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旅 遊 管 理 碩 士 班 碩 士 論 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PROGRAM OF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交通運輸與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及旅遊效益

之關係-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PORT , TOURISM MOTIVATION , 

TOURISM IMAGE , TOURISM QUALITY AND TOURISM BENEFITS – A CASE 

STUDY OF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研 究 生：林龍江 

GRADUATE STUDENT: LIN, LUNG-CHIANG 

 

指導教授：莊鎧溫博士 

ADVISOR: CHUANG, KAI-WAYNE, Ph.D.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五   年   六  月 



 
 
 
 
 
 
 
 
 
 
 
 

 



 
 
 
 
 
 
 
 
 
 
 
 

 

i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碩士班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交通運輸與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及旅遊效益之關係-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 

研 究 生:林龍江                             指導教授:莊鎧溫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異地旅遊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2016年起全面勞工實施週休二日，

更突顯旅遊的重要性，緊鄰大台北地區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是一個交通運輸

便利且頗享盛名的旅遊熱門地方。本研究以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

質、旅遊效益為切入點來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旅客的相關旅遊行為，並以

使用自行車、機車、自用汽車與公共運輸四類交通工具的遊客作為實地調

查之對象，共實發問卷420分，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5.24％。研究結果顯示：

(1)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有正向顯著影響。(2)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有正向

顯著影響。(3)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有正向顯著影響。(4)旅遊品質對旅遊

意象有正向顯著影響。(5)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有正向顯著影響。(6)旅遊

品質對旅遊效益有正向顯著影響。(7)旅遊意象對於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

間存在部份中介效果。(8)旅遊品質對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存在部分中

介效果。 

 

關鍵詞: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旅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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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as a part of modern life in different places, from 2016 in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r day weekend, but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ourism in the region close to 

Taipei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is a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renowned for the 

popular tourist areas. In this study, tourism motivation, tourism image, tourism quality and 

tourism benefit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tourism-related behavior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isitors, and the use of bicycles, motorcycles, cars and public transport for 

personal use four types of transport tourist spot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 total of 420 

questionnaires,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95.24%. The results show: (1) travel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ourism image. (2) Travel motivatio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ravel. (3) Travel motive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benefits. (4) the quality of tourism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image. (5) significant tourism imag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benefits. (6) the 

quality of tourism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benefits. (7) partially 

mediated effects for tourism image between travel motivations and tourism benefits exist. (8) 

partially mediated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tourism between tourism motivation and tourism 

benefits exist. 

 

Keywords: tourism motivation, tourism imag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tourism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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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

三節為研究對象與範圍，第四節為研究架構，第五節為研究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休閒旅遊已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每逢假日，旅遊景點必定充滿

車潮與人潮，尤其大台北地區人口眾多，社會競爭與生活步調壓力大，

鄰近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是一個可以讓人休閒放鬆與郊山健走的好去處。

陽明山有許多遊憩據點及眾多遊客(詳表 1.1)，當國人從事國內旅遊時，

使用交通工具仍為自用汽車而非使用大眾運輸工具(詳表 1.2)，然而自用

汽車大量上山，造成停車位嚴重不足現象，以致自用汽車大量違停造成

馬路雍塞，客訴抱怨迭起，降低旅遊品質 

2016年起全面勞工實施週休二日，更突顯交通運輸與旅遊關係的探

討是一大課題。陽明山國家公園平時周休二日、連續假日及各種花季活

動期間雖有一般性交通管制措施，但上山路線四通八達，大批自用汽車

者仍自行尋找未管制路線上山，造成交通壅塞、旅遊品質下降。上山遊

客因使用不同交通運輸工具者，如騎自行車、機車、駕駛自用汽車或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皆會有不同旅遊需求，因此如何來解析這些人潮、車

潮旅遊誘因並探討山上各個遊憩據點、自然景觀、公園環境與旅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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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之間關係等問題。 

表 1.1遊憩據點遊客人數統計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陽明山國家公園(2014) 

表 1.2遊憩據點車輛次統計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 陽明山國家公園(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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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遊客選擇不同的交通運輸工具與旅遊動機、旅

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等互相影響的關係，期望達成的研究目的

如下。 

一、瞭解交通運輸工具與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的

構面關係。 

二、探討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的影響關係 

三、探討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的影響關係 

四、探討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影響關係 

五、探討遊客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的影響關係 

六、探討遊客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的影響關係 

七、探討遊客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的影響關係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問卷的對象是以自行車、機車、自用汽車、大眾運輸工具等

四類不同的上山遊客進行發放。問卷發放範圍以陽明山硫磺谷、龍鳳谷、

陽明公園、冷水坑、擎天崗、小油坑、二子坪、巴拉卡公路與竹仔湖等

範圍內之所有搭乘不同交通運輸工具的旅客進行研究，進而探討旅遊動

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之關係，並建構其影嚮關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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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架構 

本研究從研究背景與動機來說明本研究對於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旅遊

的遊客因使用不同的旅遊交通工具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

旅遊效益之間的關係認知。首先蒐集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相關文獻與旅

遊資訊，同時思考研究架構與構面後，再針對交通運輸與旅遊動機、旅

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等國內外學者相關文獻、官網網頁、論文

及期刊等資料加以彙整出相關構面變數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依據研

究構面與變數之相關文獻資料，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假設，並參考

各文獻提出各項變數的相關預試問卷內容草案，經由專家修正問卷內容

後來進行預試作業，並依照項目分析來修正問卷題項。然後親赴陽明山

國家公園進行正式問卷調查作業，並將回收問卷加以整理出有效問卷，

再將有效問卷資料利用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分析與歸納。最後依據歸納

分析研究結果來整理出本研究的結論，並且提出陽明山國家公園旅遊發

展現況的問題，提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單位參考，作為旅遊品

質改善的依據，與維持環境永續發展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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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動機與背景確立 

研究目的與對象 

相關文獻探討 

資料整理與分析研究 

結論與建議 

問卷設計、分析與修正、實施 

研究假設與架構確立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利用相關研究文獻來進行回顧與探討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遊客們所使用的交通運輸工具與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

效益等互相影響的關聯性。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介紹，第二節為旅遊動機的探討，第三節為旅遊意象的探討，第四節為

旅遊品質的探討，第五節為旅遊效益的探討，第六節為交通運輸與旅遊

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及旅遊效益等各項構面互聯關係與假設推導

探討，並作為本研究在做設計問卷時的理論依據。 

 

2.1 陽明山國家公園介紹 

陽明山國家公園緊鄰台北都會區如圖 2.1，全區以大屯火山群彙為主，

因火山活動造成的錐狀山體、硫氣孔、地熱與溫泉等各類遊憩據點如圖

2.2，皆非常具有研究及娛樂的價值。 

依據國家公園網路資料統計得知 103年到各遊憩據點旅遊遊客達

4,106,840人次，使用各類交通運輸工具更達 420,766車次之多(如表

1.1)，其中機車為 27.5%、小型車為 70%、中型車為 1.2%、大型車為 1.3%(如

表 1.1)、由此可見，交通運輸對遊客到各遊憩據點旅遊有著非常重要的

影響因素。 



 
 
 
 
 
 
 
 
 
 
 
 

 

7 

 

 

 

 

 

 

 

 

圖 2.1 道路指引地圖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陽明山國家公園(2014) 

 

 

 

 

 

 

 

圖 2.2 各類遊憩據點、步道與生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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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憩據點部分簡要介紹如下:遊客中心如圖 2.3，具有規劃的解說

展示空間，主要區分為前門大廳、生態體驗區、人文特展區、中庭展場

等區域且前門大廳設有服務台並提供遊客下列服務，預約解說導覽、視

聽節目播放、提供遊憩諮詢、遊客建議諮詢、生態體驗展示、人文展示、

特展等。另提供解說導覽機台，具遊憩資訊導覽、解說員解說影音導覽、

電子書及影音出版品閱覽等功能、免費無線上網(iTaiwan)、免費手機充

電、飲水機、輪椅免費出借、販賣部紀念品及簡易餐飲販售等。 

 

 

 

 

 

 

 

圖 2.3 遊憩據點_遊客中心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陽明書屋如圖 2.4，興建於民國 58年至 59年間，昔為先總統蔣公接

待國內外貴賓及夏日避暑之處，今日則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人文史

蹟建物之一，並提供遊客諮詢及導覽解說等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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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遊憩據點_陽明書屋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小油坑如圖2.5，為一處後火山活動地質景觀區，位於七星山西北麓，

由陽金公路的小觀音站右轉可達觀景步道，海拔約 805公尺，以「後火

山作用」所形成之噴氣孔、硫磺結晶、溫泉及壯觀的崩塌地形最具特色。 

 

 

 

 

 

 

圖 2.5 遊憩據點_小油坑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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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坪如圖 2.6，為大屯主峰與二子山之間的火山凹地道路平坦、地

勢寬廣開闊，氣候溫和、林相複雜，植物種類繁多，非常適合遊客賞蝶、

賞鳥、登山、健行、賞景、觀察植物等活動。 

 

 

 

 

 

 

圖 2.6 遊憩據點_二子坪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在大眾步道部分簡要介紹如下，大屯山系如圖 2.7，從百拉卡鞍部登

山口、大屯主峰、大屯南峰、大屯西峰、面天坪到清天宮登山口全長約

5.4公里，走完全程約需 4小時 20分鐘；七星山系如圖 2.8，從小觀音

登山口、小油坑遊客服務站、七星主峰、七星東峰、七星公園到七星山

苗圃登山口全長約 5.7公里，走完全程約需 3小時 15分鐘；擎天崗系如

圖 2.9，從菁山路登山口、絹絲瀑布、觀景平台到擎天崗遊客服務站全長

約 2.2公里，走完全程約需 1小時 30分鐘。以上這三條郊山步道皆可以

視每位遊客的個人喜好與體力狀況來自由選擇路線，是目前陽明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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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最熱門登山步道。 

 

 

 

 

 

 

圖 2.7 大眾步道_大屯山系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圖 2.8 大眾步道_七星山系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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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大眾步道_擎天崗系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在生態旅遊部分簡要介紹如下，春季花鄉如圖 2.10，春季的陽明山，

有陽明公園喧鬧的花季，許多盛開的山櫻及杜鵑，但滿園的人潮及車潮

也造成旅遊品質下降的詬病，春季的陽明山有許多頗具特色的植物，大

家耳熟能詳的山櫻花與園藝種不同的金毛杜鵑，是園區內最常見的原生

種杜鵑。夏季賞蝶如圖 2.11，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海拔從兩百公尺

到一千一百二十公尺的高度間，具有多變的植物群落野外環境，自然而

然孕育出各式彩蝶賴以棲息、覓食與繁衍後代的植物種類。據統計，曾

出現在陽明山地區的蝶種約 150種，其中約有 100種是年年穩定出現可

欣賞到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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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生態旅遊_春天花鄉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圖 2.11 生態旅遊_夏天賞蝶 

資料來源(網路資料):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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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陽明山，楓香的葉片漸漸轉黃，每年九月以後，小油坑、大

屯山頂、冷水坑、擎天崗及金包裡大路等地區，均可見到盛開的芒花，

在路旁飄逸動人的身影，而且陽明山地區開出來的芒花，因受硫磺氣薰

蒸的影響，花穗呈現鮮艷的紅色，與其他地方常見的白色不同。冬季的

陽明山在火山活動停止後，溫泉及噴氣孔等後火山活動特殊的地質景觀，

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園區內擁有十餘處溫泉區，其

中部份溫泉水資源早於日據時期即已被開發為沐浴、觀光的功能。冬季

的陽明山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氣候十分濕冷，是非常適合泡溫泉的季

節，尤其寒冬中，來陽明山登山健行後，再一訪溫泉浴池，當是人生一

大享受，對健康亦頗有助益。 

 

2.2 旅遊動機 

2.2.1旅遊動機的定義 

大部分旅遊動機的定義皆是參考Maslow(1954)的五種需求階層理論

而來，這五種需求層次分別為:第一層生理需求層；第二層安全需求層；

第三層社會需求層；第四層自尊需求層及第五層自我實現需求層。唯有

當下層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後，就自然產生追求更高層慾望的動機。陳思

倫等(1993)認為交通運輸的革新，可增強遊客的旅遊動機，進而促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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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發展，交通因素在旅遊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因素，早期的旅遊觀光僅能

靠徒步旅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多樣化讓旅遊活

動更頻繁。張春興(1994)指出動機（Motive）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

該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曹勝雄(2001)

認為動機的發生是由個體內在的某一種需求而發展，一旦需要的強度轉

化到一定程度後，就會提升為一種動機，進而使每一個人尋找滿足需要

的東西。婁世娣(2002)認為在同樣的旅遊行為與環境中，不同的遊客會

有不同的旅遊動機。Kotler(2003)指出行為產生之前會先有動機的存在，

而動機則是一種被刺激的需求，促使消費者採取行動來滿足其需求，並

藉由需求的滿足來降低個人的焦慮與不安。Dann(1977)將動機分為推力

動機和拉力動機，認為推力動機是來自於內在的驅使力量而拉力動機則

為外在的吸引力。Kozak(2002)則提出推力動機為無形之內在慾望，Oh, 

Uysal and Weaver(1995)認為推力動機是社會心理之動機，會引發個人旅

遊的慾望。Jang and Wu(2006)認為拉力動機是人們為何會選擇該旅遊目

的地，並與目的地的特質是相關的。張穎、馬耀峰、李創新(2009)提出

旅遊動機是推動遊客進行旅遊活動的內部動力，能啟動旅遊活動並使遊

客前往旅遊目的地。楊景裕(2010)認為推力動機是引發旅客從事旅遊活

動之內在因素，拉力動機是吸引遊客前往特定目的地旅遊之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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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宗霖(2012)認為自行車者從事休閒活動參與動機愈高則所呈現的休閒

效益程度也愈高。有關本研究的旅遊動機可概分為兩大類，一類為使用

推力因素的主動驅力與拉力因素的被動驅力。 

2.2.2旅遊動機的構面 

Durgee et al.(1996）認為驅動力的出現是因為未得到滿足的需求結果

而造成緊張狀態。Shiffman 與 Kanuk（2000）指出動機可描述為個人的

驅動力，促使他們採取行動，而 Iso-Ahola 與 Allen (1982)也指出此現象

可以解釋為遊客從事遊憩活動的原因。 

吳佩芬(1997）指出人們選擇一個特定地點從事休閒戶外的遊憩活動，

是因為他們期望能達到所從事旅遊活動的目的，而最後能滿足他個人的

需求，就是所謂旅遊動機的意義。根據 McIntosh, Goeldner and Ritchie

（1995）則將基本的旅遊動機區分為四類： 

一、 生理動機（physical motivators）：包括遊戲、運動與休息、治療等

動機，主要是可以滿足生理方面的活動。 

二、 人際動機（interpersonal motivators）：包括在擺脫日常公事、工作環

境、異地、異國結識各種新朋友等動機，主要是免除壓力和逃避現

實的願望。 

三、 文化動機（cultural motivators）：主要為欣賞及瞭解其他的地點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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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風俗民情與藝術文化等動機，是種求知的慾望。 

四、 地位和聲望動機（status and prestige motivators）：包括考察、交流、

會議以及從事研究活動等，是要滿足其自尊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及能被承認具有好名聲的願望等。 

因此主動驅力定義:因為自己喜歡戶外活動、社交慾望、親朋互動、

身體健康與聲望活動等遊客主動因素而欲從事陽明山國家公園旅遊活

動。 

Gray(1970)認為拉力因素則是旅遊目的地提供遊客本身環境所沒有

的吸引力，誘引遊客前來的動機。Dann(1977)認為拉力因素是目的地導

引個人去選擇該處旅遊的決策因素，為目的地本身的特性吸引如風景、

自然資源、文化古蹟、交通美食等，故拉力動機即為驅使遊客選擇旅遊

目的地的因素。Cha, McCleary & Uysal (1995) 認為拉力因素動機與目的

地屬性有關。Fluker & Turner (2000)認為拉力的因素係指旅遊目的地的

自然或人文等屬性，為吸引遊客至旅遊景點，兼具有形的特徵或屬性，

而此吸引力為遊客所認知的，也就是足以引起遊客產生旅遊慾望的原因。

吳忠宏、黃宗成、邱廷亮(2004)認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

月收入、婚姻狀況、居住地點不同對旅遊動機是有顯著差異。Yoon & 

Uysal(2005)認為拉力動機則因目的地吸引而從事旅遊，屬於外在、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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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知層面。陳勁甫、吳劍秋(2005)認為旅遊動機會因個體內外因素的

差異而不同，它是綜合內在與外在力量的影響結果。張峻嘉與陳文亮

(2009)認為影響旅遊動機中最大因素就是旅遊者本身的特徵，例如：性

別、年齡等。 

因此被動驅力定義:因為目的地的交通便利、地質生態、美麗景觀與

完善公共設施等目的地吸引因素而欲從事陽明山國家公園旅遊活動。 

 

2.3 旅遊意象 

2.3.1旅遊意象的定義 

Fridgen(1987)認為目的地意象為一個地方的心理的圖像。謝淑芬

（1994）認為旅遊意象為旅遊本身帶來的意象即指遊客們對旅遊旅遊目

的地帶來的意象，即為人們對旅遊地的觀感。侯錦雄、林宗賢(1996)認

為個人屬性、旅遊特性、熟悉度與滿意度均會造成遊客不同的意象認知。

楊文燦、吳佩芬(1997)認為意象為個體對一事物停留在腦海中的圖像。

Birgit(2001)認為旅遊意象為遊客對目的地的一種期望，同樣也是遊客個

人對於有意的經驗產生正面的印象。劉瓊如、林若慧、吳正雄(2002)認

為旅遊意象為一多重構面，並以多元尺度法衡量遊客之意象知覺。張孝

銘、張詠誠、徐靖玟(2008)認為目的地意象，對遊客「重遊意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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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莊芝山(2009)認為旅遊意象為個人或團體對特定旅遊目的地所

抱持的客觀認知、印象、想像和情感思考等的表達。陳威亞(2009)認為

旅遊意象可視為是消費者對旅遊的預期，是一種事前的概念。鐘志強、

蘇麗婷、蔡偉娟、黃孟立(2010)認為不同的遊客特性其目的地意象有顯

著差異。車成緯(2010)認為遊客會依據旅遊目的地形象與旅遊動機評估

結果選擇旅遊據點。呂溪文(2015)研究提到旅遊意象又稱為旅遊目的地

意象、觀光意象。 

本研究主要是以不同交通運輸工具的遊客對陽明山旅遊印象的觀點

來看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旅遊意象，另彙整個學者對旅遊意象定義如 2.1

表所示: 

表 2.1旅遊意象定義表 

學者(年代) 旅遊意象定義 

Fridgen (1987) 目的地意象為一個地方的心理的圖像。 

Birgit(2001) 
旅遊意象為遊客對目的地的一種期望，同樣也

是遊客個人對於有意的經驗產生正面的印象。 

莊芝山(2009) 

旅遊意象為個人或團體對特定旅遊目的地所抱

持的客觀認知、印象、想像和情感思考等的表

達。 

陳威亞(2009) 
旅遊意象可視為是消費者對旅遊的預期，是一

種事前的概念。 

呂溪文(2015) 旅遊意象又稱為旅遊目的地意象、觀光意象。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2.3.2旅遊意象內涵之相關研究文獻 

Mathieson 和 Wall(1982)認為觀光衝擊是指「人們離開他們平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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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居住的地區到觀光據點的暫時性移動，所有人們在觀光據點所從事

的活動類型，以及為符合人們需求而建立的相關設施。」巫惠玲(2003)

指出生態旅遊之目的主要有三方面：1.保育當地自然資源；2.提供遊客

觀光遊憩選擇機會；3.創造經濟利益，促進地方發展，而此三項目具有

相互依存，永續循環不息之關係。林晏州、林寶秀、林庭如、陳惠美(2007)

認為頇先將旅遊地給予觀光客的旅遊意象進行描繪與瞭解，方能擬定適

切且有效之行銷推廣計畫。吳國清、陳美存、鄭天明(2007)河岸休閒遊

憩行為模式之研究實證得知，旅遊意象會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遊憩滿意度。

童桂馨、陳加典、蔡旻修、林姿吟(2007)提出遊憩設施、自然景觀生態、

食宿設施、旅遊行程、遊憩服務人員、遊憩價格來衡量滿意度。陳貞吟、

孫妤鑫(2008)認為飲食體驗是歡樂與享樂的來源，讓觀光客對地方產生

特殊情感，即地方味與地方性緊密連結帶動觀光旅遊。劉用福(2008)指

出保護區的主要經營管理目標，包括：科學研究、原野保護、物種與基

因資源保存、維持環境功能、特殊自然／文化現象保護、旅遊與遊憩、

教育、自然生態系資源的永續利用、文化/傳統資源的維持等。生態旅遊

的特徵主要是強調保護、強調自然、強調參與，讓遊客自覺地或不自覺

地對自然生態或文化保護做出關懷與貢獻。趙家民、邦卡兒、海放南、

包孝愛(2011)認為在發展生態旅遊時，應以保護生態為主，根據環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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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力來控制遊客量，以避免對資源的過度利用，對自然資源造成破壞。

蔡宜倪(2011)指出目的地意象 Image 隱含了潛在使用者對現存地區或活

動力的期望。Moutinho (1987)認為觀光意象有三個主要成分，分別為消

費者對旅遊產品所知的訊息、消費者對旅遊產品的感覺與信念、消費者

希望由旅遊產品所獲得的利益。Fakeye & Crompton(1991)認為觀光意象

（tourism image）乃描述有關人們對目的地遊憩屬性之信念，為遊客對旅

遊據點之認識、態度、或一組印象的組成。Echtner 與 Ritchie (1991)認

為觀光意象是由環境整體性(holistic)及屬性(attributes)兩個主要成分所

組成，其中整體性是指遊客對於該區域整體的看法；屬性則是包含風景、

氣候及設備較容易為遊客所知覺到的部分。邱博賢(2002)透過觀光客意

象的調查結果，往往能夠協助目的地行銷人員研擬正確的地區性行銷策

略與確認該地區營運的競爭力，藉以提供遊客更多優質的服務與產品研

發。吳亮頤(2009)認為觀光意象為遊客對於某一地區或是地點之綜合感

受，包含尚未去過該地區(地點)時的原始意象、蒐集資料後產生的誘發

意象、及最後抵達目的地旅遊後的複合意象。Fakeye與 Crompton (1991) 

認為除了原始意象及誘發意象外，還有遊客實際前往該地旅遊從事觀光

活動後，由環境刺激、體驗接觸等關係的影響，所產生的複合意象

（complex image）。陳維霖(2000)認為「登山」是以登山本身為目的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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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享受與大自然接觸的美好感覺。韋騏、梁家祜(2008)針對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的遊客為研究對象，發現遊客的旅遊動機與目的地意象有顯

著正向影響。本研究主要以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遊客為研究對象，並以

生態景觀、觀光景點與遊憩設施為旅遊意象次構面，另彙整其他學者們

對旅遊意象內涵如 2.2表所示: 

表 2.2旅遊意象內涵表 

學者(年代) 研究對象 旅遊意象內涵 

邱博賢(2002） 

以前往宜蘭地區香格里拉休

閒農場等四大休閒農常遊客

為研究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觀光意象、

行為意象與滿意度等 

羅山懿(2007) 

以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遊客

為研究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生態樂活意

象、遊憩活動意象、自然風

情意象、鄉土美食意象等 

陳毓琳(2007) 

以谷關溫泉區的遊客為研究

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觀光景點、

服務設施、交通運輸與資訊

提供等 

王鈺婷(2008) 
以北投溫泉區的遊客為研究

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認知意象、

情感意象與整體意象 

朱蘭平(2010) 

以苗栗南庄合法民宿業者的

遊客為研究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親近大自

然、親切服務與知名度高三

個構面 

陳秀華(2011) 
以到泰國法身寺進行禪修的

遊客為研究對象 

將旅遊意象分為景觀吸引

力、交通與設備便利性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2.4 旅遊品質 

2.4.1旅遊服務品質的意義 

Zeithemal (1988)認為旅遊產品是一種服務的提供，由於消費者在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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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前很難確認服務的好壞，因此消費者常藉由其他表徵來判斷其服務品

質。Flick & Ritchie(1991)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是使觀光目的地能夠成功的

重要因素之一。劉常勇(1991)認為服務品質是由顧客認知來決定，顧客

是由服務產品的整體來決定其滿意度。 

Murphy, Pritchard, and Smith (2000)認為品質(Quality)即是知覺感

受，一般是顧客在消費、使用、體驗過產品服務之後，將實際感受與先

前對其所具有的期望程度做比較，所反映出的正向評估。王鑫(2000)指

出生態旅遊是選擇具有生態與文化特色的對象，使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

了解自然生態及文化的奧妙，進而提高遊客的環境倫理與愛護之心。陳

明德(2002)認為旅遊產品經常是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兩者缺一不可，

這使得旅客與旅客之間，旅客與服務人員之間，由於互動的頻繁，而對

旅遊產品的品質造成重要影響。王信惠(2007)認為旅遊品質應是消費者

內心，對服務表現直接的知覺。旅遊品質所代表的是對服務設施(service 

infrastructure) 與目的地環境(destination environment)的體驗，在遊客心

中所編織出的一整體性結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搭乘不同交通運輸工具到陽明山國家公園從事旅遊

活動的遊客，在旅遊品質的衡量需求上，所做的研究調查並進行評估。 

2.4.2旅遊服務品質的構面 



 
 
 
 
 
 
 
 
 
 
 
 

 

24 

 

    Sasser et al. (1978)認為衡量服務品質之構面分為安全性 (Security)、

一致性(Consistency)、態度(Attitude)、完整性(Completeness)、調節性

(Condition)、即用性(Availability)與及時性(Timing)等。Parasuraman et 

al.(1985)認為服務品質的十個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勝任性、接近性、禮貌、溝通、信譽度、安全性與了解性等。Parasuraman 

et al.(1988)認為服務品質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與同

理心五個構面。Dabholkar et al.(1996) 認為服務品質分別實體形象

(Physical Aspect)、可靠性 (Reliability)、人員互動 (Personal 

Interaction)、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以及商店政策 (Policy) 五個

構面。吳忠宏(2006）指出生態旅遊知覺對發展生態旅遊態度，呈顯著正

向影響，教育程度較高對於生態環境的基本認知較為完整。梁家祜、蔡

智勇(2008)認為遊客滿意度之衡量包括公共建設與設施完善、獲得充分

有關旅遊目的地的資訊、了解旅遊目的地自然生態、懂得生態保育的重

要性、認同生態環境永續經營的理念。吳佩蓉(2009)認為良好的生態旅

遊認知與環境滿意度則會顯著提高遊客對生態旅遊的參與意願。陳威廷

等(2010)認為服務品質分別為服務人員的效率與商品資訊更新的效率、

顧客的信賴性、服務人員態度與服務完整性、滿足顧客相關利益、商品

資訊的清晰性與多樣性五個構面。郎亞琴、雷文谷、張森源(201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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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年齡與生態保育行為有關，且年齡愈大者，其在生態保育行為的表

現上愈佳。 

    Parasuraman et al.(1985, 1988)提出 SERVQUAL 量表的五個變數分

別為： 

(一)有形性 (Tangibles)：實體設備、器具與個人外表，強調視覺的吸引。 

(二)可靠性 (Reliability)：可信任且正確地履行所允諾的服務事項之能力，

強調在正確時點呈現一致性的服務品質。 

(三)反應性 (Responsiveness)：願意幫助顧客並提供即時的服務，強調服

務人員對服務時機的掌握與待命及提供服務時的熱誠。 

(四)確實性 (Assurance)：員工的知識與禮貌及他們引起顧客信任與員工

自信的能力，強調勝任、禮貌與溝通的能力。 

(五)關懷性 (Empathy)：企業提供顧客愛心且個人化的照顧，強調重視

客戶的權益與瞭解並解決客戶的問題。 

本研究的旅遊服務品質構面是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對遊客所提供服務

可靠性、有形性、反應性、確實性與關懷性做為衡量之標準，因為服務

品質是指消費者親自體驗感受後而主觀認定的認知概念，且消費者會因

為感受到好的服務品質，進而和服務提供者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所以

如何提供高滿意度的服務品質給遊客，成為國家公園是否能永續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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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關鍵因素。 

 

2.5 旅遊效益 

2.5.1旅遊效益的意義 

Bammel(1982)認為休閒活動參與者，除了娛樂和恢復個人精神，也

可以從休閒活動體驗中獲得益處。Tinsley and Tinsley(1986)提出休閒效益

主要是受到活動經驗之主觀感受影響，而不是活動本身，因此個人的心

理需求滿足程度成為影響休閒效益感受的主要因素。Mannell and 

Sytnes(1991)認為人們參與休閒活動後，受到環境、活動、時間及心境等

因素的刺激，進而產生對生理、心理、環境、經濟及社會之影響，經由

人們的評價後，即產生休閒效益。陳信甫(1995)認為效益是遊憩者在參

與過程中，其遊憩慾望及需求獲得滿足而產生的效益。高俊雄、劉照金

(2002)認為個人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可以改善及調整身心狀態及滿

足的需求，稱之為休閒效益。陳嘉雯(2006)認為休閒利益是透過參與休

閒活動過程與活動後，經由個人主觀評價所產生的感受。張智鈞(2008)

認為個人或團體在自由時間從事休閒行為的過程中，對從事的活動有所

體驗，並且對個人本身或社會環境產生有益的影響。林士彥、陳冠仰(2009)

認為遊客滿意度是遊客接受風景區服務後的感受及對服務的期望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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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價。林偉立、林春鳳(2011)認為自行車活動的生理、心理、社交及

自我實現的動機越強烈，在參與自行車活動後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及社

交效益的感受也越深刻。高佳蘭(2015)認為雖然「休閒」、「遊憩」和「旅

遊」三者有其相似及相異之處，但大多意指非工作的自由時間內所從事

之休閒活動的情境與行為，有其重疊及共通處，因此本研究旅遊效益視

同休閒效益，亦是一種非常主觀的經驗感受，遊客藉由參與旅遊行為的

過程中，獲得多方面的益處。 

2.5.2旅遊效益的構面 

    Bammel and Burrus- Bammel(1992)將休閒效益分成六大類，包含心

理效益(Psychological Benefits)、生理效益(Physiological Benefits)、社交

效益(Social Benefits)、放鬆效益(Relaxation Benefits)、美學效益(Aesthetic 

Benefits)與教育效益(Education Benefits)。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指出參與休閒活動中包含有生理、心理、社交、放鬆、教育與美

學等六種效益。Bright(2000)認為休閒效益包括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

會效益、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陳中雲(2001)認為休閒效益可分為心理

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及教育效益等四個層面： 

(一）心理效益：包含肯定自我、獲得成就感，自我滿足、自我實現、消

除緊張、紓解壓力、愉悅心情、增添樂趣、發洩情緒 、舒暢身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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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真善美及獲得特殊體驗等。 

(二）生理效益：包含維持體能、保持健康，獲得休息、消除疲憊、改善

控制疾病、調劑精神及恢復精力等。 

(三）教育效益：包含增進行為技能、拓展知識領域、刺激心智、激發創

意、激發個人潛力、培養多元興趣及促進活動技巧。 

(四）社交效益：包含增進家人感情、促進朋友情誼及拓展社交圈等效益。 

林欣慧(2002)將休閒效益歸納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與社交效益等三個

構面。張少煕(2003)整理國內外學者對休閒效益之相關研究，將休閒效

益分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自我實現與社交效益等四個面向來探討。

李詩鎮(2003)在「探索活動的團體氣氛與休閒效益關係的研究」一文中，

亦將休閒效益分成社交效益、心理效益、教育效益及生理效益四類如下： 

(一）社交效益：和同伴之間的相處、溝通、和分享。 

(二）心理效益：放鬆心情、抒解生活壓力、發洩情緒，以及心情愉快。 

(三）教育效益：獲得成就感、培養獨立性、考驗活動能力與人際間的信

賴。 

(四）生理效益：可以讓身體獲得適度的休息、消除疲勞。 

柴松林(2006）提出休閒效益包合滿足生理、心理、社交需求三種效

益。林永森、林姵伶、黃小玲(2007)認為遊客滿意度是遊客對遊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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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提供之產品、服務屬性的評價、情緒的反應。根據上述文獻討論，

本文定義旅遊效益是遊客指到陽明山國家公園後所獲得身心狀態、人際

關係與社交關係程度。本研究的旅遊效益構面即以身體效益、心理效益、

社交效益與教育效益做為衡量之標準。 

 

2.6 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之相互關係假

設推導 

本研究主要探究陽明山遊客之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

遊效益等層面之相互關係，並加入交通運輸的干擾變項，以了解陽明山

遊客使用的交通運輸工具，是否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

遊效益造成強度上的影響與變化。 

2.6.1 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之關係 

 Baloglu & McCleary (1999)指出遊客旅遊動機往往牽引著遊客對旅

遊目的地的意象，即動機對目的地意象有顯著影響。蕭如妙(2005)以酒

莊之遊客為研究對象、黃耀昆(2006)以田尾公路花園之遊客為研究對象、

張紋菱(2007)以月眉探索樂園的遊客為研究對象與韋騏、梁家祜(2008)

以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遊客為研究對象等，均發現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旅

遊目的地意象有顯著正向影響。朱瑞淵、李世昌與張紋菱(2010)以月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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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探索樂園遊客旅遊動機、觀光意象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結果顯示，

旅遊動機對觀光意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以情感意象及遊憩屬性

構面具有最佳解釋力，表示遊客對園區越能滿足其情感意象與遊憩屬性

時，則其旅遊動機愈高。宋永坤、鄧美娟(2012)探討旅遊動機、意象、

滿意度、忠誠度之關係-以淡水地區遊客為例，結果為動機對意象有直接

且正向的影響。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H1：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有正向的影嚮。 

2.6.2旅遊動機與旅遊品質之關係 

楊嘉晉(2006)探討節慶旅遊動機、服務品質、滿意度及行為意圖之

研究中，研究結果顯示旅遊動機與服務品質有顯著影響。鄧智斌(2009)

探討大陸來臺遊客旅遊動機、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其意向行為之研究中，

研究結果顯示旅遊動機與服務品質有顯著影響。蕭丁發(2010)探討走馬

瀨農場的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服務品質，研究結果顯示旅遊動機與

服務品質有顯著影響。旅遊動機是驅使人們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驅力，

驅使遊客滿足個人社會和心理的需求，可以說是遊客從事旅遊活動的真

正原因，對遊客而言，等於是在遊客心中塑造該地區是具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力並具高品質之感受，有先入為主概念，並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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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有正向的影嚮。 

2.6.3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關係 

本文旅遊效益視同休閒效益，是一種非常主觀的經驗感受，遊客藉

由參與旅遊行為的過程中，獲得多方面的益處。葉純菊(2004)探討遊客

參與台灣咖啡節的休閒動機、休閒效益與滿意度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遊客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間具有顯著影嚮。徐新勝(2007)探討衝浪活

動參與者之休閒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的相關程度的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休閒動機和休閒效益有顯著影嚮。官素珍(2007)在探討露營者遊

憩動機、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遊憩動機與

休閒效益之間具有顯著影嚮。呂惠富(2008)在探討影響大學生參與休閒

運動的動機與休閒運動所獲得效益之關係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參與休

閒運動之動機與休閒效益有顯著影嚮關係，即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愈強，

所獲得之休閒效益也愈高。林士翔(2009)在研究高爾夫球消費者出國運

動觀光的參與動機、體驗與 休閒效益的研究中，發現參與動機會正向影

響體驗感受，而體驗感受會正向影響休閒效益。廖献鎰(2010)探討宗教

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

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研究結果顯示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有顯著影

嚮。張勝凱(2010)在探討自行車騎乘者人格特質、休閒動機、意象與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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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愛河連接蓮池潭自行車道為例，研

究結果顯示休閒動機對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陳盈儒(2013)探討搭乘台

灣好行觀光巴士的旅遊動機、體驗行銷、體驗價值、服務品質與休閒效

益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參與旅遊動機與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從以上

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H3：遊客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有正向的影嚮。 

2.6.4旅遊品質與旅遊意象之關係 

王信惠(2007)研究宗教觀光地旅遊意象對知覺價值、旅遊品質、滿

意度與遊後行為意圖關係的影響，以北港為例，發現遊客對北港之意象

會正向影響旅遊品質，意象愈良好所知覺的旅遊品質愈高。Bigne et 

al.(2001)和 Lee et al(2005)研究確定，品質較好的旅遊比較能有較高

的滿意度及更積極的行為意圖。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

究假說 

H4：遊客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有正向的影嚮。 

2.6.5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之關係 

陳怡麟(2006)在探討居民對南瀛總爺藝文中心之遊憩意象與休閒效

益認知之研究，結果顯示居民對遊憩意象的感受愈強烈，其休閒效益的

認知也會愈高。黃長發(2009)在有關主題樂園顧客滿意度與休閒效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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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研究，結果顯示旅遊意象對滿意度呈現顯著正向之關係，滿意度對

休閒效益之間亦有顯著正相關，因此驗證旅遊意象對休閒效益呈現顯著

正向之關係。廖献鎰(2010)探討宗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研究結果

發現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呈現顯著正向之關係。張勝凱(2010)在探討自

行車騎乘者人格特質、休閒動機、意象與休閒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市愛河連接蓮池潭自行車道為例，研究結果發現參與意象對休閒

效益呈現顯著正向之關係。高佳蘭(2014)探討電影場景旅遊動機、目的

地意象、體驗價值及旅遊效益關聯性之研究－以電影《總舖師》為例，

研究結果顯示目的地意象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體驗價值對旅遊效益

有顯著影響。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H5：遊客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有正向的影嚮。 

2.6.6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之關係 

   陳盈儒(2013)在探討搭乘台灣好行觀光巴士的旅遊動機、體驗行銷、

體驗價值、服務品質與休閒效益之關係的研究中，結果顯示服務品質的

程度愈高，其體驗價值愈高；體驗價值的程度愈高，休閒效益也就愈高。

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H6：遊客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有正向的影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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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之關係 

張紋菱(2007)以月眉探索樂園的遊客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旅遊動

機與觀光意象呈現顯著正向的關係。林淑真(2007)在探討民宿投宿動機、

期望、旅遊意象、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中，結果發現旅遊動機對

旅遊意象有顯著正向影響。梁家祜(2008)針對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遊客的

研究中也發現，受訪的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呈現正相關係。高佳

蘭(2014)在探討電影《總舖師》熱門場景旅遊的遊客研究中，結果發現

旅遊動機之電影劇情推力以及目的地意象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體驗

價值對旅遊效益有顯著影響。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

假說  

H7：遊客旅遊意象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具有中介的影嚮。 

2.6.8旅遊動機、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之關係 

葉純菊(2004)探討遊客參與台灣咖啡節的休閒動機、休閒效益與滿

意度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遊客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間具有正向關。

徐新勝(2007)探討衝浪活動參與者之休閒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的

相關程度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休閒動機和休閒效益有顯著影嚮。呂惠富

(2008)在探討影響大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動機與休閒運動所獲得效益之

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與休閒效益有顯著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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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愈強，所獲得之休閒效益也愈高。林士翔(2009)在

研究高爾夫球消費者出國運動觀光的參與動機、體驗與休閒效益的研究

中，發現參與動機會正向影響體驗感受，而體驗感受會正向影響休閒效

益。陳盈儒(2013)在探討搭乘台灣好行觀光巴士遊客的研究中，結果發

現當人們對於搭乘台灣好行觀光巴士的旅遊動機、體驗行銷、服務品質

的程度越高，其體驗價值越高；體驗價值程度越高，休閒效益也就越高。

從以上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假說 

H8：遊客旅遊品質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具有中介的影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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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第一章的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及第二章的相關文獻蒐集

與探討為基礎，來建構本文的研究架構。再針對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

法分別加以說明，其內容分為：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假說、研究架構、

研究變數的衡量、資料分析方法等，並分別敘述說明如下： 

 

3.1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遊客使用不同交通運

輸工具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的關聯性，調查對

象以騎自行車、機車、自用汽車與大眾運輸工具之遊客為主要研究對象。

採用實地發放問卷調查法，以了解各研究變項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

變項間彼此之影響關係。總共發放 420分，回收 400份有效問卷。問卷

內容是整理、參考相關理論文獻後所擬定，因此問卷題項均具有內容效

度。題項初步確定後即進行預試的信度與效度檢定，並經刪修改成正式

問卷來進行實地發放，藉此蒐集本研究所需的實證資料。 

 

3.2 研究假說 

根據文獻探討分析結果，提出下列研究假說，透過調查所蒐集的資

料，運用敘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等，驗證這些假說的成立與否，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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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休閒效益之關係。研究假說如下： 

H1: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有顯著的影嚮 

H2: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有顯著的影嚮 

H3: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有顯著的影嚮 

H4: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有顯著的影嚮 

H5: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有顯著的影嚮 

H6: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有顯著的影嚮 

H7: 旅遊意象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8: 旅遊品質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3.3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假設建立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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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變數的衡量 

本研究透過實地紙本問卷進行施測，本問卷內容是依據整理相關理

論文獻後所擬定，故衡量問項已能涵蓋所欲探討的構面性質，本研究之

問卷具有一定的信度與效度。並透過預測來驗證問卷量表之適切性。經

刪修題項確定後，再進行正式實地問卷的發放，藉此蒐集本研究所需的

實證資料。 

本研究之研究構面中，包含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休閒

效益等變項，各項變數所使用的操作型定義是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以及

配合本研究所得加以發展而得。各項變項操作型定義，分別敘述如下： 

3.4.1 旅遊動機 

本研究之旅遊動機量表是參考謝其昇(2012)與陳政位(2012)等量表

及本研究目的設計出 12題旅遊動機問項(如表 3.1)，其測量尺度採用李

克特五點評量尺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數，得分越高表是受訪者越認同

該問項。 

 

 

 



 
 
 
 
 
 
 
 
 
 
 
 

 

39 

 

 

表 3.1旅遊動機子構面與問項 

子構面 問   項   內   容 

主動驅力 

喜歡登山健行強壯身體 

本身就喜歡大自然環境 

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 

為了與周遭朋友或親戚相約一同出遊 

為了增加且豐富自己生態知識 

為了欣賞花季時令景觀，如櫻花季、蝴蝶季、秋芒季、溫泉季等 

被動驅力 

園區環境整潔有序吸引我 

路線指標清礎，容易到達目的地 

登山步道規劃完善 

地質生態與景觀豐富的吸引我 

氣候、空氣、視野良好吸引我 

讓我休息、放鬆有益身體健康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 旅遊意象 

本研究之旅遊意象量表是參考林淑真(2008)、與高佳蘭(2014)等量

表及本研究目的設計出 19題旅遊意象問項(如表 3.2)，其測量尺度採用

李克特五點評量尺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數，得分越高表是受訪者越認

同該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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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旅遊意象子構面與問項 

子構面 問   項   內   容 

生態景觀 

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春天花季人潮熱絡、寒櫻綻放景色怡人 

杜鵑花開滿園遍地，非常美麗 

鳥類眾多藍鵲容易發現，讓人驚艷 

楓紅點綴、片片金黃，大屯秋色相當漂亮 

秋天白背芒形成一片花海景色怡人 

生態保護良好，擁有許多寶貴自然資源 

生態教學與環境教育良善，值得一遊 

觀光景點 

陽明山上有舒適宜人的天氣 

陽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點 

陽明山上有優美田園風光 

陽明山上有好吃的青菜美食 

陽明山上有溫泉湯浴 

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 

遊憩設施 

遊憩據點公共服務設施完善 

遊憩據點旅遊資訊充足 

遊憩據點安全設施良好 

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 

登山步道設施完善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4.3旅遊品質 

本研究之旅遊品質量表是參考張益壽(2008)與潘韵文(2012)等量表

及本研究目的設計出 15題旅遊品質問項(如表 3.3)，其測量尺度採用李

克特五點評量尺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數，得分越高表是受訪者越認同

該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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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旅遊品質子構面與問項 

子構面 問   項   內   容 

有形性 

公園內停車設施完善 

告示指引確實 

公園景色優美宜人 

可靠性 

遊園公車服務良好 

志工人員解答問題令人滿意 

生態教育獲益良多 

反應性 

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 

服務提供具有即時性 

服務效果令人滿意 

確實性 

服務人員知識豐富 

服務人員禮貌且友善 

服務人員禮貌且友善 

關懷性 

服務中心提供硬體設備服務 

服務人員的愛心與耐性 

能夠真正解決替客戶問題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4.4 旅遊效益 

本研究之旅遊效益量表是參考陳盈儒(2013)與林筱菁(2015)的量表

及本研究目的設計出 12題旅遊效益問項(如表 3.4)，其測量尺度採用李

克特五點評量尺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數，得分越高表是受訪者越認同

該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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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旅遊效益子構面與問項 

子構面 問   項   內   容 

身體效益 

可以提供適度休息 

可以消除身體疲勞 

可以增加體力 

心理效益 

提供放鬆心情 

紓解心理壓力 

可以讓心情愉快 

社交效益 

提供適度溝通管道 

彼此互相樂意分享 

增加朋友相處機會 

教育效益 

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吸收知識而有成就感 

教學相長增長見聞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採用不同的統計方法來進行資料分析。本研

究問卷回收後，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8.0版進行資料分析，藉由分析

實證資料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分析方法包括：樣

本基本資料屬性分析、敘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單因子變異數分析、

獨立樣本 T檢定、Person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等分別說明如下： 

3.5.1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針對本研究所蒐集的問卷資料中的受訪者資料，進行樣本特性分析，

使用次數分配、平均數與百分比等統計量來描述樣本分佈情形，以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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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資料、問卷樣本的組合特性有初步瞭解。  

3.5.2信度、效度分析(Reliability & Validity Analysis) 

信度分析，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值來檢驗問卷問項之間的內

部一致性，並用來了解量表的可靠程度與穩定性的指標。當 Cronbach’s 

α係數大於 0.7時，屬高信度；當 Cronbach’s α係數介於 0.35~0.7

之間，屬中信度；當 Cronbach’sα係數小於 0.35時，屬低信度。 

效度分析是指測量過程是否衡量到真正想要衡量事務之屬性，效度

越高，則表示測量結果越能表現出其所欲測量對象之真正性質。本研究

係針對各構面問項結果進行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的分析。內容效度是指

測量工具內容的適切性，問卷的題項是參考相關文獻之理論與量表做為

基礎，應能符合內容效度之標準。 

3.5.3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是一種用於簡化變項及分析程序，各構

面的題項皆無自變數與依變數之區別，其效果在於解釋各變數間的關係，

使無法測量的潛在因子，藉著因素分析賦予其因素而更加簡潔易懂。 

3.5.4單因子變異數分析 

單因子變異數分析(One-Way ANOVA)若進行兩個以上之母體平均

數，並要比較其差異與否，若具有顯著差異，再利用 Scheffe 法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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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比較，透過差異性分析了解群組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3.5.5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是探討兩個母體平均

數的比較為主要目的，透過分析以了解兩者之間是否有差異性。 

3.5.6 Pearson 相關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是要探討各個構面間之相關性，以了解是否具有顯

著相關，Pearson 積差係數是介於-1~1 之間，若相關值正，則為正相關， 

反之為負相關。 

3.5.7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用來判斷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

是否存在否種非線性或線性關係的一種分析方法，其作用是為了衡量自

變數，能夠預測依變數的程度。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檢測自變數對依

變數，與自變數對中介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影響程度，以驗證本研究的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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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研究樣本進行資料分析，並對於所得結果加以論述說明

與討論。本章分為樣本基本資料屬性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信效度分

析、單因子變異數分析、其他相關分析(T檢定與回歸分析)等五小節，並

分別敘述說明如下：  

 

4.1 樣本基本資料屬性分析 

本研究以使用自行車、機車、自用汽車與公共運輸四大交通工具族

群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遊客作為實地調查之對象，問卷自 2016年 1月 17

日至 1月 30日，期間包括自行車 101份、機車 108份、自用汽車 105份

及公車 106份，共實發問卷 420分，回收 418份，扣除填答不完整或無

效問卷 18份後，實際有效問卷為 40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5.24％。 

 

4.1.1 個人背景、旅遊型態與交通運輸工具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數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

「月收入」、「來自哪裡」、「多少人同行」、「交通工具種類」與「到陽明

山國家公園月平均次數」共九項。樣本屬性分析結果如表 4.1所示，並

加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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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男、女樣本所佔人數為女性佔 48％，男性佔 52％。顯示受訪

樣本中以男性稍多。 

二、年齡:受訪樣本的年齡分布以 41~50歲最多，佔 42％；其次是 51歲

以上，佔 36％；再其次是 31~40歲，佔 12％。顯示受訪樣本中的年齡以

壯年居多。 

三、婚姻狀況:受訪樣本中以已婚者居多，佔 66％；未婚者佔 34％，顯

示受訪樣本中已婚者較多。 

四、學歷：受訪樣本的教育程度以大專/大學的比例最高，佔 48％；其次

是高中/高職，佔 30％；再其次是研究所（含）以上，佔 12％。顯示受

訪樣本中大多數擁有高等教育程度。 

五、月收入:受訪樣本中的月收入以 50,001元以上居多，佔 36％；其次

是 40,001~50,000元，佔 18％；再其次是 30001~40,000元及 20000元

以下，皆佔 16％。顯示受訪樣本多數為中等以上所得。 

六、來自國內哪裡: 受訪樣本中的來自地點以北北基最高，佔 82.5％；

其次是為桃竹苗及南高屏，皆佔 8％。顯示受訪樣本多數遊客皆來自大台

北地區，應該是與陽明山國家公園所座落地點有關。 

七、此次多少人同行:受訪樣本中的同行人數以 2人居多，佔 36％；其次

是為 1人，佔 28％；再其次是 6人~8人，佔 14％。顯示受訪樣本多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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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以 1~2人居多。 

八、交通工具種類: 受訪樣本中的交通工具種類以自用汽車人居多，佔

28％；其次是為自行車、機車與公共運輸，皆佔 24％。顯示受訪樣本多

數遊客交通工具差異不大，此為本研究在發放問卷對象時，就以四種不

同交通工具約平均分配所致。 

九、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月平均次數: 受訪樣本中的次數以 2~4次最高，

佔 40％；其次是為 1次，佔 30％；再其次是 5~7次，佔 20.5％。顯示受

訪樣本多數遊客以 2~4次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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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基本資料分析表 

變項 類別 人數 比率(%) 

性別 
男 208 52 

女 192 48 

年齡 

20歲以下 8 2 

21歲~30歲 32 8 

31歲~40歲 48 12 

41歲~50歲 168 42 

51歲以上 144 36 

婚姻狀況 
單身 136 34 

已婚 264 66 

學歷 

國中(含以下) 40 10 

高中(職) 120 30 

大專(學) 192 48 

研究所 48 12 

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64 16 

20001元~30000元 56 14 

30001元~40000元 64 16 

40001元~50000元 72 18 

50001元以上 144 36 

來自國內哪裡 

北北基 330 82.5 

桃竹苗 32 8 

中彰投 4 1 

南高屏 32 8 

宜花東 2 0.5 

此次與多少人同行 

1人 112 28 

2人 144 36 

3人~5人 40 10 

6人~8人 56 14 

9人以上 48 12 

此次採用交通工具

為何 

自行車 96 24 

機車 96 24 

自用汽車 112 28 

公共運輸 96 24 

到陽明山國家公園

每月約幾次 

1次以下 120 30 

2次~4次 160 40 

5次~7次 82 20.5 

8次~9次 26 6.5 

10次以上 12 3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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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構面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各變數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做一個描述，探究從事旅遊活

動者對量表中各問項的看法。平均數可觀察變項之集中情形，本研究以

Likert五點評量尺度進行計分，若平均數等於 3分，代表受訪者對於問

項之看法持中立意見；3分以上代表受訪者對於問項之看法為正向意見；

3分以下則代表對於問項之看法為負向意見。而標準差是用來了解受訪者

對某問項看法的差異程度，標準差越大，代表受訪者的差異程度越大，

反之，標準差越小，表示受訪者的看法越一致。 

4.2.1 旅遊動機敘述性統計分析 

旅遊動機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4.2所示，本研究之旅遊動機分為二

個子構面，分別為主動驅力(推動機)與被動驅力(拉動機)，問項平均數

介於 3.43~4.52 之間。在主動驅力(推動機)子構面中，以「本身就喜歡

大自然環境」(4.52)得分最高，而以「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3.43)

得分為最低。在被動驅力(拉動機)子構面中，以「讓我休息、放鬆有益

身體健康」(4.51)得分最高，而以「園區環境整潔有序吸引我」(4)得分

為最低。 

整個構面的題項中，以「本身就喜歡大自然環境」、「讓我休息、放

鬆有益身體健康」、「氣候、空氣、視野良好吸引我」為平均數較高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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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為了增加且豐富自己生態知識」、「為

了與周遭朋友或親戚相約一同出遊」為平均數較低的項目。 

表 4.2旅遊動機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構面排序 總排序 

主動

趨力 

喜歡登山健行強壯身體 4.24 0.651 2 4 

本身就喜歡大自然環境 4.52 0.575 1 1 

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 3.43 0.783 6 12 

為了與周遭朋友或親戚相約一同出遊 3.94 0.696 4 10 

為了增加且豐富自己生態知識 3.87 0.801 5 11 

為了欣賞花季時令景觀，如櫻花季、蝴蝶

季、秋芒季、溫泉季等 
3.98 0.727 3 9 

被動

趨力 

園區環境整潔有序吸引我 4 0.666 6 8 

路線指標清礎，容易到達目的地 4.1 0.699 4 6 

登山步道規劃完善 4.08 0.767 5 7 

地質生態與景觀豐富的吸引我 4.11 0.734 3 5 

氣候、空氣、視野良好吸引我 4.42 0.632 2 3 

讓我休息、放鬆有益身體健康 4.51 0.601 1 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旅遊意象敘述性統計分析 

旅遊意象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4.3所示，本研究之旅遊意象分為三

個子構面，分別為生態景觀、觀光景點與遊憩設施，問項平均數介於 

3.46~4.24 之間。在生態景觀子構面中，以「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

嘆為觀止」(4.24)得分最高，而以「鳥類眾多藍鵲容易發現，讓人驚艷」

(3.9)得分為最低。在觀光景點子構面中，以「陽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

點」(4.21)得分最高，而以「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3.46)得分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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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遊憩設施子構面中，以「遊憩據點公共服務設施完善」(4)得分最

高，而以「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3.82)得分為最低。 

整個構面的題項中，以「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嘆為觀止」、「陽

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點」、「陽明山上有舒適宜人的天氣」為平均數較

高的項目；而「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登

山步道設施完善」為平均數較低的項目。 

     

表 4.3旅遊意象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構面排序 總排序 

生態

景觀 

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4.24 0.691 1 1 

春天花季人潮熱絡、寒櫻綻放景色怡人 4.07 0.657 6 10 

杜鵑花開滿園遍地，非常美麗 4.12 0.677 5 8 

鳥類眾多藍鵲容易發現，讓人驚艷 3.9 0.809 8 16 

楓紅點綴、片片金黃，大屯秋色相當漂亮 4.13 0.747 4 7 

秋天白背芒形成一片花海景色怡人 4.16 0.733 2 5 

生態保護良好，擁有許多寶貴自然資源 4.06 0.759 7 11 

生態教學與環境教育良善，值得一遊 4.14 0.693 3 6 

觀光

景點 

陽明山上有舒適宜人的天氣 4.2 0.747 2 3 

陽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點 4.21 0.717 1 2 

陽明山上有優美田園風光 4.19 0.751 3 4 

陽明山上有好吃的青菜美食 3.96 0.825 5 13 

陽明山上有溫泉湯浴 4.1 0.775 4 9 

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 3.46 0.781 6 19 

遊憩

設施 

遊憩據點公共服務設施完善 4 0.69 1 12 

遊憩據點旅遊資訊充足 3.91 0.676 3 15 

遊憩據點安全設施良好 3.95 0.739 2 14 

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 3.82 0.683 5 18 

登山步道設施完善 3.84 0.732 4 17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4.2.3 旅遊品質敘述性統計分析 

旅遊品質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4.4所示，本研究之旅遊品質分為五

個子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確實性與關懷性，問項平

均數介於 3.96~4.12 之間。在有形性子構面中，以「公園景色優美宜人」

(4.1)得分最高，而以「告示指引確實」(3.96)得分為最低。在可靠性子

構面中，以「遊園公車服務良好」(4.09)得分最高，而以「志工人員解

答問題令人滿意」(3.96)得分為最低。在反應性子構面中，以「服務效

果令人滿意」(4.03)得分最高，而以「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3.98)

得分為最低。在確實性子構面中，以「服務人員知識豐富」(4.12)得分

最高，而以「服務人員值得信任」(4.08)得分為最低。在關懷性子構面

中，以「服務人員的愛心與耐性」(4.1)得分最高，而以「服務中心提供

硬體設備服務」(4.07)得分為最低。 

整個構面的題項中，以「服務人員知識豐富」、「服務人員禮貌且友

善」、「公園景色優美宜人」為平均數較高的項目；而「志工人員解答問

題令人滿意」、「告示指引確實」、「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為平均數較

低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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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旅遊品質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構面排序 總排序 

有形

性 

公園內停車設施完善 3.98 0.861 2 12 

告示指引確實 3.96 0.798 3 14 

公園景色優美宜人 4.1 0.785 1 3 

可靠

性 

遊園公車服務良好 4.09 0.666 1 5 

志工人員解答問題令人滿意 3.96 0.778 3 15 

生態教育獲益良多 3.99 0.717 2 11 

反應

性 

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 3.98 0.837 3 13 

服務提供具有即時性 4.01 0.703 2 10 

服務效果令人滿意 4.03 0.84 1 9 

確實

性 

服務人員知識豐富 4.12 0.818 1 1 

服務人員禮貌且友善 4.11 0.906 2 2 

服務人員值得信任 4.08 0.846 3 7 

關懷

性 

服務中心提供硬體設備服務 4.07 0.739 3 8 

服務人員的愛心與耐性 4.1 0.86 1 4 

能夠真正解決替客戶問題 4.09 0.878 2 6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2.4 旅遊效益敘述性統計分析 

旅遊效益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4.5所示，本研究之旅遊效益分為四

個子構面，分別為身體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與教育效益，問項平

均數介於 4.46~4.11 之間。在身體效益子構面中，以「可以增加體力」

(4.37)得分最高，而以「可以消除身體疲勞」(4.24)得分為最低。在心

理效益子構面中，以「可以讓心情愉快」(4.46)得分最高，而以「紓解

心理壓力」(4.37)得分為最低。在社交效益子構面中，以「增加朋友相

處機會」(4.27)得分最高，而以「提供適度溝通管道」(4.13)得分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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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教育效益構面中，以「吸收知識而有成就感」(4.21)得分最高，

而以「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4.11)得分為最低。 

整個構面的題項中，以「可以讓心情愉快」、「提供放鬆心情」、「可

以增加體力」為平均數較高的項目；而「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提供適度溝通管道」、「教學相長增長見聞」為平均數較低的項目。 

表 4.5旅遊效益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面 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構面排序 總排序 

身體

效益 

可以提供適度休息 4.33 0.593 2 5 

可以消除身體疲勞 4.24 0.651 3 7 

可以增加體力 4.37 0.594 1 3 

心理

效益 

提供放鬆心情 4.4 0.638 2 2 

紓解心理壓力 4.37 0.669 3 4 

可以讓心情愉快 4.46 0.64 1 1 

社交

效益 

提供適度溝通管道 4.13 0.592 3 11 

彼此互相樂意分享 4.19 0.661 2 9 

增加朋友相處機會 4.27 0.694 1 6 

教育

效益 

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4.11 0.649 3 12 

吸收知識而有成就感 4.21 0.664 1 8 

教學相長增長見聞 4.14 0.722 2 10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信效度分析  

本節將針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以及「旅遊效益」

等四部份來進行信度分析與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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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信度分析 

目前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用來判別信度的方式為 Cronbach’s 

α 係數，當 α 係數小於 0.35，則為低信度；當 α 係數介於 0.35~0.7 

之間，則為中信度；當 α 係數大於 0.7 以上，表示此量表屬於高信度。

因素負荷量的選擇，基於本研究之樣本數(400)，以因素負荷量大於 0.5 

為變數選取標準，本研究分析四個主構面的結果如 4.6表所示，每一主

構面皆為高信度者。 

表 4.6信度分析表 

衡量構面 題數 Cronbach’s α 整體信度 

旅遊動機 12 0.886 

0.969 
旅遊意象 19 0.933 

旅遊品質 15 0.967 

旅遊效益 12 0.933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 效度分析 

本研究效度分析採用 Kaiser (1974)提出 KMO 值(Kaiser–Meyer–

Olkin)和 Bartlett 球形檢定，是進行因素分析的標準。在分析的過程

中 KMO 值取樣適切性數值越大，表示相關程度越好，另 Bartlett 球形

檢定為問卷題項之間的相關係數是否不同且大於零，顯著的檢定結果表

示相關係數可以做為抽取因素之用。以 Kaiser (1974)論點，KMO 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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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適切性，0.9 以上非常適合進行因素分析，0.8以上適合做因素分

析，0.7以上尚可做因素分析，本研究的 KMO 值皆高於 0.821，且每個

構面的 Bartlett 球形檢定皆為顯著，表示本問卷的資料皆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以下分別說明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的因

素分析結果，並如表 4.7所示。 

表 4.7 研究構面 KMO值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結果 

研究變數 KMO 值 
Bartlett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旅遊動機 0.821 2645.689 66 0.000*** 

旅遊意象 0.837 6304.481 171 0.000*** 

旅遊品質 0.904 7199.409 105 0.000*** 

旅遊效益 0.838 4077.434 66 0.000*** 

註：*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 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1旅遊動機因素分析 

此構面的問項共有 12 題，分為 2個子構面，分別命名為主動驅力與

被動驅力，分別依子構面分析結果為各問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5，

主動驅力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32.715%，Cronbach’s α為 0.812；被動

驅力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58.746%，Cronbach’s α為 0.872，如表 4.8 

所示；經由分析後可觀察到衡量的問項有相當水準的效度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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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旅遊動機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項 
因素 

負荷量 

解釋變

異量(%) 

累積解釋 

變異量(%) 

Cronbach’

s α 

主動

趨力 

喜歡登山健行強壯身體 0.806 

32.715 32.715 0.812 

本身就喜歡大自然環境 0.740 

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 0.719 

為了與周遭朋友或親戚相約一同出

遊 

0.679 

為了增加且豐富自己生態知識 0.665 

為了欣賞花季時令景觀，如櫻花

季、蝴蝶季、秋芒季、溫泉季等 

0.546 

26.032 58.746 0.872 
被動

趨力 

園區環境整潔有序吸引我 0.844 

路線指標清礎，容易到達目的地 0.826 

登山步道規劃完善 0.753 

地質生態與景觀豐富的吸引我 0.748 

氣候、空氣、視野良好吸引我 0.606 

讓我休息、放鬆有益身體健康 0.530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2旅遊意象因素分析 

此構面的問項共有 19 題，分為 3個子構面，分別命名為生態景觀、

觀光景點與遊憩設施，分別依子構面分析結果為各問項的因素負荷量皆

大於 0.5，遊憩設施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24.809%，Cronbach’s α為

0.819；生態景觀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48.288%，Cronbach’s α為0.906；

觀光景點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65.916%，Cronbach’s α為 0.893，如表 

4.9 所示；經由分析後可觀察到衡量的問項有相當水準的效度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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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旅遊意象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項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異量(%) 

累積解釋 

變異量(%) 

Cronbach’

s α 

遊憩

設施 

遊憩據點公共服務設施完善 0.611 

24.809 24.809 0.819 

遊憩據點旅遊資訊充足 0.648 

遊憩據點安全設施良好 0.726 

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 0.677 

登山步道設施完善 0.740 

生態

景觀 

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0.721 

23.479 48.288 0.906 

春天花季人潮熱絡、寒櫻綻放景色

怡人 
0.700 

杜鵑花開滿園遍地，非常美麗 0.757 

鳥類眾多藍鵲容易發現，讓人驚艷 0.712 

楓紅點綴、片片金黃，大屯秋色相

當漂亮 
0.773 

秋天白背芒形成一片花海景色怡人 0.792 

生態保護良好，擁有許多寶貴自然

資源 
0.695 

生態教學與環境教育良善，值得一

遊 
0.693 

觀光

景點 

陽明山上有舒適宜人的天氣 0.735 

17.628 65.916 0.893 

陽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點 0.750 

陽明山上有優美田園風光 0.740 

陽明山上有好吃的青菜美食 0.620 

陽明山上有溫泉湯浴 0.737 

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 0.656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3旅遊品質因素分析 

此構面的問項共有 15 題，分為 5個子構面，分別命名為有形性、可

靠性、反應性、確實性與可靠性，分別依子構面分析結果為各問項的因

素負荷量皆大於 0.5，有形性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30.484%，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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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為0.863；可靠性之累積解釋變異量54.168%，Cronbach’s α為0.808；

反應性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69.469%，Cronbach’s α 為 0.928；確實性

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79.368%，Cronbach’s α為 0.942；關懷性之累積

解釋變異量為 88.509%，Cronbach’s α為 0.923，如表 4.10 所示；經

由分析後可觀察到衡量的問項有相當水準的效度與信度。 

表 4.10旅遊品質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項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異量(%) 

累積解釋 

變異量(%) 

Cronbach’

s α 

有形

性 

公園內停車設施完善 0.774 

30.484 30.484 0.863 告示指引確實 0.816 

公園景色優美宜人 0.643 

可靠

性 

遊園公車服務良好 0.689 

23.684 54.168 0.808 志工人員解答問題令人滿意 0.893 

生態教育獲益良多 0.825 

反應

性 

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 0.852 

15.301 69.469 0.928 服務提供具有即時性 0.901 

服務效果令人滿意 0.825 

確實

性 

服務人員知識豐富 0.914 

9.899 79.368 0.942 服務人員禮貌且友善 0.893 

服務人員值得信任 0.871 

關懷

性 

服務中心提供硬體設備服務 0.806 

9.141 88.509 0.923 服務人員的愛心與耐性 0.883 

能夠真正解決客戶問題 0.89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4旅遊效益因素分析 

此構面的問項共有 12 題，分為 4個子構面，分別命名為身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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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效益、社交效益與教育效益，分別依子構面分析結果為各問項的因

素負荷量皆大於 0.5，身體效益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22.805%，

Cronbach’s α為 0.857；心理效益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44.115%，

Cronbach’s α為 0.907；社交效益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63.901%，

Cronbach’s α為 0.906；教育效益之累積解釋變異量為 83.574%，

Cronbach’s α為 0.890，如表 4.11 所示；經由分析後可觀察到衡量

的問項有相當水準的效度。 

表 4.11旅遊效益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項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異量(%) 

累積解釋 

變異量(%) 

Cronbach’

s α 

身體

效益 

可以提供適度休息 0.829 

22.805 22.805 0.857 可以消除身體疲勞 0.755 

可以增加體力 0.851 

心理

效益 

提供放鬆心情 0.819 

21.310 44.115 0.907 紓解心理壓力 0.839 

可以讓心情愉快 0.747 

社交

效益 

提供適度溝通管道 0.794 

19.786 63.901 0.906 彼此互相樂意分享 0.792 

增加朋友相處機會 0.829 

教育

效益 

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0.765 

19.673 83.574 0.890 吸收知識而有成就感 0.874 

教學相長增長見聞 0.688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差異分析 

本研究變異數分析採用 7個因子為年齡、學歷、月收入、來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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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人數、交通工具、每月次數等，並分別對各個構面整理出變異數分

析表如下。 

4.4.1 旅遊動機分析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學歷、月收入、來自哪裡、同行人數、

交通工具等6個因子對旅遊動機並無顯著差異。另遊客到陽明山國家公園

以月旅遊次數因子對旅遊動機之感受與認知有顯著差異，如表 4.12 所

示之月旅遊次數變項在2~4次平均數(4.2190)大於1次以下平均數

(3.9342)，代表月旅遊次數較高者比月旅遊次數較低者對於旅遊動機之

認同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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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旅遊動機單因子變異數分析表 
遊客統計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P值 事後比較 

年

齡 

A.20歲以下 4.0000 0.00000 

0.833 0.505 N/A 

B.21歲~30歲 4.0074 0.12372 

C.31歲~40歲 4.1500 0.55787 

D.41歲~50歲 4.0809 0.48470 

E.51歲以上 4.1346 0.46765 

學

歷 

A.國中(含以下)  4.2083 0.41170 

2.45 0.63 N/A 
B.高中(職) 4.0680 0.54579 

C.大專(學) 4.0634 0.45751 

D.研究所 4.2146 0.31387 

月

收

入 

A.20000元以下 4.2000 0.27817 

3.517 0.008 N/A 

B.20001元~30000

元 
3.9379 0.59973 

C.30001元~40000

元 
4.1205 0.46657 

D.40001元~50000

元 
4.0201 0.54259 

E.50001元以上 4.1624 0.38437 

來

自

哪

裡 

A.北北基 4.0871 0.45461 

1.824 0.142 N/A 
B.桃竹苗 4.2461 0.62227 

C.中彰投宜花東 4.0833 0.00000 

D.南高屏 4.0000 0.08550 

同

遊

人

數 

A.1人 4.1059 0.45407 

0.805 0.523 N/A 

B.2人 4.1378 0.48830 

C.3人~5人 4.0889 0.38322 

D.6人~8人 4.0465 0.43705 

E.9人以上 3.9907 0.58440 

交

通

工

具 

A.自行車 4.1484 0.49592 

1.541 0.203 N/A 
B.機車 4.0556 0.41282 

C.自用汽車 4.1466 0.35147 

D.公共運輸 4.0408 0.57975 

月

旅

遊

次

數 

A.1次以下 3.9342 0.50584 

7.132 0.000 B>A 

B.2次~4次 4.2190 0.46770 

C.5次~7次 4.0503 0.28076 

D.8次~9次 4.1398 0.38693 

E.10次以上 4.1338 0.41397 

註：N/A 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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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旅遊意象分析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學歷、月收入、來自哪裡、交通工具等5

個因子對旅遊動機並無顯著差異。另遊客到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同行人數

與月旅遊次數2個因子對旅遊意象之感受與認知有顯著差異，如表 4.13 

所示之同行人數變項1人平均數(4.1460)大於6人~8人平均數(3.8401)，

代表同行人數較低者比同行人數較高者對於旅遊意象之認同度較高；月

旅遊次數變項在2~4次平均數(4.1849)大於1次以下平均數(3.7988)，代

表月旅遊次數較高者比月旅遊次數較低者對於旅遊意象之認同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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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旅遊意象單因子變異數分析表 
遊客統計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P值 事後比較 

年

齡 

A.20歲以下 3.5789 0.00000 

2.312 0.057 N/A 

B.21歲~30歲 4.1362 0.21878 

C.31歲~40歲 3.9642 0.40552 

D.41歲~50歲 4.0362 0.53405 

E.51歲以上 4.0140 0.51968 

學

歷 

A.國中(含以下)  3.9417 0.34179 

1.760 0.154 N/A 
B.高中(職) 4.0351 0.53823 

C.大專(學) 3.9825 0.52809 

D.研究所 4.1308 0.32038 

月

收

入 

A.20000元以下 4.0495 0.24420 

2.566 0.038 N/A 

B.20001元~30000元 3.8793 0.47302 

C.30001元~40000元 3.9225 0.52228 

D.40001元~50000元 4.0726 0.60139 

E.50001元以上 4.0778 0.46419 

來

自

哪

裡 

A.北北基 4.0066 0.49774 

0.741 0.528 N/A 
B.桃竹苗 4.1236 0.55781 

C.中彰投宜花東 3.9474 0.30387 

D.南高屏 4.0158 0.22531 

同

遊

人

數 

A.1人 4.1460 0.35581 

4.460 0.002 A>D 

B.2人 4.0067 0.58259 

C.3人~5人 4.0421 0.38952 

D.6人~8人 3.8401 0.47431 

E.9人以上 3.8596 0.55412 

交

通

工

具 

A.自行車 4.0828 0.53862 

2.905 0.035 N/A 
B.機車 4.0932 0.48978 

C.自用汽車 3.9925 0.25947 

D.公共運輸 3.9123 0.62567 

月

旅

遊

次

數 

A.1次以下 3.7988 0.50168 

11.919 0.000 B>A 

B.2次~4次 4.1849 0.51319 

C.5次~7次 4.0230 0.33760 

D.8次~9次 4.0560 0.39897 

E.10次以上 3.9584 0.32379 

註：N/A 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4.3 旅遊品質分析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年齡、來自哪裡、同行人數等3個因子對旅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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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並無顯著差異。另遊客到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學歷、月收入、交通工具

與月旅遊次數4個因子對旅遊品質之感受與認知有顯著差異，如表 4.14 

所示之學歷變項大專(學)平均數(4.1604)大於高中(職)平均數(3.8216)，

研究所平均數(4.1343)亦大於高中(職)平均數(3.8216)，代表學歷越高

者比學歷較低者對於旅遊品質之認同度較高；月收入變項20000元以下平

均數(4.1573)大於20001元~30000元平均數(3.6353)，30001元~40000元

以下平均數(4.1040)大於20001元~30000元平均數(3.6353)，50000元以

上平均數(4.1720)大於20001元~30000元平均數(3.6353)，代表月收入

20001元~30000元者對於旅遊品質之認同度較低；交通工具變項自行車平

均數(4.2500)大於自用汽車平均數(3.7714)，機車平均數(4.1097)大於

自用汽車平均數(3.7714)，公共運輸平均數(4.0958)大於自用汽車平均

數(3.7714)，代表使用交通工具以自用汽車者對於旅遊品質之認同度最

低；月旅遊次數變項在2~4次平均數(4.2515)大於1次以下平均數

(3.9641)，2~4次平均數(4.2515)大於5次~7次平均數(3.9056)，2~4次平

均數(4.2515)大於8次9次平均數(3.8258)，平均數(4.2515)大於10次以

上平均數(3.7667)，代表月旅遊次數以月旅遊次數2~4次者對於旅遊品質

之認同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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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旅遊品質單因子變異數分析表 
遊客統計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P值 事後比較 

年

齡 

A.20歲以下 4.0750 0.02357 

2.936 0.021 N/A 

B.21歲~30歲 4.2784 0.26181 

C.31歲~40歲 4.0107 0.47550 

D.41歲~50歲 4.1121 0.58118 

E.51歲以上 3.9121 0.86193 

學

歷 

A.國中(含以下)  3.9571 0.60783 

7.101 0.000 C,D>B 
B.高中(職) 3.8216 0.86893 

C.大專(學) 4.1604 0.56536 

D.研究所 4.1343 0.40653 

月

收

入 

A.20000元以下 4.1573 0.22244 

7.330 0.000 
A,C,E>B 

 

B.20001元~30000元 3.6353 0.96253 

C.30001元~40000元 4.1040 0.76284 

D.40001元~50000元 3.9701 0.76896 

E.50001元以上 4.1720 0.39917 

來

自

哪

裡 

A.北北基 4.0462 0.67915 

2.640 0.049 N/A 
B.桃竹苗 4.2093 0.46612 

C.中彰投宜花東 3.8333 0.96225 

D.南高屏 3.7200 0.63194 

同

遊

人

數 

A.1人 4.1381 0.58553 

1.998 0.094 N/A 

B.2人 3.9729 0.82497 

C.3人~5人 3.9967 0.50704 

D.6人~8人 4.1872 0.42678 

E.9人以上 3.9012 0.58860 

交

通

工

具 

A.自行車 4.2500 0.47996 

10.581 0.000 
A,B,D>C 

 

B.機車 4.1097 0.72386 

C.自用汽車 3.7714 0.73992 

D.公共運輸 4.0958 0.56732 

月

旅

遊

次

數 

A.1次以下 3.9641 0.60945 

7.950 0.000 
B>A,C,D,E 

 

B.2次~4次 4.2515 0.60552 

C.5次~7次 3.9056 0.47913 

D.8次~9次 3.8258 0.82672 

E.10次以上 3.7667 0.87099 

註：N/A 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4.4 旅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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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學歷、月收入、來自哪裡等3個因子對旅遊動機

並無顯著差異。另遊客到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年齡、同遊人數、交通工具

與月旅遊次數4個因子對旅遊效益之感受與認知有顯著差異，如表 4.15 

所示之年齡變項21歲~30歲平均數(4.5319)大於31歲~40歲平均數

(4.0550)，代表21歲~30歲者比31歲~40歲者對於旅遊效益之認同度較高；

同遊人數變項1人平均數(4.4152)大於3人~5人平均數(4.0528)，1人平均

數(4.4152)大於9人以上平均數(3.9506)，2人平均數(4.2861)大於3人~5

人平均數(4.0528)，2人平均數(4.2861)大於9人以上平均數(3.9506)，6

人~8人平均數(4.3109)大於9人以上平均數(3.9506)，代表同遊人數1人

或2人比3人~5人者對於旅遊效益之認同度較高且同遊人數9人以上者對

旅遊效益之認同度最低；交通工具變項自行車平均數(4.4297)大於自用

汽車平均數(4.1429)，自行車平均數(4.4297)大於公共運輸平均數

(4.1432)，機車平均數(4.3750)大於自用汽車平均數(4.1429)，機車平

均數(4.3750)大於公共運輸平均數(4.1432)，代表使用交通工具以自行

車、機車者比自用汽車、公共運輸對於旅遊效益之認同度較高；月旅遊

次數變項在2~4次平均數(4.4868)大於1次以下平均數(4.0140)，5~7次平

均數(4.3229)大於1次以下平均數(4.0140)，2~4次平均數(4.4868)大於8

次9次平均數(4.1720)，2~4次平均數(4.4868)大於10次以上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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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8)，代表月旅遊次數以月旅遊次數2~4次者對於旅遊效益之認同度

最高。 

表 4.15旅遊效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表 
遊客統計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P值 事後比較 

年

齡 

A.20歲以下 4.5833 0.00000 

5.911 0.000 B>C 

B.21歲~30歲 4.5319 0.27295 

C.31歲~40歲 4.0550 0.29142 

D.41歲~50歲 4.2707 0.53065 

E.51歲以上 4.2675 0.51823 

學

歷 

A.國中(含以下)  4.3333 0.44096 

0.701 0.552 N/A 
B.高中(職) 4.2310 0.51894 

C.大專(學) 4.2595 0.52827 

D.研究所 4.3258 0.32808 

月

收

入 

A.20000元以下 4.3617 0.29480 

2.414 0.048 N/A 

B.20001元~30000元 4.3007 0.43909 

C.30001元~40000元 4.1171 0.62283 

D.40001元~50000元 4.2739 0.55727 

E.50001元以上 4.2977 0.42941 

來

自

哪

裡 

A.北北基 4.2628 0.49637 

0.092 0.965 N/A 
B.桃竹苗 4.3043 0.48960 

C.中彰投宜花東 4.2500 0.48113 

D.南高屏 4.2708 0.45069 

同

遊

人

數 

A.1人 4.4152 0.33124 

8.986 0.000 
A,B>C,E 

D>E 

B.2人 4.2861 0.59354 

C.3人~5人 4.0528 0.42463 

D.6人~8人 4.3109 0.39952 

E.9人以上 3.9506 0.44293 

交

通

工

具 

A.自行車 4.4297 0.38509 

10.099 0.000 A,B>C,D 
B.機車 4.3750 0.54572 

C.自用汽車 4.1429 0.38529 

D.公共運輸 4.1432 0.56915 

月

旅

遊

次

數 

A.1次以下 4.0140 0.55863 

20.757 0.000 
B,C>A 

B>D,E 

B.2次~4次 4.4868 0.41446 

C.5次~7次 4.3229 0.32189 

D.8次~9次 4.1720 0.36064 

E.10次以上 4.1228 0.40721 

註：N/A 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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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相關分析 

4.5.1 獨立樣本T檢定 

4.5.1.1 性別T檢定 

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性別對於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

品質與旅遊效益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的比較，根據分析結果得知不同性別

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皆無顯著差異。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各構面獨立樣本 T 檢定(性別) 
 

構面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顯著性 備註 

旅遊動機 

A. 男 

 
B.  女 

204 

 

196 

4.1401 

 

4.0578 

0.44912 

 

0.47807 

0.077 N/A 

旅遊意象 

A. 男 

 

B.  女 

204 

 

196 

4.0697 

 

3.9664 

0.49210 

 

0.49031 

0.36 N/A 

旅遊品質 

A. 男 

 

B.  女 

204 

 

196 

4.0974 

 

3.9916 

0.58518 

 

0.73531 

0.110 N/A 

旅遊效益 

A. 男 

 

B.  女 

204 

 

196 

4.3199 

 

4.2130 

0.43846 

 

0.53743 

0.30 N/A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70 

 

4.5.1.2 婚姻狀況 T檢定 

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婚姻狀況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

遊品質與旅遊效益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的比較，根據分析結果得知婚姻狀

況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有顯著差異；對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無顯著差

異，如表 4.17所示。 

表 4.17 各構面獨立樣本 T 檢定(婚姻) 
 

構面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顯著性 備註 

旅遊動機 

A. 單身 

 

B. 已婚 

133 

 

267 

3.9417 

 

4.1785 

0.40410 

 

0.47358 

0.000*** B>A 

旅遊意象 

A. 單身 

 

B. 已婚 

133 

 

267 

3.8417 

 

4.1074 

0.45403 

 

0.48907 

0.000*** B>A 

旅遊品質 

A. 單身 

 

B. 已婚 

133 

 

267 

4.0732 

 

4.0315 

0.51456 

 

0.72799 

0.509 N/A 

旅遊效益 

A. 單身 

 

B. 已婚 

133 

 

267 

4.2325 

 

4.2850 

0.50701 

 

0.48400 

0.315 N/A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5.2 Person 相關分析 

本研究利用皮爾森積差分析來檢測旅遊動機(自變數)、旅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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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數)、旅遊品質(中介變數)、旅遊效益(依變數)等構面間的相關程度，

分析結果發現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旅遊品質、旅遊效益呈顯著正相

關；旅遊意象與旅遊品質、旅遊效益呈顯著正相關；旅遊品質與旅遊

效益呈顯著正相關。由表4.18分析結果得知，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的

線性相關係數0.799為最高，表示遊客的旅遊動機對於旅遊意象有較強

的關聯性。旅遊動機與旅遊品質的線性相關係數0.406為最低，表示遊

客在旅遊後的旅遊動機對於旅遊品質的相關性較低，相關係數如表

4.18所示。 

表 4.18各構面相關分析 
 

構面 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 旅遊品質 旅遊效益 

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 

 
0.799*** 

 
 

  

旅遊品質 

 
0.406*** 

 
0.445*** 

 
 

 

旅遊效益 

 
0.657*** 

 
0.726*** 

 
0.466*** 

 
 

註：*P< 0.05，**P< 0.01，***P< 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5.3迴歸分析 

由上述的相關分析得知，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

益之相關性，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來探討各構面間的解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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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將以第三章之研究架構圖作為基礎，針對本研

究構面間的影響關係進行說明，以迴歸分析來分析各研究變數間的關係，

並確立自變項與依變數間是否存在顯著影響關係。 

4.5.3.1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之影響 

本研究分別驗證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與旅遊效益等構面

間的直接影響的效果，加以驗證 H1、H2、H3、H4、H5、H6 是否成立，

其分析結果如表 4.19所示。 

H1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之影響 

檢測旅遊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意象，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的標準化β值為 0.799有達顯著水準，R2為

0.638，F值為 703.243，因此假設 H1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動機

對旅遊意象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動機很高的話，其旅遊意象

則會提升。 

H2 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之影響 

檢測旅遊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品質，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的標準化β值為0.406有達顯著水準R2為0.163，

F值為 78.731，因此假設 H2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動機對旅遊品

質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動機很高的話，其旅遊品質則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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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之影響 

檢測旅遊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效益，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標準化 β 值為 0.657 有達顯著水準，R2 為

0.430，F 值為 301.743，因此假設 H3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動

機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動機很高的話，其旅遊效

益則會提升。 

H4 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之影響 

檢測旅遊品質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意象，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的標準化β值為 0.445有達顯著水準，R2 為

0.196，F 值為 98.468，因此假設 H4 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品質

對旅遊意象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品質很高的話，其旅遊意象

則會提升。 

H5 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之影響 

檢測旅遊意象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效益，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的標準化β值為 0.726有達顯著水準，R2 為

0.526，F值為 443.357，因此假設 H5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意象

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意象很高的話，其旅遊效益

則會提升。 



 
 
 
 
 
 
 
 
 
 
 
 

 

74 

 

H6 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之影響 

檢測旅遊品質是否會直接影響旅遊效益，由表 4.19可知，分析結果

顯示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的標準化β值為 0.466有達顯著水準，R2 為

0.216，F值為 110.679，因此假設 H6成立。由上述可以知道，旅遊品質

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影響，代表遊客的旅遊品質很高的話，其旅遊效益

則會提升。 

表 4.19各構面之回歸分析 

構面 β R
2
 F值 

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H1) 0.799*** 0.638 703.243 

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H2) 0.406*** 0.163 78.731 

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H3) 0.657*** 0.430 301.743 

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H4) 0.445*** 0.196 98.468 

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H5) 0.726*** 0.526 443.357 

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H6) 0.466*** 0.216 110.679 

註：*P<0.05，**P<0.01，***P<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5.3.2 中介驗證 

由上述可知各構面之間的影響，本研究再進一步的以複迴歸分析探

討各構面間的中介關係的驗證假設與解釋是否成立，如表4.20、4.21所

示。本研究採取 Baron and Kenny (1986)對中介變數驗證方法來檢定變

數之間的中介效果，若中介效果要成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一、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影響。 

二、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分別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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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時放入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對依變項做複迴歸，若自變項與依變項

的影響會因中介變項的存在而減弱，但還達顯著水準，則為部分中介，

若變成未顯著水準，則為完全中介。 

H7:旅遊意象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4.20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數為0.799，達顯著水準，表示

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模式二可知，標準化迴歸係

數為0.657，亦達顯著水準，表示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由模式三得知，標準化迴歸係數為0.726，達顯著水準，表示旅遊意

象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式四的

結果可以得知，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影響在加入旅遊意象後，標準化

迴歸係數由原先的0.657降至0.212，但仍達顯著水準，故旅遊意象具有

部分中介，故假設 H7 成立。 

表 4.20 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之迴歸分析表 

變數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旅遊意象 旅遊效益 旅遊效益 旅遊效益 

旅遊動機 0.799*** 0.657***  0.212*** 

旅遊意象   0.726*** 0.557*** 

R2 0.639 0.431 0.527 0.543 

Adj.R2 0.638 0.430 0.526 0.541 

F值 703.243*** 301.743*** 443.357*** 236.027*** 

註：*P< 0.05；**P< 0.01；***P< 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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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旅遊品質在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4.21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數為0.406，達顯著水準，表示

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模式二可知，標準化迴歸係

數為0.657，亦達顯著水準，表示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由模式三得知，標準化迴歸係數為0.466，達顯著水準，表示旅遊品

質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式四的

結果可以得知，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影響在加入旅遊品質後，標準化

迴歸係數由原先的0.657降至0.560，但仍達顯著水準，故旅遊品質具有

部分中介，故假設 H8 成立。 

表 4.21 旅遊動機與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之迴歸分析表 

變數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旅遊品質 旅遊效益 旅遊效益 旅遊效益 

旅遊動機 0.406*** 0.657***  0.560*** 

旅遊品質   0.466*** 0.239*** 

R2 0.165 0.431 0.218 0.479 

Adj.R2 0.163 0.430 0.216 0.476 

F值 78.731*** 301.743*** 110.679*** 182.454*** 

註：*P< 0.05；**P< 0.01；***P< 0.001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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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管理意涵、第三節後續

研究與建議，藉著上述提出的資料分析與統計結果經由相關的討論後，

來說明本研究結論、提供實質建議予各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者參考。 

5.1 研究結論 

一、本研究根據本文之研究架構提出了8項假設，經統計分析整體構面結

果後發現，本研究假設均成立，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1 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會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2 旅遊動機對旅遊品質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3 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會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4 旅遊品質對旅遊意象會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5 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會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6 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會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7旅遊意象對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會產生中介效果。 
成立 

(部份中介) 

H8 旅遊品質對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之間會產生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遊客選擇交通運輸工具從事旅遊在旅遊動機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表

示上山旅遊的交通工具不會影響遊客想要上山健行、欣賞花季、地質景

觀與學習生態知識等旅遊動機。另遊客選擇交通運輸工具從事旅遊在旅

遊意象方面亦無顯著差異，表示上山旅遊的交通工具不會影響遊客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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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各類生態景觀的美麗及驚艷、各景點的風光欣賞及美食享用與各類公

共設施的安全便利及服務完善等旅遊意象。 

旅遊品質研究結果顯示，遊客選擇交通運輸工具從事旅遊在旅遊品

質方面有顯著差異，表示上山旅遊交通工具的選擇會受遊客認為公園內

停車設施完善的有形性影響、遊園公車服務良好的可靠性影響、能夠真

正替遊客解決問題的關懷性影響，而上山的遊客交通工具以自行車、機

車、公共運輸者比自用汽車對於旅遊品質之認同度較高。 

旅遊效益研究結果顯示，遊客選擇交通運輸工具從事旅遊在旅遊效

益方面有顯著差異，表示上山旅遊的交通工具會影響遊客身體、心理、

社交與教育效益，而上山的遊客交通工具以自行車、機車者比自用汽車、

公共運輸對於旅遊效益之認同度較高。 

5.2 管理意涵 

一、在旅遊動機方面，國家公園管理處除舉辦春天花季、夏天賞蝶、秋

天觀芒等固定活動外，可以結合社會、學校等民間團體多舉辦單日或短

期各類休閒活動，並加上媒體廣為宣傳，活動資訊藉由網路迅速交流，

大大提升旅遊資訊的露出，並而提高遊客上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旅遊動

機。 

二、在旅遊意象方面，國家公園管理處在規劃旅遊活動或設置遊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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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較少人數為組別或單位為宜，如倆倆成對賞蝶活動，可以避免一

大群人同時觀賞的擁擠與吵雜，提高對旅遊景點環境的認同；另如較少

人數並行的步道路線與休憩設施座位，可以提高對大自然環境的保護與

讓更多遊客可以使用休憩設施座位，提高遊客對旅遊意象的認同。 

三、在旅遊品質方面，國家公園管理處在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下，可以

酌量增加自用汽車停車位置並秉持使用者付費觀念收取費用，如此以價

制量鼓勵遊客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上山旅遊，提高真正需要搭乘自用汽車

遊客對旅遊品質的認同。 

四、在旅遊效益方面，國家公園管理處大眾運輸如遊園公車可廣設各景

點上下車處，如此可以增加遊客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移動性與方便性，

提高遊客對旅遊效益的認同。 

五、本研究從迴歸模式中，發現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亦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且標準化迴歸係數大於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旅遊意象；旅

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影響在加入旅遊意象後，標準化迴歸係數由原先的

0.657降至0.212，但仍達顯著水準，故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藉者遊客旅

遊意象的提升來增加其所提供予遊客的旅遊效益。另外亦發現旅遊動機

對旅遊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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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旅遊品質對旅遊效益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旅遊動機對旅遊效益的

影響在加入旅遊品質後，標準化迴歸係數由原先的0.657降至0.560，但

仍達顯著水準，故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藉者遊客旅遊品質的提升來增加

其所提供予遊客的旅遊效益。綜合上述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

在確保遊園品質與增加宣導旅客意象方面來努力，以提升整個國家公園

的旅遊效益。 

 

5.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從交通運輸與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旅遊效益的

關聯性研究分析中，發現值得後續研究的方向。 

    自行車、機車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擁有較高的移動性與方便性，建

議可以針對自行車族群或機車族群的單一族群去探索並滿足這些族群遊

客在國家公園內的需求與動機，探討出更完善的經營方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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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研究問卷 

親愛的朋友:您好 

本問卷為一學術問卷，主要目的是為了瞭解您在使用交通運輸工具與陽明山國家

公園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品質及旅遊效益之關係的研究調查。 

您的意見是本研究可否完成之重要資料，懇請 撥冗填寫下列資料，協助完成本

研究，謝謝您! 

問卷所收集的資訊純為學術研究之用，絕不會用於商業用途以及對外公開，請您

放心填答。 

敬祝 旅途愉快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莊鎧溫 博士  

  研 究 生：林龍江 敬上 

第一部分:旅遊動機 

請問您就從事陽明山旅遊活動動機而言，請依下列

問題提供您的看法並給予一個適當的評價。 

請在適當的「□」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喜歡登山健行強壯身體 □ □ □ □ □ 

2 本身就喜歡大自然環境 □ □ □ □ □ 

3 想要結交、認識新朋友 □ □ □ □ □ 

4 為了與周遭朋友或親戚相約一同出遊 □ □ □ □ □ 

5 為了增加且豐富自己生態知識 □ □ □ □ □ 

6 
為了欣賞花季時令景觀，如櫻花季、蝴蝶季、

秋芒季、溫泉季等 
□ □ □ □ □ 

7 園區環境整潔有序吸引我 □ □ □ □ □ 

8 路線指標清礎，容易到達目的地 □ □ □ □ □ 

9 登山步道規劃完善 □ □ □ □ □ 

10 地質生態與景觀豐富的吸引我 □ □ □ □ □ 

11 氣候、空氣、視野良好吸引我 □ □ □ □ □ 

12 讓我休息、放鬆有益身體健康 □ □ □ □ □ 

第二部分:旅遊意象 

請問您就從事陽明山旅遊意象而言，請依下列問題

提供您的看法並給予一個適當的評價。 

請在適當的「□」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3 火山地質與地形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 □ □ □ □ 

14 春天花季人潮熱絡、寒櫻綻放景色怡人 □ □ □ □ □ 

15 杜鵑花開滿園遍地，非常美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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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鳥類眾多藍鵲容易發現，讓人驚艷 □ □ □ □ □ 

17 楓紅點綴、片片金黃，大屯秋色相當漂亮 □ □ □ □ □ 

18 秋天白背芒形成一片花海景色怡人 □ □ □ □ □ 

19 生態保護良好，擁有許多寶貴自然資源 □ □ □ □ □ 

20 生態教學與環境教育良善，值得一遊 □ □ □ □ □ 

21 陽明山上有舒適宜人的天氣 □ □ □ □ □ 

22 陽明山上有許多知名的景點 □ □ □ □ □ 

23 陽明山上有優美田園風光 □ □ □ □ □ 

24 陽明山上有好吃的青菜美食 □ □ □ □ □ 

25 陽明山上有溫泉湯浴 □ □ □ □ □ 

26 陽明山上有新鮮農產品 □ □ □ □ □ 

27 遊憩據點公共服務設施完善 □ □ □ □ □ 

28 遊憩據點旅遊資訊充足 □ □ □ □ □ 

29 遊憩據點安全設施良好 □ □ □ □ □ 

30 遊憩據點管理健全良好 □ □ □ □ □ 

31 登山步道設施完善 □ □ □ □ □ 

第三部分:旅遊品質 

請問您就從事陽明山旅遊活動品質而言，請依下列

問題提供您的看法並給予一個適當的評價。 

請在適當的「□」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2 公園內停車設施完善 □ □ □ □ □ 

33 告示指引確實 □ □ □ □ □ 

34 公園景色優美宜人 □ □ □ □ □ 

35 遊園公車服務良好 □ □ □ □ □ 

36 志工人員解答問題令人滿意 □ □ □ □ □ 

37 生態教育獲益良多 □ □ □ □ □ 

38 服務人員具有高度熱誠 □ □ □ □ □ 

39 服務提供具有即時性 □ □ □ □ □ 

40 服務效果令人滿意 □ □ □ □ □ 

41 服務人員知識豐富 □ □ □ □ □ 

42 服務人員禮貌且友善 □ □ □ □ □ 

43 服務人員值得信任 □ □ □ □ □ 

44 服務中心提供硬體設備服務 □ □ □ □ □ 

45 服務人員的愛心與耐性 □ □ □ □ □ 

46 能夠真正替客戶解決問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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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旅遊效益 

請問您就從事陽明山旅遊活動效益而言，請依下列

問題提供您的看法並給予一個適當的評價。 

請在適當的「□」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7 可以提供適度休息 □ □ □ □ □ 

48 可以消除身體疲勞 □ □ □ □ □ 

49 可以增加體力 □ □ □ □ □ 

50 提供放鬆心情 □ □ □ □ □ 

51 紓解心理壓力 □ □ □ □ □ 

52 可以讓心情愉快 □ □ □ □ □ 

53 提供適度溝通管道 □ □ □ □ □ 

54 彼此互相樂意分享 □ □ □ □ □ 

55 增加朋友相處機會 □ □ □ □ □ 

56 時空環境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 □ □ □ □ 

57 吸收知識而有成就感 □ □ □ □ □ 

58 教學相長增長見聞 □ □ □ □ □ 

第五部分:有關個人資料填寫(填寫人) 

59 性別:男、女 

60 
年齡:20歲以下、21歲~30歲、31歲~40歲、41歲~50歲、51歲

以上 

61 婚姻狀況:單身、已婚 

62 學歷: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大專(學)、研究所 

63 
月收入(新台幣):20000 元以下、20001 元~30000 元、30001 元

~40000元、40001 元~50000 元、50001 元以上 

64 來自國內哪裡: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宜花東、南高屏  

65 此次與多少人同行:1人、2人、3人~5人、6人~8人、9人以上 

66 此次採用交通工具為何:自行車、機車、自用汽車、公共運輸 

67 
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每月約幾次: 1次以下、2次~4次、5 次~7 次、

8次~9 次、10 次以上 

謝謝您熱心的配合與耐心的作答，煩請您再檢查一下是否有漏答的題目，萬分感

謝您的協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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