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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造景遊憩專門化程度、景觀知覺與偏好間關聯之研究 

郭漢鍠 1* 張志銘 2  陳瓊美 3  陳奎任 4 

1＊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副教授 

2國立嘉義大學財務金融系 兼任助理教授 

3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碩士生 

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碩士 

摘   要 

在水族多元活動中，水族造景(aqua-scape)休閒活動，所展現出來的形式，猶如園藝造景一般，只是

將其景觀元素縮小於水族箱中，呈現出大尺度(Large-Scale)自然景觀、人為景觀等多類景觀風格，參與者

透過此項水族活動，造景、植栽及養殖過程，達到休憩效果，亦有美化空間之環境之益處，且參與者亦

會對水族景觀產生「景觀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而這個過程則源自於每個人本身、心理的不同、

接受社會環境的差異，及實質景觀環境的不同有所差異。 

因此本研究將對「遊憩專門化程度」(recreational specialization extent)、「景觀知覺」(landscape 

perception)及「景觀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間加以探索，研究結果顯示，參與者其專門化具有不同

程度的表現差異，而此專門化程度對景觀知覺、偏好皆有顯著差異；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偏好具有影響；

專門化對景觀偏好具有較高預測值之影響，而對於景觀知覺之預測影響較低。 

關鍵詞：水族造景、遊憩專門化、景觀知覺、景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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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事觀賞水族經營者可以由休憩、觀賞水族及

其前後者互動發生的行為這三構面進行剖析，逐步

解構三面向並探索交集之核心意義，才能得知休憩

過程之內涵的價值與其衍生所產生演化的意義，而

提供觀賞水族於休閒實務發展的經驗與經營之參

酌的省思與策略，如此期望創造休閒者與觀賞水族

經營者雙贏而永續發展。承上述而言，逐一解構休

憩與觀賞水族間引動出的論述與其衍生意義的價

值，此首先必先了解觀賞水族休憩如何發生及影

響，由許多學者研究的過程與心得發現需對休憩下

一操作型定義而簡化暨釐清進行中之研究的主軸

與目的；譬如 Godbey〔1〕闡述休憩視為脫離生活

環境和物質環境而此狀態比原來較為自由的特

質，而此驅使的動力在於自己認為是喜愛的且直覺

上值得可以付出行動，這些核心的意義乃緣起於內

在信念之基礎而發展成形。另一些學者〔2〕提出

並解說「休憩」是影響生活品質重要因素之一，由

滿意的休憩經驗，可促進幸福感與自我價值的提

升，至於休憩行動是經由內化鼓勵而引起動機，在

無束縛限制下獲得的知覺與自主自行的動力，綜合

比較則具正向深遠的影響，再者，可見休憩之表現

亦是內在相關景觀對應推演並延伸至外在休憩行

為活動景觀之表現。如上論述而深化解析觀賞水族

休憩意涵應可了解其適切有關觀賞水族之休憩之

標的與動機；以消費形態而言，消費者為了滿足自

我特定的需求，其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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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特定自我設定的需求為指個人專屬獲得、直接

參與、取得並使用合乎自己要求之經濟產品與服務

且是一種直接投入的行為，休憩期間可能含及自我

經驗決策的行為等〔4,5〕，這些複雜活動和行動反

應透過身體實踐(physical action)於表現，有些則是

心理的(mental)〔6〕，總之，這些需求最基本動機

之意涵是一種驅力(Drive)，代表一個抽象過程透過

行為而顯露的重要因素〔7〕，於是人們會針對動機

目標的選擇而做出適當的行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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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最後，這樣的休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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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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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等，

由此而論，從事觀賞水族之休憩活動也是可以多元

的發展。 

McIntyre & Pigram〔13〕認為 Bryan〔14〕所

提出的概念僅在於測量遊憩參與者的「行為」及「認

知」，缺乏對於遊憩參與者在參與活動中「情感」

構面的測量，因此無法瞭解參與者對於所參與活動

的承諾及涉入程度，而 Bryan〔15〕也認為當初 1977

所提的專門化理論，對於休閒行為與社會學的關係

僅有低度相關的認知，然以社會學角度來看，遊憩

參與者受到團體的影響會比想像中來的更重要，遊

憩參與者在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及強度明顯的受

到同好的影響，因而產生個體對於活動的認同，而

當初對於遊憩專門化的測量上雖然考量到行為及

態度層面，但是在調查上卻只作了行為層面的調

查，缺少對於態度層面的調查，所以對於遊憩者參

與態度，應伴隨著態度與價值觀面向，而此條件下

測量參與者對於活動涉入的時間及程度，因此該研

究〔13〕則引用 Little(1976)所提出之專門環架構

（specialization loop）（圖一），認為專家會在其專

業領域中發展出進階的知識，而且會在參與者與專

業活動緊密連結的對象、事件、與活動中表達愉悅

感及快樂，至此觀點視專門化的發展過程應包括行

為、情感、與認知系統，其中將情感引入構面則為

更將完善的架構，而此研究〔13〕中發現「情感」

面向對於專門化的重要性，且在之前研究〔16〕時，

即有將產品涉入連結休憩活動的概念，其所發展出

休憩「涉入」的測量面向，包括「重要性」、「愉悅

性」、「自我表達」、及生活形態的「中心性」等，

認為休憩涉入的觀念等同於遊憩專門化環的情感

層面，這也在 Bryan〔14〕研究時提出之遊憩專門

化構面相似，建構更完整的遊憩專門化環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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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專門環架構（specialization loop） 

Little（1973）- 引自（McIntyre & Pigram,1992） 

景觀偏好研究是經由觀賞者對景觀加以評價

的一種主觀心理判斷，其目的在於了解景觀的特

性、個人的喜好作為都市景觀規劃設計及管理的依

據；李素馨〔17〕所述，它是一連串人與環境交互

作用下所產生之結果，由知覺開始進而發展為認

知，最後進行評價而產生景觀偏好；侯錦雄〔18〕

則說明景觀偏好是在探討觀賞者對景觀的喜歡與

不喜歡的程度，而加以評價的過程，發生的歷程則

源自於每個人基本身、心理的不同、接受社會環境

的差異以及實質景觀環境的不同所產生。至於景觀

知覺概念最早主要源自於學者 Brunswik〔19〕強

調人在知覺過程中的主動角色，並認為人們所知覺

到的訊息永遠不會與實際的環境全然符合，且景觀

知覺的程序有如透鏡原理，知覺者根據過去的經驗

在環境中尋找適切的線索，並權重這些經驗，進而

產生知覺的偏好判斷〔20〕。而 Downs 及 Stea〔21〕

認為景觀知覺是一系列心理轉換的過程，包括個人

對於周遭空間環境的屬性和位置等訊息的獲得、密

碼化、儲存、回憶和解碼〔20〕；Zube〔22〕則認

為知覺受到個體過去的經驗、目前的需求及將來的

期望，透過這些感官資訊加以修飾及意義化來了解

事物間關係的心理歷程，藉由人與景觀互動的心理

過程，人們透過視、聽、嗅、觸等各種感官來接收

各種景觀訊息產生景觀知覺，並透過注意力的選

擇、個人社經背景及社會文化等來解釋景觀產生景

觀認知，而後形成環境態度及行為反應。 

現今人們普遍處於生活壓力下，觀賞水族活動

或許能為人們舒緩生活中的負面情緒，並於參與過

程中產生正向情感反映，從陳慧娟〔23〕景觀與園

藝療癒介入大學生壓力減緩研究指出，園藝治療活

動之後參與者在壓力情緒調整上隨其介入次數增

加亦有明顯的助益，張元毓〔24〕研究中也指出從

事園藝操作表現與注意力之提升程度以及獲得成

就感多少有顯著相關，所以在參與類似水族設計活

動方面或許如同研究所述，是可增進涉入者之注意

力，並從良好的設計作品當中獲得相應的成就感。

同樣，由網路觀賞水族相關論壇會員位階制度，以

及國際間各種觀賞水族競賽，可清楚的看出觀賞水

族之參與者在經驗、知識及技術等有明顯的階段性

差異，與遊憩專門化概念實有相似之處。關於遊憩

專門化（recreational specialization）是指遊客從事

遊憩行為從一般等級到特定等級之連續過程，反映

出遊憩配備、技巧的使用、及對遊憩環境偏好，並

且參加特定活動之休閒社交圈〔14〕。有關遊憩專

門化理論學者 McIntyre & Pigram〔13〕更將參與

者對於活動參與情感依附視為參與的原因，並以行

為、認知、情感三個層面作為測量遊憩專門化的面

向，而學者 Scott & Shafer〔25〕則修正過去對於

遊憩專門化的面向，認為應以行為重心、技術與知

識發展、以及心理承諾三個層面來測量，而國內已

有不少從事專門化之研究，如林欣怡〔26〕登山自

行車；鄭旭宏〔27〕線上遊戲；陳偉仁〔28〕水肺

潛水等，多種休閒遊憩活動皆以漸入社會科學之專

門化研究領域中，從本研究欲探討之觀賞水族面向

看來，網路論壇及國際之競賽所呈現之構面或許能

看出參與者知識及技巧，認知系統方面，以遊憩專

門化看來，還需從情感系統、行為系統及心理承諾

等面向來衡量觀賞水族參與者專門化，因此本研究

將以專門化之三構面詳加探討。也因台灣地狹人

稠，所以漸漸發展出高經濟價值的養殖配育產業，

縱觀前人的研究看來，台灣對於水族研究僅於有關

生物科技類研究，以及少許的水族產業行銷的研

究，如林虹君〔29〕觀賞魚虛擬社群瀏覽者產品涉

入、知覺風險與網路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30〕

消費者商店環境知覺對再購意願之影響-以某水族

連鎖店為例；吳信陵〔31〕水族業之商務模式，而

對於有關觀賞水族之社會科學類研究可說是少之

又少，藉此本研究將以觀賞水族為主題，對於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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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參與族群之專門化作一系列的研究，並加入景

觀偏好面向加以探討。 

承上所述，觀賞水族不論是經濟面向亦或是社

會面向皆有其未來性，而有關觀賞水族之類別、領

域及種類實其繁多，本研究將探討水族造景之參與

者對此活動之涉入及專門化，並探討其參與者背景

對專門化之關係，及涉入、專門化對此觀賞水族活

動之後續影響探討；並加入「水族造景」對參與者

景觀偏好之研究，統整分析其參與者之相關數據，

對其涉入、專門化及景觀偏好的分析，探討其關

係。據前所述本研究將其研究目地整合如下： 

一：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 

二：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偏好

之差異。 

三：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知覺

之差異。 

四：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偏

好因子之影響。 

貳、材料與方法 

針對研究目的界定研究對象及範圍，並發展研

究架構及測量工具，說明資料收集方式與分析方

法，做法如下： 

一、研究對象及範圍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對象為水族活動參與

者，從文獻得知觀賞水族活動其種類繁多（淡、海

水、魚、蝦、貝類及淡水植物之養殖、植栽及造景），

而本研究其目的在於了解參與者對於水族景觀知

覺偏好與專門化之間的關係，由文獻〔14〕中得知，

專門化程度深淺以水族活動為例，在景觀資歷、知

識、設備等，皆因涉入及專門化之程度，且有所差

異，水族造景之參與者對於其景觀知覺、偏好，也

可能因個體專門化程度的關係而有所差異，因此本

研究範圍為較具有景觀美質面向之淡水植物植栽

及造景，透過「國內參與水族活動之參與者」，同

時也以該活動中具有參與水族活動經驗中之「淡水

養殖及植物植栽經驗」水族活動參與者為研究對

象。 

二、研究架構及假設 

專門化則引用文獻〔13〕所提出之「認知面」、

「行為面」、「情感面」面向。景觀知覺、偏好構面

則採用「一致性」、「複雜性」、「神秘性」、「自然性」、

「廣闊性」及「喜歡程度」因子，共 6 項知覺因子

作為景觀知覺、偏好問卷評估因子之構面

〔32,33,34〕其變項釋義如下： 

(一) 專門化：遊憩參與者從事遊憩行為從一般

新手到專業的連續過 程，並且反映出特定

的休閒配備、技巧的使用、以及對遊憩環

境的偏好〔14〕；本研究則針對研究所設定

之對象進行施測。 

(二) 景觀類型：景觀類型本研究透過國外之水

族競賽 IAPLC 近年所參與比賽之得獎排

位上之作品中不名次，選取符合研究中所

具備之景觀元素照片，而後由專家學者、

水族領域專家依其景觀元素特徵挑選符合

研究問卷施測之照片共 12 張(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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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照片內容表 

圖片 1（植物元素） 圖片 2（植物元素） 

  

圖片 3（植物元素） 圖片 4（植物、流木元素） 

  

圖片 5 

（植物、流木元素） 

圖片 6 

（植物、流木元素） 

  

圖片 7 

（植物、石元素） 

圖片 8 

（植物、石元素） 

  

圖片 9 

（植物、石元素） 

圖片 10 

（植物、流木、石元素） 

  

圖片 11 

（植物、流木、石元素） 

圖片 12 

（植物、流木、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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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知覺因子： 

透過各種感官來接收各種景觀訊息產生景觀

知覺，研究採取照片方式使觀測者視覺刺激產生其

景觀知覺，選定 5 項知覺因子及 1 項喜歡程度。 

根據本研究目的所擬定之研究架構如圖二所

示：  

 

 

 

 

 

 

 

 

 

 

 

 

圖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對其研究目的提出四個主題待驗如下： 

(一)：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 

(二)：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偏

好之差異。 

(三)：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知

覺之差異。 

(四)：探討觀賞水族參與者其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

偏好因子之影響。 

五、抽樣方法 

本研究之景觀知覺、偏好評估採群眾偏好模式

評估法之即認知模式（Cognitive Paradigm），此模

式可代表一般群眾的一般反應，喚起群眾內在感情

與知覺的程度，因所感受之視覺刺激不同，其在景

觀認知上亦有所差異〔22〕（Zube et al. 1982）。本

研究欲得知「國內水族活動參與者之專門化及景觀

知覺、偏好之關係」，而水族活動則屬於室內性休

閒遊憩活動，在問卷發放上或許有其限制，在水族

館及寵物量販店進行問卷發放則產生地域上之限

制，因此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作為測量工具作為篩

選研究對象之方式，以非隨機抽樣之立意抽樣方

式，在各大水族活動網站討論區上連結問卷資訊及

網址；問卷內容則包括休憩專門化、景觀知覺、偏

好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變項來進行施測，如郭等

人〔35〕做法。 

六、資料分析技術與方法 

問卷調查完成回收後，將問卷所得資料內容，

運用 SPSS for windows 20.0 電腦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的編碼、登錄與統計分析，所使用統計分析方法

如下： 

(一)、描述性分析 

進行個人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了解受測者之

樣本組成特性。並針對偏好評值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分析，以了解受測者背景資料、投資情況及對水族

景觀圖片其選擇偏好程度的集中和離散的情形。 

(二)、統計分析方法 

1.集群分析：集群分析的目的在辨認某些性上

相似的事物， 並將這些事物按照這些特性劃分成

幾個集群，使在同一集群內的事物具有高度的同質

性，而不同集群間的事物則具有高度的異質性，本

研究利用集群分析中的 K-平均數法（K-means 

methods），將專門化屬性相似程度較高的觀察值加

以分群，以區別不同專門化程度的參與者對景觀知

覺、景觀偏好之差異。 

2.變異數分析（ANOVA）及獨立樣本 t 檢定：

用來檢測景觀刺激對其專門化、景觀知覺及景觀偏

好的差異。 

3.簡單迴歸（Simple Regression）：分析兩變項

之間的線性關係，進一步分析兩變項之間的解釋與

預測關係；因此本研究借助廻歸方程式，檢測專門

化對景觀偏好間的預測關係。 

4.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由於無

法確知兩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廻歸分析則基

於兩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進一步分析兩變項之間

的解釋與預測關係；本研究借助於廻歸方程式的建

立與考驗，來檢測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偏好及專門

化對景觀知覺及景觀偏好的預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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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專門化程度集群分析 

集群分析是將相似度高的觀察值個體加以分

組，使群與群之間的差異達到最大，而使同一群內

的觀察值同質性最高，而樣本數量大時多採用

K-means 法，此方法為非層次集群分析中使用最廣

的一種方法，係將各觀察值分成 k 個原始集群， 並

計某一觀察值到各集群重心的離平均數，採用歐幾

里得離法，並將所有觀察值分群至最近的集群內。 

本研究專門化程度採集群分析，主要目的在利

用集群分析之分類來界定不同專門化程度的水族

參與者，將有效樣本中的 397 位參與者依事先所決

定的群數區分為初級專門化、中級專門化、高級專

門化。由表二得知，第一群為初級 92 人（23.2%），

第二群中級 149 人（37.5%），第三群高階專門化

156 人（39.2%）。 

表二、集群樣本比例分佈 

集群 專門化程度 人數 百分比 

1 初級專門化 92 23.2% 

2 中級專門化 149 37.5% 

3 高級專門化 156 39.2% 

總數 397 100% 

二、不同專門化程度在景觀整體偏好上差

異分析 

偏好影響效果達顯著（F=3.73，p <0.05），從

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整體偏好以「中級專門

化」（平均數=4.82）最高，其次為「高級專門化」

（平均數=3.89），最低為「初級專門化」（平均值

=3.70），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事

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82）明顯大

於「初級專門化」（平均值=3.70）程度，見表三。

 

表三、專門化程度與景觀偏好分析 

 專門化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One way ANOVA 獨立樣本 t 檢定 事後

比較 F 值 P 值 構面 t 值 P 值 

整體

偏好 

（A）初級專門化 3.70 1.18 

3.73** .003 

情感 2.521* .012 

B>A （B）中級專門化 4.10 1.09 認知 3.582*** .000 

（C）高級專門化 3.89 1.08 行為 .812 .421 

*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三、不同專門化程度在景觀知覺上差異分

析 

一致性影響效果達顯著（F=4.719，p <0.05），

從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一致性知覺因子在

「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36）最高，其次為「高

級專門化」（平均數=4.17），最低為「初級專門化」

（平均值=3.92），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

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數

=4.36）明顯大於「初級專門化」（平均值=3.70）

程度，詳見（表四）。 

複雜性影響效果達顯著（F=4.719，p <0.05），

從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複雜性知覺因子在

「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36）最高，其次為「高

級專門化」（平均數=4.17），最低為「初級專門化」

（平均值=3.92），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

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數

=4.82）對複雜性因子的影響明顯大於「初級專門

化」（平均值=3.92）程度。 

自然性影響效果達顯著（F=7.444，p <0.05），

從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自然性知覺因子在

「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09）最高，其次為「高

級專門化」（平均數=3.84），最低為「初級專門化」

（平均值=4.52），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

差異，且經由事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

數=4.09）對自然性因子的影響明顯大於「初級專

門化」（平均值=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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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性影響效果達顯著（F=9.192，p <0.05），

從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神秘性知覺因子在

「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58）最高，其次為「高

級專門化」（平均數=4.26），最低為「初級專門化」

（平均值=3.92），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

差異，且經由事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

數=4.58）對神秘性因子的影響明顯大於「初級專

門化」（平均值=3.92）。 

廣闊性影響效果達顯著（F=5.773，p <0.05），

從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景觀廣闊性知覺因子在

「高級專門化」（平均數=4.45）最高，其次為「中

級專門化」（平均數=4.44），最低為「初級專門化」

（平均值=3.96），在獨立 t 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

差異，且經由事後比較發現「中級專門化」（平均

數=4.45）及「中級專門化」（平均數=4.44）對廣

闊性因子的影響皆明顯大於「初級專門化」（平均

值=3.96）。 

 

表四、不同專門化程度在景觀知覺上分析 

 專門化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One way 

ANOVA 
獨立樣本 t 檢定 事後比

較 F 值 P 值 構面 t 值 P 值 

一

致

性 

（A）初級專門化 3.92 1.14 

4.71* .009 

情感 3.493** .001 

B>A （B）中級專門化 4.36 1.12 認知 3.711*** .000 

（C）高級專門化 4.17 1.01 行為 -.756 .450 

複

雜

性 

（A）初級專門化 4.52 1.08 

4.88* .008 

情感 3.412** .001 

C>B.A. （B）中級專門化 4.59 1.11 認知 4.012*** .000 

（C）高級專門化 4.90 1.02 行為 3.659*** .000 

自

然

性 

（A）初級專門化 3.56 1.12 

7.44** .001 

情感 3.222** .001 

B>A （B）中級專門化 4.09 1.04 認知 3.055** .002 

（C）高級專門化 3.84 .987 行為 1.649 .100 

神

秘

性 

（A）初級專門化 3.93 1.33 

9.19*** .000 

情感 3.513*** .000 

B>A （B）中級專門化 4.58 1.03 認知 3.538** .002 

（C）高級專門化 4.26 1.16 行為 .631 .529 

廣

闊

性 

（A）初級專門化 3.96 1.43 

5.77** .003 

情感 4.341*** .000 

B.C.>A （B）中級專門化 4.44 1.17 認知 4.910*** .000 

（C）高級專門化 4.45 1.07 行為 1.491 .137 

*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四、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整體偏好之影響 

經由 Pearson 相關分析，由表五（視覺認知因

子與景觀偏好之相關分析表）可知一致性、複雜

性、自然性、神祕性及廣闊性與景觀整體偏好均具

有顯著相關，且均為正相關。其中以神秘性

（r=0.786）為最高，再者為廣闊性（r=0.724）、複

雜性（r=0.714），最低為自然性（r=0.672）；由表

六看出，預測變數與效標變數的相關係數為

0.727，調整後之決定係數 R 平方=0.723，由景觀

知覺因子與景觀偏好複迴歸分析，說明景觀知覺因

子解釋景觀偏好值總變量的 72.3%，預測景觀偏好

迴歸方程式如下為： 

景觀偏好值 

-0.180+0.303（一致性）+0.161（複雜性）+0.138

（自然性）+0.3（神秘性）+0.059（廣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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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類型之景觀知覺因子對景觀偏好值之相關分析表 

 整體偏好 一致性 複雜性 自然性 神秘性 廣闊性 

整

體

偏

好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雙尾）       

個數 397      

一

致

性 

Pearson 相關 .780** 1     

顯著性（雙尾） .000      

個數 396 396     

複

雜

性 

Pearson 相關 .714** .69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個數 397 396 397    

自

然

性 

Pearson 相關 .672** .669** .669**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個數 397 396 397 397   

神

秘

性 

Pearson 相關 .786** .762** .690** .62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個數 397 396 397 397 397  

廣

闊

性 

Pearson 相關 .724** .702** .700** .626** .81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個數 397 396 397 397 397 397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六、景觀知覺因子預測景觀偏好之複迴歸分析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截距 -.180 .137  -1.311 

一致性 .303 .046 .298 6.512*** 

複雜性 .161 .044 .157 3.686*** 

自然性 .138 .041 .130 3.334*** 

神秘性 .300 .049 .318 6.148** 

廣闊性 .059 .045 .064 1.307n.s. 

R 平方=.727     調過後的 R 平方=.723     F=207.210*** 

※ n.s. p>.05    *p <.05    **P <.005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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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

偏好因子有顯著差異： 

景觀偏好影響效果達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可看

出「中級專門化」大於「初級專門化」程度；在專

門化構面對景觀偏好獨立 t檢定中，情感面及認知

面皆有顯著差異，僅行為面無顯著。 

二、觀賞水族參與者其專門化程度對景觀

知覺因子有顯著差異： 

(一)一致性 

專門化程度對一致性影響效果達顯著，在獨立

t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在一致性之差異比

較上發現，「中級專門化」明顯大於「初級專門化」

程度。 

(二)複雜性 

專門化程度對複雜性性影響效果達顯著，在獨

立 t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在一致性之差異

比較上發現，「中級專門化」對複雜性因子的差異

明顯大於「初級專門化」程度。 

(三)自然性 

專門化程度對自然性影響效果達顯著，在獨立

t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在一致性之差異比

較上發現，「中級專門化」對自然性因子的差異明

顯大於「初級專門化」程度。 

(四)神秘性 

專門化程度對神秘性影響效果達顯著，在獨立

t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在一致性之差異比

較上發現，「中級專門化」對神祕性因子的差異明

顯大於「初級專門化」程度。 

(五)廣闊性 

專門化程度對廣闊性影響效果達顯著，在獨立

t檢定中僅行為面無顯著差異，在一致性之差異比

較上發現，「中級專門化」及「中級專門化」對廣

闊性因子的影響皆明顯大於「初級專門化」程度。 

三、觀賞水族參與者其景觀知覺因子對景

觀偏好具有影響： 

本經由 Pearson相關分析，可知一致性、複雜

性、自然性、神祕性及廣闊性與景觀整體偏好均具

有顯著相關，且均為正相關，預測變數與效標變數

的相關係數為 0.727，調整後之決定係數 R 平方

=0.723，由景觀知覺因子與景觀偏好逐步迴歸分

析，說明景觀知覺因子解釋景觀偏好值總變量的

72.3%，預測景觀偏好迴歸方程式為： 

景觀偏好值 

-0.180+0.303（一致性）+0.161（複雜性）+0.138

（自然性）+0.3（神秘性）+0.059（廣闊性） 

四、專門化程度 

在專門化程度不同的情況下，中級專門化的參

與者對研究所選定圖片之景觀知覺因子是最高

的，或許說明在參與者對於水族活動的正向性，而

高度專門化之參與者，對其圖片之評選有極端之呈

現，專門化程度越高，相對其經驗、技術及認知上

有一定的專業積累，因此對研究所選定之圖片之景

觀偏好上，雖無中級專門化與初級專門化間之明顯

差異，仍有探討空間。另外 Scott ＆ Shafer〔25〕

所提的遊憩專門化理論仍保留「個人承諾」及「參

與比重」等構念，根據 Scott 與 Shafer〔25〕的理

論，「個人承諾」指的是參與者對於該活動的認同

程度，研究結果顯示遊憩專門化高的的水族參與者

其對景觀偏好，皆比初階專門化參與者明顯偏高，

同時在中級及高級專門化的參與者對於其景觀知

覺因子如一致性、複雜性、自然性、神秘性及廣闊

性皆比初階專門化參與者有明顯差異，這說明了越

高階專門化參與者，或許在對於景觀知覺偏好上，

受到專門化的影響越明顯，正好符合在情感涉入構

面上，Sherif & Cantril〔36〕所述其涉入程度越

高，能接受與自己相同的事物不但能接受，同時也

會將其擴大解釋，或許因此專門化越高，對其景觀

知覺偏好上之差異及影響則越大。 

五、景觀知覺及景觀偏好 

在複迴歸分析來看，有關於專門化構面與景觀

知覺的預測是具有影響；在情感、認知及行為構面

上可預測偏好之解釋值介於 5~10%左右但，能預測

之解釋值偏低，或許可以解釋成，專門化對其景觀

知覺因子有影響，但影響不大，而景觀知覺因子對

其偏好的預測解釋值普遍介於 60~70%左右，這可

說明景觀之偏好能藉由景觀知覺因之來明確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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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六、後續研究之建議 

過去研究並無針對景觀偏好與專門化之關聯

性有所探討，因此成為本研究欲探討參與者對於此

項休閒活動其專門化與景觀偏好之關聯性，在研究

結果皆顯示，參與者對於整體景觀偏好與專門化及

景觀知覺上是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回顧近年來不少

研究對於專門化之研究其活動類別越來越廣泛，自

行車、潛水、賞鳥、划船等等的，皆偏向於室外之

遊憩活動，對於室內之遊憩活動，在其量表、或評

估方式皆不同於本研究之室內活動；然而觀賞水族

內容需具有足夠的深度及廣度，才有可能呈現出玩

家的遊憩專門化程度，因此本研究選擇水族造景之

參與者為研究對象；因研究樣本僅針對單一種類水

族活動進行研究，所以研究結果可能會傾向樣本特

質，而不見得適用其他觀賞水族活動之參與者，因

此建議未來相關研究能針對其他觀賞水族及寵物

飼養為研究對象，交叉驗證觀賞水族參與者對於遊

憩專門化程度及其他構念間之關係。在遊憩專門化

量表會受到活動特性的不同而影響在測量方式上

的訂定，因此在測量遊憩專門化時，應根據活動特

性的差異性調整遊憩專門化的測量工具。本研究樣

本抽樣是以水族造景相關討論版刊登網路問卷方

式，由參與者主動上線填寫，而使用網路問卷形

式，或許有可能影響樣本特徵，儒學生族群過多，

專門化程度無法明確體現，因此，建議除了在網路

討論版之外，或許可使用其他方法以分散樣本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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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participations’ rate is increasing continually, and their values are 

going up year by year as well.  Because the ornamental aquarium is developing different type, so that it comes 

up lots of competitions, activities, internet community and so forth. In the variety of ornamental aquarium’s 

world, aqua-scape revealing a landscape gardening, it just concentrates the different landscape element into 

aquarium to show up large-scale like nature landscape, human landscape etc. Participant can enjoy reaching 

leisure/recreational effec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rnamental aquarium activity, and also can they decorate 

around our space beautifully with aqua-scape. Participant created landscape preference from aqua-scape, the 

process they did originate from variabl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cceptance and a variety of true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o tell some relationship about recreational specializatio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landscape preference as follows：1. The study results to show up 3 different levels of specialization for 

participant. 2. The sa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y happen to specialization level for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landscape preference each. 3. There are some effect relatively landscape preference from independent factor as 

landscape perception. 4. There is higher predictive value from specialization to landscape preference. 5. There is 

lower predictive value from specialization to landscape perception.  

Keywords: ornamental aquarium, landscape preference, landscape perception,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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