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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 Y世代旅行者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擇選之

研究 

研究生:陳照宜                               指導教授:于健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擬以方法目的鏈探討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國外自助旅行

目的地時的關鍵屬性，以及屬性、結果、價值三個層級之鏈結關係。 

    我們以軟式階梯法訪問 40位年齡介於 20歲至 39歲，於三年內曾經

進行國外自助旅行者，了解其在挑選自助旅行目的地時內心所重視的價

值，並從訪談資料中將重要語幹歸類命名，按照屬性、結果、價值分類

予以編碼，完成蘊含矩陣後繪製價值階層圖。我們共歸納出歷史與民俗

文化、自然景觀與交通方便等十一項屬性，連結至新奇體驗、便利性高

等六項結果，再連結至自我實現、滿足愉悅、增廣見聞與放鬆心情四項

價值。從價值階層圖中可發現，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國外自助旅行目

的地時首重的價值為滿足愉悅，藉由體驗當地的歷史與民俗文化，能得

到新奇體驗的結果，並達到滿足愉悅的價值。另一重要鏈結則是旅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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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的交通方便，能讓遊客得到便利性高的旅遊結果，進而達到滿足愉

悅的旅遊價值。 

 

關鍵詞：方法目的鏈、Y世代、自助旅行、國外旅遊、目的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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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means-end chains to explore crucial attributes related to how 

Generation Y travelers choose their self-help overseas travel destinations and 

to examine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es, consequences, and 

values. 

We adopted the soft laddering method to interview 40 persons aged 20 to 39 

years who had experienced self-help travel abroad within the past 3 yea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values deemed crucial by these travelers when choosing 

their self-help travel destinations.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we named crucial 

word stems, categorized and encoded the word stems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consequences, and values, formulated an implication matrix, and 

then drew a hierarchical value map. We identified 11 attributes including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natural landscape,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11 attributes were connected to 6 consequences such as novel experience and 

high convenience. The 6 consequences were connected to 4 values including 

self-fulfillment, contentment and pleasure, broadening horizons, and 

relaxation. According to the hierarchical value map, Generation Y self-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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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ers most valued contentment and pleasure when choosing their self-help 

overseas travel destinations. By experiencing local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they acquired novel experience and gained contentment and pleasur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n travel destinations was another crucial attribute 

contributing to high convenience for travelers. This enabled them to perceive 

contentment and pleasure, which constitute as the travel value. 

  

Keywords: means-end chain, Generation Y, self-help travel, overseas 

travel, selection of the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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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自助旅行者在選擇國外旅遊目的地時之關鍵屬性，利

用方法目的鏈，經由訪談受試者後，得知自助旅行者在選擇旅遊目的地

時所注重的「屬性、結果、價值」三層級間之連結關係，找出自助旅行

者認知的「屬性」與「結果」中之意義鏈結，以瞭解行為偏好與價值內

涵。 

    本章將說明整體研究架構，本研究之背景與研究動機、提出研究目

的以及說明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流程，共分為四節敘述如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79年 1月 1日，政府開放海外旅遊，臺灣人民始得自由申請護照

至國外旅行。短短 30年，在經濟與科技的高度進步，國人生活品質提高

下，海外觀光旅行已成為國人進行休閒時的重要活動。而在 2019年，國

人可免簽證前往之國家人數已提高至 111國，同時低成本航空市場的興

貣，自助旅行者旅行的成本減少。在各項國外旅遊利多的條件下，國人

出國人次逐年升高。根據電子支付公司網路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7成 5

台灣民眾年假少於 15天，整體來說有 64.5%的民眾會利用一半以上的年

假安排海外旅遊(Visa旅遊意向調查，2017)。在交通部觀光局統計下，

如表 1.1所示，2018年國人出國總人次高達 16,644,684旅次，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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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4,588,923旅次增加 6.2%，五年來出國總人次增加了 40.5%(交通部

觀光局，2019)。2009年至 2018年來出國人次逐年增加，國人旅遊總費

用也自新台幣 3,667億元增加至 8,077億元。由此可見，出國旅遊成為

國人生活中的調劑，有越來越多國人出國旅遊。臺灣社會的旅遊型態已

經從團體旅遊、半自助旅遊，到現在廣泛盛行的自助旅行(傅淑梅，2001)。

表 1.1 中華民國國民出國人次統計 

年度(西元年) 人次 成長率 國人旅遊總費用 

98年(2009年) 8,142,946人次 -3.81% 新台幣 3,667億元 

99年(2010年) 9,415,074人次 +15.6% 新台幣 4,371億元 

100年(2011年) 9,583,873人次 +1.8% 新臺幣 4,642億元 

101年(2012年) 10,239,760人次 +6.8% 新臺幣 4,991億元 

102年(2013年) 11,052,908人次 +7.9% 新臺幣 5,387億元 

103年(2014年) 11,844,635人次 +7.16% 新臺幣 6,034億元 

104年(2015年) 13,182,976人次 +11.30% 新臺幣 6,642億元 

105年(2016年) 14,588,923人次 +10.66% 新臺幣 7,216億元 

106年(2017年) 15,654,579人次 +7.30% 新臺幣 7,489億元 

107年(2018年) 16,644,684人次 +6.20% 新臺幣 8,077億元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2009~2018)、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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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出國人次逐年上升外，由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統計資料中指出，

107年以個人旅遊方式出國旅遊的比率佔 67.4%，106年以個人旅遊方式

出國旅遊的比率佔 69.4%，105年以個人旅遊方式出國旅遊的比率佔

68.7%，顯示出國旅遊者選擇以自由行出國者為多數。而根據台灣趨勢

研究市場調查報告指出，在 39歲以下的青壯年族群，因其接觸網路線

上應用服務頻繁，屬於網路世代之族群，對於網路使用之熟悉使得他們

能夠輕易地在網路上蒐集自助旅行之資料，擁有使用網路的能力也讓 39

歲以下之族群傾向以自助旅行方式出遊(台灣趨勢研究，2018)。 

    自由行包括全時段自由安排行程與交通、參加機加酒行程或僅委託

旅行社代辦部分出國事項，能夠更個人化與自由的選擇旅行的景點，決

定在每一個景點花費的時間，同時也能依照自己的旅遊預算選擇符合的

食宿價位。自助旅行較團體旅行多了更多的自主性、彈性與獨立性。研

究者曾與家人多次自助旅行，自助旅行足跡遍布日本、美國、挪威、瑞

士、法國、英國、紐西蘭等地。在選擇旅遊目的地時，家人們總會提出

自己對旅遊的期待並互相討論該如何選擇共同的旅遊目的地，以便在有

限的休假時間與出遊預算中選擇出符合各自價值的旅遊地點。而由統計

資料可知，國人出國旅行人次增加，以自助旅行方式旅遊的比例也增加，

其自助旅行的族群以 39歲以下為多，在各國貢獻了許多的觀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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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經由上述資料的蒐集，對於 39歲以下出國自助旅行的族群

如何考量與選擇其出國自助旅行目的地有很大的興趣，究竟此年齡階段

的旅行者預期自助旅行帶來何種價值，又對目的地所含的要素有甚麼樣

的期待。本研究將藉由方法目的鏈得知其結果，並提供各國旅遊觀光單

位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現年 20歲至 39歲的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國外

旅遊目的地時之關鍵屬性，利用方法目的鏈，經由訪談受試者後，得知

自助旅行者在選擇旅遊目的地時所注重的「屬性、結果、價值」三層級

間之連結關係，找出自助旅行者認知的「屬性」與「結果」中之意義鏈

結，以瞭解行為偏好與價值內涵。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1、 運用方法目的鏈，探討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計畫旅行時，選擇目的

地的屬性重點，以及探討選擇目的地時最重要的價值因素。 

2、 探討 Y世代自助旅行時選擇目的地之屬性、結果和價值認知間之關

係。 

3、 探討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與自助旅行後得到的結果與價值。 

4、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了解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自助旅行目的地

時認知的「屬性-結果-價值」三個層級因果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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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主要想了解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自

助旅行目的地時，預期自助旅行所帶給自身的價值為何，並藉由軟式階

梯法訪談來了解受訪者在選擇國外自助旅行時所重視的目的地要素。因

此受試對象為出生於 1981年至 2000年，現年為 20歲至 39歲的 Y世代，

並曾經在三年內進行過國外自助旅行且預計未來將再度進行國外自助旅

行者。抽樣方式採用非隨機抽樣的滾雪球抽樣方式，經受試者同意並說

明訪談大綱後對受試者進行深度訪談以蒐集研究資料。 

    本研究共訪談 40位於三年內進行國外自助旅行者，了解其在選擇國

外自助旅行目地的時所重視的要素為何，深入探討自助旅行者預期從旅

遊中體驗的價值，並串連貣自助旅行者所重視的屬性、結果與價值。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包含八個步驟流程，如圖 1.1。 

1. 確認研究主題與目標:Y世代自助旅行者選擇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之

價值探索。 

2. 進行文獻究探討:蒐集並探討自助旅行、方法目的鏈以及目地的選擇

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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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訪談題目:應用方法目的鏈，設計訪談題目，經由模擬訪談後改

善訪談題目與調整訪談技巧。 

4. 進行正式訪談:以非隨機抽樣方式訪談 40位受試者。 

5. 資料編碼分類:將蒐集到的要素進行資料編碼，將要素歸納與分層。 

6. 建構蘊含矩陣:計算資料編碼後所產生的價值鏈結，其屬性、結果與

價值間的鏈結關係與次數。 

7. 繪製價值知覺圖:依照截取值畫出價值知覺圖。 

8. 研究結果與分析:分析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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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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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自助旅行、目的地選擇以及方法目的鏈進行文獻蒐集

與整理，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自助旅行；第二節為目的地選擇；

第三節為方法目的鏈；第四節為 Y世代。 

2.1 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為現今旅行的一種重要方式，因為網路的發達，旅遊資

訊快速的流通，旅行者接觸到旅遊資訊的成本大大降低。也因為近年

來國際機票的價格下降，國際航班數量的增加，讓在臺灣的旅行者能

夠更方便的飛行至其他國家旅行，使得自助旅行的人口持續增加，讓

自助旅行成為漸漸成為台灣人出國旅遊的主要方式之一。以下就自助

旅行的定義以及自助旅行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2.1.1 自助旅行定義 

     根據黃氏英紅(2012)整理，自助旅遊依據時代演變有許多不同

說法，像是「個人旅行」(individual travel)、「獨立旅行」

(independent travel)、「青年旅行」(youth travel)、「自由行」

(free and independent travel)、「徒步漂泊」(tramping)、大壯

遊（Grand Tour）、「背包客旅行」(backpack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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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6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討論背包客(backpacking)旅遊的

相關內容。在旅遊形式的歸類上，旅行團或其他形式的團體旅遊可被

歸為形式化(institutio-nalized)旅遊，而探索者(explorer)、漂流

者(drifter)、背包客(backpacking)等旅遊方式，則可被歸納為非形

式化旅遊(non-institutionalized)(Cohen，1972)。       

    黃氏英紅於其研究將自助旅行定義為「未參加旅行團的旅行，全

程的旅行規劃由自行安排打理。可自行或委託旅行社購買機票與預訂

住宿，旅行的形式可包括獨自旅行或結伴旅行」。而鄭有利（1994）

則認為自助旅行包含下列五種內涵: 

（一）不同於團體旅行，自助旅行者能有時間與空間自行活 

（二）旅遊內容自主性強，能自行決定旅遊的行程與內容 

（三）自行掌控旅行時所有的花費 

（四）有計劃但同時擁有彈性的旅遊 

（五）依照自己的需求、能力安排行程的旅遊方法。可依自己的喜好，

衡量自己的時間、財力，再安排恰當行程的旅遊方式。 

WTO(2008)指出，自助旅遊者目的取向包含：語言學習、打工渡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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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文化研究、交流實習等，自助旅遊特性包含重遊率高、停

留天數長、涉入範圍廣、經濟與觀光效益大、冒險精神高、資訊靈敏

度高等。(引自黃琇婷，2019)。Loker-Murphy 與 Pearce (1995, p826) 

認為自助旅行者喜歡較便宜的住宿；並在旅程的當中強調認識他人、

與他人互動；在旅程的規劃是充滿彈性並且可變動的;有較長的假期

進行; 並且期待參與當地的活動以便體驗當地。 

    綜觀研究者所述，可知自助旅行是由旅行者自行決定旅行取向且

高度追求自主性並追求滿足旅遊需求的一種旅行方式。自助旅行有別

於跟團旅行，沒有固定的形式與遊程，強調高度的自主性，能完全依

照旅行者的興趣安排旅行的活動與內容。從旅行的時間、天數、住宿

的地點與品質、交通安排的方式、食物的安排、購物的安排等，都由

旅行者自行決定。同時，自助旅行者大多「自主性」的願意更深入的

了解旅行當地的文化與特色。 

2.1.2 自助旅行相關研究 

    近年來針對自助旅行的研究眾多，以下針對自助旅行相關研究進

行整理。 

    蔡雅琦(2015) 利用質性研究，已深入訪談的方式訪問 11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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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旅行經驗豐富的女性，了解女性背包客在旅途中可能會遇到的犯

罪行為和可以應對的方法。研究結果發現女性海外自助旅行者認為旅

行風險以人身安全風險和旅遊財產被害風險最高，受訪者認為要避免

風險，需在旅行前有良好的旅行規劃，並且在旅行當地需小心謹慎。 

    游育慎(2019)利用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收集分析文本資料。研

究結果發現旅行者會受到其他人分享旅遊經驗、旅行業者創新觀光模

式影響以及社群媒體資訊影響而引貣旅遊的動機。  

    周佳如(2011) 使用量化研究的方式，以前往日本自由行之台灣

旅客為研究對象，發現到日本自助行的台灣旅客之旅遊動機以追求新

奇事物、紓解壓力、交通便利、良好的旅遊服務品質及自然美景為主。 

    林玉芬(2019)以半結構式訪談六位曾至尼泊爾自助旅行的女性，

發現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遊動機為放鬆、改變目前生活狀態、體驗異

國文化風情以及自我實現。女性自助旅行者會在意旅途中的安全性，

在旅遊的過程中也會藉由品嚐當地美食或了解當地習俗風情來擴展

視野。 

    徐嘉珮(2018) 透過問卷調查法探討國小教師進行海外自助旅行

之旅遊動機，發現國小教師旅遊動機為「放鬆身心」、「人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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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驗與學習」、「自我實現」。 

    國內對於自助旅行的研究眾多，由上述研究可發現，自助旅行有

其人生安全與財產被害的風險，因此需有在旅行前有良好的規劃。而

在放鬆、紓解壓力、追求新奇事物或體驗異國風情與文化，皆為自助

旅行的動機，同時旅行者也會受旅遊經驗分享與社群媒體資訊的影響，

而提升其旅遊的動機。 

2.2 目的地選擇 

    本研究為探討 Y世代自助旅行者選擇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的之

價值探索。因此將國外旅遊目的地設定為出境臺灣後，入境旅遊的國

家。以下針對目的地選擇進行文獻探討。 

2.2.1 目的地選擇定義 

    過去研究中對於旅遊目的地有多種定義，Coltman（1989）認為

旅遊目的地擁有不同的自然屬性、特色或吸引力進而吸引非當地之旅

客前往旅遊。Senior（1983）在研究中提出在旅客選擇目的地時的二

十項屬性，包括：1.自然吸引力（physically attractive）、2.良

好的天氣（good climate）、3.地理位置接近（geographically 

proximate）、4.低成本的旅行（low cost travel）、5.良好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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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acilities）、6.政治穩定（politically stable）、7.經

濟繁榮（economicallyprosperous）、8.文化、社會或歷史淵源

（cultural, social or historical ties）、9.新鮮刺激的位置

（new ,exciting location），10.低價的住所（cheap accommodation）

11.高通貨膨脹率（high inflation rate）、12.強勢貨幣（物價太

高）（strong currency）、13.高犯罪率（high crime rate）、14.

恐怖主義流行（incidence ofterrorism）、15.自然災害頻傳

（incid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16.政治不穩定（politically 

unstable）、17.不受歡迎的政府或政權（unpopular government or 

regime）、18.不良的宣傳（bad publicity）、19.經濟上衰弱

（economically weak）、20.去過不再新鮮的地點（well-tried 

locations）。 

    在旅遊目的地選擇上，Harris, Driver & Bergersen(1984)認為，

旅客的消費決策會因經驗、特性、偏好、動機、態度和旅遊目的地的

屬性知覺、自身受限因素如時間、金錢、體力等影響旅遊行為，進而

影響最終的體驗價值。陳建和(2007)認為，旅客進行觀光旅遊的行為

可以視為一種消費者行為，影響旅客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

社會、個人及心理等。陳思倫，劉錦桂(1992)認為，旅客消費所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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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是一種服務或是體驗，而非實體商品。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用消費者購買行為理論解釋旅客選擇旅

遊目的地的行為。本研究將目的地選擇定義為，旅客依照消費者購買

理論，考量旅遊目的地的屬性，並依照自身的經驗、偏好與動機來選

擇旅遊地點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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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目的地選擇相關研究 

    張桂銓(2013)以量化研究，發現對二度蜜月的夫妻來說，女性受

訪者以至歐洲旅行為主要偏好，男性受訪者則偏好至東北亞與東南亞

進行二度蜜月。 

    許碧娟(2016)以量化研究發現，對彰化區中小學教師來說，個人

背景變項中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都會影響旅遊目的地選擇。女性

偏向至中港澳旅遊，男性則偏向至歐洲旅遊。在注重生活型態的健康

取向上，許碧娟推測至中港澳或東南亞的旅遊時間短、飛行時數少，

費用便宜且東南亞以提供放鬆行程聞名，適合工作壓力大的教師，所

以相較於選擇歐洲，較多教師則至中港澳與東南亞旅遊。 

    洪瑋鍾(2016)利用需求模式問卷發現，對臺灣自助旅行者而言，

至日本各區觀光的吸引力差距不大，因此機票費用、住宿花費以及旅

遊花費會成為影響自助旅行者選擇旅遊目的地以及航空公司的關鍵

因素。若觀光業者對旅遊目的地進行較強的宣傳與行銷，也能提升旅

遊目的地的知名度以及旅客的旅遊意願，能對於整個旅遊市場有一定

程度之影響。 

    陳羿逢(2015)利用自由列舉法進行研究，了解新婚夫妻選擇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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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目的地時的考量因素以及旅行時的健康安全需求。發現景點、價

位預算、安全、假期時間與個人喜好為新婚夫妻最重視的蜜月旅行目

的地選擇因素。當地治安為新婚夫妻考量當地安全與否的首要要素。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旅客在進行旅遊目的地的選擇時，會依照

旅行者的個人背景、旅遊目的、需求而有所差異。旅行者在進行「消

費者決策」也就是目的地的選擇時，會依照旅遊目的地，也就是「產

品」所能提供給消費者之屬性來做選擇。並將旅行目的地的屬性整合

出一個主觀的印象，做出最符合個人需求的選擇。 

2.3 方法目的鏈 

    Gutman於 1982年提出方法目的鏈(Means-Ends-Chain)以了解

消費者購買行為，以下針對方法目的鏈進行探討。 

2.3.1 方法目的鏈定義 

    方法目的鏈旨在探究消費者個人價值對於選擇消費物品行為所

產生的影響。消費者會依其內心的價值為標準，判斷想要達到何種結

果，並決定要如何做出選擇(Gutman,1982)。 

    方法目的鏈利用屬性、結果與價值三個層級之間的連結程度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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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了解消費者在進行決策時的價值認知結構，屬性、結果與價

值的定義如下: 

(1) 屬性(attribute) 

    屬性指可由消費者直接觀察到產品、事物或活動的特性。包含產

品的外觀、形狀等有形的部份以及品牌、風格等抽象的部分

(Gutman,1982)。對於國外自助旅行而言，旅遊目的地的自然景觀、

當地的特色美食皆可歸類為於屬性層級。 

(2) 結果(consequence) 

    結果指消費者直接或間接從消費過程中得到的感受，也是消費者

在使用過產品後所產生的心理或生理的結果。以本研究而言，能擁有

難忘回憶、擁有新奇體驗可歸類為結果層級。 

(3) 價值(value) 

    價值為方法目的鏈中的最高層級，被定義為在進行消費行為時內

心渴求與渴望的最終狀態(Gutman,1982)，本研究將滿足愉悅、增廣

見聞歸類於價值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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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lson and Reynolds(1983) 

    學者 McIntosh and Thyne（2005）認為，使用方法目的鏈來探討

目的地選擇、休閒決策與遊憩型態的價值等是非常適合的，也就是說，

方法目的鏈能合適的運用在觀光領域的研究上。利用方法目的鏈，能

夠讓我們了解旅行者在進行自助旅行目的地選擇時其心中所渴望滿

足的最終價值狀態，並使用各層級的鏈結強弱關係以及鏈結方向，來

了解旅行者如何透過目的地屬性的選擇，來達到其旅行的目的與價

值。 

2.3.2 應用方法目的鏈於旅遊相關之研究 

    陳瑞娟(2008)以方法目的鏈探討至南元休閒農場遊玩的遊客如

何經由其重視的屬性連結到結果，以追尋遊客心中最深層的價值，來

瞭解遊客所重視的價值。其研究結果發現，受訪遊客的屬性、結果、

價值鏈結為遊憩設施、休閒渡假特色屬性得到放鬆心情、舒服、增進

屬性 

Attribute 

 
結果 

Consequence 

 
價值 

Value 

圖 2.1 方法目的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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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感進而達到健康的效果，並達到快樂及家庭教育與和諧價值的

鏈結關係。 

    陳柏勳(2013)利用方法目的鏈，對 40位自助旅行者進行一對一

階梯式深度訪談，發現自助旅行者追求之價值目標為難忘回憶與安全

感，結果為體驗當地文化與自主性，屬性為自由與旅遊資訊。 

    廖光慧(2019)以方法目的鏈中軟式階梯法訪問四十位至台北的

日本觀光客，為瞭解日本旅客對台北旅遊意象及旅遊價值。研究結果

發現，日本旅客至台北旅遊之最終價值為滿足期望、新奇趣味、身心

放鬆等三項。 

    楊怡品(2012)以方法目的鏈訪問曾搭乘郵輪與未曾搭乘遊輪的

旅客，結果得到旅客進行遊輪旅行的 5項價值，分別為「自由」、「積

極刺激的生活」、「高興」、「邏輯」與「真正的友誼」。 

    李曉萍(2018)以方法目的鏈訪談 40位曾在兩年內安排親子旅遊

之家長，探討家長在親子遊程設計時所重視的價值。研究結果得知，

進行親子旅遊的家長重視的屬性為景點、交通、住宿、安全以及景點

導覽，重視的價值要素則為教育意義、創造美好回憶、家長放鬆、增

加親子關係、傳遞愛以及增加夫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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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青曉(2016) 以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遊客為研究對象，利用

方法目的鏈探討遊客對社區觀光所感知的屬性、結果與價值。研究結

果得出「自然的環境氛圍」、「乾淨美觀的環境」、「主題體驗與遊

憩活動」以及「親切淳樸的居民」為永安社區帶給社區旅遊旅客的屬

性要素，進而連結到「創造美好回憶」、「與朋友分享的喜悅感」、

「幸福滿足」、「增加生活動力」、「充實感」等五項價值。 

    綜合各項文獻研究結果得知，透過方法目的鏈能明確的讓研究者

了解消費者在選擇旅行產品或遊憩體驗時的最深層動機。藉由消費者

重視的產品屬性，連結到消費者預計達成的正向結果，以滿足消費者

期待的價值要素。而不同的消費族群針對不同的旅遊方式或旅遊地點，

對旅遊所追求的屬性、結果與價值也會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以方法

目的鏈作為理論基礎，探討 Y世代選擇自助旅行目的地的價值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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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Y世代 

    Y世代（Generation Y），也稱為千禧世代（Millennials），

維基百科指出，一般 Y世代指得是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出生的人。

Y世代，源自美國文化對特定世代的名稱，也代表經歷千禧年的人們，

除了千禧世代外，也稱為回聲世代。不同學者對於 Y世代的定義有所

差異，How與 Strauss(2009)認為出生於 1982年到 2004年間者為 Y

世代。Tapscott(1988)將出生於 1977年後受網路與科技影響較深的

世代定義為 N世代，亦即為 Y世代。本研究參照不同學者對 Y世代的

定義，因大多數的專家學者及研究將 Y世代範圍多界定於 1980年代

和 1990年代之間，因此本研究將 Y世代範圍定調於出生於 1981年至

2000年者(現年 20歲至 39歲)。 

    對於 Y世代的特質，謝享霈(2018)認為，Y世代族群:1.習慣使

用數位科技資源，享受快速的生活型態。2.相較 X世代擁有較多的教

育資源。3.對流行的感受度較強，有高度的消費慾望、享樂主義者。

而在旅遊的面向上，根據科技新報於 2019年的報導指出，英國旅遊

產業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 Travelport 針對美國市場調查發現，年齡

在 18~34 歲間的年輕人為了旅行願意花最多錢，三分之一的人願意

花至少 5 千美元，且線上旅遊公司 Expedia 統計美國千禧世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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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旅行 35 天，為所有年齡組中最多的世代(黃嬿，2019)。報導中也

指出，Y世代的旅遊消費能力成為旅遊業者強力的推動力，而在這個

時代出生的人將在未來十年內達到他們的最高收入和消費能力。其在

旅遊上的消費支出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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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時，

其對於參與國外自助旅行所賦予的價值與選擇旅行目的地的關聯。透

過深入訪談受訪者以了解自助旅行者對於自助旅行的價值取向，以方

法目的鏈來分析其對於國外自助旅行所重視的旅行屬性、體驗到的結

果與帶來的旅遊價值之間的關係。 

3.1 軟式階梯法 

    本文以方法目的鏈為理論基礎，用以了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旅遊

目的地時所重視的旅遊價值，利用 Reynolds與 Gutman於 1988年所

提出的軟式階梯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使用軟式階梯法

與受訪者一對一深入訪談，詢問受訪者對進行國外自助旅行時，對旅

遊目的地最重視的要素，並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後，以資料分析法

來了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旅行目的地時重視的屬性，並與內心所追求

的最終價值做出連結，以了解「屬性、結果、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也利用 Reynolds與 Gutman(1988)提出的

訪談技巧，以從受訪者了解更多深入與明確合適的答案，例如詢問:

「你提到當地的治安對你來說很重要，請你回想你上一次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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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喚貣情境背景，或是詢問「若當地有旅客被偷竊的狀況，你會覺得

如何?」來假設缺少或或存在某物。 

3.2  抽樣方法與樣本結構 

    本研究採非隨機抽樣中的滾雪球抽樣方式，共訪問四十位曾在三年

內進行國外自助旅行且年齡為 20至 39歲的自助旅行者。訪談時間自 2020

年 1月 3日至 2020年 3月 3日，每次訪談時間 30分鐘至 40分鐘。 

3.3 訪談方式 

    本研究於訪談前先以問卷了解受訪者的年齡、性別、職業與帄均一

年出國自助旅行預算。並以引導問答的方式，來了解受訪者對於國外自

助旅行所重視的屬性、結果與價值。問答的題目如下: 

(1) 在選擇國外的自助旅行目的地時，你認為目的地必頇符合那些你所重

視的要素？什麼是你考量的重點？ 

(2) 為什麼這些點是你認為重要的呢？ 

(3) 當自助旅行的地點符合這樣的要素，你的旅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4) 有這樣的結果，你認為能對你的旅行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在進行訪談時，研究者確認受訪者是處於一個安全且能敞開心胸對

話的環境，與訪談進行前徵求受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以便研究者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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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內容整理成逐字稿。 

    訪談的問題除了上述題目外，研究者也會依照受訪者的回答適時增

加題目，以便研究者能夠深入了解受試者真實的想法以及蒐集符合研究

內容的關鍵字句。例如當受試者回答「能品嚐當地特色美食」時，研究

者就會進一步詢問「品嚐當地特色美食對你的旅程有什麼樣的好處?」或

是，「當你的旅程能夠讓你品嚐到當地特色美食時，你的感覺如何?有什

麼想法?」等問題，讓研究者能夠更容易問出受試者的真實感受以及內心

對進行國外自助旅行賦予的價值。當受試者已回答不出問題時，則針對

另一項受試者重視的屬性進行提問。 

3.4 方法目的鏈 

    方法目的鏈以內容分析法作為分析訪談資料的工具，經由軟式階梯

法訪談，誘導受試者說出對國外自助旅行所重視的要素，藉由內容分析

法進行資料的處理，本研究依照 Reynolds and Gutman(1988)的建議完成

內容分析，由研究者將訪談逐字稿中的重點句與字詞挑出分類後命名，

並按照屬性、結果、價值不同的操作型定義分類來予以編碼。 

(1) 屬性:為受訪者在進行國外自助旅行時所重視能直接感受到的特徵，

以本研究為例，「氣候涼爽宜人」、「有海景的自然景觀」皆屬於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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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方法目的鏈中的第二個階層，為受訪者體驗旅行後所感受到

結果。以本研究為例，「感覺方便」、「能夠放慢腳步」皆屬於結果

階層。 

(3) 價值:方法目的鏈中的最高階層。受訪者在完成自助旅行時所追求

的最終信念。以本研究為例，「滿足愉悅」、「能夠達到自我實現的

目的」皆屬於價值階層。 

    因受試者在回答的論述過程中可依照經驗自由且彈性的回答，因此

在整理受試者的受訪內容時，會因為受試者描述用語的不同，難以精確

且客觀的編碼。王石番(1990)認為，分析信度受編碼員的技術、洞察力、

類目、經驗與編碼規則影響，因此在編碼後需要由其他研究人員交叉比

對。為了加強研究結果之信效度，本研究邀請兩位熟悉方法目的鏈之研

究生，一位觀光背景學者，共同參與編碼工作。研究者於編碼前針對研

究內容與資料分析過程與兩位編碼員進行充分解釋，並依照屬性、結果、

價值之操作型定義進行討論後，分別讓兩位編碼員獨立作業，分析逐字

稿進行內容編碼，以建立編碼的一致性。本研究訪談範例與歸納方式如

圖 3.1。 

     

  



 

27 
 

           訪談                       歸納 

 

 

 

 

 

 

 

 

 

 

 

 

 

 

圖 3.1 訪談範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問:選擇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時，
您考量的重點為何? 

答:想要去風景漂亮，有美麗海
景的地方 

問:為什麼您覺得旅遊地點要有美
麗的海景對你是重要的呢? 

答:看到海景可以讓自己心境放慢，
讓繁忙的自己暫時放慢腳步。 

問:您覺得在旅行的過程中能放慢
腳步，對您的旅行帶來什麼結果? 

答:能讓我紓解壓力，感覺到心
情的放鬆。 

屬性 

結果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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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碼的過程中，編碼員依照訪談逐字稿，在受試者回答的句子與字

詞中找出相同意義的要素進行歸納統整，依照要素的特性進行命名。命

名與編碼後，將要素依照其類別歸入屬性、結果與價值三個層級。 

    本研究於編碼後，以 Kappa指標計算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編碼信

度檢測依照Kassarjian(1977)所認為的標準達0.85以上達成滿意標準。

本研究的編碼信度檢測達 0.92，已達專家建議之水準。 

3.5 蘊含矩陣 

   蘊含矩陣(implication matrix)是一種系統性的矩陣，整合每一種涵

意的次數或在回答者階梯中的意義(Goldenberg,Klenosky,O’

Leary&Templin,2000)。依據受訪者個人價值階梯所產生的屬性、結果與

價值的鏈結關係，將已完成的編碼資料連接次數統計作為表格。矩陣內

數字代表兩要素可直接連接的直接鏈結的次數。蘊含矩陣也是方法目的

鏈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繪製蘊含矩陣圖能讓經過內容分析法編碼的資

料，由質性轉換為量化資料，進而讓研究者了解不同屬性、結果、價值

變數間的強弱。累計次數越高，顯示兩變數的關係越強，累計次數越低，

則表示兩變數的關係較弱。蘊含矩陣除了能讓我們得知屬性、結果、價

值間的相互關係，也是繪製價值知覺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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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價值知覺圖 

    藉由完成的蘊含矩陣表，可畫出價值知覺圖(Hierarchical Value 

Map,HVM)，來表示所有受訪者回答內容在屬性結果與價值間的鏈結關係。

依照 Gengler與 Reynolds(1995)建議，繪入價值知覺圖的鏈結次數頇高

於樣本數的 5%，也就是以樣本數的 5%為鏈結關係的截取值。超過截取值

的鏈結關係才能畫入價值知覺圖當中。本研究的樣本數共有 40位，以

Gengler與 Reynolds的建議，鏈結次數高於 2即能畫入價值知覺圖中。

顏秀茹等(2006)認為，設立截取值是為了呈現出符合研究主題中具穩定

性的鏈結關係，避免讓其他微弱的連結關係干擾最終價值階層圖的呈現。

因此本研究為求提高鏈結關係的穩定性，將截取值提高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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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4.1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總共訪問三年內曾至國外自助旅行的 40位 Y世代受訪者，受

訪者基本資料樣本統計如表 4.1。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樣本統計 

年齡分布 一年出國旅遊預算 

年齡 數量 百分比 價格 數量 百分比 

20~29 10 25% 0~30000 2 5% 

30~39 30 75% 30000~60000 22 55% 

合計 40 100% 60000~90000 11 28% 

學歷 90000以上 5 13% 

學歷 數量 百分比 合計 40 100% 

高中職以下 0 0% 職業 

大學以上 40 100% 職業 數量 百分比 

性別 上班族 17 43% 

性別 數量 百分比 自由業 2 5% 

男 16 40% 軍公教 13 33% 

女 24 60% 家管 5 13% 

合計 40 100% 醫療業 2 5% 

 學生 1 3% 

合計 40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受訪者中男性共有 16位，比例為 40%，女性有 24 位，比例為 60%。

年齡的分布上，以 30至 39歲的受訪者居多，共有 30位，比例為 75%，

其餘為 20至 29歲，比例為 25%。全體的受訪者皆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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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則以上班族為大宗，共有 17位，佔總比例 43%，其次為軍公教人員

共 13名，佔總比例 33%，其餘為家管、學生、自由業、醫療業共佔 24%。

在帄均一年的出國旅遊預算中，旅遊預算以 3萬至 6萬為大宗，共有 22

位，佔總百分比 55%，其次則是 6萬至 9萬，共 11位佔總百分比 28%。 

    本研究利用 Reynolds與 Gutman於 1988年所提出的軟式階梯法來進

行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將受訪者經過訪談後回答的內容，歸納出

其在進行國外自助旅行時所追求價值的要素，亦即其在國外自助旅行時

希望達到的終極目標狀態，並依其特性命名與編碼。由研究者與其他兩

位熟悉方法目的鏈的研究者取得共識，完成專家相互同意度表。 

    於 11項屬性中，三位編碼者對特色活動和節慶、自然景觀、歷史文

化與民俗文化、景點多元、美食、天氣舒適、治安好、交通方便、充足

的旅遊資訊、符合預算 10項屬性的命名與編碼皆有共識，唯有高發展國

家有一位編碼者不同意。在 6項結果當中，新奇體驗、難忘回憶、降低

風險、便利性高、高 CP值 5項價值皆獲得 3位編碼者的共識，在輕鬆休

閒的定義中有一位編碼者不同意。最後在 4項價值中，滿足愉悅與增廣

見聞獲得三位編碼者共識，在自我實現與放鬆心情中，有一位編碼者不

同意。專家相互同意度表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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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專家相互同意度表 

階層 
要素 屬性 結果 價值 

編碼員 E1 E2 E3 E1 E2 E3 E1 E2 E3 

屬性 

A01特色活動或節慶 ○ ○ ○             

A02自然景觀 ○ ○ ○             

A03高發展的國家 ○ ○ X             

A04治安好 ○ ○ ○             

A05交通方便 ○ ○ ○             

A06充足的旅遊資訊 ○ ○ ○             

A07符合預算 ○ ○ ○             

A08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 ○ ○ ○             

A09景點多元 ○ ○ ○             

A10美食 ○ ○ ○             

A11天氣舒適 ○ ○ ○             

結果 

C01新奇體驗       ○ ○ ○       

C02難忘回憶       ○ ○ ○       

C03輕鬆休閒       ○ X ○       

C04降低風險       ○ ○ ○       

C05便利性高       ○ ○ ○       

C06高 CP值       ○ ○ ○       

價值 

V01自我實現             ○ X ○ 

V02滿足愉悅             ○ ○ ○ 

V03增廣見聞             ○ ○ ○ 

V04放鬆心情             ○ X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經 Kappa指標計算發現本研究之編碼者帄均相互同意度為 0.92，整

體信度為 0.97，高於學者 Kassarjian(1977)所建議內容分析信度頇達到

0.85以上，達到專家建議之滿意標準。編碼者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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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編碼者相互同意度及信度 

 E1 E2 

E2 0.92  

E3 0.97 0.89 

E1、E2相互同意度:(2*18)/(21+18)=0.92 

E2、E3相互同意度:(2*17)/(18+20)=0.89 

E1、E3相互同意度:(2*20)/(21+20)=0.97 

帄均相互同意度:(0.92+0.89+0.97)/3=0.92 

信度=(3*0.92)/(1+2*0.92)=0.97 

*n=編碼員人數=3 

*相互同意度=(2*編碼員相互同意題數)/(編碼員編碼題數+編

碼員編碼題數) 

*信度=(n*帄均相互同意度)/﹝1+(n-1)*帄均相互同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彙整 40位受訪者的逐字稿，並經過信度檢驗後，本研究共彙整出 11

項屬性要素，分別是特色活動與慶典、自然景觀、高發展的國家、治安

好、交通方便、充足的旅遊資訊、符合預算、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景

點多元、美食與天氣舒適；6項結果分別是新奇體驗、難忘回憶、輕鬆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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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降低風險、便利性高與高 CP值；4項價值要素分別是自我實現、滿

足愉悅、增廣見聞與放鬆心情。 

    Y世代自助旅行者進行國外自助旅行屬性、結果、價值變數描述語與

次數統計彙整表如表 4.4 

表 4.4 國外自助旅行屬性變數描述語與次數統計彙整表 

屬性(A) 
回答 

次數 
百分比 描述語 

A01 特色活動

或節慶 
4 3.7% 

有台灣看不到的體育比賽、有特定的

比賽、能去看球星、能看設計展覽 

A02自然景觀 17 15.6% 

有別於台灣的自然景觀、有特別的自

然風景、要是有海景的地方、有別於

帄常生活看到的風景、美麗風光、能

看到漂亮的櫻花或楓葉 

A03 高發展的

國家 
6 5.5% 

經濟文化發展好、生活方式進步的國

家、整體環境乾淨整潔 

A04 歷史文化

與民俗文化 
19 17.4% 

有特色的歷史文物、有歷史遺跡的地

方、體驗風土民情的地方、體驗市集 

A05景點多元 4 3.7% 
當地可以看風景也可以逛街、行程規

劃要多元 

A06美食 10 9.2% 
有美食、有好吃的特色食物、飲食符

合需求 

A07天氣舒適 6 5.5% 氣候宜人、氣候涼爽、不常下雨 

A08治安好 13 11.9% 治安好、當地要安全、法治好 

A09交通方便 14 12.8% 
景點交通規劃簡單、有方便的大眾運

輸、交通方便 

A10 充足的旅

遊資訊 
4 3.7% 

網路上方便找旅遊資料、旅遊資訊充

足、有多人分享旅遊資訊 

A11符合預算 12 11.0% 
消費負擔得貣、價格可負擔、當地消

費合理 

總次數 109 1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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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外自助旅行結果變數描述語與次數統計彙整表 

結果(C) 

回答 

次數 

百分比 描述語 

C01新奇體驗 38 31.4% 

有不一樣的感受、帶來新的想法與刺

激、有新的學習、有新鮮感、體驗當

地特色、親身經歷 

C02難忘回憶 15 12.4% 

加深旅遊的印象、旅行有記憶點、有

好的回憶 

C03輕鬆休閒 15 12.4% 

輕鬆、放慢腳步、休閒感、慢慢過生

活、休閒的生活感 

C04降低風險 20 16.5% 

旅行較順利，不會遇到意外、降低旅

遊的難度、不用提心吊膽、可以安心

可自由的玩 

C05便利性高 19 15.7% 易於規劃旅行，便利性高、覺得方便 

C06高 CP值 14 11.6% 

錢花得較隨性、能妥善運用金錢、食

物住宿 CP值高 

總次數 121 1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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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國外自助旅行價值變數描述語與次數統計彙整表 

價值(V) 

回答 

次數 

百分比 描述語 

V01自我實現 15 14.0% 

達成夢想、完成旅遊清單、證明自己

的能力、成就感、達到目標 

V02滿足愉悅 45 42.0% 

開心、快樂、滿足、幸福、愉悅、享

受旅行 

V03增廣見聞 16 15.0% 

增廣見聞、開拓視野、開闊眼界有所

收穫、豐富人生體驗的價值、學習新

知 

V04放鬆心情 31 29.0% 

紓解壓力、放空自我、壓力釋放、放

鬆 

總次數 107 1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2 蘊含矩陣 

    蘊含矩陣(implication matrix)是一種系統性的矩陣，主要描述個要素

間的關係次數，也說明屬性、結果、價值個要素間的關係基礎 (戴有德

等，2018) 。訪談資料經過內容分析法分析，共彙整出 11項屬性、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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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 4項價值要素，並計算各要素之間鏈結次數，當鏈結次數越大時，

代表要素間的關係越強烈，當鏈結次數越小時，則代表要素間的關係較

薄弱。為求建立穩定的鏈結關係，本研究設定鏈結次數截取值為 4，鏈結

次數低於 4的則不出現於蘊含矩陣表上，Y世代自助旅行者進行國外自助

旅行價值蘊含矩陣表如表 4.5 

表 4.7蘊含矩陣表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 

10 

A 

11 

C1 C2 C3 C4 C5 C6 總計 

C1 4 7 4 12 4  5                      

C2   4   6   5                       

C3   6   *    4  *   *               

C4     *       13  *                   

C5           *    11 4  *               

C6                    11                

V1            4 5 * *   4 13 

V2            11 6 7 5 11 5 45 

V3            13 *         13 

V4            *   7 9 7 5 28 

總計 4 17 4 18 4 10 4 13 11 4 11 28 11 14 14 18 14   

*代表鏈結值小於截取值 4，不列入計算。 

 

4.3價值知覺圖 

    依據屬性、結果、價值間的關係繪製價值知覺圖(如圖 4.1)，圖中鏈

結線條較粗的，代表鏈結的關係較強。由價值知覺圖的階層分布與鏈結

狀態可得知，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挑選國外自助旅行目的地時所重視的價

值要素依重視程度高低分別為「滿足愉悅」、「放鬆心情」、「增廣見聞」



 

38 
 

以及「自我實現」。 

    滿足愉悅的鏈結來源，可由新奇體驗、難忘回憶、輕鬆休閒、降低

風險、便利性高與高 CP 值得到，而由各項結果要素鏈結入「滿足愉悅」

價值次數高達 45次，由此可得知 Y世代旅行者在進行國外自助旅行時，

首要注重在旅程當中能感受到開心、快樂、滿足與幸福等感受。 

    鏈結次數第二高的價值要素為「放鬆心情」，其途徑由輕鬆休閒、降

低風險、便利性高與高 CP值四項結果要素而來，鏈結次數共有 28次。

除了能夠感受到滿足愉悅外，Y世代自助旅行者也期望在旅行的過程中是

能夠帶給自己放鬆，讓工作壓力能夠得到釋放的。 

    另外兩項鏈入次數同樣為 13次的價值要素分別為「增廣見聞」以及

「自我實現」，在自助旅行過程中的各項新奇體驗與感受，都能夠帶給旅

行者有開拓視野的價值，而在旅行中的新奇體驗、旅遊過程中產生的難

忘回憶以及在旅行當中能夠妥善的運用金錢玩樂，都能帶給 Y世代自助

旅行者自我實現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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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價值知覺圖 

 



 

40 
 

4.4 分析價值階層圖 

    本節將擷取受訪者的對話內容，針對回答次數較高之 Y世代自助旅

行者所注重的屬性及其帶來的結果與價值加以分析，藉此了解受訪者在

回答選擇國外自主旅行目的地價值時的思考脈絡。 

(1) 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 

    對 Y世代自助旅行者而言，旅行當地有富有歷史文化特色的景點、

並能讓旅者感受到與臺灣不同的民俗文化特色，可帶來新奇體驗、難忘

回憶等結果，在旅程當中讓旅行者感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並且帶來自

我實現、滿足愉悅與增廣見聞的價值。 

「到當地體驗有別於台灣的風俗民情是很重要的。因為希望

到不同的國家能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希望帶來不一樣的想

法，在未來的生活能有不同的想法新的刺激。能夠讓想法更

豐富更充實，回國之後的視野更開闊。讓我在旅途當中有增

廣見聞的感覺。」 

   (受訪者 8，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新奇體驗-增廣見聞) 

「希望當地有特殊的文化、或是世界遺產，也希望能去和臺灣

相比文化差異比較大的地方，讓自己能接受新的刺激和元素，

學習到新的東西，讓自己在旅途當中能開拓視野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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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17，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新奇體驗-增廣見聞) 

 

 

 

 

 

圖 4.2 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2) 自然景觀 

    旅行當地有符合 Y世代自助旅行者本身喜愛的自然景觀，或是當地

有聞名於世的季節性自然風景特色，能讓 Y世代自助旅行者感受到新奇

體驗、難忘回憶與輕鬆休閒的結果，而在這些結果中也能帶來自我實現、

滿足愉悅、放鬆心情、與自我實現的價值。這代表若旅遊當地擁有優美

的自然景觀，能讓 Y世代自助旅行者感受到放鬆與悠閒的感覺，也能夠

在體驗有別於臺灣自然景色的情況下感受到新奇的體驗與難忘的回憶，

進而帶給旅行者滿足與幸福以及心情放鬆等感受。 

「因為對於漂亮或壯觀的風景很有興趣。若能看到當地的自然

風景旅行途中會很愉悅也會讓旅行的心情比較輕鬆悠閒，讓自

歷史文化

與民俗文

新奇體驗 

難忘回憶 

自我實現 

增廣見聞 

滿足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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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放慢腳步，不會很急的在趕行程，在體驗自然風景的當下情

緒壓力也比較容易得到釋放。」 

(受訪者 3，自然景觀-輕鬆休閒-放鬆心情) 

「希望自助旅遊地點有海景。因為風景要是自己喜歡的很重要。

希望是可以讓自己感覺到放鬆的。要讓心情能夠徹底放鬆的地

方。可以讓自己繁忙的工作暫時放下腳步，讓自己的心境緩慢。

在放鬆過後可以回歸到原本的生活可以紓解過度的壓力。」 

  (受訪者 10,自然景觀-輕鬆休閒-放鬆心情) 

   「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可以拍出壯麗景色或漂亮的地景的地

方。能夠拍照留下紀念又能夠保存存有難忘的回憶，也可以跟

人家分享曾去過有趣的地方，讓我覺得可以證明自己有能力，

可以走出原本的世界。」 

   (受訪者 28,自然景觀-難忘回憶-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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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自然景觀「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3) 治安好 

    治安良好也是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自助旅行時所重視的要素，治安

良好能讓旅行有降低風險的結果，進而達到放鬆心情與滿足愉悅的價值。

自助旅行者在選擇目的地時，會希望降低在旅遊當中所會遇到的風險，

避免在旅途的過程中還需要花費太多心思注意人身與財務安全。能在旅

行風險較低的地方旅行，旅行就能帶來放鬆心情與滿足快樂的價值。 

「會希望當地的治安是好的，因為當地治安如果沒有很好，會

花很多心思在行李和隨身物品，沒有辦法享受旅行。如果旅行

時沒有很安全，就沒有辦法投入在旅行上。在治安好的地方才

能夠享受旅行。對於自己的安全或錢財會比較放心，不會覺得

自然景觀 

新奇體驗 

難忘回憶 

增廣見聞 

放鬆心情 

自我實現 
輕鬆休閒 

滿足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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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另外一個世界或覺得不安全，因為去旅行就是要放鬆嘛，

如果安全才比較能放鬆。」 

  (受訪者 19，治安良好-降低風險-放鬆心情) 

「當地的治安。像是印度，印度對女性比較有危險性的感覺，

就不會去。或是歐洲容易有扒手的那種，自助就不會選這樣的

國家。如果不安全的話旅行的困難度會提高。治安好在旅行的

過程能夠比較安心，比較能投入在旅行裡面，比較不會有物質

上的損失。比較可以盡情的享受旅遊而不用擔心安全。在旅行

也比較容易放鬆。」 

 (受訪者 26，治安良好-降低風險-放鬆心情) 

 

 

 

 

 

圖 4.4 治安好「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治安好 降低風險 

放鬆心情 

滿足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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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方便 

    旅行當地的交通方便包含的景點與景點之間能夠方便且有效率地到

達，也包括機場到旅遊景點之間的交通是否方便且標示清楚，交通方便

能讓 Y世代自助旅行的旅行產生有便利性的結果，並帶來放鬆心情以及

滿足愉悅的價值。 

「當地的交通要方便。帶著小孩移動的時候交通方便很重要，

這樣旅行時才不會花費太多時間在交通上，因為旅行的時間是

很寶貴的，這樣才能節省時間，不用在旅程途中找路會比較愉

快。從一個景點可以趕快到下一個目的地覺得很開心快樂。」 

(受訪者 7，交通方便-便利性高-滿足愉悅) 

「希望當地的交通運輸工具是方便的，這樣才可以很自由的規

畫要去哪邊玩，然後搭乘交通工具就可以到達。像是有些地方

有連接各個景點的巴士捷運火車，那交通方便會比較容易抵達

該目的地，這樣也能比較好掌控行程。可以比較容易安排要搭

什麼捷運火車就可以到達目的地再去規劃下一個景點的路線。

旅行的行程彈性會比較高，不會受限於車次。能夠比較容易規

劃，便利性比較高旅行的感覺才會開心快樂」 

(受訪者 25，交通方便-便利性高-滿足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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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交通方便「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5) 符合預算 

    旅遊地當地的旅遊開銷符合預算能帶給自助旅行高 CP值的結果，並

且讓旅行得到放鬆心情、滿足愉悅與自我實現的價值。由本研究受訪者

基本資料統計中能發現，帄均一年的自助旅行預算為 3萬元以下的有 2

人，共佔 5%；預算為 3萬至 6萬的有 22人，共佔 55%；預算為 6萬至 9

萬的有 11人，共佔 28%；預算為 9萬以上的有 5人，共佔 13%。 

    在有限的旅遊預算中，Y世代旅行者希望旅遊地點的物價能夠是符合

自身消費能力的，能夠在旅行當中有符合預算的開銷，在購買物品或是

吃飯時能有高性價比的結果，能夠讓旅行者感到滿足，且符合預算的支

出，也能讓旅行者感受到完成旅遊目標的自我實現感。 

「考慮旅行的地點會先確認整趟旅行消費是否負擔的貣，包括

交通、機票各式各樣的花費。因為荷包不夠深。如果當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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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很高或是當地的旅行花費是要花很多錢，就會想說要不要把

這趟旅行的錢花到別的地方去。如果當地的旅行物價可以接受，

代表在旅途中可以做到預計想做的事情，也能夠妥善的運用旅

行預算。用少少的錢去旅行會覺得有成就感，成功解鎖一個新

的旅行地點。」 

(受訪者 5，符合預算-高 CP值-自我實現) 

 

圖 4.6 符合預算「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6) 美食 

    美食的體驗也是 Y世代自助旅行者選擇旅遊目的地時考量的屬性要 

素，到了旅遊目的地體驗當地美食，能帶給旅行者新奇體驗與難忘回憶

的結果，同時達到滿足愉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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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也是有飲食文化，如果不能接受當地的飲食，到當地旅

遊心情就會不好。如果當地的美食是好吃的，就能對味覺帶來

新的體驗，吃也能夠理解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像是日本的飲

食就很精緻，也能夠反應當地特色。能夠吃到好吃的東西就會

覺得很開心快樂。」 

(受訪者 7，美食-新奇體驗-滿足愉悅) 

「在選擇時會選擇當地有特色美食的地方。因為美食也是代表

文化一部分。吃到好吃的東西整趟旅程就會比較有記憶點，算

是一個難忘的回憶。這樣的旅行才會覺得滿足和快樂。」 

(受訪者 22，美食-難忘回憶-滿足愉悅) 

 

 

 

 

圖 4.7 美食「屬性、結果、價值」鏈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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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經方法目的鏈，依據訪問 Y世代自助旅行者的資料後，獲得

11項屬性:特色活動或節慶、自然景觀、高發展的國家、高 CP值、治安

好、交通方便、充足的旅遊資訊、符合預算、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景

點多元、美食、天氣舒適；6項結果:新奇體驗、難忘回憶、輕鬆休閒、

降低風險、便利性高以及 4項價值自我實現、滿足愉悅、增廣見聞、放

鬆心情。其中提出次數前四高的屬性分別為提及 18次的歷史文化與民俗

文化、提及 17次的自然景觀、提及 13次的治安好。 

    以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來說，自助旅行者到旅行地點，期望藉由體

驗當地不同於台灣的歷史與民俗文化得到新的刺激與新的想法，感受別

有別於台灣的風俗民情與體驗異國歷史文化。欣賞自然景觀也是旅行者

在自助旅行中所期待的，像是欣賞花季美景或是親近山海。當地治安為

自助旅行者所考量的重點之一，若旅行當地社會新聞事件多，或小偷強

盜事件橫行，會影響自助旅行者至當地旅行的意願，到治安良好的地點

旅行是 Y世代自助旅行者所期待的。 

    本研究所繪製出的價值知覺圖顯示，滿足愉悅、放鬆心情、增廣見

聞以及自我實現為自 Y世代自助旅行者進行國外自助旅行所追求的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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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需求。其結果符合周佳如(2011)提出的旅遊推力動機:尋求知識、逃

離、放鬆、自我提升、冒險、新奇及提升人際關係中的放鬆、尋求知識。 

    由被提及較高的鏈結次數之價值屬性中來看，滿足愉悅被提及 45次，

為進行自助旅行的主要價值，其鏈結路徑如下:A04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

→C01新奇體驗→V02滿足愉悅，由此可知，Y世代自助旅行者於自助旅

行時，最重視的旅遊價值為在旅行中能感到滿足、愉悅與快樂。藉由體

驗旅遊目的地的民俗文化與歷史文化，像參加參觀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

廟孙古蹟教堂等，能讓旅行者有體驗與深入當地特色與文化的感受，進

而感覺到滿足與快樂。 

    另一條連結到滿足愉悅價值的鏈結為A09交通方便→C05便利性高→

V02滿足愉悅。因自助旅行強調自主性的安排景點交通，對於 Y世代自助

旅行者來說，若旅行當地在各個景點間的交通是方便且景點是容易到達

的，又或是在交通上有充足的資訊能夠事前提供給自助旅行者，讓交通

的規畫較為簡單，則能讓旅行的便利性提升，讓自助旅行者能花費較多

的時間在景點體驗上而非花時間在找到達各景點的交通方式，能讓整體

的旅行更容易感到滿足與快樂。由以上的鏈結可知，Y世代旅行者的自助

旅行價值屬性與 Y世代的特質:享樂主義(謝享霈，2018)，可互相呼應。 

    強度次之的價值屬性為被提及 28次的放鬆心情，在訪談過程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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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受訪者表示出國自助旅行目的是想拋開一切壓力，讓心情得到放鬆，

在旅遊的過程中充電以便回國繼續工作。價值放鬆心情的鏈結路徑為 A08

治安好→C04降低風險→V04放鬆心情；A011符合預算→C06高 CP值→

V04放鬆心情；09交通方便→C03輕鬆休閒→V04放鬆心情。 

    依照以上鏈結來看，旅行當地的治安良好能降低在旅遊過程中可能

被偷被搶的風險，降低在旅遊過程中需要提心吊膽的保護自身財務與人

身安全的狀態，以達到旅遊時能放鬆心情的最終價值。另外，若當地的

交通、飲食與旅遊的消費是符合預算的，能讓 Y世代的旅行者感受旅行

消費符合高 CP值，也能讓旅行達到放鬆心情的價值，研究者認為，因 Y

世代的旅行者現年 20歲至 39歲，正值事業貣步與開始成立家庭之際，

在旅行支出預算的分配下，若旅遊當地的各項花費是符合預算的，那就

能帶來高 CP值的感受，讓旅行者在旅行途中能夠不用顧慮太多預算問題，

而達到放鬆心情的價值。最後，當旅遊目的地的交通方便，則可讓旅行

者在旅行過程中達到輕鬆休閒的感受，藉此達到旅遊放鬆心情的價值。 

    依照本研究之結果，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進行自助旅行時，希望在旅

遊的過程中能達到滿足愉悅的價值，當旅遊當地的便利性高、帶給遊客

新奇的體驗並且提供遊客輕鬆休閒的感受，則能提供遊客滿足愉悅的價

值。其次放鬆心情也是 Y世代自助旅行者在自助旅行中尋求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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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當地的治安好、便利性高、能提供輕鬆休閒的景點，都能達到放鬆

心情的重要價值，較特別的是，若能以高 CP值的花費規劃旅行，像是買

到便宜的機票或預定到便宜住宿，又或是旅遊目的地的物價較低，能用

較少的金錢得到旅遊中的享受，即能減少旅行者在旅行時的金錢負擔，

進而達到放鬆心情的價值。 

       

5.2 建議 

    由本研究之結果可發現，對臺灣 Y世代自助旅行者來說，他們希望

在自助旅遊的過程中能藉由體驗當地歷史或民俗文化來獲得滿足愉悅與

增廣見聞的價值，因此建議各國的觀光推廣單位在觀光宣傳帄台推廣與

提供遊客可親自體驗當地文化特色的行程，與當地旅遊業者合作，提供

自助旅行者可選擇的文化歷史探查旅遊商品，介紹當地歷史文化與特色。

同時可以在富有當地文化與歷史特色的觀光景點提供旅遊服務規劃或設

計體驗區。這樣除了能推廣當地文化也能讓自助行者在規畫行程時更加

了解當地特色，以增進自助旅行者前往當地旅行的意願。 

    針對自然景觀，依據游育慎(2019)研究指出，社群媒體資訊會影響

旅客的旅遊動機，建議觀光推廣單位與關鍵意見領袖(KOL)合作，利用照

片或影片等影像宣傳當地特色自然景觀。讓旅行者能夠藉由社群媒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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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多了解各地地景樣貌。旅遊當局也可在自然景觀地點提供深入的旅遊

資訊，同時在自然旅游景觀開發利用過程中，避免不當破壞，以提升旅

遊觀光的永續性。 

    針對治安方面，建議治安良好的國家多加宣傳當地治安防護的現狀，

而對於一些在治安上較容易讓自助旅行者擔心的地區，則建議觀光當局

能及時且確實的提供旅行者預防遭遇人財損失的方法，並且主動提供旅

行者求助資訊，在主要的景點區域設立巡邏人員或派出所，提升旅行者

對當地治安的信任感。 

    最後，交通方便也是旅者相當在意的一項屬性，各國觀光推廣單位

也應針對各景點間之交通便利性做全盤的考量，通盤規劃旅客自機場出

關，至當地住宿區域以及至景點間的交通方式。提供旅客多元且容易規

劃的交通選擇。當旅客感受到在當地旅遊是方便的，才能讓旅客有一個

悠閒的旅行，也才能夠滿足 Y世代自助旅行者所追求的自助旅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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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本資料問卷 

編號: 

   

  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撥空接受訪談。此訪談是為了要了解自助旅行者在選擇自助旅行目的地

時所重視的目的地價值。希望借用您寶貴的時間來了解您的看法。 

      當您完成基本資料後，研究者將請您依照過去自助旅行的經驗，回答您在挑選

自助旅行目的地時所重視的三項要素。 

      您的回答將成為本研究參考之依據，您所提供的回答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感

謝您的幫忙與參與。謝謝。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  于  健 教授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學    生  陳照宜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0 至 29 歲  □30 至 39 歲   

3.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大專院校以上上   

4. 職業類別 

  □上班族    □自由業   □軍公教   □家管   □醫療業   □學生 

  □其他 

5. 平均一年國外自助旅行預算 

  □3 萬以下   □3 萬至 6 萬  □6 萬至 9 萬  □9 萬以上    

  □150 萬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