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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的快速成長，國民所得的提高，社會型態的轉變之下，人們對於休閒生活及休閒型態

之要求越來越高。休閒的主要動機之一是促進個人的身心健康，休閒體驗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扮演

相當重要之角色，休閒動機如何影響主觀生活品質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本研究以生活品質來衡

量主觀身心健康的感受，基於體驗經濟的演進以及消費者尋求個人風格的特性，使得真實性的體驗

成為休閒體驗的重要變數。本研究以民宿休閒為例，針對曾經有過相關休閒體驗之消費者進行調

查，了解真實體驗如何影響休閒動機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問卷回收 260 份，有效樣本 252 份。

資料分析結果得知休閒動機顯著影響生活品質，而兩種真實體驗，即客觀真實與主體真實，對於休

閒動機與生活品質之關聯性具有中介效果，也顯示民宿消費者更易於透過主體真實性影響生活品

質。本研究針對上述結論討論其管理意涵，同時對於實務應用上提供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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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真實體驗與生活品質關聯性之研究-以民宿休閒為例 

 

Abstract: Due to high 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GDP,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people leisure are changing. One of an important leisure motivation is to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Leisure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life quality improvement. How the leisure 

motivation can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lif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y of life as an 

indicator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 use authenticity experience as mediato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motiv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252 samples are received from consumers who 

have bed and breakfast (B&B) leisure experience. The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eisure motivat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s on quality of life. And this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is mediated by both subject and 

object authenticity experiences. We also find that, for B&B consumers, the mediated effects are higher by 

subject authenticity experiences than object authenticity experiences. Based on this conclusion,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practice. 

 

Keywords: Authenticity experience, Quality of life, Leisure motivation, Bed and breakfast (B&B) 

leisure  

 

1. 前言 

  近年來因勞動意識抬頭，國人對於生活素質之要求已不同於過去，經濟的快速成長，國民所得

的提高，社會型態的轉變之下，對於休閒生活及休閒型態之要求越來越高。休閒動機之一是健康，

在身體健康方面，包含體適能的提升、維持工作效率等效益。在心理健康方面，依據心理學的人格

特質理論，健康人格的特性是開放、平衡、創意等(郭為藩，1996)，這些特質有些是天生的，有些

則是後天養成的，休閒的的心理動機包含放鬆身心、調節生活壓力、加強人際關係等，均能夠促進

心理健康，發展健康的人格。本研究採用「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作為衡量健康的指標(高月慈，

2005)，描述休閒所獲得的身心效益，也尌是消費者對休閒主觀的感受與詮釋，例如對於壓力的釋

放、人際關係的提升、對於生活意義的解釋等。 

  生活品質的形成，主要是透過休閒的體驗過程，也尌是說，休閒動機形成一股驅力，促使消費

者進行休閒體驗。體驗是休閒的重要元素，近年來，真實體驗(authenticity experience)更受到重視，

能夠有效解釋體驗的感受與效益。從消費的角度來說，Lewis 及 Bridger 在「新消費者心理學」指

出：新消費者不滿足於大量生產與行銷，已經由需求(need)轉為欲求(want)，新消費者的五大特色

之一是追求真實感，以對應於追求便利(陳琇玲譯，2002)；「體驗經濟」是由 Pine and Gilmore (1999)

所提出，體驗由最初物資提供、商品製造、服務傳遞一直到體驗展示，在這四個經濟型態演進中，

消費者的敏感度尌是由可得性、成本、品質演進到體驗展示的「真實性」，可知保持真實性是消費

者衡量其消費感受及決定是重再次消費之重要指標，因此無論在何種經濟模式之下，供應的商品與

服務，必須具有「真實性」。尌休閒領域而言，休閒旅遊已經由產業提供客觀的服務轉為主觀地建

構自己的體驗，因此真實性(authenticity)使成為重要的議題(Uriely, 2002)。MaCannell(1973)指出，

當旅遊者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真實體驗時，便會由旅遊中尋找(Waller and Lea, 1999)。Wang(1999)

認為人們追尋存在性的真實的理由是：相較於日常生活，人們在旅遊中較能感受到真實的自我以及

自我表達的自由，而不是他們發現到旅遊中真實的客體，而且能夠加入不尋常的活動以及逃離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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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限制。真實體驗包含對於客觀物體或事件的真實感、對於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解釋或是對於旅

遊商品、服務、設施的意像、以及自己更真實與更自由表達(Wang, 1999)，能夠充分表達休閒體驗

的內涵。Yeoman, Brass, and McMahon-Beattie (2007)更直接指出真實性是旅遊的重要內容，顯示在

休閒領域真實體驗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 

  雖然休閒是生活品質或滿意度的重要指標，但是對於休閒如何促進生活品質，缺乏明確而系統

化的了解(Iwasaki, 2007)，基於真實體驗豐富的內涵，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的休閒動機如何透過

真實體驗以提升生活品質，實證的對象是民宿產業。觀光產業的迅速發展以及旅遊內涵的改變，促

使了民宿業這個新興產業的興起，民宿結合豐富的區域環境資源，溫馨舒適的住宿空間及熟悉當地

人文環境特質與熱忱接待之主人乃應運而生，能滿足各地消費者親近大自然，體驗鄉土風情之期

望，提供消費者有別於一般旅館的住宿選擇。體驗是民宿休閒的重要元素，尤其是真實體驗，包含

民宿產品與設施的客體真實性、民宿服務人員的真實性、以及個人內心體驗的真實性。依據上述之

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民宿休閒為例，了解休閒動機、真實體驗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

研究問題如下： 

  一、休閒動機是否影響生活品質； 

  二、休閒動機如何透過真實體驗而影響生活品質。 

 

2. 文獻回顧 

2.1 休閒動機與生活品質 

  休閒的動機可以從滿足人們需求的角度來探討，西方大約在六百年前，歷史學家兼社會學家的

克當(Ibn Khadun)提出休閒為人類五大基本需求之一；近年來，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也指出休閒活動的重要性，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階層從基本的生理需求逐漸提升至對美的

認知、及最高境界的自我實現需求(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小組譯，2000)；社會心理學家研究顯示，

休閒可促進人際關係、鬆弛緊張、枯燥、逃避生活刺激(Beard and Ragheb, 1983)。 

  滿足人類需求的方式可能是感受到休閒活動所提供的功能或是所獲得的效益，Iso-Ahola(1980)

認為人們從事休閒活動有社會化經驗、個人的表現、社會互動技巧、娛樂與放鬆、人格的成長、避

免怠惰及反社會行為等功能；Bammel and Burrus-Bammel 認為參與休閒活動有以下的利益，主要

是生理利益(physiological benefit)、社交利益(social benefit)、放鬆利益(relaxation benefit)、教育利益

(educational benefit)、心理利益(psychological benefit)、美學利益(aesthetic benefit)(涂淑芳譯，1996)。 

  許多研究均針對休閒的需求滿足、提供的功能或是獲得的效益來進行休閒動機的研究。

Crandall(1980)文中指出 Tinsley、Driver and Peterson 以芝加哥地區 2000 位民眾，分析休閒的動機

共獲得 17 種類型的休閒動機分別為，「享受大自然與逃脫現代社會」、「逃脫例行公事和責任」、「體

適能」、「創造力」、「放鬆」、「社會關係」、「遇到新朋友」、「異性關係」、「家庭關係」、「確認地位」、

「社交能力」、「利他主義」、「追求刺激」、「自我實現」、「成尌，挑戰，勝任」、「打發時間，逃脫無

聊」、「智力性及唯美主義」。Is-Ahola and Allen(1982)研究 60 對 278 位男性和 160 位女性，共 438

名籃球選手，使用因素分析進行休閒動機的類型處理，將休閒動機區分為七個構面：「人際的轉變

與控制」、「個人的能力」、「逃避日常雜務」、「積極的人際參與」、「轉換輕鬆」、「人際能力」、「為了

遇見異性或與異性相處」。Williams, Schreyer and Knopf(1990)研究使用者體驗經歷對於遊憩活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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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機之影響，將休閒動機分為 11 個因素，分別為：逃離壓力、逃離人群、挑戰、學習、自然、

刺激活動、自主、活動探索、友好關係、自我意識以及其他。Lounsbury and Franz(1990)於一篇休

閒動機的研究，對象為 40 位民眾和 146 位大學生，發展出一套測量休閒動機的工具，共分為智力

性、社交性、勝任-熟練性、刺激-逃避性、興奮追求、工作促進性等 6 個休閒動機，研究結果有助

於進一步瞭解假期滿意、生活滿意、和工作與非工作時的生活品質彼此間的關係。Iso-Ahola and 

Allen(1982)提出兩構面的理論來解釋旅遊景點體驗的動機因素，分別為「逃離現實生活」與「尋求

心理報償」。Vitterso, Vorkinn, Vistad and Vaagland( 2000)主張為了要抓住主觀體驗的流程，認知與

情感均必須包含在休閒動機內。由這些文獻可以得知休閒的動機具有廣泛的效益，包含身體與心

理、自我與社會、放鬆與逃避、刺激與挑戰、認知與情感等不同的層面。 

  據此，我們認為休閒的重要性尌個人而言，可以放鬆身心，調節生活壓力，加強人際關係，維

持工作效率，進而提昇生活品質，完成自我實現。歸納上述不同層面的休閒效益，本研究將休閒動

機區分為心理的、社會的、知性的動機。 

  生活品質最早是由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提出，他描述生活品質的概念是一種個人感受到幸福

感，而幸福是一種靈性的活動，德性的本質，幸福是上帝給予的恩惠，是希望、成尌感，生長及快

樂的生存在個人現存的環境中。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生活品質的界定會有所不同，例如從經濟學

的角度，會以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方式來評定「生活品質」；而以社會科學

角度來看，常以個人的家庭生活、朋友關係、生活水準等範圍來加以評量；尌醫學而言，則以病患

接受治療前功能損壞及治療後所獲得效益來定義生活品質的內涵。 

  Campbell、Converse and Rodgers(1976)認為生活品質反應在休閒、婚姻、家庭生活、家庭事務、

居住環境、鄰居關係、健康、工作、儲蓄、朋友關係、教育程度、教育有用性等 12 項內容上；

Flanagan(1978)將生活品質內容分歸納五大類，分別為物質方面(物質享受、健康與安全)、人際關係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父母或親戚關係、友情)、社會活動(提供他人協助、參與公共事務)、個人

發展(智能發展、生涯規劃、職業、自我表現)、娛樂(社交休閒、居家休閒、戶外活動)；世界衛生

組織(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6)利用焦點訪談對會員國專家學者及民眾進行訪談，得

到的結果為將生活品質依個體屬性分成身體層面 (physical domain)、心理層面 (psychological 

domain)、獨立性(level of independence)、社交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環境(environment)、心靈 / 信

仰 / 信念(spirituality / religion / personal beliefs)等六個範疇，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經由探索性及驗

證性的因素分析方法，而將六大範疇再精簡為四大範疇：生理健康範疇(包括原先的生理及獨立程

度範疇)、心理範疇(包括原先的心理及心靈／宗教／個人信念範疇)、社會關係範疇、以及環境範疇

(林佳靜，2007)。 

  在眾多的生活品質構面中，本研究依據休閒體驗之特性，以消費者個人的感受來衡量生活品

質，描述消費者對於生活品質的認知。生活品質是關於人們為了滿足對物質、精神或文化的欲求，

而意識到自己既有的生活條件和心裡的想望。尌物質與文化來說，生活品質對每個個體而言，則意

味著讓生活更有意義，也尌是說，生活品質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這些意義要靠個人面對物

質與文化個體或情境時，進行主觀的詮釋；從精神層面來說，生活品質應該包含真善美的完整構面，

真、善、美三者俱備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也尌是科學的態度、實用的態度與美感的態度(朱光潛，

1982)。總之，消費者對於生活品質的認知可能包含物質與精神的、客觀與主觀的感受，也包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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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對於真、善、美完整人格的追求。 

  休閒體驗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Neal, Sirgy, and Uysal, 1999)。整體生活滿

意度是由生活中主要領域的滿意度所決定，其中重要領域之一便是休閒領域的滿意度(Neal, Uysal 

and Sirgy, 2007)。要探討這些滿意度的構成要素，可以直接說明休閒直接或間接的正面效益，例如

更加快樂、改善健康、提高自尊、對生活各面向的滿意度(例如 Diener, 1984)。這些都是說明個人

對於生活品質的主觀認知與感受，衡量生活品質的主觀指標包含獲得多少樂趣的滿意度(Andrews 

and Withey, 1976）、內生的滿意度與自由(freedom)(Kelly, 1978)、情感的狀態之整合(Fielding, Pearce 

and Hughes, 1992)、主控性(Unger and Kernan, 1983)。Mannell and Kleiber(1997)更指出，人們參與

休閒活動不僅是玩耍，而且也希望能夠實現「自己期望成為什麼樣的人」，並認為人們經常監督自

己，並依據自己的行為與他人的回應來建立某種自我形象，Samdahe(1988)討論了藉由休閒與而達

成自我概念和意識發展的過程，可見休閒體驗具有自我反思的效果。綜合上面的敘述，生活品質可

以用愉快與幸福的感覺(Shichman and Cooper, 1984；Diener, 1984)、心智與心靈上的滿足感(Edginton 

et al., 1995)、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施建彬、陸洛譯，1987)指標來衡量。 

  Menkel-Meadow(1988)認為整體生活滿意度會受到各個領域滿意度的影響，如個人健康、工

作、家庭和休閒，因此休閒的動機之一為為了增加生活滿意度。動機是人們內在的驅力，動機必須

透過行為才能產生結果，尌休閒而言，我們認為有了休閒的動機，便有較大的休閒行為傾向，進而

產生成效。從不同的休閒面向可將休閒動機區分為心理、社會知識、體適能等項目，由於動機的驅

力，透過休閒行為，可經由以下四個方向而提升生活品質： 

(1) 透過娛樂、放鬆等方式提升心理健康：Iso-Ahola(1980)認為人們從事休閒活動的六大功能

之一尌是娛樂與放鬆；Bammel and Burrus-Bammel 認為參與休閒活動除了生理、社交、教

育、美學利益之外，也強調放鬆利益與心理利益(涂淑芳譯，1996)；高俊雄(1996)認為休

閒具有均衡生活體驗的利益，透過紓解生活壓力、豐富生活體驗、調劑精神情緒已提升生

活品質；許多休閒動機的研究也都將放鬆、挑戰、刺激、逃離壓力等列為重要的動機

(Crandall, 1980;Is-Ahola and Allen, 1982; Williams et al., 1990; Lounsbury and Franz,1990)；

Weissinger and Bandalos(1995)認為休閒能使人有挑戰自己的機會，尋求能夠延展個人極

限，提供新奇刺激的休閒體驗的傾向；Smith(1980)認為，追求愉悅感是休閒的重要動機，

包含感官、情感、智能的愉悅。娛樂、放鬆、挑戰、刺激等都因透過感官而影響情緒與情

感，進而影響心理健康。 

(2) 透過人際關係的和諧提升心理健康：Iso-Ahola(1980)認為人們從事休閒活動可以獲得社會

化經驗、發展並維持人際行為與社會互動技巧、有益的社會活動、甚至避免怠惰及反社會

行為，進而增加人格的成長，使得人格更為成熟、更健康(莊耀嘉編譯，1990)；Bammel and 

Burrus-Bammel 也強調社交的利益(涂淑芳譯，1986)。許多休閒動機的研究也都將人際關

係、家庭關係、社交等列為重要的動機(Crandall, 1980; Is-Ahola and Allen, 1982; Williams et 

al., 1990; Lounsbury and Franz,1990)。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社會化是心理健康

的重要條件(莊耀嘉編譯，1990)，因此可知人際關係與心理健康的高度關聯性。 

(3) 透過學習與能力的提升而增進心理健康：Bammel and Burrus-Bammel 認為參與休閒活動具

有教育利益(涂淑芳譯，1996)。高俊雄(1996)指出休閒具有促進心智學習的利益。Weis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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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andalos(1995)認為休閒能使人注意到有關效能、能力、技能的回饋資訊，進而提升自

己的能力，同時了解內部需求，並且有很強的欲望依據此需求來做自由的選擇，提升了自

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Williams, Schreyer and Knopf(1990)認為遊憩活動具有學習之利

益。Is-Ahola and Allen(1982)認為休閒可以提升個人的能力。Lounsbury and Franz(1990)發

展出一套測量休閒動機的工具，共分為智力性成分、社交性成分、勝任-熟練性成分、刺

激-逃避性成分、興奮追求性成分、工作促進性成分等 6 個休閒動機，其中學習佔有重要

的角色。透過休閒的學習可以造成能提與信心的提升，提升生活品質。 

(4) 透過體適能提升身體與心理的健康：Bammel and Burrus-Bammel 認為休閒具有生理利益(涂

淑芳譯，1996)。高俊雄(1996)認為休閒具有健全生活內涵的利益，可以維持健康體適能。

Crandall(1980)文中指出 Tinsley、Driver and Peterson 以芝加哥地區 2000 位民眾，分析休閒

的動機共獲得 17 種類型的休閒動機，其中列於第三項的動機是身體適能，代表體適能是

休閒的重要動機。 

  依上面推論，本研究認為休閒的重要性尌個人而言，可放鬆身心、調節生活壓力、提升能力與

自信心、加強人際關係等方式提升心理健康，也透過體適能的提升，影響工作與生活，感受到自信

與愉悅，進而提昇生活品質，得到以下假說： 

假說 1 消費者之「休閒動機」對「生活品質」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2.2 真實體驗 

  Pine and Gilmore(1999)在「體驗經濟時代」一書中曾提到，體驗事實上是當一個人達到情緒、

體力、智力甚至精神的某一水平時，意識中所產生的美好感覺。體驗乃遊客參與遊憩活動之過程中

所產生的心理狀態(Driver and Tocher, 1970)。真實體驗是體驗的重要面向，Gilmore 與 Pine II 在「體

驗真實—滿足顧客的真正渴望」一書中提出天然的(natural)、原創的(original)、獨特的(exceptional)、

參照的(referential)、影響的(influential)真實性等五種真實類型(邱如美譯，2008)。 

  真實性可因為旅遊者的型態、旅遊者自己的定義及解釋而有不同的型式(Littrell, Anderson and 

Brown, 1993; Pearce and Moscardo, 1985, 1986; Redfoot, 1984)。在休閒旅遊領域，最早使用「真實」

這個觀念的是博物館，用於專家鑑定藝術品是否與其所宣稱的品質或價格一致(Thrilling, 1972)；

Cohen(1988)指出真實的概念包含人選的特性，例如由手工製造、由天然材料製造、未市場化等，

Boorstin(1964)及 MacCannell(1973)認為在旅遊領域，相關產品如藝術品、人造物、儀式等，通常依

據它們是否由當地文化傳統來製造或表演來描述其真實或非真實；Sharpley(1994)認為在旅遊領域

真實指的是傳統文化的原本特性，這些都是對於旅遊所接觸的實體物質真實的判斷，稱為客體真實。 

  其次，對於意義、概念等，也可以考慮其真實性，事物的不同脈絡而有不同的意義，真實是旅

遊者自己信念、期望、意識型態、意識等對於旅遊客體的投射(Bruner, 1991; Laxson, 1991; Silver, 

1993)，此種真實性稱為建構真實(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建構真實為符號的真實(Bruner, 1989; 

Cohen,1995)，也是對於旅遊商品、服務、設施的意像(Bruner, 1991; Silver, 1993)。建構真實為社會

建構的結果，而非客觀衡量的產物，也尌是說，事物的真實並非本身具備真實性，而是由人依其觀

點、信念、或權力而建構，因此此種真實是相對的、可談判的(Cohen, 1988)、由脈絡決定的(Salamone, 

1997)，而且是意識形態的(Silver, 1993），此種真實可能是一個人對於旅遊物品的夢想、意識形態的

意像或期望的投射(Bruner, 1991; Silver, 1993)，或是旅遊觀察者所做的價值判斷(Moscard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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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ce, 1999)。 

  第三，真實也是自我的投射， Handler and Saxtor(1988)認為真實體驗是個人感受到他們自己可

以接觸到真實的世界以及真實的自我的體驗；Wang(1999)提出了存在真實(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概念，說明體驗過程中所展現的真實自我。存在真實指的是由旅遊活動過程所激起的個人的感覺，

在此體驗中，人們感覺到比起日常生活，他們自己更為真實，更能自由表達(Wang, 1999)，存在真

實是一種潛在的存有(Being)的存在狀態(Wang, 1999)。Brown(1996)認為存在真實是一種旅遊者擁有

快樂時光所引發的存在狀態。哲學上的存在主義者海德格對於真實的定義是存在的真實(Heidegger, 

1962)。存在尌是選擇成為自己的可能性，尌是忠於自己，亦即真誠，說話都是自己內心所想說的，

做事時表裡如一，一點都不虛偽，而非察言觀色，看別人的需要來提供答案(傅佩榮，2005)。

Wang(1999)將存在真實性區分為人身真實 (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及人際真實 (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Wang, 1999)。人身真實包含身體的感覺與自我認同，身體的感覺包含放鬆、遊憩、娛

樂、刺激、遊戲等，自我認同是休閒體驗的內在動機，透過休閒體驗以達到自我實現之目標；人際

真實包含家庭的更真實的感覺或家庭關係以及社群的關係。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歸納 Wang(1999)以及 Gilmore 與 Pine II 的觀點，將真實體驗分為客體

真實與主體真實兩大類： 

(1) 客體真實：客體真實是對於客觀物體或事件的真實感，真實體驗一部份是由旅遊者對於旅

遊物品的真實性認識而起，可以用絕對及客觀的方法來衡量真實性(Wang, 1999)，相當於

Gilmore 與 Pine II 的天然真實性、原創真實性、獨特真實性。 

(2) 主體真實：主要是指消費者對於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解釋、意象，或是在此體驗中，人們感

覺到比起日常生活，他們自己更為真實，更能自由表達，相當於 Wang(1999)的建構真實與

存在真實，也相當於 Gilmore 與 Pine II 的參照真實性與影響真實性。 

休閒動機必須透過休閒行為才能產生成效，本研究認為真實體驗是重要的休閒行為，對於生活

品質的提升有重要的影響，許多文獻均提出此種觀點。Iso-Ahola and Park(1997)於研究中亦認為休

閒參與並不能保證個體能從休閒中獲得益處，除非個體能夠真正體認到休閒的價值，且自發地參與

正向性的休閒活動。Driver and Toucher(1970)依休閒行為方法對休閒動機闡釋中提到，個人由過去

的經驗及當時的環境影響產生的休閒需要，形成動機後而產生期望，進而發生休閒行為，透過各種

休閒機會，再由消費者對過去經驗的聯想，而產生心理及生理的感受。Maddi and Kobasa(1981)則

指出個體的內在動機為個體行為的預測指標，認為個體為滿足其內在的心理酬賞，如獲得控制

(control)、承諾(commitment)與挑戰(challenge)的經驗或感受，個體傾向會選擇及表現能夠滿足此內

在動機的行為，而控制、承諾及挑戰等感受則包含於休閒體驗之中；個體會因其內心產生的動機需

求不同而對其所知覺的休閒體驗產生影響(Weissinger, 1985)，進而影響其在遊憩旅程中的包含滿意

度在內之整體感受。 

「生活品質」可以說是個人以自己個人的感受來衡量對於生活品質指標的看法，會受到心理狀

況所影響。且根據 Neal et al.(1999)的看法，認為生活滿意度是一種層級模式，由個體在生活中各項

屬性的滿足，逐步形成其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由此可知因此個體參與休閒活動時所體驗之感受會

形成休閒生活滿意度，再進一步影響整體生活品質。因此當體驗能創造出較高的愉悅程度時，消費

者會對其生活品質更加滿意。由上述分析得知，休閒動機激發休閒行為，休閒行為過程中的真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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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影響生活品質，而真實體驗區分為客體真實體驗與主體真實體驗兩部分。 

  尌客體真實性而言，休閒的客體真實體驗透過下列兩種途徑而提升生活品質，一為基本需求的

滿足，基本的需求可能包含生理及心理的需求，若滿足，可以更健康、幸福，不滿足，則不快樂(Ryan 

and Deci, 2000)，休閒過程所接觸之實體，如商品、服務等，可滿足基本需求；一為社會關係，許

多研究都指出，眾多的休閒活動都是為了達到社會接觸，如人員接觸、互動服務等，可滿足社會需

求。大多數的休閒享有其他人的陪伴，更確切地說，有些休閒活動是無法單獨進行的，近年來對於

休閒及旅遊消費的研究均指出休閒的重要性，對於認同的形成、個人發展、地位的消費及社會互動

等均扮演重要的角色(Munt, 1994；Botterill and Crompton，1996)。易言之，真實體驗乃是透過休閒

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商品、設施、服務、活動、人員等，滿足個人生心理與社會需求，而產生良好的

生活品質感受。據此推論出下列假說： 

假說 2a 消費者之「客體真實體驗」對「休閒動機」與「生活品質」具有中介效果 

  尌主體真實性而言，休閒的主體實體驗透過下列三種途徑而提升生活品質： 

(1) 流暢(flow)與尖峰(peak)體驗：流暢理論為 Csikzentmihalyi(1985)所提出，流暢經驗係指當

外在的挑戰與個人內在的能力間達到平衡，而且在平均表現之上時，選手個人經歷到身

心完全的投入、同時全神貫注、事後感到印象深刻，並充滿價值的一種最適宜的經驗與

心理狀態。尖峰(peak)體驗是 Maslow 的主張，在高峯經驗中，經驗本身或被知覺之客體

易被視為一個整體，一個統整的單位，高峯經驗之知覺，是相當忘我、無我和超我的，

高峯經驗是一段能夠自我證明本身即蘊含內在價值的時刻，高峯經驗具有重要的哲學涵

義，它讓我們洞察存在本體乃是一蘊含存在價值(真、善、美等)的領域。人們可以在興奮

或娛樂活動中達到流暢或高峰經驗，體會忘我及整體美好的感覺而提升生活品質。 

(2) 自我實現：真實體驗讓休閒有達成自我實現之機會，Berman(1970)認為真實的旅遊體驗會

與認同、自主、個人化、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有關，高俊雄(1996)認為休閒具有提昇生活

品質的利益，欣賞真善美、肯定自我能力、實踐自我理想。人們透過自我實現而達成目

標、產生自信，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3) 自由意志：指的是追求自由與意義。人們往往追求自由，透過與個人內在自我的接觸，

感受真正的自我，讓自己成為自己想要的人的自由(Steiner and Reisinger, 2006)。哲學上的

存在(Being)也是一種選擇成為自己的自由，它代表著快樂的、以及逐漸成為自己的過程

(Heidegger, 1962)。人們也往往追求意義，這是結構主義符號學派的主張，面對人事物，

均依據其背景脈絡及本身認知加以解釋。Iwasaki 認為促進意義的解釋可以強化生活品

質，其過程或方法包含幸福體驗、認同與自尊、社會與文化連結及和諧等(Iwasaki, 2007)。

這些都是透過真實體驗來追求自由與創造意義，能夠追求自由與意義，令人更有快樂幸

福感。 

  上述流暢與尖峰體驗、自我實現及自由意志等主體真實體驗，透過專注、投入、自我反思、自

我實現提升生活品質，據此推論出下列假說： 

假說 2b 消費者之「主體真實體驗」對「休閒動機」與「生活品質」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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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H2a                 H2b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 

依據前述文獻回顧與假說推論，可將本研究架構圖如下。本研究計包括三項主要研究變數，各

構念之組成要素參考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變數定義與衡量 

確立研究架構及研究對象後，為發展出適合研究主題的調查工具，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發展出

三項研究變數，包括「休閒動機」、「真實體驗」以及「生活品質」共三個變數，再依據研究變數發

展出三個部分的相關問項，以及受測者之基本資料等。茲將各變數之操作性定義與問卷設計內容彙

整描述如下： 

1.休閒動機 

需求乃是個體內部所需維持生理作用的物質要素，也可為外界社會環境中的心理因素(張春

興、楊國樞，1983)，而動機(motivation)之產生則是來自於個體的需求與接受到的刺激。休閒動機

則基於個體對於休閒遊憩之需求，所引起個體從事及維持該休閒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

標進行的一種內在歷程，藉以透過休閒活動行為的發生來滿足個體之遊憩需求(Crandall，1980)。

依照 Hills, Argyle and Reeve(2000)並認為每一種動機理論皆可適用於一些休閒活動，本研究認為休

閒的重要性就個人而言，可放鬆身心、調節生活壓力、加強人際關係、促進學習思考，而將休閒動

機區分為心理的、社會的、知性的動機。 

2.真實體驗 

真實體驗是個體在經歷一連續之內在過程後而得(Driver and Toucher, 1970)。本研究歸納

Wang(1999)以及 Gilmore 與 Pine II 的觀點，將真實體驗分為客體真實與主體真實兩大類，客體真實

是對於客觀物體或事件的真實感，是由旅遊者對於旅遊物品、設施、服務等實體的真實性認識而起；

主體真實主要是指消費者對於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解釋、意象，或是在此體驗中，對自我的反思，思

考更真實的自我以及更真實的表達。 

3.生活品質 

學者普遍認為生活品質是一種對於生活滿意度、幸福感、自信心的感受，本研究生活品質指的

是愉快與幸福的感覺(Shichman and Cooper, 1984；Diener, 1984)、心智與心靈上的滿足感(Edginton et 

al.(1995)、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施建彬、陸洛譯，1997)。 

休閒動機 生活品質 

真實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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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以上所提生活品質構面操作型定義與衡量之項分別彙整於表 1 

 

表 1 研究變項之定義及題項整理 

分類 操作型定義 題項 

休閒

動機 

個體從休閒行為中尋求酬賞

的傾向，以引發個體從事休

閒活動的動力，包含心理

的、社會的、知性的動機。 

(Iso-Ahola and Allen, 1982; 

Vitterso, et al, 2000) 

 

1.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身

體更健康 

2.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情緒放

鬆、愉快 

3.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與親友相

處或進行社交活動 

4.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生

態、藝術、休閒等相關知識 

5.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欣賞美的

事物 

客體

真實 

客體真實是消費者對於客

觀物體或事件的真實感   

(Wang, 1999)。 

1.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原創性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2.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天然設計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如：運用天然材料、純手工製作等  

3.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獨特性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主體

真實 

指消費者對於所觀察到的

事物的解釋、意象，或是在

此體驗中，對自我的反思，

思考更真實的自我以及更

真實的表達。(Wang,1999)。 

4.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歷史文化傳統的產品、設施或服

務 

5. 民宿業者所宣稱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功能、品質

與我所感受到的具有一致性  

6.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激發我追

求更崇高的目標，如：成尌、美感、正義、真理等，

而使我生活更美好。 

7.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激發我仔

細思考真實的自我，如：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

的人，或是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  

8.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讓我感受

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品味或是獲得舒暢的體驗。  

9.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讓我感受

到與家人、人際之間更真實的關係。  

生活

品質 

生活品質可以用生活的滿

意度來加以衡量，人們對於

生活的滿意度包含愉快與

幸福的感覺、心智與心靈上

的滿足感 (心理上的自信與

自我實現等 (Edginton et a

l.,1995；Shichman and Coo

per, 1984；Diener, 1985；

施建彬、陸洛譯 , 1997)。 

1. 我對於自己的休閒活動及休閒生活的安排感到滿意  

2. 我覺得自己與家人、朋友、人際的關係良好，有受

到重視或尊重的感覺 

3. 我經常有幸福、快樂的感覺  

4.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有目標，有充滿希望的感覺  

5. 我自己的外表及內涵經常保持自信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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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抽樣與樣本 

  本研究旨在針對休閒動機、生活品質及真實體驗之間關係之研究。為確保研究對象於提供真

實體驗相關訊息之完整性，因此，研究範圍需以內曾經有過相關消費經驗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而

依據研究產業的類別，以交通部觀光局 2010 年觀光統計年報之國內主要觀光區遊客人數統計資

料，分別選擇觀光遊憩產業遊客人數排名前十名之觀光景點進行問卷的發放。本研究針對各構念之

衡量方式均採取 Likert 五點量表，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共回收問卷 260 份，有效問卷計有 252 份。樣本之性別方面，「女性」受訪者 122 份，佔 48.4%，

「男性」受訪者 130 份，佔 51.6%，略高於女性；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佔整體比例約 71%(179

份)，「未婚」僅佔 29%(73 份)；年齡分佈，「18-25 歲」佔整體比例最高，達 46.8%，其次為「26-35

歲」與「36-45 歲」，分別佔整體之 24.6%及 17.9%；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有 90%在「大學」以上(228

份)；在職業方面，以「軍公教」最多，佔整體的 34.1%(86 份)；其次為「學生」與「資訊業」，分

別佔 25.8%(65 份)與 13.9%(35 份)；受訪者每月收入，集中在「20,001-30,000 元」，佔整體比例的

32.9%(83 份)，其次為「20,000 元以下」，佔 24.6%(62 份)。 

 

4. 結果與討論 

4.1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先以相關文獻內容做為各變項之衡量與操作依據，另以因素分析方法檢測各題項之適

切性。本研究以 Kaiser-Meyer-Olkinmeasure of sampling (KMO)檢視各題項是否適合於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 KMO 值均大於 0.836，代表變項適合於因素分析。而各題項所形成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83，累積解釋變異量皆達 73.653%以上，顯示測量工具經因素分析後確具統計上之代表性。其

休閒動機兩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未達 0.5 以上予以刪除。主體真實之三個題項分別未能匯成同一因

素亦予刪除；生活品質第五題未能匯進同一因素亦予刪除。故最後每一個變數之題項皆精簡以三題

呈現。 

  經因素分析之後，萃取兩個構面，一為客體真實性(object authenticity)，一為主體真實性(subject 

authenticity)，客體真實性與 Wang(1999)之定義相同，主體真實性則包含 Wang(1999)之建構真實性

與存在真實性。在信度方面， 透過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刪除相關係數較低之題項，並透過內部

一致性分析求算出各變項之 Crobach’s α 值，結果如表 2 中所示分別為休閒動機為 0.886、主體真

實為 0.739、客體真實為 0.836 與生活品質為 0.87， 顯示具有高度之內部一致性，據此可確認各構

念之組成。 

4.2 構念間相關分析 

  在進行各項假設驗證前，本研究首先針對各構面及基本資料進行皮爾森(Pearson) 相關分析，

以檢測各變項間之相關性，結果如表 3。其控制變數的性別與主體真實呈負向相關，生活品質與休

閒動機、客體真實及主體真實間呈現高度正相關(p<0.05)。 

4.3 迴歸分析 

為了解民宿休閒體驗之動機是否透過真實性體驗以促進生活品質，本研究針對生活品質(依變

項)、休閒動機及真實性體驗(自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並據以建立三項迴規模型。迴歸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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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模型 2、3，如表 4 所示。 

模型 2 為休閒體驗動機與生活品質之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377，達顯著水準，支持假說 1。

調整後 R
2 值為 0.138，表示模型 2 的解釋力為 13.8%，其解釋力較弱，但達到顯著水準。 

模型 3 納入客體真實體驗與主體真實體驗，表示此兩構念對於休閒體驗動機與生活品質關係之中介

效果，休閒體驗動機之標準化係數為 0.08，P 值未達 0.05 之顯著水準，客體真實體驗與主體真實

體驗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0.143、0.628，均達達顯著水準。R
2 值為 0.561，表示模型 3 的解釋力為

56.1%，具有相當高的解釋力。模型 3 與模型 2 的解釋力△R
2 值為 0.414，F 值亦達顯著水準。由

於休閒動機影響生活品質之檢定結果顯著，加上兩個中介變數之後，中介變數亦有顯著效果，而且

休閒動機效果不顯著，因此客體真實體驗與主體真實體驗對於休閒動機與主觀生活品質關係具有

「完全中介」之效果，假設 2a 與 2b 獲得支持。而且相對於客體真實體驗，主體真實體現之中介效

果更為顯著。 

 

表 2 變項內部一致性彙總表 

變數 題項內容 
因素 

負荷量 

累積解釋

變異量 
Cronbach’s α 

休閒 

動機 

1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情緒放 

  鬆、愉快 
0.905 

39.432   0.886 
2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生 

  態、藝術、休閒等相關知識 
0.886 

3 我從事民宿休閒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與親友 

  相處或進行社交活動 
0.843 

主體 

真實 

 

1 民宿業者所宣稱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功能、品 

  質與我所感受到的具有一致性 
0.812 

54.668   0.739 

3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激發我 

  仔細思考真實的自我，如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 

  樣的人，或是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 

0.801 

2 民宿業者所提供的產品、設施或服務能夠激發我 

  仔細思考真實的自我，如成尌、美感、正義、真 

  理等，而使我生活更美好 

0.771 

客體

真實 

2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天然設計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如運用天然材料、純手工製作等 
0.844 

73.653   0.836 
1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原創性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0.713 

3 民宿業者提供具有獨特性的產品、設施或服務 0.683 

生活 

品質 

1 我對於自己的休閒活動及休閒生活的安排感到  

  滿意 
0.811 

75.473   0.870 
2 我覺得自己與家人、朋友、人際的關係良好，  

  有受到重視或尊重的感覺  
0.831 

3 我經常有幸福、快樂的感覺  0.779 

3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有目標，有充滿希望的感覺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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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研究變項平均數、標準差及變項間相關係數    (N=252)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別 1.48 .50          

2.婚姻狀況 1.29 .46 -.006         

3.年齡 1.95 1.10 .020 .067        

4.職業 4.61 1.73 .027 -.037 .078       

5.教育程度 4.07 .69 -.072 .014 -.022 -.132(*)      

6.收入 2.60 1.43 -.114 .134(*) .250(**) -.060 -.046     

7.動機 9.57 2.761 -.068 -.021 .094 .081 -.063 .142(*)    

8.客體真實 10.31 2.195 -.008 .103 .049 -.053 .055 -.028 .308(**)   

9.主體真實 11.19 2.141 -.131(*) .004 .051 -.058 .029 .016 .391(**) .540(**)  

10生活品質 14.42 3.214 .013 .015 .088 -.082 .072 .094 .369(**) .508(**) .727(**)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雙尾) 

 

表 4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變數 生活品質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1.性別 .027 .050 .116 

2.婚姻狀況 -.004 .011 -.015 

 3.年齡 .075 .053 .022 

 4.職業 -.075 -.105 -.037 

5.教育程度 .069 .088 .059 

 6.收入 .077 .029 .087 

 7.動機     .377*** .080 

8.主體真實     .143** 

9.客體真實      .628*** 

△R
2
    0.137***    .414*** 

R
2
 0.025   0.162***    .577*** 

Adjusted R
2
 0.002 0.138***    .561*** 

  F 1.063 6.761*** 36.667*** 

註： * p ≤ .05; ** p ≤ .01; *** p ≤ .001; N=252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體驗是休閒的重要元素，真實體驗更受到重視，能夠有效解釋體驗的感受與效益。真實體驗包

含對於客觀物體或事件的真實感、對於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解釋或是對於旅遊商品、服務、設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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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及自己更真實與更自由表達(Wang, 1999)，能夠充分表達休閒體驗的內涵。本研究主要針對

民宿休閒活動，探討消費者的休閒動機如何透過真實體驗以提升生活品質，包含民宿設施的客體真

實性、民宿服務人員的真實性、以及個人內心體驗的真實性。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動機是一種驅動力，休閒動機可以促使消費者更積極有效地從事休閒活

動，進而獲得休閒活動的效果。休閒活動的主要效果是促進身心健康，這種身心健康可能是實際上

體能、情緒等客觀的衡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主觀的感受，例如消費者感覺體能更好、心情更佳、家

庭更和諧、對生活的滿意度更好等等，本研究以生活品質來衡量身心健康的感受應該是更完整的。

本研究結果獲得以下主要發現，第一，民宿休閒動機顯著影響生活品質，但是其解釋力不夠強，也

尌是說，有強烈的休閒動機，僅有部分會產生改善生活品質的效果。第二，客體與主體的真實性體

驗會影響生活品質，尤其是主體的真實性體驗其影響程度較大，這顯示消費者對於民宿的休閒體

驗，有相當多的心理感受與反思，而接觸實體的民宿設施、田園景觀、餐飲服務等對於生活品質的

影響則較少有直接效果。第三，客體與主體的真實性體驗對於民宿休閒動機與生活品質關聯性有顯

著的中介效果，這代表休閒過程中，消費者是否有感受到真實性體驗，才是提升生活品質的主因。 

5.2 討論及建議 

  依據上述結論，以下進行管理意涵之討論。首先，文獻上有關休閒與生活品質的研究已經逐漸

豐富，從工作與休閒關聯性的研究來說，許多人願意花費金錢換取更多的休閒時間，更多的休閒消

費意味著消費的焦點由實體商品轉向服務與體驗，也尌是生活品質需從這些體驗中去判斷(Richards, 

1999)，這已經說明休閒體驗的重要性，以及與生活品質之關係，這也是本研究動機之初衷。Neal, 

Uysal and Sirgy(2007)探討旅遊服務對旅遊者生活品質的影響，該研究認為休閒是生活品質的重要

構面，由休閒可以獲得休閒生活的滿意度，進而促進生活滿意度，該研究已經為休閒與生活品質的

關聯性建立相當好的模式，本研究則進一步討論休閒動機與真實體驗對生活品質之影響，而且也以

定義更具體的生活品質來取代生活滿意度指標，將模式更為具體化。Burnett-Wolle and Godbey 認

為休閒理論中的活動理論是否能有效解釋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受到質疑(Burnett-Wolle 

and Godbey, 2007)，可能原因是對於活動的衡量指標不一致，也導致不一致的實證結論(Menec, 

2003)，而且也忽略參與特定活動的動機或理由，本研究採用真實體驗的方式加以衡量，已經有相

當的程度克服此問題。 

  其次，本研究經因素分析之後，萃取兩個構面，一為客體真實性，一為主體真實性。從旅遊行

銷的角度來說，這與近年來對於真實體驗的區分方式一致，例如 Kolar and Zabkar(2010)即針對文化

旅遊進行真實體驗之分析，其採用之構面即包含客體真實性與存在真實性。此種區分發法的主要的

意義是消費者的真實體驗包含兩部分，一是對於休閒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實體物件，例如商品、服務、

設施、人際互動等有所體驗，而產生體驗的效果；一是在休閒過程中，針對自我進行反思，以思考

更真實的自我，這便是主體真實性。依據分析結果可知，休閒動機轉為休閒的體驗行為，透過客體

真實性與主體真實性的體驗，達到身體上的體能與放鬆、心理上的愉悅與自信、人際關係的分享與

和諧、以及對於自我的反思，均能夠促進身心健康，其主觀的生活品質也隨之提升。而民宿休閒消

費者更著重於主體真實體驗之效果，此種結果部份呼應 Wang(1999)的主張，Wang 認為客體真實不

足以解釋所有的休閒行為，因而提出存在真實的構念，本研究針對民宿休閒的體驗，甚至得出包含

存在真實的主體真實有更佳的影響效果。由此可知主體真實體驗扮演相當重要角色，許多研究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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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透過休閒體驗可以產生流暢體驗、尖峰體驗、自我實現等心理現象，進而提升心理健康或滿足感；

亦有研究將休閒活動區分為以地點為中心(place-centered)的休閒活動(例如公園、運動等)及以人為

中心(people-centered)的休閒活動(例如社會互動、成尌感、休閒生活型態的滿意度等)(Leung and 

Lee，2005)；Lloyd and Auld(2001)比較地點為中心及人為中心的休閒活動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發現

以人為中心的休閒活動為生活品質的最佳預測變數；Reisinger and Steiner(2006)更進一步從哲學上

討論存在真實性的重要性。這些結論均呼應本研究主體真實體驗之重要性。因此主體的真實體驗對

消費者而言，應該是重要而且值得追求的，這也可以看出休閒消費者對於自我的日漸重視，未來的

休閒應該會擺脫旅行尌是購物(Shopping)的迷失。 

  針對研究結果的管理意涵，亦提出建議。尌實務上而言，首先，休閒業者有必要提升消費者的

休閒動機，強調休閒場所的各項設施或服務對於消費者有那些好處，例如民宿業者可以說明透過民

宿設施以及相關農產場的觀賞而獲得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不但可以舒展身心，更能反璞歸真，回歸

自然，體驗不同的生活。其次，客體真實性與主體真實性的體驗的中介效果意味著，消費者對於市

場上有許許多多的行銷操作的信賴程度逐漸下降，轉而相信自我感受，這種消費者衡量是否進行消

費之機制轉而回到消費者自己本身的情況，經營者應著重的除了是商品本身原有的價值之外，打動

消費者感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未來經營上必需考量的。休閒業者有必要提升消費者的激發其真實體

驗的機會，這可以從休閒設計以及休閒行銷互動兩個角度來說，休閒設計包含設施規劃與活動設

計，須考慮到對於消費者而言，能夠提供其客體與主體真實性之體驗，包含設施的材質與設計、商

品的設計與展示、休閒場所的標示等。從休閒行銷互動的角度來說，主要的是導覽解說的過程，需

要有是當的內容以及學習效果的設計，例如協助消費者如何觀賞、如何品嘗、如何思考等，這些均

能夠提升消費者的真實體驗。第三，從行銷策略面來說，可以針對不同動機的消費者進行顧客區隔，

而強化不同的體驗，例如心理動機較強的消費者，可以提供較多的主體真實體驗的機會，社會或知

性動機較強的消費者，可以提供較多的客體真實體驗的機會。 

  尌學術研究而言，本研究是橫斷面的研究，但是休閒動機、真實體驗、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是

一種相互影響或逐漸學習的歷程，未來可以採取動態研究，例如運用符號互動理論(Blumer, 1969)，

可以探討休閒體驗的動態歷程，討論經由真實體驗之逐步提升與累積，對於改善生活品質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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