源整合平

臺－臺灣創意設計中心擔任專案管理角色，打造外銷農產品品牌形象與包裝設計

計劃「TGA 包裝好農．品牌台灣」，用包裝凸顯品質差異，有質感的包裝設計， 

不僅僅外觀好看，首要的目的是展現高品質，和其他品牌做區隔，藉此提昇品牌

行銷力。同時提供農產品經營者更完善的品牌行銷和管理上的專業建議，打造農

產品在市場的新價值。 

    觀光工廠的業者若欲主打健康無負擔的伴手禮內容，建議可從兩大主力族群

需求的產品類型著手：最具市場決定性的千禧世代上班族，追求的是便利飲食中

的添加物「少添加」；針對更熟齡的「慢老世代」則可從零添加∕少添加、非基

改、高纖的冷凍∕冷藏便利料理，或是補足熟齡健康所需的營養食品著手。可以

預見，此類的伴手禮內容將會是未來觀光工廠產品的新趨勢。 

    另外，許多人認為觀光工廠不適合規劃過大的銷售空間。反之，對消費者而

言，若能擁有一個紀念品，便會在回憶過往時，對品牌的認知或對品牌的偏好度， 

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綜整受訪者對伴手禮品質、餐飲服務之意見如下： 

1. 食材新鮮可口、物美價廉 CP 值高。 

2. 販售部外觀或伴手禮造型文青創意性足。 

3. 產品多元化，結合產業特色，增強識別度。 

4. 試吃食品的包裝個別化，質量兼具又符合衛生考量。 

5. 金桔觀光工廠針對團客推出套裝行程，餐點選擇多樣化，但無法提供予 30 人

以下未預約的團體嚐鮮，例如一般散客、小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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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及梅問屋梅子元氣館都是採取少量製造，少量包裝，自

產自銷的模式，與農民自種自賣的模式相仿，通常採取此營銷方式，皆呈現以下

特點：1. 產品量少─因主攻自產自銷，致使人力必須分配得宜，不去競爭連鎖賣

場的上架費用，不沖量趕著至各地鋪貨，但仍有優缺點，優點是全國只有自己廠

內在賣，獨特性十足；而缺點是知名度會影響自產自銷的銷售率。2. 必須對自身

的產品有著極高的自信心（同 1.），消費者對該觀光工廠的產品有可能產生存疑，

為何同樣的商品，該間觀光工廠卻賣得比知名度曝光率極高的公司還貴，重點是

以前從未聽過你這個品牌。因此觀光工廠必須要將專業與自信展現出來，並安排

服務人員透過導覽、販售、及體驗活動行銷此重點， 並且能以不攻擊其他大品牌

的口吻，合理說出自家優於其他大廠牌的商品之獨特之處。3. 無法量產，導致該

企業無法擴大規模─一般的觀光工廠擁有兩項優勢：(1)不需趕著交貨給國內外下

游廠商；(2)商品產量並非極大，不會被壓低產品費用。因此在廠內，鮮少看見一

般大型企業內常見的外籍移工。 

4.1.9 對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現場購買，服務人員給予折扣優惠。離家不遠，大量採

購時，折扣的吸引力很大。(A-1-9)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皆提供線上購物功能，相當便利。(B-1-9)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金桔觀光工廠產品買十送一，與親友共同湊成十項，覺

得划算。團客到場時吆喝優惠價。皆提供線上通路，採「貨到付款」方式，金桔

觀光工廠運費 150 元，本島配送滿 2000 元免運費，沒能及時到廠購買，會選擇線

上網購。(C-1-9)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余順豐觀光工廠內部購買有其優惠。建議觀光工廠將銷

售優良的產品，再開發出特殊包裝或特殊口味，保留至廠內販售，塑造獨特性、

增加消費者回流、提升參觀率。 (D-1-9)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商品搭配行銷活動時，服務人員必須清楚明瞭店內(廠內)規

則，提供試吃時態度宜積極大方，搭配消費者喜好，講解、推銷其產品，朝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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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專業工作人士前進，讓消費者在心中烙下對品牌良好的意象，提升消費者滿

意度與忠誠度。(E-1-9)  

    網路行銷業已擴及至世界各地，低廉的網路行銷成本，帶來的效益已經遠勝

於過去鋪天蓋地的路邊招牌及電視廣播的廣告，良好的商品不只賣給台灣，更有

可能經過知名國內外的 youtuber 們專程或不經意的使用，進而上網分享心得及開

箱文，將產品推銷出去。而觀光工廠業主提供的商品促銷，是一種基本的行銷手

法，以目前趨勢而言已實為必然。透過服務人員介紹將產品從安全衛生的生產流

程到導覽等過程，一一詮釋，以全天然不含任何香精及化學成分之類的手法、維

護大自然與人類健康、及高成本製作，來區分自身產品與坊間大品牌的差異。將

原始定價定於高過知名產品，而後再利用假日或其他名目的限期優惠，把價格降

為與大品牌商品同樣的價錢，對天然有機產品此名稱有著莫名吸引力的顧客湧起

購物衝動，然而有機二字是否屬實，顧客買回去請也難以驗證。因而親眼目睹產

品製程，也能讓顧客對食品安全此道高牆卸下心防，願意嚐試觀光工廠的產品。 

    綜整受訪者對商品行銷策略之意見如表4.1： 

1. 廠內購買，享受折扣優惠。 

2. 附近鄉鎮居民離工廠近，方便回購。 

3. 提供網購，貨到付款加上基本運費，便利且無負擔。 

4. 優選產品可再開發特殊口味，且廠內限定，到廠始能購得。 

5. 提供試吃大方，搭配專業且面帶笑容的講解，顧客滿意度佳。 

 

表4.1 學童家長選擇觀光工廠考量因素 

學童家長選擇觀光工廠考量因素 

1.品牌形象 2.政府認證 3.環境規劃 

產品優質、整體設計 

活動體驗、服務品質 

建築裝修、環境教育 

產品檢驗、消防逃生 

動線設計、多元功能 

遊憩空間、交通安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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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對觀光工廠之發展建議 

4.2.1 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金桔觀光工廠具教育價值，孩子能親眼目睹多道繁複金

桔製程。孩子參觀加上 DIY 實作體驗後，印象深刻，吸收良多，習得「尊重彼此」、

「體驗老祖先的智慧」。余順豐觀光工廠導覽解說親切，產品新鮮可口脆度高，

看到廠內原始風貌的呈現，有感受，孩子於寒暑假陪著農耕，曬豆、翻豆，參觀

完反映：每一顆花生都是農夫辛勤耕耘下的產品，惜福感恩，「愛就是把食物都

吃光光」。(A-2-1)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梅問屋及金桔觀光工廠傳達的產品知識豐厚，參觀導覽

富知性、感性、寓教於樂，孩子們念念不忘，DIY 體驗魅力不可擋！孩子們在校

接觸農耕，體察到農夫的辛勞，此行引發孩子們在校體驗後習得的知足惜福好品

格。(B-2-1)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特意規劃的行程，孩子們往金桔農場，參加完 DIY 體驗

活動，解開疑問，服務人員闡釋的內涵，孩子吸收七、八成，收穫滿滿，還提出

回家要將喜愛的水果依樣畫葫蘆做出果醬，父母觀察到孩子激發創意思考能力，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感覺欣慰。孩子感覺走出門外探索事物，能增廣視野，符

應自身對孩子「做中學」的理念與盼望。(C-2-1)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偏向賣場型式，觀光的部分不突出，DIY 體驗活動建議

結合產品特色，妥善設計課程，讓顧客有親身參與產出的流程，加深對產品的印

象，獲得成就感。廠內的 DIY 體驗活動，實際呼應孩子在校類似體驗教育的學習

歷程，孩子們「親身參與」、「體驗」，使學習達到增加與持續的效果。(D-2-1)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踏出室外，讓孩子放心嘗試！觀光工廠可學習製作體驗

DIY，透過導覽清楚工廠內的實際操作、瞭解產業的經營方式及內涵、與在地文化

緊密連結，同行親友的感情更融洽，孩子在家體驗不到的部分，在觀光工廠 DIY

活動及導覽內大大的得到滿足，創造生活中不同面向的體驗，符合自身對孩子的

期盼。孩子們感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自身感覺戶外踏查邊玩邊聽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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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平時從書本上習得的知識，擴充成點線面、加深加廣，是不錯的一趟在地遊

學。 (E-2-1)  

觀光工廠包含百工百業，從農業到傳統工業，再到 3C 科技產業，再到文化歷

史產業，不管工廠的新舊，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各行各業的知識，讓以往不讓廠外

的陌生人士進入的神祕工廠，有了透明全新的外貌，也讓遊客體驗到一日之所需，

百工斯為備的概念。近年來，食品類的觀光工廠必須要有食材登錄系統，而食品

類工廠安心購標章通過導覽人員的介紹，遊客了解之並能適時掌握食材來源及流

向，業主甚至提供 QR code 及網路資訊供民眾查詢，食物來源毫不隱藏，讓來訪

參觀的民眾感到安心，即使商品知名度無法高於大廠牌商品，針對食材追溯卻非

常精準到位。 

    現今食材內的食品添加物「少添加」已然是全球飲食新趨勢，無論是從社會

責任的立場或是獲利的角度，業者都應該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據東方線上進行

的《2019 台灣飲食行為調查》顯示，近五年台灣消費者對飲食健康的重視大幅提

升，近 70%消費者在購買食品前，會先查看產品標示的添加物及相關保證，高達

87%消費者表示自身重視健康飲食。然而消費者「吃的健康」的需求有增無損，無

法獲得滿足。消費者期待高於法定標準的「安心」，而不再僅僅滿足於「安全」，

甚至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購買。新一波的健康飲食革命蘊含著極大的市場潛力，

品牌製造商如何創造出滿足消費者安心需求的商品、通路商如何讓消費者容易接

觸到這些商品，都是極具未來性的商機。 

    綜整受訪者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校所學是否有所呼應之意見如下： 

1. 體驗活動為一種跨年齡文創。 

2. 增進與同行親友的相處關係。 

3. 體驗活動、導覽活動兩者，能充實生活中不同面向的體驗。 

4. 礙於材料或設備，在家無法接觸的體驗，在觀光工廠內能獲得且感到滿足。 

5. 體驗活動具教育價值，孩子體察他人辛勞，深化「惜福、知足、感恩」品德。 

6. 多元化教學，親子團體所習得的知識與產業相結合，透過企業參訪過程，讓 

遊客親自動手做，是認識產業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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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體驗活動帶給孩子「親身參與」、「體驗」、「做中學」的學習歷程，如同學校

課程中常見的體驗教育，激發創意思考力，亦符合杜威做中學－做與思－的

教育理念，達成多元學習目標。 

8. 戶外踏查邊玩邊聽邊學，將書本上習得的知識加深加廣，實為一趟在地遊學。 

  整理歸納此小節精華為下列兩點： 

1. 感官體驗（學童家長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1) 免除備料時間；(2) 認識產業 

途徑；(3) 豐富生活面向；(4) 增進親友關係。 

2. 關聯體驗（與孩子在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1) 發揮教育價值；(2) 做 

中學 達成學習目標與創意；(3) 深化知識遊學。 

4.2.2 對整體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想法及原因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會再回訪，整體滿意度皆高。食材新鮮，食安保障看得

見，金桔觀光工廠腹地廣，結合產品文化、休憩娛樂與大自然環境，不僅能參觀

嚐鮮，還能提供充足場地及設施讓孩子放電娛樂，童年只有一次，接觸大自然，

放鬆身心，覺得很棒！親友的推薦率高，會再宣傳推薦。幾顆花生蛋白質的營養

含量超越雞蛋，會回訪購買。(A-2-2)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整體滿意度：梅問屋=金桔>余順豐觀光工廠。會想再回

訪金桔觀光工廠，因戶外環境寬敞、大樹林立、環境原始，親子活動設施多，適

合孩子遊玩、大人漫步。廠內提供的團體烤肉 BBQ或露營趣也會想嘗試。(B-2-2) 

依據受訪者 C 表示：兩間的整體滿意度高。金桔觀光工廠環境優，架設的網

站上「周邊景點」規劃相當好，貼心的提供鄰近遊憩景點，同時深入認識社區風

貌，未來會再規劃進新行程內。梅問屋精緻富質感，導覽及販售用心，有機會會

再回訪。(C-2-2)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梅問屋梅子元氣館整體滿意度約有 8.5 分以上，參加完

DIY 體驗活動，分數明顯的提升，加上其食品製程環保，消費者食用完畢後，容

器能回收再利用，符合減塑環保趨勢。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體滿意度 7.5 分，

無提供 DIY 體驗活動。觀察此工廠提供社區老人家就業機會，難能可貴。觀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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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很少專程參觀，除非產品具特色、交通便利，全家旅遊大多會結合附近景點，

順訪。這兩間飲食類觀光工廠，產品讓人有記憶點，交通便利，有機會回訪。(D-2-2)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金桔觀光工廠融合了產業文化、休閒娛樂與自然生態為

一體，搭配 DIY 體驗活動，寓教於樂，親子互動遊樂設施豐富，對其整體滿意度

極佳，會再回訪。梅問屋觀光工廠前往梅山的必經之路，固定安排下車體驗，吃

梅子緩和暈車，順道選購產品。缺乏親子互動遊樂設施，整體滿意度中等。 (E-2-2) 

    遊客滿意度之定義有九點：遊客首次的旅遊滿意程度，將影響到再次參訪及

介紹他人參訪的可能性： 

1. 觀光客特性：該間觀光工廠一開始有無設定欲吸引社會哪些層面的觀光客 

2. 旅遊與休息點（座椅是否足夠）的體驗 

3. 廠內規劃地圖動線有邏輯且良善 

4. 餐飲及紀念品等價格服務完好 

5. 活動內容及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6. 環境衛生及服務人員服務態度 

7. 交通便利與停車場是否足夠 

8. 導覽人員的服務品質 

9. 廠內設計的活動安排 

  另外，為了接收真誠的意見與想法，遊客參訪到最後，若能給予一張設計簡

單的問卷，填滿問卷後可兌換一個象徵該觀光工廠的精緻小禮物，一般的遊客應

能樂意作答，並且將問卷特意設計成作答後可立即密封的方式，顧及遊客隱私同

時鼓勵其安心繳交。以下為四個基本的問題： 

1. 是否願意再造訪 

2. 是否推薦給親朋好友 

3. 是否給觀光工廠建議 

4. 主動設定一個日期隱性強迫顧客再訪（如：結合遊客的生日，並提供生日再

訪，且享有特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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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受訪者對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有重遊意願之意見如表4.2： 

1. 顧客整體滿意度高時，再加上觀光工廠腹地足，外部休憩空間大，親子遊樂

設施豐富，內部多媒體影音互動足，顧客重遊意願亦高。尤以能讓孩子放電

的戶外遊樂設施搭配自然生態環境為佳。 

2. 網頁上闢有「周邊景點」選單，貼心提供附近遊憩地點，同時亦能認識社區

風貌。 

3. 經由親友推薦，參觀後整體滿意度高時，從自身再宣傳予他人的影響力更大。 

4. 三間觀光工廠生產的食品天然、生活中常見、食品添加物少，顧客接受度高。 

5. 觀光工廠融合產業文化、完整透明的食安維護流程、休閒娛樂與導覽、寓教

於樂的 DIY 體驗活動，顧客參觀時興致高，整體滿意度隨之而高。 

6. 金桔觀光工廠提供的團體烤肉 BBQ 或露營趣方案，吸引顧客前往。 

7. 體驗活動使用到的器具會洗淨重複使用，符合環保無塑趨勢。 

8. 觀光工廠提供社區長輩就業機會，十足窩心，民眾觀感良好。 

 

表 4.2 提升整體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因素 

提

升

整

體

滿

意

度

及

重

遊

意

願 

向     度 因             素 

1. 品牌形象 

DIY 體驗活動、環保無塑 

食品天然少添加 

提供就業觀感佳 

經推薦滿意度高後，再宣傳之影響力大 

2. 環境規劃 

戶外腹地足 

團體 BBQ 露營吸引大 

親子遊樂設施 

3. 數位科技 
多媒體影音互動 

建置網路周邊景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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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建議 

依據受訪者 A 表示：余順豐觀光工廠，入口處招牌建議醒目些，於廠址附近

五百公尺範圍內，增設品牌意象的標誌，應能促進遊客參觀率。位於重要幹線旁，

偏向小型休息站，善用此優勢，結合周邊景點，或不同的產業結盟，增加觀光效

益。建議恢復以往 DIY 體驗課程，加深消費者對食安的認識，刺激購買率。建議

兩間觀光工廠推動現場加入社群媒體方案即刻享好禮，方便日後得知廠內資訊或

發行電子報，定時更新動態，吸引顧客回流、增加觀光效益。(A-2-3) 

依據受訪者 B 表示：寬敞的環境、足夠多的親子友善空間，是選擇前往參觀

的動機(因素)，建議梅問屋及余順豐觀光工廠能多設置親子互動區－共同操作遊

戲或親身體驗的環境。周末到訪金桔觀光工廠時，期待看見現場製作金桔產品的

一系列流程，提升消費者選購的信心、鞏固品質保障。(B-2-3) 

依據受訪者C表示：(1)梅問屋觀光工廠：期待業主培訓，增加以梅子入菜的烹飪

教學。(2)梅問屋為前往阿里山的中繼休息站，建議打造觀光一日遊或半日遊配套

行程：梅山公園、圳北步道、太平雲梯、太平老街、圓潭自然生態園區，阿里山…

等。(3)身為教師，會思考將優良的觀光工廠列入校外教學行程。建議梅問屋和金

桔觀光工廠設計套裝行程，予以優惠，以一天為佳，透過發送宣傳單、或入場優

惠卷至學校，擴大經營優化園區各設備，讓顧客能待滿5~6小時，或將周邊旅遊景

點列入考量規劃。教師們從中選擇合適的方案，藉此發現新天地，散播知名度。

(4)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為一整「棟」建築物，用了具有自產糕餅風格的物品、收藏

品凸顯特色，展覽及互動體驗能待上一整天，更貼心的設計收涎、抓周活動，替

新手家長免除繁複的手續，並能心無旁鶩的表現父母對子女的祝福。建議觀光工

廠推出複合式行程，增設親子遊樂區、多種DIY體驗，或搭配節慶推出主題活動，

吸引遊客。(C-2-3) 

依據受訪者 D 表示：設立觀光工廠的優點有兩項：新鮮（確保品質）、原型

體驗（原汁原味）。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符合新鮮要素，但無推出 DIY 體驗，著

實可惜！希望能增加體驗活動，拉近產品與遊客認知之間的距離感。建議裝潢與

空間規劃再深入，與工廠文化特色契合些。建議結合周邊藝術，設立創意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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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梅問屋梅子元氣館與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可再擴充多一點的主題體驗設計。

(D-2-3) 

依據受訪者 E 表示：建議梅問屋網站增設「周邊景點」或「一日遊推薦行程」，

串連附近具有觀光價值的地點，搭配在地特色優勢，創新改革行銷策略；再者整

合旅行社，設計團客行銷手法，吸引遊客入內踏查；也可善用社群的力量，設計

打卡點，散播影響。若能增加餐飲服務，當顧客吃出好評價，好口碑將遠傳。依

據觀光工廠評鑑評分項目 A5：經營項目「體驗課程設計適合『不同客群』需求，

並符合工廠的製造核心價值」建議兩間觀光工廠於 DIY 體驗活動的設計上，保留

傳統又能求新求變，搭配時下趨勢，變換適合的導覽方式。金桔觀光工廠位置立

地不明，難以找到，且入口狹隘，建議入口處上方或附近增設顯眼的指標，減少

找尋不到或久候會車的困擾。(E-2-3) 

綜整受訪者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建議之意見如表4.3： 

1. 增設「周邊景點」或「一日遊推薦行程」，串連附近店家、旅宿業，或具有觀

光價值的地點，進行異業結盟，充實旅程的內涵，讓遊客有更豐富的體驗。 

2. 空間規劃與工廠文化特色可更契合，擴充多媒體影音互動設施、或適合親子

同行的主題體驗設計。 

3. DIY 體驗活動的設計上，應保留傳統、同時求新求變，搭配時下趨勢，變換

適合的導覽方式。 

4. 建議余順豐觀光工廠能恢復以往推行的體驗活動，加深消費者對食安的認

識，刺激購買率。 

5. 善用社群媒體平台，鼓勵現場打卡立即贈好禮，日後好掌握廠內最新動態。 

6. 週末到訪旅客眾多，建議工作人員維持排班制度，方便顧客目睹現場製程。 

7. 觀光工廠周邊街道上，可設置該品牌顯眼且討喜的招牌。 

8. 與旅行社合作，開發學校戶外教學活動及團體接洽行程。 

9. 推出複合式行程，或搭配節慶推出主題活動。 

10. 觀光工廠入口處宜平坦寬廣。 

11. 增加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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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童家長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建議 

對

觀

光

工

廠

之

發

展

規

劃

與

建

議 

向      度 建  議  作  法 

1. 品牌形象 
善用社群平台 

契合主題設計（余順豐觀光工廠） 

2. 體驗行銷 

體驗活動結合創新與傳統 

週末目睹現場製程 

搭配節慶推展觀光 

偕旅行社開發行程 

增設周邊及一日遊行程 

異業結盟 

3. 環境規劃 
入口平坦寬廣 

設置顯眼招牌（金桔觀光工廠） 

4. 週邊服務 增加餐飲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小結 

4.3.1 消費者參觀動機為口碑佳、信任食安保證及具教育性的體驗活動 

觀光工廠的遊客會受到意見領袖或是參考團體的影響而對於參觀觀光工廠的

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換句話說，遊客對於觀光工廠活動的進行，主要會受到家

人親友團體的看法認同、大眾媒體的資訊、意見領袖的行為與部落客的文章等因

素，而影響其對於觀光工廠的參觀意願，實務管理者應專注善用這類管道。然而

現今觀光工廠業者較倚重文宣或傳媒宣導，忽略了提升自身產業的內涵，增加顧

客的好感度及對觀光工廠的整體滿意度，以促進參觀過的顧客留下良好的評價與

印象，此部分更是業主宜特別致力改善的地方。 

4.3.2 消費者在意食品品質與體驗活動更甚於觀光工廠有無認證標章 

    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建立消費信心，政府於2016年6月推動「食安五環」政

策，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與農業委員會、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部、經濟部

及教育部等部會共同規劃與執行。「食安五環」朝向「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



 

59 

 

「加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及「全民監督食安」等五大面向執行，

作為我國食安改革之推動方針，並據以積極規劃、執行與落實，期能有效控管食

品產銷鏈之衛生安全，邁向信任的食安消費環境（食品藥物管理署，2017）。再根

據本研究訪談者所述，走進各觀光工廠親眼目睹食品的製作流程，尤其完成廠內

的體驗活動，更讓消費者信任其食品安全，因此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發的合格

觀光工廠標章來列入參觀或消費的要素。 

4.3.3 良好的體驗行銷模式為創造良好感官體驗及體驗活動 

    觀光工廠應針對其小眾市場擬定方針，並配合其定位策略與確認核心價值。

體驗活動的變化多端，結合多元、普遍、價值、有趣、及教育性，許多觀光工廠

的體驗活動或許受限於經費及人員缺乏，自開業以來，維持千篇一律同類型的活

動，導覽人員索然無味的傳授，家長與小朋友們興致缺缺，即使嘗試了第一項體

驗活動後，也提不起勁繼續下一類參觀導覽。有鑑於此，產業內體驗活動的創新

及深究面臨挑戰，欲使顧客留下深刻歡樂富內涵的記憶，觀光工廠業者必須抱持

著「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心態，籌備開發新穎富啟發性的體驗活動，豐

富顧客的觀光工廠遊憩經驗。 

4.3.4 針對不同的參觀族群安排適切的體驗活動，增強顧客參觀動機 

    觀光工廠不停地與時俱進，不只講求DIY體驗動手做，更講究品嚐食物的原

味，目標便是要讓顧客滿載而歸，DIY體驗活動不僅能增進對當地食材的認識，提

升消費者對品牌或商品的認同感，進而產生購買行為，創造消費者與業主雙贏局

面，為吸引更多的遊客前往觀光工廠參觀，且提升工廠品牌的消費力，DIY體驗活

動的實驗性、廠內服務人員素質、符合不同參觀族群的體驗方案、服務品質，應

盡力符合一般家長期待，以期增強顧客參觀動機。 

 

 

 



 

60 

 

4.3.5 觀光工廠永續發展首重保留傳統兼具創新求變之經營方式 

  一般觀光工廠之所以申請為合格的觀光工廠有以下兩點： 

1. 新觀光工廠：起初便向政府申請為觀光工廠的工廠。觀光工廠定義依據經濟 

工業局在輔導觀光工廠計畫書裡將觀光工廠定義為「凡具有保存價值的廣度能強   

調獨特性、具有產業的知識所具有寓教於樂之符合文化特性的傳統工廠。」（經   

濟部工業局，2012）會以觀光工廠為起點開跑的工廠，多數是結合新創產品，或

者業者從一開始便結合購物與觀光遊憩的雙重概念吸引遊客，這雙重概念目的即

是為了提升新觀光工廠有別於舊工廠更新為觀光工廠的營業差別。 

2. 老舊傳統工廠傳承給下一代，後輩為了接班發心認真經營，趁著時勢跟隨潮 

流向政府申請登記為合法認證的觀光工廠，此現況乃台灣以往賴以維生的中小企   

業，為達永續經營，傳承後的改變。必須不停的進行維新運動、從改革求創新，

所以中小企業的競爭力由過往的投資型的驅動力更新為創投型的驅動力，這些   

二代的接班人們從上一輩手中接下來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長輩也是如此創造那   

個時代的創新優勢，至今網路大外宣時代更嘉惠於眼前創新優勢的產業能力。 

    觀光工廠為追求豐富性與多樣化，必須不斷進行活動的創新以吸引遊客。創

新活動的方法除了內部提供的提案之外還有來自企業外部資源的協助，像是網

路、顧問、教授等，進行持續性的創新。綜合以上觀點，保留傳統製造風味，外

加創新求變的經營方式，將能順利推動觀光工廠永續發展。 

 

 

 

 

 

 

 

 

 



 

6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體驗活動對消費者參觀動機之影響」，依據研究目的

蒐集相關文獻並以此作為理論基礎，續針對實作過且有深入觀察瞭解嘉義縣美食

類觀光工廠體驗活動之國小學童家長、教師深度訪談後，並根據所得訪談資料分

析整理。本章將整合規畫研究所得的資料分析及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5.1 研究結論 

5.1.1 行銷優質體驗，增強顧客參觀動機 

    食品或食品包裝的創新DIY體驗活動是現今業者相當重視的一項體驗項目。每

間觀光工廠的體驗活動因產品不同及售價定位不同，推展的體驗活動也不盡相

同，因而關乎提升顧客感官體驗的行銷策略勢在必行，各業者時時砥礪自身、甚

而將開發出的體驗活動躬體力行，成功打造不同的創新方案，為的便是給予顧客

一次不同凡響的體驗。 

    觀光工廠不僅創新各體驗活動，有些DIY課程中也提供工具，鼓勵顧客創造出

屬於自己或是家庭特色的外觀包裝，替這趟旅行留下美好紀念，亦影響顧客的購

買慾望。在感官體驗上，當顧客品嚐到食品，口感感受普通或良好時，顧客卻能

經由體驗活動擁有或設計出屬於自身的產品及精美包裝，此時能讓顧客擁有其附

加的價值，增加對產品的好印象，提升顧客消費產品的意願。除此之外，迎接新

時代，欲讓觀光工廠整體行銷成功，廠內空間的佈置亦是不可缺少的一項要素。 

    當遊客參訪完工廠之後，能體會到建立一個品牌背後，皆須經過專業團隊的

設計，以建造品牌形象和產品包裝的體驗活動，且讓遊客親自體驗活動設計，體

驗完的好或壞之感受，都將影響顧客當下甚至以後的印象及購買慾，因而鞏固富

教育性及知性的體驗活動，將能增強顧客參觀動機，創造出行銷優秀的品牌。綜

上所述，觀光工廠提供不同的體驗活動創新方案，可望創造深刻感官體驗並增強

顧客參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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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品牌形象佳，消費者整體滿意度高 

  諸多食品工廠皆推出體驗活動，創造一個讓父母與小孩一同享受、共同努力

完成作品的平台，一家人相聚培養親子間的感情，因著這一天的合作，除了驗證

「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的含義，亦讓平日鮮少投入同一件事的親友們不知

不覺地貼近彼此、感情愈加升溫。過程中，體驗到該工廠無添加任何化學物質的

天然產品，擁有值得信賴的食安保證，體驗活動無形中成了該廠產品的加分利器。

透過創新營造出的體驗活動，消費者瞭解到：只要有心且正向積極的將事情完成，

經歷的過程與獲得的成果，都將成為美好的人生經驗。從顧客一進入工廠場域，

到參觀完工廠離去這期間，皆能感受到美食類觀光工廠注重品牌口碑的細節。透

過生產步道上透明玻璃窗內的實作狀態，讓顧客們能親眼目睹觀光工廠食品製

程，也因此對該廠的品牌形象愈加信任；而品牌行銷也是另一項重點，包含食品

造型、包裝外型、品牌廣告形象以至吉祥物設計、廠內歷史走道的設計，各觀光

工廠用心打造，為達成企業傳承永續，無不求新求變、邁向現今趨勢潮流，以期

帶給遊客全新感受，締造消費者高滿意度。綜上所述，活躍且富知性的體驗活動

及廠內具備口碑優質、食安保證特色，消費者整體滿意度高。 

 

5.2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及消費者參加體驗活

動，與業者經營美食類觀光工廠作為參考。 

5.2.1 打造多元行銷，鞏固品牌形象 

    建議可透過以下六項予以達成： 

1. 找到目標族群，成功發展產品定位 

    從市場行銷的角度出發，需瞭解觀光工廠的目標族群，才能發展成功的產品

定位。顯然，觀光工廠即可針對此族群之特殊性，設計家庭同樂之互動式活動，

並融入臺灣民俗與地方特產等元素，使觀光工廠之消費體驗更趨多元，提高遊客

重遊參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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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週邊社區、觀光資源、行業結盟，發展社群媒體旅遊平台 

    結合網路通訊軟體，定期釋出產品優惠及季節性的新活動，甚至可開發出自

己工廠的 APP 供遊客下載。並建議業者可在平日導入環境教育課程，亦可與週邊

社區結合並發展旅遊平台，以增加平日團客的人數，縮減平日與假日人潮的落差。 

透過觀光工廠周邊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老社區，以及居民對於自身社區文化

與生活方式的影響力，以該地區觀光工廠為中繼傳輸點，發揚當地的文化特色或

繁榮產業，使之成為當地傳統產業的領航者，此即為地方產業之活化推廣的意義。

換言之，以地方傳統產業為基底，結合地方文化，工廠工藝，地方資源，節慶活

動等四方面來構築地方觀光吸引力，有助於促進當地經濟再起飛的可能性。 

3. 觀光資源與節慶活動結合 

    節慶可分為： 

  (1) 當地特色型節慶（地方上歷史文化與老智慧的結晶）： 

     (a)廟宇型節慶(b)當地鄉鎮特色節日型節慶(c)當地農林漁牧業特產型節慶。 

    (2) 國家統一慶祝型節慶： 

       一般來講國家統一型節慶通常伴隨著 3 天以上的連假, 如果能配合得 

   當，將會有機會藉此打開南來北往其他縣市的觀光客, 所以只要有創新、 

   具特色，實際上皆能善加運用連續國定節慶假日此段時間，打出專屬於該 

   觀光工廠的名氣。 

4. 運用科技增加富含教育性及安全性的親子數位影音互動設施 

  觀光工廠裡的設施或設備，大多會在導覽時結合一起介紹，因此需要彼此連

線並互相調配，其中以數位親子互動項目最是吸情，傳統靜態介紹板已經發揮不

了足夠的吸引力，許多的產品生產動線也需要發揮廠內配置的重要性、有趣性，

並做好比例上的調配，觀光工廠準備朝向親子教育數位點此趨勢發展，必須考量

加大預算、親子互動性高、及足夠的遊樂場地。關於政府對工廠定期的評鑑，若

能再以富含教育性及安全性為兩大評鑑要點，尤以親子互動安全為重。如此一來，

方能以教育與安全的優秀評價再次吸引顧客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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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塑造團隊體驗行銷，加強人才培育，強化服務人員特質 

    由於觀光工廠屬於服務業，重視每一個環節，不論是服務遊客方面或內部導

覽研習運作，服務人員們必須具備服務熱忱，並發揮熱情活潑、與樂於分享的特

質，服務人員在導覽與服務時，是最能完整地傳遞歡樂與知識給遊客。此外，觀

光工廠為了發揚本身特有的組織文化，透過教育訓練此機制，培養服務人員獨立

思考、及洞悉人群的能力。並且，服務人員導覽解說能為遊客帶來提供資訊、指

引、教育、娛樂、宣傳以及激勵的功能，因此導覽解說可使遊客獲得豐富的觀光

工廠遊憩經驗，進而影響消費者旅遊滿意度。關於銷售產品部份，業者須注意的

是，調查結果曾顯示，民眾對觀光工廠產生戒心之處，便是擔心會遭遇強迫消費

的情境，換言之，建議加強服務人員的培訓，使其在推銷商品時，適當使用話術、

營造舒適的購物環境與體驗，使得消費者導覽或購買時能輕鬆體驗，進而增加重

遊與推薦的意願。 

5.2.2 活化體驗活動，增加參觀動機 

    觀光工廠是傳統產業透過服務創新開啟的另一加值途徑（陳俞伶，2008）。

在觀光工廠的導覽過程中，為了讓整個過程更加趣味並營造出歡樂的氛圍，建議

業主可嘗試積極開發新的體驗活動，配合不同群體或按照季節調配，不定時更新

體驗內容，增加重遊顧客們的新鮮感，使遊客學到產業不同層面的知識。 

5.2.3 創新優質產品，提升顧客回流 

    如何讓消費者再次光臨，是各個觀光工廠竭盡所能欲達成的實際願景，在競

爭激烈的商業洪流中，透過各階段的主題體驗設計與創新實在的食品內涵，業主

唯有不斷地尋找新穎有趣又療癒的主題，腳步不停歇地製造期待，方能為消費者

留下既驚豔又難忘的旅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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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 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得知資訊？ 

2. 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工

廠標章的想法？ 

3. 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方式、伴遊的對象？ 

4. 您消費於評選通過及評選未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平均支出？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何？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及體驗活動的想法？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第二部分：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參觀？原因？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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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逐字稿 

訪談編號：A 

訪談對象：學童家長 

訪談時間：2019/10/17 

訪談地點：學校圖書館 

訪談方式：深入訪談並紙筆紀錄輔以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

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

得知相關資訊？ 

    旺萊山鳳梨文化園區、金桔觀光工

廠、余順豐觀光工廠、品皇咖啡觀光工

廠等嘉義縣市觀光工廠參觀過 2~3 次；

月桃故事館、穀盛酢鄉文物館、老楊方

城市觀光工廠、瓜瓜園地瓜生態故事

館、立康中草藥產業文化館、鮮饌道海

洋食品文化館…等，其它大部份位於嘉

義縣市以外的觀光工廠曾參觀過 1 次。

多由親友介紹或透過參與學校戶外教學

旅行。 

2、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

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

工廠標章的想法？ 

   （驚訝貌)有評選這件事情？！所以

觀光工廠也需要經過評鑑？在牆面上看

 

 

 

 

 

 

嘉義縣市觀光工廠參觀過2~3次；其它位

於嘉義縣市以外的參觀過1次。親友介紹

或透過參與學校戶外教學旅行。(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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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類似獎狀，但沒深入研究過，不知有

此程序。 

3、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    

方式、伴遊的對象？ 

  身為教師，學校配合「古早味課程」

進行戶外教學，選擇包含 DIY 體驗活動

的套裝行程，跟隨孩子走訪富含教育性

的景點、體驗、認識不同的文化。再者，

經由親友分享產品，品嚐後也覺得品質

優等，快食用完畢前，想再購入備用，

因而，前往認識觀光工廠內部製作流

程。全家開車前往。 

4、您消費於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或未  

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 

平均支出？ 

    不曉得有此評選制度，本身喜歡嚐

試不同的食品，回想起來，消費於通過

評選的觀光工廠與未參加評選或未通過

之觀光工廠比例幾乎各半，參觀完觀光

工廠的製作流程、及品嚐了相關食品

後，心中信任其食安，便會購買產品。

參觀的平均支出約在 500~1200 元左右。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

何？ 

參觀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時，能近

距離無阻礙的看到一群阿嬤工作人員工

作的動態，感覺相當平實親切。現場詢

沒深入研究過，不知有此程序。(A-1-2) 

 

 

 

學校配合「古早味課程」進行戶外教學，

選擇包含DIY體驗活動的套裝行程，跟隨

孩子走訪富含教育性的景點、體驗、認

識不同的文化。再者，經由親友分享產

品，品嚐後覺得品質優等，再購入備用，

前往認識製作流程。全家開車前往。

(A-1-3) 

 

 

 

 

本身喜歡嚐試。消費比例各半，參觀完

觀光工廠後，信任其食安，便會購買產

品。平均支出約在500~1200元左右。

(A-1-4) 

 

 

 

 

 

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能近距離無阻礙

的看到阿嬤工作人員工作動態，感覺平

實親切。是間寵物友善工廠。人潮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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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否能攜帶寵物入內參觀，服務人員

也親切回覆沒問題，直接讓牠在地板上

行走，別擔心掉毛或毛屑的情況，是間

寵物友善工廠。唯人潮多時，內部參觀

動線稍微擁擠，有些不便。金桔觀光工

廠入門處金桔樹造型販賣部超具文青風

格。本身為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師，帶

著這群孩子徜徉在此氛圍內，相信也能

滋養他們對美的眼光。停車空間廣闊且

便利。 

6、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在金桔觀光工廠辦理戶外教學，師

生預約報名套裝行程Ｂ班：導覽活動、

金桔果醬DIY課程、兒童蔬菜飯，經由在

場服務人員對產品及流程上專業素養的

傳授，大大的助益師生們深入認識產業

文化、工廠經營理念、食品製作流程，

尤其進行DIY時，服務人員親切仔細、講

解步驟清晰，出遊的師生也對服務人員

的態度留下很棒的記憶。自身前往余順

豐觀光工廠，參觀並回購產品，導覽人

員詳細且專業的導覽，與遊客就像自家

人一樣，溫情招呼，極易親近，搭配本

土的花生製品，濃情氛圍相輔相成。當

北部返鄉的親友試吃產品過後，甚是喜

愛，一口氣湊齊2000元免運費，服務人

員體貼顧客，順口問了剛剛有否去其他

內部參觀動線稍微擁擠，有些不便。金

桔觀光工廠入門處金桔樹造型販賣部具

文青風格。帶著孩子徜徉此氛圍，滋養

對美的眼光。停車空間廣闊且便利。

(A-1-5) 

 

 

 

 

 

 

金桔觀光工廠戶外教學，預約報名套裝

行程Ｂ班，服務人員專業，助益認識產

業文化、工廠經營理念、食品製作流程，

尤其DIY時，服務親切仔細、講解步驟清

晰。余順豐觀光工廠，參觀並回購產品，

導覽人員詳細且專業，溫情易親近，搭

配本土的花生製品，濃情氛圍相輔相

成。親友試吃產品後，湊齊2000元免運

費，服務人員體貼顧客，連同顧客至其

他地方買的東西一起配送、服務到家、

貼心溫暖的舉動，令人留下美好感受。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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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買東西？拿出來一起寄，就不用提

這麼多行李了，連同顧客至其他地方買

的東西一起配送，服務到家的貼心舉

動，令在場的所有人溫暖不已，各自留

下了美好的感受。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在金桔觀光工廠體驗時，團體的DIY 

課程需事先預約，方便廠方把急速冷凍

以保持新鮮的金桔解凍備好料。過程中

孩子們細心、一同合作，挑起會產生苦

澀味的金桔種籽，煮沸1分鐘殺菁，撈起

後排隊讓服務阿姨用果汁機打成泥狀，

釋放果膠，再加入糖熬煮成果醬，裝入

一罐罐小玻璃瓶內，蓋上蓋子後倒扣靜

置一會兒，在這期間，鍋內的果醬冷卻

些，服務阿姨貼心的發給孩子們一人一

片餅乾，沾取鍋內剩餘的自製果醬，現

做且立即嚐到滋味，每個孩子都好興

奮！而後玻璃罐貼上長條標籤紙黏住蓋

子的兩側，再放入精緻厚實的牛皮紙提

袋內，每人都有專屬的一袋，孩子們好

有成就感～一般帶孩子去超市，孩子們

只對草莓、花生、巧克力果醬有興趣，

透過這次DIY活動，孩子們願意嚐試這酸

酸甜甜的口味，且喜歡上這樣的體驗。

果醬不含防腐劑、香精與色素，廠方建

議3個星期內趁鮮食用完畢。孩子在家自

 

 

 

 

 

 

金桔觀光工廠體驗，團體的DIY課程需事

先預約，方便廠方備料。過程中孩子們

細心合作，現做且立即嚐到滋味，每個

孩子都好興奮、好有成就感！帶孩子去

超市，只對草莓、花生、巧克力果醬有

興趣，透過DIY活動，願意嚐試酸甜口

味，且喜歡這樣的體驗。孩子在家自製

金桔果醬吐司、小咳嗽時泡溫熱金桔

茶，愛不釋口，不到一週便吃光光。藉

由DIY的體驗，孩子願意拋開以往印象、

嚐試新口味，熬煮過後的金桔製品溫

補，有益身體。廠內導覽介紹金桔歷史

沿革與製程、營養價值，搭配一兩項影

音介紹，清楚呈現產品的前世今生。戶

外設有遊樂器材，古早味區存放農具，

古早味的玩具…等，見證金桔的歷史。

余順豐觀光工廠體驗挑花生的過程，一

群阿嬤們讓人零距離目睹傳統手法，阿

嬤老字牌的行銷，印象深刻。(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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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金桔果醬吐司、小咳嗽時泡溫熱金桔

茶，再協助他加入現擠檸檬汁、一顆酸

梅，孩子愛不釋口，不到一週便吃光光。

DIY體驗課程，讓參觀者瞭解為了鞏固食

品安全，繁複的製作流程及嚴格把關的

必要。藉由趣味性、實作性十足的DIY

體驗，孩子願意拋開以往印象、嚐試新

口味，尤其熬煮過後的金桔製品屬於溫

補性健康產品，有益身體。廠內導覽介

紹金桔歷史沿革與製程、營養價值，搭

配一兩項影音介紹，清楚呈現產品的前

世今生。戶外設施有遊樂器材，古早味

區存放著早期至今漸次演進的農具，古

早味的玩具…等，見證金桔的歷史。余

順豐觀光工廠內，親切的老闆娘詳細介

紹各類花生品種及產地，讓孩子體驗挑

花生的過程，導覽方式親切又具專業知

識，其中一群阿嬤們正戴著手套敏捷的

挑選花生，讓人零距離目睹傳統手法，

阿嬤老字牌的行銷，讓人印象特別深刻。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余順豐觀光工廠花生香味撲鼻，食

材新鮮好吃、物美價實在，品項豐富，

受長輩及孩童的喜愛。全家都愛吃花

生，孩子對帶殼花生興致勃勃。提供試

喝的紅棗花生膜茶搭配紅棗的微甜味，

順口好喝。冷凍後更加綿密好入口的花

 

 

 

 

 

 

 

 

 

 

 

 

 

 

 

 

 

 

 

 

 

余順豐觀光工廠，食材新鮮好吃、物美

價實在，品項豐富，受長輩及孩童的喜

愛。孩子對帶殼花生有興致。紅棗花生

膜茶順口好喝。冷凍後更加綿密好入口

的花生糕，適合長輩食用。挾殼花生—

「男籽漢花生！！」，外觀好看，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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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糕，適合長輩食用。商品內有款幽默

創意的包裝方式，禮品外殼以花生剖半

的造型登場，行銷挾殼花生—「男籽漢

花生！！」，不僅是外觀好看，更透露

出業主對自產自銷花生的自信，展現高

品質，與其他品牌做區隔，頗受在場遊

客的歡迎。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造型文

青，富藝術感，販售食品多元，其中深

受孩子們喜歡的食品有：金桔檸檬汁、

金桔一口酥、金桔餅、金桔小饅頭，每

回必買上好幾包的金桔果乾。戶外有提

供咖啡、茶飲、點心。當日品嚐套裝行

程B中的養生蔬菜飯，孩子評價不一，大

人普遍來說口味感覺不錯。另有提供30

人以上自助式的金桔風味餐點，供團體

預約。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於現場購買時，販售部服務人員給

予折扣優惠—「一包130元，兩包250

元」，雖是稍稍折價，仍是有感。離家不

遠，大量採購時，折扣的吸引力很大。 

二、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 

    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

學校所學是否有關連或呼應？ 

金桔觀光工廠具教育價值，孩子能

親眼目睹如何清洗、篩選、去籽、殺菁、

出業主對自產自銷花生的自信，展現高

品質，與其他品牌做區隔，受歡迎。金

桔觀光工廠販售部造型文青，富藝術

感，食品多元，孩子們喜歡的食品：金

桔檸檬汁、金桔一口酥、金桔餅、金桔

小饅頭，每回必買的金桔果乾。戶外餐

廳提供咖啡、茶飲、點心，套裝行程B

養生蔬菜飯，孩子評價不一，大人普遍

感覺不錯。30人以上自助式的金桔風味

餐點，供團體預約。(A-1-8) 

 

 

 

 

 

 

 

現場購買，服務人員給予折扣優惠。離

家不遠，大量採購時，折扣的吸引力很

大。 

(A-1-9) 

 

 

 

 

金桔觀光工廠具教育價值，孩子能親眼

目睹多道繁複金桔製程。孩子參觀加上



 

80 

 

醃製、漂水及熬煮等多道繁複金桔製

程，透過導覽員的解說及壁上的展覽看

板，瞭解金桔內的皮、果肉、種籽各包

含不同營養成分，能製成什麼食品。孩

子參觀加上DIY實作體驗後，印象深刻，

吸收良多，且從中習得「尊重彼此」、

「體驗老祖先的智慧」等想法。余順豐

觀光工廠導覽解說親切，產品新鮮可口

脆度高，本身有在種植有機地瓜、紅豆、

綠豆、黑豆，與花生同屬穀類，看到廠

內原始風貌的呈現，相當有感受，孩子

較常於寒暑假陪著農耕，曬豆、翻豆等

流程屬再熟悉不過的畫面，參觀完後孩

子反映：每一顆花生都是農夫辛勤耕耘

下的產品，面對三餐不乏的家裡，更要

懂得惜福感恩，「愛就是把食物都吃光

光」，孩子提出這樣的想法。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

參觀？原因？ 

會再回訪金桔、余順豐觀光工廠，

對兩間的整體滿意度皆高。食材新鮮，

食安保障看得見，金桔觀光工廠腹地

廣，結合產品文化、休憩娛樂與大自然

環境，不僅能參觀嚐鮮，還能提供充足

場地及設施讓孩子放電娛樂，孩子的童

年只有一次，接觸大自然，放鬆身心，

確實覺得很棒！親友的推薦率高，參訪

DIY實作體驗後，印象深刻，吸收良多，

習得「尊重彼此」、「體驗老祖先的智

慧」。余順豐觀光工廠導覽解說親切，

產品新鮮可口脆度高，看到廠內原始風

貌的呈現，有感受，孩子於寒暑假陪著

農耕，曬豆、翻豆，參觀完反映：每一

顆花生都是農夫辛勤耕耘下的產品，惜

福感恩，「愛就是把食物都吃光光」。

(A-2-1) 

 

 

 

 

 

 

 

 

 

 

會再回訪，整體滿意度皆高。食材新鮮，

食安保障看得見，金桔觀光工廠腹地

廣，結合產品文化、休憩娛樂與大自然

環境，不僅能參觀嚐鮮，還能提供充足

場地及設施讓孩子放電娛樂，童年只有

一次，接觸大自然，放鬆身心，覺得很

棒！親友的推薦率高，會再宣傳推薦。

幾顆花生蛋白質的營養含量超越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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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也會再宣傳推薦給周遭的親友們。

曾聽聞親友提及每日早餐加入幾顆花

生，內含蛋白質的營養含量超越雞蛋。

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離家也不遠，一旦

花生食品食用完，也會時常回訪購買解

解饞。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

建議。 

余順豐觀光工廠，入口處招牌建議 

醒目些，或於廠址附近五百公尺範圍

內，增設品牌意象的標誌，應能促進遊

客參觀率。位於通往布袋東石重要幹線

路旁，個人感覺偏向小型休息站，若能

善用此優勢，結合周邊景點，或與地方

上不同的產業結盟，增加觀光效益。廠

內設有簡報室(亦為DIY活動教室)，空間

配備齊全，建議恢復以往DIY體驗課程

(花生彩繪酥餅、花生手工麻糬、花生巧

克力棒)，加深消費者對食安的認識，讓

消費者做得開心、看得放心、吃得安心，

刺激購買率，增加其對企業品牌的信

心，提升整體滿意度，吸引遊客再光顧。

建議兩間觀光工廠的業主向遊客推動現

場加入社群媒體平台，即刻享有好禮，

也方便日後能於第一時間得知廠內資訊

或發行電子報，定時更新最新動態，吸

引顧客回流、增加觀光效益。 

會回訪購買。(A-2-2) 

 

 

 

 

 

 

 

余順豐觀光工廠，入口處招牌建議醒目

些，於廠址附近五百公尺範圍內，增設

品牌意象的標誌，應能促進遊客參觀

率。位於重要幹線旁，偏向小型休息站，

善用此優勢，結合周邊景點，或不同的

產業結盟，增加觀光效益。建議恢復以

往DIY體驗課程，加深消費者對食安的認

識，刺激購買率。建議兩間觀光工廠推

動現場加入社群媒體平台即刻享好禮，

方便日後得知廠內資訊或發行電子報，

定時更新動態，吸引顧客回流、增加觀

光效益。(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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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B 

訪談對象：學童家長 

訪談時間：2019/10/08 

訪談地點：教室 

訪談方式：深入訪談並紙筆紀錄輔以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

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 

得知相關資訊？ 

    曾去過奇美食品幸福工廠、手信坊

創意和菓子文化館、愛之味觀光工廠、

花果村樁、梅問屋、旺萊山、金桔觀光

工廠、蘿莎玫瑰山莊、品皇白人牙膏觀

光工廠…等。大多數到訪過的觀光工廠

都只去過一次，基本上鮮少再超過兩

次；除非有舉辦特定的活動、提供產品

促銷或試吃試用，會列入再訪名單內。 

自身取得旅遊資訊多來自於：1. 親友間

的推薦2. 報章雜誌介紹3. 自身上網查

詢評價4. 遇及放假天數短時，來回外縣

市過於匆忙，只好鎖定中投、雲嘉南區

域的觀光旅遊景點進行短程旅遊。 

2、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 

   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 

   工廠標章的想法？ 

    知道。政府協助觀光工廠認證，通

 

 

 

 

 

 

 

 

大多數到訪過的觀光工廠只去過一次，

鮮少超過兩次；舉辦特定活動、促銷會

再訪。取得旅遊資訊來自 1. 親友間推薦

2. 報章雜誌介紹 3. 自身上網查詢評價

4. 鎖定中投、雲嘉南區域景點短程旅

遊。(B-1-1) 

 

 

 

 

 

 

知道。自身對通過五項指標評鑑取得標

http://mmweb.tw/86528
http://mmweb.tw/8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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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者取得觀光工廠標章，有認證便多一

層把關，與坊間自詡為觀光工廠大大不

同，自身對通過五項指標評鑑取得標

章，登錄於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的廠

商，有高度信賴感，對消費者的權益才

能有保障。因而每每出遊，必進入觀光

工廠自在遊網站，詳讀站上的資訊及工

廠訊息，挑選尚未參觀過的觀光工廠，

並參考周邊景點再予規畫行程。 

3、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  

  方式、伴遊的對象？ 

會選擇某些觀光工廠參觀的原因，

大致有產品具特殊性，且自身在美食上

有需求，企業品牌形象優良、空間舒適、

開設 DIY 手作課程等，孩子能從中探

索，啟發自我。通常都會與孩子們或家

中長輩一同開車前往，能在結束觀光工

廠參觀行程後，再至附近著名風景或名

勝古蹟朝聖。 

4、您消費於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或未 

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 

平均支出？ 

    到訪的觀光工廠中，有九成以上為

評選通過的廠商，其他則為未經規劃順

路 探 訪 。 平 均 每 間 觀 光 工 廠 約 消 費

300~1000元不等，因而消費金額上為評

選通過遠遠大於未參加評選或未通過之

章，登錄於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的廠

商，有高度信賴感，對權益有保障。出

遊必進入網站詳讀資訊，挑選尚未參觀

過的觀光工廠，參考周邊景點規畫行

程。(B-1-2) 

 

 

 

 

 

 

 

產品具特殊性，美食上有需求，企業品

牌形象優良、空間舒適、開設 DIY 手作

課程，孩子能從中探索，啟發自我。會

與孩子們或家中長輩一同開車前往。

(B-1-3) 

 

 

 

 

 

 

 

平均消費 300~1000 元。金額上為評選通

過、未參加評選或未通過之觀光工廠，

兩者比例約為 9：1。對政府評選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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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工廠，兩者比例約為9：1。主要是

因為對政府評選過的廠商品牌、產品有

信心，而且自己食用後，對品質讚譽有

加，會再訪購買或透過網路選購。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

何？ 

自身在網路上經營親子部落格的緣 

故，一開始選擇的地點便會朝向對親子

友善的觀光工廠搜尋，以嘉義縣這三間

美食類觀光工廠進行評比：梅問屋梅子

元氣館的整體形象良好，乾淨清潔無異

味，內部環境設施與看板設計營造出梅

子的時光隧道及走在空中走廊上俯瞰醃

梅池，搭配自製學習單，讓孩子能沿線

探索設廠的起源及梅子食品的製作過

程，動線十分清楚；金桔觀光工廠整體

形象中等偏佳，DIY體驗活動時，服務人

員帶領得超棒，引發全家對金桔產業的

好奇心，促進對在地食材的認識，更與

販售部相輔相成，大大的加分，參觀動

線屬區塊式導覽，自身感覺難一貫的習

得此食品的相關知識；余順豐花生觀光

工廠整體形象中等，廠區外部煙塵飛

揚。內部看板導覽、海報設計良好，參

觀現場無隔間，能近距離觀察揀選花生

的長輩阿嬤們之動態，印象極深刻，由

於每區未明顯隔間，參觀動線標示需找

有信心，且食用後讚譽有加，會再訪或

網購。(B-1-4) 

 

 

 

 

 

選擇的地點朝向對親子友善的觀光工

廠。梅問屋梅子元氣館的整體形象良

好，乾淨清潔無異味，內部環境設施與

海報設計營造出梅子的時光隧道及走在

空中走廊上俯瞰醃梅池，搭配自製學習

單，讓孩子能沿線探索設廠的起源及梅

子食品的製作過程，動線十分清楚；金

桔觀光工廠整體形象中等偏佳，DIY 體

驗活動時，服務人員引發全家對金桔產

業的好奇心，促進對在地食材的認識，

更與販售部相輔相成，參觀動線屬區塊

式導覽，自身感覺難一貫的習得此食品

的相關知識；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體

形象中等，廠區外部煙塵飛揚。內部看

板導覽、海報設計良好，參觀現場無隔

間，能近距離觀察揀選花生的長輩阿嬤

們之動態，印象極深刻，由於每區未明

顯隔間，參觀動線標示需找尋摸索一

下。此三間附屬停車空間足且寬敞，尤

以提供平坦乾淨車位的金桔觀光工廠更

https://www.taiwanplace21.org.tw/Factory_detail.php?Cata=119
https://www.taiwanplace21.org.tw/Factory_detail.php?Cata=119
https://www.taiwanplace21.org.tw/Factory_detail.php?Cata=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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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摸索一下。此三間附屬停車空間足且

寬敞，尤以提供平坦乾淨車位的金桔觀

光工廠更優。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與梅問屋服務人員的互動少，當天

去的時候顧客量中等偏少無團體入館，

走去兌換學習單獎品時，櫃檯服務人員

親切和藹，由於同時兌換的人數偏多，

服務人員簡短的告知我們學習單上漏掉

的那題問題，解答在樓上的某個看板

上，問題處理得當，服務態度佳；金桔

觀光工廠販售區入門即可見，範圍廣，

服務人員販售態度積極，面對詢問體驗

活動到哪報名，能立刻指引至正確位

置，但臉上笑容瞬間消失，感覺存在著

一股銷售壓力，實際參與金桔果醬DIY

體驗活動時，服務人員專業親切、富金

桔相關素養，能耐心和藹的回應不同年

紀群體的提問，與顧客的互動極佳；余

順豐花生觀光工廠的服務人員談吐及解

說像鄰居一般溫暖、熱情有溫度，有問

必答，當日到訪的人僅有本人的家庭，

服務人員仍認真接待，其提供的服務態

度令人相當滿意。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印象深刻的是梅問屋和金桔兩間觀

光工廠的DIY體驗課程。梅問屋的服務人

優。(B-1-5) 

 

 

 

與梅問屋服務人員的互動少，兌換學習

單獎品的櫃檯服務人員親切和藹，問題

處理得當，服務態度佳；金桔觀光工廠

販售區的服務人員販售態度積極，面對

詢問能立刻指引至正確位置，但感覺存

在著一股銷售壓力，金桔果醬DIY體驗活

動時，服務人員專業親切、富金桔相關

素養，能耐心和藹的回應，與顧客的互

動極佳；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的服務人

員熱情有溫度，有問必答，認真接待，

服務態度令人相當滿意。(B-1-6) 

 

 

 

 

 

 

 

 

 

 

 

梅問屋的服務人員導覽及解說時，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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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導覽及解說時，流暢富專業，廠

內未提供多媒體影音互動，展出的看板

內容清晰有條理，字體大小及印刷配色

易觀看且良好。設計集戳章闖關卡活

動，搭配參觀動線，孩子們仔細瀏覽、

不放過線索，過程中添加不少樂趣。進

行醃梅DIY體驗課程時，服務人員親切，

對梅子相關知識淵博，遇到顧客不懂的

情形，會積極從旁協助，十分有耐心，

特別讓學齡及學齡前兒童喜愛，這回帶

著孩子們參加小瓶裝的醃梅製作，結束

後欲罷不能，又到販售區試吃各式梅

子，滿載而歸。金桔觀光工廠的DIY體驗

課程開課人數與梅問屋相同，集滿兩人

即可進行體驗，金桔果醬DIY教室改裝自

以前的牛舍，環境陳設古色古香，散發

濃厚懷舊氛圍，工廠挑選黃果的金桔，

急速冷凍，當日有課程時，才拿出解凍，

保持其新鮮度。為了吃到酸甜滋味的果

醬，便要齊力睜大眼睛把會帶來苦澀味

的金桔籽去，再經過熱水煮過一分鐘，

撈起打成泥、等釋放果膠後，再加糖熬

煮，熬煮過程中一邊攪拌一邊二度去

籽，降溫後撈起裝罐，轉上蓋子後倒放，

讓內部果醬保持真空狀態，鍋內剩餘的

果醬還能泡茶喝、夾入酥脆餅乾內一起

食用，完工後的下午茶真是舒暢療癒！

富專業，廠內未提供多媒體影音互動，

看板內容清晰有條理，字體大小及印刷

配色易觀看且良好。設計集戳章闖關卡

活動，搭配參觀動線，孩子們仔細瀏覽、

不放過線索，過程添加樂趣。醃梅DIY

體驗課程時，服務人員親切，對梅子相

關知識淵博，積極從旁協助，十分有耐

心，特別讓學齡及學齡前兒童喜愛。金

桔觀光工廠的DIY體驗課程開課人數與

梅問屋相同，集滿兩人即可進行體驗，

金桔果醬DIY教室改裝自以前的牛舍，環

境陳設古色古香，散發濃厚懷舊氛圍，

工廠挑選黃果的金桔，急速冷凍，當日

有課程時，才拿出解凍，保持其新鮮度。

為了吃到酸甜滋味的果醬，要把會帶來

苦澀味的金桔籽去除，熱水煮過一分

鐘，撈起打成泥、等釋放果膠後，再加

糖熬煮，熬煮過程中一邊攪拌一邊二度

去籽，降溫後撈起裝罐，轉上蓋子後倒

放，讓內部果醬保持真空狀態，鍋內剩

餘的果醬還能泡茶喝、夾入酥脆餅乾內

一起食用。工廠內陳設許多古早味家

具、文物，甚至透過電視以錄影帶輪播

的方式播放工廠的故事，出現幾樣多媒

體影音導覽，無影音互動。內部陳設展

覽多元，外部環境還附有烤肉、露營區、

木造親子遊樂區、吊床、金桔果園、各



 

87 

 

工廠內陳設許多古早味家具、文物，甚

至透過電視以錄影帶輪播的方式播放工

廠的故事，出現幾樣多媒體影音導覽，

無影音互動。內部陳設展覽多元，外部

環境還附有烤肉、露營區、木造親子遊

樂區、吊床、金桔果園、各種可愛的裝

置藝術等，大樹林立，自然生態豐富，

腹地寬敞，能提供的空間延展性佳，本

身相當喜愛，也很適合三代同堂的家庭

排進小旅行中。透過導覽人員的詮釋，

全家從DIY體驗中，得到更易瞭解的產業

知識與手作技巧。到訪余順豐花生觀光

工廠當日時間迫近下午四點半，未詢問

是否有提供DIY體驗課程。余順豐花生觀

光工廠內部的導覽看板簡單清楚，較缺

乏多媒體影音互動，解說人員親切大

方，仍是帶著自身家庭導覽園區一周，

服務態度佳。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梅問屋販售區中央的圓形區域內有 

多位服務人員提供梅子試吃，熱情大

方，伴手禮種類豐富，禮盒包裝精美浪

漫，有籽、無籽、及名氣鼎盛全國唯一

的香甜燒梅都好吃，酸梅湯、梅果醋提

供試喝；一旁有販售燒梅醬，服務人員

示範烹調方法以紅燒與豆腐拌炒，口味

極佳；提升水果風味的天然酸梅粉，也

種可愛的裝置藝術等，大樹林立，自然

生態豐富，腹地寬敞，能提供的空間延

展性佳，本身相當喜愛，也很適合三代

同堂的家庭排進小旅行中。透過導覽人

員的詮釋，全家從DIY體驗中，得到更易

瞭解的產業知識與手作技巧。余順豐花

生觀光工廠內部的導覽看板簡單清楚，

較缺乏多媒體影音互動，解說人員親切

大方，仍是帶著自身家庭導覽園區一

周，服務態度佳。(B-1-7) 

 

 

 

 

 

 

 

 

 

梅問屋伴手禮種類豐富，禮盒包裝精

美，有籽、無籽、燒梅都好吃，提供試

喝；服務人員用燒梅醬示範烹調口味

佳；天然酸梅粉，為大眾喜愛的伴手禮。

陳設乾淨亮麗，工廠未提供餐飲服務。

金桔觀光工廠販售區矗立著一棵大金桔

樹，讓空間繽紛感加乘。廠內提供冰及

熱的金桔檸檬試喝，銷售人員推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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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眾喜愛的伴手禮，販售部陳設乾淨

亮麗，離開時全家買了好多種類的梅子

產品，工廠未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光

工廠入門可見的販售區矗立著一棵大金

桔樹，搭配可愛的配色，讓整個空間繽

紛感加乘。廠內提供冰及熱的金桔檸檬

試喝，並販售：金桔果醋、果茶、沾醬、

蜜餞、果乾、方塊酥…等，銷售人員推

銷態度積極，印象最深的是金桔果乾、

金桔地瓜酥、金桔果油，風味佳且讓人

口齒留香，全家都喜愛。商品種類琳瑯

滿目、環境陳設的色調溫暖舒適。廠內

有多款套裝行程—導覽、DIY手作、用

餐、野外禮拜、露營、烤肉可供團體選

擇，30人以上團體遊客也可預約用膳(金

桔風味餐)，當日全家由於人數不夠也未

預約，沒機會在此用餐。余順豐觀光工

廠販售區內空間寬敞、陳設簡潔清爽，

產品有帶殼花生、去殼褪膜的赤裸花生

仁、生花生、花生醬、花生油、牛軋糖、

其他穀類粉製品、豆乳花生辣醬...等，試

吃時覺得口味品質佳，現場還提供試喝

花生膜茶，天然好喝，由於頭一次來，

先買夾鏈袋裝的商品自用，覺得不錯的

話會再光顧買罐裝當伴手禮，工廠未提

供餐飲服務。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積極。金桔果乾、金桔地瓜酥、金桔果

油，風味佳令人喜愛。商品種類琳瑯滿

目、環境陳設色調溫暖舒適。有多款套

裝行程—導覽、DIY手作、用餐、野外禮

拜、露營、烤肉可供團體選擇，30人以

上團體遊客也可預約用膳 (金桔風味

餐)，全家人數不夠，沒在此用餐。余順

豐觀光工廠販售區內空間寬敞、陳設簡

潔清爽，產品口味品質佳，試喝的花生

膜茶天然好喝。夾鏈袋裝的商品適合自

用。未提供餐飲服務。(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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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皆提供線上購物功能，目前皆實

地參觀過一次，產品好吃想回購時，會

想透過網購，不必特別前往，相當便利。 

二、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 

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

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梅問屋及金桔觀光工廠傳達的產品 

知識豐厚，參觀導覽富知性、感性，以

寓教於樂的方式推銷在地產品，孩子們

相當喜愛且念念不忘，DIY體驗魅力不可

擋！孩子們說這學期在學校接觸農耕，

體察到農夫的辛勞，現場還朗誦出「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這首詩，透過此行引發

出孩子們在校農耕體驗後習得的知足惜

福好品格、相互映照。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

參觀？原因？ 

整體滿意度：梅問屋=金桔>余順豐

觀光工廠。除了路途考量外，自身會想

再回訪金桔觀光工廠，因戶外環境寬

敞、大樹林立、環境原始，親子活動設

施多，適合孩子跑跳遊玩、揮灑汗水，

大人也能愜意的在樹林間漫步。另外廠

內提供的團體烤肉BBQ或露營趣也會想

嘗試。 

皆提供線上購物功能，相當便利。(B-1-9) 

 

 

 

 

 

 

梅問屋及金桔觀光工廠傳達的產品知識

豐厚，參觀導覽富知性、感性、寓教於

樂，孩子們念念不忘，DIY體驗魅力不可

擋！孩子們在校接觸農耕，體察到農夫

的辛勞，此行引發孩子們在校體驗後習

得的知足惜福好品格。(B-2-1) 

 

 

 

 

 

 

整體滿意度：梅問屋=金桔>余順豐觀光

工廠。會想再回訪金桔觀光工廠，因戶

外環境寬敞、大樹林立、環境原始，親

子活動設施多，適合孩子遊玩、大人漫

步。廠內提供的團體烤肉BBQ或露營趣

也會想嘗試。(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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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

建議。 

孩子年齡屬國小階段，多跑多動多

探索是自身與先生對孩子假日生活安排

的目標。寬敞的環境、足夠多的親子友

善空間，更是選擇前往參觀的動機(因

素)，建議梅問屋及余順豐觀光工廠能多

設置親子互動區，無論在室內外，一個

能讓親子共同操作遊戲或親身體驗的環

境。另外，周末到訪金桔觀光工廠時，

期待看見現場製作金桔產品的一系列流

程，身歷其境，提升消費者選購的信心、

鞏固品質保障(企業品質)。 

 

 

 

 

 

寬敞的環境、足夠多的親子友善空間，

是選擇前往參觀的動機(因素)，建議梅問

屋及余順豐觀光工廠能多設置親子互動

區－共同操作遊戲或親身體驗的環境。

周末到訪金桔觀光工廠時，期待看見現

場製作金桔產品的一系列流程，提升消

費者選購的信心、鞏固品質保障。(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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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C 

訪談對象：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2019/11/01 

訪談地點：教師研究室 

訪談方式：深入訪談並紙筆紀錄輔以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 

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 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

何得知相關資訊？ 

曾參觀過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台灣

優格餅乾學院、埔里酒廠、良作工場農

業文創館、梅問屋梅子元氣館、熊大庄

森林主題觀光工廠、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勤億蛋品夢工廠…等，位於嘉義以外的 

觀光工廠，到訪約一次；嘉義縣市的觀 

光工廠約二至四次，交通便利，還能藉 

此認識、瞭解在地文化、認同產業文化 

保存、是休閒遊憩的好去處。透過便利 

的手機蒐集旅遊觀光訊息已是現今趨勢 

，在校服務時，不時會收到旅遊景點 

宣傳單、門票折價券、或由業主規劃的 

戶外教學推薦行程，而後整合網路部落 

客文章、消費者及親友評價，擬定親子 

旅遊景點的口袋清單。 

2、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 

   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 

 

 

 

 

 

 

 

 

嘉義以外的觀光工廠，到訪約一次；嘉 

義縣市的觀光工廠約二至四次，交通便 

利，藉此認識、瞭解在地文化、認同產 

業文化保存、是休閒遊憩的好去處。透 

過手機蒐集旅遊訊息，在校會收到景點 

宣傳單、門票折價券、或戶外教學推薦 

行程，整合網路文章、消費者及親友評 

價，擬定親子旅遊景點的口袋清單。 

(C-1-1) 

 

 

 

 

http://mmweb.tw/8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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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標章的想法？ 

 不清楚有這樣的評選制度，會前往 

旅遊的景點或觀光工廠，多會從身邊去

過的親友推薦或是上網GOOGLE其旅遊

評價才會考慮前往。自身會以此景點是

否能達到基本旅遊參觀的樂趣、個別食

品深入知識的獲得、是否設置親子同

樂、或手作的活動等進行考量，即便非

頒授標章的觀光工廠，而該工廠所生產

的食品經過重重審核至上架於坊間販

售，健康天然，身為家長，帶著家中孩

子參觀品嚐時，食物吃得相當安心，不

會因為它未授以觀光工廠標章而影響它

的食品保障，因而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

頒發的合格觀光工廠標章來列入參觀的

要素。 

3、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  

方式、伴遊的對象？ 

考量規劃好的一系列行程，上下車方

便、因而皆以開車方式前往。去年年節

與家人同往梅山公園休憩賞花時，特意

規劃附近的景點梅問屋放入行程內。梅

子為鹼性食物，適度的食用對身體益處

多。先前聽聞同事推薦其 DIY 體驗活動

內容豐富、趣味好玩、亦能認識當地風

俗文化；再者長輩與孫兒同行，對體驗

活動興致盎然，能藉此增進互動機會，

 

不清楚。旅遊的景點會以是否能達到基

本旅遊參觀的樂趣、個別食品深入知識

的獲得、是否設置親子同樂、或手作的

活動等進行考量，即便非頒授標章，食

品經過重重審核，健康天然有保障，並

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發的合格觀光工廠

標章來列入參觀的要素。(C-1-2) 

 

 

 

 

 

 

 

 

 

 

 

皆開車前往。與家人同往梅山公園休憩

賞花，特意規劃附近的梅問屋。同事推

薦其 DIY 體驗。長輩與孫兒同行，藉此

增進互動機會，適合三代同堂的行程。

參觀金桔農場緣由為孩子好奇金桔豐收

時，來不及吃掉，果子全爛！引導孩子

認識保存美味的方法，報名金桔觀光工

廠的金桔果醬 DIY 課程。(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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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適合三代同堂的行程。參觀金桔農

場緣由為孩子看到校園內的金桔樹結出

好多果實，返家好奇的問，金桔季節一

到大豐收時，若來不及吃掉，果子就全

爛掉了！身為教師兼家長，引導孩子認

識保存美味的方法，索性幫孩子們報名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的金桔果醬 DIY 課

程，帶他一探究竟。 

4、 您消費於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或未  

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

平均支出？ 

    承上所述，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

發的合格觀光工廠標章來列入參觀的要

素，消費亦同。食品製作過程公開透明

化、原汁原味無過多調味、運用科學儀

器包裝食品的過程、食安知識的提供，

符合以上這幾項要素的觀光工廠，皆會

想參觀購買。一般來說，兩者的消費比

例不相上下。參觀一趟下來，平均會花

200~700 元不等(不包含 DIY 自費)，尤其

在親身參與 DIY 體驗活動的流程後，明

白食物製造加工的過程，享受到完成後

的成就感，會提升選購商品的動機。除

了自用外，大部分是送給鄰居或好友品

嚐，評價不錯時會再至現場回購或網購。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

何？ 

 

 

 

 

 

 

 

 

 

 

 

並非會以是否有政府頒發的合格觀光工

廠標章來列入參觀的要素，消費亦同。

食品製作過程公開透明化、無過多調

味、運用科學儀器包裝、食安知識的提

供，符合以上要素的觀光工廠，皆會參

觀購買。兩者消費比例不相上下。平均

會花 200~700 元不等(不包含 DIY 自費)，

尤其在親身參與 DIY 體驗活動的流程

後，明白食物製造加工的過程，享受到

完成後的成就感，會提升選購商品的動

機。除自用，送給鄰居或好友，評價不

錯會回購。(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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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問屋建築物外觀成功形塑日式可 

愛恬靜風貌，吸引全家目光！內部洗手

間明亮乾淨，讓人感覺格外舒適，參觀

動線分明，依循館內看板走入時光隧

道，自行沿線參觀也能輕鬆駕馭、有助

吸收產品知識。金桔觀光工廠戶外空間

寬敞，擁有大自然靜謐氣息，也因著大

量植栽，蚊蟲自然就多，當日著短褲的

孩子們讓小黑蚊騷擾許久，叮了好幾

包，因此建議前往自然生態豐富的地

點，宜著長褲，定時塗抹防蚊液趨蚊。

戶外設施有童話樹屋、吊床、鞦韆、沙

坑、生態池魚群、賞蝶、搭配著溪流淙

淙聲，親子遊樂設施多元，其中樹屋發

揮攀爬、平衡、滑溜、休憩等多功能，

相當吸晴。裝置藝術造景多，漫步其中，

紓解身心，調劑生活腳步，自身忍不住

透過手機上的Instagram發布美景照片、打

卡，告知親友此一好景點。館內充斥濃

濃懷舊古早味，踏著前人的足跡參觀食

品製程，別有一番風味。兩間的停車場

空間規劃佳，唯金桔觀光工廠入口巷道

較不明顯，狹窄導致會車不易，延緩參

觀腳步，減少入門參觀的意願。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梅問屋與金桔觀光工廠導覽、DIY

體驗的服務人員熱情親切，自身有賓至

梅問屋建築物外觀成功形塑日式風貌吸

引目光。洗手間乾淨舒適，參觀動線分

明，自行參觀也能駕馭。金桔觀光工廠

戶外空間寬敞，因著大量植栽，蚊蟲多，

建議前往生態豐富地點，宜著長褲趨

蚊。戶外親子遊樂設施多元，樹屋多功

能吸晴。裝置藝術作品多，紓解身心。

透過Instagram發布、打卡，告知親友。館

內充斥懷舊味。兩間的停車場規劃佳，

金桔觀光工廠入口巷道不明顯，狹窄會

車不易，延緩參觀腳步，減少入門參觀

的意願。(C-1-5) 

 

 

 

 

 

 

 

 

 

 

 

 

 

梅問屋與金桔觀光工廠導覽、DIY體驗的

服務人員熱情親切，有賓至如歸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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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歸的感覺。唯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的

服務人員銷售方式過於急促，讓人有壓

力感，雖提供買多折扣多的優惠，但對

自身而言，未被鼓舞購買欲望。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梅問屋觀光工廠導覽解說專業、DIY 

體驗活動歡樂有趣，讓參與其中的全家

增添良好互動，雖無多媒體影音互動，

靜態看板展覽清晰，產業知識充足；動

態部分，日曬屋或包裝區屋內工作人員

能完整呈現產品之生產製造過程。金桔

觀光工廠DIY體驗活動製作金桔果醬，讓

孩子能從流程中瞭解保存食物的妙招，

獲取豐富知識後，還能立即享用成品，

古早味餅乾搭配新鮮未裝罐的果醬食

用，孩子們好滿足！體驗DIY活動後，全

家迫不急待的在賣場內購入許多產品。

內部無與遊客互動的影音設施，導覽人

員解說專業、深入淺出，全家聽得津津

有味。可惜的是，到訪當天為週末，廠

房內的工作人員沒出現，未能親眼目睹

工作人員從事製造生產的流程，平日一

到五方看得見，全家望著廠房內的各空

間設備，想像製作時的樣貌。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陳設清楚舒 

適，購物氣氛佳，試吃提供大方、個別

桔觀光工廠販售部的服務人員銷售方式

急促，讓人有壓力感，未被鼓舞購買欲

望。(C-1-6) 

 

 

梅問屋觀光工廠導覽專業、DIY體驗有

趣，增添良好互動，無多媒體影音互動，

看板展覽清晰知識足；動態部分，屋內

工作人員完整呈現生產製造過程。金桔

觀光工廠DIY體驗，孩子能從中瞭解保存

食物的妙招，古早味餅乾搭配果醬食

用，孩子們滿足！體驗DIY後，購入許多

產品。無互動的影音設施，導覽專業、

深入淺出。可惜的是，週末未能親眼目

睹工作人員從事製造生產的流程，平日

一到五方看得見，全家望著廠房內的各

空間設備，想像製作時的樣貌。(C-1-7) 

 

 

 

 

 

 

 

 

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陳設清楚，購物

氣氛佳，試吃提供大方、個別包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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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不黏手、乾淨無虞，可安心食用，

不做多餘未符合衛生之臆測，印象非常

良好。產品包裝走精緻化風格，相當適

合買來當伴手禮，同行的親人品嚐完提

供的有核、無核梅子，接著看到可愛吸

晴的粉紅色立體造型包裝，紛紛購入。

無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光工廠伴手禮

種類多元，販售部金桔意象的陳設提升

品牌意象，提供冷、熱金桔檸檬試喝，

口味天然，品質風味佳，讓人想一口再

接一口，而後選購金桔檸檬給孩子、好

幾瓶爽聲潤喉的金桔果蜜，給適合天天

講課與孩子互動的自身。完成DIY體驗活

動後，對食品有信心，購買相關食品時，

也信任它的食品安全保證。戶外設立貨

櫃餐廳，提供小憩、咖啡茶飲類食物，

內部聽說有提供風味餐，風評好，但由

於未事先預訂，只好留待下回再來品嚐。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當日遇到金桔觀光工廠產品買十送 

一的活動，與親友共同購買湊成十項產

品，覺得很划算。團客到場時會吆喝優

惠價。兩間觀光工廠皆提供線上購買通

路，採「貨到付款」方式，保障消費者，

其中金桔觀光工廠運費 150 元，於本島

配送滿 2000 元免運費，日後金桔產品食

用完，沒能及時到廠購買時，會選擇線

黏手、乾淨安心食用，印象良好。產品

包裝精緻化，適合當伴手禮，同行的親

人品嚐完，看到可愛吸晴的粉紅色立體

包裝，紛紛購入。無提供餐飲服務。金

桔觀光工廠伴手禮種類多元，販售部金

桔意象的陳設提升品牌意象，提供冷、

熱金桔檸檬試喝，口味天然，品質風味

佳，後選購金桔檸檬給孩子、好幾瓶金

桔果蜜，給天天講課的自身。完成DIY

活動後，信任食品安全保證。戶外設貨

櫃餐廳，提供咖啡茶飲類食物，內部提

供風味餐，未事先預訂，留待下回品嚐。

(C-1-8) 

 

 

 

 

 

 

金桔觀光工廠產品買十送一，與親友共

同湊成十項，覺得划算。團客到場時吆

喝優惠價。皆提供線上通路，採「貨到

付款」方式，金桔觀光工廠運費 150 元，

本島配送滿 2000 元免運費，沒能及時到

廠購買，會選擇線上網購。(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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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購的方式。 

二、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 

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

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梅問屋及金桔兩間觀光工廠皆為特 

意規劃的參觀行程，孩子們帶著解惑的

心態前往金桔農場，參加完 DIY 體驗活

動，心中對食物該如何保存的疑問解了

開來，服務人員所闡釋的內涵，孩子吸

收到七、八成以上，收穫滿滿，還提出

回家後要將喜愛的水果依樣畫葫蘆做出

果醬，身為父母觀察到孩子透過親身參

與、習得知識，甚而激發孩子的創意思

考能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心裡感

覺欣慰。孩子也提及學校老師們教導思

考或寫作文時，要有創意，並要勇於想

像、進而實踐它，孩子自身感覺走出門

外探索事物，能增廣視野，不再只是空

讀書、紙上談兵，符應自身對孩子「做

中學」的理念與盼望。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

參觀？原因？ 

對兩間觀光工廠的整體滿意度高。

金桔觀光工廠環境優，架設的網站上「周

邊景點」規劃相當好，貼心友善的提供

遊客鄰近的休閒遊憩景點，吃喝玩樂樣

 

 

 

 

 

特意規劃的行程，孩子們往金桔農場，

參加完 DIY 體驗活動，解開疑問，服務

人員闡釋的內涵，孩子吸收七、八成，

收穫滿滿，還提出回家要將喜愛的水果

依樣畫葫蘆做出果醬，父母觀察到孩子

激發創意思考能力，大膽假設、小心求

證，感覺欣慰。孩子感覺走出門外探索

事物，能增廣視野，符應自身對孩子「做

中學」的理念與盼望。(C-2-1) 

 

 

 

 

 

 

 

 

 

兩間的整體滿意度高。金桔觀光工廠環

境優，架設的網站上「周邊景點」規劃

相當好，貼心的提供鄰近遊憩景點，同

時深入認識社區風貌，未來會再規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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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皆有，同時能深入認識社區風貌。未

來會再規劃進新行程內。梅問屋精緻富

質感，導覽及販售用心，有機會會再回

訪。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

建議。 

(1)梅問屋產品品質佳，自身雖不擅

長料理，仍很期待業主培訓服務人員，

增加以梅子入菜的烹飪教學。 

(2)梅問屋很適合規劃為前往阿里山

的中繼休息站，建議於行銷方面能打造

觀光一日遊或半日遊配套行程：梅山公

園、圳北步道、太平雲梯、太平老街、

圓潭自然生態園區，阿里山…等。 

(3)回歸職場工作身分，身為教師，

會思考將優良的觀光工廠列入校外教學

行程的可行性。有鑑於雲林悠紙生活

館、綠盈農場、童年渡假村發傳單的功

效，建議梅問屋和金桔觀光工廠設計套

裝行程，予以優惠方案，以一天為佳，

透過發送宣傳單、或入場優惠卷至附近

縣市學校，擴大經營優化園區各設備，

讓顧客能待滿5~6小時，或將周邊旅遊景

點列入考量規劃。如此，擁有戶外教學

旅程的專業規劃，教師們從中選擇合適

的方案，與廠方洽談後，讓更多遊客能

藉此發現新天地，散播觀光工廠的知名

新行程內。梅問屋精緻富質感，導覽及

販售用心，有機會會再回訪。(C-2-2) 

 

 

 

 

(1)梅問屋觀光工廠：期待業主培訓，增 

加以梅子入菜的烹飪教學。 

(2)梅問屋為前往阿里山的中繼休息站， 

建議打造觀光一日遊或半日遊配套行

程：梅山公園、圳北步道、太平雲梯、

太平老街、圓潭自然生態園區，阿里山…

等。(3)身為教師，會思考將優良的觀光

工廠列入校外教學行程。建議梅問屋和

金桔觀光工廠設計套裝行程，予以優

惠，以一天為佳，透過發送宣傳單、或

入場優惠卷至學校，擴大經營優化園區

各設備，讓顧客能待滿5~6小時，或將周

邊旅遊景點列入考量規劃。教師們從中

選擇合適的方案，藉此發現新天地，散

播知名度。(4)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為一整

「棟」建築物，用了具有自產糕餅風格

的物品、收藏品凸顯特色，展覽及互動

體驗能待上一整天，更貼心的設計收

涎、抓周活動，替新手家長免除繁複的

手續，並能心無旁鶩的表現父母對子女

的祝福。建議觀光工廠推出複合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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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4)在參觀完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後，

發現其為一整「棟」建築物，裡外都用

了非常多具有自產糕餅博物館風格的物

品、收藏品來做裝飾凸顯特色，館內設

計的展覽及互動體驗讓全家能待上一整

天，館方更貼心的設計收涎、抓周活動，

替許多新手家長免除繁複的手續，並能

心無旁鶩的表現父母對子女的祝福。建

議觀光工廠能推出複合式行程，增設親

子遊樂區、多種DIY體驗，或搭配節慶推

出主題活動，吸引遊客紛紛沓至。 

 

程，增設親子遊樂區、多種DIY體驗，或

搭配節慶推出主題活動，吸引遊客。

(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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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D 

訪談對象：學童家長 

訪談時間：2019/12/29 

訪談地點：咖啡廳 

訪談方式：深入訪談並紙筆紀錄輔以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 

    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何 

得知相關資訊？ 

曾參觀過四方鮮乳酪故事館、伊莎

貝爾數位烘焙體驗館、阿聰師芋頭文化

館、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老楊方城市

觀光工廠、旺萊山鳳梨文化園區、源順

芝麻觀光油廠、穀盛酢鄉文物館、梅問

屋梅子元氣館、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

池上金色豐收館…等，大部分去過 1 次，

參觀過後感受不錯、生產的產品也覺得

好吃的觀光工廠，日後在旅遊途中經

過，會再次前往參觀。參觀資訊多由親

友推薦、網路部落客文章、或路旁設有

清楚的指示牌引導得知。 

2、 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

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

工廠標章的想法？ 

有聽過，但沒有很仔細去瞭解內

容。參觀梅問屋觀光工廠時，在販售部

 

 

 

 

 

 

 

 

 

 

大部分去過1次，參觀感受不錯、產品也

好吃的觀光工廠，日後經過，會再次前

往。參觀資訊多由親友推薦、網路部落

客文章、或路旁設有清楚的指示牌引導

得知。(D-1-1) 

 

 

 

 

有聽過，但沒有很仔細去瞭解內容。參

觀梅問屋時，在販售部出口見過「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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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見過「觀光工廠」的標誌，但並未

深入研究代表的意義為何？自身認為凡

工廠保留製造生產的過程，且改造成讓

消費者能入內參觀的場所，即稱為觀光

工廠，也同時領有觀光工廠標章，安全

和品質雙重把關的安心場所，是政府掛

保證的觀光工廠。 

3、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  

  方式、伴遊的對象？ 

前往參觀觀光工廠，會看其性質適

不適合家人的需求，像是富休憩價值、

產品符合家人的喜好，適合的話就會想

去看看。有時候會以散散步的心態去探

訪，對於觀光工廠形式的旅遊景點，不

會常常以它為遊憩的考量點，因為還有

很多景點能去，常常利用寒暑假假期較

長的期間，開車到遠一點的縣市遊玩，

或陪伴住中部的外公外婆，平日不是三

代同住，一般來說較常都是一家四口出

遊，偶爾與長輩碰面聚會時，會帶到家

中附近走走，並不大前往觀光工廠參觀。 

4、您消費於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或未 

   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 

   平均支出？ 

    約略消費在 200~500 元左右。消費

比例差不多，至於是否為評選通過之觀

光工廠，不會影響消費額度，端看自己

工廠」的標誌，但並未深入研究代表的

意義為何？自身認為凡工廠保留製造生

產的過程，且改造成讓消費者能入內參

觀的場所，即稱為觀光工廠，也同時領

有觀光工廠標章，安全和品質雙重把

關，是政府掛保證的觀光工廠。(D-1-2) 

 

 

 

會看其性質適不適合家人的需求，像是

富休憩價值、產品符合家人的喜好，適

合的話就會想去看看。以散散步的心態

去探訪，不會常以它為遊憩的考量點，

因為還有很多景點能去，利用寒暑假假

期較長的期間，開車到遠一點的縣市遊

玩，或陪伴住中部的外公外婆，較常一

家四口出遊，偶爾與長輩聚會時，會帶

到家中附近走走，不大前往觀光工廠參

觀。（D-1-3) 

 

 

 

 

 

約略消費在200~500元左右。消費比例差

不多，至於是否為評選通過之觀光工

廠，不會影響消費額度，端看自己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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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喜歡這產品。參觀完觀光工廠後，

知道其產品如何被製作出來的，當家人

對這類食品也感興趣時，購買時會安心

多了，覺得比較無食安方面的顧慮。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

何？ 

去過的觀光工廠感覺都沒有很大， 

在嘉義縣規模比較大的像是白人牙膏觀

光工廠，廠內可以從高處俯瞰它的生產

線，展場一樓結合原址運來台灣的江西

省將軍府、清朝古文物、富警惕性質的

十八層地獄場景，靜態展覽十足豐富，

一旁另有付費的親子遊戲區，適合親子

同遊。梅問屋設備現代化，工作人員穿

戴整潔，在各展示屋內的工作動態清

楚，公共區域及洗手間乾淨清爽，空間

充足，對親子團體極友善，停車空間大。

初訪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時，就感覺到

此間工廠整體形象非常熱情又有元氣。

廠區迷你，參觀後感覺內部環境規模雖

小，停車規劃及動線五臟俱全，不失為

觀光工廠的風範。兩間觀光工廠營造出

的環境皆擁有自身的風味。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與家人自行參觀余順豐花生觀光工

廠時，遇及不清楚之處，詢問一旁之工

作人員，他們立即熱忱回答，就怕怠慢

喜歡這產品。參觀完後，知道其產品如

何被製作出，購買安心，無食安方面的

顧慮。(D-1-4) 

 

 

 

 

 

 

 

 

 

 

梅問屋設備現代化，工作人員穿戴整

潔，展示屋內的工作動態清楚，公共區

域及洗手間乾淨清爽，空間充足，對親

子團體極友善，停車空間大。余順豐花

生觀光工廠整體形象非常熱情又有元

氣。廠區迷你，內部環境規模雖小，停

車規劃及動線五臟俱全，不失為觀光工

廠的風範。兩間觀光工廠皆擁有自身的

風味。(D-1-5) 

 

 

自行參觀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工作人

員熱忱服務周到，又親切自然，讓人有

賓至如歸之感。梅問屋入口處及銷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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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周到，服務人員又親切自然，

讓人有賓至如歸之感。梅問屋入口處及

銷售區接待遊客的服務人員穿戴整潔、

看起來就很專業、訓練有素。在這兩間

工廠參觀時，沒發生須請服務人員特別

服務的狀況，參觀下來挺順暢的，感覺

服務態度都還不錯。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梅問屋DIY體驗活動富趣味性、與教 

育性，個人覺得180元的體驗費用合理，

體驗CP值超乎預先期待，過程中幫梅子

去核，去核此動作不僅僅在DIY體驗中出

現，梅問屋生產的去核梅子，皆為人工

一顆顆協助完成的，極富耐性讓人開眼

界。之後清洗用鹽醃過的梅子洗掉多餘

的鹽分，而後紗布袋內擺入糖，再打個

結擺入，順順的打結迎來同桌人的目

光，之後一一的協助大家完成，醃梅作

品完成後心情暢快有成就感。從中自身

也更加了解產品特色及梅子文化。在導

覽人員幽默的解說下，醃梅的過程栩栩

如生，不時搭配有獎徵答模式，遊客也

樂於參與。由於梅子製作過程，每個程

序的等候時間不一，隔著透明櫥窗，不

定時會看見工作人員在日曬屋、調味生

產區作業，另一區展示著早期曬梅場的

大型看板、地上擺著一籃一籃的半成品

的服務人員穿戴整潔專業、訓練有素。

兩間工廠服務態度都還不錯。(D-1-6) 

 

 

 

 

 

 

梅問屋DIY體驗活動費用合理，CP值超

乎期待，去核動作不僅在DIY體驗中出

現，梅問屋的去核梅子，皆為人工完成，

極富耐性讓人開眼界。醃梅作品完成後

心情暢快有成就感。也更了解產品特色

及梅子文化。導覽人員幽默解說，醃梅

的過程栩栩如生，搭配有獎徵答，遊客

樂於參與。廠內具生產與互動體驗。余

順豐觀光工廠，自行參觀展覽，散發友

好氛圍，人文為本，誠摯為上的行銷方

式。印象深刻的是阿嬤們以長年的經驗

替消費者把關，保留完整、富口感的花

生，阿嬤們團結一心，全家對花生製作

過程也提高了興致。展示區有觀光導覽

影片、語音導覽系統、五感體驗設施，

不過當天按了沒反應。花生糖製作屋，

提供師傅現場製作，補充花生糖存量。

無推出DIY體驗活動。（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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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正接受日曬洗禮中，另有提供斗笠

道具，角色扮演拍個照，廠內具生產與

互動體驗。到訪余順豐觀光工廠，自行

參觀展覽，典型的人力加工傳統產業，

行經之處，散發友好氛圍，處處可見人

文為本，誠摯為上的行銷方式。令人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群阿嬤們投入在揀選花

生，以長年的經驗替消費者把關，保留

完整、富口感的花生，搭配著話家常的

畫面，自身瞬間被阿嬤們的團結一心所

感動到，在此同時全家對陌生的花生製

作過程也提高了興致。揀選後的一包包

花生，等候著被送到金門，再行加工。

展示區規劃有觀光導覽影片、按下按鈴

可聆聽內容的語音導覽系統、五感體驗

設施，不過當天按了，沒出聲響沒反應。

銷售區規劃一個花生糖製作屋，提供給

師傅現場製作，補充銷售區的花生糖存

量。近年無推出DIY體驗活動。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自身感覺梅問屋購物氣氛愉快、展

示陳列清晰、產品包裝設計易吸引人、

種類多元。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有幾款

產品運用花生殼的包裝外表，鮮明的揭

示品牌形象，五穀雜糧皆有販售，家中

油品恰巧須補貨，便採購瓶裝550公克的

花生油回家試用，另有販售一大瓶豆乳

 

 

 

 

 

 

 

 

 

 

 

 

 

 

 

 

 

 

 

 

梅問屋購物氣氛愉快、展示陳列清晰、

產品包裝設計吸引人、種類多元。余順

豐花生觀光工廠運用花生殼的包裝外

表，鮮明揭示品牌形象，五穀雜糧皆有

販售，食材安心，價格實在。兩間觀光

工廠皆未提供餐飲服務。(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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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辣醬，價格僅100元，不假思索地買

回家，再行分裝，食材安心，價格實在。

兩間觀光工廠皆未提供餐飲服務。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於現場購買余順豐觀光工廠的花生 

產品時，銷售區服務人員喊出優惠價一

包130元，兩包250元…等，觀光工廠內

部購買有其優惠。建議觀光工廠能將其

中幾款銷售量優良的產品，再開發出特

殊包裝或特殊口味，保留至觀光工廠內

販售，而消費者在其餘通路找不著、買

不到，塑造獨特性、增加消費者回流、

提升參觀率。 

二、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 

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

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基本上感覺仍比較偏向賣場型式，

觀光的部分比較不突出，DIY體驗活動建

議結合產品特色，妥善設計課程，也讓

顧客有親身參與後端產出的流程，加深

對該廠產品的印象，自身也獲得不少成

就感。單獨剖析廠內提供的DIY體驗活

動，個人認為實際呼應孩子在校經由老

師引導，探索、而後內省、討論、分析

及評估的類似體驗教育的學習歷程，孩

子們透過「親身參與」、「體驗」後而

 

 

 

 

余順豐觀光工廠內部購買有其優惠。建

議觀光工廠將銷售優良的產品，再開發

出特殊包裝或特殊口味，保留至廠內販

售，塑造獨特性、增加消費者回流、提

升參觀率。（D-1-9) 

 

 

 

 

 

 

 

 

偏向賣場型式，觀光的部分不突出，DIY

體驗活動建議結合產品特色，妥善設計

課程，讓顧客有親身參與產出的流程，

加深對產品的印象，獲得成就感。廠內

的DIY體驗活動，實際呼應孩子在校類似

體驗教育的學習歷程，孩子們「親身參

與」、「體驗」，使學習達到增加與持

續的效果。(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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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對此事物的意義，而這也能使學習

達到增加與持續的效果。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

參觀？原因？ 

梅問屋梅子元氣館的整體滿意度約 

有8.5分以上，大概是參加完它的DIY體

驗活動，經歷醃製梅子的過程及聽導覽

人員細心精彩的講解，分數明顯的提

升，加上其食品製程環保，製作過程所

需的器具能重複利用；更棒的是：消費

者買回的食品食用完畢後，容器能回收

再利用，符合現今減塑環保的趨勢。對

於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體滿意度大

概有7.5分，無提供DIY體驗活動。從中

觀察到此工廠照顧到社區民眾，提供社

區老人家就業機會，十足難能可貴。通

常來說，規模不大的觀光工廠，很少會

花時間專程去參觀，除非產品具特色、

交通便利，而且一間觀光工廠逛不到一

個小時便結束，所以全家旅遊時大多會

結合附近景點，順道一訪。參觀的這兩

間飲食類觀光工廠，產品讓人有記憶

點，交通算便利，往布袋、東石漁港遊

玩時有機會去余順豐觀光工廠品嚐道地

MIT台灣創新的花生風味；經過梅山交流

道時，也能順道回訪梅子元氣館。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

 

 

 

 

梅問屋梅子元氣館整體滿意度約有8.5分

以上，參加完DIY體驗活動，分數明顯的

提升，加上其食品製程環保，消費者食

用完畢後，容器能回收再利用，符合減

塑環保趨勢。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整

體滿意度7.5分，無提供DIY體驗活動。

觀察此工廠提供社區老人家就業機會，

難能可貴。觀光工廠很少專程參觀，除

非產品具特色、交通便利，全家旅遊大

多會結合附近景點，順訪。這兩間飲食

類觀光工廠，產品讓人有記憶點，交通

便利，有機會回訪。(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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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自身認為設立觀光工廠的優點有兩 

項：新鮮（確保品質）、原型體驗（原

汁原味）。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雖符合

前者新鮮要素，但針對後者並無適時推

廣出DIY商品體驗活動，讓大眾了解企業

本身的人文背景與產品製程的技術，著

實可惜！停留在純粹生產，缺乏互動體

驗的階段中，希望能增加體驗活動，拉

近產品與遊客認知之間的距離感。另

外，建議裝潢與空間規劃感覺可再深

入，與工廠文化特色再契合些。工廠鄰

近優良社區船仔頭休閒藝術村，建議可

結合周邊藝術，從徵文徵圖發與小禮

物，而後設立展覽，展出「花生嬤遊海

港」之類的創意展演。提及展覽陳設的

形式，嘉義市的愛木村休閒觀光工廠能

參觀的部分多元，陳設有木材的製程、

工法，還有翻翻板、用鼻子聞的秘密小

空間、遊戲體驗區設有互動小遊戲、益

智性的小遊戲，參觀完感受體驗豐富，

下回還想再遊，因而建議梅問屋梅子元

氣館與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內部展覽可

再擴充，增設多一點的主題體驗設計，

讓消費者流連忘返，驚奇連連。 

 

 

設立觀光工廠的優點有兩項：新鮮（確

保品質）、原型體驗（原汁原味）。余

順豐花生觀光工廠符合新鮮要素，但無

推出DIY體驗，著實可惜！希望能增加體

驗活動，拉近產品與遊客認知之間的距

離感。建議裝潢與空間規劃再深入，與

工廠文化特色契合些。建議結合周邊藝

術，設立創意展演。建議梅問屋梅子元

氣館與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可再擴充多

一點的主題體驗設計。(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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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E 

訪談對象：學童家長 

訪談時間：2020/01/20 

訪談地點：教室 

訪談方式：深入訪談並紙筆紀錄輔以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嘉義縣美食類觀 

光工廠，以瞭解其觀光行為。 

1、 您參觀過哪些美食類觀光工廠及從

何得知相關資訊？ 

曾參觀過冬山天喜菇觀光工廠、手 

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館、郭元益糕餅博

物館、阿聰師芋頭文化館、台灣麻糬主

題館、丸莊醬油觀光工廠、梅問屋梅子

元氣館 2 次、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2 次、

新百祿燕窩觀光工廠、瓜瓜園地瓜生態

故事館、阿美小米文化館…等，由於本

身喜歡嘗試新鮮事物，外縣市的觀光工

廠幾乎僅去過一次，嘉義縣市的去過 2

次。旅遊資訊多由親友口耳相傳、或家

人預先規劃的兩天一夜、三天兩夜外縣

市旅遊行程時，在規劃的當下，搜尋網

路優選行程，合併 1~3 個距離近、風格

迥異、又能代表當地特色的景點一同參

觀，若旅遊景點有提供不錯的餐點及用

餐環境，會提高列入參觀行程的機率。 

2、您對於觀光工廠須經評選，通過輔導 

 

 

 

 

 

 

 

 

 

 

本身喜歡嘗試新鮮事物，外縣市的觀光

工廠幾乎僅去過一次，嘉義縣市的去過2

次。旅遊資訊多由親友口耳相傳、或家

人預先規劃外縣市旅遊行程時，搜尋網

路優選行程，合併1~3個距離近、風格迥

異、又能代表當地特色的景點一同參

觀，若旅遊景點有提供不錯的餐點及用

餐環境，會列入參觀行程。(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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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作業之觀光工廠，始得頒授觀光 

   工廠標章的想法？ 

應當瞭解的。本身從事人力資源業

務開發，與各企業或廠商接觸、協同合

作，促進企業實現目標，在協商調配人

力的過程中，主管或老闆會主動分享經

營的理念。曾遇過業主陳述，近期積極

籌備，接受輔導評鑑作業的嚴格考核，

朝經濟部認證觀光工廠標章邁進，目前

尚未過關，有意往「居家生活超幸福」

系列的業主分享起此事，其他同業亦在

觀望其狀態，倘若日後評鑑通過了，或

許會為這產業帶來不同的面貌。 

3、您參觀觀光工廠的動機及前往的交通  

  方式、伴遊的對象？ 

以交通便利、附導覽解說、有提供

生動的 DIY 體驗活動為考量，孩子們本

身對探索陌生的事物有濃厚興趣，全家

一起擴增視野，感覺也能豐富孩子的想

像力，覺得很棒！週休二日全家大多規

劃露營、爬山，或四處趴趴 go，只要路

過景點或觀光工廠也會進入參觀。以開

車方式前往，皆與家人或朋友同遊，有

時阿公阿嬤能跟也會一同出發。 

4、您消費於評選通過、未參加評選或未 

通過之觀光工廠比例為何？參觀的 

平均支出？ 

 

 

瞭解。從事人力資源業務開發，與各企

業或廠商接觸、協同合作，在協商調配

人力的過程中，主管或老闆會主動分享

經營的理念。(E-1-2) 

 

 

 

 

 

 

 

 

 

以交通便利、附導覽解說、有提供生動

的 DIY 體驗活動為考量，孩子們對探索

事物有興趣，全家擴增視野，豐富孩子

的想像力！週休二日只要路過景點或觀

光工廠會進入參觀。以開車方式前往，

與家人或朋友同遊，有時阿公阿嬤也會

一同出發。(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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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來說，多是由太太著手採購，

她習慣詢問全家試吃試喝完的味覺感

受、及做完食品 DIY 體驗後的感受，對

食品把關的信任度如何，來為今天的嚐

鮮評分，以決定購入哪款產品。味覺感

受佳及做完 DIY 體驗後對產品信任度高

的觀光工廠，約消費 300~1000 元不等；

而感受不佳者，約消費 0~200 元左右，

並非以此觀光工廠評選通過與否來決定

購買產品。 

5、 您認為整體形象設計、參觀環境如

何？ 

梅問屋梅子觀光工廠外部風貌沁心 

宜人，仿日式建築物造型，位處梅山交

流道下往梅山方向，附設專屬停車場，

大節日來訪時車位已滿，就近找停車位

不算難找，遠處望去，獨樹一幟，有其

特色。瞻前顧後，未見室外裝置藝術造

景。廠內設有梅子的古早時代的製作過

程、場景，及現代化生產製程與歷史沿

革，參觀動線順暢，行走空間舒適不擁

擠。民雄金桔觀光工廠腹地廣闊，結合

周邊天然樹林，木製古物塑造濃厚懷舊

氛圍，服務人員以金桔飽和的鮮橘色外

皮加上沉穩的墨綠色枝葉形象的制服現

身、親切熱情，融入廠內動靜態，整體

形象概念不錯！停車空間足夠寬敞，大

 

 

 

 

味覺感受佳及做完DIY體驗後對產品信

任度高的觀光工廠，約消費300~1000元

不等；而感受不佳者，約消費0~200元左

右，並非以此觀光工廠評選通過與否來

決定購買產品。(E-1-4) 

 

 

 

梅問屋觀光工廠外部風貌沁心宜人，仿

日式建築物造型，位處梅山交流道下往

梅山方向，附設專屬停車場，大節日來

訪時車位已滿，就近找停車位不難找，

遠處望去，獨樹一幟，有其特色。未見

室外裝置藝術造景。廠內設有梅子的古

早時代的製作過程、場景，及現代化生

產製程與歷史沿革，參觀動線順暢，行

走空間舒適不擁擠。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腹地廣闊，結合周邊天然樹林，木製古

物塑造濃厚懷舊氛圍，服務人員以金桔

飽和的鮮橘色外皮加上沉穩的墨綠色枝

葉形象的制服現身、親切熱情，融入廠

內動靜態，整體形象概念不錯！停車空

間足夠寬敞，大型遊覽車易於找到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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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遊覽車易於找到停車位。廠外環境相

當天然、相對地蚊蟲也就多，戶外項目

有木造遊樂設施、鞦韆、沙坑、生態池，

以嘉義縣市而言，親子遊樂設施完善，

極吸引親子來訪同樂、接觸大自然。廠

內隔間多，隨著專業導覽人員的腳步聽

導覽學知識，參觀動線較能滑順不打結， 

行走空間並非寬敞，容納空間不大，人

群一聚集，有門庭若市之感，熱潮及喧

嘩聲彷彿凸顯景點生機勃勃。 

6、 您認為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如何？ 

梅問屋觀光工廠服務人員親切常掛 

以笑容，導覽人員講解生動清楚，有獎

徵答時會搭以梅子獎品讓顧客品嚐，以

此創造參觀時愉快的氣氛，並成功的行

銷品牌。金桔觀光工廠販售部服務人員

態度親切、招呼聲爽朗，客群多忙碌時，

服務人員非但不會怠慢顧客需求，反而

能即時服務。DIY體驗活動的導覽人員專

業素養高，活動中面對顧客的提問不時

微笑回應，相當親切。兩間觀光工廠的

員工穿著整潔清爽，得體的打扮贏得顧

客的好感與信任、也傳遞對產品服務的

專業。 

7、 您對於廠內活動行銷的想法。 

在梅問屋觀光工廠嘗試醃梅DIY體

驗活動，過程中利用打籽機把鹹梅胚去

位。廠外環境天然蚊蟲多，戶外有木造

遊樂設施、鞦韆、沙坑、生態池，以嘉

義縣市而言，親子遊樂設施完善，極吸

引親子來訪、接觸大自然。廠內隔間多，

隨著專業導覽人員的腳步聽導覽學知

識，參觀動線較能滑順不打結，行走空

間並非寬敞，容納空間不大，人群一聚

集，凸顯景點生機勃勃。（E-1-5) 

 

 

 

梅問屋觀光工廠服務人員親切常掛以笑

容，導覽人員講解生動清楚，有獎徵答

時會搭以梅子獎品讓顧客品嚐，以此創

造參觀時愉快的氣氛。金桔觀光工廠販

售部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招呼聲爽朗，

客群多忙碌時，服務人員非但不會怠慢

顧客需求，反而能即時服務。DIY體驗活

動的導覽人員專業素養高，活動中面對

顧客的提問不時微笑回應，相當親切。

兩間觀光工廠的員工穿著整潔清爽，得

體的打扮贏得顧客的好感與信任、也傳

遞對產品服務的專業。(E-1-6) 

 

 

醃梅DIY體驗活動導覽人員在進行步驟

解析時，大小朋友眼神專注，仔細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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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後，再加糖、封罐，做成客製化的梅

子。導覽人員在進行步驟解析時，大小

朋友眼神專注，仔細地聆聽著，就怕錯

過課堂中導覽人員正在傳授的醃梅秘

訣。透過導覽人員傳神活躍的帶領，將

富教育性的DIY活動表露無遺，孩子收穫

多，魅力實不可擋。動靜態導覽合宜，

也適合自行參觀。金桔果醬DIY活動中挑

籽、加熱、打成汁等動作較為繁複，導

覽人員一一解決體驗者的個別需求，過

程富細心及專業，從中體會業主對食品

製程的堅持與消弭對食安的憂心。自身

崇尚天然無負擔又營養的美食方式，透

過DIY體驗活動，看到用心為食品把關幕

後英雄的付出，「實在安心」帶給全家

不少的啟發性。梅問屋與金桔內部無與

遊客互動的影音設施。  

8、 您對於伴手禮、餐飲服務的看法？ 

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寬敞整潔，

伴手禮一目瞭然，販售的梅子分有籽、

無籽，另有梅粉、梅醬、酸梅湯、梅醋、

梅精…等，產品包裝設計精美，提供試

吃品皆為個別的小包裝，符合衛生安全

的考量。工廠未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

光工廠販售部金桔藝術造景佳，伴手禮

陳設集中，外部有提供簡單的小茶點、

蛋糕販售，內部的餐飲服務須事先預

就怕錯過醃梅秘訣。導覽人員傳神活躍

的帶領，富教育性的DIY活動表露無遺，

孩子收穫多，魅力不可擋。動靜態導覽

合宜，也適合自行參觀。金桔果醬DIY

活動中挑籽、加熱、打成汁等動作較為

繁複，導覽人員解決體驗者的個別需

求，過程富細心及專業，從中體會業主

對食品製程的堅持與消弭對食安的憂

心。自身崇尚天然無負擔又營養的美食

方式，透過DIY體驗活動，看到用心為食

品把關，「實在安心」帶給全家啟發。

梅 問 屋 與 金 桔 無 互 動 的 影 音 設 施 。

(E-1-7) 

 

 

 

 

 

梅問屋觀光工廠販售部寬敞整潔，伴手

禮一目瞭然，產品包裝設計精美，試吃

品皆為個別的小包裝，符合衛生安全的

考量。工廠未提供餐飲服務。金桔觀光

工廠販售部金桔藝術造景佳，伴手禮陳

設集中，外部有提供簡單的小茶點、蛋

糕販售，內部的餐飲服務須事先預約，

專攻團體顧客。兩間觀光工廠皆提供多

元的伴手禮方便選購。(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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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專攻團體顧客。兩間觀光工廠皆提

供多元的伴手禮方便選購。 

9、 您對於商品行銷策略的想法。 

曾前往嘉義某鳳梨酥觀光工廠分店 

品嚐產品，門口海報展示著歡迎入內試

吃，不料，一入座，服務人員無奈且不

歡喜的端上鳳梨酥讓家人品嚐…，回想

起來記憶猶新。因而深刻察覺，商品搭

配行銷活動時，服務人員必須清楚明瞭

店內(廠內)規則，提供試吃時態度宜積極

大方，搭配消費者喜好，講解、推銷其

產品，朝向快樂的專業工作人士前進，

讓消費者在心中烙下對品牌良好的意

象，提升消費者滿意度與忠誠度。 

二、探討學童家長參觀完對觀光工廠未 

來的發展建議。 

1、 您參觀完的感受與收穫？與孩子在

學校所學是否有關聯或呼應？ 

踏出室外，讓孩子放心嘗試！到觀

光工廠不僅可以學習如何製作體驗醃

梅、金桔果醬DIY，透過導覽清楚工廠內

的實際操作、瞭解產業的經營方式及內

涵、與在地文化緊密連結，同行親友的

感情也因而更加融洽，孩子在家體驗不

到的部分，在觀光工廠DIY活動及導覽內

大大的得到滿足，創造生活中不同面向

的體驗，很符合自身對孩子的期盼。孩

 

 

 

 

 

 

 

商品搭配行銷活動時，服務人員必須清

楚明瞭店內(廠內)規則，提供試吃時態度

宜積極大方，搭配消費者喜好，講解、

推銷其產品，朝向快樂的專業工作人士

前進，讓消費者在心中烙下對品牌良好

的意象，提升消費者滿意度與忠誠度。

(E-1-9) 

 

 

 

 

踏出室外，讓孩子放心嘗試！觀光工廠

可學習製作體驗DIY，透過導覽清楚工廠

內的實際操作、瞭解產業的經營方式及

內涵、與在地文化緊密連結，同行親友

的感情更融洽，孩子在家體驗不到的部

分，在觀光工廠DIY活動及導覽內大大的

得到滿足，創造生活中不同面向的體

驗，符合自身對孩子的期盼。孩子們感

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自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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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有感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自身感覺藉由戶外踏查邊玩邊聽邊學，

真能將平時從書本上習得的知識，擴充

成點線面、加深加廣，是不錯的一趟在

地遊學。 

2、 您對於整體滿意度及是否會再回訪

參觀？原因？ 

金桔觀光工廠融合了產業文化、休

閒娛樂與自然生態為一體，搭配DIY體驗

活動，寓教於樂，親子互動遊樂設施豐

富，對其整體滿意度極佳，會再回訪。

梅問屋觀光工廠位於前往梅山的必經之

路，每當帶著一家大小出遊時，固定會

安排下車體驗，吃梅子緩和暈車，順道

選購幾包產品。缺乏親子互動遊樂設

施，整體滿意度中等。 

3、 您對於觀光工廠未來的發展規劃與

建議。 

建議梅問屋網站增設「周邊景點」

或「一日遊推薦行程」，串連附近具有

觀光價值的地點，搭配在地特色優勢，

創新改革行銷策略；再者整合旅行社，

設計團客行銷手法，吸引遊客入內踏

查，體驗所屬產業文化、豐富視野、調

劑身心；也可善用社群的力量，設計打

卡點，散播影響。若能增加餐飲服務，

當顧客吃出好評價，好口碑將遠傳。依

覺戶外踏查邊玩邊聽邊學，能將平時從

書本上習得的知識，擴充成點線面、加

深加廣，是不錯的一趟在地遊學。（E-2-1) 

 

 

 

 

金桔觀光工廠融合了產業文化、休閒娛

樂與自然生態為一體，搭配DIY體驗活

動，寓教於樂，親子互動遊樂設施豐富，

對其整體滿意度極佳，會再回訪。梅問

屋觀光工廠前往梅山的必經之路，固定

安排下車體驗，吃梅子緩和暈車，順道

選購產品。缺乏親子互動遊樂設施，整

體滿意度中等。（E-2-2) 

 

 

 

建議梅問屋網站增設「周邊景點」或「一

日遊推薦行程」，串連附近具有觀光價

值的地點，搭配在地特色優勢，創新改

革行銷策略；再者整合旅行社，設計團

客行銷手法，吸引遊客入內踏查；也可

善用社群的力量，設計打卡點，散播影

響。若能增加餐飲服務，當顧客吃出好

評價，好口碑將遠傳。依據觀光工廠評

鑑評分項目A5：經營項目「體驗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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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觀光工廠評鑑評分項目A5：經營項目

「體驗課程設計適合『不同客群』需求，

並符合工廠的製造核心價值」建議兩間

觀光工廠於DIY體驗活動的設計上，保留

傳統又能求新求變，搭配時下趨勢，變

換適合的導覽方式。金桔觀光工廠位置

立地不明，難以找到，且入口過於狹隘，

建議入口處上方或附近增設顯眼的指

標，減少找尋不到或久候會車的困擾。 

 

計適合『不同客群』需求，並符合工廠

的製造核心價值」建議兩間觀光工廠於

DIY體驗活動的設計上，保留傳統又能求

新求變，搭配時下趨勢，變換適合的導

覽方式。金桔觀光工廠位置立地不明，

難以找到，且入口狹隘，建議入口處上

方或附近增設顯眼的指標，減少找尋不

到或久候會車的困擾。(E-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