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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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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野生動物觀光近年來在國內外越來越盛行，且其趨勢是以觀察、攝

影、觸摸以及餵養等較不具消耗資源的形式進行。其中又以餵食野生動

物因能與野生動物有近距離的互動，因此頗受遊客之喜愛。然隨著科學

的進步，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餵養野生物種所導致之負面衝擊；雖

然在配套之管理措施施行下，亦有案例顯示此等觀光模式有助於生態保

育，但在發展野生動物餵食觀光以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其與生態保育

間似乎總存在衝突與爭議。有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一結合保育及經濟發

展之整合性餵食觀光發展模式，視觀光餵食為手段並以生態保育作為此

等觀光模式之最終目標。模式驗證施測對象為台南市烏山獼猴保護區，

採敘述性統計分析、迴歸分析、干擾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包括如解說

活動之品質、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及環境行為等各

變數間之關係。研究期間(2011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26 日)共計發放 450 份

問卷，實得 415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當餵食活動當中有解說活

動的介入，確實能夠提升遊客體驗餵食活動之愉悅感，至於愉悅感之增

加與後續環境態度是否提升，彼此關係則與遊客本身對所餵食對象物種

之情感依附深淺有關；對於歸屬高情感依附族群的遊客而言，其環境態

度主要受人與動物間之感情連結有關(勝過於愉悅感之作用)；至於歸屬低

情感依附族群的遊客，若欲提升其環境態度，則應以提升遊客之愉悅感

為主要目標，此研究結果提供實務上以生態保育為願景之野生動物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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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食一重要參考方向，透過本研究所提出之整合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

餵食觀光架構，本研究也發現經過這樣的體驗過程，能夠對此等物種更

具保育態度及行為，並伴隨經濟的成長。 

【關鍵字】野生動物、生態保育、觀光餵食、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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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ldlife tourism (W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trend of wildlife interaction emphasize on 

observing, photographing, touching, feeding and other non-consumptive 

experiencing wild animals. In which, feeding was preferred owing to its close 

contact characteristic and coul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many scientific evidences shown that feeding wildlife would lead to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though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 

management, this kind of WT mode could contribute to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owever, it still exist controversial and conflicting issue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hen developing wildlife feeding 

tourism. Therefore, the overriding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propose an 

conceptual model that considered economy and conservation aspects as well. 

It regards the feeding of animals as a tool and conservation as a final goal. 

The study sampling was conducted in Wushan macaque reserve in Tainan, 

Taiwan. An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gression, and interference 

analysis were adopted as methods. The mainly disscussed variables include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tourists’ enjoyment, emotional attachment,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tention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February 5, 2011 to March 26, 2011), a total of 450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415 were avail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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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interpretation was induced to WT feeding activities, it can really 

enhance tourists’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ourists’ enjoyment; as reg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j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 it depends on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 of tourists to the feeded target species; Specifically, 

when the tourists was classified as higher emotional attachment, their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emotional linking 

intensity betwween tourists and wildlifes; on the contrary, tourists that have 

lower emotional attach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experiencing enjoyment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fact, the results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 provide an important insight in WT feeding. In additional, the 

proposed intergrated model that combin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sespective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could not only grow local economy, but 

also improve tourists’ attitude, intention, as well as behavior. As consequently, 

help the wildlife feeding tourism more sustainable. 

Keywords: wildlif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wildlife feeding tourism,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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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野生動物對觀光客而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對觀光客來說，透

過參加野生動物觀光的遊程是與野生動物互動的最佳途徑。學者

Vickerman (1988)指出，每年在野生動物之觀察、攝影、觸摸以及餵

養等活動大約可創造140億美金之產值。在美國，每年約有2900萬人

參加和野生動物互動之遊程(Rockel and Kealy, 1991)，迄1999年，美

國每年已有超過6200萬人參與不同型式之野生動物觀光(Watchable 

Wildlife, 1999)。在澳洲(Australia)，以野生動物為主題的旅遊活動，

亦吸引了相當數量的國際及國內遊客，例如在2006年，於澳洲參加旅

遊的遊客中，約有220萬人參加了野生動物旅遊活動(其中有43％的國

際遊客)，且從2002年至2006年裡，以每年4.4％的比例增加 (Tourism 

Queensland, 2006)；對澳洲之旅遊業而言，野生動物觀光已儼然為一

重要之旅遊產品。因此不容置疑的是，野生動物觀光已變得越來越受

歡迎(e.g. Duffus and Dearden, 1990; Muir, 1993; Hammit et al., 1993)。 

近年來以觀察、攝影、觸摸以及餵養野生動物等與野生動物互動

之觀光形式由於不具消耗資源之特徵，故被歸類為可永續(sustainable)

利用觀光資源之一種形式，因此已漸成為野生動物觀光的主流

(Shackley, 1996)。而這類被歸類為非消耗性使用 (non-consumptive 

use)觀光資源的形式之中，又以野生動物的餵食最具吸引力。事實上

餵食野生動物無疑是人類親近動物的最佳方式，借由觀光客與動物間

之親近，更會讓遊客覺得他們與自然之間有所互動(Orams, 2002)，而

這類與自然間互動之需求對人類而言是重要的。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

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程，除了可提升遊客之滿意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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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之經濟收入外，更可讓遊客喜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

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間之良好互動，有些遊客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

育野生動物的行列(Orams, 1997)。 

在台灣台南之烏山獼猴保護區之台灣獼猴餵食，是近年來頗具知

名度之ㄧ野生動物觀光景點，在過去二十來年裡，該區域之野生台灣

獼猴係由愛猴人士－人稱獼猴爺爺之林鈵修先生所照料，由於烏山地

區盛產龍眼，在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法尚未通過的年代，那些成群被龍

眼吸引而來之台灣獼猴常會誤觸農民的陷阱，並因此而受到傷害。在

當時林老先生於心不忍，因此從農、獵戶之手上買下被捕捉之獼猴，

自由放養於自家山林之中，並定點、定時餵食。隨著報章媒體的報導，

林宅漸成餵食台灣獼猴之主要觀光景點，當地社區之經濟狀況亦也因

此而活絡不少。 

然而隨著餵食活動的增加，此區域之獼猴數量有著大幅度的成

長，在林春基和張仕緯 (民 83)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烏山獼猴保護區

之獼猴出生率為 86.7%，遠高於台灣獼猴之平均成長率 20%~60% (林

曜松、吳海英，民 83)。獼猴族群之快速繁衍亦導致原有棲地面積無

法支撐負荷獼猴族群，因此獼猴群往山下人所聚集之地方活動，也使

得當地居民、農民與台灣獼猴之關係逐漸惡化。此外，近年來在台灣

的高雄柴山、新中橫、塔塔加等地由於層出不窮之人、猴不良互動，

在保育團體之奔走努力下，現有之社會輿論已漸朝向禁止在野外餵食

野生台灣獼猴。觀光餵食似乎已與遊憩之不當行為畫上等號。在保育

團體之認知上，觀光餵食就如同把人類的享樂建築在這些動物的基本

權利之上，所以近年來有著不少的生態保育團體，以生態保育為訴

求，鼓勵民眾不要餵食。也因如此，保育模式所強調的生態保育是建

立在不要餵食野生動物，而此觀點與傳統以經濟發展為主軸之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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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餵食觀光經營模式有所衝突。雖然在解決獼猴危害問題時，有專家

學者如張仕緯、張簡琳玟、許善理、劉嘉顯等人(民 97)認為停止餵食

並移除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個體，是治標兼治本的方法；但不可諱

言，此方式勢必會摧毀當地長期建立之觀光產業，而大量獼猴個體之

移除其後續處理與社會輿論的可能看法及接受度，都是此方式窒礙難

行之原因。 

觀光餵食所涉及之問題係屬一多面向、複雜之議題。在觀光資源

形塑不易之事實前，本研究所欲思考及解決的問題是，是否存在一野

生動物餵食觀光的模式，能考慮保育團體所著眼之生態保育議題(也

就是能改變遊客之保育態度及行為)，也能兼顧地方之長期發展，以

尋求雙贏為目標，迄求能為野生動物觀光餵食尋求另外一條新的出

路。 

1.2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欲瞭解解說活動、遊客愉悅

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之影響關係，因此針

對到此園區之遊客進行研究，歸納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目的如

下： 

 

一、探討解說活動對遊客的愉悅感之影響關係。 

二、探討遊客的愉悅感與遊客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之影

響關係。 

三、探討遊客情感依附與遊客環境態度之影響關係。 

四、探討遊客環境態度與遊客保育意向之影響關係。 

五、探討遊客保育意向與遊客環境行為之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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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

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之影響關係，以大台南市南化區烏山獼猴保護區

之遊客作為實證調查對象。 

烏山獼猴保護區位於南化鄉境內(如圖 1-1)，是高雄縣與台南縣

的自然縣界，人們之所以稱呼「烏山」是因為烏山上種滿了龍眼樹，

而在龍眼成熟時，滿山呈現烏黑的外貌而得名，因此也被戲稱為「黑

美人」，根據前任陳鄉長與獼猴爺爺(林鈵修先生)表示，南化鄉這個

地方本來就有猴子，當台灣獼猴未被列為保育類動時之時，獼猴的數

量很少，而在那之前，大約是從民國七十七年開始，獼猴爺爺就開始

飼養這群猴子，迄今已有二十幾年之久，而此保護園區之餵食步道是

從林宅內往內延伸(如圖 1-2)，整條步道並不長，但獼猴多聚集於此

步道上。 

 

圖 1-1 研究場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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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獼猴保護區林宅內之餵食步道 
註：1.照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2.坐者為林鈵修先生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共分為七個部分，依序進行，如圖1.3 所示，其內容

簡述如下： 

一、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進行蒐集資料，確立研究主題。 

二、擬定研究目的，確立本研究對象。 

三、文獻蒐集與回顧，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構面：解說活動、   

    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進行   

    文獻資料整理，作為本研究的理論基礎。 

四、根據相關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構面與假說。 

五、參考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本研究問卷之設計與前測、問卷修正 

    與發放正式問卷。 

六、進行回收問卷之整理與分析。 

七、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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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5 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

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的影響關係，研究內容分為五個章節，研究內容

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論：包含研究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對 

             象、研究流程與研究內容。 

第二章 文獻回顧：整理與討論相關文獻，包含解說活動、  

           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與環境行  

           為，以及各構面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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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包含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 

             問卷設計與調查，及資料分析方法。 

第四章 研究結果：包含樣本屬性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信 

             效度分析、回歸分析，及進行假設驗證。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研究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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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逐項說明建構整合保育及經濟發展之餵食野生動物觀光

模式所需之元素。過往已有諸多文獻強調由於餵食野生動物之活動因

能與野生動物有所互動且是近距離之互動，因此對遊客而言極具吸引

力；簡言之，餵食野生動物之遊程能夠吸引大量客群，因此對促進地

方經濟之發展已是不爭之事實。然餵食活動亦已被證實活動過程亦可

能伴隨諸多對遊客、對動物負面之影響，因此廣受保育人士/團體質

疑；然不可諱言，生態保育已漸成世界上之趨勢，因此現行之作為有

不少是以勸阻遊客不要參與野生動物之餵食已達保育教育之目標。唯

從人性之角度言，遊客並不見得喜歡參與說教式之解說活動，甚至是

阻止人與動物有近距離接觸之解說活動。本研究認為，為了吸引遊客

前來以遂行教育之目標，餵食體驗便扮演一至關重要之吸引子

(attractor)角色，亦即為達生態保育教育目標前之一必要之惡的手段。

活動過程配合適當之管理機制導入，以使得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其中

解說的導入便是配套之軟性管理措施之一，藉由教導遊客如何正確的

餵食以及與動物互動，從提升遊客的愉悅感，進而對餵食目標物種-

台灣獼猴能有感情間之連結提升，藉此改變遊客能對此物種之態度、

意向甚至行為。以下將先針對野生動物觀光之發展做簡要說明，再分

別探討解說活動、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及環境行為之關係。

衡量構面與其相關研究，最後推導出各構面之間的關係及建立研究假

設。 

2.1 野生動物觀光  
生態旅遊近年來越來越盛行，而人們在野外與野生動物互動的行

為被觀光客認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學者 Hendee and Roggenbuck 

(1984)指出，去親近動物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機制，遊客藉此可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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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與自然界融為一體，所以對於人類而言與自然界互動的需求是

極其重要的。 

在野生動物的旅遊活動中，這些活動遊客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機

會，而這些機會可以讓遊客對野生動物進行觀察以及跟它們之間有所

互動。然而這些野生動物可能是快要絕種的、後到威脅或是罕見的，

但在世界各地，這些活動的提供會是越來越多的。而這類型的旅遊活

動，會設置在一定的野外範圍地點內，包括被圈養起來的動物，或者

是在自然的棲息地中，沒有被圈養起來的動物。(Orams, 2002) 

學者 Shackley(1996)的研究指出，人們之所以想要親近野生動

物，另外一個原因可能來至於人們與野生動物互動的機會是很少有

的，特別是針對瀕臨絕種(endangered species)的物種或是受威脅的物

種(threatened species)而言，而這些野生動物觀光絕大多數發生的地點

則在保護區內(Ceballos-Lascurain, 1996)。因此，對這些物種及區域之

長期保育而言，觀光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是一種(經濟上的)機會外，事

實上也是一種威脅(Lindsay, Craig and Low, 2008)。而這種因與野生動

物互動機會之稀有性就猶如人們對黃金、鑽石、貴金屬等，或者是藝

術品的愛好一般，為促使野生動物旅遊經營市場需求增加之ㄧ重要因

素(Orams, 2002)。學者 Fabbri (1990)也指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固有

渴望的活動，在野外與野生動物互動的需求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在

時機、形象、知覺利益、成本和歷史之間的關係，都是相當複雜的結

果。 

雖然在過去，非消耗性之野生動物觀光已被視為對野生動物相對

無害之觀光形式，然而近年來隨著科學的進步，已有諸多文獻，如

Boyle and Samson (1985)、Gutzwiller(1995)、Knight and Cole(1995)、

Larson(1995)的研究指出，縱使是如觀賞野生動物、攝影甚至只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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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物所棲息之場所這樣簡單的活動，都可能會對野生動物造成嚴重

負面的衝擊。尤其是在動物之繁殖季節，野生動物觀光通常會吸引大

量遊客湧入，對那些較脆弱的物種來說，所產生之干擾會進而對野生

動物造成較高的壓力(Holmes, Knight, Stegall & Craig, 1993;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the Environment, 1997)。而以餵食野生

動物之遊程來說，學者 Orams (2002)認為至少有以下四種負面衝擊將

會產生：(1).改變野生動物自然的行為模式和數量；(2).動物對人類產

生依賴甚至養成習慣；(3).對人類易有攻擊行為的產生；(4).對人類或

動物間彼此都有疾病傳播、受傷等健康的顧慮。因此此等以人為的方

式補充野生動物額外食物的觀光模式迄今仍頗具爭議。 

2.2 解說 

解說（Interpretation）最早是由美國國家公園資深解說員Freeman 

Tilden，在他1957 年出版的著作《解說我們的襲產》（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中定義為：「解說是一種教育性活動，目的在經由原始事

物之使用，以指示其意義與關聯，並強調親身之經驗及運用說明性之

方法或媒體，而非僅是傳達一些事實」。張明洵及林玥秀（民83）認

為：「解說是運用各種媒體傳達溝通的一種教育性活動，它藉由許多

的媒介使訊息的傳遞者與接受者有所互動；我們可以說解說是基於事

實，經過歸納演繹產生出觀點和信念，再透過解說媒體傳達給遊客」。

所以，解說是運用各種媒體或活動，將特定的訊息傳達給特定對象的

一種教育過程。 

解說（interpretation）一詞在英文中有「解釋」、「說明」的意思。

每位學者對解說的定義有些微的差異，大致可以分為「傳遞訊息的過

程」、「教育性活動」以及「介於遊客與環境資源之間溝通的工具」，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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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遞訊息的過程 

    解說可簡化為傳遞訊息的過程。吳忠宏（民 90）認為解說主要

藉由各種媒體將自然環境及人文資源傳遞給遊客，向遊客們講解中心

主題並闡釋現象背後的涵義，以滿足遊客的需求及好奇心。Moscardo

（1998）更進一步提出解說不只是呈現表面的根據或事實，亦有引導

及啟發的功能，主要重視的是接收者吸收、瞭解了多少資訊，而不是

重在解說過程中，解說人員講解多少知識。 

（二）教育性活動 

解說亦可視為一教育性活動（Tilden, 1977；Orams, 1996；張明

洵、林玥秀，民 91）。Tilden（1977）認為解說透過親自經驗及媒體

的輔助，讓遊客體驗原始事物所蘊含的意義與關係。張明洵與林玥秀

（2002）認為解說是認識人與自然間關係的教育過程，為環境教育重

要的一環。Orams（1996）與張明洵與林玥秀（民 91）更認為解說能

試圖讓遊客主動減少不當的行為。 

（三）介於遊客與環境資源之間溝通的工具 

解說也為一個介於遊客與環境資源之間溝通的工具（簡益章，民

86；Moscardo, 1998；張明洵、林玥秀，民 91；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NAI, 2006）。張明洵與林玥秀（民 91）認為透過適當的

解說可使自然及人文資源獲得保護，以減少遊客從事遊憩活動時對自

然環境的破壞，及使遊客體驗到愉悅的感受。簡益章（民 86）認為

解說更可以擴大為對於溝通自然知識的方法與設施之綜合體，除了強

調自然環境資源的重要性，更可有助於遊客行為的管理，體會自己在

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強化其自然保育的觀念，以發揮教育性、

娛樂性與宣傳性之功效。 

綜合上述，本研究對解說的定義為「解說」為一教育活動，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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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人員和遊客之間的溝通工具，藉由傳遞環境知識訊息及帶領遊客

親身體驗，使遊客與環境有所接觸及了解，進而欣賞與提升遊憩體

驗，最後產生保護和保育環境的行動，達到環境教育之最終目的。如

此，更有助於遊客行為的管理，降低遊客的破壞行為。 

2.3 遊客愉悅感 
遊客愉悅感，是經由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接觸、感受及參與活

動所產生出對自己心裡上的滿足感，並會使得遊客的身心感到非常的

愉快及高興。藉由觀光客與動物間之親近，更會讓遊客覺得他們與自

然之間有所互動(Orams, 2002)，而這類與自然間互動之需求對人類而

言是重要的。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

程，除了可提升遊客之滿意度與愉悅感外，也升當地之經濟收入，更

可讓遊客喜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

間之良好互動，有些遊客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育野生動物的行列

(Orams, 1997)。 

許多研究指出，餵食野生動物對人而言扮演一個重要之吸引因

子，過去有不少文獻指出，其原因為人類與野生動物的互動有益於人

的心理與身體健康(Burger, 1997)，而且它影響短暫的心理狀態、士氣

和情感的自我價值。餵食野生動物無疑是人類親近動物的最佳方式，

借由觀光客與動物間之親近，更會讓遊客覺得他們與自然之間有所互

動(Orams, 2002)，而這類與自然間互動之需求對人類而言是重要的。

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程，除了可提升

遊客之滿意度，提升當地之經濟收入外，更可讓遊客喜歡親近自然，

喜歡親近野生動物，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間之良好互動，有些遊客

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育野生動物的行列(Orams, 1997)。 

國外的實證研究並不乏解說活動涉入野生動物觀光的案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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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Orams 於 1997 年以澳洲 Moreton 島之 Tangalooma 渡假村之餵

食海豚活動為例，驗證解說教育施行之效果，包含保育態度及保育行

為的提升，進而去解釋，在故意觸摸和其他可能有害的行為中，教育

遊客可減少許多活動過程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並促使自願遵守的行

為規則。另一個有名的解說與保育實證之個案為 Ham 及 Weiler 

(2002)於厄瓜多(Ecuador)之加拉巴哥(Galapagos) 島所作之研究，其研

究結果指出，由於有針對保育信念所設計的解說活動，因此遊客在遊

程結束後除了會想捐款給當地以作為保育基金外，更可促使遊客自發

的改變其保育態度。 

學者 Russell (1994) 指出，過去常被爰引之理論為透過教育可影

響生態旅遊之遊客，使其可以採取更多關於環境方面負責任的態度和

行為；但是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中亦有另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的行為是

非常難以改變，知識對於環境保育的態度與行為，影響有限(Orams, 

1994)，再者，遊客是不喜歡被教育的；單方面的保育知識傳達，只

可能累積知識，但卻對行為的改變，無動於衷。但也因為遊客，受到

餵食野生動物的吸引，此時解說的教育才能適時的引入，所以我們必

須要導入解說活動，以導正遊客的不良行為，讓遊客能在餵食體驗活

動中得到更正確的技巧與知識，使得遊客在本次的餵食體驗活動中，

能提升遊客體驗過程之愉悅感。 

據此，提出本研究之假設一： 

假設一(H1)：解說活動的品質對於遊客愉悅感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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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附 

依附是一種連續性的概念(Buchanan, 1985)，是指個人對於依附

目標(例如:球賽/球隊)所產生的情感的、功能性的與象徵性意義的想

法以及意象，因此依附是一種動態且具有感情的複雜內部過程(Funk 

& James, 2006)。而一個人與依附目標(如球賽/球隊)形成了穩定的心

理連結時，則可以稱之達到了依附的階段(Funk & James, 2001)。因

此，依附代表著個人對目標物之間擁有穩定的心理連結，並對目標物

產生情感與象徵性的想法，而目標物則能滿足個人的功能性需求。過

去研究指出了解人們對一個地方的依附情況可以預測參與者的滿意

度(Hwang, Lee & Chen, 2005)、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Vaske & Kobrin, 

2001)，以及對場所環境與社會的知覺(perception) (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4)，另外，Funk & James (2006)的研究指出對於

球賽/球隊的依附在吸引(attraction)與忠誠(allegiance)兩變數之間扮演

著部份中介的角色。由此可知，瞭解人們對目標物的依附情況是非常

重要的課題，可以有效地預測休閒參與者的心理與實際行為。  

2.4.1情感依附 
Thomson, Macinnis & Park（2005）認為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是一個人與一個特定客體（object）之間具有特殊目的之

情感連結。Ball & Tasaki(1992)、Baldwin, Keelan, Fehr et al. (1996)則

指出情感依附是一個人一生中，與一個有意義的事件或人連結的強

度，基於過去與依附客體的互動經驗，且會隨著時間漸漸發展。情感

依附是指個體對某群體所產生情感的連結，例如職棒球迷對中華職棒

產生情感依附。對於運動迷的情感依附，Al-Thibiti (2004)認為是運動

迷心理上對觀賞對象所感受到的喜好之連結程度。Sutton, McDona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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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ne et al. (1997)運動迷對於喜愛的球隊，會願意投注更多時間和金

錢，在情感依附的對象。 

據此，提出本研究之假設三： 

假設三(H3)：遊客對物種情感依附會影響其環境態度。 

Orams (1997) 的研究顯示出，遊客的愉悅感會影響其環境的態

度，而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程，除了可

提升遊客之滿意度與愉悅感外，也升當地之經濟收入，更可讓遊客喜

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間之良好互

動，有些遊客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育野生動物的行列(Orams, 1997)。

代表著遊客的愉悅感對於環境態度會有所影響。 

過去研究指出了解人們對一個地方或事物的依附情況可以預測

參與者的滿意度(Hwang, Lee & Chen, 2005)、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

(Vaske & Kobrin, 2001) ， 以 及 對 場 所 環 境 與 社 會 的 知 覺

(perception)(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4)。遊客對物種情感

依附會影響其環境態度。   

由上述文獻本研究推論遊客體驗觀光餵食活動後，其心理之愉悅

感提升後若要形塑對目標物種之保育態度，則需先能夠對此目標物種

產生感情之連結。換言之，本研究假設在這之中，是否存在著遊客愉

悅感對其遊客的情感依附是否有影響關係。 

據此，提出本研究之假設二 

假設二(H2)：遊客的愉悅感對於情感依附有顯著影響。 

2.5 態度、意向、行為 

    張春興 (民 81) 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對人、事以及周圍世界憑

藉其認知及好惡所表現出的一種相當持久一致的行為傾向，而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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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同時態度必須有其對象，而此對象是個人經由經驗、知覺所取

得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林仁和 (民 91) 認為態

度是「人們對待某個人、某種觀念、某個東西的心理傾向，它包括：

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成分」。陳明川 (民 92) 認為「態度必須有其

目標對象，是一種持久的信念，可能是由後天學習而來，或是由於個

人的價值觀不同均會造成態度的不同，這包括了個人社經背景以及知

識、生活經驗、資訊來源等個人獨特的因素，並可藉由態度來預測個

人的行為」。  

   Orams(1997)提出了一個觀光旅遊模式(圖2-1)，模式當中可以看

到，在旅遊過程中，解說活動的涉入，可以使得遊客的愉悅感會有所

改變，也因為遊客的愉悅感的改變，遊客對於此地方的環境態度也會

跟著改變。 

 

 
圖 2-1 Orams 的觀光旅遊模式（Orams,1997） 

 

    在有關態度、意象以及行為關係間之研究，最重要的理論即是學

者 Fishbein & Ajzen (1975)計畫行為理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的提出。TPB 被認為是社會心理學中最著名的態度行為關係理

論，在國外已廣泛應用於多個行為領域的研究，並被證實能顯著提高

研究對行為的預測力和解釋力。Fishbein &Ajzen (1975)認為行為的產

生直接取決於行為意向，行為意向表明一個人執行某種特定行為的動

機，反映出一個人願意付出多大努力、花費多少時間去執行某種行

為。行為意向是影響行為最直接的因素，而行為意向又反過來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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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 

    國內學者葉國樑（民88）採用計畫行為理論來解釋學生的資源回

收行為意圖（如圖2-2），其模型中認為資源回收意圖主要受到從事

資源回收的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而這三個面向又

導因於個人對資源回收所導致結果的信念及個人對這些結果的評

價、個人對特殊參考對象認為他應不應該從事資源回收的信念與個人

依從這些參考對象的動機、以及個人對從事資源回收的控制信念；而

外在變項則是間接去影響到意圖的。因此本研究可以看出行為意圖其

實是和行為信念、結果評價、依從動機、控制信念、態度、主觀規範

和知覺行為控制有所關連的，因此可以發現態度對於意向會有所影

響。 

 
註：1.實線表示理論中各變項間穩定的關係 

2.虛線表示外在變項對意圖的影響是間接的 
圖2-2計劃行為理論應用在資源回收信念、態度及行為意圖（葉國樑1999） 

 
Hines, Hungerford & Tomera（1987）分析了美國自1971年開始有

關實證環境行為研究的128 篇論文，找出15個影響負責任環境行為

（REB）的變項（如圖2-3）。她加以測量每個變項與REB 的聯結程

度，並以此提出「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 

     她認為影響負責任環境行為變項可分為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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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變項，包括行動技能、行動策略知識、議題的知識 

（二）個性因素，包括態度、控制觀、個人責任感 

（三）行動意向 

（四）情況因素 

由圖2-3中可知，產生負責任環境行為，主要因素是個人的行動

意圖。個人的行動意圖又受行動技能、行動策略知識、議題的知識、

個性因素等四個因素影響。影響個性因素，主要變項為態度、控制觀、

個人責任感等三個。此外另一個影響產生負責任環境行為的變項為情

況因素，例如經濟、社會壓力、選擇機會等等。 

 

 
圖2-3 Hines et al.的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Hines et al.,1987） 

 

據此，提出本研究之假設四、五： 

假設四(H4)：環境態度對於保育意向有顯著影響。 

假設五(H5)：保育意向對於環境行為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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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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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以前述兩章的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探討為基礎，將本章分為

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問卷設計、問卷調查

與資料分析方法等六小節進行說明。本研究採量化研究，透過問卷調

查來瞭解各研究變項間的影響關係。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係依據本研究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之理論，提出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包含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

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探討各變項間是否有顯著之影響關係。根據本

研究目的，繪製研究架構圖，如圖2-4所示：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文獻彙整、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提出欲研究之假設， 

陳述如下： 

H1：解說活動的品質對於遊客愉悅感為正向影響。 

H2：遊客的愉悅感對於情感依附有顯著影響。 

H3：遊客對物種情感依附會影響其環境態度。 

H4：環境態度對於保育意向有顯著影響。 

H5：保育意向對於環境行為有顯著影響。 

3.3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之研究構面中，包含說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

環境態度、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各變項的操作型定義乃是根據相關

文獻，及本研究之目的所發展而成，各研究構面之操作型定義，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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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說活動的品質  

解說活動，是指遊客在旅遊過程中，會有專門的解說人員，帶領

遊客參與旅遊行程，將某特定區域內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特性經由各種

媒體或活動方式傳達給某些特定的對象（如：遊客、學生等等）。其

目的在於引起這些特定對象對當地環境之關注與瞭解，並經由欣賞與

知性的瞭解，提昇較高品質的生活體驗， 進而培養積極參與環境保

育工作。 

解說也為一個介於遊客與環境資源之間溝通的工具（簡益章，民

86；Moscardo, 1998；張明洵、林玥秀，民 91；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NAI, 2006）。張明洵與林玥秀（民 91）認為透過適當的

解說可使自然及人文資源獲得保護，以減少遊客從事遊憩活動時對自

然環境的破壞，及使遊客體驗到愉悅的感受。簡益章（民 86）認為

解說更可以擴大為對於溝通自然知識的方法與設施之綜合體，除了強

調自然環境資源的重要性，更可有助於遊客行為的管理，體會自己在

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強化其自然保育的觀念，以發揮教育性、

娛樂性與宣傳性之功效。 

    而解說員在生態旅遊的活動中，會直接提供服務給遊客，但解說 

的品質卻能影響其外顯的行為表現，繼而使遊客感受不同的服務水 

準。在運用解說的技術之前，解說員必須熟悉基本的溝的通技巧。 

解說品質的確保需依靠解說員不斷的充實知識與技能。 

二、遊客愉悅感 

遊客愉悅感，是經由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接觸、感受及參與活

動所產生出對自己心裡上的滿足感，並會使得遊客的身心感到非常的

愉快及高興。藉由觀光客與動物間之親近，更會讓遊客覺得他們與自

然之間有所互動(Orams, 2002)，而這類與自然間互動之需求對人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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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重要的。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

程，除了可提升遊客之滿意度與愉悅感外，也升當地之經濟收入，更

可讓遊客喜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

間之良好互動，有些遊客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育野生動物的行列

(Orams, 1997)。 

三、情感依附 

    Thomson, Macinnis & Park（2005）認為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是一個人與一個特定客體（object）之間具有特殊目的之

情感連結。Ball & Tasaki(1992)、Baldwin, Keelan, Fehr et al. (1996)則

指出情感依附是一個人一生中，與一個有意義的事件或人連結的強

度，基於過去與依附客體的互動經驗，且會隨著時間漸漸發展。因此，

情感依附在此是指個體對某群體所產生情感的連結，例如職棒球迷對

中華職棒產生情感依附。對於運動迷的情感依附，Al-Thibiti(2004)認

為是運動迷心理上對觀賞對象所感受到的喜好之連結程度。 

四、環境態度  

    張春興 (民81) 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對人、事以及周圍世界憑

藉其認知及好惡所表現出的一種相當持久一致的行為傾向，而非行為

本身，同時態度必須有其對象，而此對象是個人經由經驗、知覺所取

得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     

生態旅遊提供遊客的旅遊特色，包含生態的、原始民族的、科學

的，而其旅遊運作型態，是朝向非消耗性野生動物、環境保育、環境

教育的、支持社區發展、低衝擊性等方式，歸納起來共有三種成分，

包括了自然資源的組成、教育性質成分，永續發展的因素存在(Blamey, 

1997)；而環境態度應以環境倫理為主，包含自然資源、環境開發、

環境保護、生態關係、環境責任(蕭芸殷、歐聖榮，民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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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生態旅遊之環境態度，綜合了與生態旅遊之定義，歸

納出其內涵為環境倫理、環境教育、環境資源的永續經營。 

五、保育意向  

    所為意向，是指個人對於某目標對象在態度上的反應及行為傾

向。Folkes (1988)將意向定義為一個人主觀判斷其為來可能採取行動

的傾向。黃啟明(民91)認為意願是指個人對於參與休閒活動的可能性

程度，及想要參與休閒活動的程度。張家綺(民94)認為參與意願為個

人參與休閒活動的可能性，及想要參與活動的程度。盧耀泰(民91)認

為意願是指個人在工作中的行動意象，或是心裡想要努力達到的目

標。保育意向，是指遊客在旅遊過程中，對地方環境或目標物種產生

出保育的行為傾向，在產生保育行為中，主要因素是個人的行動意

圖。個人的行動意圖又受行動技能、行動策略知識、議題的知識、個

性因素等四個因素影響。影響個性因素，主要變項為態度、控制觀、

個人責任感等三個。 

六、環境行為 

    環境行為定義在遊客藉著個人或團體採用預防或解決國家公園

的環境問題或議題的途徑。通常會運用到一些策略，這些策略主 

要包含了生態管理、消費者/經濟 行為、說服、政治行動、法律行動，

或者是混合了其中二種或二種以上的方法，本研究所採用的環境行為

種類為Hungerford(1985)區分之五種類型，這五種環境行為的主要範

疇定義如下： 

1、生態管理（Ecomanagement）：藉著在日常生活中所親自採取的行

動，來直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 

2、消費者/經濟 行為（Consumer/Economic action）：藉著個人或團體

所能採取的經濟支持或抵制行為，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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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服（Persuasion）：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訴求，來影響他人

支援環境保護。 

4、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政治行動，

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投票、遊說政治人物、集會遊行等。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問卷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問卷設計 

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相關文獻與其所發展之量表，確立本研究變項間之

關係，建立問卷架構，來探討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

境態度、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之影響。 

3.4.1 問卷架構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問卷，共分為五部份，分述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除包含性別、年齡、婚姻、職業、教育程度、居住

地區與月收入。 

二、解說活動的品質 

    解說活動的品質，本研究參考 Ryan and Dewar(1995)、王淮真（民

90）量表，選擇其因素負荷量值較高的，建構本研究的解說活動的品

質量表，其構面與題項如表3-1所示： 

表3-1解說活動的品質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解說員的服裝合宜。 

2.解說員解說的內容易於了解。 

3.解說員的解說可以幫助我更加瞭解獼猴保護區。 

4.解說員的專業知識充足 

5.解說員的解說音量適當且口齒清晰、流暢。 

6.解說員懂得運用肢體語言來強化解說內容。 

解說

活動

的品

質 

7.解說時間安排妥當。 

Ryan and 
Dewar(1995) 
 
王淮真（民

90） 



 25 

8.解說的參觀路線安排得當。 

9.能察覺遊客的反應，並適時調整解說技巧。 

10.解說員與遊客的互動良好。 

11.解說人員態度認真且親切。 

12.解說人員表現出對我們的尊重與耐心解答遊客的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遊客愉悅感 

    本研究在遊客愉悅感量表上，參考Orams(1997)所編製的遊客愉

悅感量表來衡量遊客的愉悅感。其構面與題項如表3-2 

 

表 3-2 遊客愉悅感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此獼猴保護區是好玩的。 

2.我很享受這些餵食體驗。 

3.我對這些餵食體驗有點失望。 

4.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是我最愉快的體驗。 

5.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些體驗不如我想像的好。 

遊客

愉悅

感 

6.這些體驗很好，但是我希望學到更多餵食技巧及獼猴知識。 

Orams(19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情感依附 

    本研究參考 Ball& Tasaki(1992)、Thomson, Macinnis, & Park

（2005）以及 Alexandris, Kouthouris & Meligdis(2006) 的情感依附量

表，依本研究之施測目的、研究範圍與對象，修改其問項內容，以發

展出適合本研究的意象量表，來衡量遊客的情感依附。其構面與題項

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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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情感依附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若有人嘲笑台灣獼猴，我會感到不高興 
2.生活中若沒有台灣獼猴，我會覺得失落 
3.當我喜愛的台灣獼猴遭到捕殺時，我會感到難過 
4.看到有關台灣獼猴的資訊，會觸發我過去的回憶 
5.我覺得我的個性跟我喜愛的台灣獼猴一樣，如：

警覺性、  團結性… 
6.當他人稱讚我喜愛的台灣獼猴時，我會覺得很高

興 

情感

依附 

7.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壞人，會讓我聯想到爭地盤時

的台灣獼猴 

Ball & Tasaki 
(1992) 
 
Thomson, 
Macinnis, & Park 
(2005) 
 
Alexandris, 
Kouthouris & 
Meligdis(20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環境態度 

    本研究參考李思屏、林晏州(民90)的環境態度量表，來衡量遊客

的環境態度，分為環境倫理、環境教育、與永續管理之三個子構面。

其構面與題項如表3-4所示： 

表3-4遊客環境態度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我認為在生態旅遊的目的就只是接觸到自然環境 

或是野生動物 

2.我認為生態旅遊地的自然、人文資源是較脆弱易受 
傷害 

3.看到生活棲息地越來越小的烏山台灣獼猴，很令人 
同情 

4.如要更近的觀察獼猴，我認為可以自行進入烏山獼 
   猴保護區 

5.我認為在烏山保護區內發展觀光遊憩比資源保育 
   更重要 

環境倫理 

6.我認為這裡的環境被破壞，人類只是少了享受自然 
之機會 

李思屏、 
林晏州 
(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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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7.我認為在進行生態旅遊時，不喜歡遇到大型旅遊團(20
人以上) 

8.我認為有較多的解說教育是很重要的 

9.我認為保護烏山保護區的自然環境是一件緊急的  
事情 

10.我認為在生態旅遊時，應樂意與當地人交談、了解 
當地文化 

11.生態旅遊能保護自然環境和創造當地居民的就業 
機會 

12.我認為生態旅遊中自然資源與當地居民生活及文 
化是息息相關的 

13.我認為在旅遊時，不需配合當地野生動植物的習性 

14.我認為旅遊時有解說員的帶領會感到不自由 

環境教育 
 

15.我認為在旅遊前，應預先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16.我認為在生態旅遊中享受自然資源是理所當然，不 
應限制人數 

17.我認為在旅遊後應捐助經費以保護當地資源 

18.我認為烏山彌猴保護區內應增加舒適人工化設施 
(如涼亭、餐廳、旅館) 

19.看到被捕捉的獼猴，我心裡沒有什麼感受 

20.在烏山獼猴保護區，只要人類的活動很少，對環境 
是沒有影響的 

21.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然生態 

永續管理 
 

22.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保育意向 

    本研究在遊客愉悅感量表上，參考Orams (1997)所編製的遊客保

育意向量表來衡量遊客的保育意向。其構面與題項如表3-5 

 
表3-5遊客保育意向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名

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我會向他人說明台灣獼猴保育的觀念以及重要性 保育意

向 2.我會去搜尋有關烏山彌猴更多的資訊 
Oram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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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會與烏山彌猴保持適當的距離，不會造成彼此的緊張

與壓力 

4.我會避免對烏山彌猴或其棲息地造成危害的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環境行為 

    本研究參考李思屏、林晏州(民90)的環境行為量表，來衡量遊客

的環境行為，分為生態管理與勸導遊客之兩個子構面。其構面與題項

如表3-6所示： 

 

表3-6遊客環境行為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名稱 代號:題項 題項來源 

1.我在保護區內發現獼猴會大聲驚呼 

2.旅遊途中若遇解說員，我會參與其解說活動 

3.我會將我所製造的垃圾帶回 

4.旅遊後，我會落實動物保護的概念 

5.旅遊後，我會捐助經費給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6.旅遊後，我會樂意參與烏山彌猴保護區的解說工作 

生態管理 

7.旅遊後，我會自組或是參加與動物保育相關之團體 

8.我看見其他遊客捕捉或傷害園區內的獼猴時，我會 
勸導他 

9.我會理性勸導他人自行帶垃圾回家 勸導遊客 
10.在保護區中發現傷害彌猴的行為時，我會用法律言 

詞宣導 

李思屏、 
林晏州 
(民 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問卷計分方式 
    本研究問卷量表共分為七部份，個人基本資料、解說活動的態

度、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向及環境行為，除個

人基本資料外，其餘構面之題項均採用Likert五點量表來測量，由受

訪者依據其認同該題項之程度勾選，分別為非常同意、很同意、同意、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依序給予5、4、3、2、1 分，得分愈高表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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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愈認同該題項，而量表中的反向題，則會做以記號並以轉換後的

分數，以進行資料分析。 

3.5 問卷調查 

3.5.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遊客對於解說活動、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環

境態度、保育意向及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又本研究是以大

台南市南化區烏山獼猴保護區為研究範圍，因此，以到此的遊客作為

抽樣調查之對象。本研究先依據文獻內容，再與專家及學者討論過

後，修正問卷中部分問項與用詞，設計本研究之預試問卷，採立意抽

樣的方式到研究範圍現場發放預試問卷，有效之問卷為100份，經過

項目分析刪除信度較差的題項，建構本研究之正式問卷，並發放正式

問卷。本研究正式問卷之發放於2011年2月5日至2011年3月26日完全

回收完畢。 

3.5.2 樣本大小 
    決定抽樣之樣本數考量的因素包括：母體大小、估計之信賴區間、 

容許估計誤差、統計分析上等考量因素。根據。Tinsley & Tinsley(1987)

提出每一個測量問項，必須有5 到10 個樣本的比例，學者建議樣本

大小如果大到300，這個比例可以稍微縮減。學者Lin(1976)提出母體

大小為50 萬以上，在95％之信賴水準及容許估計誤差為正負百分之

分(±5％)時，有效樣本數至少需要450份。本研究將抽樣之樣本數設

定為450份，研究期間(2011年2月5日至3月26日)共計發放450份問

卷，採立意抽樣的方式到研究範圍現場發放正式問卷，扣除填答不完

整、亂填等回收問卷，有效問卷為4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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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整理、編碼建檔及統計分析，以

SPSSFor Windows 12.0 版及AMOS 6.0 版套裝軟體為資料分析工

具，藉由分析實證資料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本研究應用之資料分析

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將有效問卷以次數分配與百分比方法統計各題項的答題結果，包

括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居住地區、

等題項，藉此瞭解樣本基本資料及各研究構面的現況。 

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指的是一份問卷測量結果的穩定性或可信度，係指同一群受

訪者在同一份問卷上測驗多次的結果愈是一致，則誤差愈小，信度愈

高，亦即信度分析是用來瞭解該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也就是量表

的可靠程度。由於Cronbach’s α 係數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見

的判別信度方式，用於量測一同義或平行測驗總和的信度，Cronbach’s 

α 係數若大於0.7表示信度良好，介於0.35 ~ 0.7 之間表示尚可(林淑

琍，民98)。 

三、效度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效度指的是一份問卷的題項能否準確衡量構面的意義，亦指測量

結果的有效程度。效度愈高，表示測量結果愈能表現出其欲測量對象

的真正特徵。本研究各構面所使用之問卷內容為國內、外學者所發展

之量表，經與教授及專家反覆討論，及前測問卷修訂，擷取與本研究

適切之題項作為量表的題項，並修正其內容與詞語表達，冀望藉由文

獻探討與學者專家的意見，來確保本研究量表之內容效度。 

四、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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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分析主要在瞭解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此檢測

解說活動對遊客愉悅感是否有顯著影響、遊客愉悅感對情感依附是否

有顯著影響、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是否有顯著影響、環境態度對保育

意向是否有顯著影響、保育意向對環境行為是否有顯著影響。 

五、干擾變數 (moderating variables) 

    干擾變數又稱調節變數或情境變數，它是只會影響自變數與依變

數之間關係的方向或強度的變數。干擾效果的檢驗方式基本上可以分

成兩大類進行討論。一類是所涉及的變數(自變數、依變數和干擾變

數)都是可以直接觀測的外顯變數，另一類是所涉及的變數中至少有

一個是潛在變數的情形。當所涉及的變數都屬於外顯變數時，可以使

用階層回歸分析法或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而屬前在變數

時，則只能使用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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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將針對研究樣本進行資料分析，對分析所得之結果加以說

明。第一節為樣本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三

節進行信、效度分析，第四節進行迴歸分析，最後一節進行假設驗證

與討論。 

4.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烏山獼猴保護區之遊客進行問卷調查，於2011年2月5

日至2011年3月26日間於烏山獼猴保護區針對遊園之遊客先進行觀光

餵食活動之解說，在活動結束後告知遊客協助填寫問卷，並以面對面

之方式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總計發放450份問卷，回收450份問卷，

回收率為100％，扣除填答不完整、亂填等回收問卷後，實際獲得有

效之問卷為415份。 

   根據所回收之樣本分析烏山獼猴保護區之遊客屬性，結果示如表

4-1，茲詳述如下： 

一、性別：在受訪樣本中，男性佔51.3%，女性佔48.7%，顯示遊客

男、女各約佔一半之比例，但以男性者居多數。 

二、婚姻狀況：在受訪樣本中，已婚佔40.0%，未婚佔60.0%。 

三、年齡：在受訪樣本中，年齡分佈以21-30歲最多，佔37.4%； 

    其次為20歲以下，佔24.6%；31-40歲，則佔22.4%，顯示遊客  

    有相當高的比率屬青、壯年齡層。 

四、職業：在受訪樣本中，以學生的比例最高，佔37.8%；其次為 

    商業(服務業)，佔15.1%。 

五、教育程度：在受訪樣本中，教育程度以大學比例最高，佔27.0%；  

    其次為高中(職)，佔26.0%；專科，佔20.5%。 

六、居住地區：在受訪樣本中，以 (南部地區)比例最高，佔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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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為 (中部地區)，佔34.5%，顯示出遊客為南部居民居多。 

七、平均月收入：在受訪樣本中，平均月收入以10,000 元以下的比 

    例最高，佔37.8%；其次為30,001 ~ 40,000 元，佔21.2%，顯 

    示出遊客以中低所得居多。 

表4-1樣本基本資料分析表(N=415)  
變項 類別 人數 百分比 變項 類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213 51.3% 學生 157 37.8% 
性別 

女 202 48.7% 農林漁牧 56 13.5% 
已婚 166 40.0% 軍公教 13 3.1% 
未婚 249 60.0% 服務業 63 15.1% 

婚姻狀

況 
其他 0 0% 製造業 33 8.0% 
20 歲以下 102 24.6% 工商業 11 2.7% 
21-30 歲 155 37.4% 科技業 25 6.0% 
31-40 歲 93 22.4% 自由業 11 2.7% 
41-50 歲 31 7.5% 家管 3 0.7% 
51-60 歲 23 5.5% 已退休 43 10.4% 

年齡 

61 歲以上 11 2.7% 

職業 

其他 0 0% 
國小(含)以
下 72 17.4% 10,000 元以下 157 37.8% 

國中 23 5.5% 
10,000~20,000
元 43 10.4% 

高中(職) 108 26.0% 
20,001~30,000
元 50 12.0% 

專科 85 20.5% 
30,001~40,000
元 88 21.2% 

大學 112 27.0% 
40,001~50,000
元 33 8.0% 

教育程

度 

碩士及以上 15 3.6% 
50,001~60,000
元 32 7.7% 

北部 45 10.8% 

平均月

收入 

60,000 元以上 12 2.9% 
中部 143 34.5% 

一至二次 318 77% 
南部 216 52.0% 

東部 11 2.7% 

一年內

來到此

園區的

次數 三次以上 97 23% 

離島 0 0% 

居住地

區 

其他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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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各變數的平均數與標準差，探究遊客對量表中各問項

之看法。藉由平均數可觀察變項之集中情形，本研究採五點量表進行

計分，平均數3分以下，代表遊客對於問項之看法較不認同，平均數

若為3分，則代表遊客對於問項之看法為普通或中立意見，平均數3

分以上，代表遊客對於問項之看法較為認同。而藉由標準差可瞭解遊

客於問項看法的差異程度，標準差愈小，表示受訪者看法愈一致，標

準差愈大，表示受訪者看法的差異程度愈大。 

4.2.1 解說活動品質分析 
    解說活動量表構面，共10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

平均數如表4-2 所示。 

表4-2解說活動品質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名

稱 
代號:題項 平均數 

標準

差  
構面

平均 
B01.解說員的服裝合宜 3.51 0.63 
B02.解說員解說的內容易於了解 3.56 0.62 
B03.解說員的解說可以幫助我更加瞭解獼猴保

護區 
3.70 0.68 

B04.解說員的專業知識充 3.67 0.64 
B05.解說員的解說音量適當且口齒清晰、流暢 3.70 0.66 
B06.解說員懂得運用肢體語言來強化解說內容 3.63 0.65 
B07.能察覺遊客的反應，並適時調整解說技巧 3.64 0.71 
B08.解說員與遊客的互動良好 3.65 0.66 
B09.解說人員態度認真且親切 3.71 0.66 

解說 
活動 
品質 

B10.解說人員表現出對我們的尊重與耐心解答

遊客的問題 
3.73 0.70 

3.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如表4-2所示，在問項中，平均數最高為「解說人員表現出對我

們的尊重與耐心解答遊客的問題」 (3.73)，其次為「解說人員態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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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且親切」 (3.71)，平均數最低為「解說員的服裝合宜」(3.51)。整

體來說，遊客對於解說人員的感覺都是良好的。標準差介於0.63 ~ 

0.71，表示受訪者對於解說活動服務態度的看法差異不大。 

4.2.2 遊客愉悅感分析 
    遊客愉悅感量表構面共4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

平均數如表 所示。 

表4-3遊客愉悅感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平均

數 
標準

差  
構面平

均 
A01.此獼猴保護區是好玩的。 3.45 0.63 
A02.我很享受這些餵食體驗。 3.48 0.65 

遊客

愉悅

感 
A03.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是我最愉快的

體驗。 
3.41 0.63 

3.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如表4-3所示，在問項中，平均數最高為「我很享受這些餵食體

驗」 (3.48)，其次為「此獼猴保護區是好玩的」 (3.45)，平均數最低

為「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是我最愉快的體驗」(3.41)。整

體來說，遊客在烏山獼猴保護區的遊憩體驗，都是非常良好的。 

標準差介於0.63 ~ 0.65，表示受訪者對於解說活動服務態度的看法差

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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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情感依附分析 
    情感依附量表構面，共7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

平均數如表4-4所示。 

 
表4-4情感依附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平均數 

標準

差  
構面

平均 
C01.若有人嘲笑台灣獼猴，我會感到不高興 3.32 0.71 
C02.生活中若沒有台灣獼猴，我會覺得失落 3.00 0.76 
C03.當我喜愛的台灣獼猴遭到捕殺時，我會感到難

過 
3.61 0.80 

C04.看到有關台灣獼猴的資訊，會觸發我過去的回

憶 
3.23 0.71 

C05.我覺得我的個性跟我喜愛的台灣獼猴一樣，

如：警覺性、團結性…  
3.15 0.69 

C06.當他人稱讚我喜愛的台灣獼猴時，我會覺得很

高興 
3.34 0.70 

 
 
情感

依附 
 

C07.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壞人，會讓我聯想到爭地盤

時的台灣獼猴 
3.03 0.83 

3.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如表4-4所示，在問項中，平均數最高為「當我喜愛的台灣獼猴

遭到捕殺時，我會感到難過」 (3.61)，其次為「當他人稱讚我喜愛的

台灣獼猴時，我會覺得很高興」 (3.34)，平均數最低為「生活中若沒

有台灣獼猴，我會覺得失落」(3.00)。整體來說，遊客在烏山獼猴保

護區的遊憩體驗，都是非常良好的。標準差介於0.69 ~ 0.83，表示受

訪者對於解說活動服務態度的看法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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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環境態度分析 
    環境態度量表構面，共分為，「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永

續管理」共11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平均數如表4-5

所示。 

表4-5環境態度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平均

數 
標準

差  
構面

平均 
D01.我認為在生態旅遊的目的就只是接觸到自然環

境或是野生動物 
3.75 0.65 

D02.如要更近的觀察獼猴，我認為可以自行進入烏山

彌猴保護區 
3.58 0.69 

環境 
倫理 

D03.我認為這裡的環境被破壞，人類只是少了享受自

然之機會 
3.90 0.75 

3.74 

D04.我認為有較多的解說教育是很重要的 3.64 0.73 
D05.我認為保護烏山保護區的自然環境是一件緊急

的事情 
3.57 0.74 

D06.我認為在生態旅遊時，應樂意與當地人交談、了

解當地文化 
3.58 0.71 

D07.生態旅遊能保護自然環境和創造當地居民的就

業機會 
3.59 0.71 

D08.我認為生態旅遊中自然資源與當地居民生活及

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3.69 0.70 

環境 
教育 

D09.我認為在旅遊前，應預先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3.60 0.70 

3.61 

D10.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然生態 4.17 0.76 永續 
管理 D11.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 4.32 0.74 

4.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表4-5所示，在各構面中，平均數最高為永續管理(4.23)，其次

為環境倫理(3.74)，平均數最低為環境教育(3.61)；在各問項中，平均

數最高為「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與「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

護區，以維護自然生態」，其次為「我認為這裡的環境被破壞，人類

只是少了享受自然之機會」(反向題)。整體來說，遊客對於烏山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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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的環境態度，主要認為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

然生態、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標準差介於0.65 ~ 0.76，表示

受訪者對於烏山獼猴保護區的環境態度看法差異不大。 

4.2.5 保育意向分析 
    保育意向量表構面，共4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

平均數如表4-6所示。 

表4-6保育意向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平均

數 
標準

差  
構面平

均 
E01.我會向他人說明台灣獼猴保育的觀念以及重

要性分 
3.41 0.67 

E02.我會去搜尋有關烏山彌猴更多的資訊 3.41 0.68 
E03.我會與烏山彌猴保持適當的距離，不會造成彼

此的緊張與壓力 
3.70 0.75 

保育

意向 

E04.我會避免對烏山彌猴或其棲息地造成危害的

行為 
3.77 0.79 

3.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4.2.6 環境行為分析 
    環境行為量表構面，共共分為，「環境倫理」、「環境教育」4

題問項。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構面平均數如表4-7所示。 

表4-7環境行為描述性統計分析表(N=415)  
構面名

稱 
代號:題項 

平均

數 
標準差 

構面平

均 
F03.我會將我所製造的垃圾帶回 3.71 0.82 
F04.旅遊後，我會落實動物保護的概念 3.45 0.69 
F05.旅遊後，我會捐助經費給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3.01 0.87 
F06.旅遊後，我會樂意參與烏山彌猴保護區的解

說工作 
2.83 0.85 

生態管

理 

F07.旅遊後，我會自組或是參加與動物保育相關

之團體 
2.75 0.89 

3.15 

勸導遊

客 
F08.我看見其他遊客捕捉或傷害園區內的獼猴

時，我會勸導他 
3.46 0.7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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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我會理性勸導他人自行帶垃圾回家 3.55 0.77 
F10.在保護區中發現傷害彌猴的行為時，我會用

法律言詞宣導 
3.51 0.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信度分析 
    本研究運用SPSS For Windows 12.0 版進行因素分析來檢驗量表

中解說活動服務態度、遊客的愉悅感、情感依附、環境態度、保育意

向及環境行為各構面信度。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 係數來衡量問

卷的信度，Nunnally(1978) 認為其可接受信度值應為0.7 以上。

Cronbach’s α 係數若大於0.7表示信度良好，介於0.35 ~ 0.7 之間表

示尚可(林淑琍，民98)。依據蕭文龍(民96)建議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之題項。 

一、解說活動 

    經由分析後，各構面之解釋變異量、因素負荷量與Cronbach’s α 

值如表4-8所示，在解說活動服務態度量表中，題項解釋變異量為

61.07%。而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為0.929。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0.5。 

表4-8解說活動的品質因素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B01.解說員的服裝合宜。 0.76 
B02.解說員解說的內容易於了解。 0.80 
B03.解說員的解說可以幫助我更加瞭解獼猴保

護區。 
0.80 

B04.解說員的專業知識充足 0.80 
B05.解說員的解說音量適當且口齒清晰、流暢。 0.79 
B06.解說員懂得運用肢體語言來強化解說內

容。 
0.73 

B07.能察覺遊客的反應，並適時調整解說技巧。 0.75 
B08.解說員與遊客的互動良好。 0.80 

解說 
活動

品質 

B09.解說人員態度認真且親切。 0.80 

61.07%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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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解說人員表現出對我們的尊重與耐心解答

遊客的問題。 
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遊客愉悅感 

    經由分析後，各構面之解釋變異量、因素負荷量與 Cronbach’s α 

值如表 4-9 所示，在遊客愉悅感量表中，題項解釋變異量 58.049% 

。而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為0.735。而遊客愉悅感問項「a04：

這些體驗很好，但是我希望學到更多餵食技巧及獼猴知識」其因素負

荷量為0.48，因其因素負荷量低於0.5，予以刪除。其餘各題項之因素

負荷量皆大於0.5。 

表4-9遊客愉悅感因素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A01.此獼猴保護區是好玩的。 0.89 
A02.我很享受這些餵食體驗。 0.92 

遊客

愉悅

感 
A03.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是我最愉快

的體驗。 
0.74 

72.488% 0.8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情感依附 

經由分析後，各構面之解釋變異量、因素負荷量與Cronbach’s α 

值如表4-10所示，在情感依附量表中，題項解釋變異量為45.44%。而

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為0.796。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 

 

表4-10情感依附因素分析表(N=415)  
構

面

名

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 值 

C01.若有人嘲笑台灣獼猴，我會感到不高興 0.52 情

感 C02.生活中若沒有台灣獼猴，我會覺得失落 0.69 
45.44% 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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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當我喜愛的台灣獼猴遭到捕殺時，我會感

到難過 
0.66 

C04.看到有關台灣獼猴的資訊，會觸發我過去

的回憶 
0.68 

C05.我覺得我的個性跟我喜愛的台灣獼猴一

樣，如：警覺性、團結性…  
0.72 

C06.當他人稱讚我喜愛的台灣獼猴時，我會覺

得很高興 
0.73 

C07.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壞人，會讓我聯想到爭

地盤時的台灣獼猴 
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環境態度 

    本研究經分析後，在環境態度方面，子構面環境倫理之問項

「D02：看到生活棲息地越來越小的烏山台灣獼猴，很令人同情」、

因其因素負荷量低於0.5，予以刪除。經分析後，整體結果如表 。 

在環境態度量表中，各構面之題項解釋變異量分別為，環境倫理53.74

％；環境教育54.56％；永續管理87.45％；。而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環境倫理(0.569)；環境教育(0.831)；永續管理(0.856)。各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 

 
表4-11環境態度因素分析表(N=415) 

構

面 
名

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 值 

D01.我認為在生態旅遊的目的就只是接觸到自然

環境或是野生動物 
0.63 

D02.如要更近的觀察獼猴，我認為可以自行進入烏

山彌猴保護區 
0.76 

環

境 
倫

理 D03.我認為這裡的環境被破壞，人類只是少了享受

自然之機會 
0.80 

53.74% 0.569 

環 D04.我認為有較多的解說教育是很重要的 0.79 54.56%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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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我認為保護烏山保護區的自然環境是一件緊

急的事情 
0.78 

D06.我認為在生態旅遊時，應樂意與當地人交談、

了解當地文化 
0.82 

D07.生態旅遊能保護自然環境和創造當地居民的

就業機會 
0.77 

D08.我認為生態旅遊中自然資源與當地居民生活

及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0.64 

D09.我認為在旅遊前，應預先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0.62 
D10.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然生態 0.94 永

續 
管

理 

D11.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 
0.94 

87.45% 0.8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保育意向 

經由分析後，各構面之解釋變異量、因素負荷量與Cronbach’s α 

值如表4-12所示，在保育意向量表中，題項解釋變異量為68.05%。而

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為0.841。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 

 

表4-12保育意向因素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 值 

E01.我會向他人說明台灣獼猴保育的觀念以及重

要性 
0.81 

E02.我會去搜尋有關烏山獼猴更多的資訊 0.83 
E03.我會與烏山獼猴保持適當的距離，不會造成

彼此的緊張與壓力 
0.86 

保育

意向 

E04.我會避免對烏山獼猴或其棲息地造成危害的

行為 
0.80 

68.05% 0.8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環境行為 

    本研究經分析後，在環境行為方面，子構面生態管理之問項

「F01：我在保護區內發現獼猴會大聲驚呼」、「F02：旅遊途中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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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員，我會參與其解說活動」因其因素負荷量低於0.5，予以刪除。

經分析後，整體結果如表4-13。 

在環境行為量表中，各構面之題項解釋變異量分別為，生態管理 

62.99％；勸導遊客66.73％。而各構面之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生

態管理(0.847)；勸導遊客(0.75)。其餘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 

表4-13環境行為因素分析表(N=415)  
構面

名稱 
代號:題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 值 

F03.我會將我所製造的垃圾帶回 0.57 
F04.旅遊後，我會落實動物保護的概念 0.78 
F05.旅遊後，我會捐助經費給野生動物保育協

會 
0.84 

F06.旅遊後，我會樂意參與烏山彌猴保護區的

解說工作 
0.88 

生態

管理 

F07.旅遊後，我會自組或是參加與動物保育相

關之團體 
0.86 

62.99% 0.847 

F08.我看見其他遊客捕捉或傷害園區內的獼

猴時，我會勸導他 
0.78 

F09.我會理性勸導他人自行帶垃圾回家 0.85 
勸導

遊客 
F10.在保護區中發現傷害彌猴的行為時，我會

用法律言詞宣導 
0.82 

66.73% 0.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主要在瞭解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此檢測

解說活動對遊客愉悅感是否有顯著影響、遊客愉悅感對情感依附是否

有顯著影響、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是否有顯著影響、環境態度對保育

意向是否有顯著影響、保育意向對環境行為是否有顯著影響。 

4.4.1 解說活動的品質與遊客愉悅感之迴歸分析  

    本部份以解說活動設為自變項(X)，遊客愉悅感為依變項(Y)，並

使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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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表4-14所示，根據分析結果得知，解說活動對遊客愉悅感

有顯著影響。 

4.4.2 遊客愉悅感與情感依附之迴歸分析 
    本部份以遊客愉悅感設為自變項(X)，情感依附為依變項(Y)，並

使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4-14所示)，遊客愉悅感對情感依附並無高顯著影響。 

4.4.3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迴歸分析 
    本部份以情感依附設為自變項(X)，環境態度為依變項(Y)，並使

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如表4-14

所示)，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 

4.4.4環境態度與保育意向之迴歸分析 
    本部份以環境態度設為自變項(X)，保育意向為依變項(Y)，並使

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如表4-14

所示)，環境態度對保育意向有顯著影響。 

4.4.5保育意向與環境行為之迴歸分析 
    本部份以保育意向設為自變項(X)，環境行為為依變項(Y)，並使

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結果顯示(如表

4-14所示)，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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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迴歸分析表 

(自變項) 依變項 標準化係數(β) T 值 顯著性 

解說活動的品

質 
遊客愉悅感 0.308 6.588*** 0 

遊客愉悅感 情感依附 0.088 1.787* 0.075 
情感依附 環境態度 0.328 7.062*** 0 
環境態度 保育意向 0.427 9.590*** 0 
保育意向 環境行為 0.518 12.303*** 0 
註：*P≦0.1 **P≦0.01 *** P≦0.001   

 
    此外由研究結果亦可發現(參見圖4-1)，遊客的愉悅感對於情感依

附顯著性不高 (β = 0.008,t = 1.787*)，然情感依附對於環境態度

確有顯著之影響(β = 0.328,t = 7.062***)，與前述模式之建構所推

理之情感依附會影響遊客環境態度一致，但從愉悅感之增加(切入)企

使改變遊客之環境態度，似乎又不太需要透過遊客對地方或物種產生

情感上之連結始能達成(因愉悅感至對情感依附之影響並不顯著)，因

此以下將探討情感依附之干擾效果，結果如下節所示。 

 

 
註：*P≦0.1 **P≦0.01 *** P≦0.001 
 

圖 4-1 觀光餵食關係圖(模式一) 
 
 



 46 

4.5 干擾分析 

4.5.1檢驗分組的有效性 
    以下將考慮遊客之情感依附此一變項在遊客愉悅感對環境態度

之影響中是否扮演一干擾角色。換言之，對樣本族群中屬於高(或低)

情感依附之遊客，其愉悅感對環境態度之影響是否具增強(或減少)之

效果。故以下先進行情感依附族群之分組，首先對樣本族群依其情感

依附計算區隔分數。計算方式如下:首先由情感依附量表之統計結果

(表4-10)中萃取出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再由情感依附描述性統計分

析表(表4-4)萃取出各題項之平均數，彙整如表4-15。再將各問項之因

素負荷量乘上其所對應之平均數：

(0.52*3.32)+(0.69*3)+(0.66*3.61)+(0.68*3.23)+(0.72*3.15)+(0.73*3.34)

+(0.7*3.03)=15.20 

加總之後再除以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之加總：

3.32+3+3.61+3.23+3.15+3.34+3.03=4.7 

得出一加權平均分數：15.2/4.7=3.23 

表4-15 情感依附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及平均數 

題項編號 因素負荷量 平均數 

1 0.52 3.32 
2 0.69 3 
3 0.66 3.61 
4 0.68 3.23 
5 0.72 3.15 
6 0.73 3.34 
7 0.7 3.03 

 

再以此加權平均(3.23)作為區隔，分數高於3.23者之樣本可視為

具高情感依附者(簡稱高分組)，反之則歸類為低情感依附者(簡稱低分

組)，在已分群完成的情況下，為檢驗分群的有效性，以獨立樣本T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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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驗分組之有效性如表4-16。 

    為檢驗高、低分組於干擾變數的認同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陳寬

裕，民99)，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的目

的，在於證明不同組別是有顯著差異的。由表4-16可以看出t值為

-27.1306、-26.2371，顯著性為0.000小於0.05，顯著，故可推論低分

組與高分組中的受訪者，對情感依附確實是存在著顯著差異的，再由

表4-16「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欄」中可發現，其上下界皆屬於負值，

也就是說「低分組減高分組」的範圍落在負數區間，而此結論也在次

說明，目前我們的分組狀態是有效的、有意義的，因而進行下列的干

擾分析。(陳寬裕，民99) 

表4-16獨立樣本T檢定表 
變異數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差異的 95% 信賴

區間 
 

F 檢定 
顯著

性 
t 自由度 

顯著

性 
(雙尾) 下界 上界 

情

感

依

附 

假設變異

數相等 
45.66489 0.000 -27.1306 413 0.000 -0.8678 -0.75054 

 
不假設變

異數相等 
  -26.2371 313.0683 0.000 -0.8698 -0.74849 

     

4.5.2 分組進行干擾分析 
    本節主要檢測情感依附因子是否於遊客愉悅感與環境態度之變

數間扮演一干擾之角色，亦即對不同情感依附之遊客群施測，是否在

愉悅感與環境態度間之因果關係中呈現顯著變化。 

    首先，在被歸類為高情感依附之遊客，亦即情感依附得分高於

3.23分者，這些情感依附高的遊客，遊客愉悅感的增加並不會顯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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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環境態度(β = 0.14,t = 1.814)，如圖4-2。因為這些遊客本身就

對其此物種或地區有著情感上的依附，所以自然而然對此地區的環境

態度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並不會因為遊客愉悅感的上升，而對環境

態度會有更深的影響。 

 
                 圖4-2干擾分析圖 

                (高分組N=191) 
 

    接著，本研究針對情感依附較低得分(小於3.23)之遊客群，遊客

愉悅感與環境態度因果關係檢測中發現，隨著遊客愉悅感的增加環境

態度會顯著提升(β = 0.221,t = 2.796**)，如圖4-3。 

 
                 圖4-3干擾分析圖 
                  (低分組N=224) 

4.5.3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迴歸分析 
本節以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設為自變項(X)，環境態度為依變

項(Y)，並使用迴歸分析中的強迫進入變數法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

果如表4-17及圖4-4所示，根據分析結果得知，高分組的遊客愉悅感

對環境態度並無顯著影響(僅達P≦0.1)，而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有非

常顯著影響(達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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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迴歸分析表 
(高分組N=191) 

構面名稱 
(自變項) 

標準化係數(β) T 值 顯著性 

遊客愉悅感 0.125 1.835* 0.068 

情感依附 0.339  4.988*** 0.000 

註：*P≦0.1 **P≦0.01 *** P≦0.001 
依變項為環境態度；使用迴歸分析之強迫進入變數法 

 

 
圖4-4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分析圖(高分組) 

 

    在低分組方面，結果顯示(參見表4-18及圖4-5)低分組的遊客愉悅

感對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而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並無顯著影響。 

表4-18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迴歸分析表 
(低分組N=224) 

構面名稱 
(自變項) 

標準化係數(β) T 值 顯著性 

遊客愉悅感 0.142 2.137* 0.034 

情感依附 0.073 1.096 0.274 

註：*P≦0.1 **P≦0.01 *** P≦0.001 
依變項為環境態度；使用迴歸分析之強迫進入變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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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遊客愉悅感、情感依附與環境態度之分析圖(低分組) 

 

雖然表 4-17 顯示高分組的遊客其情感依附對環境態度之影響相

對於愉悅感甚為顯著，且由迴歸係數β值之觀點而言，情感依附之β

值(0.339)大於遊客愉悅感(β=0.125)之作用，因此以下將依 Kutner, 

Nachtsheim, Neter et al. (2005)之建議，檢定情感依附(β=0.339)是否真

的大於遊客愉悅感(β=0.125)。一般而言是利用額外平方和來檢定迴

歸係數，然有時迴歸係數的檢定並不是針對單一或多個β K ＝0，則

無法使用額外平方和，所以一定要分別配適全模型與縮減模型以進行

檢定。相關原理簡述如下: 

以圖 4-4 來看，遊客愉悅感(X1)以及情感依附(X2)分別是影響環境

態度之獨立變數，環境態度為依變數(Y)，β 則為獨立變數與依變數間

進行複迴歸時之迴歸係數，因此原始之複迴歸模型可表示如下(1)

式，或稱全模型。 

全模型：Y i ＝β 0＋β 1X 1i ＋β 2 X 2i ＋ε 1       (1) 

若β 1＝β 2 ＝β 

則有縮減模型如下： 

Y i ＝β 0＋β 1x ＋β 2x ＋ε 2 ＝β 0＋β(x 1＋x 2 )＋ε 2     (2) 

因此，以下是吾人所欲檢定之假設： 

H 0：β 1＝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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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1：β 1≠β 2  

透過 F 檢定可進行可確定β 1≠β 2 是否成立。假若 H1成立，則表 4-17

情感依附之β值(0.339)大於遊客愉悅感(β=0.125)之作用說法成立。 

F檢定統計量之公式如下: 

 
以下迴歸係數利用額外平方和檢定迴歸係數，配適全模型可得到誤差

平方和 SSE(F) =3201，全模型中有兩個參數，所以自由度為 Fdf =n-2。

配適此縮減模型後，可得到誤差平方和 SSE(R) =3362，自由度為

Rdf =n-1。計算如下：{(3362-3201)/1}/(3201/189)=9.52 

經由查表，發現其 F 檢定值 9.52 大於 F(0.05；190,189)=1.3，故

結論拒絕 H 0，所以高分組的遊客，情感依附之β值(0.339)的確大於

遊客愉悅感(β=0.125)(參見圖 4-4)，亦即對此群組之遊客而言，在此

遊憩場域其環境態度之改變主要與「人與動物間之感情連結程度」有

關，至於遊憩之愉悅感影響則相對較小。 

 

4.6分析結果 
    經由上述研究分析得到以下驗證假設之結果： 

驗證假設一(Ｈ1)：經過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解說活動對遊客

愉悅感有正向影響，即遊客會因解說活動不同而有不同的愉

悅感，解說活動越好，則愉悅感越高；解說活動越差，則愉

悅感越低。 

驗證假設二(Ｈ2)：經過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遊客愉悅感對情

感依附並無高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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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假設三(Ｈ3)：經過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遊客的情感依附

對環境態度有正向影響，即遊客的環境態度會因遊客的情感

依附不同而有不同的環境態度，遊客的情感依附越高，則環

境態度越高；遊客的情感依附越低，則環境態度越低。 

驗證假設四(Ｈ4)：經過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遊客的環境態度

對保育意向有正向影響，即遊客的保育意向會因遊客的環境

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保育意向，遊客的環境態度越高，則保

育意向越高；遊客的環境態度越低，則保育意向越低。 

驗證假設五(Ｈ5)：經過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遊客的保育意向

對環境行為有正向影響，即遊客的環境行為會因遊客的保育

意向不同而有不同的環境行為，遊客的保育意向越高，則環

境行為越高；遊客的保育意向越低，則環境行為越低。 

    由上述驗證假設之結果，可以得出，修正過後之關係圖，如下圖

4-6。 

 

圖 4-6 觀光餵食關係圖(模式二) 
 

 此外情感依附應屬遊客愉悅感與環境態度間之干擾變數；對目標

物種具不同程度情感依附屬性之遊客，其環境態度改變之前因分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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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感以及情感依附(連結)有關，茲分述如下。 

(1) 對於高情感依附族群的遊客而言，愉悅感以及情感依附雖然對環

境態度之影響都有顯著，但顯著性不同(複迴歸分析知，參見4.5.3

節)；且經過前述之F檢定又可知，在此族群，環境態度主要受情感依

附之高低影響(因為情感依附之β值高於愉悅感之β值)。  

(2) 對於低情感依附族群的遊客而言，環境態度的提升與遊客的愉悅

感有顯著及正向的關係。愉悅感以及情感依附雖然對環境態度之影響

都有顯著，但顯著性不同，在此族群，環境態度主要受遊客愉悅感之

高低影響(因為遊客愉悅感之β高於情感依附之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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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嘗試提出整合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野生動物餵食觀光

的模式，強調當一景點在評估適合發產餵食觀光之後，應視餵食活動

作為一強有力的吸引因子，以做為吸引遊客前來以及教育遊客之利

基，活動的過程應強制導入解說活動以導正遊客行為及促進遊客體驗

過程之愉悅感，而當遊客能在餵食體驗過程中獲得愉悅及滿足後，始

有機會讓遊客喜歡這景點及物種，而當喜歡上該物種之後，才有可能

談該物種之生態教育。誠如 Orams(1997)所言，遊客是不喜歡被教育

的；單方面的保育知識傳達，只可能累積知識，但卻對行為的改變，

無動於衷。 

本節根據前章實證分析結果，獲得本研究結果，並根據各項實證

分析結果做出具體結論，並提出實務上之建議以供經營管理者參考，

並提出以下結論： 

一、解說活動對於遊客的愉悅感的影響 

根據研究果發現，解說活動的品質對於遊客的愉悅感有顯著關

係。這表示遊客會因解說活動的好壞而有不同的愉悅感，解說活動越

好，則愉悅感越高；解說活動越壞，則愉悅感越低。張明洵與林玥秀

（2002）認為透過適當的解說可使自然及人文資源獲得保護，以減少

遊客從事遊憩活動時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及使遊客體驗到愉悅的感

受。 

這就表示，解說人員為遊客之間的溝通工具，藉由傳遞環境知識

訊息及帶領遊客親身體驗，使遊客與環境有所接觸及了解，進而欣賞

與提升遊憩體驗，最後產生保護和保育環境的行動，達到環境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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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 

二、遊客的愉悅感對於情感依附的影響 

本研究最初認為當提升遊客知愉悅感之後也要提升人與野生動

物之間情感，在產生情感依附之後始可能產生環境(或保育)態度之改

變(如模式一所示)。唯研究結果顯示，遊客愉悅感對情感依附並無顯

著影響；但若將遊客樣本依對目標物種之情感依附深淺程度作區隔，

卻可發現低情感依附屬性之遊客(相對於高情感依附者)，愉悅感之增

加對後續所要探討之保育態度影響較大，反之則較小，顯見情感依附

應扮演一干擾變數之角色(如模式二示)。 

三、遊客愉悅感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 

而在遊客愉悅感對於環境態度中，可以發現在情感依附高分組的

遊客中，遊客愉悅感方面並不會對環境態度有其極大的影響。因為這

些遊客本身就對其此物種或地區有著情感上的依附，所以自然而然對

此地區的環境態度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並不會因為遊客愉悅感的上

升，而對環境態度會有更深的影響。相反的，對目標物種低情感依附

之遊客，環境態度則主要受其體驗過程之愉悅感影響。 

四、環境態度對於保育意向的影響 

遊客的環境態度對保育意向有正向影響，即遊客的保育意向會因

遊客的環境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保育意向，遊客的環境態度越高，則

保育意向越高；遊客的環境態度越低，則保育意向越低。Orams(1997)

的研究顯示，遊客對於環境態度的提升，會促使保育意向也會有著顯

著的提升，這說明了改變遊客的環境態度，會對其保育意向有著提升

的效果。 

五、保育意向對於環境行為的影響 

遊客的保育意向對環境行為有正向影響，即遊客的環境行為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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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的保育意向不同而有不同的環境行為，遊客的保育意向越高，則

環境行為越高；遊客的保育意向越低，則環境行為越低。藉由傳遞環

境知識訊息及帶領遊客親身體驗，使遊客與環境有所接觸及了解，進

而欣賞與提升遊憩體驗，最後產生保護和保育環境的行動，達到環境

教育之最終目的。 

5.2 研究貢獻 

本研究之主要貢獻為發現情感依附於觀光餵食之整合模型中所

扮演之干擾角色，並提出實務操作過程所應著重之重點。分述如後：

對不同區域參與觀光餵食之遊客而言，其對目標物種之情感依附或有

不同，而此不同除了與地區性不同有關外，與推演之時間亦有關聯。

換言之，當某一區域進行觀光餵食活動之初，遊客對目標物種或許認

識不多，遑論與其之間有情感之連結，此時期之遊客或該地點之遊客

可視為具第一階段遊客屬性之遊客；待活動已能順利進行一段時日，

遊客對目標物種已大致具備情感依附之關係時，可視為第二階段。不

同階段其所對應實務上之操作重點有所不同，以第一階段來說，亦即

遊客對獼猴較不具情感依附之狀況，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對此類低情

感依附的遊客，遊客愉悅感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具有顯著性(β = 

0.142,p = 2.137*)，而情感依附此一變項對於環境態度卻沒顯著性的

影響(β = 0.073,p =1.096)。因此若遊客的愉悅感越高，則對其環境

態度會有更深的影響力，此研究結果呼應 Orams(1997)的論點。簡言

之，此一階段若想從活動過程促進遊客環境態度之增加，應著力於體

驗過程之愉悅感，而非將資源放在連結遊客與獼猴之關係上。具體作

法包括如: 針對這些遊客，透過在解說活動中，增強其服務項目，包

含餵食獼猴技巧的宣導，以及讓園區的整潔度能更加提高，增強服務

人員的態度，讓遊客初到此地，就能感受到服務人員的熱心。遊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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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感，是經由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接觸、感受及參與活動所產生出

對自己心裡上的滿足感，並會使得遊客的身心感到非常的愉快及高

興。藉由觀光客與動物間之親近，更會讓遊客覺得他們與自然之間有

所互動(Orams, 2002)，而這類與自然間互動之需求對人類而言是重要

的。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生動物餵食遊程，除了可

提升遊客之滿意度與愉悅感外，也升當地之經濟收入，更可讓遊客喜

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進而建立人與野生動物間之良好互

動，有些遊客甚至會因此而投入保育野生動物的行列(Orams, 1997)。

因此在實務上業者之操作重點及遊客環境行為之形塑流程可示如圖

5-1 (a)。 

第二階段則為遊客對獼猴具高情感依附之情況。本研究發現，對

於高情感依附的遊客來說，遊客愉悅感對於環境態度並沒有顯著性的

影響(β=0.125,p=1.835*)，而情感依附對於環境態度則有顯著性的影

響(β=0.339,p=4.988***)。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階段或具備此階段屬

性之遊客區域，若一味訴求遊客體驗之愉悅感並不會促成較多之環境

態度改善，反而是此階段應將操作重點擺在「連結、強化人與獼猴之

關係」。事實上，因為此類遊客本身就對獼猴有著情感上的連結，因

此其環境態度並非主要來自體驗愉悅感之影響。所以對此族群之遊客

來說，增加其與獼猴間之情感依附會對環境態度有更積極的想法。具

體的作法如：獼猴命名、獼猴認養活動或強化知識性之教育活動，此

外在解說之過程應著重在人與獼猴關聯之故事或有關獼猴感性之故

事(如強調其彼此間之合作或其母愛，或獼猴與人之相似之處)，使遊

客對獼猴產生共鳴，此外在有配套管理之情況下，讓更多遊客能親自

參與與獼猴之互動體驗(前一階段則較不建議)，以促使遊客對獼猴情

感上的連結更強，皆可促使其對環境態度有著更深的影響。在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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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之操作重點及遊客環境行為之形塑流程可示如圖5-1 (b)。 

 
圖5-1 具不同屬性遊客階段之觀光餵食操作重點建議 

5.2.建議 

本研究建議，目前烏山獼猴保護區的觀光餵食活動，應有解說志

工的加入，餵食活動應配合環境、生態解說的進行。因此烏山地區若

能對遊客行為有所規範與限制，並有配套之管理措施(如餵食區域劃

設、餵食技巧的指導、以及解說活動的介入等)，對觀光經濟的發展

以及生態保育未嘗不是件好事；期盼本研究能使大眾重新省思定位人

與野生動物間之關係，透過與野生動物間之和平共存，進而達到互利

共生。 

以第一階段來說，亦即遊客對獼猴較不具情感依附之狀況，在此

階段中所需要的即為－針對這些遊客，透過在解說活動中，增強其服

務項目，包含餵食獼猴技巧的宣導，因為當遊客如果來到此園區，沒

有事前參加解說活動的話，遊客可能會因為不純熟的餵食技巧，而導

致遊客在餵食活動過程中會有驚嚇、受傷的情況，藉此讓遊客能有更

高的愉悅感，事前的解說活動是必要的。經由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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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感受及參與活動所產生出對自己心裡上的滿足感，並會使得遊

客的身心感到非常的愉快及高興。觀光客與動物間之親近，更會讓遊

客覺得他們與自然之間有所互動(Orams, 2002)，而這類與自然間互動

之需求對人類而言是重要的，在國外許多案例已指出，管理得當的野

生動物餵食遊程，除了可提升遊客之滿意度與愉悅感外，也升當地之

經濟收入，更可讓遊客喜歡親近自然，喜歡親近野生動物。 

第二階段則為遊客對獼猴具高情感依附之情況，針對這些遊客，

增加其情感依附則對環境態度會有更積極的想法，具體的作法如：獼

猴命名、獼猴認養活動或強化知識性之教育活動，此外在解說之過程

應著重在人與獼猴關聯之故事或有關獼猴感性之故事，使遊客對獼猴

產生共鳴，此外在有配套管理之情況下，讓更多遊客能親自參與與獼

猴之互動體驗，促使遊客對獼猴情感上的連結更強，並進而對其環境

態度有著更深的影響。 

以下建議園區內可以改善的方式：  

1. 解說活動方面：可做導覽影片提供給固定行程的遊覽車，做事前

的宣導。 

2. 遊客愉悅感方面：對於小孩的安全管理，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入

口處能有更明顯的園區指標。 

3. 情感依附方面：在園區內可增加台灣獼猴之基本介紹。 

4. 環境態度、保育意向、環境行為方面：園區可做導覽手冊，提供

一些正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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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瞭解烏山獼猴保護區，野生獼猴

餵食實際體驗的看法，而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成功的最大關鍵。問

卷採不記名方式，全部資料僅作統計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

填寫。最後懇請您撥冗協助填答問卷，謝謝您的熱心參與。 
敬祝您  順 心 如 意 

 南華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許澤宇 博士 
                  研 究 生 ： 黃韋傑 敬上 

第一部分：請您針對觀光餵食實際體驗的愉悅感，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

□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此獼猴保護區是好玩的 □ □ □ □ □ 
2.我很享受這些餵食體驗 □ □ □ □ □ 
3.我對這些餵食體驗有點失望 □ □ □ □ □ 
4.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是我最愉快的體驗 □ □ □ □ □ 
5.相較於餵食其他動物的活動，這些體驗不如我想像的好 □ □ □ □ □ 
6.這些體驗很好，但是我希望學到更多餵食技巧及獼猴知識 □ □ □ □ □ 

第二部分：請您針對解說活動，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解說員的服裝合宜 □ □ □ □ □ 
2. 解說員解說的內容易於了解 □ □ □ □ □ 
3. 解說員的解說可以幫助我更加瞭解獼猴保護區 □ □ □ □ □ 
4. 解說員的專業知識充足 □ □ □ □ □ 
5. 解說員的解說音量適當且口齒清晰、流暢 □ □ □ □ □ 
6. 解說員懂得運用肢體語言來強化解說內容 □ □ □ □ □ 
7. 解說時間安排妥當 □ □ □ □ □ 
8. 解說的參觀路線安排得當 □ □ □ □ □ 
9. 能察覺遊客的反應，並適時調整解說技巧 □ □ □ □ □ 
10.解說員與遊客的互動良好 □ □ □ □ □ 
11.解說人員態度認真且親切 □ □ □ □ □ 
12.解說人員表現出對我們的尊重與耐心解答遊客的問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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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請您對烏山獼猴保護區的依戀感，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中

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若有人嘲笑台灣獼猴，我會感到不高興 □ □ □ □ □ 
2. 生活中若沒有台灣獼猴，我會覺得失落 □ □ □ □ □ 
3. 當我喜愛的台灣獼猴遭到捕殺時，我會感到難過 □ □ □ □ □ 
4. 看到有關台灣獼猴的資訊，會觸發我過去的回憶 □ □ □ □ □ 
5. 我覺得我的個性跟我喜愛的台灣獼猴一樣，如：警覺性、團 □ □ □ □ □ 
6. 當他人稱讚我喜愛的台灣獼猴時，我會覺得很高興 □ □ □ □ □ 
7. 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壞人，會讓我聯想到爭地盤時的台灣獼猴 □ □ □ □ □ 

第四部分：請您對烏山獼猴保護區的環境態度，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

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在生態旅遊中享受自然資源是理所當然，不應限制人 □ □ □ □ □ 
2. 我認為在生態旅遊的目的就只是接觸到自然環境或是野生動 □ □ □ □ □ 
3. 我認為生態旅遊地的自然、人文資源是較脆弱易受傷害 □ □ □ □ □ 
4. 我認為在旅遊後應捐助經費以保護當地資源 □ □ □ □ □ 
5. 我認為有較多的解說教育是很重要的 □ □ □ □ □ 
6. 我認為保護烏山保護區的自然環境是一件緊急的事情 □ □ □ □ □ 
7. 我認為在生態旅遊時，應樂意與當地人交談、了解當地文化 □ □ □ □ □ 
8. 看到生活棲息地越來越小的烏山台灣獼猴，很令人同情 □ □ □ □ □ 
9. 生態旅遊能保護自然環境和創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 □ □ □ □ □ 
10.如要就近觀察獼猴，我可以自行在獼猴出沒的地方直接餵食 □ □ □ □ □ 
11.我認為烏山獼猴保護區內應增加舒適人工化設施(如涼亭、餐 □ □ □ □ □ 
12.我認為在烏山保護區內發展觀光遊憩比資源保育更重要 □ □ □ □ □ 
13.看到被捕捉的獼猴，我心裡沒有什麼感受 □ □ □ □ □ 
14.我認為這裡的環境被破壞，人類只是少了享受自然之機會 □ □ □ □ □ 
15.我認為生態旅遊中自然資源與當地居民生活及文化是息息相 □ □ □ □ □ 
16.我認為在旅遊時，不需配合當地野生動植物的習性 □ □ □ □ □ 
17.我認為在進行生態旅遊時，不喜歡遇到大型旅遊團(20 人以 □ □ □ □ □ 
18.在旅遊時有解說員的帶領會感到不自由 □ □ □ □ □ 
19.我認為在旅遊前，應預先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 □ □ □ □ 
20.在烏山獼猴保護區，只要人類活動的數量很少，對環境是沒 □ □ □ □ □ 
21.政府應該多設立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然生態 □ □ □ □ □ 
22.維護自然資源是大家的責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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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請您對烏山獼猴保護區的保育意向，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

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會向他人說明台灣獼猴保育的觀念以及重要性 □ □ □ □ □ 
2. 我會去搜尋有關烏山獼猴更多的資訊 □ □ □ □ □ 
3. 我會與烏山獼猴保持適當的距離，不會造成彼此的緊張 □ □ □ □ □ 
4. 我會避免對烏山獼猴或其棲息地造成危害的行為 □ □ □ □ □ 

第六部分：請您對烏山獼猴保護區的環境行為，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在適當的□

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在保護區內發現獼猴會大聲驚呼 □ □ □ □ □ 
2. 我看見其他遊客捕捉或傷害園區內的獼猴時，我會勸導 □ □ □ □ □ 
3. 旅遊途中若遇解說員，我會參與其解說活動 □ □ □ □ □ 
4. 我會理性勸導他人自行帶垃圾回家 □ □ □ □ □ 
5. 我會將我所製造的垃圾帶回 □ □ □ □ □ 
6. 在保護區中發現傷害獼猴的行為時，我會用言詞制止 □ □ □ □ □ 
7. 旅遊後，我會落實動物保護的概念 □ □ □ □ □ 
8. 旅遊後，我會捐助經費給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 □ □ □ □ 
9. 旅遊後，我會樂意參與烏山獼猴保護區的解說工作，或 □ □ □ □ □ 
10.旅遊後，我會自組或是參加與動物保育相關之團體 □ □ □ □ □ 

第七部份：基本資料 

1﹒性別：     □男      □女 

2﹒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其他_________ 

3﹒年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

以上  

4﹒教育程度：□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及以

上 

5﹒職業：□學生  □農林漁牧  □軍公教  □服務業  □製造業  □工商業  □
科技業   

□自由業 □家管  □已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請註明) 

6﹒平均月收入(學生或家管請以可支配零用錢來勾選)： 

□10,000 元以下        □10,001~20,000 元    □20,001~30,000 元    □
30,001~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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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50,000 元     □50,001~60,000 元    □60,001 元以上 

7﹒請問您最近一年內曾經造訪次數： □1 次~2 次  □3 次以上   

8﹒居住地區 ：□ 北部 □ 中部 □ 南部 □ 東部 □ 離島 □ 其他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