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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 

之關係-以 Airbnb 為例 

林志鈞 *  戴瑞芬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及網路口碑之關係，並

瞭解不同背景之顧客在住宿動機、住宿體驗及網路口碑之差異情形。將體驗過

Airbnb 民宿的顧客為樣本，以便利抽樣的方式，回收有效問卷 388 份。並利用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 Airbnb 民宿顧客在住宿動機、住宿體驗、

網路口碑有顯著差異。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動機對於住宿體驗具有預測力；住

宿體驗對於網路口碑具有預測力；網路口碑對於住宿動機具有預測力。期望研究

結果，能予欲在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提供房源的房東經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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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stomers’ 
Lodging Motivation, Lodging Experience and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A Case Study of 
Renting Out Lodging Platform “Airbnb” 

Chih-Jiun Lin*  Jui-Fen Tai**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stomers' lodging 

motivation, lodging experience and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irbnb users. Moreover, the study will also comprehe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odging motivation, lodging experience and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for the 
customer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survey respondents were those who 
had used Airbnb to book lodging.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38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 
test analysis,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custom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odging motivation, lodging 
experience and electronic word-of-mouth. Second, the lodging motivation and the 
lodging experienc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hird, the lodging experience 
and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Fourth,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and the lodging experienc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Hop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 Airbnb hosts as references 
for management and realizing the consumer behavior. 
 
keywords: Airbnb, bed and breakfast, lodging motivation, lodging experience, 

electronic of word-of-mouth 

                                                 
*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Dayeh University 
**  Master Program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Dayeh University 



 
 
 
 
 
 
 
 
 
 
 
 
 
 
 
 
 
 
 
 
 
 
 
 
 
 
 
 
 
 
 
 
 
 
 
 
 
 
 
 
 

 

臺灣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關係-以 Airbnb 為例 

- 17 - 

緒論 

週休二日實施之後，隨著休閒時數的增加，及休閒觀念的提升，國人們普遍

重視休閒生活，也促進了旅遊產業在臺灣快速的發展(周明智，2005)。而近年來政

府推行一系列觀光政策，如 2002~2007 年的「觀光客倍增計畫」；2008~2009 年的

「旅行臺灣年」、「觀光拔尖計畫」；2009~2014 年的「觀光拔尖領航方案」等，目

的乃是為了提升國民生活與旅遊品質，打造優質的旅遊環境，吸引更多國外觀光

客來臺旅遊。而從這幾年來臺旅客目的的統計資料也發現，以觀光為目的的比例，

從 2011 年約佔 59.69%，2012 年為 63.97%，至 2013 年已提升至 68.35%，且來臺

觀光遊客人數達 8,016,280 人(交通部觀光局，2014)，這些數據可看出隨著政府相

關單位的宣傳與推廣，來臺旅客人數逐年上升，而來臺觀光的遊客將為我國帶來

頗為可觀的經濟效益，更能預期各地觀光區住宿需求也會跟著同時增加，因此掌

握旅客住宿選擇的偏好，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周百苓，2013)。 
一般住宿的型態包括飯店、旅館、或者是民宿等，其中民宿的起源，大多是

解決觀光地區住宿設施供需問題(陳怡秀、何英睿、王毓甯、陳文慶，2012)，但隨

著民宿的普及化和業者經營方式的推陳出新，近年來民宿已成功轉型為一種休閒

遊憩體驗與服務的住宿設施，而越來越受到青睞，並成為遊客住宿的重要選項之

ㄧ(于健、魏棋，2013)。 
因為臺灣民宿之旅客以年輕族群居多，其喜歡嘗試各種新鮮事物與各項遊憩

活動，致使民宿成為深入體驗式旅遊的核心(吳佩璇，2008)，尤其在全球經濟景氣

不佳時，消費者選擇住宿，不僅有價格考量，另一方面也要求住宿品質有所提升，

這些現象都將使得民宿業者的競爭更為激烈，亦面臨經營模式的考驗(陳詩弦，

2013)。綜括上述，民宿業者必須掌握遊客的心理與需求並打造良好的經營體質，

方能建立長期的競爭優勢。 
近年來由於網路在資訊傳遞與服務功能的興起，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

態、消費行為，並取代以往旅遊只能從旅行社或口碑相傳為主要訊息來源的傳統

方式(陳瑞麟，2000)，因此網路躍升為消費大眾在搜尋或比較旅遊資訊時，最為省

時經濟的方式。而網路上的資訊與價格多是透明公開，更能降低消費者錯誤資訊

的風險。再加上近年來行動裝置的成熟，3G、4G 行動網路的普及，讓新興的服務

型態趁勢崛起，例如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經濟學人評為「共

享經濟」經典企業的 Airbnb(商業週刊，2013)。 
Airbnb 於 2008 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其是透過網路媒合房東與旅客的訂房平

臺，即是將房東閒置的房間甚至整棟房子，提供給有需要的旅客。Airbnb 它的主

要營運與獲利模式是在媒合成功後，會向房東收取房價的 3％，以及向旅客收取 6
％至 12％的佣金。目前 Airbnb 在全球 190 個國家的 34,000 多個城市，擁有 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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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源，房客總數高達 2 千萬人次(Airbnb, 2014)。它的成功，在於它能讓屋主的

空房產生收入，即是讓過剩的物資，產生經濟效益(鄭志凱，2014)。因為 Airbnb 這

種新興的民宿興起，可能會影響日後國人的出遊住宿的模式，因此探討使用 Airbnb
服務的顧客其消費特性、住宿動機、住宿體驗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2013 年 Airbnb 正式宣布在臺灣成立，在此網站平台上面的「房間」，不僅有

合法民宿、各類型觀光旅館，甚至涵蓋樹屋、城堡、木屋、遊艇、船屋、別墅、小

島、Villa、公寓、套房等各類房型。另一方面 Airbnb 更藉由實質的口碑效應，媒

合全臺的民宿市場，目前在臺灣登記的客房共有 450 個據點，房客來自 47 個國家

(科技報橘，2013)，Airbnb 仰賴了網路口碑的力量，迅速在臺灣竄起，顯見 Airbnb
正逐步影響臺灣消費者的住宿行為，也有可能改變日後國內民宿的經營型態，故

一方面也希望能了解網路口碑對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具有何種影響力，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二。目前國內針對以 Airbnb 為議題的研究不多，故將藉由問卷設計來進

行調查，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欲在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上提供房源的房東參考。 

文獻探討 

民宿與Airbnb 

近年來民宿的發展日益蓬勃，已成為民眾在從事旅遊時的重要選項之一，民

宿所具備的特性與帶給消費者的特殊體驗感受是與一般旅館或飯店截然不同(嚴
如鈺，2003)。而李雪香(2009)研究也指出民宿可使遊客體驗當地生活樂趣，融入

文化領域，進而達到主客之間歡聚交流，及培養彼此欣賞、學習與尊重的目的，

在市場強烈競爭下，特色民宿憑藉創新思維和不同於以往的行銷方式，已迥異於

傳統鄉村民宿的性質(廖君文，2011)。楊凱傑(2004)研究民宿業者策略聯盟時歸納

出民宿業者面臨一些經營的困境，包括民宿屬於小型規模、服務參差不齊、旺季

易發生消費爭議，較缺乏管理行銷概念、整合組織不易等，而難以提升住宿品質。

由於民宿型態受到管理辦法的侷限，致使民宿產業尋求轉型，開始朝向面的規模

發展，而發展出讓房東與房客可透過更明確的互動來各取所需。於是 2008 年於美

國舊金山成立的 Airbnb 總部，就是一種透過專業網路社群的訂房機制，提供旅客

寄住私人民宿或住家的短期租屋平臺，消費者可透過上網預訂客房，以較平價方

式滿足住宿的需求，並享受與民宿主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樂趣(太陽網，2013)。 
Airbnb 的經營模式是：房東可將多餘的房間透過網站發佈(出租)，而房客則是

註冊成為會員後，可從網站搜尋找到所需要的房間並可直接訂房，且房東與房客

可對彼此做評價，以供其他人參考。再者 Airbnb 也提供第三方支付保證，意即房

客所付的房費，會在順利完成住宿後，再由 Airbnb 支付與房東。故 Airbnb 這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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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短期租屋平臺讓房東與房客的媒合變得非常容易，以及有某種相當程度的保

障。這便是當消費者尋求經濟實惠的消費方法時，創業家們發展出「經濟共享」

的商業模式(商業週刊，2013)。Airbnb 這種新興的網路租屋平臺包含訂房、付費、

房東及房客彼此的評價，創造出民宿產業的新模式，勢必對臺灣民宿產業未來的

發展，產生相當程度的改變。 

住宿動機 

動機是消費者從事各種活動的內在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動機在行為之間扮演

著中介的角色，猶如一隻看不見的手，故常用在探討消費者行為，所以瞭解各種

不同的消費動機的內在力量，對企業擬定行銷策略有相當的助益(徐達光，2003)。
Dawson ＆ Brown(1988)曾在其研究中指出選擇民宿的因素，依序為：選擇路線與

地理位置、親切服務、喜歡 B&B 的體驗與概念、膳食、當地景觀介紹、在此地區

有住宿需求、價格與價值、有效的廣告、地方性的吸引、對 B＆B 有特殊興趣、想

嘗試有交流的住宿經驗。可見住宿動機為涵蓋多種因素的一種驅動力，促使消費

者基於內在的需求與外在的影響力而產生了住宿行為(宋永坤、鄧美娟，2012)。 劉
秀端(2007)歸納動機理論也提出民宿顧客的住宿動機是包含內在慾望的推力驅使

顧客前去住宿，而民宿特色則是拉力動機，所以民宿顧客的住宿動機可能是豐富

多樣的。由於 Airbnb 平臺可提供想要以低價消費旅行的顧客，除了便宜的青年旅

館或膠囊旅館之外有不一樣的住宿選擇，本研究將住宿動機定義為引發民宿顧客

透過 Airbnb 短期租屋平臺選擇住宿的內在驅力與外在吸引力。 

住宿體驗 

體驗(experience)是個體受到外在刺激後，經由感情、知覺過程所產生的生理、

心理反應。Pine & Gilmore(1998)以產品特性分析提出體驗經濟的觀念，將體驗因

消費者的參與程度是主動參與或被動參與，以及消費者的關聯或環境關係是屬於

融入情境或只有單純吸收訊息，而分為教育(educational)、娛樂(entertainment)、美

學(esthetic)、及跳脫現實(escapist)四種類型。Schmitt(1999)提出體驗是對某些刺激

回應的個別事件，於「體驗行銷」一書中提出，傳統專注於產品功能效益行銷的

方式已無法吸引消費者，消費者要的不只是功能，而是朝向刺激、娛樂、教育及

挑戰性的體驗感受，故運用心理學的模組概念，針對消費者體驗形式提出五大策

略體驗模組，包含感官體驗、情感體驗、行動體驗、思考體驗與關聯體驗等。其中

住宿是觀光旅遊過程中重要的基本需求，也是影響旅遊體驗滿意的重要因素(侯錦

雄、李素馨，2007)。因此民宿業者應以提昇旅客之住宿體驗感受為首要重點(張佩

婷、朱明毅，2012)。面對激烈的競爭市場，民宿業者必須整合周邊環境及規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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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性的體驗活動，並不斷地了解民宿之營運發展與創新，如此才能突破傳統經營

模式，吸引更多消費者前往體驗住宿(張偉雄、吳滿財、林子堯，2014)。綜合以上

體驗觀點，本研究認為住宿體驗範疇係指遊客在 Airbnb 的住宿過程中，因與民宿

周遭整體環境或活動產生互動關係，而遊客從這些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生理及

心理方面的知覺程度，就是住宿的體驗感受。 

網路口碑 

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在網路上，消費者擁有了主導權，並能影響媒體

或他人，因而擴大了口碑傳播的效用。Buttle(1998)指出口碑不只是面對面的口語

傳遞，其也可以透過網路散佈的方式創造出來，討論的內容不再只是針對品牌、

產品或服務，還擴大到整個組織。當人們在網路上作決策時，會去參考網路上其

他人的意見(Senecal & Nantel, 2004)，而網路口碑因具有及時性、互動性、擴散性、

聯繫性、便利性及無時空限制等特性，容易達到傳播行銷的目的，使其能見度與

傳播效果遠勝過傳統口碑，而更具有說服力。由此可見，網路是傳遞口碑訊息最

好的管道(黃振誼、袁國榮，2007)。網路科技把打造線上口碑變成一件非常容易的

事，這些也都積極鼓勵消費者日後對產品和服務提出評等(rating)、評價(reviews)等
其他相關內容。然而，近年來網路口碑對消費者的影響與日俱增，多數消費者已

習慣藉由瀏覽網路口碑來評估其購買決策，因此對口碑的相關研究大多朝向探討

網路口碑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力，而以民宿行銷管理而言，民宿消費者間的相互

推薦也是影響遊客住宿的主要原因之一，故可知口碑的建立對於不論是傳統式民

宿或旅館式民宿，其長久經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於 Airbnb 會員在選擇住宿時

可參考 Airbnb 網頁上的房客評論以利搜尋相關的住宿資訊，而在完成實際的住宿

經驗之後可在該平台發表住宿的評價，歸納上述研究者所提出的網路口碑衡量構

面，本研究將網路口碑定義為民宿顧客透過 Airbnb，搜尋相關住宿資訊及將其住

宿的經驗在網路上發表評論的行為。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並參酌相關文獻，提出研究架構，藉以瞭解各個變項之

內涵與其相互影響之關係，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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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並參閱相關文獻進行歸納所得的結果，茲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加

以探討： 
假設根據研究之目的與相關之文獻，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 Airbnb 民宿顧客在住宿動機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 Airbnb 民宿顧客在住宿體驗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 Airbnb 民宿顧客在網路口碑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動機與住宿體驗達顯著相關。 
假設五：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達顯著相關。 
假設六：Airbnb 民宿顧客之網路口碑與住宿動機達顯著相關。 
假設七：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動機對於住宿體驗具有預測力。 

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婚姻狀況 
4. 子女數 
5. 教育程度 
6. 每月平均收入  
7. 職業 
8. 居住地 
9. 同伴人數 
10.此次住宿的房價 
11.此次住宿停留的天數 

有差異  

有相關  

可預測  

 住宿動機 

1. 民宿特色 
2. 社交追求 
3. 新鮮體驗 
4. 住宿效益 

 住宿體驗 

1. 情感 
2. 思考 
3. 感官 
4. 行動 

 網路口碑 

1. 口碑搜尋 
2. 口碑散布 
3. 吸引性 
4. 可靠性 

H1 

H3 

H4 

 

H5 

 
H8 

 

H7 

H9 

H6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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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八：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體驗對於網路口碑具有預測力。 
假設九：Airbnb 民宿顧客之網路口碑對於住宿動機具有預測力。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透過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選擇住宿，並有實際使用其住宿服務經驗

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由於 Airbnb 會員的交流是透過連結社交網絡，進行房客諮

詢或預定申請，因此利用網路問卷來蒐集資料。首先於 Google 網站建置網路問卷

後，再將問卷放置在具有高網路流量的開放式網路社群如：背包客棧自助旅行論

壇(www.backpackers.com.tw)、批踢踢實業坊(PTT)以及臉書(Facebook)上，邀請使

用 Airbnb 服務，具有實際住宿體驗的消費者協助填寫此份問卷。分兩階段進行調

查： 
第一階段為問卷之預試，時間為 2014 年 12 月 6 日至 12 月 20 日，共計回收

有效問卷為 73 份。預試量表經鑑別度分析、效度及信度考驗後，問卷內容刪除無

鑑別度之題目並重編題號後，依據結果編製正式問卷。第二階段為正式問卷之發

放。施測時間為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止，正式問卷共計回收 398 份，剔

除無效問卷後，得到有效問卷 388 份，有效回收率為 97.5﹪，最後再進行問卷的

編碼、建檔。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以自編「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

與網路口碑之關係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住宿動機量表」、「住

宿體驗量表」、「網路口碑量表」、「個人背景特性」等四個部份。所有量表皆採用

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來衡量，每題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5 的評分，分數越高代表越同意該題項。各工具內容說明如下： 

 住宿動機量表 

研究參考劉秀端(2007)、宋貞宜(2008)所探討的動機變項，以及研究者自行修

改，將住宿動機分為「住宿效益」、「社交追求」、「新鮮體驗」、「民宿特色」4 個構

面，共計發展出 17 個題項，全部皆為正向題，當得分愈高，代表 Airbnb 民宿顧客

住宿動機愈強烈。 

 住宿體驗量表 

根據 Schmitt(1999)所提出的體驗模組，選擇與本研究對象 Airbnb 內涵相符的

感官體驗、情感體驗、行動體驗、思考體驗來作為住宿體驗的四個構面，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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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文(2004)、劉秀端(2007)等研究，發展出 15 個題項，其中第 10 題為反向題。

當所得分數愈高，即代表受試者對該題項愈同意。 

 網路口碑量表 

採用周美伶、張簡惠湘(2013)之研究將網路口碑的量表分為口碑搜尋行為與口

碑散佈行為，另外再參考吳岱宜(2009)的網路口碑吸引力、可靠性構面，選擇適當

題項加以編修，發展出 15 個題項，其中 2 題為參考相關文獻並統整後增修，全部

皆為正向題。 

 個人背景變項 

參考相關文獻後，擬定的個人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年齡、婚姻狀況、子女

數、教育程度、每月平均收入、職業、居住地、同伴人數及此次住宿的房價、此次

住宿停留的天數共十一項進行調查，以增進對樣本基本特性的瞭解。 

預試資料分析 

為提高問卷的可行性，先進行問卷的預試，根據所得之資料採用統計套裝軟

體 SPSS 18.0 版進行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項目分析是針對預試題目

進行適切性的評估，以檢測問卷的不良指標，因此在資料分析運作上，佔有相當

重要的地位(李城忠，2011)。預試量表所進行的項目分析檢驗如下：首先以高低分

組考驗將有效問卷選取較高與較低者各 27%，作為高分組與低分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的兩組，若達顯著(p＜.05)則此題目具鑑別度，據此刪除未具鑑別度的

題目住宿動機量表 1 題以及住宿體驗量表 1 題。 
其次，針對通過項目分析的題目進行探索性因素分析，以作為各量表之建構

效度。其中住宿動機的 KMO 值為.720，且 Bartlett's 球形檢定的近似卡方分配為

396.469 達顯著；住宿體驗的 KMO 值為.755，且 Bartlett's 球形檢定的近似卡方分

配為 379.789 達顯著；網路口碑的 KMO 值為.810，且 Bartlett's 球形檢定的近似卡

方分配為 510.011 達顯著，表示三個量表皆適合做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萃取

共同因素，挑選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採取最大變異法轉軸分析，以因素負荷量

絕對值大於.5，共同性值大於.2 為選題標準，依據因素分析結果於住宿動機刪除 1
題，住宿動機量表維持「住宿效益」、「新鮮體驗」、「社交追求」、「民宿特色」4 個

構面，可解釋的變異量為 61.311%；住宿體驗量表維持「行動體驗」、「思考體驗」、

「情感體驗」、「感官體驗 4 個構面，可解釋的變異量為 66.865%；網路口碑量表

簡化為「可靠性」、「口碑散佈」、「口碑搜尋」3 個構面，可解釋的變異量為 63.514%。
最後，經由信度檢驗結果顯示，住宿動機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824、住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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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827、網路口碑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879，所有

量表之 Cronbach's α值皆在 0.8 上，顯示修訂完成之「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

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關係調查問卷」量表達一定的穩定性及可靠性。 

正式問卷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經篩選後的正式有效問卷，以 SPSS 18.0 版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信

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事後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與分析 

背景特性分析 

在回收的 388 份有效問卷中，Airbnb 民宿顧客於性別的分佈上以「男性」較

多，佔 55.7%；年齡則以「21 歲~30 歲」這個族群的人數最多，佔 58.5%；婚姻狀

況以「未婚者」居多，佔 72.4%；子女數方面，比例最高為「無」，佔 79.6%；教

育程度以「大專院校」為多數，佔 61.8%；月收入方面，以「20,001~40,000 元」

者最多，佔全體 36.9%；職業以「工商業」最多，佔 29.9%；居住地區以位於「臺

灣北部」為最多，佔 54.9%；同伴人數分佈情形，以「1~3 人」最多，佔 73.7%；

住宿的房價以「1,001~2,000 元」的比例最高，佔 40.5%；住宿停留最多為「2 天 1
夜」，佔 53.1%。 

信度分析與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旨在了解民宿顧客參與 Airbnb 網路民宿平臺住宿動機、住宿體驗及網

路口碑之現況，根據平均數(M)、標準差(SD)描述性統計量做敘述統計之分析。 

 住宿動機量表 

本量表的「住宿效益」、「新鮮體驗」、「社交追求」、「民宿特色」4 個構面，其

信度介於.635~.707 之間，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829，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

本研究之有效樣本在住宿動機四個構面的得分依序為「住宿效益」 (M=3.9, 
SD=.505)、「民宿特色」(M=3.89, SD=.699)、「新鮮體驗」(M=3.56, SD=.705)、「社

交追求」(M=3.14, SD=.768)。 

 住宿體驗量表 

本量表的「感官體驗」、「情感體驗」、「行動體驗」、「思考體驗」4 四個構面，

信度介於.724~.782 之間，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861，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



 
 
 
 
 
 
 
 
 
 
 
 
 
 
 
 
 
 
 
 
 
 
 
 
 
 
 
 
 
 
 
 
 
 
 
 
 
 
 
 
 

 

臺灣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關係-以 Airbnb 為例 

- 25 - 

在 Airbnb 民宿顧客的住宿體驗部分，根據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4 個構面的平均

數由高而低依序為「行動體驗」(M=4.1, SD=.570)、「感官體驗」(M=3.77, SD=.707)、
「情感體驗」(M=3.72, SD=.615)，整體的平均數偏向同意。而民宿住宿體驗中以

「思考體驗」(M=3.56, SD=.726)構面顧客同意程度最低。 

 網路口碑量表 

本量表共分為「口碑搜尋」、「口碑散佈」、「可靠性」3 個構面，其信度介

於.781~.873 之間，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910，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由描述

性統計分析得知各構面平均數由高而低依序為「口碑搜尋」(M=4.16, SD=.622)、
「可靠性」(M=4.05, SD=.551)、「口碑散佈」(M=3.62, SD=.686)。 

不同背景變項在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差異分析 

在假設檢定方面，除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行比較分

析外，其餘變項則以單因子變異數進行分析，若達顯著差異，則進行 Scheffé 事後

比較；若各組變異數不同質，則採 Dunnett's T3 法或 Games-Howell 法做事後比較。 

 不同背景變項對住宿動機之差異分析 

結果如表 1 所示。「婚姻狀態」在民宿特色(t=-2.022, p<.05)與住宿效益動機上

達顯著差異(t=-2.913, p<.01)，已婚顯著優於未婚。「子女數」在民宿特色(F=3.996, 
p<.05)構面達顯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子女數 1 個顯著優於無子女者。「同

伴人數」在民宿特色(F=3.052, p<.05)、住宿效益(F=9.738, p<.001)構面上則有顯著

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民宿特色上，同伴人數 4 人以上動機顯著優於單獨前

往者。在住宿效益上，同伴人數 1~3 人、4 人以上顯著優於單獨前往住宿的民宿顧

客。針對「住宿停留的天數」方面，在民宿特色上(F=4.569, p<.01)，住宿 2 天 1 夜

與 3 天 2 夜顯著優於住宿 5 天 4 夜以上。社交追求上(F=5.416, p<.001)，住宿 3 天

2 夜顯著優於住宿 2 天 1 夜和 5 天 4 夜以上。新鮮體驗方面(F=8.298, p<.001)，住

宿 2 天 1 夜、3 天 2 夜顯著優於住宿 4 天 3 夜及 5 天 4 夜以上。 
綜合上述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之婚姻狀態、子女數、同伴人數與住宿停

留天數在住宿動機上有顯著差異，於性別、居住地、平均月收入及教育程度則未

達顯著差異，此與王美慧、陳瑞龍、葉陳錦(2006)的研究相符。因此研究假設一：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 Airbnb 民宿顧客在住宿動機上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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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於住宿動機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民宿特色 社交追求 新鮮體驗 住宿效益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性別 
(1)男 216 3.917  .650  216 3.204  .702  216 3.584  .684  216 3.877  .511  
(2)女 172 3.829  .755  172 3.062  .840  172 3.520  .731  172 3.935  .497  
t 值 1.222 1.773 .890 -1.125 

年齡 

(1)30 歲以下 244  3.836  .667  244 3.172  .737  244 3.595  .660  244 3.884  .461  
(2)31~40 歲 113 3.953  .698  113 3.086  .810  113 3.478  .810  113 3.968  .570  
(3)41 歲以上 31 3.935  .913  31 3.097  .866  31 3.532  .632  31 3.806  .572  
F 值 1.193 .545 1.091 1.678 

婚姻 
狀況 

(1)未婚 281 3.834 .669 281 3.132 ,746 281 3.530 .689 281 3.857 .501 
(2)已婚 107 3.994  .762  107 3.165  .828  107 3.624  .744  107 4.022 .578 
t 值 -2.022* -.383 -1.169 -2.913** 

子女數 

(1)無 309 3.834  .680  309 3.126  .758  309 3.528  .715  309 3.889  .485  
(2)1 個 27 4.198  .549  27 3.346  .719  27 3.778  .637  27 4.037  .447  
(3)2 個以上 52 3.974  .827  52 3.122  .853  52 3.606  .667  52 3.915  .632  
F 值  3.996*   1.031   1.710   1.092  
事後檢定  2＞1           

教育程度 
(1)大專院校以下 250 3.871 .664 250 3.173 .777  250 3.567 .675 250 3.889 .493 
(2)研究所以上 138 3.891 .760 138 3.082 .752 138 3.536 .758 138 3.928 .527 
t 值 -.278 1.12 .411 -.723 

平均 
月 
收入 

(1)20,000 以下 109 3.872  .643  109 3.232  .692  109 3.672  .610  109 3.864  .478  
(2)20,001~40,000 143 3.848  .623  143 3.110  .790  143 3.524  .736  143 3.885  .485  
(3)40,001~60,000 95 3.853  .812  95 3.056  .832  95 3.439  .753  95 3.949  .520  
(4)60,001 以上 41 4.057  .802  41 3.203  .730  41 3.628  .685  41 3.956  .604  
F 值 1.026 1.070 2.105 .690 

職業 

(1)工商業 116 3.897  .679  116 3.106  .755  116 3.472  .737  116 3.912  .508  
(2)軍公教 67 3.920  .841  67 3.055  .887  67 3.582  .750  67 4.033  .574  
(3)服務業 62 3.968  .685  62 3.226  .693 62 3.661  .616  62 3.884  .501  
(4)學生 96 3.854  .628  96 3.229  .713  96 3.633  .624  96 3.854  .501  
(5)其他 47 3.702  .675  47 3.057  .826  47 3.431  .804  47 3.817  .370  

 F 值 1.112 .915 1.442 1.717 

居地住 

(1)台灣北部 213 3.865  .749  213 3.119  .773  213 3.493  .730  213 3.877  .543  
(2)台灣南部 81 3.860  .681  81 3.259  .816  81 3.682  .746  81 3.931  .463  
(3)其他地區 94 3.922  .594  94 3.089  .710  94 3.590  .591  94 3.936  .449  
F 值 .247 1.267 2.274 .607 

同伴 
人數 

(1)無 51 3.712  .924  51 3.157  .725  51 3.348  .723  51 3.624  .575  
(2)1~3 人 286 3.876  .633  286 3.134  .744  286 3.580  .678  226 3.955  .464  
(3)4 人以上 51 4.052  .764  51 3.163  .944  51 3.632  .807  51 3.890  .565  
F 值 
事後檢定 

3.052* 
3＞1 .044 2.701 9.738*** 

2＞1；3＞1 

此次 
住宿 
房價 

(1)1,000 元以下 32 4.042  .784  32 3.260  .665  32 3.508  .758  332 3.800  .586  
(2)1,001~2,000 元 157 3.834  .627  157 3.068  .741  157 3.519  .728  157 3.906  .472  
(3)2,001~3,000 元 119 3.964  .691  119 3.269  .789  119 3.637  .649  119 3.933  .512  
(4)3,000 元以上 80 3.771  .790  80 3.046  .809  80 3.528  .720  80 3.893  .528  
F 值 2.028 2.261 .751 .593 

住宿 
停留 
天數 

(1)2 天 1 夜 206 3.887  .651  206 3.095  .676  206 3.576  .637  206 3.840  .497  
(2)3 天 2 夜 100 4.020  .610  100 3.383  .762  100 3.760  .623  100 3.960  .458  
(3)4 天 3 夜 32 3.844  .733  32 3.031  .881  32 3.297  .906  32 3.963  .522  
(4)5 天 4 夜以上 50 3.580  .925  50 2.913  .950  50 3.230  .828  50 4.008  .590  
F 值 4.569** 5.416*** 8.30*** 2.394 
事後檢定 1, 2＞4 2＞1；2＞4   1＞4；2＞3, 4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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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背景變項對住宿體驗之差異分析 

依據表 2 所示，「性別」在思考體驗達顯著差異(t=2.70, p<.01)，男性顯著優於

女性。「婚姻狀態」在感官體驗達顯著差異(t=-2.298, p<.05)與思考體驗達顯著差異

(t=-2.975, p<.01)，發現已婚顯著優於未婚的顧客族群。「子女數」在思考體驗

(F=9.043, p<.001)達顯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子女數 1 個和子女數 2 個以上顯

著優於無子女的顧客。「每月平均收入」在行動體驗構面達顯著，經由事後比較發

現，收入在 20,000~40,000 元及 40,001~60,000 元的顧客顯著優於月收入 20,000 元

以下的顧客。「同伴人數」在思考體驗(F=3.745, p<.05)、行動體驗(F=4.731, p<.01)
構面上則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思考體驗上，4 人以上顯著優於單獨前

往的顧客。在行動體驗上，1~3 人的住宿體驗顯著優於單獨前往住宿的顧客。「住

宿停留的天數」方面，在感官體驗上(F=3.191, p<.05)達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住

宿 3 天 2 夜顯著優於住宿 4 天 3 夜以上；思考體驗(F=9.089, p<.001)達顯著差異，

事後比較發現住宿 2 天 1 夜、3 天 2 夜以上顯著優於住宿 5 天 4 夜以上；行動體

驗(F=5.783, p<.001)達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住宿 4 天 3 夜與 5 天 4 夜以上顯著

優於住宿 2 天 1 夜。 
由上述可知研究假設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 Airbnb 民宿顧客在住宿體驗上

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其中，在性別、婚姻狀態、平均月收入、子女數、同

伴人數、住宿停留的天數等 6 項有明顯差異，其餘變項與住宿體驗各構面則未達

顯著水準，代表沒有差異。李銘權(2010)、王偉伶、黃蕙娟、劉嘉豪(2012)等研究

也證實不同的人口變項在體驗達到顯著差異的結果相同。與李世昌、林聰哲(2009)
發現人口統計變項中婚姻、年齡、居住地、教育程度及平均月收入對體驗有顯著

差異則有部分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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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於住宿體驗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性 
別 

(1)男 216 3.752  .692  216 3.716  .568  216 3.646  .638  216 4.051  .569  
(2)女 172 3.779  .728  172 3.727  .671  172 3.442  .811  172 4.153  .567  
t 值 -.370 -.164 2.7** -1.751 

年 
齡 

(1)30 歲以下 244 3.795  .684  244 3.736  .586  244 3.493  .733  224 4.065  .541  
(2)31~40 歲 113 3.677  .750  113 3.692  .676  113 3.637  .730  113 4.179  .579  
(3)41 歲以上 31 3.839  .723  31 3.710  .623  31 3.750  .599  31 4.040  .725  
F 值 1.265 .195 2.762 1.731 

婚姻 
狀況 

(1)未婚 281 3.714  .708  281 3.700  .600  281 3.488  .687  281 4.068  .532  
(2)已婚 107 3.897  .693  107 3.776  .651  107 3.731  .796  107 4.171  .656  
t 值 -2.298* -1.081 -2.975** -1.594 

子 
女 
數 

(1)無 309 3.736  .715  309 3.700  .615  309 3.483  .729  309 4.088  .531  
(2)1 個 27 3.870  .582  27 3.880  .648  27 4.009  .498  227 4.306  .560  
(3)2 個以上 52 3.875  .720  52 3.764  .593  52 3.750  .697  52 4.034  .757  
F 值 1.184 1.212 9.043*** 2.180 
事後檢定   2＞1；3＞1  

教育 
程度 

(1)大專院校以下 250 3.752  .690  250 3.732  .615  250 3.566  .697  250 4.062  .538  
(2)研究所以上 138 3.786  .740  138 3.701  .617  138 3.536  .778  138 4.158  .620  
t 值 -.456 .474 .386 -1.586 

平 
均 
月 
收 
入 

(1)20,000(含)以下 109 3.835  .670 109 3.764  .571  109 3.569  .644  109 3.952  .575  
(2)20,001~40,000 143 3.675 .667  143 3.740  .587  143 3.554  .655  143 4.150  .511  
(3)40,001~60,000 95 3.800 .763  95 3.668  .669  95 3.474  .898  95 4.168  .587  
(4)60,001 以上 41 3.805  .797  41 3.665  .700  41 3.713  .719  41 4.122  .657  
F 值 1.252 .563 1.062 3.361* 
事後檢定    2＞1；3＞1 

職業 

(1)工商業 116 3.681  .741  116 3.638  .661  116 3.550  .828  116 4.177  .582  
(2)軍公教 67 3.978  .781  67 3.810  .650  67 3.634  .804  67 4.187  .597  
(3)服務業 62 3.710  .604  62 3.794  .561  62 3.617  .568  62 4.040  .498  
(4)學生 96 3.766  .684  96 3.706  .558  96 3.513  .600  96 3.979  .598  
(5)其他 47 3.734  .650  47 3.734  .620  47 3.463  .771  47 4.080  .492  

 F 值 2.061 1.120 .582 2.199 

居 
地 
住 

(1)台灣北部 213 3.749  .781  213 3.711  .678  213 3.521  .768  213 4.082  .626  
(2)台灣南部 81 3.772  .703  81 3.694  .632  81 3.519  .724  81 4.111  .517  
(3)其他地區 94 3.793  .515  94 3.766  .422  94 3.665  .616  94 4.114  .475  
F 值 .130 .352 1.414 .140 

同 
伴 
人 
數 

(1)無 51 3.569  .700  51 3.637  .635  51 3.436  .694  51 3.873  .708  
(2)1~3 人 286 3.799  .682  286 3.733  .594  286 3.533  .721  286 4.136  .530  
(3)4 人以上 51 3.765  .827  51 3.735  .710  51 3.799  .745  51 4.093  .594  
F 值 2.310 .543 3.745* 4.731** 
事後檢定   3＞1 2＞1 

住宿 
房價 

(1)1,000 元以下 32 3.797  .670  32 3.789  .687  32 3.680  .776  32 4.109  .635  
(2)1,001~2,000 元 157 3.697  .716  157 3.669  .617  157 3.486  .675  157 4.111  .555  
(3)2,001~3,000 元 119 3.840  .651  119 3.731  .589  119 3.670  .702  119 4.095  .538  
(4)3,000 元以上 80 3.769  .783  80 3.781  .622  80 3.472  .816  80 4.063  .625  
F 值 .949 .773 2.159 .136 

住宿 
停留 
天數 

(1)2 天 1 夜 206 3.786  .629  206 3.706  .535  206 3.648  .631  206 4.006  .583  
(2)3 天 2 夜 100 3.860  .644  100 3.838  .545  100 3.665  .624  100 4.108  .455  
(3)4 天 3 夜 32 3.438  .896  32 3.703  .688  32 3.273  .894  32 4.344  .527  
(4)5 天 4 夜以上 50 3.690  .925  50 3.560  .914  50 3.135  .953  50 4.285  .660  
F 值 3.191 * 2.413   9.689*** 5.783*** 
事後檢定 2＞3  1＞4；2＞4 3＞1；4＞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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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背景變項對網路口碑之差異分析 

根據表 3 所示，「性別」在口碑搜尋(t=-2.485, p<.05)有顯著差異，女性顯著優

於男性。「教育程度」在口碑搜尋(t=-3.013, p<.05)達顯著差異，研究所以上顯著優

於大專院校以下。「平均月收入」口碑搜尋(F=4.796, p<.01)構面達顯著差異，經由

事後檢定發現，收入 20,001~40,000 元及 40,001~60,000 元顯著優於收入 20,000 元

以下。「同伴人數」在口碑搜尋(F=3.153, p<.05)、「可靠性」(F=3.476, p<.05)構面上

則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口碑搜尋」及「可靠性」上，皆是同伴人數

1~3 人顯著優於單獨前往住宿的顧客。「住宿停留的天數」在口碑搜尋(F=4.569, 
p< .001)上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住宿 4 天 3 夜和 5 天 4 夜以上顯著優於

住宿 2 天 1 夜與 3 天 2 夜。在口碑散佈(F=11.101, p<.001)上有顯著差異，經事後

比較發現，住宿 4 天 3 夜和 5 天 4 夜顯著優於住宿 2 天 1 夜。可靠性(F=6.848, 
p<.001)上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住宿 4 天 3 夜和 5 天 4 夜顯著優於住宿 2
天 1 夜。 

依據結果，對於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 Airbnb 民宿顧

客在網路口碑上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其中，在性別、教育程度、平均月收

入、同伴人數、住宿停留的天數等 5 項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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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於網路口碑構面之差異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口碑搜尋 口碑散佈 可靠性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個數 M SD 

性別 
(1)男 216 4.091  .624  216 3.571  .650  216 4.010  .527  
(2)女 172 4.248  .611  172 3.686  .725  172 4.103  .578  
t 值      -2.485*  -1.621       -1.631 

年齡 

(1)30 歲以下 244 4.127  .596  244 3.617  .647  244 4.065  .507  
(2)31~40 歲 113 4.224  .621  113 3.692  .756  113 4.065  .624  
(3)41 歲以上 31 4.194  .806  31 3.406  .688  31 3.892  .600  
F 值        .988       2.139       1.397 

婚姻 
狀況 

(1)未婚 281 4.126  .576  281 3.601  .667  281 4.034  .504  
(2)已婚 107 4.252  .725  107 3.679  .734  107 4.097  .660  
t 值  -1.796       -.999   -1.002 

子女數 

(1)無 309 4.159  .586  309 3.626  .680  309 4.073  .514  
(2)1 個 27 4.346  .527  27 3.770  .545  27 4.148  .472  
(3)2 個以上 52 4.077  .834  52 3.523  .774  52 3.872  .747  
F 值   1.672       1.179       3.450* 
事後檢定          ▲ 

教育 
程度 

(1)大學以下 250 4.091  .590  250 3.586  .700  250 4.020  .526  
(2)研究所以上 138 4.287  .661  138 3.688  .657  138 4.107  .593  
t 值      -3.013*      -1.415       -1.498 

平均 
月收入 

(1)20,000 元以下 109 3.972  .600  109 3.525  .686  109 3.971  .524  
(2)20,001~40000 143 4.224  .570  143 3.690  .633  143 4.071  .494  
(3)40,001~60000 95 4.239  .643  95 3.644  .740  95 4.100  .643  
(4)60,001 以上 41 4.260  .717  41 3.595  .725  41 4.081  .580  
F 值 4.796**   1.249       1.121 
事後檢定 2＞1; 3＞1   

職業 

(1)工商業 116 4.287  .615  116 3.619  .711  116 4.108  .587  
(2)軍公教 67 4.234  .682  67 3.660  .756  67 4.117  .599  
(3)服務業 62 4.118  .509  62 3.597  .565  62 3.976  .480  
(4)學生 96 4.063  .622  96 3.602  .697  96 4.017  .531  
(5)其他 47 4.000  .637  47 3.651  .665  47 3.986  .515  
F 值       2.944* .112       1.089 
事後檢定 ▲   

居住地 

(1)台灣北部 213 4.153  .671  213 3.590  .746  213 4.042  .629  
(2)台灣南部 81 4.132  .549  81 3.657  .658  81 4.076  .463  
(3)其他地區 94 4.202  .568  94 3.666  .557  94 4.050  .422  
F 值 .310 .533        .111 

同伴 
人數 

(1)無 51 3.961  .708  51 3.478  .732  51 3.869  .653  
(2)1~3 人 286 4.197  .589  286 3.644  .621  286 4.087  .502  
(3)4 人以上 51 4.157  .688  51 3.643  .939  51 4.029  .671  
F 值   3.153*   1.292    3.476* 
事後檢定   2＞1      2＞1 

此次 
住宿 
房價 

(1)1,000 元以下 32 4.094  .624  32 3.475  .750  32 3.917  .593  
(2)1,001~2,000 元 157 4.200  .608  157 3.573  .667  157 4.048  .530  
(3)2,001~3,000 元 119 4.179  .583  119 3.697  .634  119 4.105  .461  
(4)3,000 元以上 80 4.083  .703  80 3.665  .762  80 4.031  .684  
F 值       .774       1.343   1.050 

住宿 
停留 
天數 

(1)2 天 1 夜 206 4.031  .611  206 3.465  .571  206 3.960  .529  
(2)3 天 2 夜 100 4.153  .505  100 3.686  .644  100 4.058  .437  
(3)4 天 3 夜 32 4.479  .574  32 4.063  .708  32 4.339  .543  
(4)5 天 4 夜以上 50 4.507  .717  50 3.860  .948  50 4.230  .734  
F 值 11.865*** 11.101*** 6.848*** 
事後檢定 3＞1；4＞1, 2 3＞1；4＞1 3＞1：4＞1 

1.*p<.05;**p<.01;***p<.001    2.▲表示為經事後檢定未顯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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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相關分析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間

的關聯性。相關係數越接近+1 或-1 時，表示變項的關聯情形越明顯。其中相關係

數.70~.99為高度相關；.40~.69代表中度相關；.10~.39表示低度相關(李城忠，2011)。
由表 4、表 5、表 6 所示：整體住宿體驗與整體住宿動機存在中度的正相關(r=.480, 
p<.001)；整體住宿體驗與整體網路口碑達顯著中度正相關(r=.606, p<.001)；整體網

路口碑與整體住宿動機是屬於顯著中度正相關(r=.646, p<.001)，表示整體住宿動機

愈高，整體住宿體驗就愈高；整體住宿體驗愈高，整體網路口碑就愈高；整體網

路口碑愈高，整體住宿動機就愈高。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皆獲得支

持： 
假設四：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與住宿體驗達顯著相關 
假設五：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驗達顯著相關 
假設六：Airbnb 民宿顧客網路口碑與住宿動機達顯著相關 

表 4 住宿動機與住宿體驗之關係表 

變項構面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整體 
住宿體驗 

民宿特色 .444*** .454***   .622*** .326*** .611***  
社交追求 .388*** .448*** .424*** .133*** .453***  
新鮮體驗 .554*** .573*** .633*** .184*** .633***  
住宿效益 .499*** .474*** .384*** .573*** .611***  
整體住宿動機 .629***  .649***  .682***  .400***  .480***   
 ***p＜.001 

表 5 住宿體驗與網路口碑之關係表 

變項構面 口碑搜尋 口碑散佈 可靠性 整體 
網路口碑 

感官體驗 .240***  .416*** .453***  .459*** 
情感體驗 .213*** .447*** .395*** .441*** 
思考體驗 .140** .323*** .219*** .285*** 
行動體驗 .716*** .529*** .704*** .746*** 
整體住宿體驗 .413*** .545*** .548***  .606*** 
**p＜.01;***p＜.001 

表 6 網路口碑與住宿動機之關係表 

變項構面 民宿特色 社交追求 新鮮體驗 住宿效益 整體 
住宿動機 

口碑搜尋 .250*** .041   .030  .462*** .253*** 
口碑散佈 .191*** .384*** .311***  .539*** .477*** 
可靠性 .251*** .205*** .219*** .616*** .429 *** 
整體網路口碑 .266***  .282***  .251***  .646***  .48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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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項之預測分析 

為了解變項間因果關係，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強迫變數進入法，在一定顯著

水準下，將所有對依變項有解釋能力的預測變項全部納入迴歸方程式。檢定適合

度最常使用判定係數或稱決定係數為 R2，可得知迴歸模型結果之解釋高或低，R2

介於 0 到 1 之間，如果 R2 越高，表示迴歸模型之解釋力越好，且迴歸模型之 F 值

檢定也越能達到顯著(李城忠，2011)。在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前，先透過變異數波動

因素(VIF)來判斷各變數間是否存在共線性之問題，經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所有迴

歸方程式之 VIF 值均小於 10，故共線性問題不存在。 

 住宿動機對住宿體驗之預測分析 

歸納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7。從影響來看，住宿動機之「社交追求」並未納入

迴歸分析中，顯示對住宿體驗無預測力，而「民宿特色」與「住宿效益」之預測力

最高，其次為「新鮮體驗」，在迴歸分析中皆被納入，因此假設七：Airbnb 民宿顧

客的住宿動機對住宿體驗有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 

表 7 住宿動機對住宿體驗迴歸分析彙整表 

自變項 依變項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整體住宿體驗 

民宿特色 β=.169 β=.178 β=.407 β=.177 β=.322 
社交追求      
新鮮體驗 β=.319 β=.313 β=.394 β=-.134 β=.293 
住宿效益 β=.267 β=.213  β=.582 β=.327 
調整後的 R2 .403 .419 .535 .353 .611 

  F 66.385*** 70.766*** 112.216*** 53.840*** 152.795*** 
***p＜.001 

 住宿體驗對網路口碑之預測分析 

歸納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8，從影響來看，住宿體驗之「思考體驗」並未納入

迴歸分析中，顯示對網路口碑不具預測力，而「行動體驗」之預測力最高，在迴歸

分析中皆被納入，其次為「感官體驗」、而「情感體驗」僅對口碑散佈有預測力。

因此假設八：Airbnb 民宿顧客的住宿體驗對網路口碑有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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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住宿體驗對網路口碑迴歸分析彙整表 

自變項 依變項 
口碑搜尋 口碑散佈 可靠性 整體網路口碑 

感官體驗  β=.111  β=.205  β=.141  
情感體驗  β=.180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β=.762  β=.393  β=.620  β=.656  
調整後的 R2 .517 346 .528 .584 

  F 104.499*** 52.226*** 109.016*** 136.691*** 
***p＜.001 

 網路口碑對住宿動機之預測分析 

從迴歸分析結果，歸納如表 9 所示。從影響來看，Airbnb 民宿顧客的網路口

碑對住宿動機各構面皆有預測力，而網路口碑之口碑搜尋雖然對住宿動機之民宿

特色、社交追求及住宿效益為正向影響，對新鮮體驗為負向影響，但在整體分析

上，其對整體住宿動機沒有預測力。相對的，口碑散佈之預測力較高，僅在民宿

特色構面未被納入，而可靠性則對新鮮體驗、住宿效益及整體住宿動機具預測力，

因此假設九：Airbnb 民宿顧客的網路口碑對住宿動機有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 

表 9 網路口碑對住宿動機迴歸分析彙整表 

自變項 依變項 
民宿特色 社交追求 新鮮體驗 住宿效益 整體住宿動機 

口碑搜尋 β=.149 β=.171 β=-.198 β=.104  
口碑散佈  β=.432 β=.296 β=.245 β=345  
可靠性   β=.158 β=.394 β=.244  
調整後的 R2 .071 .161 .114 .419 .250 

  F 10.810*** 17.572*** 93.844*** 93.844*** 44.083*** 
***p＜.001 

結論與建議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綜合探討，經由分類與評析得到如下 7 點結論與 2 項

建議，分別於下說明之。 

結論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最受工商業與學生、21~30 歲的年輕族群及未婚者的

青睞 

依據問卷蒐集的結果顯示，Airbnb 民宿顧客在職業方面以工商業的上班族為

主，其次為學生，此外軍公教因工作與假期穩定也有一定的比例，三者合起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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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 71.9%，顯見上班族與學生是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的主要客群。與劉秀端

(2007)、宋貞宜(2008)、張佩婷、朱明毅(2012)等研究一般民宿的結果相符。 
年齡層部分，Airbnb 民宿顧客大部分集中在「21 歲~30 歲」及「31 歲~40 歲」

之內，兩者合計約佔 87.6%，推測此時期的民宿顧客較重視休閒旅遊活動，由於利

用網路訂房十分方便，使得年輕族群會透過網際網路搜尋住宿地點，因此較易接

受 Airbnb 這類新興網路民宿平台的住宿模式，王伯文(2004)、郭殷豪、李婕禎、

王富全、倪薇筠(2009)等學者調查民宿遊客的屬性也有相同結果。 
而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的顧客比例最高，推論未婚者在不需承擔較多的家

庭責任之下，比較願意嘗試新穎、具共享型態的住宿模式，此與廖榮聰(2003)、施

秋靜(2012)等人研究一般民宿顧客以未婚者比例較高的結果相同。 
至於在平均月收入方面，收入水準以「20,001~40,000 元」最多，根據行政院

主計處(2015)公布的資料顯示，國人在 2014 年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平均為 35,986 元，其中年齡在 20~24 歲，平均所得為 24,758 元，25~29 歲平均所

得為 31,830 元，經濟狀況大部分屬於小康，而 Airbnb 的共享住宿型態，房價比一

般旅館飯店低，由此推論較符合此族群的經濟能力而廣受歡迎，此與吳玟琪(2005)、
林瑩昭(2010)研究民宿消費行為的結果相似。 

 已婚有小孩、同伴人數 4 人以上的 Airbnb 民宿顧客，最重視民宿特色 

研究針對不同人口統計資料於住宿動機中達顯著差異之結果，進行探討。結

果顯示：已婚有子女、同伴人數 4 人以上者得分皆明顯高於未婚、無小孩、單獨

住宿者者，推測已婚者因與子女或家人朋友出遊，在規劃相關旅遊行程，會重視

民宿地點是否能促進親子與同伴的互動，以達到調劑精神情緒、豐富生活經驗、

凝聚情感向心力、抒解生活壓力等目的，故偏向選擇風景優美、環境單純清靜的

地區，因此會有較高的動機。 

 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動機以住宿效益最高 

本研究樣本顯示，住宿動機各構面之平均分數依序為「住宿效益」、「民宿特

色」、「新鮮體驗」、「社交追求」。於「住宿效益」上，「在 Airbnb 平台選擇住宿的

消費符合我的預算」為得分最高的題項，其次為題項「該民宿在 Airbnb 平台上的

照片與相關解說，非常吸引我」。由於 Airbnb 平台上所提供的民宿相對於一般旅

館飯店制式的房型與服務，其型態較為多元且往往具獨特性，再加上共享經濟的

精神，民宿多為房東閒置資產的出租，故費用上也較為平價實惠，在此兩個因素

加乘之下，便容易吸引想要以低消費旅行及想要住得更與眾不同的顧客選擇住宿。

此與李樑堅、宋長青、康桓甄(2008)研究顯示口碑、美景、服務是顧客選擇民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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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考量因素之結果相近。 

 民宿特色及住宿效益的動機愈高，住宿體驗的感受就愈強烈 

迴歸分析結果中，由表 7 得知住宿動機之「民宿特色」無論對住宿體驗各構

面，或是對整體住宿體驗，皆有預測力，而「住宿效益」除了對思考體驗不具預測

力之外，對住宿體驗其他構面與整體住宿體驗皆具預測力。顯示越重視民宿特色

與住宿效益者，越容易有滿意的住宿體驗。探究其原因是國人旅遊方式漸漸由觀

光形式轉為自然體驗，而民宿的地點若具備自然環境特色與生態資源，便能使顧

客留下深刻的體驗感受。其次，主客間良好的互動與親切的服務，往往也提升了

住宿的品質，可見 Airbnb 民宿顧客在享受了特色的民宿，獲得滿意的住宿效益，

對於住宿體驗的評價自然就會比較高。 

 Airbnb 民宿顧客之住宿體驗最重視「行動體驗」 

在住宿體驗構面中以「行動體驗」得分最高，由於使用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

服務的族群多屬於青壯族群，平時活躍於社群媒體包含 Facebook、LINE 等，本就

習慣透過網路蒐集相關資訊或提出評論，而 Airbnb 網路平台本身便有房東房客互

評機制，即是會邀請民宿顧客在完成住宿體驗之後，對房東發表評價。因此，Airbnb
民宿顧客相當重視其他房客對民宿的評價，若有滿意的住宿體驗也會願意向親朋

好友推薦，故「行動體驗」的分數高於其他構面的得分，這與王伯文(2004)、吳佩

璇(2008)研究一般民宿遊客皆以情感體驗得分較高的結果不同。  

 Airbnb 民宿顧客之行動體驗愈高，整體網路口碑就愈高 

經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行動體驗」與網路口碑各構面皆呈現顯

著正相關，其中與「口碑搜尋」、「可靠性」更達高度相關。由於網路時代已發展成

熟，透過網路平台或社群網站蒐集民宿相關資訊，對消費者而言是十分便利的。

故可推論注重行動體驗的顧客，較常參考Airbnb網路民宿平台上民宿的綜合評分，

並依賴網路口碑來協助其評估民宿的好壞。Bickart & Schindler(2001)也指出當網

路口碑的可信度愈高，則對消費者的態度和行為也會造成愈多的影響。 

 網路口碑中的散佈行為是影響住宿動機的重要因素 

分析結果發現，網路口碑中以「口碑散佈」對住宿動機的預測力最高，Herr et 
al.(1991)發現消費者在未實際使用產品或品牌前，對產品或品牌的態度將受到口碑

的影響，而楊學成、錢明輝(2006)的研究也指出，網路上的口碑傳播活動，已成為

影響消費者購物決策的重要力量。因此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群眾效應的影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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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眾多網友願意在 Airbnb 上留言分享其住宿經驗，主動向他人推薦，或評價該

民宿良好與可靠性高時，Airbnb 的使用者在眾多選擇中，會傾向於嘗試一下該評

價高的民宿，因此，也會提升其前往住宿的動機與意願。 

建議 

 對在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提供房源的房東之建議 

 考量住宿需求，提供合理實惠的房價 

調查結果顯示，Airbnb 民宿顧客住宿動機最重視住宿效益及民宿特

色，建議提供住宿者需考量消費者的住宿需求，提供合理實惠的房價，或

是配合季節、當地特色風光，安排不同的體驗活動給投宿的顧客，例如私

密景點、特色餐飲、民俗活動或導覽服務等等方式，以增加住宿體驗的豐

富性與趣味性，希望藉由體驗的風格營造，更能提高住宿時的整體感受，

而這也有助於提升良好的網路口碑。 
另外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上發佈的房源照片，經調查顯示也是吸引

民宿顧客選擇投宿的原因，故建議擁有房源的房東定期更新資訊，多呈現

房源特殊優美的景致，可提高更多顧客住宿的意願。 

 注意網路口碑的變化，隨時監控評價 

住宿體驗以行動體驗最能夠預測 Airbnb 民宿顧客的網路口碑。在實

務上，有越來越多人會在社群網站上，透過分享資訊、詢問問題與回應他

人的方式來交流各種訊息。社群網站開放性的特性使得網路口碑傳遞效果

更能充分發揮，而研究顯示 Airbnb 民宿顧客在該平台上的評價會影響顧

客的住宿動機與意願，因此提供房源的房東應隨時監控評價，注意網路口

碑的變化，以降低負面口碑與負面形象的發酵或蔓延，若能適當回應顧客

的需求，維持住宿的品質水準，亦有利於增強顧客投宿的動機。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由於研究樣本受限於使用中文的顧客，但透過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在臺灣住

宿的會員亦包含許多來自外國的旅客，故結論可能無法推論到所有的顧客，建議

未來研究者擴大研究對象，同時亦可在其他國家的旅遊住宿或觀光等討論區發佈，

以獲得更客觀的資料。而本研究主要以量化方式進行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取得相

關資料，但問卷之問項實無法涵蓋所有 Airbnb 民宿顧客的看法，因此建議後續的

研究可利用質性研究，透過實地觀察、深度訪談，蒐集多面資料方能更了解 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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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顧客之特性。再加上 Airbnb 網路民宿平台型態多元，影響民宿顧客選擇住宿

的因素繁多，例如商務出差、價格考量、交通地點或住宿備案等，後續研究者可

對不同影響的因素做更深入的探究，或進一步探討體驗效益、滿意度及再宿意願

等變項，以進行更完整的分析，進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價值與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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