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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台灣兩典型農村城鎮(虎尾及斗六地區)從事觀賞水族者在休閒的角色，以觀賞水

族消休閒者為研究對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解析從事觀賞水族休閒人口、地理分布與對休閒效益比較

的關係，同時參酌訪談心得之交集並論述兩者各自的特性與兩者間相互關係。訪談部份以選定觀水族經

營者進行實際了解業者在經營及從事水族休閒者的特性，提供實務經營的策略與更好觀賞水族休閒的場

域；問卷調查針對觀賞水族休閒者進行行為之休閒效益及人口統計分析比較，採用配額抽樣方式，收集

各區 100 份共 200 份之有效問卷樣本，以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及單因子分析比較，發現不同地理變數

對觀賞水族者在人口統計與不同觀賞水族休閒者人口統計變項對休閒效益各選項間之比較仍顯示非一致

性不同的較結果，這正可以提供有效輔助提升從事觀賞水族休閒的特質與經營的策略。 

藉由問卷與重複回答之綜合紀錄，交叉研究認為觀賞水族產業與經營者對於從事觀賞水族休閒者而

言，確實可以帶來休閒效益之休閒活動，也可以提供放鬆身心與心靈上的慰藉。提升觀賞水族休閒場域

不只僅有買賣的功能，而是具有休閒者之間及經營者意見的交流、經驗分享或在其他相關面向之訊息互

通，逐漸形成一個正當交流的多元平台，所以提升未來觀賞水族產業及經營者能為休閒者帶來的休閒效

益，使業者在實務上經營模式有所改變，這才能提供觀賞水族產業於休閒面與經營面上實質的助益與永

續發展的機會。 

關鍵詞：典型農村鄉鎮、觀賞水族、休閒效益、休閒場域、永續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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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事觀賞水族經營者可以由休閒、觀賞水族及

其前後發生的行為三構面剖析，因由三個面向解構

過程逐析其交集的核心意義，才能獲悉休閒過程的

內涵價值與衍生變化產生演化的意義，提供觀賞水

族於休閒實務發展的經驗與經營參酌的省思暨策

略，創造休閒者與觀賞水族經營者雙贏而永續。承

上述所言，逐一解構論述與觀賞水族於休閒衍生的

意義和價值。首先探究休閒如何發生及影響，許多

學者由研究過程與心得即需對休閒下定義而單純

化釐清研究的主軸與目的，譬如 Godbey［1］闡述

休閒是脫離生活環境和物質環境下比原狀態較自

由的特色，驅使的動力在自己所喜愛並直覺上值得

可以付出行動，這些都緣由在信念基礎而發展。顏

妙桂譯本引自的內容［2］則解說「休閒」是影響

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滿意的休閒經驗，

促進幸福感和自我價值的提升，擴大及社會整體而

言，休閒是歷史、社會、文化價值之間的媒介，其

價值來自社會的規範、目標和風俗習慣的不斷演進

而形成，其實也是一體多面向衍生多元的概念，其

休閒行動是經由內在鼓勵而引發動機，在無束縛限

制下獲得的覺知，其綜合較具正向深遠的影響，可

見休閒表現是可由觀察內在景觀而推演延伸至外

在休閒活動表現的景觀。第二解析觀賞水族休閒的

意涵應是了解其為合適以此觀賞水族為休閒的標

的與動機，由消費形態而言，消費者為了滿足自我

特定的需求，所表現出對於特定的產品、服務、構

想尋找、購買、使用、評價和處理等行為［3］，而

這特定自我特定的需求是指指個人獲得、直接參

與、取得及使用合乎自己要求之經濟產品和服務並

直接投入的行為，其中可能含及自我經驗決策的行

為［4,5］，這些複雜的活動和行動反應有些來自是

身體的 (physical)，有些是心理的 (mental)［6］

(Markin and Narayana 1974)，從這些需求的最基本

動機的意涵是一種驅力(Drive)，代表一個抽象過

程，是行為的重要因素［7］，是一種內在動機狀態，

會受到外在刺激 (External Stimulus)與內在規則

(Internal Cues)影響［8］，致驅使個人內在的動力，

促使人們採取行動，而形成此種驅動力的存在，乃

是因為需求尚未滿足所引發的緊張狀態，故人們會

藉由各種能滿足需求的行為，來降低此種的緊張狀

態，已釋放感覺到的壓力［3］，於是人們會針對期

望目標的選擇樣是作出適當的行為［9］，這樣的反

應非能以一種客觀的態度去評估達成目標的過程

［10］。最後，這樣的休閒行為前後間產生許多不

等的影響，其中可以產生正向認知或達到目標的觀

點即具休閒效益［11］，同時也衍生具教育效益、

生理效益、心理效益、社交效益、美學效益

［1,12,13］，以此而論，從事觀賞水族的休閒活動

也是可以多元的發展。 

綜合上述休閒面向，透過與對觀賞水族業者之

訪談及觀賞水族休閒者之問卷調查，經三方向的分

析而具體達成本研究目的：(一)了解不同地域對觀

賞水族者之人口統計及休閒效益的關係。(二)了解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觀賞水族消費者對休閒效益

的關係。(三)藉由比較的結果與休閒水族實務發展

的經驗提出經營可參酌的省思和策略。以解析觀賞

水族在休閒的角色與多元的關係及意義。 

材料與方法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觀賞水族在休閒遊憩中之

角色，研究對象是針對虎尾地區及斗六地區有觀賞

水族經驗的休閒者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而為了瞭

解在虎尾及斗六地區的水族館在經營上及兩地的

休閒者是否有所不同，對兩地之經營者進行訪談。 

研究設計 

研究架構是參考文獻並整理出符合有關的問

項，研究架構內容主要是以人口統計變數及休閒行

為效益，透過設計問卷的方式與訪談比較兩者關

係，說明觀賞水族在休閒在兩因素間扮演的關係與

角色。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設計主要分為預試及正式問卷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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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預試：首先依據本研究的動機、目的與文獻

回顧之探討結果，進行問卷內容的初步設計，並進

行預先測試，以便瞭解測試問卷中的內容題意與語

句措詞，是否為受訪者所了解。預試問卷設計完成

後，於虎尾地區試發 50 份問卷，請當地觀賞魚飼

養者者進行測試，徵詢受測者及水族業者對於問卷

的看法及建議後，擬定修改正式問卷內容。在預試

問卷發放完畢後，綜合業者及受訪者建議，補充修

改問卷內容合乎專家學者經營者的意見。 

正式問卷 

本研究正式問卷內容分為二部份，說明如下：

第一部份為人口統計變數，目的在於了解受訪者資

本資料以及從事觀賞水族已有多長的時間，採用名

目尺度表示(表一)。第二部分為休閒效益量表，以

社會效益、生理效益及心理效益三方面下去衡量，

目的在於了解進行觀賞水族之休閒者在這一休閒

行為後產生的效益，此紀錄問卷採用 Likert 五個尺

度衡量表示(表二)。 

抽樣設計 

一、界定母體： 

本研究之母群體設定為雲林縣虎尾與斗六地

區之觀賞水族休閒者，以有購買及從事觀賞水族寵

物經驗者為母體，而訪談部分則由選定的觀賞水族

經營者為主。 

二、抽樣方式 

因目前沒有相關統計數字可指出虎尾地區及

斗六地區的觀賞水族者的人口結構為何，所以利用

現有的相關統計方法計算。統計處 2 年前的「寵物

人口普查」顯示，當時每 8 住戶就有 1 戶飼養寵物，

共飼養 52 萬隻貓狗等動物。而在農委會委託台灣

大學獸醫系調查之「94 年度全國家犬家貓數目調

查」指出，民國 88 年至民國 94 年間飼養其他寵物

的比例由 4.9%上升至 5.7%，而其中以鳥、魚的增

加為最多其中。若以此比例推算雲林縣虎尾鎮之人

口數約為 70,138 人共 22055 戶，斗六市為 106,619

人共 34018 戶。兩地共 56,073 戶，每八戶有一戶

飼養寵物，而以其中 5.7%為從事觀賞水族休閒者

為假設。可得知在虎尾鎮與斗六市兩地大約共有

400 戶從事觀賞水族休閒，如以每戶有一人從事觀

賞水族休閒者推算，則以兩地約有 400 人為母體

數。 

=

 

， =1.96(表標準常態隨

機變數)，P：樣本比率 

：顯著水準 0.05 

如果母體數有限，樣本數需用公式 New n = 

n/[1+(n-1)/N]修正，可求得樣本數為 196 份。 

本研究之母群體設定為雲林縣虎尾與斗六地區之

從事觀賞水族休閒者，因以有購買及從事觀賞水族

休閒經驗者為母體，因上述條件的限制，配額抽樣

之方式發放問卷的結果，無法達到 196 份最低樣本

數，所以只在虎尾及斗六兩地區共發放 200 份問

卷，虎尾及斗六地區各 100 份。 

三、訪談設計 

研究的訪談對象以虎尾地區及斗六地區選定

並願意接受訪談之觀賞水族經營者為對象，將訪談

問題分為兩部分採半開放式的訪談。如下表三，第

一部分為店家的基本資料，包含了開店年資、員工

人數、顧客來源、貨品來源、經營困難點、專業知

識來源以及開店的動機。第二部包括業者的經營模

式、休閒消費者的特性、經營者經營的理念及對觀

賞水族發展趨勢的看法。透過對業者的訪談可得知

在虎尾地區及斗六地區的觀賞水族業，在各個問項

上是否有相同或相異之處。並以之與問卷調查之結

果進行探討，並提出建議。 

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的架構，

提出下列幾項假設： 

H1：不同地理變項對人口統計變項無顯著影響。 

H2：不同地理變項與人口統計變項對觀賞水族休

閒者之休閒效益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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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量化資料分析：研究將問卷調查後所得到之資

料，整理並登錄以 SPSS14.0 版進行資料分析，

採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將樣本做次數分配、百分比等描

述性統計，藉以了解樣本特性及資料分布情

形。 

(二)卡方檢定：主要是用來分析各變數間是否有顯

著差異。本研究利用卡方檢定分析地理變數與

人口統計變數對休閒效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差異性分析 

將樣本中休閒效益與地理、人口統計及消費行

為等變項利用單因子變數分析(ANOVA)檢定

是否有顯著差異，F 值顯著差異則進行 Tukey

多項比較(Tukey’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比

較組內各項間是彼此否存在著差異。 

(四)信度分析：利用 Cronbach’s  α 信度指標衡量

問卷之信度後得到休閒效益 α 值為 0.835，屬

極可信範圍 

結果 

兩城鎮與休閒人口間的關係 

地理變數與性別之分析：表四兩地之休閒者在

性別上男性為 55.0%；女性為 45.0%。以卡方分析

之顯著值為 0.394，地理變數在性別變項上呈不顯

著差異。地理變數與年齡之分析：表五兩地之休閒

者年齡層分布狀況，有 49.0%之消費者為 20－29

歲，比例為最高；其次為 30－39 歲所佔比例為

25.5%，可見兩地觀賞水族休閒者大多為青壯年族

群。但地理變數與年齡比較之顯著值為 0.366，地

理變數在年齡變項呈不顯著。地理變數與教育程度

之分析：表六兩地之休閒者在教育程度上大學所佔

比例 47.0%，其次為高中職所佔比例為 36.0%；虎

尾地區教育程度以高中職為多數佔 23.0%；斗六地

區以大學為多數佔 29.5%。地理變數與教育程度變

項顯著值為 0.002，有顯著差異。地理變數與職業

之分析：表七兩地之觀賞水族休閒者之職業以學生

所占比例 31.5%最高，服務業及製造業所佔比例分

別 22.0%與 20.5%；虎尾地區職業以學生及服務業

為多數佔 12.5%；斗六地區以學生為多數佔

19.0%。顯著值為 0.02，顯示在地理變項與職業間

兩者有顯著差異。地理變數與月收入之分析：表八

兩地觀賞水族休閒者之月收數入以 3 萬以下為多

數，所佔比例為 57.5%，其次為 3-5 萬所佔比例為

31.0%。顯著值為 0.067，顯示在地理變數與月收入

兩者間無顯著差異。地理變數與婚姻狀況之分析：

表九兩地之休閒者在婚姻狀況上，以未婚比例最高

佔 54.7%；已婚並育有子女之比例為 25.0%為第

二。顯著值為 0.006，顯示在地理變數與婚姻狀況

兩者間呈顯著差異。地理變數與飼養時間之分析：

表十休閒者飼養觀賞魚之飼養時間為半年至一年

所占 24.0%為最高，而兩年至五年及一年至兩年所

佔比例分別為 19.5%、19.0%；虎尾地區飼養時間

以半年至一年為多數佔 14.5%，斗六地區以兩年至

五年為多數佔 15.5%。顯著值為 0.001，顯示在地

理變數與飼養時間兩者間呈顯著差異。 

地理變數與休閒效益之分析 

經單因子變數分析檢定後及 Tukey 多項比

較，表十一顯示，在不同地理變數中對於休閒效益

有顯著差異的僅有「飼養觀賞水族可以讓我獲得成

就感並肯定自己」，同時比較後認為在斗六地區較

虎尾地區之受訪者在觀賞水族休閒時能獲得較多

的心理效益。 

人口統計變項與休閒效益之分析 

經單因子變數分析檢定後及 Tukey 多項比

較，表十二發現在各休閒效益問項中僅有「飼養水

族寵物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無顯著差異。

而在「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

友」、「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

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

復精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

感並肯定自己」、「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

解壓力、舒暢身心」均有顯著差異。同時比較後認

為男性休閒者較女性休閒者更能獲得各種不同的

休閒效益。表十三不同年齡層在休閒觀賞水族時能

獲得的休閒效益僅有「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

我結交更多朋友」問項有顯著差異。比較後認為在

30~39歲及 40~49歲之休閒者較其他年齡層更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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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而獲得較多的社會效益。表十

四發現教育程度與休閒觀賞水族獲得之各休閒效

益中並無顯著差異。同時比較後認為在各教育程度

上的休閒觀賞水族者所能獲得的休閒效益，並不會

因教育程度有所影響。表十五不同職業中之休閒觀

賞水族者所能獲得的休閒效益中，有顯著差異的有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

好」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

恢復精力」。其中皆以軍公教所獲得之效益較高。

表十六不同月收入在不同休閒效益中有顯著差異

的有「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

變好」、「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

恢復精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

就感並肯定自己」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

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而在各個效益中皆以月

收入 3~5 萬所獲得的效益最高。表十七不同婚姻狀

況的觀賞水族休閒者中能夠在觀賞水族時所獲得

之休閒效益有顯著差異的有「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

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以觀賞水族從事休

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及「以觀賞水族

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而在

這 3 項不同的效益中，能夠得到最多效益均為已

婚，其次為已婚並育有子女之族群。表十八不同飼

養時間之飼養者所獲得的休閒效益也不同，有顯著

差異的有「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

感情變好」、「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

多朋友」、「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

感並肯定自己」及「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

紓解壓力、舒暢身心」，而在社交效益中分別以飼

養一~兩年和飼養五~十年所獲得的效益最高。在心

理效益中以飼養五~十年為最多。 

討論與建議 

配合訪談紀錄分析發現虎尾鎮觀賞水族經營

者，以觀賞水族為休閒行為及消費之休閒者多是外

地的族群居多，為了經營成本其觀賞水族有些來源

是自行繁殖，為使觀賞水族經營的品質提升及多元

化，引進較高單價或國內無人工繁殖成功的水族種

類，水族休閒場域更吸引水族愛好者與引起無此休

閒經驗與增加好的第一次接觸。比較屬於兩典型型

農村城鎮發現虎尾當地的客源來自全省甚至世界

各地，斗六的客源則以當地人為主，這也可能造成

有些屬性的問卷結果成不一致的情形，不過反而也

提供以遠距不同的經營策略提供更多元的生存空

間，就目前而言不見兩區域使用網際網路推廣的努

力，多屬部落格的方式，如能以此虎尾客源為例這

也是未來經營的策略之一。兩區域經營者大多數都

追求利潤，對於觀賞水族發展趨勢的認定也盡不

同，比較不重視推廣「人、水族環境與觀賞水族休

閒」之行銷的工作，政府也無積極輔導的措施與規

劃以觀賞水族休閒面有關的藍圖，以至於這觀賞水

族停滯休閒與飼養水族的模糊地帶，無法有效提升

至較為人們重視的休閒產業，這研究也提供重要的

參考與綜合意見。 

研究顯示認為對於從事觀賞水族休閒者來

說，從事觀賞水族的行為可視為一種在自由時間時

進行的休閒活動，這種活動可能對於從事觀賞水族

休閒者能夠達到某種效益的結果，以所有受訪者中

對於從事觀賞水族能使自己獲得心理效益的認同

度高，因此本研究認為將從事觀賞水族能為此休閒

活動者帶來較高的心理效益，可將從事觀賞水族之

行為視為一種具有休閒效益的休閒活動，這與有關

研究「觀賞魚消費者行為之研究」有類似的情形

［14,15］，發現可以產生休閒效益。再者，訪談發

現，多數的觀賞水族經營者對於從事觀賞水族休閒

者有一定的了解，但並未因此而改變經營模式，多

數經營者仍以目前營利方式經營，多以提供各種不

同種類、大小的觀賞水族寵物以吸引各種族群的從

事觀賞水族休閒者，未及思考其他的經營模式及目

的，只有少數經營者有危機意識及前瞻，對於了解

從事觀賞水族客群之基本的分類與探討這些休閒

者會有何特性，期待經營觀賞水族能造就更完善休

閒場域的願景，也期待政府協助建立一合適的交流

平台，提供觀賞水族休閒者互相分享彼此的心得與

經驗，真正帶來正當的社交效益，這樣觀賞水族之

休閒場域才能突破現況形成良性循環而永續發展。 

本研究對象僅為虎尾地區及斗六地區，在此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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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區社會組成結構及型態無較大差異，未來研究

可擴大研究範圍或選定在型態及組成結構上差異

較大的地區，以建構完整的水族寵物所帶來的休閒

效益資訊；而研究中尚未對於從事觀賞水族休閒者

之生活型態及所獲得的休閒效益進一步分析，未詳

細探討受訪者的生活型態與休閒效益之相關性，未

來可以朝此方向發展，使研究更為詳細；再者，研

究中因時間限制無法與店家建立良好關係，在訪談

結果尚無法更深入探討業者對觀賞水族與休閒間

相關性更高的問題，因此在未來可於此面向更進一

步結合，完善提供整體的觀賞水族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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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男 □女 

年齡  □19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以上 

教育程度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職業 □學生 □服務業 □金融業 □製造業 □軍公教 □家管 □農業 

     □其他 

每月收入 □3 萬以下 □3~5 萬 □5~10 萬 □10 萬以上 

婚姻狀況 □未婚 □已婚 □未婚，並育有子女 □已婚，並育有子女 

您飼養水族寵物已有多久時間 

□三個月內□三個月~半年 □半年~一年 □一年~兩年 □兩年~五年 

□五年~十年  □十年以上    □從未飼養過 

 

表二、休閒行為產生效益之衡量項目 

1.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讓我跟家人感情變好 

2.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社會 

3.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4.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生理 

5.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6. 飼養水族寵物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心理 

 
表三、訪談問題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店家基本資料 訪談問題 

開店年資 

員工人數 

經營者經營模式 

 

客源 

貨源 
消費者特性 

經營困難點 

專業知識來源 
開店主要訴求 

開店動機 
經營者經營的理念 

觀賞水族業發展趨勢 
 
表四 地理變數與性別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性別 男 58（29.0%） 52（26.0%） 110（ 55.0%） 

 女 42（21.0%） 48（24.0%） 90（ 45.0%）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1，卡方值＝0.727，p 值＝0.394＞0.05，為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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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地理變數與年齡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年齡 20 歲以下 11（ 5.5%） 6（ 3.0%） 17（ 8.5%） 

  20-29 歲 49（24.5%） 49（24.5%） 98（49.0%） 

  30-39 歲 26（13.0%） 25（12.5%） 51（25.5%） 

  40-49 歲 12（ 6.0%） 13（ 6.5%） 25（12.5%） 

  50 歲以上 2（ 1.0%） 7（ 3.5%） 9（ 4.5%）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4，卡方值＝4.308，p 值＝0.366＞0.05，為不顯著。 

 

表六 地理變數與教育程度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教育程度 國小 2（ 1.0%） 2（ 1.0%） 4（ 2.0%） 

  國中 11（ 5.5%） 3（ 1.5%） 14（ 7.0%） 

  高中職 46（23.0%） 26（13.0%） 72（36.0%） 

  大學 35（17.5%） 59（29.5%） 94（47.0%） 

  碩士以上 6（ 3.0%） 10（ 5.0%） 16（ 8.0%）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4，卡方值＝17.255，p 值＝0.002＜0.05，為顯著。 

 

表七 地理變數與職業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職業 學生 25（12.5%） 38（19.0%） 63（31.5%） 

  服務業 25（12.5%） 19（ 9.5%） 44（22.0%） 

  金融業 8（ 4.0%） 10（ 5.0%） 18（ 9.0%） 

  製造業 19（ 9.0%） 22（11.0%） 41（20.5%） 

  軍公教 4（ 2.0%） 7（ 3.5%） 11（ 5.5%） 

  家管 5（ 2.5%） 3（ 1.5%） 9（ 4.5%） 

  農業 5（ 2.5%） 0（ 0.0%） 5（ 2.5%） 

  其他 9（ 4.5%） 1（ 0.5%） 10（ 5.0%）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7，卡方值＝16.661，p 值＝0.020＜0.05，故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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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地理變數與月收數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月收入 3 萬以下 57（28.5%） 58（29.0%） 115（57.5%） 

 3-5 萬 26（13.0%） 36（18.0%） 62（31.0%） 

 5-10 萬 12（ 6.0%） 5（ 2.5%） 17（ 8.5%） 

 10 萬以上 5（ 2.5%） 1（ 0.5%） 6（ 3.0%）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3，卡方值＝7.171，p 值＝0.067＞0.05，為不顯著。 

 

表九 地理變數與婚姻狀況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婚姻狀況 未婚 54（27.0%） 55（27.5%） 109（54.5%） 

  已婚 25（12.5%） 11（ 5.5%） 36（18.0%） 

  未婚，並育有子女 4（ 2.0%） 1（ 0.5%） 5（ 2.5%） 

 已婚，並育有子女 17（ 8.5%） 33（16.5%） 50（25.0%）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3，卡方值＝12.374，p 值＝0.006＜0.05，故為顯著。 

 

表十 地理變數與飼養時間之關係 

  虎尾地區 斗六地區 總和 

飼養時間 三個月內 9（ 4.5%） 6（ 3.0%） 15（ 7.5%）

  三個月-半年 16（ 8.0%） 11（ 5.5%） 27（13.5%）

  半年-一年 29（14.5%） 19（ 9.5%） 48（24.0%）

  一年-兩年 16（ 8.0%） 22（11.0%） 38（19.0%）

  兩年-五年 8（ 4.0%） 31（15.5%） 39（19.5%）

  五年-十年 6（ 3.0%） 5（ 2.5%） 11（ 5.5%）

  十年以上 4（ 2.0%） 3（ 1.5%） 7（ 3.5%）

 從未飼養過 12（ 6.0%） 3（ 1.5%） 15（ 7.5%）

 總和  100（50.0%） 100（50.0%） 200（100.0%）

自由度＝7，卡方值＝23.754，p 值＝0.001＜0.05，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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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不同地理變數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2.16 0.14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1.84 0.186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1.06 0.30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0.00 1.000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10.36 0.002 2>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2.14 0.155  

1：虎尾地區。 2：斗六地區。 

 

表十二 性別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性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2.706 0.102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8.042 0.005 1>2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4.911 0.028 1>2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8.127 0.005 1>2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21.452 0.000 1>2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16.200 0.000 1>2 

1：男性。2：女性。 

 

表十三 年齡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性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2.365 0.05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5.473 0.000 3=4,3>1>2>5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1.633 0.167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0.944 0.440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2.322 0.058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0.972 0.424  

1：20 歲以下。2：20~29 歲。3：30~39 歲。4：40~49 歲。5：50 歲以上。 

 

 

 

 

 

 

 

 

 

132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123-136 
 

表十四 教育程度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0.416 0.797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1.953 0.10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0.571 0.68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0.254 0.907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1.400 0.236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0.768 0.547   

 

 

 

 

 

 

 

1：國小。2：國中。3：高中職。4：大學。5：碩士以上。 

 

表十五 職業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1.862 0.078 
5>4>6>3>2>7 

7=8>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1.576 0.145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1.482 0.176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2.153 0.040 
 5>4,4=7=8 

  8>2>6>3>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1.661 0.12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1.029 0.412   

1：學生。2：服務業。3：金融業。4：製造業。5：軍公教。6：家管。7：農業。8：其他。 

 

表十六 月收入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3.052 0.030 2>3,3>4>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0.957 0.41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1.812   0.146  2>1,1>3>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4.845 0.003 2>4,4>1=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9.571 0.000 2>4,4>2>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5.928 0.001   

1：3 萬以下。2：3~5 萬。3：5~10 萬。4：1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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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婚姻狀況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4.485 0.005 2>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1.590 0.19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0.577 0.63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3.063 0.029 2>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5.141 0.002 2>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1.277 0.283   

1：未婚。2：已婚。3：未婚，並育有子女。4：已婚，並育有子女。 

 

表十八 飼養時間與休閒效益比較差異表 

休閒效益 F 檢定 顯著值 差異性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跟家人的感情變好 2.715 0.010  4>5>3>6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結交更多朋友 2.082 0.047  6>3>2>4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憊 1.581 0.143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調劑精神，恢復精力 1.367 0.221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並肯定自己 2.686 0.011  6>5 

以觀賞水族從事休閒可以讓我紓解壓力、舒暢身心 3.134 0.004  6>5 

1：三個月內。2：三個月~半年。3：半年~一年。4：一年~兩年。5：兩年~五年。6：五年~十年。 

7：十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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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n the leisure role of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unvei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demography and leisure effect from two classical towns in Taiwan, which it provided what the characters 

and behavioral function it reacted to link.  In the meantime, the focus concluded it will be helpful to benefit 

both of them for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leisure and management in future promotion.  For the practical 

promotion about ornamental aquarium leisure it came into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to share experience from 

the questionnaire test, it progressed to look for the advance field for whatever the leisure was through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The investigation did not find the same tendency and agreement between leisure 

demography and leisure effect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prediction, χ2 test and ANOVA test, which the 

relations it provided to specify the weak attributes strong to elevate into the beneficial trait and strategy for its 

own style and sustainability. 

Certainly the leisure activity of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could bring positive effects collected from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operators and leisures by records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visiting interviews, which it 

could not only provide relaxation for body and mind but also inspire solace in spirituality.  To sum up, 

promoting ornamental aquarium into the variable exchang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followed by 

governmental promoting amendment it created new rapidly developmental aspect in aquarium leisure and 

business, it was helpful and beneficial to practice for aquarium operators and t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for 

aquarium leisure field. 

Key Words: ornamental aquarium, leisure effect, leisure field, sustainability, idealism, ponde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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