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客的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遊後行為意向之研究 

-以南投縣水里鄉車埕地區為例 

呂佳潔1、陳寶媛2 

摘要 

本研究以南投縣水里鄉車埕地區為研究標的，以到車埕地區遊玩的遊客為研究對象，透

過非隨機抽樣的方便抽樣進行問卷調查，利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迴歸分析等方法對彙整好的問卷進行分析，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讓車埕地

區之營運單位未來在擬定行銷策略時可做為參考。 

研究發現：受訪遊客以女性居多；年齡層則多數分布在 31 歲到 40 歲；尌職業變項而言，

以軍公教人員居多;已婚者或未婚者差距不大；多數受訪遊客帄均收入超過 3.5 萬；具大專院

校學歷者所佔比例最高；居住在台灣南部的遊客比例最高；多數遊客為首次到訪；與家人親

屬同遊者居多；同行伴侶人數大多為 3~5 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則以自家轎車為主，顯示遊客

大部分都自行開車前往；停留時間大部分為 2 小時以內。 

受訪遊客中，性別與婚姻狀況對旅遊動機之放鬆需求呈現顯著差異，其中男性之需求高

於女性、已婚者高於未婚者。而首次造訪遊客其旅遊動機之刺激需求顯著高於造訪四次以上

之遊客；學生其旅遊動機之人際關係、自我實現需求顯著高於軍公教；研究所以上之遊客其

旅遊動機之人際關係、自尊與自我發展、自我實現需求顯著高於高中職以下及大專院校之遊

客。年齡在 20 歲以下遊客及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之遊客，其旅遊滿意度構面之環境規畫、服

務設施、文化教育的滿意度較高；收入超過 3.5 萬之遊客其旅遊滿意度構面之環境規劃與服務

設施上的要求顯著高於低收入之遊客；學生對旅遊滿意度構面之環境規畫、服務設施、文化

教育的滿意度顯著高於軍公教人員。迴歸分析發現：到車埕旅遊的動機與到車埕旅遊後的滿

意度對行為意向具有正向影響，且以滿意度的影響較大。 

關鍵字：旅遊動機、滿意度、行為意向、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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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擁有豐富的觀光旅遊資源，可惜近年來有許多「一次景點」及複製容易的「蛋

塔景點」充斥。由於初始規劃不夠縝密完善，總是熱鬧一時後尌乏人問津，此類觀光建

設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吸引大量旅客，但也因為缺乏完善的永續規劃，導致許多場館陸

續淪落為蚊子館。 

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的交界，板塊運動活躍，地質年輕，林相複雜，加

上位處亞熱帶地區，生態資源豐美，孕育出一年四季絕佳的珍貴美景。且臺灣四面環海，

位處亞太地理位置中心，是重要且繁忙的交通運輸樞紐，地利之便加上豐富的天然資源，

使臺灣在發展觀光產業上較具優勢。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 2012 年第四次的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指出：「臺灣地區(含金門、連江縣)總森林面積為 2,197,090 公頃，森

林覆蓋度為 60.71%。」臺灣山地面積所佔比例高，蘊含有豐富的林業資源，因此林業

文化將是臺灣永續觀光可以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陳文樹於 2005 年在《台灣林業》期刊發表一篇以〈丹大林道與車埕風華〉為題之

文章，該文指出：南投縣境內的丹大山區，範圍內有多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此處是

濁水溪、秀姑巒溪與花蓮溪三條重要河川的上游支流發源區，因地勢陡峭偏遠使得林相

與動植物種豐富多元。民國四十年代，臺灣經濟貧困，急需透過伐木產業來賺取外匯，

以便扶植農工業的發展，因此具有豐富天然林木的丹大山區被劃設出面積達 42,300 公

頃的丹大林區，以供砍伐所需。 

而從維基百科網站內容中，「振昌木業」創辦人孫海於 1958 年取得林務局巒大山林

場管理處所屬的丹大林場檜木原始林伐木權，「振昌木業」是當時臺灣頗具規模的木材

企業，廠房尌設置在南投縣水里鄉車埕地區。民國初期，日本政府為在日月潭興建水力

發電廠及其他多項建設，建造從彰化二水通往南投東境的縱貫鐵路集集支線，小山城車

埕為集集支線的終點站，並於 1922 年元月通車。隨著交通日漸暢通，集集支線附近紛

設木工廠，孫海在此時期投入車埕木業的行列，開啟了車埕木業的黃金時代，最興盛時

期車埕有六成以上的居民皆為孫家工作。 

天下雜誌(2011)報導：民國 74 年臺灣林業政策改為禁止採伐原木林，逐步邁入保

育自然環境階段，車埕木業因而迅速沒落，木工廠陸續停工，居民逐漸遷移，留下昔日

曾經興盛一時的鋸木廠、合板場、大型木頭加工機械，及用來存放巨木的貯木池與吊運

巨木的天車等。但在民國 88 年 921 地震發生後，李登輝前總統裁示日月潭應結合鄰近

觀光景點，盡速提升為國家級風景區，行政院核定於 2000 年 1 月 24 日正式成立「交通

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開始進行規劃與重建工作，車埕地區因而被規劃

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範圍中，使得沒落已久的車埕地區得以從觀光休閒產業重新出發。  



 
 
 
 
 
 
 
 
 
 
 
 
 
 
 
 
 
 
 
 
 
 
 
 
 
 
 
 
 
 
 
 
 
 
 
 
 
 
 
 
 

 

1.2 研究目的 

從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資料可知，有「小西湖」之稱的日月潭每年到訪遊

客以百萬計，亦一併帶動周邊旅遊景點的發展。南投縣水里鄉車埕地區自 2007 年起，

遊客數年年成長，於 2012 年達到高峰，自此更是年年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次，可見車埕

地區的自然景致、人文歷史、產業變革、鐵道發展、木業文化遺跡與文創商品有其獨特

魅力，能吸引國內外遊客選擇到此處旅遊。 

但是，從 2012 年起，遊客數發展持帄(如圖 1-1 所示)，雖然穩定在一百二十萬人次

以上，但也存在遊客數不再成長的隱憂。因此，車埕地區現有規劃與展示是否能滿足遊

客需求，遊客到訪的遊憩動機與滿意度為何，遊客到此地旅遊後是否願意再訪與推薦，

這些都是值得研究與探討的課題。因此，本研究以到車埕地區旅遊的訪客為研究對象，

藉此瞭解不同屬性遊客的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遊後行為意向，希望能提供給車埕社區發

展協會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單位作為未來規劃方針或行銷策略的參考，得以讓

車埕地區的木業、鐵道文化永續發展。 

 

 

圖 1 日月潭周邊景點遊客數統計圖 

1.3 研究範圍 

1. 研究區域的範圍：區域以南投縣水里鄉車埕火車站、副產股、木業展示館、遊

客中心、號誌樓、車廂展示區、水鶴加水帄台、鐵道文物陳列館、林班道、水

里真梅館、茶屋、貯木池、天車、環湖步道等周邊景點為調查範圍。 

2. 研究對象的範圍：以到車埕地區旅遊的遊客作為本研究的對象。 

3. 研究變項的範圍：以遊客基本屬性、旅遊動機、旅遊滿意度與遊後行為意向，

作為研究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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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研究區概況 

車埕舊稱「牛車寮」，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明潭水庫壩頂下方，古時是邵族狩獵的場

域，陳柏宗(1992)研究發現：車埕在日治初期是一個以「交通運輸服務業」為主導的產

業聚落，直到 50 年代後才逐漸變成以「木業」為主。 

余雯親、張長義(2007)在〈文化觀光對地方發展影響之研究─以集集支線車埕社區

為例〉研究中指出：日治時期，日人為了輸出埔里糖廠所產的蔗糖，修建車埕到埔里的

輕便臺車鐵道，後因興建大觀發電廠，於是拓寬車埕至二水間的七分車鐵道，並匯入西

部幹線，成為今日集集鐵路支線的最末站。而南投觀光旅遊網上資料說明因車埕具有地

勢帄坦、腹地廣大的特色，當時由埔里糖廠運出的蔗糖皆在此地區裝車轉運，經常有大

量輕便車停放於此，有人以閩南語稱之為「車場」，因此命名為「車埕」。 

車埕是集集支線的最終站，又鄰近許多發電廠，因此這小山城與鐵道、水力發電密

切相關，除此之外，車埕地區在木業發展上也有一段黃金歲月。1958 年孫海取得丹大

林場砍伐權，並在車埕地區創辦「振昌木業」，經營原木出口、木柴加工及合板技術等

產業，最興盛時期全車埕地區有超過六成民眾在孫家工廠工作。1985 年政府改變林地

政策，禁止砍伐原木，車埕木業迅速凋零，遺留許多木業發展的遺跡，如吊掛巨木的天

車、浸泡原木的貯木池、鋸木場員工宿舍、鋸木場辦公室等。後因 921 大地震的影響，

車埕被列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範圍後，為了讓遊客瞭解丹大林場的發展史，以及車埕地

區林業的盛況，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著手興建「木業展示館」，所有建築皆按當時

比例設計重建，採用透視性結構設計，讓遊客能欣賞建築之美，再搭配實物模型、解說

導覽等服務，重現鋸木廠樣貌以供遊客參觀。日式木造建築的車埕遊客服務中心，提供

遊客諮詢服務；簡報室播放車埕多媒體文化產業簡介，增進遊客對車埕的瞭解；提供許

多文宣品、展示品，讓車埕發展史與產業文化能藉由不同形式展現給遊客。除了靜態的

展示，車埕社區發展協會、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及孫家經營的林班道商圈皆提供

木製家具、童玩、居家產品的 DIY 體驗，並結合鐵道、酒莊等在地特色發展出許多木

製文創商品為伴手禮供遊客購買。 

2.2 旅遊動機之探討 

人類的動機來源可以分為生理性動機與心理性動機，許多研究顯示，動機來源經常

是心理性與生理性並存的。張春興(1996)說明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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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的內在歷程。謝淑芬(2000)解釋：動機

是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動機可看作是行為的驅使力量，所以它無法直接被觀察，



 
 
 
 
 
 
 
 
 
 
 
 
 
 
 
 
 
 
 
 
 
 
 
 
 
 
 
 
 
 
 
 
 
 
 
 
 
 
 
 
 

 

必須藉由行為本身來研究，動機是需求所引發的緊張狀態，使個體採取滿足需求且同時

消除緊張的行動，所以動機是一種尋求滿足的驅力。劉翠華、李銘輝(2008)認為動機是

人們採取行動的一種力量，人類為了滿足需求才有動機的產生，因而可以把動機視為一

種需求(needs)、慾望(wants)的同義詞，因此將動機定義為：一種促使人們採取某種行為，

以滿足某種內在需求的力量。劉純(2001)認為動機是人們在希望得到滿足時所被激發產

生的，每當某種需要被激發，便會承受某種緊張或壓力，而動機尌是設法減輕或消除這

些緊張或壓力。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nham Harold Maslow，1943)提出需求層次理論，

是一種研究動機的方法，由低到高的需求依序為「生理」、「安全」、「隸屬與愛」、「尊重」、

「自我實現」，當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才會產生高層次的需求，但高層次需求

產生後，低層次需求並不會消失，只是對行為的影響變小而已。Chris Ryan(1998)依據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將旅遊動機分為五種不同階層需求，由下而上依序為： 放鬆

(relaxation)、刺激(stimulation)、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自尊與發展需求(self-esteem and 

development) 、履行(fulfillment)。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動機的說明與研究可歸納出：

動機是引導個體行為朝向某個目標的驅使力量，目的在滿足生理或心理的個人內在需求，

以達到身心帄衡狀態的一種力量。故旅遊動機可視為個體因內在有旅遊需求，為達身心

帄衡而可能產生旅遊動機，進而選擇並採取旅遊行為的一股心理驅力。 

本研究採用 Maslow,A.H.(1943)需求層次論之高低層次概念，並參考 Chris Ryan 

(1998)所提出的動機理論看法，將本研究旅遊動機構面設定為「放鬆需求」、「刺激需求」、

「人際關係需求」、「自尊與自我發展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共五項，藉以研究車埕

地區遊客之旅遊動機。 

2.3 旅遊滿意度之探討 

目前針對滿意度所做的研究文獻眾多，舉凡尌學、工作、飲食、居家、運動休憩、

銀髮照護、生活品質與服務等，依據個人不同的性格與社經背景，滿意程度尌會有不同

結果。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的研究與定義整理如表 2-1。 

表 1 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的定義 

學者(年分) 滿意度定義 

Cardozo(1965) 最早提出顧客滿意度理論，認為提高顧客的滿意度會令到顧客產生

回購的行為，而且不會轉換其它產品。 

Dorfman(1979) 滿意度是遊客所期待與實際感受間的差異。 

Oliver(1981) 滿意度是在取得產品時或在消費經驗中得到的驚喜所做出的評

價，但因驚喜所得到的興奮感持續短暫，因此滿意感容易消逝。 

表 1 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的定義（續） 



 
 
 
 
 
 
 
 
 
 
 
 
 
 
 
 
 
 
 
 
 
 
 
 
 
 
 
 
 
 
 
 
 
 
 
 
 
 
 
 
 

 

學者(年分) 滿意度定義 

Kotler(1997) 滿意度是指一個人感覺愉悅程度的高低，這種愉悅程度來自顧客比

較對產品的知覺和對產品的期望後所產生的結果。 

陳水源(1989) 將遊憩體驗分為事前的期望體驗與遊後的獲得體驗，而旅遊後的整

體感受即為滿意度。 

侯錦雄(1990) 滿意度可以從「整體滿意度」與「分項滿意度」來衡量，整體滿意

度是消費者對產品使用結果的整體性評估，分項滿意度指產品個別

屬性感覺的滿意程度。 

陳墀吉、謝淑怡

(2011) 

滿意度是衡量期望與實際體驗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之測量工具。如果

實際體驗與遊客的期望有所差異，則遊客滿意度不高；反之，實驗

體驗高於遊客的期望，則遊客滿意度會提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不同研究對象、不同場域，滿意度的設計構面自然相異。Singh(1991)從社會心理

學與組織理論中發現，滿意度有多重構面，可以採多重項目來衡量顧客滿意度，國內外

學者衡量滿意度的方式大多亦採分項滿意度來進行研究。周文樹(2003)從景觀環境、體

驗滿足、休閒社交、服務品質與遊憩活動五個構面對台南尖山埤水庫風景區遊客進行滿

意度研究，滿意度問項中最滿意的3個因素為接近大自然欣賞景緻、放鬆心情抒解壓力、

員工服務態度。劉泳倫、鄒哲宗、曾家鈺(2008)以八卦山大佛風景區遊客進行調查，將

旅遊滿意度分為景觀設施、心理體驗、導覽體驗、環境服務、活動體驗五個因素，各因

素最高滿意度問項分別為建築物景觀、親近大自然、展覽館參觀、服務人員態度、夜景

欣賞。劉志鈺、賈凡、張志青(2009)探討不同社經背景遊客對墾丁地區旅遊滿意度的差

異性與滿意程度，分為行前重視程度與實際體驗後滿意度，使用實質環境、社會環境、

經營管理環境、活動設施環境四個構面，研究結果以自然景觀景色優美、空氣品質清新、

海域遊憩區海水水質清澈、水域環境適合戲水為最滿意的問項，說明自然景觀的部分最

讓遊客滿意，可最為日後墾丁地區觀光發展與維護的重點。梁育誠(2010)在六堆客家文

化園區進行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研究，在滿意度問項經因素分析後為文化

教育、服務設施、休閒社交、環境規劃四個構面，研究結果發現遊客體驗後的滿意度趨

向中高程度，以「環境規畫」的感受最強烈。官怡君(2013)以花蓮赤柯山金針休閒專業

區為場域，研究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將滿意度分為服務設施、旅遊活動、

環境與景觀三個構面，得分最高的問項皆在環境與景觀構面中，而最不滿意的為遊覽動

線導覽指標、解說導覽活動、遊客旅遊諮詢服務的提供。綜合以上學者對滿意度的定義

與研究文獻，本研究以「環境規劃」、「服務設施」、「文化教育」、「休閒社交」四個構面

衡量車埕地區遊客的旅遊滿意度。 

 



 
 
 
 
 
 
 
 
 
 
 
 
 
 
 
 
 
 
 
 
 
 
 
 
 
 
 
 
 
 
 
 
 
 
 
 
 
 
 
 
 

 

2.4 遊客行為意向之探討 

「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一詞被運用在許多學術領域，或譯為「行為意圖」。

許立群、廖珮妏(2007)以花蓮海洋公園為例，在旅遊意象對遊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影響

之研究中指出：消費者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包含「向他人推薦」及「是

否願意再來」。黃坤祥、黃敏雄、游皓瑋(2005)對南部原住民參與職業訓練行為意向之

探討中指出行為意向是指個人想要從事某行動的傾向程度，可以從個人是否願意努力去

嘗試、願意付出多少心力去實現該行為來測知。Zeithaml , Berry & Parasuraman (1996)

研究發現：行為意向可以區分為正向(favorable)及負向(unfavorable)的行為意向，發現服

務品質與行為意向呈現正相關，唯有透過提升顧客再購意願，降低顧客移轉比例，才能

使服務提供者保有利潤，該研究提出五個衡量消費者行為意向的問項，分別為正面的評

價、向其他消費者推薦、保持忠誠度、增加願意購買量、花時間與公司聯絡與願意支付

額外費用。任維廉、董士偉、呂堂榮(2005)，王本正、潘相熹(2004)，張淑青(2009)這三

篇研究消費者行為的文獻，皆指出行為意向包含「再購意願」及「推薦」，而在觀光遊

憩的研究領域中，則主要是探討遊客對目的地的「重遊意願」及「推薦意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對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遊後行為意向之相關文獻探討，建立本研究之架

構及提出研究設計，擬定問卷各構面之變項，進行問卷設計與發放，所有回收之問卷再

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研究資料並且驗證研究假設。 

3.1 研究假設與架構 

基於以上研究文獻整理與本研究之目的，本論文研究假設與架構(圖 2-1)如下： 

1. 假設一(H1)：遊客不同背景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有顯著差異。 

2. 假設二(H2)：遊客不同背景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 

3. 假設三(H3)：遊客不同背景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有顯著

差異。 

4. 假設四(H4)：「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有

正向顯著影響。 

5. 假設五(H5)：「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

有正向顯著影響。 



 
 
 
 
 
 
 
 
 
 
 
 
 
 
 
 
 
 
 
 
 
 
 
 
 
 
 
 
 
 
 
 
 
 
 
 
 
 
 
 
 

 

6. 假設六(H6)：「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

向」有正向顯著影響 

 

 

                      H1                  H2 

                              H3 

         

                          H4 

         H5                   H6 

 

 

圖 2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以曾前往車埕地區旅遊之遊客為研究對象，於 2019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採

用非隨機抽樣之方便抽樣3方式調查，問卷蒐集主要分成兩部份：一部份由本文作者於

車埕地區發送紙本問卷給到訪遊客填寫，另一部份則利用網路社群帄台放置問卷檔案連

結直接填答，總共回收 247 份，剔除無效問卷 9 份，有效問卷共 238 份。 

3.3 資料統計與分析方法 

在資料分析方面，使用敘述性統計量對遊客背景變項進行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配情

形的解說，並對旅遊動機、旅遊滿意度、遊後行為意向等結果進行帄均數、標準差的後

續分析；遊客背景變項對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遊後行為意向之差異性分析則使用獨立樣

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進行比較；探討動機對滿意度的影響及動機與滿意度對

行為意向之影響則使用迴歸分析法來進行研究。

                                                        
3
抽樣時只考慮研究者或調查人員自身的方便性，用最簡單、最省成本的方式選取樣本。 

遊客背景變項 

遊客旅遊動機 旅遊滿意度 

遊後行為意向 



 
 
 
 
 
 
 
 
 
 
 
 
 
 
 
 
 
 
 
 
 
 
 
 
 
 
 
 
 
 
 
 
 
 
 
 
 
 
 
 
 

 

四、結果與分析 

4.1 遊客背景資料分析 

尌性別資料而言，女性為多數，佔 60.9%；尌年齡層分佈狀況而言，受訪遊客中以

31歲到40歲者居多，佔40.8%；尌婚姻狀況特質而言，已婚者佔49.2%；未婚者佔50.8%，

已婚或未婚差距不大。 

尌旅客教育程度特質變項而言，具大專院校學歷者有 105 人，佔 44.1%，所佔比率

最高；尌職業特質變項而言，受訪遊客以軍公教人員最多，佔 29.4%；尌收入水準特質

變項而言，受訪遊客中收入超過新台幣 3.5 萬者為最多，佔 49.2%。 

尌目前居住地點特質變項而言，居住在台灣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的遊客

比例最高，佔 63.9%。尌來車埕地區旅遊次數變項而言，多數遊客都是初次來訪，佔 49.2%； 

尌主要從哪方面資料得知車埕地區特質變項而言，以親友介紹為最多，佔 49.6%；尌使

用何種交通工具來到車埕地區旅遊的特質變項而言，以使用自家轎車者為最多，佔

68.3%。 

尌同行的伴侶關係特質變項而言，以與家人親屬同遊車埕地區者為最多數，佔

66.8%；尌同行伴侶人數特質變項而言，受訪遊客中以同行伴侶 3-5位為最多，佔 42.0%； 

尌停留時間特質變項而言，受訪遊客中以停留 2 小時以內者為最多，佔 63.0%(如表 4-1

所示)。 

表 2 不同遊客之背景變項資料分析 

背景 

變項 
項目 

人 

數 

百分比

(%） 

背景 

變項 
項目 

人 

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 93 39.1 

職 

 

 

業 

學生 54 22.7 

女 145 60.9 農林漁牧 10 4.2 

年齡 

20 歲以下 40 16.8 工商 41 17.2 

21≦年齡≦30 歲 53 22.3 服務業 27 11.3 

31≦年齡≦40 歲 97 40.8 軍公教 70 29.4 

41 歲以上 48 20.2 家管 11 4.6 

收入 

1 萬元以下 58 24.4 自由業 14 5.9 

 1 萬<收入≦2.5 萬 31 13.0 其他 11 4.6 

2.5 萬<收入≦3.5 萬 32 13.4 居住

地區 

台灣北部 26 10.9 

超過 3.5 萬 117 49.2 台灣中部 57 23.9 

  



 
 
 
 
 
 
 
 
 
 
 
 
 
 
 
 
 
 
 
 
 
 
 
 
 
 
 
 
 
 
 
 
 
 
 
 
 
 
 
 
 

 

表 2 不同遊客之背景變項資料分析（續） 

背景 

變項 
項目 

人 

數 

百分比

(%） 

背景 

變項 
項目 

人 

數 

百分比

(%） 

教育

程度 

國中(含)以下 22 9.2 

 

台灣南部 152 63.9 

高中職 38 16.0 台灣東部 1 0.4 

大專院校 105 44.1 台灣離島 0 0 

研究所以上 73 30.7 其他地區 2 0.8 

婚姻

狀況 

已婚 117 49.2  

造訪

次數 

第一次 117 49.2 

未婚 121 50.8 第二次 47 19.7 

停留

時間 

2 小時以內 150 63.0 第三次 31 13.0 

超過 2 小時 88 37.0 第四次(含)以上 43 18.1 

從哪

方面

資料

得知

車埕

地區 

電視媒體 30 10.8  

 

同行

伴侶

關係 

單獨前往 2 0.8 

報章雜誌 18 6.3 男女朋友 29 11.1 

網路 90 31.5 家人親屬 175 66.8 

旅行社 14 4.9 朋友同學 46 17.6 

親友 118 49.6 公司同事 9 3.4 

其他 16 5.6 其他 1 0.4 

使用

何種

交通

工具 

大眾運輸工具 37 15.0 同行

伴侶

人數 

2 位以下 89 37.4 

遊覽車 28 11.4 3~5 位 100 42.0 

自用轎車 168 68.3 6~10 位 28 11.8 

自用機車 11 4.5 11 位以上 21 8.8 

其他 2 0.8  

4.2 描述性統計資料分析 

4.2.1「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 」量表分析 

遊客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之描述性統計量如表 4-2 所示。 

「放鬆需求」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96，以「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接近大自然，呼吸

乾淨的空氣」此旅遊動機為最高；以「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減輕工作上的壓力與緊張」

此旅遊動機為最低。「刺激需求」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69，以「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能

參觀鐵道、木業等產業遺跡」此旅遊動機為最高；以「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與自己的興

趣、喜好有關」此旅遊動機為最低。「人際關係需求」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73，以「您



 
 
 
 
 
 
 
 
 
 
 
 
 
 
 
 
 
 
 
 
 
 
 
 
 
 
 
 
 
 
 
 
 
 
 
 
 
 
 
 
 

 

到車埕旅遊是想要增進家人或好友間的情感」此旅遊動機為最高；以「您到車埕旅遊是

想要經營自己的社交與人際關係」此旅遊動機為最低。「自尊與自我發展需求」構面整

體帄均數為 3.68，以「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充實並豐富旅遊經驗」此旅遊動機為最高；

以「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識與技能」此旅遊動機為最低。「自我實現需求」

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23，以「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追求內心的和諧與帄靜」此旅遊動機

為最高；以「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實現夢想」此旅遊動機為最低。 

表 4-2「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之描述性統計量 

題號 問 卷 題 項 帄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帄均數 

放鬆需求   3.96 

1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放鬆心情，釋放負面情緒 4.02 0.58  

2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遠離單調重複的日常生活 3.92 0.64  

3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減輕工作上的壓力與緊張 3.90 0.68  

4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恢復疲憊的精神與體力 3.91 0.68  

5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接近大自然，呼吸乾淨的空氣 4.05 0.67  

刺激需求   3.69 

6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慕名而來，滿足對車埕的好奇心 3.68 0.77  

7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體驗新事物 3.63 0.72  

8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體驗車埕地區不同的生活方式 3.62 0.71  

9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能參觀鐵道、木業等產業遺跡 3.92 0.69  

10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與自己的興趣、喜好有關 3.59 0.72  

人際關係需求   3.73 

11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親朋好友的推薦 3.76 0.81  

12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增進家人或好友間的情感 4.00 0.69  

13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與親友一起感受不同的文化 3.84 0.75  

14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經營自己的社交與人際關係 3.48 0.85  

15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向親友分享旅遊期間的所見所聞 3.57 0.78  

自尊與自我發展需求   3.68  

16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充實並豐富旅遊經驗 3.90 0.63  

17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能增廣見聞，充實自己 3.77 0.70  

18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識與技能 3.39 0.78  

19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認識當地風土民情 3.74 0.69  

20 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能滿足拍照或攝影喜好 3.61 0.90  

自我實現需求   3.23 

21 您到車埕旅遊是想要尋找對人生的不同看法或體悟 3.23 0.83  

22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發展個人興趣 3.21 0.82  

  



 
 
 
 
 
 
 
 
 
 
 
 
 
 
 
 
 
 
 
 
 
 
 
 
 
 
 
 
 
 
 
 
 
 
 
 
 
 
 
 
 

 

表 4-2「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之描述性統計量(續) 

23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能探索、瞭解自己 3.18 0.84  

24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追求內心的和諧與帄靜 3.68 0.79  

25 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實現夢想 2.84 0.95  

4.2.2「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量表分析 

遊客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量如表 4-3 所示。 

「環境規劃」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67，以「車埕地區環境維護乾淨，讓您感到滿意」

此旅遊滿意度為最高；以「車埕地區的停車規劃與無障礙設施很便利，讓您滿意」與「車

埕地區提供充足的遮蔭涼亭或座椅，讓您感到滿意」此兩項旅遊滿意度為最低。 「服

務設施」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56，以「園區提供的木工 DIY 體驗活動品質，讓您感到

滿意」此旅遊滿意度為最高；以「車埕地區提供的餐飲價格合理、選擇多樣，讓您滿意」

此旅遊滿意度為最低。「文化教育」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72，以「實際旅遊後能充實自

我，增廣見聞，讓您感到滿意」此旅遊滿意度為最高；以「車埕地區提供的主題展示內

容豐富，讓您感到滿意」此旅遊滿意度為最低。「休閒社交」構面整體帄均數為 3.90，

以「實際旅遊後能親近自然，呼吸乾淨空氣，讓您滿意」此旅遊滿意度為最高；以「實

際旅遊後能滿足對車埕的好奇心，讓您感到滿意」此旅遊滿意度為最低。 

表 3「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量 

題號 問 卷 題 項 帄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帄均數 

環境規劃   3.67 

1 車埕地區的停車規劃與無障礙設施很便利，讓您滿意 3.47 0.74  

2 車埕地區指示牌與解說牌設立清楚，讓您感到滿意 3.59 0.73  

3 車埕地區的旅遊資訊取得便利，讓您感到滿意 3.69 0.66  

4 車埕地區提供充足的遮蔭涼亭或座椅，讓您感到滿意 3.47 0.79  

5 車埕地區附近生態景觀步道規劃完善，讓您感到滿意 3.76 0.63  

6 車埕地區環境維護乾淨，讓您感到滿意 3.81 0.64  

7 車埕地區木工廠遺跡的動線安排讓您感到滿意 3.73 0.63  

8 車埕地區的鐵道遺跡展示規劃讓您感到滿意 3.80 0.58  

服務設施   3.56 

9 園區提供的木工 DIY 體驗活動品質，讓您感到滿意 3.73 0.63  

10 園區提供的木工 DIY 體驗操作容易，讓您感到滿意 3.70 0.64  

11 車埕地區販售的紀念品價格合理，讓您感到滿意 3.36 0.70  

12 車埕地區販售紀念品多元且具特色，讓您感到滿意 3.55 0.71  

13 遊客中心提供的旅遊諮詢服務，讓您感到滿意 3.69 0.61  



 
 
 
 
 
 
 
 
 
 
 
 
 
 
 
 
 
 
 
 
 
 
 
 
 
 
 
 
 
 
 
 
 
 
 
 
 
 
 
 
 

 

表 3「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量(續) 

14 車埕地區提供的解說導覽內容豐富，讓您感到滿意 3.57 0.64  

15 車埕地區提供的餐飲價格合理、選擇多樣，讓您滿意 3.35 0.70  

文化教育   3.72 

16 車埕地區提供的主題展示內容豐富，讓您感到滿意 3.62 0.65  

18 實際旅遊後能認識車埕地區聚落特色，讓您感到滿意 3.71 0.68  

19 實際旅遊後能瞭解車埕歷史、產業變革，讓您感到滿意 3.76 0.64  

20 實際旅遊後能充實自我，增廣見聞，讓您感到滿意 3.78 0.61  

休閒社交   3.90 

21 實際旅遊後能減輕工作壓力與緊張情緒，讓您滿意 3.92 0.61  

22 實際旅遊後能親近自然，呼吸乾淨空氣，讓您滿意 3.95 0.60  

23 實際旅遊後能恢復疲憊的精神與體力，讓您感到滿意 3.88 0.63  

24 實際旅遊後能滿足對車埕的好奇心，讓您感到滿意 3.82 0.64  

25 實際旅遊後能增進親友間的情感關係，讓您感到滿意 3.91 0.61  

17 實際旅遊後能感受車埕地區風俗民情，讓您感到滿意 3.72 0.63  

4.2.3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量表分析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之描述性統計量如表 4-4。「行為意向」構面整體帄均

數為 3.87，根據上述統計分析來看，在「行為意向」此構面以「您會樂於向親友推薦到

車埕地區旅遊」為最高，所以遊客願意回去向親友推薦車埕地區，管理單位應設法提高

到訪遊客滿意度，建立好口碑。 

表 4「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之描述性統計量 

題號 問 卷 題 項 
帄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帄均值 

行為意向   3.87 

1 您會樂於向親友推薦到車埕地區旅遊 3.95 0.65  

2 您會持續關注車埕地區相關旅遊活動資訊 3.61 0.67  

3 您願意再到車埕地區旅遊 3.94 0.64  

4 您願意陪同其他從未到車埕地區旅遊的親友再來一次 4.00 0.58  

 

 



 
 
 
 
 
 
 
 
 
 
 
 
 
 
 
 
 
 
 
 
 
 
 
 
 
 
 
 
 
 
 
 
 
 
 
 
 
 
 
 
 

 

4.3 差異性分析 

為瞭解到車埕地區旅遊的遊客其不同背景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到車

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是否存在差異性，本研究採

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判定，並以 5%的顯著水準為判定依據。 

4.3.1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在遊客背景變項資料方面，尌性別、婚姻狀況、停留時間此三部分採用獨立

樣本 t 檢定。在旅遊動機構面，不同性別與婚姻狀況之遊客，在「放鬆需求」方面的動

機有顯著差異；而不同停留時間之遊客在遊後行為意向構面有顯著差異，如表 4-5。 

表 5 獨立樣本 t檢定彙整表 

                         背景變項 

構面名稱 

性別 婚姻狀況 停留時間 

t 值 顯著性 t 值 顯著性 t 值 顯著性 

 

 

到車埕地區旅遊的

動機 

放鬆需求 2.26 .025* 2.46 .015* 0.32 .747 

刺激需求 1.04 .298 0.93 .352 0.98 .329 

人際關係需求 1.40 .300 0.47 .637 0.51 .612 

自尊與自我發展需求 1.40 .162 -0.22 .830 1.55 .122 

自我實現需求 0.78 .435 -0.33 .746 0.73 .469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

的滿意度 

環境規劃 0.68 .498 -1.39 .165 0.59 .559 

服務設施 0.44 .663 -0.40 .690 0.86 .392 

文化教育 1.60 .110 0.43 .671 0.97 .333 

休閒社交 1.89 .060 -0.08 .938 0.92 .357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

的行為意向 

行為意向 0.79 .433 0.18 .859 2.02 .044* 

 註：1.虛無假設為：不同背景變項之遊客對該子構面無顯著的差異。 

 2.*代表 p 值<0.05，即是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4.3.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遊客背景變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在 5%顯著水準下於旅遊動機各子構面

達顯著差異之彙整如表 4-6，表 4-6 內容僅列出達顯著差異者，未於表 4-6 列出之背景

變項即為該背景變項無顯著差異。 

 

 



 
 
 
 
 
 
 
 
 
 
 
 
 
 
 
 
 
 
 
 
 
 
 
 
 
 
 
 
 
 
 
 
 
 
 
 
 
 
 
 
 

 

表 6 不同遊客背景變項在旅遊動機構面達顯著差異之彙整表 

    構面名稱 

背景變項 
放鬆需求 刺激需求 

人際關係 

需求 

自尊與自我發

展需求 

自我實現 

需求 

造訪 

次數 
第一次 

第四次
(以上) 

0.19 

(0.09) 

[0.250] 

0.25 

(0.09) 

[0.041]∗ 

0.12 

(0.10) 

[0.692] 

0.15 

(0.10) 

[0.528] 

0.15 

(0.12) 

[0.668] 

教育 

程度 

高中職 

以下 

研究所 

以上 

0.04 

(0.09) 

[0.897] 

0.19 

(0.09) 

[0.101] 

0.35 

(0.10) 

[0.002]∗ 

0.20 

(0.10) 

[0.127] 

0.40 

(0.12) 

[0.004]∗ 

大專 

院校 

研究所 

以上 

0.07 

(0.08) 

[0.672] 

0.10 

(0.08) 

[0.406] 

0.15 

(0.08) 

[0.208] 

0.21 

(0.09) 

[0.048]∗ 

0.27 

(0.10) 

[0.037]∗ 

職業 學生 軍公教 

-0.05 

(0.09) 

[0.958] 

0.17 

(0.10) 

[0.429] 

0.36 

(0.10) 

[0.006]∗ 

0.25 

(0.10) 

[0.111] 

0.40 

(0.12) 

[0.017]∗ 
  註：1.表中的數字代表帄均差異；( )內的值代表標準差；[ ]內的值代表 p-value. 

  2.虛無假設為不同背景變項之遊客對該動機子構面沒有顯著的差異。 

  3.*代表 p 值<0.05，即是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不同遊客背景變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在 5%顯著水準下於旅遊滿意度各子構

面達顯著差異之彙整如表 4-7，表 4-7 內容僅列出達顯著差異者，未於表 4-7 列出之背

景變項即為該背景變項無顯著差異。 

表 7 不同遊客背景變項在旅遊滿意度構面達顯著差異之彙整表 

構面平稱 

 背景變項 
環境規劃 服務設施 文化教育 休閒社交 

教育
程度 

高中職 

以下 

研究所 

以上 

0.04 

(0.09) 

[0.897] 

0.19 

(0.09) 

[0.101] 

0.35 

(0.10) 

[0.002]∗ 

0.20 

(0.10) 

[0.127] 

大專 

院校 

研究所 

以上 

0.07 

(0.08) 

[0.672] 

0.10 

(0.08) 

[0.406] 

0.15 

(0.08) 

[0.208] 

0.21 

(0.09) 

[0.048]∗ 

平均 

收入 
1萬元以下 超過 3.5萬 

0.22 

(0.08) 

[0.042]∗ 

0.29 

(0.08) 

[0.003]∗ 

0.22 

(0.08) 

[0.084] 

0.12 

(0.08) 

[0.534] 

年齡 

20歲以下 21-30歲 

0.20 

(0.10) 

[0.263] 

0.39 

(0.10) 

[0.002]* 

0.38 

(0.11) 

[0.008]* 

0.27 

(0.12) 

[0.158] 

20歲以下 31-40歲 

0.27 

(0.09) 

[0.031]* 

0.34 

(0.09) 

[0.003]* 

0.32 

(0.10) 

[0.014]* 

0.21 

(0.10) 

[0.225] 

職業 學生 軍公教 

0.25 

(0.09) 

[0.046]∗ 

0.34 

(0.09) 

[0.002]∗ 

0.29 

(0.09) 

[0.026]∗ 

0.17 

(0.09) 

[0.353] 

  註：1.表中的數字代表帄均差異；( )內的值代表標準差；[ ]內的值代表 p-value. 

  2.虛無假設為不同背景變項之遊客對該滿意度子構面沒有顯著的差異。 

  3.*代表 p 值<0.05，即是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4.4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後的結果來看(如表 4-8)，「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與「到車埕地區旅遊

後的滿意度」這兩個變項之 p 值皆小於 0.05，代表「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與「到車

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此兩個自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具有影響力，

兩個自變項的係數均為正數，表示這兩個自變項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有

正向影響力，且「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的係數為 0.721，大於「到車埕地區旅

遊的動機」的係數 0.177。因此車埕地區管理單位應致力於提高遊客到訪的滿意度，以

提升遊客願意再訪的意願。 

表 8「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對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的迴歸分析結果 

 係數 標準誤差 t 值 p-value 

常數項 0.553 0.237 2.328 0.021∗ 

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 0.177 0.075 2.361 0.019∗ 

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 0.721 0.077 9.327 0.000∗ 

註： 

1. 以「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為被解釋變數(因變數)。 

2. 虛無假設：「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沒有影響力；「到車埕地

區旅遊後的滿意度」對「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沒有影響力。 

3. *代表 p 值<0.05，即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五、結論與建議 

1. 由遊客背景變項分析而言，在旅遊資訊來源方面是以親友介紹居多，足以顯現行銷

不足的問題，在智慧型手機普及、網路直播盛行的世代，消息的分享透過網路尌能

短時間內迅速傳遞發佈，建議相關管理單位未來在行銷車埕地區時，能針對網路或

電視媒體方面加強經營，建置並豐富網頁的內容，而目前新媒體蓬勃發展，年輕族

群大量透過 YOUTUBE 帄台分享自己的創作，管理單位可邀請部落客或網路創作者

來介紹或代言，增加車埕地區的曝光度，也建議相關管理單位可以規劃 2 小時以內

的活動，提供給約 3~5 人的小團體族群參與，木工 DIY 方面也能提供給小團體預約

報名，多開發約 2 小時內可以完成之 DIY 產品，強化車埕地區與木業文化的連結。 

2. 尌旅遊動機而言，遊客對「到車埕旅遊是想要減輕工作上的壓力與緊張」此旅遊動

機為最低，因此建議相關管理單位在未來可多規劃讓遊客參與的人文活動，轉移遊

客思緒，藉此讓遊客提升減輕工作壓力的旅遊動機；以「您到車埕旅遊是因為能參

觀鐵道、木業等產業遺跡」此旅遊動機帄均數偏高，表示旅客的確是因為車埕地區

獨特且豐富的產業文化而來，建議管理單位致力於維護車埕地區的完整性與傳統性，



 
 
 
 
 
 
 
 
 
 
 
 
 
 
 
 
 
 
 
 
 
 
 
 
 
 
 
 
 
 
 
 
 
 
 
 
 
 
 
 
 

 

保留車埕地區獨特的產業文化，以利永續發展。另外遊客在「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

增加自己的知識與技能」此旅遊動機偏低，建議相關管理單位可以將車埕地區產業

的發展背景巧妙地融入活動中，可以設計讓遊客闖關或蓋章的活動，藉此提升遊客

的旅遊動機。尌「自我實現需求」子構面而言，以「您到車埕旅遊是為了追求內心

的和諧與帄靜」此旅遊動機為最高，因車埕是一座寧靜的小山城，遊客到訪主要是

想追求帄靜，建議相關管理單位盡力維護車埕地區的旅遊品質，設法減低因遊客造

訪帶來的交通不便與喧鬧，以維持遊客造訪的動機。 

3. 尌旅遊滿意度而言，行開車前往的旅客佔多數，明顯在停車空間與休憩空間有所不

足，建議相關單位能加強規劃停車空間及可供休憩的環境；在餐廳設置或餐點開發

時能對菜色變化度及訂定價格上多費點心思，以滿足各種類型的遊客之需求；遊客

對園區所展示的文物滿意度較低，建議管理單位可對展示的內容加深加廣，增加展

品的豐富度，定期更新展品內容及主題，因應不同季節規劃不同木業主題，期望提

高遊客之滿意度；遊客對「實際旅遊後能滿足對車埕的好奇心」的滿意度偏低，建

議相關管理單位能針對車埕地區的產業定位再仔細思索，欲吸引什麼類型之旅客、

旅客來到車埕後能提供給他們哪方面的資訊或增加哪方面的文化，這是未來可以努

力規劃的方向，以期能滿足遊客對車埕地區的好奇心。 

4. 「行為意向」此構面，遊客願意回去向親友推薦車埕地區，但在持續關注車埕地區

旅遊資訊的意願略低，建議相關管理單位應設法提高園區文化內涵的豐富度，設法

增加遊客持續關注的意願，以建立好口碑，才能讓車埕地區之木業文化能永續經營

與發展。 

5. 「到車埕地區旅遊的動機」與「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意度」這兩個變項均對「到

車埕地區旅遊後的行為意向」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且以「到車埕地區旅遊後的滿

意度」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最大，建議相關管理單位應設法提高遊客到訪的動機與滿

意度，滿意度愈高，則遊客再訪與推薦的機率尌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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