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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推動地方觀光，推出許多觀光政策，如實行周休二日政策，企

圖帶動地方城市觀光發展，促進民眾休閒生活品質，當民眾在住宿上有多元選擇而讓觀

光住宿市場變得日益競爭。台灣的宗教信仰的興盛，越來越多的寺廟利用多餘的香油錢

興建香客大樓，以提供香客住宿，希望藉此吸引更多香客與觀光客。本研究旨在探討香

客大樓市場旅客的住宿體驗價值狀況，並藉此來推估住宿體驗價值對於旅客之影響;期

望透過本研究的探討與分析，對未來宗教旅遊產業經營者與策略規劃者在行銷宗教旅遊

市場時有所助益，本研究以高雄內門順賢宮香客大樓住宿之旅客作為研究對象，進行便

利抽樣之問卷調查，共計發出350份調查問卷，共計回收289份問卷為有效問卷，本研究

利用SPSS18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驗證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研究結果顯示，遊客之

「住宿體驗價值」和「體驗滿意度」對「重遊意圖」具正向且顯著之影響，而在住宿體

驗價值之構面中，人際體驗價值與心理體驗價值之因素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著且正向預

測效果。此外在體驗滿意度構面中，則顯示對重遊意圖有正向且顯著之預測效果。研究

結果可以協助業者釐清香客大樓遊客住宿體驗價值與重遊意圖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成果

對高雄宗教觀光相關產業，強化市場競爭態勢與永續經營策略參考的建議。 

 

 

關鍵字:香客大樓、住宿體驗價值、重遊意願、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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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隨著週休二日制度的實施與國民所

得逐年提高，逐漸形成國人在休閒生活

型態上的改變，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將

更多元化休閒活動參與，當成日常生活

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台灣因特殊地理

環境與文化背景，形成台灣當地「五步

一小廟，十步一大廟」的宗教信仰盛況，

每年三月鎮瀾宮大甲媽祖的遶境進香活

動，都會引進大批人潮(孫武彥，1995)，

而台南縣南鯤鯓代天府每年都有將近

500萬人潮來觀光，這些宗教活動會帶動

周圍地區形成具有吸引力的觀光景點，

因此宗教旅遊的蓬勃發展常使廟宇當地

形成獨特的地方文化，並為當地帶來不

少人潮增進經濟效益。此外台灣觀光產

業在2002年通過民宿管理法，使得台灣

地區觀光旅館及民宿快速成長，但宗教

觀光勝地附近還是會因特定宗教節日而

湧入大批旅客，導致當地餐飲、住宿季

節性的供不應求，於是為了滿足餐飲與

住宿需求，廟方開始規劃內部寺廟房務

提供參拜香客團體住宿；近年來宗教旅

遊的日益興盛導致廟內廂房也開始不敷

需求，有些寺廟也開始利用多餘的香油

錢興建所謂的香客大樓以提供越來越多

的香客團體住宿方便。香客大樓住宿費

用一般採香客自由捐獻香油錢方式，住

宿環境則以提供乾淨簡潔的團體房間為

主。由於住宿費用是隨喜且住宿環境乾

淨，吸引許多遊客捨棄一般旅館或民宿

而選擇環境清幽的香客大樓。提供優質

香客大樓住宿品質，不僅可以吸引更多

遊客來朝聖參拜，增加香油收入，也改

變大眾對香客大樓的印象，也讓更多觀

光客留在當地住宿及消費，增進當地觀

光發展及收益。由於台灣旅館住宿產業

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生活水準的進步，

旅客對於住宿品質與服務品質要求皆大

幅度提升。因此為旅客提供一個令人滿

意的住宿體驗，是越來越多飯店及相關

服務產業所需要用心規劃的。 

 

  過去文獻在探討遊客在香客大樓住

宿旅遊相關議題上，數量並不多。而香

客大樓最初建造的目的，是廟方利用信

徒捐贈的香油錢去建造一個鄰近廟宇的

住宿空間，以提供廟宇的進香、參拜的

香客及團體住宿，也因進香的遊客普遍

都是團體行動，所以香客大樓的住宿環

境都以提供團體住宿方便的大通鋪並以

公共衛生為主，在收費上是以隨喜添香

油錢方式為主。一般香客大樓普遍以此

種方式提供進香團體住宿。近年來，也

因各縣市政府積極規劃不同的旅遊景

點、旅遊方式，使得民眾在住宿選擇上

也有不一樣的多元考慮。從消費行為的

觀點來看，旅遊目的地選擇可以視為旅

遊產品的選擇，而住宿地的選擇可視為

旅遊消費選擇行為。 

  

  依前述的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

希望能夠探討香客大樓遊客之人口特

質、住宿體驗價值、體驗滿意度與重遊

意圖之間的關係，因而本研究之目的可

具體歸納為下列四項：一、探討香客大

樓旅客住宿體驗價值之核心內涵；二、

探討住宿體驗價值對體驗滿意度的影

響；三、體驗滿意度與遊客重遊意願之

間的行為關係；四、根據文獻討論建構

發展問卷作為調查工具，探討分析架構

中衡量的變項間彼此的因果關係，並以

遊客為討論的角度，將研究分析結果提

供作為宗教旅遊推廣策略之建議與參

考。 

72



 
 
 
 
 
 
 
 
 
 
 
 
 
 
 
 
 
 
 
 
 
 
 
 
 
 
 
 
 
 
 
 
 
 
 
 
 
 
 
 
 

 

 香客大樓遊客體驗價值對滿意度與重遊意圖影響之研究 

－以高雄內門順賢宮香客大樓為例 

 

貳、文獻回顧  

一、台灣宗教觀光之現況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08)對國人的

旅遊狀況調查，每年國人至少會從事一

次以上的國內旅遊的比例者高達93%，國

民旅遊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發展觀光產

業已成地方共識與積極規劃的政策方

向，從事戶外休閒旅遊活動已成為國人

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有關單位積極

改善觀光遊憩區的軟硬體服務設施、鼓

勵觀光產業升級、發展多樣化國民旅遊

活動、舉辦大型地方特色之觀光活動；

如台灣燈會、溫泉美食嘉年華、節慶煙

火等等，企圖以觀光人潮帶動地方經濟

產業與商業活動的活絡；根據觀光局報

告指出國民旅遊人數已超過 1 億人

次，觀光收入方面，國民旅遊貢獻觀光

高達收入 2200 億元。（觀光局，2009)。

此外，台灣的宗教旅遊相關產業也是近

年來發展相當迅速的觀光產業之一(羅

鳳恩、顏忠忍、莊書倩、林建民和廖靜

如，2008；黃禮強，張長義，2008；黃

宗成、黃躍雯和余幸娟，2000)，尤其是

香客大樓的住宿服務深受許多銀髮及學

生族群遊客喜愛的住宿選擇。  

 

    回顧宗教觀光的相關文獻，黃宗

成、黃躍雯和余幸娟(2000)提出在分析

人類發展史上，宗教在民眾的政治、經

濟、生活等多面向中均扮演重要角色，

如朝聖、宗教之旅、進香團等都是觀光

與遊憩行為的另一基本形式。民眾透過

宗教朝拜或朝聖的方式進行觀光活動也

是另一種人際互動行為過程，互動過程

中具有休閒與增進精神生活品質的價值

資源。侯錦雄、郭彰仁(1998)針對受天

宮(全國性之道教祭祀之中心)之香客遊

憩態度進行調查研究成果發現不同屬性

遊客間其衝突感受有顯著的差異，此外

遊客「對環境的滿意度」、「體驗之期

望」、「其他團體的行爲」、「對環境未來

開發接受程度」等因素也影響遊客之遊

憩衝突感受，因此他們的研究建議有條

件式的限制香客之旅遊活動行為對宗教

旅遊地點觀光品質的維持有正面的幫

助。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指出宗教觀光為

地區性之經濟發展之關鍵因素，透過觀

光旅遊地點觀光資源的有效整合便可以

提高遊客至當地之參訪率與未來參訪意

願，此外在地觀光景的相關硬體設施更

是影響遊客旅遊經驗的重要原因(羅鳳

恩，顏忠忍，莊書倩，林建民和廖靜如，

2008; Lynch, M. F.; Duinker, P. N.; 

Sheehan, L. R. and Chute, J. E.; 

2011)。根據McKercher, B.; Ho, Pamela 

S.Y. and Cros, H.D. (2005)對香港文

化遺產的觀光產業進行調查，研究成果

指出文化遺產為在地發展觀光之重要資

源 而在發展觀光產業的過程中，相關管

理機關亦應考量針對當地觀光資源進行

整合與管理，降低發展觀光產業對當地

所造成的傷害。林永森，林博文，周少

凱，(2006)則是以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

化節―中縣觀光報馬仔活動為調查對

象，瞭解宗教觀光客的行爲特質及影響

重遊意願之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參

與人員主要分爲爲了體驗宗教觀光而參

與活動的學生，另一族群以銀髮族群爲

主，並為大甲媽祖信仰虔信眾，另外不

同年齡與學歷的參與者之旅遊動機、行

前期望、重視程度、滿意度均具有顯著

差異存在。回顧國內外有關宗教旅遊之

研究，少有研究針對宗教旅遊之香客大

樓住宿體驗進行深入討論以提供相關單

位進行規畫之參考。因此針對香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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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住宿體驗進行一客觀、系統的分析

評估，有其必要性。 

 

二、遊客體驗價值、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之關係  

所謂體驗價值是指來自於的一種昇

華，是一種動態的感受，是一種發自內

心的精神滿足，並會形成深刻記憶或產

生美好回味，包含使用前與使用後的價

值感受。體驗價值的表現形式為情感價

值、心理價值、功能等價值(Sánchez,j.; 

Callarisa,L.; Rodríguez, R. M. and 

Moliner, M. A.,2006) 。 然 而 在 

Zeithaml (1988) 對價值所提出的四個

定義：(1)較低價格就代表有價值 (2)消

費者可以從消費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所

獲得價值 (3)價值就是在消費者消費時

所付出的金錢而取得的相對品質(4)價

值是付出所有不同形式成本後所換來的

一切。McLuhan (2000)認為體驗是許多

記憶的基礎，體驗行銷的概念已延伸到

許多不同的面向，有一項新的取向是綜

合各類諸如：情緒、觸覺、味覺、嗅覺

等感官體驗。大部分的個體其體驗感受

不會完全一樣，因為體驗唯一動態互動

的過程且是來自個人的心境與事件的互

動。而且體驗不僅是關於娛樂，只要讓

消費者有所感受、留下印象，就是提供

體驗。根據Thaler (1985)的交易效用理

論(transaction utility theory)，將

在交易的過程中消費者所獲得的整體利

益分成兩種：一種是「獲得價值」

(acquisition value)，另一種是「交易

價值」(transaction value)。獲得價值

是基於消費者對取得產品的感受利益

(perceived benefit) 與 感 受 知 覺

(perceived sacrifice)之間的評價與衡

量結果；交易價值則是基於從交易中所

獲得的額外效用，也是知覺犧牲與參考

知覺犧牲貨幣的個人評估的心理價值結

果。 

 

    根據徐永億、李世昌(2006)針對台

中地區室內游泳池顧客之體驗價值進行

研討，並發現體驗價值中因素為「趣味

性」、「服務優越性」、「投資報酬」

與「美感」等對於顧客購後行為因素皆

有正向之顯著影響。換言之，當顧客感

受到的體驗價值程度越高期再回購之意

願亦顯著提高。蔡璧如、陳冠利 (2011)

指出不同形式的促銷策略對於消費者的

知覺價值有關鍵的影響，消費者對於非

金錢性促銷在虛擬通路推出時所產生的

知覺價值顯著高於非金錢性促銷在實體

通路中推出時所產生的知覺價值，而對

延緩性促銷在虛擬通路推出時所產生的

知覺價值顯著高於延緩性促銷在實體通

路推出時所產生的知覺價值。根據他們

的研究消費者知覺價值指出是一種需求

狀態，可驅動消費者個人朝向特定行動

而帶來特定價值感受，感受到價值越

強，消費的頻率次數愈多(何雍慶;林美

珠,2007)。根據李俊鴻，黃錦煌(2011)

研究發現，宗教觀光的相關產業對於觀

光景點在地區域有顯著的經濟效益，此

外對於參加宗教觀光遊客而言，訪客最

重視的知覺價值因素為「心靈歸屬」，而

當遊客感受到較高的知覺價值時，參訪

意願與次數亦較高。Williams, P. and 

Soutar, G. N.(2009)更進一步指出由於

澳洲冒險性旅遊產業需求的逐年增長。

參與冒險性觀光活動的遊客其知覺價值

對於體驗滿意度和後續行為意圖皆有顯

著影響。此外他們研究指出猶可知覺價

值為一多面向複雜的概念，而不同面向

的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與行為意圖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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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響，進一步的指明從事冒險觀光的

遊客金錢價值與情感價值對於滿意度皆

為有效地預測指標。因此瞭解顧客之知

覺價值對於相關觀光產業經營者而言，

為重要的策略規劃基礎(Thrane, C. 

1997)。陳志一(2007)針對運動場業顧客

知覺價值與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的

影響進行調查。並利用「運動場業顧客

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研

究調查問卷」爲研究工具。以國立臺灣

大學綜合體育館羽球消費者爲研究對

象。研究結果發現，顧客知覺價值對於

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都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並指出了解顧客所期待之價

值是提升顧客忠誠度的關鍵與規劃成功

行銷策略的核心基礎。本研究在探討宗

教觀光的參加遊客所追求的休閒體驗知

覺價值與感受後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前提

下，選取符合研究研究範疇之受訪遊客

來加以探討。 

在以往行銷與觀光休閒領域文獻

中，有關體驗、滿意度與行為意圖之關

聯性研究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討論，最

常見主要的理論在於 Fishbein and 

Ajzen (1975)提出理性行動理論，主張

「信念→態度→意圖」之因果模式。此

一理性行動理論也為後續有關影響消費

者行為意圖之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完備

的理論基礎，相關研究包括知覺體驗價

值對滿意有顯著相關性(高紹源，胡俊

傑，張良漢，楊宜樺，2012；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2001)；陳志一

(2007) ；Thrane, C. 1997)，許多學者

亦指出顧客滿意是影響行為意向的重要

因素(Williams, P. and Soutar, G. 

N.(2009)；張淑青，2004； Squire，S. 

J.1994 )。不過針對國內宗教旅遊的遊

客知覺感受價值與後續態度與行為之研

究則相對較少，尤其是知覺價值對遊客 
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研究都並未清

楚說明，因此本研究是為針對宗教旅遊

旅客的知覺價值的基礎研究，研究結果

將對香客大樓的使用者特徵可以有所了

解，可以提供給未來旅遊服務中心研究

相關之實證依據。 

參、研究方法  

參與宗教觀光之旅客在使用香客大

樓之時，其知覺價值態度扮演決定體驗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鍵，本研究擬從

過去相關文獻結果作為基礎，並將「旅

客知覺價值」，視為旅客在取得服務之

付出與獲得之產品價值間的最終評估結

果。故本研究實證模式表示旅客對香客

大樓所產生的體驗後心理評價結果對

「後續態度」之影響。綜合上述的文獻

探討結果，並參考了林永森，林博文，

周少凱， (2006)；陳志一 (2007)與

Williams, P. and Soutar, G. N.(2009)

的研究結果與研究架構後，據以建立本

研究架構(圖1-1)與研究假設如下： 

H1: 香客大樓遊客之住宿體驗價值對其 

    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H2: 香客大樓遊客之住宿體驗價值對其 

    重遊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H3: 香客大樓遊客之住宿滿意度對其重 

    遊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H1 

       

 

      H2                H3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採用問卷量表進行資料搜

集，量表是為根據住宿體驗、滿意度及

住宿體 
驗價值 

體驗
滿意度 

重遊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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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遊意圖相關文獻整理出之問項，重新

撰寫為適用於香客大樓住宿體驗衡量之

文字。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香客大樓住宿之住宿體驗價值量

表，第二部分為住宿滿意度之量表，第

三部分為重遊意圖之量表，第四部分為

基本資料。住宿體驗量表參考

Schmitt(1999)、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 (2001)所提出的體驗衡量工

具及陳志一(2007)與 Williams, P. and 

Soutar, G. N.(2009)等研究，衡量香客

大樓住宿體驗之問項，設計成測量問

卷。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Likert 

five-point scale) 為衡量尺度，1~5

依序為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分數愈高表示愈同意

該題項。量表設計目的為衡量遊客在香

客大樓住宿前體驗價值感受，體驗後所

產生之住宿體驗的主觀評量水準(滿意

程度)及再訪意願等研究變項，使用此量

表時並根據產業特性，對於量表內容與

構面加以調整。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

(Likert five-point scale) 為衡量尺

度，1~5依序為分成非常不滿意、不滿

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分數愈高

表示愈滿意該題項。 

 

    為確定本研究量表之可信程度與測

量品質，一般而言，連續變數調查是用

於 Cronbach’s α信度分析，連續變數

表示變數的形式是採用比例尺度進行調

查，常見的就是李克特尺度。

Cronbach’s α係數的高低各位學者有

不同的看法，根據 Nunnally (1978)之

建議，Cronbach’s α大於 0.8表示信

度檢測是為良好；Cronbach’s α介於

0.7~0.79的信度檢測為普通；

Cronbach’s α小於 0.7則為不佳，若

低於 0.6建議重新修正量表；

Cronbach’s α小於 0.5是不可接受

的。因此根據 Nunnally (1978) 之建

議，本研究量表信度檢測以

Cronbach’s α進行檢測，設定 0.7以

上即達檢測標準。本研究住宿體驗價值

之 Cronbach’s Alpha 值=.841，滿意度

之 Cronbach’s Alpha 值=.830重遊意

圖之 Cronbach’s Alpha 值=.818，其個

別題目的同質性檢驗標準以相關係數不

低於 0.3，再除去不必要的問題進行分

析信度，顯示此問卷變項量表已達高信

度水準。為確保『遊客對香客大樓之住

宿體驗，滿意度及重遊意圖』調查之問

卷之可信程度，研究者於問卷初稿編擬

完成後，將題目問卷內容排序，再經過

三位觀光休閒產業領域專家針對問卷反

覆修正。為了達到本研究之目的，以下

針對本研究所使用之量化分析方法做簡

要說明。本研究主要以 SPSS 18軟體來

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的工作。於本研究

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則有敘述性統計、信

度分析、因素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等方

法。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等描述性樣本

基本資料的分配狀況，利用平均數級標

準差，整理與簡化調查資料之複雜性並

描述研究樣本之人口統計變數與遊客特

性的資料分配情況。為探討本研究架構

各構念之間因果關係，本研究採用因素

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並探討因素間的

線性關係。本研究以投宿於高雄市內門

區順賢宮香客大樓(順賢山莊)之遊客為

問卷發放對象，順賢宮為台灣南部民眾

之重要宗教信仰中心，該香客大樓亦號

稱提供六星級之住宿服務，提供參加宗

教活動之民眾住宿服務，廣受背包族群

與銀髮族群旅遊者之喜愛，本調查採用

非隨機便利抽樣方法，於民國一百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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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至一百零一年二月進行問卷放。共

計發放 350份問卷，最後扣除廢卷與填

答 不完整的問卷，實際有效問卷 289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約 82.5%。綜合以

上的討論，本研究先利用文獻回顧、專

家效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探索性

因素分析，分析與建構香客大樓遊客知

覺價值的關鍵核心因素。並利用多元迴

歸分析方法進行研究變項之間關係的分

析。根據本研究結果，可以從中了解香

客大樓遊客之個人屬性情形與住宿體驗

價值對遊客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影

響，以作為宗教觀光產業經營管理與提

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依據。 

 

肆、實證分析 

一、樣本結構描述  

樣本基本資料之人口統計變項性別

分佈情形，在289份有效樣本中，「男性」

占全體樣本的51.5%，有148位受訪者；

「女性」佔全體樣本的48.2%，有141位

受訪者受訪；男女在比例上以男性居

多。就受訪遊客的年齡而言，在289份有

效樣本中；「21-30歲」佔全體樣本的

34.9%，有101位受訪者，在比例上以

21-30歲居多。就受訪遊客的職業而言，

「學生」佔全體樣本的58.8%，有170位

受訪者受訪；在比例上以學生居多。就

受訪遊客的教育程度而言，「大學/大專」

佔全體樣本的76.7%，有222位受訪者受

訪；在比例上以大學/大專居多。香客大

樓遊客以「未婚」占全體樣本的62.8 %，

有182位受訪者；就受訪遊客的個人月收

入而言，以「20000及以下」占全體樣本

的56.1%，有161位受訪者；就受訪遊客

第幾次住宿而言，「第一次住宿」占全

體樣本的54.2%，有156位受訪者。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住宿體驗題項

可縮減為三個因素構面，各因子所涵蓋

之題項。因素名稱分別為「人際體驗價

值」、「心理體驗價值」、「感官體驗

價值」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1.9% ，以主

成 分 分 析 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特徵值設定為1抽取因素，配

合徒坡圖檢視抽取因素個數的適切性，

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並以KMO & 

Bartlett球形檢定取樣適切性。本研究

將遊客對15題住宿體驗之題項，透過因

素分析，找住宿體驗之組成構面，如表

4-1所示。經由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

水準(近似卡方分配為1255.995，自由度

為105，顯著性為0.000) ， KMO 係數值

為.876，顯示15個住宿體驗題項具有良

好的縮減構面，適宜進行因素簡化分析

的程序。針對15題住宿體驗採取因素分

析中之主成份分析，選取共同性因子，

且特徵值大於1及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

於0.4者；同時採用最大變異法轉軸，使

其構面間差異性變大，並具有較佳的解

釋能力。本量表累積變異量為51.947。

換言之，可解釋自遊客的住宿體驗價值

達到51.947%，顯示量表具有良好的建構

效度。綜合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

來看，人際體驗價值、心理體驗價值以

及感官體驗價值為香客大樓旅客體驗價

值認知中最重要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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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住宿體驗因素分析表住宿體驗因素分析表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體驗滿意度題

項可縮減為一個因素構面，各因子所涵

蓋之題項。因素名稱為體驗滿意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 49.842%，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特徵

值設定為 1抽取因素，配合徒坡圖檢視

抽取因素個數的適切性，以最大變異法

進行直交轉軸，並以 KMO & Bartlett

球形檢定取樣適切性。本研究將遊客對

7題遊客滿意度之題項，如表 4-2所示。

經由 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顯

著性為 0.000)，KMO 係數值為 0.852，

顯示 7個遊客滿意度題項具有良好的縮

減構面，適宜進行因素簡化分析的程

序。針對 7題遊客滿意度採取因素分析

中之主成份分析，選取共同性因子，且

特徵值大於 1及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者；同時採用最大變異法轉軸，使

其構面間差異性變大，並具有較佳的解

釋能力。本量表累積變異量為 0.49842。
換言之，可解釋自遊客的住宿體驗達到

49.842%，顯示量表具有良好的建構效

度。 

 

 

題號 
因素負荷量 

命名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共同性 

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可以做很多活動會

思考人際間關係 

增進和他人間關係 

察覺某種社交規範 

人際體驗 

價值 

.762 

.701 

.689 

.672 

.592 

  .513 

.524 

.570 

.580 

.545 

會刺激我的感官 

充滿樂趣 

特別的心情 

情緒的反應 

會引起我的興趣 

會引起我的好奇心 

心理體驗 

價值 

 .724 

.700 

.663 

.605 

.579 

.504 

 .568 

.549 

.555 

.382 

.402 

.475 

感官上的魅力 

喚醒我的感覺 

一些創意的想法 

想到一些行動或行為 

感官體驗 

價值 

  .777 

.718 

.602 

.593 

.473 

.455 

.480 

.402 

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KMO值 

Bartlett球形檢定 

顯著性 

 19.630 

0.51947 

.876 

1255.995 

.000 

19.576 

 

1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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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體驗滿意度因素分析表 

 

假設檢定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模式進行分析，藉

以瞭解住宿體驗價值、體驗滿意度與重遊

意圖方面等三者之間的關連性，並比較其

迴歸係數，再探討彼此間的因果關係。 

    本段將遊客住宿體驗對滿意度之迴歸

分析結果進行探討，針對不同的「住宿體

驗」與不同的「滿意度」所產生之影響加

以說明。如表 4- 3所示： 

 

 

表 4- 3住宿體驗價值與遊客滿意度方面之迴歸分析表 

因素 

構面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平方 

調整後的

R平方 
F 

迴歸模式

顯著性 Beta分配 

人際體驗價值 

心理體驗價值 

感官體驗價值 

0.408** 

0.505** 

  0.059 

 9.218 

11.411 

 1.342 

0.000 

0.000 

0.181 

 

0.425 

 

 

0.419 

 

 

76.407 

 

 

0.00 

 

*表示 P<0.05，**P<0.01  

 

    研究結果顯示，表 4- 3所顯示人際

體驗價值(B=0.408,t=9.218,P=0.00)、

心理體驗價值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效

果(B=0.505,t=11.411,P=0.00)，換言

之，當旅客感受到人際體驗價值、心理

體驗價值越高，對遊客滿意度顯現出來

數值則越具有顯著預測效果(F=76.407, 

ΔR2 =.419,P=0.00)。故假說 H1獲得研

究成果部份支持。 

 

 

 

 

題號 
因素負荷量 

命名 因素1 共同性 

服務感到滿意 

體驗滿意 

0.758 0.405 

周遭環境感到滿意 0.754 0.575 

整體而言滿意程度 0.726 0.568 

外觀裝潢感到滿意 0.712 0.455 

房間設備感到滿意 0.675 0.508 

整體形象感到滿意 0.672 0.451 

房間價格感到滿意 0.632 0.527 

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KMO值 

Bartlett球形檢定 

顯著性 

 49.842  49.842 

.852 

642.50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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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住宿體驗價值與遊客重遊意願之迴歸分析表 

因素 

構面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平方 

調整後的

R平方 
F 

迴歸模式

顯著性 Beta分配 

人際體驗價值 

心理體驗價值 

感官體驗價值 

0.440** 

0.458** 

0.052 

9.825 

10.224 

1.166 

0.00 

0.00 

0.245 

0.406 0.4 67.475 0.00 

*表示 P<0.05，**P<0.01  

 

    研究結果顯示，表 4- 3所顯示人際

體驗價值(B=0.440,t=9.845,P=0.00)、

心理體驗價值對遊客重遊意願具有顯著

預測效(B=0.458,t=10.224,P=0.00)，換

言之，當旅客感受到人際體驗價值、心

理體驗價值越高，對遊客滿意度顯現出

來數值則越具有顯著預測效果

(F=67.475,ΔR2=0.40,P=0.00)。根據上

述分析結果顯示，人際體驗價值、心理

體驗價值對香客大樓遊客在選擇住宿地

點時扮演關鍵因素，建議香客大樓管理

者，應建立可以供給團體進行社交活動

之適當場地，或者增加整合附近其他觀

光休憩資源，以提供遊客可以進行團康

活動，強化香客大大樓之人際體驗價值

之附加軟體服務價值，強化遊客之人際

體驗，建立良好的體驗滿意度與忠誠

度。故假說 H2獲得研究成果部份支持。 

 

 

表 4- 5遊客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迴歸分析表 

因素 

構面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平方 

調整後的

R平方 
F 

迴歸模式

顯著性 Beta分配 

體驗滿意度 0.698 16.790 0.00 0.488 0.486 281.896 0.00 

*表示 P<0.05，**P<0.01  

 

    研究結果顯示，表 4- 5所顯示體驗

滿意度(B=0.698,t=16.790,P=0.00)對

遊客重遊意願具有顯著預測效果

(F=281.896,ΔR2=0.486,P=0.00)，換言

之，當旅客感受到體驗滿意度越高，對

於未來再次重遊意願相對提高。根據上

述分析結果顯示，香客大樓經營管理者

應該建立起服務至上的觀念，並落實到

每一位員工身上，提供令消費者滿意難

忘之住宿體驗。此外持續提高香客大樓

周邊環境清潔維護，強化內部裝潢，積

極建立起消費者心中良好形象亦是重要

的行銷經營關鍵。故假說 H3獲得研究成

果支持。 

 

    在過去研究中，探討有關香客大樓

住宿體驗價值、住宿滿意度及重遊意圖

關係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結果指出體

驗價值中的人際體驗價值與心理體驗因

素皆是影響影響顧客在選擇住宿地點重

要關鍵。Williams, P. and Soutar, G. 

N.(2009)也證實，對澳洲從事冒險活動

的旅遊者而言，知覺價值較強的遊客會

比較願意重複造訪該地。本研究也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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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客大樓住宿體驗價值中，遊客特別

重視人際與心理價值等相關因素並影響

後續的觀光態度與行為。本研究與林永

森，林博文，周少凱，(2006)皆證實了

在從事宗教觀光旅客中，感受到較高的

旅遊滿意度會導致高機率的再訪意願與

行為。此外，本研究結果(參閱表4-2,表

4-5)指出提升服務品質與相關硬體設

備，亦是一個使遊客有更高的再次重遊

意願之重要的議題，相關的香客大樓經

營者可利用本研究之成果，作為未來在

規畫經營策略之參考。在研究限制與後

續建議方面，由於發放問卷需要人力上

的配合及經濟上的支援在加上節慶活動

的不穩定性造成香客大樓的住房率有相

當大的淡旺季差距，在加上填寫意願方

面以年輕族群為居多，中年族群及老年

族群對填寫問卷沒有相當意願，建議可

配合與進香團體合作以增加樣本數。在

研究地區方面本研究是以高雄地區順賢

宮為主樣本代表性較小，後續研究者可

考慮增加發放問卷之地點與調查人數，

以強化研究成果的推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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