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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陽明山國家公園是我國第三個設置的國家公園，位於臺北近郊，行政區域範圍包括臺北市北

投區、士林區，新北市的萬里區、金山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一帶，在地理區分上屬於大

屯火山群區域，園區內保有許多火山活動後遺留下來的景觀。該國家公園於 1985 年 9 月 1 日公

告計畫，並於 1985 年 9 月 16日成立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近年來在管理上，為了兼顧

自然資源保育及滿足國人休閒遊憩需求，對於維護遊憩設施、提供優質服務及保護生態環境上須

持續監控與改善，以期提昇遊客之遊憩體驗及強化其重遊意願。本研究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遊

客探討並分析遊客之社經背景、旅遊特性、動機、期望、體驗、重遊意願及其相互關係，以提供

管理單位未來經營管理之參考。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法，獲得有效問卷 346份。研究結果顯示受

訪者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旅遊動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與重遊意願互有相關，因此若要提高遊

客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重遊意願，亦需提高其旅遊動機、各項服務之行前期望及實際體驗的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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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近幾年來，觀光旅遊業在市場上的地位逐漸升高，在這繁忙的社會中，「休閒」已

被國人當作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同時台灣自從民國九十年一月起實施週休二日

制，加上國民所得增加、國人生活水準提升，促使國人大幅增加休閒旅遊的安排及活動。

豐富多樣的自然及人文景觀讓台灣成為一個具備多元觀光資源的國家，在基於保育、教

育、研究、觀光及豐沛的觀光資源條件下，政府於民國 73 年至 98 年陸續成立墾丁、玉

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東沙環礁及台江等 8 座國家公園，現今這些國家公

園也成為民眾假日休閒觀光遊憩的熱門景點之一(高有智，1999)。國家公園的設置在於

運用有效的經營管理及保育措施，維護特殊的自然景觀、人文史蹟及生物多樣性，並且

提供學術研究及滿足國人從事觀光遊憩的需求，被許多先進國家視為一種推動資源保育

與文化古蹟的文明運動，藉此確保自然及人文資源在保護與永續發展上擁有最高層級的

土地使用方式。 

陽明山國家公園於民國 74 年 9 月 16 日成立，位於臺北盆地北側並緊鄰台北盆地，

昔日稱為「草山」，並有『台北後花園』之稱。據統計，從民國 100 年至今(104 年 10 月

為止)每年遊客年平均人數達 3,876,454 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5)，同時也是大台

北地區居民假日休閒活動的主要場所。陽明山國家公園泛指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

小觀音山一帶。目前設有冷水坑遊憩區、二子坪遊憩區、小油坑遊憩區等多個休閒活動

區域。在地質地貌方面，以火山地形及後火山活動景觀著名，在生態資源方面，以水生

蕨類植物『台灣水韮』最為珍稀，而人文方面因開發甚早，同時經凱達格蘭族、荷蘭人、

西班牙人、日本人及漢人的文化族群洗禮後，留下多樣性的文化軌跡，因而成為提供國

人從事休閒遊憩活動及深度體驗的最佳場所之一(中國文化大學市政研究所，2005)。目

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要業務為提供保護性環境、保存遺傳物質、提供親切的國

民遊憩服務及繁榮地方經濟、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同時傳達國家公園之規劃理念、

國家政策與規定，以期提昇遊客之遊憩體驗及豐富服務品質。 

二、 研究目的 

延續研究背景的陳述，本研究期望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遊憩行為之研究，瞭解

遊客的「旅遊動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與「重遊意願」間的相互關聯性，以提

供決策者做為未來經營管理與資源保育之參考。故此本研究之目的與假設如下： 

目的一、瞭解遊客社經背景、旅遊特性、旅遊動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與重遊意

願。 

目的二、瞭解遊客社經背景、旅遊特性與其旅遊動機之關係。 

目的三、瞭解遊客旅遊動機與行前期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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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四、瞭解遊客之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間的關係並擬定建議之管理策略。 

目的五、瞭解遊客之實際體驗與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重遊意願之關係。 

目的六、利用本研究結果，做為政府有關單位永續經營國家公園之參考。 

H1：遊客社經背景及旅遊特性不同，其旅遊動機不同。 

H2：遊客旅遊動機不同，其行前期望不同 

H3：遊客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有差異 

H4：遊客之實際體驗會與重遊意願有關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及假設，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貳、 文獻回顧 

一、 旅遊動機 

Iso-Ahola and Allen(1982)指出旅遊動機是使人們設法去尋找滿足遊客從事遊憩活動

需求的一種驅動力。林淑惠和羅少卿(2010)指出旅遊動機是推動旅遊活動的內部原動力，

其旅遊動機包含了：生理動機、文化動機、購物動機、人際動機等，同時該研究亦指出

在觀光區的一般遊客其旅遊動機佔最大比例者為生理動機(身體的休息、放鬆紓壓)和人

際動機(避開例行工作、增進親屬關係、促進人際互動)，而對象是某特定的族群時，主

要抱持著何種旅遊動機會明顯地影響該族群的旅遊行為。 

梁盛棟(2007)「旅遊動機」是推動旅遊活動的內部原動力，這種原動力經常表現在

個體內部緊張的解除和需要的滿足過程，人們選擇在一特定地點從事戶外休閒遊憩活動，

是因為他們期望能達到遊憩活動的目的，且能滿足其個人之需求，這就是旅遊動機。Beh 

& Bruyere(2007)旅遊動機一般含有放鬆、學習、健康、享樂、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功能，

所以旅行動機是多樣性的。為了瞭解旅客的需求與提供旅遊體驗給旅客，首先應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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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的旅遊動機。陳思倫和劉錦桂(1992) 「動機」之研究在旅遊行為及遊客消費行為領

域乃基礎且重要之課題。動機被認為是支配旅遊行為的最根本趨力，其作用保護、滿足

個人或提高個人的身價(謝淑芬，1994)。 

McIntosh and Gupta 在 1977 年則提出基本的旅遊動機可分成四類，1. 生理動機：包

括休息、運動、遊戲、治療等動機，以身體的活動來消除緊張和不安。2. 文化動機：主

要是在瞭解和欣賞其他地方、國家的文化、藝術、風俗、語言與宗教的動機，是一種求

知的慾望。3. 人際動機：包括在異地、異國結識各種新朋友，探訪親友，擺脫日常生活、

工作、環境等動機，主要是逃避現實和免除壓力的願望。4. 地位和聲望動機：包括考察、

會議及從事研究活動，主要是在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滿足其自尊、被承認及受人賞識的

願望。謝淑芬（1995）指出遊客的旅遊行為是受到長期動機與短期動機的控制，當經過

一星期忙碌的生活，打算利用週末聚聚，而驅車前往離家不遠的地方渡假，此乃屬於短

期動機；而旅遊者在數月前在開始籌畫旅程、蒐集相關資料，此乃屬於長期動機。 

二、 行前期望及實際體驗 

Lawer (1973)提出的期望理論指出，人們對於其所能達成的不同成果具有不同偏好，

且對於從事行動所獲致的表現，存有某些預期心理，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個人採取何

種行動係取決於當時個人的期望與偏好。陳美吟（1985）提到遊客的遊憩需求與動機往

往受到個人特性和過去經驗之影響，由於個人對遊憩有不同的期望進而引發遊憩行為，

又因環境特質、活動類型和實際情況等影響，而產生不同的遊憩體驗，因而影響其遊憩

滿意度。由此可知行前的期望的確可引發遊憩行為，在體驗遊憩活動後又會影響遊憩滿

意程度。 

謝金燕（2003）也提出行前期望和實際體驗是滿意度的前因變數，可知行前期望和

實際體驗的之間知覺差距會影響其滿意程度，認為從遊客的行前期望和參與活動後的滿

意程度探討綠島浮潛服務品質期望滿意度，將可瞭解遊客對於浮潛服務品質的重視程度

與滿意程度。李志恭(2007)認為個體從事休閒活動所引導出及獲得的正向看法及感受，

是個體知覺目前的休閒經驗及情境感到滿意或滿足的程度，正向的滿足感來自個體自身

所察覺，或未察覺到的需求滿足休閒滿足的概念包含生理、心理、放鬆、教育、社會及

美感等六個之知覺體驗。 

朱蘭平(2010)在南庄地區民宿之旅遊意象、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以實

際體驗為干擾變項，認為顧客對欲購買之某物，個人親身參與實際體驗的領悟，來自於

感官與心理所產生的認知情緒，形成會留在顧客心中的感受。 

三、 重遊意願 

Kozak(2001)指出重遊意願是指遊客願意再次旅遊某一目的地或同一國家內的其他

景點。蕭源宏(2010)提出要提升遊客的重遊意願，需要提升遊客的滿意度，並且增加遊

客對旅遊吸引與旅遊管理與旅遊名聲的認知，以滿足遊客的旅遊需求。蔡進發和蕭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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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對休閒農場之重遊意願指出，知覺價值與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正向影響，故農場

本身可提升知覺價值及滿意度，以減少遊客在金錢、時間及精神的不必要損耗。 

陳朝圳等人(2005)提出當自然環境較為完整，對遊憩衝擊較低時，則遊客獲得遊憩

體驗較佳且重遊意願較高。李青松和車成緯(2009)提出整體環境與活動設計影響重遊意

願的程度高於活動宣傳，故應提升活動品質，進而吸引遊客重複遊覽之意願。林新沛等

人(2006)指出影響遊客重遊意願和行為，以遊客基本屬性及旅遊特性及滿意度為主，而

不是以遊憩地區之忠誠度來分析。結果顯示其遊客重遊意願與遊客遊憩滿意度有顯著的

正向關係。 

吳秀媚等人(2003)提出劍湖山世界在設立飯店後，因增設許多的休閒活動設施，提

供消費者遊玩及活動的場所，對於劍湖山主題園之重遊意願具有影響，其主要的因素在

於飯店的硬體及其所提供之軟體服務，若能到達消費者的期望，其下次前來的意願將會

提高許多。李宜曄.林詠能(2008)指出，觀眾對導覽解說滿意度越高，其重遊意願及推薦

意願也會越高，顯示導覽解說在博物館服務與觀眾感受間，扮演著最直接的角色，進而

直接的影響觀眾對博物館服務品質的感受及其忠誠度（重遊意願）。吳維真(2011)要讓遊

客有正面的行為意向，重點就在於體驗活動提供者，是否能設計令人驚奇和值得學習的

活動。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封閉式問卷便利抽樣方式收集研究數據。在問卷問項設計方面，主要參

考吳忠宏等人（2004）之研究，並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特性找出契合本研究之變項，做

部份修正後進行遊客實地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分為旅遊動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重

遊意願及基本資料等五個部份。問卷的測量尺度則依個人社經背景採類別尺度，旅遊動

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及重遊意願部份，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分別給予 1 至 5 分。本次研究採樣點以陽明山公園園區內，陽明山遊客中心、陽明書屋、

小油坑、二子坪、大屯自然公園、冷水坑及擎天崗等八處遊憩點的遊客為受訪對象，並

在遊客前往各遊憩點使用服務設施或登山之後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抽樣時間為民國一

百零二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4 日，回收問卷為 400 份，扣除不完整的廢卷 54 份，共計有

效問卷為 346 份。 

針對資料回收後的分析部份，於遊客的背景、行前期望及實際體驗，採用頻次分析

及平均值分析。旅遊動機的因素構面則以因素分析做探討。遊客的基本資料對旅遊動機

的差異分析，採用獨立樣本ｔ檢定及 One-way ANONA。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採 Pearson

相關分析方法。而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對服務設施的滿意度則採用重要-表現程度

分析法對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矩陣做分析。 

肆、 研究結果 

一、 敘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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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遊客基本資料 

在受訪者基本資料中，以男性比例占最高53.8%，平均年齡為12-30歲為主，

都是以未婚者為多，教育程度以大學者佔最多數51.4%，職業方面則是以學生

居多42.2%，居住地則是北部人佔半數，平均月收入落在10,001-20,000，間隔

時間是以三個月為主佔33.5%，而前往目的則是以欣賞大自然為主佔75.58％。

詳情請見(表4-1)。 

表 4-1. 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基本資料表-頻次分析 

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居住地   

男 186 53.8% 北部地區 312 90.2% 

女 160 46.2% 中部地區 8 2.3% 

合計 346 100% 南部地區 0 0% 

年齡   東部地區 4 1.2% 

12 歲以下 0 0% 離島地區 6 1.7% 

12~20 歲 107 30.9% 其他地區 16 4.6% 

21~30 歲 144 41.6% 合計 346 100% 

31~40 歲 40 11.6% 間隔時間   

41~50 歲 32 9.2% 第一次 40 11.6% 

51~60 歲 16 4.6% 三個月 116 33.5% 

61 歲以上 7 2% 半年 54 15.6% 

合計 346 100% 一年 49 14.2% 

婚姻   一年以上 87 25.1% 

未婚 260 75.1% 合計 346 100% 

已婚 86 24.9% 前往目的(複選)   

合計 346 100% 欣賞大自然 262 75.7% 

教育   登山健行 156 45.1% 

國中 14 4% 親友聯誼 119 34.4% 

高中 34 9.8% 攝影 67 19.4% 

高職 68 19.7% 森林浴 91 26.3% 

專科 44 12.7% 從事研究 18 5.2% 

大學 178 51.4% 校外教學 16 4.6% 

研究所以上 8 2.3% 露營野餐 27 7.8% 

合計 346 100% 其他 15 4.3% 

職業   平均收入   

農林漁牧業 5 1.4% 10000 以下 89 25.7% 

工 11 3.2% 10001~20000 91 26.3% 

商 28 8.1% 20001~30000 76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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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 19 5.5% 30001~40000 57 16.5% 

服務業 101 29.2% 40001~50000 18 5.2% 

專業技術人員 19 5.5% 50000 以上 15 4.3% 

學生 146 42.2% 合計 346 100% 

其他 17 4.9% 重遊意願   

合計 346 100% 是 313 90.5% 

   否 33 9.5% 

   合計 346 100% 

(二) 遊客旅遊動機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旅遊動機方面，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其旅遊動機

前5項分別為鬆弛身心比率（平均值4.34）為最高，遠離塵囂則是佔第二平均

值為4.27，再來是豐富的自然生態以及增進親友感情平均值分別為4.12及4.08，

賞花則是排行第五平均值為3.99。詳情請見(表4-2)。 

表 4-2. 旅遊動機統計表 

題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滿足好奇與刺激感 3.57 1.003 12 

2 運動健身 3.71 .961 8 

3 豐富的自然生態 4.12 .710 3 

4 豐富的地質景觀 3.98 .787 6 

5 攝影寫生 3.68 .926 9 

6 增進親友感情 4.08 .772 4 

7 參觀歷史遺跡 3.16 .992 16 

8 遠離塵囂 4.27 .776 2 

9 鬆弛身心 4.34 .708 1 

10 賞花 3.99 .929 5 

11 回憶過去體驗 3.42 1.008 14 

12 從事森林浴 3.75 .959 7 

13 當地特色小吃 3.09 1.040 17 

14 工作或課業需求 2.96 1.125 18 

15 從事社交生活 3.51 1.042 13 

16 順道參觀 3.37 1.056 15 

17 親朋好友推薦 3.58 .958 11 

18 慕名而來 3.68 .954 10 

註：Cronbach's Alpha 值 0.831 

(三) 行前期望 

在受訪者行前期望方面，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行前期望方面，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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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至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受訪者其行前期望前5項分別為「有放鬆身心靈的

效果」、「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有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有足夠的遮陰場所」、「有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有使我擁有難忘

回憶的風景名勝」詳情請見(表4-3) 。 

表 4-3. 行前期望統計表 

題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有足夠的停車場空間 3.86 .862 11 

2 有乾淨的洗手間 3.85 .937 12 

3 有充足的人車分道設施 3.97 .816 8 

4 有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 4.03 .745 5 

5 有足夠的照明設施 3.49 .982 18 

6 有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 3.75 .891 14 

7 有醫療救護設施 3.74 .882 16 

8 有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4.06 .689 3 

9 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 4.13 .722 2 

10 有足夠的遮陰場所 4.04 .783 4 

11 有放鬆身心靈的效果 4.26 .682 1 

12 有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 4.03 .809 5 

13 有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3.60 .928 17 

14 有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 3.75 .884 15 

15 有充足的解說牌設施 3.98 .761 7 

16 有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3.90 .792 10 

17 有自導式步道的選擇 3.97 .755 8 

18 有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 3.84 .772 13 

註：Cronbach's Alpha 值 0.913 

(四) 實際體驗 

在受訪者實際體驗方面，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實際體驗方面，本研究

發現，至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受訪者其實際體驗前5項分別為「有放鬆身心靈的

效果」、「有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

示牌」、「有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有自導式步道的選擇」詳情請見(表

4-4)。 

表 4-4. 實際體驗統計表 

題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有足夠的停車場空間 3.35 1.008 12 

2 有乾淨的洗手間 3.25 1.029 13 

3 有充足的人車分道設施 3.49 .88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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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 3.57 .924 6 

5 有足夠的照明設施 2.89 .843 18 

6 有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 3.01 .958 16 

7 有醫療救護設施 2.91 .915 17 

8 有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3.66 .883 4 

9 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 3.76 .860 3 

10 有足夠的遮陰場所 3.54 .990 7 

11 有放鬆身心靈的效果 4.18 .750 1 

12 有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 3.79 .934 2 

13 有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3.12 .952 15 

14 有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 3.25 .861 13 

15 有充足的解說牌設施 3.53 .885 8 

16 有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3.49 .911 9 

17 有自導式步道的選擇 3.59 .840 5 

18 有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 3.49 .859 9 

註：Cronbach's Alpha 值 0.880 

(五) 重遊意願 

在受訪者重遊意願方面，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重遊意願方面，本研究

發現，至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受訪者其重遊意願前4項分別為「整體感到滿意」、

「下次出遊時會列為優先考量」、「我下次願意再光臨陽明山國家公園」、

「我願意推薦給親朋好友」。詳情請見(表4-5)。 

表4-5. 重遊意願統計表 

題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整體感到滿意 3.89 0.774 

2 我願意推薦給親朋好友 3.40 0.921 

3 下次出遊時會列為優先考量 3.94 0.759 

4 我下次願意再光臨陽明山國家公園 3.84 0.790 

註：Cronbach's Alpha 值? 

二、 因素分析 

受訪者旅遊動機共18項，經因素分析可簡化成5 個因素，其總解釋變異量為58.404%。

依因素負荷量值依序分別命名各項動機構面為：（1）濃厚的人文特色：「參觀歷史遺

跡」、「當地特色小吃」、「順道參觀」。（2）身心的沉澱：「鬆弛身心」、「遠離

塵囂」。（3）豐沛的自然資源：「豐富的自然生態」、「豐富的地質景觀」。（4）優

質的評價：「親朋好友推薦」、「攝影寫生」、「慕名而來」。（5）身心的滿足：「滿

足好奇與刺激感」、「從事社交生活」。詳情請見(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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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旅遊動機因素分析表 

題

號 
問項 

元件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7 參觀歷史遺跡 .776 .107 .242 .120 -.030 

13 當地特色小吃 .730 -.009 .192 .125 .156 

16 順道參觀 .726 -.073 -.009 .220 -.119 

14 工作或課業需求 .683 -.079 -.043 .129 .360 

11 回憶過去體驗 .555 .259 .256 -.010 .087 

9 鬆弛身心 .007 .857 .087 .092 .057 

8 遠離塵囂 .044 .841 .108 .099 .111 

3 豐富的自然生態 .002 .199 .779 .130 .097 

4 豐富的地質景觀 .222 .057 .699 .171 .016 

2 運動健身 .218 .052 .588 -.141 .272 

10 賞花 .123 .343 .365 .359 -.151 

17 親朋好友推薦 .311 .198 -.090 .655 .216 

5 攝影寫生 .074 -.023 .383 .652 .012 

18 慕名而來 .330 .083 -.034 .640 .199 

6 增進親友感情 -.089 .364 .170 .389 .267 

1 滿足好奇與刺激感 -.120 -.066 .171 .278 .696 

15 從事社交生活 .302 .187 -.018 .154 .653 

12 從事森林浴 .203 .392 .243 -.088 .549 

特徵值 4.755 2.061 1.382 1.182 1.133 

變異數％ 26.417 11.448 7.678 6.566 6.295 

累積％ 26.417 37.865 45.544 52.109 58.404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Varimax法。 

a. 轉軸收斂於 9 個疊代。 

KMO值：0.805 

顯著性：0.000 

三、 獨立樣本 T 檢定 

經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指出，旅遊動機之五大構面均與性別的差異無顯著性差異，

顯示性別的不同對旅遊動機並無明顯的影響。然而，婚姻狀態對於五大構面中的「濃厚

的人文特色」、「豐沛的自然資源」及「優質的評價」具有顯著性差異，顯示婚姻狀態

對上述三種旅遊動機有明顯的影響。未婚者對「濃厚的人文特色」及「優質的評價」兩

項之旅遊動機的影響比已婚者高；而已婚者對「豐沛的自然資源」之旅遊動機的影響比

為婚者高，詳情請見(表4-7)。 



                              、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旅遊動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表4-7.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性別及婚姻)之T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性別(t值) -0.171 -0.224 0.201 -1.905 1.713 

顯著性p(單尾) 0.4325 0.4115 0.4205 0.29 0.44 

男(均值) 3.1935 4.293 3.9427 3.5753 3.6685 

女(均值) 3.2075 4.3094 3.9292 3.7229 3.5354 

婚姻(t值) 2.520 -1.315 -2.240 2.022 1.009 

顯著性p(單尾) 0.006* 0.0945 0.016* 0.022* 0.1565 

未婚(均值) 3.2592 4.2731 3.8936 3.6885 3.6295 

已婚(均值) 3.0209 4.3837 4.0659 3.5078 3.5388 

*表 p≦0.05 

四、 Anova 檢定 

(一) 旅遊動機vs年齡： 

依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得知，不同年齡的遊客僅對旅遊動機

中之「豐沛的自然資源」呈現顯著差異，顯示豐沛的自然資源對不同年齡的

遊客具備明顯的動機吸引力。而年齡對「豐沛的自然資源」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內得知，F=3.757，P=0.003<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

很大，而且表示至少有一對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由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法分析可知，其中第二選項（12~20歲）與第六選項（51~60歲）間有顯

著差異(P=0.015<0.05)，亦即51~60歲的遊客(平均數=4.4167)，比12~20歲的遊客

(平均數=3.7975)，對豐沛的自然資源是否充足有較高的旅遊動機影響。詳情請

見(表4-8)。 

表 4-8.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年齡）之 ANOVA 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年齡(F 值) 0.660 1.590 3.757 0.583 0.086 

顯著值(p 值) 0.654 0.162 0.003* 0.713 0.994 

(A)12 歲以下 0 0 0 0 0 

(B)12~20 歲 3.2075 4.2710 3.7975 3.6293 3.6355 

(C)21~30 歲 3.2361 4.2361 3.9306 3.6944 3.5972 

(D)31~40 歲 3.2250 4.3625 3.9667 3.6417 3.6083 

(E)41~50 歲 3.0063 4.3906 4.1146 3.5625 3.5938 

(F)51~60 歲 3.2625 4.6875 4.4167 3.6042 3.5208 

(G)61 歲以上 2.9429 4.4286 4.0952 3.2857 3.6190 

1. 依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故各組變異數可視為相等，

可安心地進行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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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內， P值<0.05，則達到顯著水準，接著再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3. 事後多重比較Scheffe法分析B與F具有顯著性差異（P=0.015<0.05），且B<F。 

(二) 旅遊動機vs教育程度：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得知P值均>0.05，代表不同教育程度

的遊客對旅遊動機中之各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顯示不同的教育程度遊客對

旅遊動機的產生不具備明顯的影響。詳情請見(表4-9)。 

表 4-9.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教育程度）之 ANOVA 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教育程度 

(F 值) 
0.882 1.141 1.632 1.007 0.662 

顯著值(p 值) 0.508 0.338 0.137 0.421 0.681 

1. 依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故各組變異數可視為相等，

可安心地進行變異數分析。 

2. 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內，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無須再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三) 旅遊動機vs職業別：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得知P值均>0.05，代表不同職業的遊

客對旅遊動機中之各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顯示不同職業的遊客對旅遊動機

的產生不具備明顯的影響。詳情請見(表4-10)。 

表 4-10.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職業別）之 ANOVA 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職業(F 值) 1.771 1.510 1.745 1.557 1.562 

顯著值(p 值) 0.092 0.163 0.098 0.147 0.146 

1. 依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故各組變異數可視為相等，

可安心地進行變異數分析。 

2. 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內，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無須再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四) 旅遊動機vs不同收入： 

依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得知，不同收入的遊客僅對旅遊動機

中之「豐沛的自然資源」呈現顯著差異，顯示不同收入的遊客對有無具備豐

沛的自然資源有明顯的旅遊動機影響。而不同收入對「豐沛的自然資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內得知，F=3.898，P=0.002<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各組平

均數之間變異很大，而且表示至少有一對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由事

後檢定Scheffe法分析可知，各組距間並無法顯示顯著性差異，因此採用LSD事

後檢定分析，其結果顯示受訪者的收入在10000元以下與收入在4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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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50001元以上的受訪者間有顯著差異，受訪者的收入在10001～20000元間

與收入在40001～50000元及50001元以上的受訪者間有顯著差異，受訪者的收

入在20001～30000元間與收入在40001～50000元及50001元以上的受訪者間有

顯著差異，受訪者的收入在30001～40000元間與收入在40001～50000元及50001

元以上的受訪者間有顯著差異。整體來說，顯示收入在40001元以上的遊客比

收入在40000元以下的遊客，對豐沛的自然資源是否充足有較高的旅遊動機影

響。詳情請見(表4-11)。 

表 4-11.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不同收入）之 ANOVA 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不同收入 

(F 值) 
0.212 1.231 3.898 0.518 1.393 

顯著值(p 值) 0.957 0.294 0.002* 0.763 0.226 

(A)10000 元以下 3.1545 4.2841 3.8598 3.6553 3.4697 

(B)10001~20000 元 3.1956 4.1813 3.8315 3.5861 3.7289 

(C)20001~30000 元 3.2316 4.3882 3.9386 3.7500 3.6404 

(D)30001~40000 元 3.2000 4.3333 3.9766 3.6082 3.5380 

(E)40001~50000 元 3.1778 4.3056 4.3519 3.5741 3.6296 

(F)50001 元以上 3.3500 4.5313 4.3333 3.6042 3.7292 

1. 依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故各組變異數可視為相等，

可安心地進行變異數分析。 

2. 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內，P值<0.05，則達到顯著水準，接著再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3. 經事後檢定Scheffe法分析各組距間並無法顯示顯著性差異（P值均>0.05），故再採用LSD事

後檢定。 

4. 經LSD檢定後得出A與E、F(PAE=0.002；PAF=0.005)；B與E、F(PBE=0.002；PBF=0.005)；C與E、

F(PCE=0.002；PCF=0.005)；D與E、F具有顯著性差異(PDE=0.002；PDF=0.005)，且A<E；A<F；B<E；

B<F；C<E；C<F；D<E；D<F。 

(五) 旅遊動機vs居住地 

依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得知，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僅對旅遊動

機中之「濃厚的人文特色」呈現顯著差異，顯示濃厚的人文特色對不同居住

地的遊客具備明顯的影響。而居住地對「濃厚的人文特色」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內得知，F=4.746，P=0.001<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

很大，而且表示至少有一對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由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法分析可知，其中北部地區與其他地區間有顯著差異(P=0.008<0.05)，且

北部地區較其他地區的受訪者對濃厚的人文特色有較高的影響。另外，離島

地區與其他地區間亦有顯著差異(P=0.007<0.05)，且離島地區較其他地區的受

訪者對濃厚的人文特色有較高的影響詳情請見(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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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旅遊動機對遊客屬性（居住地）之 ANOVA 檢定分析表 

變項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居住地 

(F 值) 
4.746 0.544 0.830 0.685 0.167 

顯著值(p 值) 0.001* 0.704 0.507 0.603 0.955 

(A)北部地區 3.2232 4.3039 3.9303 3.6420 3.6109 

(B)中部地區 3.2000 4.2222 4.2963 3.3704 3.7037 

(C)南部地區 0 0 0 0 0 

(D 離島地區 3.8667 4.0833 3.9444 3.5556 3.6111 

(E)東部地區 3.2000 4.0000 3.9167 3.6667 3.4167 

(F)其他地區 2.5000 4.4375 3.8542 3.8542 3.5208 

1. 依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P值均>0.05，都未達顯著水準，故各組變異數可視為相等，可

安心地進行變異數分析。 

2. 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內，P值<0.05，則達到顯著水準，接著再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3. 事後多重比較Scheffe法分析顯示A與F具有顯著性差異（P=0.008<0.05），且B>F；D與F具有

顯著性差異（P=0.007<0.05），且D>F。 

五、 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旅遊動機與行前期望之相關分析 

根據相關分析顯示，針對『濃厚的人文特色』而言，除了乾淨的洗手間、充足

的人車分道設施、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醫療救護設施、

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足夠的遮陰場所、放鬆身心靈的效果、充足的解說牌

設施等變項不具相關性外，其餘各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 

對『身心的沉澱』而言，除了足夠的停車場空間、乾淨的洗手間、充足的人車

分道設施、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足夠的照明設施、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醫療

救護設施、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自導式步道的選擇、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等變項不具相關性外，其餘各

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 

對『豐沛的自然資源』而言，除了足夠的照明設施、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

牌等變項不具相關性外，其餘各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對『優質的評價』而言，除

了足夠的停車場空間、乾淨的洗手間、足夠的遮陰場所、放鬆身心靈的效果等變項

不具相關性外，其餘各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對『身心的滿足』而言，除了足夠的

照明設施這個變項不具相關性外，其餘各變項皆呈現顯著相關。詳情請見(表4-9)。 

表 4-9 旅遊動機與行前期望之相關分析表 

旅遊動機 

行前期望 

濃厚的 
人文特色 

身心的 
沉澱 

豐沛的 
自然資源 

優質的 
評價 

身心的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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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停車場空間 0.107
*
 0.023 0.160

**
 0.096 0.107

*
 

乾淨的洗手間 0.020 0.091 0.181
**
 0.076 0.193

**
 

充足的人車分道設施 0.036 0.092 0.147
**
 0.181

**
 0.205

**
 

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 0.098 0.049 0.217
**
 0.219

**
 0.157

**
 

足夠的照明設施 0.364
**
 -0.069 0.067 0.158

**
 -0.015 

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 0.092 -0.003 0.133
*
 0.185

**
 0.193

**
 

醫療救護設施 0.071 -0.007 0.153
**
 0.177

**
 0.112

*
 

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0.129
*
 0.082 0.194

**
 0.184

**
 0.172

**
 

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 0.071 0.123
*
 0.105 0.164

**
 0.121

*
 

足夠的遮陰場所 0.073 0.187
**
 0.226

**
 0.097 0.134

*
 

放鬆身心靈的效果 -0.001 0.360
**
 0.173

**
 0.101 0.120

*
 

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 0.178
**
 0.183

**
 0.263

**
 0.306

**
 0.155

**
 

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0.414
**
 0.090 0.259

**
 0.232

**
 0.186

**
 

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 0.256
**
 0.111

*
 0.187

**
 0.256

**
 0.180

**
 

充足的解說牌設施 0.091 0.140
**
 0.217

**
 0.193

**
 0.119

*
 

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0.176
**
 0.075 0.247

**
 0.209

**
 0.158

**
 

自導式步道的選擇 0.155
**
 0.070 0.247

**
 0.178

**
 0.213

**
 

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 0.286
**
 0.078 0.320

**
 0.172

**
 0.178

**
 

註：*表 p＜0.05，**表 p＜0.01 

(二) 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實際體驗與重遊意願之相關分析 

依據相關分析指出，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感到滿意』中，除了足夠的照明

設施外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對『我願意推薦給親朋好友』中，除了足夠的停車場空

間、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外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對『下

次出遊時會列為優先考量』而言，則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對『我下次願意再光臨陽

明山國家公園』中，除了足夠的照明設施外呈現顯著正相關。詳情請見(表4-10)。 

表 4-10 實際體驗與重遊意願之相關分析表 

滿意度 

實際體驗 

整體感到 
滿意 

我願意推薦
給親朋好友 

下次出遊時
會列為優先

考量 

我下次願意
再光臨陽明
山國家公園 

足夠的停車場空間 0.199
**
 0.083 0.276

**
 0.214

**
 

乾淨的洗手間 0.272
**
 0.246

**
 0.286

**
 0.287

**
 

充足的人車分道設施 0.337
**
 0.181

**
 0.308

**
 0.298

**
 

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 0.268
**
 0.114

*
 0.196

**
 0.233

**
 

足夠的照明設施 0.039 0.234
**
 0.108

*
 0.101 

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 0.155
**
 0.230

**
 0.260

**
 0.217

**
 

醫療救護設施 0.202
**
 0.281

**
 0.268

**
 0.272

**
 

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0.280
**
 0.104 0.282

**
 0.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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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 0.286

**
 0.081 0.245

**
 0.218

**
 

足夠的遮陰場所 0.238
**
 0.257

**
 0.257

**
 0.241

**
 

放鬆身心靈的效果 0.331
**
 0.153

**
 0.299

**
 0.313

**
 

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 0.397
**
 0.349

**
 0.326

**
 0.380

**
 

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0.156
**
 0.348

**
 0.266

**
 0.237

**
 

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 0.135
*
 0.226

**
 0.271

**
 0.216

**
 

充足的解說牌設施 0.282
**
 0.188

**
 0.244

**
 0.151

**
 

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0.256
**
 0.184

**
 0.255

**
 0.236

**
 

自導式步道的選擇 0.326
**
 0.267

**
 0.304

**
 0.262

**
 

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 0.328
**
 0.330

**
 0.293

**
 0.335

**
 

註：*表 p＜0.05，**表 p＜0.01 

六、 成對樣本 T 檢定 

而在受訪者對服務設施之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之方面，從表4-11可知，就行前期望

而言：滿意度最高者為放鬆身心靈的效果(平均值4.26)，其次是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

示牌(平均值4.13)及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平均值4.06)，最低者為足夠的照明設施(平均值

3.49)。就實際體驗而言:滿意度最高者為放鬆身心靈的效果(平均值4.18)，其次是使我擁

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平均值3.79)及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平均值:3.76)，最低者

為足夠的照明設施(平均值2.89)。經由配對樣本T檢定分析後發現，除了放鬆身心靈一項

外，幾乎所有變項的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都有顯著之差異，且實際體驗低於行前期望。

這顯示要適度提高遊客行前期望，但若過度提高而無法滿足遊客之行前期望，則可能造

成遊客成興而去，敗興而歸。詳情請見(表4-11)。 

表4-11. 遊客對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檢定統計表 

 
行前期望 

(重要程度) 

實際體驗 

(表現程度) 
 

題

號 
變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成對T檢定 

1 足夠的停車場空間 3.86 .862 3.35 1.008 7.718*** 

2 乾淨的洗手間 3.85 .937 3.25 1.029 8.517*** 

3 充足的人車分道設施 3.97 .816 3.49 .889 8.512*** 

4 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 4.03 .745 3.57 .924 7.519*** 

5 足夠的照明設施 3.49 .982 2.89 .843 9.640*** 

6 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 3.75 .891 3.01 .958 10.912*** 

7 醫療救護設施 3.74 .882 2.91 .915 12.327*** 

8 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 4.06 .689 3.66 .883 7.029*** 

9 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 4.13 .722 3.76 .860 6.818*** 

10 足夠的遮陰場所 4.04 .783 3.54 .990 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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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放鬆身心靈的效果 4.26 .682 4.18 .750 1.604 

12 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 4.03 .809 3.79 .934 4.022*** 

13 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3.60 .928 3.12 .952 8.028*** 

14 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 3.75 .884 3.25 .861 8.358*** 

15 充足的解說牌設施 3.98 .761 3.53 .885 7.822*** 

16 充足的解說摺頁提供參考 3.90 .792 3.49 .911 7.216*** 

17 自導式步道的選擇 3.97 .755 3.59 .840 7.028*** 

18 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 3.84 .772 3.49 .859 6.388*** 

總平均 3.9 0.816 3.44 0.905  

註： 

1,  行前期望評點與實際體驗滿意度範圍從「1」表示無到「5」表示非常高。 

2,  *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七、 重要-表現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IPA 分析） 

本研究利用IPA分析法將行前期望視為重要程度，實際體驗視為表現程度來分析陽

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對各項實際體驗前後的落差，以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經營績效。 

IPA分析法，以行前期望（重要程度）為縱軸(Y軸)，實際體驗（表現程度）為橫軸

(X 軸)，再各依其總平均值分割成A、B、C、D四個象限。對於管理者而言，A象限代

表受訪者對落於此區的變項行前期望高且滿意度也高，因此落在此象限的各個變項應該

繼續保持，同時可視為對管理單位的「機會(Opportunities)」；B象限表示受訪者對落在

此區的變項行前期望高但滿意度卻低，因此落在此象限的各個變項可視為改善焦點，同

時可視為對管理單位的「威脅(Threats)」；C象限反應行前期望與滿意度皆低，因此落

在此象限的各個變項可視為較低優先序的缺失項目，亦可視為管理單位的「弱點

(Weakness)」；D象限表示受訪者對落在此區的變項行前期望低但滿意度卻高，因此落

在此象限的各個變項可視為已能滿足受訪者需求而不用太過強調，屬「供給過度」，亦

可視為管理單位的「優勢(Strength)」(黃宗成、吳忠宏、高崇倫，2000)。 

本文提出的體驗項目共18個變項，經IPA分析後落在A象限之變項有（3）充足的人

車分道設施、（4）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8）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9）明確清

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10）足夠的遮陰場所、（11）放鬆身心靈的效果、（12）使我

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15）充足的解說牌設施、（17）自導式步道的選擇等，代

表上述項目對受訪者而言行前期望高且滿意度也高，是管理單位應該繼續保持的項目。

另外，並沒有任何變項落在B象限上，顯示並沒有項目讓受訪者體驗後感到很大的落差，

這對管理單位而言應該是個不錯的結果。 

落在C象限之變項有（1）足夠的停車場空間、（2）乾淨的洗手間、（5）足夠的照

明設施、（6）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7）醫療救護設施、（13）保存完好的古蹟遺址、

（14）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等，代表上述項目對受訪者而言行前期望與滿意度皆低，顯

示受訪者可能對這些項目並不重視，是管理單位可以考慮列入不急迫改善的項目。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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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象限之變項僅有（18）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展示設施這項變數，代表上述項目對受

訪者而言行前期望低但滿意度卻高，顯示受訪者可能針對這項目有超出預期的好體驗，

這對管理單位而言應該是一個值得強調的優勢。詳情請見(表4-9)。 

行
前
期
望
平
均
值
（
重
要
程
度
） 

 

 

 實際體驗平均值（表現程度） 

圖4-1. 遊客對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IPA分析圖 

伍、 結論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受訪者，其旅遊動機因素構面分別為濃厚的人文特色、身心的沉

澱、豐沛的自然資源、優質的評價及身心的滿足五項。研究結果顯示，至陽明山國家公

園之受訪者其主要旅遊動機則為「鬆弛身心」、「遠離塵囂」、「豐富的自然生態」、

「增進親友感情」及「賞花」。在行前期望方面，受訪者最期待的主要為有放鬆身心靈

的效果，次者為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及有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在實際體驗方

面，受訪者於所有的實際體驗中，最滿意的主要為有放鬆身心靈的效果，次者為有使我

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及有明確清楚的指示牌或標示牌。本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性別、

教育程度及職業外，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年齡及居住地點對旅遊動機均有顯著之差

異。 

在受訪者對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之差異方面，經由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後顯示，除

了放鬆身心靈的效果這個變項外，其餘各變項均有顯著差異且實際體驗明顯低於行前期

望。此結果顯示受訪者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設施不甚滿意，特別

是醫療救護設施從 3.74(行前期望)降低到 2.91(實際體驗)，表示醫療救護設施的改善有

待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針對此一問題好好研擬對策。 

在受訪者的旅遊動機和行前期望相關分析方面及實際體驗和重遊意願相關分析方

面顯示，旅遊動機的五大構面均與行前期待部份變項呈顯著正相關，且各實際體驗變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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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重遊意願部份呈顯著正相關。 

至於受訪者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各項服務滿意度之IPA分析顯示，1.繼續保持部份有充

足的人車分道設施、足夠的公路與步道護欄、規劃完善的遊客中心、明確清楚的指示牌

或標示牌、足夠的遮陰場所、放鬆身心靈的效果、使我擁有難忘回憶的風景名勝、充足

的解說牌設施、自導式步道的選擇等九項。2.改善需求急迫性較低的部份為足夠的停車

場空間、乾淨的洗手間、足夠的照明設施、供應充足的飲水設備、醫療救護設施、保存

完好的古蹟遺址、方便的導覽解說服務等七項。3.優勢部份僅為加深印象及文化水平的

展示設施這項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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