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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理帳戶探討台灣大專院校教師之海外旅遊行為 

Mental Accounting Approach of Outbound Travel Behavior of Taiwan Teacher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王素惠1   蔡善芳2 

 
 

摘要 
隨著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腳步，跨國界的觀光旅遊趨勢日益蓬勃。為了提升生活品

質，出國旅遊在國內已蔚成風氣。民國九十五年度出國人數為 867 萬人，出國旅遊總支

出達新台幣 2,600 億元；其中以觀光、遊憩和度假為目的者佔 50%以上。Shaw & Williams 
(1994)指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空閒時間及個人對旅遊的渴望是決定個人旅遊的三個

主要因素。教師除了有穏定的收入外，寒暑假期間也多了可自由支配的空閒時間，而教

師承受本身專業工作所面臨的變化及壓力，需要紓解與調劑生活的緊張，因此對旅遊的

強烈渴望也並不亞於其他的從業人員。根據 Thaler (1985) 心理帳戶 (Mental Accounting)
的原則指出，人們在面對收入來源、收入支出及帳戶核算頻率等事件時，其心中將會設

置的不同心理帳戶來產生決策行為及反應。當消費者運用不同的心理帳戶做消費時，其

個人行為及反應是不盡相同的。本研究以大專院校教師選擇不同旅遊行為模式的情感反

應來探討。利用二個經濟學理論的觀點：生命循環週期假說 (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 )、行為生命循環週期假說 (Behavioral Life Cycle Hypothesis; BLCH)來進行教師族

群的消費態度是否趨於理性或有限理性。 
 
關鍵詞：心理帳戶、生命循環週期假說行為、生命循環週期假說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sightseeing traveling is day by day vigorous arises along with 

globalization and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otstep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ife 
quality, the majority people will travel regard as the use free time or achieve one of the life 
style leisure goals. To have the income, the idle time and a person which may control freely to 
the traveling hope are decide individual traveling three primary factors(Shaw and Williams, 
1994). The teachers besides have stable income, winter & summer vacation period which has 
been possible to control freely idle time, they withstand the change and the pressure which the 
itself specialized work faces and need to relieve with the anxiety which regulates one's life. 
Therefore teachers also are not inferior to other jobholders to the traveling intense hope. 
According to Thaler (1985) the principle of Mental Accounting pointed out when people face 
different source of income, income disbursement and account calculation frequency,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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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the different mental account and then will have the 
policy-making behavior and the response. In other words; the consumer establishes two 
sources of income the mental account is' which gains laboriously 'and 'unexpected fortune' 
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chooses the different traveling behavior patterns by the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teacher the emotion response to discuss. Using two 
economic theory viewpoint: 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 and Behavioral Life Cycle 
Hypothesis; BLCH carries on the teacher tribal grouping tribal the expense manner whether 
tends to the rationality or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Keywords：Mental Accounting、Life Cycle Hypothesis、Behavioral Life Cycle Hypothesis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 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航太科技迅速發展的腳步，跨國界的觀光旅遊趨勢日益蓬勃。為了提

升生活品質，大多數人將旅遊當成利用自由時間或達到休閒目的之一種生活方式。有鑒

於此，休閒旅遊業者也紛紛看好這個市場。觀光局極力推廣國民旅遊，以吸引國人參與

旅遊活動。根據觀光局『93 年度國人旅遊調查狀況』中發現，在國外旅遊市場中，從事

高階工作者的市場約佔 20%，每年出國人數逐年增長。民國九十五年度出國人數為 867
萬人，出國旅遊總支出達新台幣 2,600 億元；其中以觀光、遊憩和度假為目的者佔一半

以上，顯然出國旅遊在國內已蔚成風氣。 
教師是社會中的成員之一，除了受社會變遷之影響重視休閒活動外，亦因工作所需

知能的改變，不斷地承受著無形的壓力，需要紓解與調劑生活的緊張，才能以最佳的身

心狀況從事教育工作，使才能發揮至最大效能。 
從事休閒旅遊時，每個人因為個性、環境、及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於旅遊的渴

望程度有所不同。Shaw and Williams (1994)指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空閒時間及個人

對旅遊的渴望是決定個人旅遊的三個主要因素。教師除了有穏定的收入外，扣除平時例

假日的閒暇時間，寒暑假期間也多了可自由支配的空閒時間，另教師對旅遊的強烈渴望

也並不亞於其他的從業人員。面對這極具潛力的市場，國內許多旅行與觀光業者將目標

專注於教師族群，將教師市場定位為一個具有利潤的旅遊市場。大專院校教師為教師中

可支配所得最高、空閒時間最長的一群，因此其從事海外旅遊活動之行為與動機非常值

得研究。 
每個不同的個體都會有不同的知覺和情感反應，若將其套用在旅遊行為中，旅遊者

的情感反應也不盡相同，而這也是在旅遊行為中最令人關心的一部份。根據 Thaler (1985) 
心理帳戶 (Mental Accounting) 的原則，指出人們在面對收入來源、收入支出及帳戶核

算頻率等事件時，其心中將會設置的不同心理帳戶來產生決策行為及反應。簡單來說，

消費者設置二個收入來源的心理帳戶，分別為『辛苦賺來的』及『意外之財』，當消費

者運用不同的心理帳戶做消費時，其個人行為及反應是不盡相同的。Neil (2005)探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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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北部大學生在旅遊方面的消費態度時，發現當學生面對不同的支付旅遊費用來源時，

每個學生使用個人認知的心理帳戶去支付旅遊費用時，其消費態度是不一樣的。他還利

用二個經濟學理論的觀點：生命循環週期假說 (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 )、行為生命

循環週期假說 (Behavioral Life Cycle Hypothesis; BLCH)來進行消費行為的區分，從而得

知學生族群的消費態度是否趨於有限理性。 
消費者行為之研究者逐漸關心消費者的情緒反應，但是目前的研究較未著重在以旅

遊消費者的角度來檢視其情緒反應，也尚未深入研究旅遊消費者選擇不同的旅遊方式對

情感反應的影響。本研究欲從旅遊消費者的角度，將另一焦點放在『旅遊消費者選擇不

同旅遊行為方式及支付旅費的來源的情感反應』，以大專院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當

其選擇不同的旅遊方式（團體旅遊、半自助旅遊、自助旅遊、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

當地旅遊行程）及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個人恒常所得、個人臨時所得、親友支

助、補助經費、銀行貸款）時，其心中將產生何種情感反應。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教育部統計處『93 學年度高等教育大專院校概況統計』，登記在案的大專

院校共計 159 所作為大專院校教師取樣的依據。以現職專任大專院校教師為研究對象，

不包括助教、實習教師、代理、代課教師及約聘雇人員。施測時間為 95 年 4 月份，以

線上問卷做為填答工具。主要目的乃期以透過實證調查研究，瞭解大專院校教師的海外

旅遊動機與行為及旅遊心理帳戶之情感反應，提供休閒旅遊相關單位深入了解海外旅遊

的主要客群之一的大專院校教師，作為旅遊相關業者規劃旅遊活動與制定行銷策略之參

考，並可將研究結果應用於如何吸引本國教師從事國內旅遊及外國教師來台旅遊。 
 

2.文獻探討 

2.1 旅遊動機 
在旅遊動機的各項研究中，大都從心理層面的角度來探討，Iso-Ahola (1982) 認為

在整個旅遊活動歷程中，旅遊動機是驅使人們從事旅遊活動的一種動力，而驅使遊客滿

足個人社會和心理的需求，是遊客從事旅遊活動的真正原因。旅遊動機經常是相互重疊

出現，而旅遊行為的決定因素是由多重動機所引發(Crompton, 1979)。此外，共享動機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因為同行者可能會影響個人參與旅遊與否。大多數旅遊動機之實

證研究是採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將遊客對各動機問項之態度萃取成數項共同因素，目前雖

沒有普遍認定的方法，但大致可歸納成下列五個大構面。 
1.文化知性動機構面: 概略歸納分成以下幾項 (1)看別的國家的人民如何工作、生活

和娛樂(2)看特殊的風景名勝(3) 對現在發生的事件作較深入的瞭解(4) 去參加特別的節

慶活動(5) 瞭解和欣賞其他地方的國家文化、藝術、風俗、語言與宗教(6) 參加學習、

冒險、發現、思考、想像等成份的活動。2.社會人際動機: 概略歸納成以下幾項 (1) 為
了取得他人的尊敬或注意(2) 增進家人情誼(3) 和異性接觸的浪漫體驗(4) 去瞻仰自己

祖先的故土(5) 去訪問自己的家庭或朋友曾經去過的地方(6) 在異地、異國結識各種新



經營管理論叢 2007 第二屆管理與決策學術研討會特刊 
 

- 4 -

朋友(7) 從事考察、會議及研究活動(8) 製造日後討論話題。3.自我成長的誘因動機: 概
略歸納成以下幾項 (1) 提升自我價值(2) 增加個人知識(3) 尋找心靈寄託(4) 追求時髦

(5) 追求新奇冒險(6) 參與歷史(7) 環遊世界的願望(8) 從事個人興趣所進行之研究。4.
自我逃避的誘因動機: 概略歸納成以下幾項 (1)想逃避過於刺激的生活(2)想逃離人群的

糾紛(3)尋求自由獨立的感受(4)去放鬆自己、脫離每天例行的工作與職責(5)好好的玩一

下，獲得樂趣(6)擺脫日常生活、工作、環境。 (Beard & Ragheb, 1983 et al) 5.推拉因素: 
Dann 於 1977 年提出了推拉理論 (push and pull theory)，主張旅遊是被二個構面的力量

所造成。其認為推的因素是因為社會及心理等需求，而鼓勵人們去旅行；而拉的因素則

是一個人受到旅遊目的地的刺激或激起，在被吸引情況下而從事旅遊的活動。換言之，

推的因素是個體對內在因素的考量及對於旅遊的渴望；而拉的因素是個體透過外在因素

而影響個人對於旅遊的動機及選擇。Crompton 於 1979 年探討推力因素及拉力因素。

爾後學者依據不同的環境中分別探討出不同的旅遊動機因素。歸類文獻的推力因素有：

知識的尋求、休息放鬆、社交活動、逃避、戶外活動等；拉力因素有：花費預算、設施、

安全、自然古蹟、娛樂等因素。(Cai & Combrink, 2000 et al)  
 
2.2 旅遊行為 

McIntosh and Goeldner (1990)定義旅遊為人們離開家裡外出從一地到他地，從事日

常工作以外之任何目的的行動與活動。而旅遊行為則是人們從事任何目的的旅行時，基

於個人意志，所具體表現於外的行動與活動。Field (1999) 研究大學生之旅遊行為，將

旅遊行為分為三大部分：旅遊活動、旅遊模式與旅遊特性。隨後的研究將旅遊活動細分

為文化、獲得滿足、定點渡假、被動或低注意力集中性、主動或高注意力集中性、團體

等活動。旅遊模式細分為交通、住宿與餐食三大部分。旅遊特性細分為：資訊來源(Lehto 
& Morrison,2004)、旅遊天數(Lehto & Morrison,2004; Neil,2005)、旅遊時機(Field,1999; 
Neil,2005)、經費來源（Lehto & Morrison,2004; Neil,2005）、旅遊目的地（Field,1999 ;Lehto 
& Morrison,2004; Neil,2005）、可自由支配金額。 
 
2.3 心理帳戶 
1. 心理帳戶之源起 

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 提出著名的「生命週期假說」(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其假設人們能夠事先估計一生的收入，然後透過合理安排儲蓄和消費來平滑一

生的消費，以達到貨幣效用最大化。如果人一生中每個階段的效用函數都是邊際效用遞

減，同時每一期的消費衝動都相同且可以細分的話，那麼總效用就可視為每一期效用的

淨現值總和；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這一理論才是可被接受的。生命週期假說還假設，

人們會將每一筆不同來源的收入加總在一起，計算收入總和。所有的假設所表示的都是

人們『應該』怎麼做，是傳統規範性經濟學的代表。 
然而由於現實生活與 LCH 假說有所出入，學者們後續提出不同的解釋。行為生命

週期假說(Behavioral life cycle hypothesis; BLCH)(Thaler & Shefrin, 1988)從一個全新的角

度來看待這個完全理性的理論。BLCH 假說提出人不能完全理性地自我控制，並率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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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理帳戶和心理框架的行為因素，提出如何透過外部干預來平滑一生消費的建議。

BLCH 認為人們即有充分選擇的權利，也不能自行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與儲蓄分配決

策。他們認為對 LCH 做一定程度的修正，就能增加該理論對現實的解釋力，於是在 LCH
假設中增加三個重要的行為學變數。分別為：自我約束變數、心理帳戶變數、心理框架

變數。(1)自我約束變數(self control)：傳統經濟學假設人們有很強的自我約束力，但事

實上對自身施加約束力也是一種成本。當金錢在手時，人往往無法克制消費的衝動。(2)
心理帳戶變數(mental accounting)：很多家庭或個人在消費時將財產歸屬不同的心理帳

戶，而不同的心理帳戶的消費傾向互有不同。(3)心理框架變數(framing)：行為學模型假

設人們在做決策時會受參考點的影響。例如同樣一筆數額高的獎金，分做一次領取或按

月領取對，對消費行為的影響就不盡相同。 
Neil(2005)利用 BLCH 理論來探討大學生在學期間的旅遊、享樂及借貸的態度。結

果發現：部份的大學生認為就讀大學是項投資，在學期間所從事的消費活動（例如：旅

遊）是為了增加見聞。他們認為將來畢業後可找到較好的工作機會並且有能力償還在學

期間的借款。如果人是完全理性的，確實應該像 LCH 假設所預期的一樣，實現一生收

入效用最大化。但現實生活中，人們的行為並非如此。Neil(2005)也指出：對大學生來

說，如果在享樂消費上的花費認為是必然的，則學生將會持續這種非理性的消費，無法

產生自我約束的能力。Scott and Lewis (2001)指出：個人在面對消費支出習慣時，總是

容易不耐煩且缺乏自我控制的能力。他也建議，要改變借貸行為對所有人來說並非都是

可行的。因為人是有限理性的，在面對未來消費及所得不確定的情形下，將會持續借貸

的行為。 
2. 心理帳戶之定義及其影響 

心理經濟學家所謂的「劃分心理帳目」的概念。這種概念是芝加哥大學行為經濟學

家理查泰勒所提出的，反映了一種最常見、也最浪費的財務錯誤：把某些錢看得比較不

值錢，因此胡亂揮霍。說得更明白一點，劃分心理帳目意指人們會根據錢的來源、存放

的地方和花用的方式，將金錢加以歸類，並賦予不同的價值。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5）就下面問題訪問人們。 

問題一：（訪問 183 人）若已決定要花$10 元買門票看電影但尚未買票，進入戲院

後卻發現丟了$10。方案 a：願意再花$10 買門票者佔 88%; 方案 b：不願意再花$10 買

門票者佔 12% 
問題二：（訪問 200 人）若已花$10 買門票進入戲院後發現丟了門票。方案 a：願

意再花$10 買門票者佔 46%; 方案 b：不顠意再花$10 買門票者佔 54% 
其實問題一及問題二皆花費了$20，但是在問題二之受訪者卻覺得要花$20 買一張門

票（因已買票卻遺失票），但在問題一之受訪者卻覺得只花$10 買門票（因尚未買票而

遺失錢），所以人們依情況不同會偏好於問題一，這種用迥然不同的方式看待兩個基本

上相同的損失，反應了人們心理記帳方式的不同。 
Thaler(1985)指出心理帳戶的影響範圍相當廣泛，它除了可以解釋並且預測人們的行

為外，也可以解釋一般的經濟現象，並可說明家庭預算的決策行為。他引用了幾個生活

中的例子加以解釋，使其能夠更了解心理帳戶的定義和內涵。所謂的心理帳戶就如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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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庭或公司在做會計一樣，為了要記錄、加總、分析和報告交易或財務事件的結果，

所以心理帳戶只是為了要做為這些事情的一種描述方式，人們在心中分別設置不同的帳

戶和預算，以便分開處理不同的決策種類。個體或家計會根據心中所設置的不同心理帳

戶來做不同的決策，因此有時行為反應會與一般的經濟原則不符，但是卻是他們最適化

的決策。 
如林先生將買外套給自己和買外套當作生日禮物分別設置不同的心理帳戶。心理帳

戶的研究主要關注三個因素：「收入的來源」、「收入的支出」、「對心理帳戶的核算

頻率」。(1)收入的來源: 根據金錢來源的不同，人們會將它們歸入不同的帳戶中；而不

同帳戶的邊際消費傾向是不一樣的。人們會把辛苦掙來的錢存起來不捨得花。但是，如

果是一筆意外之財，可能很快就花掉了。這說明了人在心裡分別為不同收入來源立了不

同的心理帳戶時，其收入來源是有區別的。Shefrin and Thaler (1988)認為個人將自己的

所得分成三部份: 目前的薪資所得、資產所得和未來所得，對於這三種所得個人的態度

並不相同，譬如對於未來所得個人總是不太願意花掉它，即使這筆所得是確定所得。(2)
收入的支出:van Raaij (1981) 認為個人對經濟狀況之認知會影響其行為。人們會將收入

分配到不同的消費方案中，資金在各個方案之間不具有完全替代性。例如：當人們將本

月收入的一部份挪為儲蓄用，剩餘部分再分攤到食、衣、住、行、育、樂項目上，爾後

就很不願意再去動去儲蓄這個心理帳戶中的錢。但在其中帳戶之間，錢的流動性較強。

(3)對心理帳戶核算的頻率: 對心理帳戶是每天核算、每週核算、或是每年核算，對人們

的決策行為有很大的影響。 
綜上所述，消費者若如心理經濟學家所述設置心理帳戶支付海外旅遊費用，在面對

不同的旅遊方式及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之不同心理帳戶來源時，心中將產生不同的情感反

應。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之回顧，建立了研究架構內容、變項操作性定義、

問卷設計及分析方法。由於欲探討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行為，應瞭解影響旅遊動

機的因素。另須瞭解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方式及心理帳戶如何影響其情感反應。

本研究逐擬定如下架構加以分析探討，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旅遊動機

 
旅遊行為 

旅遊心理帳戶

情感反應 
旅遊方式

旅遊行為的個

人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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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說 
針對歸納與探討文獻及本研究的目的，提出下列假說加以驗證： 
H1：大專院校教師不同的旅遊動機在其旅遊行為上有顯著差異。 
H2：大專院校教師不同的旅遊方式選擇對其情感反應上有顯著差異。 
H3：大專院校教師不同的心理帳戶選擇對其情感反應上有顯著差異。 
 
3.3 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服務於大專院校現任專職教師為研究對象，顧及研究者人力和時間上的限

制，於 2006 年 4 月 12 日至 30 日架設網路問卷於傲創廿一有限公司網路問卷 my3q 系統

(http://www.my3q.com/home2/93/abcss83/44989.phtml)以電子信箱大量寄發網路問卷之連

結網址訊息。共回收 353 份問卷，扣除非專任大專院校教師填答的問卷 37 份、無效問

卷 2 份，有效問卷共計 314 份，有效回收率為 88.9%。問卷篩檢大專院校教師之條件為：

（1）受訪者為現任大專院校專任教師者（2）受訪者資料無漏填現象，若勾選答案皆在

同一尺度視為無效問卷而予以刪除。 
 
3.4 問卷設計及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問卷內容乃參酌國內外相關學者之研究內容，對研究架構中的各項變數，提

出相關的衡量變項。在問卷初稿完成後，為求問卷於正式發放時能獲得良好之測量效

果，先請 29 位受測者進行問卷預試作探討性研究，經量表信度檢定及針對受測者各問

項措辭及意見修正後，才進行大規模網路線上問卷網頁普查。問卷設計及操作性定義如

下： 
1.旅遊行為：係指從事旅遊時，消費者從計劃階段開始到實際執行旅遊結束期間的行為。

由於本研究選定大專院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因此在旅遊行為變項上參考文獻的實證研

究結果，將旅遊行為變項包含旅遊時點、旅遊天數、旅遊同行者、旅遊主要目的、是

否接受補助、支付旅遊經費方式、個人平均旅遊花費、旅遊頻率共計九項。 
2.旅遊動機：本研究之教師旅遊動機，主要參考學者所發展出來之旅遊動機問項(Beard 

and Ragheb,1983 et al)，再經過專家建議作適度修正擬定符合大專院校教師需求動機量

表。量表的旅遊動機問項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量表作為測量尺度，其問項共計二

十九項。 
3.旅遊方式：是指旅遊者花費一定的時間進行旅遊或者旅行所採用的方式。依據世界觀

光組織(WTO)對於旅遊業者販售旅遊商品的方式來看，可將旅遊者分為團體旅遊、半

自助旅遊、自助旅遊；另外，近來國際性學術性研討或文化交流活動大多會藉會議舉

行的前後時間，設計一套當地的旅遊行程供與會者自行選擇參加。因此，本研究對於

旅遊方式分成四種類別：團體旅遊（全盤接受旅行社的安排，包括交通運輸、食宿等）、

半自助旅遊（即俗稱的自由行，或是機票加酒店的商品販售）、自助旅遊（僅購買機票

者）及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活動設計供與會者自行選擇參加的旅

遊行程）。: 
4.旅遊心理帳戶：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心理帳戶區分為五種選擇，為個人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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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個人本業薪資所得）、個人臨時所得（個人本業薪資所得以外之所得，如：年終

獎金、兼職所得、版稅、獎金、競賽獎金等）、親友支助（由親戚或朋友贊助旅遊費用）、

補助經費（經由計劃、校方補助或廠商補助旅遊費用）、銀行貸款（個人逕向金融機構

申貸，支付旅遊費用）。 
5.情感反應：分為正面及負面。正面情感包括愉悅的、有價值的、滿意的、充實的、振

奮的；負面情感包括不安的、失望的、生氣的、恐懼的、悲傷的。 
 

4. 實證分析與結果 

4.1 旅遊動機認知分析 
1.旅遊動機同意程度排序 

對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二十九項動機因素作探討如表1所示，總平均值為

3.48，分數依序為「為了擴展知識」、「為了達到身體上的放鬆」、「為了達到心理上

的放鬆」、「為了擺脫日常生活的繁忙感、紓解壓力和緊張」及「為了休息、放慢生活

步調」平均分數高於4；而「為了向他人炫耀或獲得他人的尊重」、「為了保持體態」

及「因為有時我喜歡一個人獨處」等三項，其平均數小於 3，由此結果可知，大專院校

教師參與海外旅遊不是向他人炫耀其旅遊經驗，他們除了想讓生理及心理達到休息和放

鬆外，滿足其求知的慾望更是重要因素。 
 

表1 旅遊動機同意程度排序 
旅遊動機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旅遊動機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為了擴展知識 4.12 0.80 為了啟發新點子，尋求靈感 3.48 0.97 
為了達到身體上的放鬆 4.07 0.85 利用參加國際性各項活動之便，順便

旅遊 
3.44 1.11 

為了達到心理上的放鬆 4.07 0.85 為了認識新的朋友或接觸不同類型的

人 
3.41 0.93 

為了擺脫日常生活的繁忙感、

紓解壓力和緊張 
4.04 0.87 可以逃避日常忙碌的工作 3.37 1.16 

為了休息、放慢生活步調 4.01 0.92 為了挑戰自我的能力 3.22 1.03 
為了維持身心健康 3.96 0.87 為了在朋友及家人中擁有歸屬感 3.21 1.01 
為了和家人相處、增進感情 3.95 0.93 為了發揮自己的想像力 3.21 0.98 
為了學習周遭的事物、體驗海

外旅遊生活 
3.86 1.03 為了更具社交能力和技巧 3.20 0.98 

為了提供國際觀的教學內容 3.82 0.96 為了自我肯定獲得成就感 3.16 1.03 
為了滿足好奇心 3.75 0.97 為了使自己更了解自己 3.04 1.02 
增進國際性學術或文化交流 3.69 0.97 為了鍛鍊體能技巧和能力 3.03 0.97 
為了增加和他人互動的機會 3.61 0.94 因為有時我喜歡一個人獨處 2.98 1.13 
為了讓自己生活得更積極 3.56 0.98 為了保持體態 2.58 0.96 
為了和朋友培養感情、增進友

誼 
3.55 0.95 為了向他人炫耀或獲得他人的尊重 2.09 0.94 

為了豐富旅遊經驗，增加未來

進一步旅遊的技巧 
3.49 0.97    

   總平均值 3.4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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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旅遊動機因素分析 
 本研究進行因素分析萃取問項之共同因子之前，先以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

性量數檢定與 Bartlett’s 球形檢定，KMO 值 0.9 為，接近 1；Bartlett’s 球形檢定的 χ2 值

為 4500.334（p<0.001）。代表量表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並以主成份

分析法與 Kaiser 之特徵值大於 1 為原則，採用最大變異數法進行直交轉軸以方便因素之

命名與解釋。旅遊動機經選取各因素之因素負荷量大於 0.6 者作為因素命名之主要依

據。二十九個問項縮減萃取為六個因素分別為：「自我促進」、「休閒放鬆」、「學習體驗」、

「學術交流」、「拓展社交」及「情感增進」。其餘十項之因素負荷量小於 0.6 予以刪除。

問卷之信度則以 Cronbach's α係數評估，旅遊動機總體信度指標為 0.92，總可解釋變異

量為 63.35%（如表 2 所示），各因素命名與分析如下： 
(1)因素一：「自我促進」動機-本因素包含「為了使自己更了解自己」、「為了發揮自己的

想像力」、「為自我肯定獲得成就感」、「為了鍛鍊體能技巧和能力」、「為了保持體態」

等五項變項，相關問項著重自我追求及自我實現，故命名為自我促進。 
(2)因素二：「休息放鬆」動機-本因素包含「可以逃避日常忙碌的工作」、「為了休息、放

慢生活步調」、「為了達到身體上的放鬆」、「為了達到心理上的放鬆」、「為了擺脫日常

生活的繁忙感、紓解壓力和緊張」等五項變數，相關問項以追求個人休息及身心放鬆

為主。 
(3)因素三：「學術交流」動機-本因素包含「增進國際性學術或文化交流」、「利用參加國

際性各項活動之便順便旅遊」等二項變數，相關問項以滿足學術文化交流需求為主，

故命名為學術交流。 
(4)因素四：「學習體驗」動機-本因素包含「為了學習周遭的事物、體驗海外旅遊生活」、

「為了滿足好奇心」、「為了擴展知識」等三項變數，相關問項以滿足個人學習慾望為

主，故命名為學習體驗。 
(5)因素五：「情感需求」動機-本因素包含「為了和家人相處、增進感情」、「為了在朋友

及家人中擁有歸屬感」等二項變數，相關問項以個人情感需求為主，故命名為情感需

求。 
(6)因素六：「拓展社交」動機-本因素包含「為了增加和他人互動的機會」、「為了認識新

的朋友或接觸不同類型的人」等二項變數，相關問項以結交新朋友及增加互動機會為

主，故命名為拓展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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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旅遊動機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變數名稱 因素 
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 

變異量% Cronbach'sα 

為了使自己更了解自己 0.802 

為了保持體態 0.783 

為了鍛鍊體能技巧和能力 0.755 

為了發揮自己的想像力 0.692 

自我促進 

為了自我肯定獲得成就感 0.621 

9.121 32.575 0.876 

為了擺脫日常生活的繁忙感、紓解壓力和緊張 0.835 

為了達到心理上的放鬆 0.817 

為了達到身體上的放鬆 0.795 

為了休息、放慢生活步調 0.782 

休息放鬆 

可以逃避日常忙碌的工作 0.670 

3.274 11.692 0.855 

利用參加國際性各項活動之便，順便旅遊 0.849 
學術交流 

增進國際性學術或文化交流 0.757 
1.800 6.429 0.720 

為了學習周遭的事物、體驗海外旅遊生活 0.760 

為了滿足好奇心 0.649 學習體驗 

為了擴展知識 0.633 

1.355 4.839 0.708 

為了和家人相處、增進感情 0.788 
情感需求 

為了在朋友及家人中擁有歸屬感 0.679 
1.126 4.021 0.626 

為了增加和他人互動的機會 0.703 
拓展社交 

為了認識新的朋友或接觸不同類型的人 0.636 
1.062 3.793 0.653 

總解釋變異量 63.34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 大專院校教師旅遊動機與旅遊行為之差異分析 

經Wilks’Lambda 鑑別檢定大專院校教師旅遊行為，出國時點僅鑑別函數1達顯著水

準；海外旅遊同行者鑑別函數1與2達顯著水準；海外旅遊的主要目的鑑別函數1達顯著

水準; 海外旅遊是否有補助鑑別函數1達顯著水準；如表3所示。 
 

表3 大專院校教師旅遊行為Wilks’Lambda鑑別檢定 
1.出國時點 特徵值 χ2 值 df Sig. 3.海外旅遊目的 特徵值 χ2 值 df Sig. 

1 0.891 30.66 12 0.002** 1 0.583 143.3 18 0.000*** 

2 0.978 5.947 5 0.311 2 0.971 7.717 10 0.656 

2.海外旅遊同行者     3 0.996 0.965 4 0.915 

1 0.667 107.5 24 0.000*** 4.海外旅遊補助 特徵值 χ2 值 df Sig. 

2 0.862 39.3 15 0.001*** 1 0.751 76.07 18 0.000*** 

3 0.954 12.6  8 0.126 2 0.964 9.749 10 0.463 

4 0.986 3.75  3 0.290 3 0.989 2.835 4 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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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4 所示單變量之邊際檢定所得結果與經 Scheffe 差異檢定比較分析相同，大專

院校教師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利用學期中出國高於寒暑假兩時點出國、其他動機因

素者出國時點則無明顯差異；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由同事或學生同行；為「情感增

進」動機者由配偶或直系血親同行；海外旅遊主要目的為「休閒放鬆」動機因素「個人

需求」明顯多於「學術交流」；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個人需求」明顯多於「學術

交流」和「工作需求」；為「休閒放鬆」動機因素「無補助」多於「計劃/廠商補助」方

從事海外旅遊；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有各式各樣補助」多於「無補助」方從事海

外旅遊。 
即假設一：「大專院校教師不同的旅遊動機在其旅遊行為上有差異性」部分成立。 

表4 大專院校教師旅遊行為與動機因素之差異分析表 
旅遊行為 自我促進 休閒放鬆 學術交流 學習體驗 情感增進 拓展社交

最近一次出國時點       
1. 學期中 2.964 3.689 4.009 3.869 3.348 3.357  
2. 暑假 3.014 3.922 3.531 3.993 3.611 3.351  
3. 寒假 3.094 4.061 3.431 3.898 3.639 3.604  
F 值 0.682  2.957  6.587** 1.797  1.381  2.121  
Scheffe 差異檢定   1>2;1>3    
最近一次海外旅遊的同行者       
1. 自己 2.922 3.644 3.667 3.63 3.028 3.375  
2. 配偶/直系血親 3.053 3.995 3.385 3.962 3.824 3.412  
3. 親戚/朋友 3.085 4.023 3.596 4.051 3.462 3.692  
4. 同事/學生 2.948 3.748 4.14 4.033 3.39 3.700  
5. 其他 3.267 4.200  3.5 3 3.333 3.500  
F 值 1.309 1.970  8.458*** 3.305* 10.664*** 2.093  
Scheffe 差異檢定   4>2; 4>3  2>1;2>3;2>4  
最近一次海外旅遊的主要目的   3.182    
1. 個人需求 3.025 6.049 4.285 3.934 3.688 3.460  
2. 學術交流 3.002 3.686 3.944 3.925 3.376 3.591  
3. 工作需求 3.289 3.467 3.813 4.074 3.167 3.611  
4. 其他 3 4.225 3.603 4.167 3.688 3.625  
F 值 0.892 6.820*** 42.620*** 0.279 2.002 0.406  
Scheffe 差異檢定  1>2 1>2  1>3    

旅遊行為 自我促進 休閒放鬆 學術交流 學習體驗 情感增進 拓展社交

最近一次海外旅遊是否有補助       
1. 無補助 3.067 4.019 3.374 3.966 3.649 3.500  
2. 校方補助 2.749 3.718 4.09 3.735 3.359 3.564  
3. 計劃/廠商補助 3.001 3.473 4.233 3.956 3.267 3.500  
4. 其他補助 3.425 3.85 4.438 4.333 3.625 3.688  
F 值 2.173 4.619** 16.516*** 1.116 1.338 0.329  
Scheffe 差異檢定  1>3 2>1;3>1;4>1    
註：* 代表 P<=0.05，**代表 P<=0.01， ***代表 P<=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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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情感樣本分析 
1.旅遊方式情感反應程度排序 

以旅遊方式:「團體旅遊」、「半自助旅遊」、「完全自助旅遊」、「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

附加當地旅遊行程」四種選擇探討情感反應程度排序，同意正面情感包括：愉悅的、有

價值的、滿意的、充實的、振奮的。其平均分數皆高於 3 分；反之，反面情感皆低於 3
分。「團體旅遊」、「半自助旅遊」在情感程度排序上並無差異，其程序皆為愉悅的、有

價值的、滿意的、充實的、振奮的。「完全自助旅遊」、前三順位分別為：有價值的、滿

意的、愉悅的。「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前三順位分別為：有價值的、

充實的、愉悅的。由表 5 結果可知，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採用不同旅遊方式時其

情感反應是不一樣的。「團體旅遊」及「半自助旅遊」所提供的行程或選擇，無須讓大

專院校教師在參與海外旅遊過程中費心思，爾後有愉悅的情感產生。而參與「完全自助

旅遊」、「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凡事親力親為，對自我能力提昇有

助益，故爾後覺得有價值的情感反應。 
2.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心理帳戶情感反應程度排序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心理帳戶可區分為五種選擇:「個人恒常所得」、「個人臨

時所得」、「親友支助」、「補助經費」、「銀行貸款」探討其情感程度排序結果之，反面情

感皆低於 3 分。其中「親友支助」的樣本數為 1，故不列入考慮分析。 
如表 6 所示。五項支付方式皆呈現同意正面情感。其平均分數皆高於 3 分；反使用

「個人恒常所得」、「個人臨時所得」、「補助經費」做為支付旅遊費用來源時，情感程度

排序上並無差異，前三順位分別為值得的、爽快的、慎重考慮的；而支付方式為「銀行

貸款」、前三順位分別為：值得的、慎重考慮的、爽快的。 
 

表5 旅遊方式之情感程度排序 
團體旅遊 半自助旅遊 完全自助旅遊 國際性學術交流 

排序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1 愉悅的 3.94  0.88 愉悅的 4.25 0.64 有價值的 4.39 0.58 有價值的 4.30  0.62  

2 有價值的 3.93  0.73 有價值的 4.25 0.69 滿意的 4.36 0.54 充實的 4.16  0.60  

3 滿意的 3.86  0.71 滿意的 4.13 0.63 愉悅的 4.35 0.59 愉悅的 3.97  0.56  

4 充實的 3.84  0.78 充實的 4.13 0.59 充實的 4.30 0.60 滿意的 3.91  0.60  

5 振奮的 3.70  0.84 振奮的 3.86 0.79 振奮的 4.05 0.79 振奮的 3.77  0.68  

6 不安的 2.01  0.82 不安的 2.33 0.89 不安的 2.00 0.81 不安的 2.27  0.91  

7 失望的 1.90  0.82 生氣的 1.80 0.66 恐懼的 1.68 0.73 失望的 1.72  0.74  

8 生氣的 1.84  0.75 恐懼的 1.72 0.70 生氣的 1.62 0.61 恐懼的 1.66  0.75  

9 恐懼的 1.67  0.70 失望的 1.72 0.70 失望的 1.56 0.55 生氣的 1.61  0.59  

10 悲傷的 1.49  0.62 悲傷的 1.52 0.69 悲傷的 1.46 0.54 悲傷的 1.52  0.5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考慮到銀行貸款涉及個人信用及資產，所以大專院校教師利用銀行貸款做為支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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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旅遊費用來源時，慎重考慮的情感比重將會增加。由表 6 結果可知，大專院校教師參

與海外旅遊採用不同支付費用來源時，其情感反應是不一樣的。 
表 6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之情感程度排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4 旅遊方式與心理帳戶之情感反應差異分析 
1. 旅遊方式與情感反應之差異分析 

經 Scheffe 差異檢定比較，「完全自助旅遊」的各種不同正面情感程度皆高於其他

旅遊方式；「完全自助旅遊」對於「愉悅的」情感反應較「團體旅遊」有顯著差異；「完

全自助旅遊」和「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對於「有價值的」情感反應

較「團體旅遊」有顯著差異；「完全自助旅遊」對於「滿意的」情感反應較「團體旅遊」

和「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差異顯著；「完全自助旅遊」對於「充實

的」、「振奮的」等情感反應較「團體旅遊」有顯著差異；至於負面情感反應「完全自

助旅遊」對於「恐懼的」情感反應較「團體旅遊」差異顯著，顯示「完全自助旅遊」較

「團體旅遊」不「恐懼」。見表 7。 
假設二：「不同旅遊方式對其情感反應有差異性」部分成立。 

表 7 旅遊方式心理帳戶情感反應之差異分析表 
旅遊方式 

情感反應 
團體旅遊 半自助旅遊 完全自助旅遊

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

附加屬當地旅遊行程
F 值 Scheffe  

差異檢定

愉悅的 3.914  4.231  4.333  4.022  6.686*** 3>1 
有價值的 3.898  4.205  4.373  4.267  9.906*** 3>1,4>1
滿意的 3.828  4.103  4.333  3.933  11.601*** 3>1,3>4
充實的 3.789  4.077  4.284  4.133  9.660*** 3>1 
振奮的 3.695  3.821  4.049  3.689  4.204** 3>1 
不安的 2.094  2.436  2.000  2.289  3.167*   
失望的 1.859  1.846  1.637  1.800  2.154    
生氣的 1.711  1.795  1.686  1.756  0.265    
恐懼的 1.914  1.795  1.598  1.778  3.796* 1>3 
悲傷的 1.539  1.564  1.490  1.600  0.398    

註：* 代表 P<=0.05，**代表 P<=0.01， ***代表 P<=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排    個人恒常所得     個人臨時所得      銀行貸款     補助經費 

序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情感變項 μ σ 

1 值得的 4.03 0.69  值得的 4.25 0.46 值得的 4.50 0.70  值得的 3.96 0.89 

2 爽快的 3.83 0.74  爽快的 4.12 0.64 慎重考慮的 3.50 2.12  爽快的 3.44 0.77 

3 慎重考慮的 3.52 0.87  慎重考慮的 3.37 1.18 爽快的 3.00 1.41  慎重考慮的 3.39 0.94 

4 心痛的 1.90 0.79  心痛的 2.37 1.30 心痛的 2.50 0.70  心痛的 1.83 0.74 

5 不情願的 1.68 0.67  不情願的 2.00 1.06 不情願的 1.50 0.70  不情願的 1.78 0.81 

         總平均值 2.99     總平均值 3.22     總平均值 3.00    總平均值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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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心理帳戶之情感反應差異分析 
探討各心理帳戶間情感反應是否具有差異，分析結果如表 8。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

要來源為「個人恒常所得」明顯地較來自「補助經費」情感反應為「爽快的」；支付海

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為「親友支助」明顯地比來自「個人恒常所得」或「補助經費」情

感反應為「不情願的」；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為「親友支助」明顯地比來自「個

人恒常所得」或「補助經費」情感反應為「心痛的」。 
假設三：「不同的心理帳戶對其情感反應有顯著差異」部分成立。 

 
表 8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心理帳戶情感反應之差異分析表 

支 付 來 源 

情感反應 

個 人 

恒常所得 

個 人 

臨時所得 
親友支助 補助經費 銀行貸款 F 值 

Scheffe  

差異檢定 

值得的 4.013  3.909  4.000  3.969  4.500  0.312    

爽快的 3.821  4.000  4.000  3.469  3.000  3.671** 1>4 

慎重考慮的 3.549  3.545  4.000  3.391  3.500  0.577    

心痛的 1.919  2.545  3.500  1.859  2.500  4.106**   

不情願的 1.723  2.273  3.500  1.813  1.500  4.664*** 3>1,3>4 

註：* 代表 P<=0.05，**代表 P<=0.01， ***代表 P<=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活動之動機，進而分析旅遊動機

影響如何旅遊行為。並探討大專院校教師在面對不同旅遊方式與心理帳戶選擇時，其情

感反應的不同。根據研究結果得到下列結論： 
1.大專院校教師海外旅遊動機為了「擴展知識」、「達到身心上的放鬆」、「擺脫日常生活

的繁忙感、紓解壓力和緊張」及「休息、放慢生活步調」。經由因素分析後，將其縮成

六個構面，「自我促進」、「休閒放鬆」、「學術交流」、「學習體驗」、「情感增進」及「拓

展社交」等因素構面。總解釋變異量為 63%。 
2.大專院校教師旅遊行為與旅遊動機之差異分析知「出國時點」、「同行者」、「海外旅遊

主要目的」、「海外旅遊是否有補助」、「旅遊方式」及「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

會影響旅遊動機。大專院校教師為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利用學期中出國高於寒暑

假兩時點出國、其他動機因素者則於寒暑假兩時點出國；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由

同事或學生同行；為「情感增進」動機者由配偶或直系血親同行；為「休閒放鬆」動

機因素進行海外旅遊「個人需求」明顯多於「學術交流」；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

出國旅遊「個人需求」明顯多於「學術交流」和「工作需求」；為「休閒放鬆」動機

因素「無補助」多於「計劃/廠商補助」方從事海外旅遊；為「學術交流」動機因素「有

各式各樣補助」多於「無補助」方從事海外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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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專院校教師參與海外旅遊採用不同旅遊方式時，其情感反應是不一樣的。「完全自

助旅遊」的對旅遊各種不同正面情感程度皆高於其他旅遊方式；「完全自助旅遊」認

為旅遊是「愉悅的」情感反應明顯高於「團體旅遊」；「完全自助旅遊」和「國際性

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認為旅遊是「有價值的」情感反應明顯高於「團體

旅遊」；「完全自助旅遊」對於旅遊是「滿意的」情感反應顯著地較「團體旅遊」和

「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附加當地旅遊行程」高；「完全自助旅遊」對於旅遊是「充實

的」、「振奮的」等情感反應較「團體旅遊」顯著地高；至於負面情感反應「完全自

助旅遊」對於旅遊是「恐懼的」情感反應在顯著水準5%下較「團體旅遊」顯著低，顯

示「完全自助旅遊」較「團體旅遊」不「恐懼」。 
4.大專院校教師選擇支付海外旅遊費用不管以「個人恒常所得」、「個人臨時所得」、「銀

行貸款」及「補助經費」做為支付來源時，情感反應皆認為旅遊是「值得的」。此反應

出無論大專院校教師所支付旅費的方式為何，皆認為旅遊活動「值得的」是最重要的。

惟使用「銀行貸款」為支付來源時，其情感反應認為旅遊是需「慎重考慮的」緊列於

後。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為「個人恒常所得」明顯地較來自「補助經費」認為

旅遊是「爽快的」；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為「親友支助」明顯地比來自「個人

恒常所得」或「補助經費」認為旅遊是「不情願的」； 支付海外旅遊費用主要來源為

「親友支助」明顯地比來自「個人恒常所得」或「補助經費」認為旅遊是「心痛的」。 
此顯示大專院校教師從事海外旅遊行為時是在有限理性下作旅遊支出，在做決策

時，並不是去計算旅遊的真正價值，而是用某種比較容易評價的線索來判斷。大專院校

教師只要情感反應上覺得旅遊活動為「值得的」，不管以「個人恒常所得」、「個人臨時

所得」、「銀行貸款」及「補助經費」做為支付來源皆可行。但若使用「銀行貸款」為支

付來源時需「慎重考慮的」。若使用「個人恒常所得」為支付來源認為旅遊是「爽快的」。

然而用「親友支助」旅費認為旅遊是「不情願的」和「心痛的」。可見在大專院校教師

心中存在著心理帳戶。由於大專院校教師心中拿去旅遊的心理帳戶「個人恒常所得」穩

定，從事海外旅遊頻率又高，旅遊業者若能設計各地不同新穎旅程或提供各地區新奇旅

遊資訊以利教師從事較富彈性的完全自助旅遊參考，確實掌握大專院校教師特性，則必

能創造更多商機。 
 
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抽樣方式雖採普查方式，回收樣本以上網填答問卷之大專院校教師為主體，

然而未填答問卷教師可能是較不熱衷海外旅遊者或較少上網者，因此所得結果難免有所

偏頗與誤差存在，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訪問期間延長或做事後追蹤以提高回件率，將能

使研究結果更為完整。旅遊動機及旅遊行為研究範圍包羅萬象，實非單一研究所能窮

盡，且影響消費者行為之因素亦有許多，本研究僅對大專院校教師族群進行探討。建議

後續研究者，可針對不同學制的教師或其他特定族群分析其旅遊動機與行為，比較其異

同性。 
本研究分析方法採 Scheffe 差異檢定與 Wilks’Lambda 鑑別檢定 Likert 的五點量

表，以總分來代表受試者在該特質上的程度。總分是等距（或量化）這方面的問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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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有必要發展不同衡量方法如 Ridit 分析來改善之。 
心理帳戶這種從心理學角度研究經濟學，在個人購物消費，企業的風險決策，與財

富現象有關的研究較多，對旅遊動機及旅遊行為研究目前尚非常有限，本研究係參考國

外文獻及心理帳戶等相關研究予以定義，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尚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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