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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過整理比較國外、內民宿發展過程之各個趨勢與特色，歸納分析從事民宿與旅館業的差異性，再

者與民宿遊客訪談並將記錄過程之心得萃取及精簡製作成封閉式可信度之問卷，而後逢機實質進行民宿

旅客為對象的問卷，由分析問卷數據了解遊客選擇民宿行為前後關係及其間的特質，這些關係中瞭解旅

遊者選擇民宿的動機、住宿後體驗感受與支配行為之潛在因素。經由因素分析方法探索得知地方民宿旅

客選擇行為簡要的主因與模式，構面結果顯示休閒行為進行選擇及體驗民宿最主要解釋的意義為知覺與

感受。至於探索整體這地方旅遊者選擇民宿行為可區分形成四個不同群集的構面如下：個體與環境氛圍、

發現自我與成長、遊憩體驗與短暫自在生活。又經由變異分析方法比較旅民宿旅客社經背景與這些構面

間是否存在差異，發現除了年齡顯示無差異外，其他條件背景於這些構面存在些許不同差異的結果，而

這些異同正也可提供經營者參考之依據，以及了解屬性相互關係而轉化成為實務策略之經營，以符合當

代民宿服務品質的趨勢，如此應用可輔助這類事業體之經營朝向永續發展

關鍵字：民宿、知覺、遊憩體驗、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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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社會隨著對外更開放與自由經濟蓬勃發

展，因此接觸國際觀的機會大增，同時受這潮流風

行沐染下，國人價值觀也由傳統角度開始內化轉

變，並擴及生活趨於實務的形態，其中休憩行為也

產生多元化趨勢的發展，在此氛圍下，接著休閒相

關事業也依附於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而產生質與量

的變化與其新興的動能，隨即規畫配合提供相對多

樣性產能的服務與價值，以期順應時代潮流而永續

發展，如此延續性過程發展成就現今休閒活動已是

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整體而言，這類行業已

不能以單面經濟或人文社會的觀點審視之，其實已

成為全面性的廣義服務業。其一經濟面於全球上，

這類型服務業同樣也皆是各先進國家重要的產

業，由 2010 年為例，我國服務業產值達 9.13 兆元，

占國內生產毛額（GDP）67.05%約 617 萬餘人，此

約占總就業人口數 58.84%，可見廣義服務業已成

為我國經濟活動主體之一，同時為了因應服務業行

動科技化和國際全球化，產業分別必需投入許多創

新元素，以期經營達到永續發展。再以台灣演替經

驗，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 1987 年服務業產值占

生產毛額(GDP)達到 48.3％，首度超越工業的 GDP

成長，於 1995 年超過 6 成，這時台灣邁入服務趨

勢的經濟型態，近 10 年台灣服務業占 GDP 產值一

直維持在七成左右，顯然廣義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

濟發展主流之一。如相對以就業人數分析，其服務

業就業人數占總就業人數比重自 1995 年起已超過

5 成，於 2008 年後也穩定超過 55％，顯見這類型

態行業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至要關鍵的重

要角色。  

廣義服務業中觀光休閒業已是台灣政府極力

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可由政府因應全球趨勢於民

國八十七年元月開始實施隔周休二日制，並於民國

九十年全面實施周休二日，期間產生的經濟效益由

過去各項數據顯示這些政策造成國內旅遊市場相

當大的影響與商機，譬如台灣目前積極推動休閒綠

能腳踏車代替搭乘公車、過往一些傳統產業在營造

與其生產場域再修補與利用(觀光工場)，一方期以

改變大眾運輸的方式減少因運輸過程產生過多的

碳汙染，另一也期環境場域整體形塑以達到綠環境

及觀光休憩的環境，發現根據官方統計這些旅遊休

憩人口是逐年增加，不僅上述如此，以台灣每年到

國外旅遊約有 650 萬人，而 200 多萬人到台灣觀

光，可見遊憩景象與數字都說明休閒產業持續蓬勃

地發展［1］。再者適時之政策引導作用，可由過去

台灣經驗從民國六十八年起開放國民出國觀光，七

十六年起開放赴大陸探親及觀光，這些的轉變代表

著台灣的社會開始學習加入國際社會，同時也代表

國人信心接受他國人文與觀光生活的交流與衝

擊，以及加上台灣進入ＷＴＯ以兩岸互訪市場上的

結合等等有利相關條件，亦使台灣休閒市場會逐漸

的增加，這演化過程相關設施與住宿旅館隨市場機

制陸續從少數幾家到現在逐步擴充增加的局勢，此

皆順應符合市場趨勢與需求，過程機會也因此創造

多元商業的價值而提升國家國際經濟服務業的競

爭力。 

隨著國際趨勢演進以及近年來國民教育及所

得的大幅提昇，配合國家長中近期交通建設藍圖規

劃使得距離與時間逐年改善而更便利於短期休憩

圈的形成，同時經濟效能政策支配合，開始實施周

休二日，使得民眾更能利用週末與假期安排進行國

內旅遊，此由統計數據這類休閒旅遊逐年增加，民

眾進行比較長時間(一或二日)外出休息行為多係

以「休閒、遊憩、觀光渡假」為主要的目的；根據

交通部觀光局過去國人國內旅遊狀況調查顯示休

憩者逐漸以自行規劃方式安排，不再經由旅行社間

接承辦，同時安排過程不管以何方式獲取資訊與聯

繫，這些轉變其實說明國人在休閒旅遊選擇各類行

程與住宿的選擇亦趨多元的改變特質；這些的改變

趨使國人在選擇住宿的型態漸漸由傳統選擇觀光

飯店，進而採取比較彈性態度選擇民宿型態而取

代，隨這休憩旅遊概念的演變與進化，現階段可由

了解目前民宿經營的型態與策略也一直不斷地轉

變成其適合的市場區位與特質，而特質描繪出由早

期住家形式演變至現代多角化經營形式，及與時俱

進之時代背景交錯過程的故事性與未來永續願景

的可能性，同時創意手法經營並透過行銷宣傳廣告

作用進行可能創造的新鮮感而維持永續的再次可

能性，不管如何的方式持續服務的特色，唯以了解

這類行為之多變性與形成的原因與互相關係模

式，才能掌握服務品質與引起顧客嘗試啟始的動

機，而後隨之下定決心成為規畫行程的一環，當然

也與時間其他各條件配合的策略有關，如此才能維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民國一百零四年六月）: 103-118 

105 

持誘因而永續創新的經營。 

以國際趨勢而言，嘗試有效改善缺乏改變工作

的環境或氛圍，透過政府行政政策制定推動周休二

日，促使降低個人工作時間而期提升效率，不過如

果沒有合理人性化配套的措施，可能沒有辦法達到

原先的期待與效果，為了達到工作之餘儘可能放鬆

的身體狀態或心理層面，首要必需增加休憩環境之

相關設施與品質，才能符合整體經濟效益；這樣的

推廣與發展，勢必帶動國人對國內休憩旅遊之需求

與增加頻率，進而促進觀光旅遊相關產業持續的發

展，這期間國人消費相對於安排休閒旅遊的時間也

隨環境氛圍而逐漸增加，隨之國人進行規劃安排休

憩的計畫也必然考慮旅遊時行程住宿的選擇，這變

化過程也隨遊憩環境變化產生相對多元的選擇而

達到個體的需要，如此本研究就是希望了解這住宿

選擇行為過程之內外在氛圍，由以下分析遊客於選

擇民宿休憩行為屬性的構面：1.訪談記錄並分析遊

客選擇民宿之動機、因素、與體驗的態度。 

2.以量表問卷形式並透過遊客填寫方式收集資

訊，也藉此分析遊客民宿過程中的變化及意涵，提

供分類後屬性的特質與發展願景。而這些萃取結果

了解選擇元素與方式可提供民宿經營管理方式之

參考。 

貳、文獻探討 

民宿的發展 

旅遊行程中住宿可能是主要規劃課題之一，安

排遊程活動之作用主要考量整個進行參觀遊憩過

程所需體力需選擇合適的階段休息而補充體能與

精力，此乃為達消除精神與體力疲憊狀態之最好的

方式及增加遊憩期間之休憩效果，最重要是得以順

利完成旅遊與享受休憩的目的，由於因應上述與時

空背景交互作用，提供旅遊者這類住宿多元需求的

服務是可以提升休憩的品質 ［2］；至於關於服務

需求中住宿特性，早期為典型缺乏選擇的方式而後

演進過程隨時間及旅遊者休憩行為不斷擴張成各

式多樣商業特色之住宿類型，這可由近幾十年除傳

統大眾旅遊住宿主要性質維持不變外，為了配合時

代發展與當下呼應商業服務特質之轉變，孕育出新

穎多元化形式的民宿，同時參照國外這類產業已經

發展的過程與現象，也可發現一些當地住宿類型開

始形成民宿的趨勢，即發展之特色皆為小型精緻旅

遊與環境教育特殊需求之遊程才有安排與提供的

服務，如國外休閒農業發展歷程，可發現歐洲奧地

利、瑞士、德國、法國、英國、芬蘭、挪威、瑞典

以及紐、澳等國家很早開始將特色農業與觀光旅遊

結合發展為「觀光農場」，也順應休憩客群需求而

提供特色服務，此漸成為目前「民宿農莊」或稱「渡

假農莊」［3］，再者，這些農場也會配合場域特色

提供教育解說服務與文景特性之活動。反觀國內發

展亦相似，不過諸如此類之行徑，另一比較深層之

人文景觀面，可以透過這些不同住宿過程的行為模

式中可以發現所代表的特徵是具有哪些不同的詮

釋與函義，援以此輔助促進商業活絡的指導原則與

價值；以上整體而言綜合有以下幾個特質： 

(一)民宿定位可提供一種替代性旅遊遊程中

住宿選擇的概念，發展可塑性多元與特殊性的市場

並藉由區隔的做法及策略吸引同好旅遊者前往探

知及渡假，如歐洲、紐、澳等國休閒農場之發展多

以專業知性與深度觀光進行休憩活動，其設計目的

希望遊客前往農場休閒，期間體驗當地農場生活的

過程，深入了解真實農場園區的經營概況與主人一

同分享時光，不僅遊客盡情導覽田園風光，並親自

體會農莊生活及其生產的過程，全程享受農莊品質

式渡假生活；這種休閒度假方式與一般傳統或大眾

觀光旅遊觀光飯店、旅館具有不同的區位，它的功

能具替代性與特殊性，反而吸引一部分喜愛農莊田

園環境生活的休憩者，實際上這類型民宿已普遍風

行於歐洲各國及大洋洲的紐西蘭。 

(二)這類遊客主要以國外觀光客及自助旅行

者居多，其特色於行程之安排具彈性且活動專一

性；遊客同時也分享農家主人經營的民宿，渡假期

間一同與主人親身體驗農莊或牧場生活，有些也能

享受主人提供或準備當地特色的早(B & B)、午或

晚餐，嘗試不同的飲食習性與文化［4,5］，真實沉

浸田園生活之中。 

(三)休閒農場多以副業方式經營民宿而增加

額外附加的收益，至於住宿環境多以休閒園區原有

房間或農舍加以修建而成；初期一般農場兼營觀光

休閒農場時，主要維持自有之農業生產方式，為使

增加營收即以當地農事之特色從事觀光休憩活動

型態的副業，這增加休憩過程，不僅活動的利用時

間，同時予休憩的遊客停留性也因此增加，相對亦

增加使用其他遊憩附屬設施的機會，其一必要時提

供方便遊客住宿的選擇，自然形成有原因或故事性

的民宿，直接增加休閒農場的收益及間接地播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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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社區發展休憩的種子，以現實觀目前之歐洲與

紐、澳觀光農場所提供民宿的做法，即是民宿可以

成形的脈絡，脈絡中期所需的設備沒有像旅館或觀

光大飯店豪華，價格也比較便宜一般經濟收入旅遊

者可以接受；而其民宿的設施環境一般可細分為兩

種型式，一為直接住於農家中並與農家成員共同生

活，二則是間接住於改建裝休後的閒置農舍，活動

方式較為自主與獨立；至於餐飲服務也與一般歐洲

旅館的方式相似亦可能供遊客簡單的服務，如早餐

(B & B)等。 

(四)休閒農場保有農場原有機能的風貌與地

景特質，特徵乃本身獨具農村田園景色及自有農事

經濟活動，這些人文地景產特色經由系統包裝以教

育解說方式增加園區知性提升旅遊層次而具多元

面向變化，此作法可以吸引兼具培育遊客內在不同

的感受知覺與擴大認知，如紐西蘭、澳洲，紐、澳

兩國以畜牧著稱而聞名，其經營休閒農業型態皆以

農場田園特色及農事活動過程為主的焦距，而具吸

引的內容不僅是鮮明的農場生產、生活、生態及地

景，另外也是休閒農業組織非常健全並緊密地與觀

光旅遊結合與推廣，才能吸引不同遊客族群好奇心

與新鮮感，相輔相成的循環因果，促進當地休閒農

業的發展，同時也是創造出知性的生態旅遊。關於

台灣發展民宿約於 1981 年開始，緣自早期隨著墾

丁、阿里山、溪頭等地域規劃開發成為觀光風景

區，每逢例假日即湧入大量觀光與休憩遊客前往踏

青，造成當地觀光飯店客滿，因為這股趨勢與持續

之榮景的形成，發現觀光財商機發展無限，同時也

因應當時當地居民第一時間為解決遊客停留過夜

的需求及持續遊客的興緻，於是提出民宿的概念與

做法希望可以滿足遊客基本需要與本身的利益［6

］，做法將多出來的房間重新思考規劃整修成為提

供遊客住宿的商品，由於這些區域開發較為早期，

其民宿發展的型態皆已當時經濟考量而只提供最

基本住宿的方向，並未思考如何有創意地加值概念

透過包裝行銷，使民宿產品效益更大化，當然與當

時政府對民宿發展形成之住宿安全、建築規範、住

宿環境衛生及交易過程之安全性問題等，尚未加以

跟上時勢需要制定相關配套與規範，至使民宿發展

的過程與行銷策略都無法和一般傳統已上軌道且

具規模的觀光旅館競爭，似乎當這些觀光旅館客

滿，剩餘的遊客才選擇民宿的機會，不過目前這樣

的光景隨著大環境經濟需求、對於民宿看法之改變

與政府發現民宿經濟的亮點及推廣後，已逐漸步入

有序的管理與正軌之中，這些發展軌跡之歷程，藉

由綜觀現有國內外形成民宿的歷程與經營特色，表

一資料簡扼整理而闡述國內外民宿發展之各條件

因素，包括區域、場域類型和形成原因、不同國情

產生不同的民宿經營型態與特質，可以經過去變化

的經驗提供未來具開發與創意的參考。 

民宿之定義  

由於國情與文化間的差異，每個國家對於從事

民宿所做的解釋與定義各有不同面向的說明，再

者，以研究角度而言，不同學者對民宿也會有不同

的詮譯，其亦端廣義文化背景之時空產生差異的結

果，不過其主要相同的主要面向究在提供各旅遊住

宿的需求；目前台灣對於民宿的定義主要概述為

「有效運用資源，鄉野地區提供廣泛休閒活動與住

宿」，其中所謂資源是指自然環境、景觀、產業和

文化等，從事此類經營者自然藉由這些資源透過活

化的傳統文化、民俗與環境產業特色，使旅客沉浴

於資源環境中，同時與資源產生互動行為的內外表

現［7］。根據文化背景發展的趨勢我國於 90 年 12

月 12 日正式制定公佈民宿管理辦法，規範與比較

明確定義民宿的範疇即為利用自用住宅房間或閒

置空間，透過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

境資源與農林漁牧生產活動，商業形態性質以家庭

副業方式經營，提供旅客生活之住宿處所［8］；這

些與一般國外民宿相似，也是藉由農民與休閒者接

觸的場域，性質與一般都市或觀光勝地之飯店不

同，除可面對面分享農家經驗而且面對面互動式之

交流，所處環境特色及文化氛圍皆是民宿的題材與

吸引處。再者，為方便旅遊民宿之方便與貼近地產

而更體驗民宿整體特質與價值，也提供了當地特色

之餐飲服務，此亦另一地產景透過民宿表現出差異

的特色。 

國內住宿的類型 

以交通部統計資料獲知，過去在 90 年代台灣

觀光旅館住房率約為 61.64%左右，比較前一年之

住房率 63.89%，有減少情形約少了 2~3%，相對國

人於國內旅遊方面，分析得知在這期間變化之國內

旅遊的次數實際是增加態勢，最近十年而言，也是

如此的趨勢，這樣的狀況旅館住房率降低旅遊人數

增加，可見存在兩種可能，一為應付陸客廣建觀光

旅館而發生如此現象，另一則其他方式地的住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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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代原來的住宿習慣，且由近期發展觀出發現住

宿多元化取代傳統的形式，致使這樣的趨勢產生而

且沒有改變的趨勢，其中民宿即是一種取代原先規

劃的選擇，且台灣為順應時勢所趨也於 90 年的 12

月正式通過民宿相關法則，將長久以來定義不明及

無法可規範管制的民宿業者，納入觀光遊憩的一環

而正式受到重視，不再是模擬兩可使遊客無法是從

與比較選擇，同時也可以使經營者正視自己經營的

方式與策略是否得到消費者的信賴。民宿不只是新

的名詞出現而是供需的產物，也是延伸一般觀光旅

館的概念，然別於觀光旅觀經營之軟硬體傳統的模

式，民宿供應的方式比較彈性，因其設計不一定有

服務櫃台，房間不一定是制式的房間樣式或是套

房，其內容於法定規則框架而隨經營對時空趨勢而

定，至於服務品質也沒有像旅館一定的服務模式或

提供餐飲。諸如上述可謂兩者呈現的質與感就不

同，再以經營規模方面比較也發現民宿與一般觀光

旅館建築外形各有其發展過程的結果，而這樣種種

所吸引的客群與規模上因此不盡相同，如果擴及業

務之發展、服務及型態亦會隨著改變。此研究也整

理不同住宿類型之等級的旅館與民宿間差異資料

(如表二)。 

民宿休憩相關屬性 

    民宿屬於服務業的一環，廣意而言不僅是

商業活動，以經營面闡述應是休憩範疇下服務過程

的品質，如此一般服務品質過去早期有些學者［

9,10,11］提出經營者提供方式與消費顧客間的互動

反應關係，而兩概念體進行間提供需求的需要過程

與做法即構成這類的特徵［12,13,14］，這特徵沒有

辦法直接了解，必須透過這些反應過之主體主客觀

的說明才能略知端倪，這也是許多研究一直進行中

的問題［12,15,16,17］，期了解過程產生反映之全

貌而提供更好的服務品質，增加經營的特色與永續

性。為何選擇之途徑是如此的過程，一般研究亦皆

談及給與受兩方處理過程的反應作用，其說明是個

別解析而後互相比較，如了解顧客喜藥的偏好與滿

意決定過程一連串的因素，包括本身與周遭環境互

動下先天與後天的知覺與其形成認知的認同感［18

］，由這樣解析的結果可以實際提供給方提供受方

的需求的需要而增加吸引效果與持續性，對於給方

為民宿經營者亦是如此。 

參、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一)屬性關係 

一般遊客選擇民宿過程中考量的因素有哪些?

當旅遊者選擇民宿過程對於住宿環境空間、景觀與

休憩活動期間互動下產生有哪些影響?經由實際之

住宿體驗所產生之心得透過訪談與問卷的方式記

錄行為表現出內外在的反應，此記錄的成分與背景

含遊客不同的社經條件及進行休憩行為前後反應

顯現的特徵，然後輔以統計分析這段期間休憩行為

中體驗的內容與數據，了解休憩遊客選擇民宿前後

行為屬性間之關係(如圖一)。 

二、製作問卷與分析 

(一)預製量表 

訪談記錄一般遊客渡假選擇民宿之動機，將其

心得及感想整理歸類，而後分析這些資料轉譯成封

閉試的問項，所得之量表執行預試前先經專家檢視

審定與修正，確認後進行量表問卷預試，期間預試

結果發現不適之處再進一步修正，同時亦再經專家

審視認可，而後進行再預試，最終預試分析量表各

問項經確認可行後，才進行正式遊客問卷。 
(二)問卷設計 

量表問卷分為 2 主軸，第一為基本社經背景變

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婚姻狀況、

月收入共 6 項。第二則經訪談心得後整理的問項為

主要設計測試一般遊客選擇與進行民宿前後過程

的客觀因素，其問項含括選擇民宿的特性、消費過

程的行為、經驗的價值感及認知知覺的差異等面

向，為了避免受訪者填寫時間超過 15 分，初步這

方向構題共約 36 題，回答方式以李克特 5 點尺度

來衡量，依滿意程度區分為「非常滿意」（5 分）、

滿意（4 分）、普通（3 分）、不滿意（2 分）、非常

不滿意（1 分）5 個級距。 
(三)問卷採樣來源 

研究族群來自雲林地方區域一般逢機取樣問

卷，選擇民宿為住宿地點之遊客，而研究地點為雲

林當地經營民宿為主要場域，不過為達逢機採樣關

係細分選擇民宿區域則別來自地方海邊、平原與山

區三大區塊，每一區塊分散選取民宿，每一區塊選

擇 5 家進行遊客問卷，回收共約 100 份問卷(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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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00 份)，這類問卷操作以人員發放於民宿定點

方式讓遊客自由填寫，每一星期回收一次的頻度進

行回收，直至回收達研究設計的各有效總數為止

(預試採不定點小範圍逢機問卷進行)。這二類別發

放時間為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 

三、資料分析方法 

研究之分析方法主要運用 SPSS19.0 軟體進行

資料運算分析，方法則使用下列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資料的整理，成為簡化與

類別的比較說明，所以先以簡單的次數頻度與分配

數敘述樣本族群之基本特性。 

(二)信度分析-進行量表數據之可靠性與有效

性，即利用此信度分析做為執行問卷整體設計為可

依賴信任；信度於指不同時間所得測量結果分析，

信度值再一定水準上不僅表示整體量表示可以接

受，亦顯示量表一致性的程度，而信度值愈大表示

量表有越高可信的特質。 

(四)使用變異數分析與T檢定人口統計變數與

遊客休憩之影響因素，分析人口統計變數與整體滿

意度之因素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利用因素分析特性由繁化簡且分類具代

表性的屬性，即透過簡化具同一屬性因素解釋多數

問項之變異數，使數據分析而更明確。使用

SPSS18.0 中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利用因素負荷(其值大於 0.3 或特徵值達到

1)進行探索式因素分析萃取因素並剖析有哪些不

同的構面，分析過程利用垂直正交旋轉法

（ orthogonal rotation method ）之最大變異法

(varimax)進行轉軸，得到最佳整體構面最佳解釋最

大變異量。在進行因素分析前量表進行題項個別及

整體量表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即採用下列方法

分析［19］(Hair 等 2006)：(一)巴特利球形檢定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檢視其相關矩陣是否與

單位矩陣有無顯著差異，如顯著差異表示其相關矩

陣不等於單位矩陣，是可進行因素分析。(二)利用

KMO(Kaiser Meyer-Olkin test)偵測是否適切進行

因素分析，分析結果(使用 SPSS18.0)KMO 值為

0.895，整體取樣適切性已達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

析﹝20﹞。 

肆、結果 

分別分析遊客特性如下：(一)選擇民宿消費特

性。(二)社經背景。(三)住宿動機與體驗。(四)動機

因素分析。(五)遊客背景與因素之變異分析。 

一、選擇民宿消費特性 

由表三得知問卷之民宿遊客於外出旅遊時投

宿可能的選擇最常為「一般旅館」，由有效樣本 300

份中的 146 份，百分比為 48.6%；其次為「民宿」

之樣本數為 86 份，佔有效樣本比例為 28.7%；而

「汽車旅館」比例為 12.0%；最後「觀光級飯店」

佔比例為 10.7%。表四知遊客投宿最願意付出的費

用以「801~1600 元」為最多，佔整個有效樣本

51.7%，其次為「800 元以下」佔樣本 21.6%，再

依序為「1601~3000 元」為 19.1%，最後為「3001

元以上」為 5.0%。表五知遊客對民宿之資訊住主

要獲取來源以「網路」最多為 90 個佔百分比

30.0%，其次為「親朋好友」樣本數為 83 個佔

27.6%，再依序「雜誌」為 18.3%、「報紙」14.0%、

「旅行社」6.7%及「其他」3.4%。表六說明遊客

選擇民宿原因項目結果以「價格是否經濟實惠」佔

全部之百分比為 39.3%，其次為「民宿環境」

37.4%，然後排比為「特色餐飲」佔 13.3%、「經營

服務態度」6.7%及「其它」3%。 

二、遊客社經背景 

分別特徵以表七~十二之方式說明性別分析、

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職業分布及經濟月收

入。 
三、遊客住宿動機與體驗 

可以透過表十三資料發現遊客住宿行為之動

機與體驗後二者間的關係，說明研究中遊客住宿需

求因素有哪些情形，同時比較民宿休憩活動體驗後

獲得是否滿足而達到其行之效益，可由本表兩者

(體驗/動機)平均值之比關係顯示八個項目(因素)是

大於或等於 1，也就表示有正向的差異。 

四、遊客民宿動機因素分析 

表十四說明針對 300 份有樣問卷經因素分析

刪除不適合項目後之所得結果，顯示可綜合將十五

項遊客體驗變項藉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萃取特

徵值大於 1 及各項目因素負荷值也都大於 0.5，由

此分析可區分成 4 個群集或稱為潛在變數，其信度

α 係數值皆在 0.7 以上，而此形成之 4 個潛在變數

分別命名為個體與環境氛圍、現自我與成長、休憩

體驗及短暫自在生活。 

五、社經背景對民宿休憩構面之 T 檢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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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分析 

    由表十五兩相變異關係之分析得到以下：1.

社經條件中性別對潛在構面新命名之發現自我與

成長有顯著的差異(p<0.05)，其女性平均值 4.162

高於男性平均值 3.285，表示女性特質較易對周遭

人事物產生互動而有自己的看法。2.年齡於構面並

沒有顯著的不同。3.婚姻對構面中個體與環境氛圍

及休憩體驗二因素有顯著差異(p<0.05)，其已婚者

的平均值 4.782、4.360 皆大於未婚者的平均值

4.151、3.875，這表示個體與環境氛圍與民宿安排

產生不同的反應而形成差異，即已婚家庭於這方面

不同於未婚者的認知與感受。4.教育程度對構面中

個體與環境氛圍及發現自我與成長二因素有顯著

不同，其平均值最大值分別為 4..380(高中職以

下)、3.262(高中職以下)及平均值最小值分別為

3.248(研究所以上)、2.198(研究所以上)，這顯示教

育程度較低較注重個人與群體間感情的交流，同樣

發現自我成長面向於較低之教育程度具較高的結

果，表示這一族群魚體驗新人事物上面較有更大感

受或成長的空間。5.職業對潛在因素中個體與環境

氛圍、休憩體驗及短暫自在生活三個因素存在顯著

差異，這說明從事不同工作性質身分職場工作者對

於住宿形式都有其偏好選擇而傾向個體與環境視

覺交互作用而達到短暫解放壓力與精神放鬆，亦期

這樣的安排可以增加跟家人或好友相處時間提升

彼此間的情感。5.月收入對於構面中顯示差異的結

果為個體與環境氛圍及短暫自在生活二因素，其所

得85000以上與22000以下顯示於此不同的感受與

價值觀，所以平常面對工作壓力較大而其需要不僅

是休憩的體驗而是其內容的實質氛圍，如此才能弭

補因工作關係而影響與家人或親近朋友間的互動

關係，同時反應短暫卸除工作的壓力。 

伍、討論與建議 

遊客社經背景與其他研究台灣此相關性質之

旅遊特徵相似﹝21,22﹞，一半以上婚姻狀況為已

婚，年齡層分布廣 30-50 左右，多以穩定的收入為

主約月收入於 22000~55000 元間，相對職業也顯示

出多以軍公教為主要族群，至於學歷並無很大差異

是大專以上居多，以上結果提供民宿於宣傳或本業

創意上應以這些族群為主要企畫對象，同時民宿的

軟硬體內容之規劃首要應注意符合這大批屬性旅

遊者的特性，才能吸引期注意的效果，後續配合引

入這些族群需求的元素於民宿活動的設計中而達

到遊客的切身需要，如此發揮最大的效益。 

一般遊客會根據自己喜好事先安排遊憩行

程，而此喜好緣由是也是根據本身多方的認知或過

去體驗而來，以至於吸引其規劃至民宿相關旅遊，

必要分析其各個體內在氛圍與狀態，即認知與知覺

引起之動機為何與過往的經歷如何，這些影響過程

與最終的決定，亦如許多取捨服務商品過程之脈絡

一般，所以藉由分析了解旅遊者本身屬性關係可以

提供民宿業者或供應者一些參考指標，使經營者服

務過程更符合民宿特色的需求。以本研究發現可以

區分形成潛在構面之條件下，選擇民宿動機並體驗

後仍比預期認知還高之項目為體驗大自然的感

覺、一同欣賞週邊視野的景色、促進相互間的情

感、短暫消除生活壓力與焦慮、短暫脫離噪音與擁

擠、脫離上班例行公事、可以學習新鮮的事物及藉

由休憩可以認識新朋友，以構面而言主要落在個體

與環境氛圍上其餘則為部分的細項而非全部，可見

建構環境與塑造民宿為另類一種屬於家之感覺的

氣氛很重要，可能是吸引主要旅遊者的主因，延伸

之意也提供想從事經營民宿業者選擇民宿的地點

與形式應是列為第一考慮的要素。除上述之外，問

項中民宿對於旅遊者體驗最能吸引的條件為大自

然的感覺，而雲林過去是農業導向為主，對於工業

採低度開發，縣內只有麥寮六輕石油化區域比較爭

議，儘管如此雲林縣仍保有農業特質的景觀，如果

結合已開發各式建設形成具自然氛圍的遊程，凸顯

雲縣國土地理環境過去與現在發展之故事性，勾勒

以當地特色與保育為未來願景﹝23,24﹞，如此可增

加閱讀性的地貌，也增加遊程許多的亮點而使遊憩

時間增長，同時附加產生遊憩機會(ROS)與效益，

當然其中住宿的機會也增加，相對特色民宿機會也

增加，即如國外形成休憩民宿的風潮﹝25﹞。 

研究民宿是如何吸引遊客國內外研究認為此

行業有一特性，它的服務特徵非全然是單一性質的

服務，結合許多遊憩與餐飲綜合的服務業

﹝22,26,27,28﹞，以至於發展過程為維持服務新鮮

感，也面臨一般服務業如何精進服務之困境

﹝29,30,31﹞，誠如本研究嘗試了解遊客選擇民宿

與遊憩服務過程互動而產生認同價值所在，而此認

同與意識形態間關聯則藉由此分析遊憩者選擇民

宿的原因與歸納法則獲悉主要構面代表之深層意

函，並得知內在原動的驅使力，一般學者皆認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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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這樣的選擇可有外與內在二面向，一為民宿設施

與周遭環境，另一認知與經驗感受，此主要探索內

在面其感受知覺的層次，結果可以發現個體感受與

環境景觀氛圍確是吸引遊憩者最主要原因之一，這

也提供民宿經營業者擬定經營策略的參考，另一詮

釋方向是以有些感受結果良好之體驗是否成為內

在的認知，由遊憩涉入的觀點而言，如研究這類研

究發現也是一曲同工之處，當覺得涉入獲得滿意時

皆會對後來的相似遊憩活動形成認知的事實而影

響其後續的決定﹝32,33,34﹞，再者討論遊憩行為

的過程根本影響行為表現也是透過量表方式探索

﹝35,36﹞，皆發現因素分析後的主要構面為(一)

吸引力(attraction)：表達休閒活動若具有滿足個體

追求愉快或愉悅的功能，則有助於個體維持參與休

閒活動的興趣，即休閒活動是否具有愉悅功能與價

值，也是休閒活動參與及一直持續進行該興趣之涉

入與認知；(二)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個體追

求實現自我的需求、參與及認同的活動-這類似本

研究之認知與行為滿足；(三)中心性(centrality)：休

閒活動參與者而言，代表參與休閒活動對生活形態

之影響及在其社會網絡中的相關程度-這類似本研

究之情感涉入與行為；可見皆與本研究民宿遊憩行

為相似。 

總之：研究因為限於人力、物力及時間，而且

抽樣的樣本上只在地方之遊客為抽樣樣本，無法代

表台灣遊客選擇民宿客觀的想法與決定屬性的策

略，另外訪查時間較短只有一個月，此性質訪查範

圍雖都是經統計方式認為可以採取的方法，然抽樣

訪問調查不夠全方位逢機之規模，再者國內專門研

究民宿相關論文不多，至於國外民宿資料相關著作

也愈同樣的情況，只有些實務探討民宿的文章，故

無法與其它相關民宿研究比較深入的探討。雖是探

究深度如此，不過本研究提供分析結果的構面不唯

是學術的意義，除此之外，再根據構面延伸擬出實

務建議之對策：(一)可建議經營者針對遊程多元化

進行設計，並結合民宿當地地景產知性之旅，增加

遊客感受民宿之印記及日後回憶之認知；(二)建議

民宿應注重週邊遊憩設施之設計與營造，使選擇民

宿遊客事先獲知而增加到訪的機會，同時可以休憩

體驗時，更能放鬆而逹到休憩的目的；(三)建議更

善用週邊環境提升遊客之興致去瞭解當地人文活

動，亦可設計安排提供當地民藝活動而促進遊客參

與的機會，利用活動期間也提供當地特產給予遊客

品嚐平常日不同的特色食品或餐飲，藉此吸引更多

慕名之遊客前往，提高遊客再回遊的機會；(四)建

議結合多元遊憩事業與推廣，促成增加民宿發展機

會及多元發展；(五)建議民宿經營者吸取國外經營

成功發展模式的原音與參酌不同文化特質，營造民

宿經營合乎消費者時代的多元趨勢而能永續發

展。諸此作法皆也是提升民宿服務與永續發展的參

考依據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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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國或區域發展民宿概況 

國家或區域 起源或場域 發展起因 經營特質 

北歐 分散的農莊 
1.地景視廣。 
2.特殊天候的現

象。 

住宿時間為約 3-5 日，較不提供只

停留一日的遊客。 

英國 鄉村 

1.政府政策導引

與策略。 
2.休憩經濟多元

需求。 

1.提供至多僅四間房間。 
2.通常同一區域具群聚性。 
3.提供方式多為 B&B 的服務。 

美國 
多分布於美國中

部(如美國西部稱

為 Inn) 

1.休憩自然形成。

2.解決郷村休憩

過多的觀光旅

客住宿所需。 

1.北加州的農舍郷村宅院為例，其

特色是屬分散式民宿，房間數四間

以下。 
2.屋主自行經營與行銷。 

澳洲 
無一特別區域(全
澳畜牧農場) 

自有特色之旅遊

而形成。 

1.無統一管理機構，經營者自行形

成組織，興趣者自由加入組織。 
2.提供手冊供遊客指南，西澳民宿

也提供遊客休閒活動之安排。 

日本 

1. 伊 豆 半 島 濱

海。 
2. 滑雪聖地(白馬

山麓)。 

1.多提供溫泉。 
2.山間住宿的需

求。 

1.以北海道和本州的北部為最多又

可分為和式與歐式。 
2.經營上分有組織與無組織兩種,。 
3.有些民宿旅客需自行鋪床疊被。 

台灣 
各風景區等旅遊

區域 

1.政府觀光政策。

2.提供風景區過

多觀光旅客住

宿所需。 

1.民宿業者配合週邊特色，創造附

加經濟效益。 
2.提供房間數於五間以下，也可能

提供休閒活動。 

研究整理(參考林梓聯 2001，姜惠娟 1997) 

表二、民宿、國際級與觀光及旅館間之比較 

 國際級觀光旅館 一般觀光旅館 民宿 

經營範圍(業務) 

接待對象可為國際人

士、國內觀光或商務

旅客住宿，並提供服

務。 

接待對象為觀光旅客

住宿，並提供服務。 
提供旅客方便知短暫

居所或郷野生活之住

宿處所，並可以提供

服務。 

經營規模 

單、雙人房及套房等

各式客房，數量至少

四十到一百二十間。 

單、雙人房及套房，

數量至少四十到八十

間。 

彈性的住宿空間，數

量不得超過五間，且

客房總樓地板面積設

限在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以下。 

地處之環境 

位於繁華的都市或風

景名勝地區，地處交

通便利、環境景觀優

美並符合相關法令之

規定。 

位於城市或風景名勝

地區，交通一般便利

並符合法令之規定。 

可能的位置： 
1.風景特定區。 
2.觀光地區。 
3.國家公園區。 
4.原住民地區。 
5.偏遠地區。 
6.離島地區。 
7.休閒農業區。 
8.金門特定區。 
9.非都市土地。 
依法令規定。 

約估房價 5500~12000 元 2900~6000 元 1600~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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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圖 

表三、遊客選擇住宿類型表 

住宿選擇 樣本數 百分比(%) 
觀光級飯店 32 10.7 
一般地方旅館 146 48.6 
汽車旅館 36 12.0 
民宿 86 28.7 
總計 300 100.0 

 
 
表四、遊客願意付出住宿費用表 

住宿費用 樣本數 百分比 
800 元以下 65 21.6 
801~1600 元 155 51.7 
1601~3000 元 65 21.7 
3001 元以上 15 5.0 
總計 300 100.0 

   
 
表五、資訊主要來源 

資訊類型 樣本數 百分比(%) 

報紙 42 14.0 

雜誌 55 18.3 
網路 90 30.0 
親朋好友 83 27.6 
旅行社 20 6.7 
其它 10 3.4 
總計 300 100.0 

 
 
 
 
 

社經背景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婚姻狀況 

月收入 

屬性分析(因素分析) 

遊客休憩潛在構面種類 

事後體驗 

休憩動機 

遊客屬性分析 

T 檢定及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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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遊客選擇民宿原因頻率表 

住宿原因 樣本數 百分比(%) 

經營服務態度 20 6.7 
價格是否經濟實惠 118 39.3 
特色餐飲 40 13.3 
環境 112 37.4 
其它 10 3.3 
總計 300 100.0 

 

表七、遊客性別比例 

性別 有效樣本 比例(%) 累計(%) 
男 125 41.7 41.7 
女 175 58.3 100.0 

 

表八、遊客年齡 

年齡 有效樣本數 比例(%) 累計(%) 
19 歲以下 13 4.3 4.3 
20-29 歲 102 34.0 38.3 
30-39 歲 105 35.0 73.3 
40-49 歲 60 20.0 93.3 
50 歲以上 20 6.7 100.0 

 

表九、遊客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 有效樣本數 比例(%) 累計(%) 
高中職以下 90 30.0 30.0 
大學(專) 178 59.3 89.3 
研究所以上 32 10.7 100.0 

 
表十、遊客婚姻狀況 

婚姻狀況 有效樣本數 比例(%) 累計(%) 
已婚 163 54.3 48.8 
未婚 137 45.7 100.0 

 

表十一、遊客職業 

 

 

 

 

 

 

 

 

 

職業 有效樣本數 比例(%) 累計(%) 

工業 10 3.3 3.3 
商業 46 15.4 18.7 
軍公教 102 34.0 52.7 
服務業 68 22.7 75.4 
家管 28 9.3       84.7 
學生 35 11.6       96.3 
其他 11 3.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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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遊客月收入 

 

表十三、遊客住宿動機與實際體驗變數分析 

動機 體驗 
項目 

排序 平均值 排序 平均值 
體驗大自然的感覺 1 3.93 1 4.14* 
一同欣賞週邊視野的景色 2 3.89 2 3.98* 
促進相互間的情感 3 3.80 3 3.89* 

短暫消除生活壓力與焦慮 4 3.65 4 3.71* 
體會民宿社區相關人文風俗 5 3.63 5 3.69 
體驗民宿所提供之民俗活動 6 3.60 7 3.52 
可以品嚐民宿提供當地特產 7 3.56 9 3.47 
短暫脫離噪音與擁擠 8 3.46 10 3.42 
增進身體活動與健康 9 3.42 6 3.58* 
參加民宿提供之相關旅遊 10 3.41 11 3.33 
脫離上班例行公事 11 3.37 8 3.48* 
可以學習新鮮的事物 12 3.06 12 3.15* 
可以激發創造力的能力 13 2.91 14 2.89 
打發時間而避免無聊 14 2.89 15 2.86 
藉由休憩可以認識新朋友 15 2.82 13 2.96* 

註：＊表示體驗／動機≧１，表示當體驗超過或等於動機，則該項變數顯示滿足的狀態；有效樣本 300。 

表十四、遊客住宿體驗因素分析表 

形成潛在因素之

共同名稱 
題

號 
變項 

因 素 
負荷值 

特徵值 α係數 

03 增進身體活動與健康 0.784 
02 體驗大自然的感覺 0.777 個體與環境氛圍 

04 增進群體相互間的情感 0.769 

5.689 0.816 

09 藉由休憩可以認識新朋友 0.718 
06 打發時間而避免無聊 0.659 
10 可以學習新鮮的事物 0.646 

發現自我與成長 

08 可以激發創造力的能力 0.614 

2.195 0.702 

14 可以品嚐民宿提供當地特產 0.863 

13 體驗民宿所提供之民俗活動 0.838 
15 參加民宿提供之相關旅遊 0.789 
12 體驗民宿所提供之民俗活動 0.719 

休憩體驗 

18 一同欣賞週邊視野的景色 0.591 

1.862 0.726 

16 脫離上班例行公事 0.892 
01 短暫消除生活壓力與焦慮 0.834 短暫自在生活 

05 短暫脫離噪音與擁擠 0.821 

1.135 0.871 

有效樣本 300 個 

 

 

每月收入 有效樣本數 比例(%) 累計(%) 
22,000 元以下 80 26.7 26.7 
22,001-55,000 元 152 50.7 77.4 
55,001-85,000 元 56 18.6 96.0 
85,000 元以上 12 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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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社經背景對民宿潛在因素構面之 T 檢定及變異數分析 

社經背景 
遊客民宿潛在因素

構面 
F 值/T 值 P 值 

個體與環境氛圍 -1.982 0.056 
發現自我與成長 1.539 0.012* 
休憩體驗 -1.372 0.035 

性別 

短暫自在生活 -0.880 0.402 
個體與環境氛圍 1.753 0.159 
發現自我與成長 0.535 0.682 
休憩體驗 1.268 0.238 

年齡 

短暫自在生活 0.586 0.628 
個體與環境氛圍 2.589 0.010* 
發現自我與成長 -1.309 0.189 
休憩體驗 2.139 0.028* 

婚姻 

短暫自在生活 1.130 0.322 
個體與環境氛圍 8.788 0.000*** 
發現自我與成長 4.290 0.011* 
休憩體驗 1.762 0.172 

教育程度 

短暫自在生活 2.850 0.063 
個體與環境氛圍 2.846 0.015* 
發現自我與成長 1.246 0.182 
休憩體驗 2.990 0.009** 

職業 

短暫自在生活 2.536 0.020* 
個體與環境氛圍 3.189 0.022* 
發現自我與成長 0.880 0.440 
休憩體驗 1.925 0.126 

個人月收入 

短暫自在生活 5.834 0.002** 

註：*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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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duction is classified through analysing properties between homestay and hotel accomodations where 

they locate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and idea to conclude what is trendency and 

characteristic in the fiel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 B&B accomodation.  Above comments they are applied 

to create the closed questionaire with communication randomly to each other about related customers/travelers, 

which the result would be illutrated to establish the inventory form validly.  Moreover, how to select homestay 

accomodation it is tracked, by way of exploring factor analysis(EFA), to find distinctively behavioral attributes, 

which they show up some explanation why customers/travelers do to be finite-fixed pattern.  The apllied 

process EFA runs to find out 4 dimentions for the customer need as follows: 1. atmosphere around individual and 

location environment, 2. discovering oneself and his/her growth, 3. enjoying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4.relaxing 

and free contemporaneously, they are discussed to be aspcts of recreational motivation, experience,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Additionally, they exis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except age between demography and 

dimension with ANOVA.  To sum up, the factorable dimensions contribute to owner for managerial 

improvement, they might be applied to design strategical service for keeping customer in mind identifically and 

develop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n perspctive. 

Keywords: homestay accommodation, perception,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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