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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欲藉由透過對民宿旅客的住宿需求的瞭解，並與民宿業的經營

現況相整合，提出通盤建議來告知業者，希望藉由研究可以告知業者其內

部經營策略所需要改進與維持之處。本研究欲以墾丁地區民宿旅客作為研

究對象，以簡單隨機抽樣法進行各區域抽樣樣本數分配，並於現地進行便

利抽樣，有效回收問卷共 392 份。研究結果如下所示：1.旅客社經背景不

同與旅遊特性有所差異。2.旅客之社經背景與旅遊特性分別與住宿需求重

視度有顯著差異，旅客會因職業、月收入、居住地與旅遊次數的不同，而

有不同住宿需求重視度。3.旅客之社經背景與旅遊特性分別與住宿需求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旅客會因月收入、資訊來源與交通工具的不同，而有不

同住宿需求滿意度。4.在重要–表現分析方面：全部的 30 個變項裡，一共

有 15 個變項落於繼續保持區(第一象限)，落於供給過度區(第二象限)共 4
個變項，落於優先順序低(第三象限)共 9 個變項，在加強改善重點(第四象

限)裡共 2 個變項。 

關鍵字：民宿、住宿需求、經營策略、I.P.A 分析法 

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自週休二日以來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增加，擁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安

排旅遊活動，據統計指出，近 72％民眾是利用週末、星期日及國定假日出

遊，較 88 年(執行隔週休二日)增加 13％(觀光局，2001)，而國人國內旅遊

率則是從民國 90 年的 86.1％提升到民國 91 年的 89.7％，整整成長了 3.6％

(觀光局，2003)。由此可知，週休二日的實施不僅加強民眾利用假日出遊的

意願，也提高國人在國內的旅遊人口。但部份的旅遊地區假日期間當地旅

館無法消化遊客量，因此使得民宿逐漸風行(姜惠娟，1997)，它是一種因為

市場需求而產生的行業(廖榮聰，2003)，所以隨著國人旅遊人口的提升，民

宿在遊憩區住宿供給面上的地位亦愈顯重要。根據 2001 年墾丁形象商圈民

宿消費者調查報告中 顯示墾丁地區旅客重住率並不高(經濟部，2001)，其

對於該地區民宿業者時為一項警訊。 

以往討論民宿需求面的文獻中，主要是利用簇群分析、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與廻歸分析等分析來了解需求面(姜惠娟，1997；陳詩惠，2003；楊永

盛，2003)，而僅於最後提出以消費者滿意度為導向的建議給業者，缺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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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該建議在業者現存的環境資源之下是否真正可行，是否值得去執行。本

研究認為如果能根據之前學者對民宿需求面的了解，且藉由 I.P.A.分析法進

一步將旅客的需求與民宿業的經營現況相整合，提出通盤建議來告知業

者，相信將可使業者更能了解其經營方向是否與市場需求相呼應，改善其

經營政策。I.P.A.分析法 (Impo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重要－表現程度

分析法)目前在飯店業、旅遊市場、休閒遊憩等領域皆有研究藉由 I.P.A.分
析來檢視消費者對其產品的要求(葉碧華，1999；余幸娟，2001；翁廷碩，

2001；丁國璽，2003；朱珮瑩，2003；林千如，2003；廖榮聰，2003)。由

此可知，將 I.P.A.分析法用在了解服務業經營成效上的可行性是相當高的，

所以如果能經由得知旅客對民宿住宿需求之重視程度與表現程度，以 I.P.A.
分析法了解民宿經營上的表現成果，進行對民宿內部經營評估，相信研究

結果將可更助於業者參考與應用。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墾丁地區民宿旅客的

社經背景與旅遊型態、旅客對於其投宿的民宿之重視度及滿意度的關係、

旅客之住宿需求狀況進而提出墾丁地區民宿內部之經營策略供業者參考。 

貳、文獻回顧 
2.1 民宿的定義 

目前國內研究者對民宿的定義眾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觀點來對民宿定

義做以下的敘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內研究者對民宿的定義 

研究者 年代 所給予民宿之定義 

韓選棠 1992 民宿為一般個人住宅將其一部份居室，以「副業方式」經
營的住宿設施。 

潘正華 1994 
民宿之主體係指農民利用其農宅空餘之部分間， 
將整棟或分棟之農宅出出租予旅客暫時居留的行為，而民
宿之客，及指旅客投宿於民宅的行為。 

台灣省旅遊局 1998 民宿是一種借住於一般民眾住宅的方式，所以它 不是專
業化和商業化的旅館。 

林宜甲 1998 

1.民宿必須先定位是否為旅館業。 
2.管理經營上須有組織。 
3.民宿事業有結合週邊資源，不管是自然的人文源或本身

即有的資源。 

民宿管理辦法 2001 
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
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魚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
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資料來源：廖榮聰(2003)；本研究整理。 
綜合歸納民宿研究者與政府對民宿的定義，民宿為當地民宅，以家庭

副業的方式來經營，提供旅客基本的住宿需求外，更結合週邊的環境特色

和自然資源，讓旅客親身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此外民宿主人親切的服務

態度，也讓住宿的旅客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有別於一般旅館，民宿更多

了一份有家的溫馨感覺。本研究以最早發展民宿的墾丁地區作為研究基

地，將其分為牧場區、墾丁路南區、墾丁路北區及大灣區等四區，共計 60
間民宿作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2.2 住宿需求因子之相關研究 
旅館需求屬性因子方面，目前國內外研究大致從二個方向來討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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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了解旅客第一次選擇住宿因子(陳思倫，1992；高麗真，1993)與住宿品

質之認知及滿意度(吳昌宏，1990；浦心慧，1991；陳怡君，1995；黃淑美，

1996)；民宿需求屬性因子方面，目前多從設施、服務、經營條件、景觀、

安全與活動安排等層面討論遊客住宿需求及評價，以了解影響遊客住宿評

價之需求因子(姜慧娟，1997；觀光局，2002；楊永盛，2003；廖榮聰，2003)
與住宿之重視因子(陳詩惠，2003)。綜合住宿需求的文獻回顧，本研究選定

住宿設施、住宿服務、經營管理、民宿內外環境與活動安排等五方面代表

民宿住需求屬性因子，共計 30 項需求屬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住宿需求評鑑因子來源表 

類別 評鑑因子 來源 

住
宿
設
施 

消防逃生設備與標誌 吳正雄、曹勝雄(2002)、陳詩惠(2003) 
獨立衛浴設備 姜惠娟(1997)、廖榮聰(2003) 
全天候洗澡熱水供應 觀光局(2002) 
牙膏肥皂等基本消耗品的供應 觀光局(2002)、楊永盛(2003). 
房間內家俱(例如櫥櫃、桌椅、電視) 姜惠娟(1997)、廖榮聰(2003) 
共用空間的設備(例如：休閒桌椅) 觀光局(2002) 
簡易醫療設備 觀光局(2002)、楊永盛(2003) 
足夠的停車空間 楊永盛(2003)、陳詩惠(2003) 

住
宿
服
務 

提供早餐 觀光局(2002)、廖榮聰(2003) 
書報雜誌的提供 浦心慧(1991) 
服務人員的態度 吳昌宏(1990)、浦心慧(1991) 
民宿主人會保護住客的隱私權 陳詩惠(2003) 、廖榮聰(2003) 
提供鄰近觀光遊憩區資訊諮詢服務 高麗真(1993)、陳詩惠(2003)  
當地環境自然或人文資源解說服務 陳詩惠(2003)、廖榮聰(2003)  

經
營
條
件 

房價收費合理 黃淑美(1996)、陳詩惠(2003)  
民宿的聲譽 陳詩惠(2003) 
良好的宣傳廣告 觀光局(2002)、楊永盛(2003) 
民宿地點設置牌的位置 高麗娟(1997)、姜惠娟(1997) 
全國民宿介紹手冊的編製 姜惠娟(1997)、觀光局(2002) 
環境清潔又衛生 吳昌宏(1990)、陳思倫(1992) 
方便的訂房管道 黃淑美(1996)、觀光局(2002) 
民宿主人可以記得我的名字 陳詩惠(2003) 
規劃並提供具地方特色餐飲 楊永盛(2003) 

民
宿
內
外
環
境 

建築物的形式配合當地環境、凸顯地方特
色 

張錫鈞、林子郁、林佳威、黃文遠、 
張國慶、俞惠雄(2003) 

室內裝潢氣氛 陳思倫(1992)、楊永盛(2003) 
活動空間開闊性 黃淑美(1996) 
民宿週邊具多樣的觀光遊憩景點 陳詩惠(2003) 

活
動
安
排 

民宿主人教導住客 DIY 藝品(例如：貝殼、
星沙製品等) 陳詩惠(2003) 

靜態活動之安排(例如：品茶閒聊、觀星、
分享收藏品等) 陳詩惠(2003) 

安排當地休閒遊憩活動(例如：從事水上活
動，代租潛水衣) 

姜惠娟(1997)、楊永盛(2003)、廖榮
聰(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及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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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子因素分析 

本研究從不同遊客之社經背景與旅遊特性來探討民宿旅客之住宿需

求，並透過I.P.A分析法，進而提出未來民宿的經營策略和導向，如圖1所示： 
 
 
 
 
 
 
 
 

本研究假說共有下列三項：H1：旅客旅遊特性會因旅客的社經背景不

同而有所差異。H2：旅客的住宿需求會因遊客的社經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H3：旅客的住宿需求會因旅客的旅遊特性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2 抽樣方法及樣本說明 

    本研究以墾丁地區為抽樣地點，問卷以墾丁地區已經體驗過民宿的旅

客作為抽樣對象，問卷預試時間定於 92 年 12 月 13 日至 92 年 12 月 14 日，

為期兩天；正式問卷抽樣期間為 92 年 12 月 25 日至 93 年 1 月 23 日，包括

了平日、例假日與國定假日，為期約 30 天。抽樣方面，除了於現地發放問

卷時採用便利抽樣法，問卷發放份數之計算方式則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法，

計算墾丁牧場區 70 份、墾丁路南區 98 份、墾丁路北區 105 份及大灣區 147
份四區之抽樣樣本數。本研究在假設抽樣誤差不大於 5%(即 e<0.05)，信賴

度為 95%的條件下，採用 420 份的問卷樣本數，回收有效問卷 392 份，問

卷回收率為 93.3%，問卷信度為 0.9406。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受訪者資料分析 
    受訪旅客的社經背景方面，多以女性，21~30 歲，大學或專科，學生，

未婚且月收入一萬元以下，居住於南部地區為主。旅遊次數方面多以四次

以上，前來同遊人數 1~2 人，遊伴多為朋友或情侶且主要停留 2 天 1 夜，

花費多在 2,001~4,000 元，住宿資訊以網路為主，自行開車前往為多數，並

經由卡方檢定具有差異，因此 H1 成立。詳見表 3。 

圖 1 研究架構圖 

 
 

H3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社經背景 

   
民宿經營策略 H1 卡方分析 

H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I.P.A.  

旅遊特性 

住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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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墾丁民宿旅客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 
社
經
背
景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 旅遊特性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 

性
別 

男 181 46.20% 

旅遊次數 

第一次 22 5.60% 
女 211 53.80% 第二次 47 12.00% 

 第三次 92 23.50% 

年
齡 

20 歲以下 40 10.20% 第四次 231 58.90% 
21~30 歲 270 68.90% 

同遊人數 

1~2 人 173 44.10% 
31~40 歲 64 16.30% 3~4 人 117 29.80% 
41 歲以上 18 4.60% 5~6 人 55 14.00% 

    7 人以上 47 12.00% 

教
育
程
度 

國中(含)以下 6 1.50% 

遊伴性質 

朋友或情侶 231 58.90% 
高中(職) 64 16.30% 同學 33 14.00% 
大學或專科 276 70.40% 家人 80 20.40% 
研究所以上 46 11.80% 同事 23 5.90% 
    其他 3 0.80% 

職
業 

學生 147 37.50% 

旅遊天數 

2 天 1 夜 251 64.00% 
軍公教 38 9.70% 3 天 2 夜 106 27.00% 
工業 27 6.90% 4 天 3 夜 27 6.90% 
商業 53 13.50% 5 天 4 夜以上 8 2.00% 
服務業 83 21.20% 

旅遊花費 

2,000 元以下 70 17.90% 
家庭主婦 17 4.30% 2,001~4,000 元 138 35.20% 
待業中 6 1.50% 4,001~6,000 元 93 23.70% 
其它 21 5.40% 6,001~8,000 元 52 13.30% 

    8,001~10,000 元 18 4.60% 
婚
姻
狀
況 

未婚 315 80.40%  10,001 元以上 21 5.40% 
已婚尚無子女 28 7.10% 資訊來源 親友介紹 34 8.70% 
已婚育有子女 49 12.50%  團辦主辦人 15 3.80% 
    網路 130 33.20% 

月
收
入 

10,000 元以下 152 38.80%  傳 播 媒 體 ( 電 視
廣播、報章雜誌) 11 2.80% 

10,001~20,000 元 36 9.20%  民宿招牌 19 4.80% 

20,001~30,000 元 73 18.60%  曾經住過 65 16.60% 

30,001~40,000 元 60 15.30%  在當地決定 111 28.30% 

40,001~50,000 元 38 9.70%  其他 7 1.80% 
50,001 元以上 33 8.40% 

住宿天數 

1 晚 281 71.70% 
    2 晚 95 24.20% 

居
住
地 

北部 
(基北、桃竹苗) 117 29.80% 3 晚以上 16 4.10% 

中部 
(彰中投、雲嘉) 71 18.10% 

交通工具 

自己開車 271 69.10% 

南部(台南、高屏) 182 46.40% 公車或客運 51 13.00% 

東部(宜、花、東) 16 4.10% 騎機車 57 14.50% 

其它 6 1.50% 遊覽車或小巴士 11 2.80% 

    其他 2 0.50% 

4.2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P.A 分析法)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經常被行銷專家用來檢視顧客對於產品屬性的

要求，此法對於休閒產業界即有價值，因為它提供一雙重機制，不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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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產品，包括節目活動或服務等屬性的偏好，同時亦評估供給者在

這些屬性上的表現程度(余幸娟，2000)，朱珮瑩，(2003)指出其分析方法為

重要程度為橫軸，表現程度為縱軸，各屬性在重要與表現程度評定等級為

座標，將各屬性標示在二維空間。A 象限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高，落

在此象限的屬性應該繼續保持；B 象限表示重要程度低而表現程度高，落在

此象限為供給過度；C 象限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內的

屬性優先順序較低；D 象限表示重要程度高但表現程度低，落在此象限內的

屬性為供給者應加強改善的重點。  

本研究運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以民宿旅客對投宿前的期望程度視

為重要程度並列作 x 軸，以投宿後的滿意程度視為滿意度列作 y 軸。根據

問卷住宿需求的 30 個問項平均值，建構出住宿需求的 I.P.A.圖(如圖 2)，作

為研究的分析結果。從住宿需求的 I.P.A.圖(圖 2)，可得知旅客對民宿之住宿

需求與目前民宿業者所提供之服務間之關係，本研究即以業者角度來探討

民宿之內部服務提供策略，共可分為四部份進行討論，內容如下：

圖2  住宿需求I.P.A.均值方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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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民宿業者應繼續保持該項服務提供 

由圖 3 可知，落在 A 象限之變項有「週邊具多樣遊憩景點」、「全天候

熱水供應」、「環境清潔又衛生」、「獨立衛浴設備」、「房價收費合理」、「服

務人員的態度」、「房間內傢俱」、「備品供應」、「保護房客隱私」、「民宿

的聲譽」、「方便的訂房管道」、「室內裝潢氣氛」、「活動空間開闊性」、「足

夠的停車空間」、「鄰近觀光區諮詢服務」共 15 個變項，顯示墾丁地區的民

宿大部分的供給符合民宿旅客的需求，令大部分客人對於他們重視的感到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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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民宿業者該項服務供給過度 

落在 B 象限之變項有「共用空間的設備」、「建築物凸顯地方特色」、「良

好的宣傳廣告」、「民宿地點設置牌位置」，共 4 個變項，旅客不重視卻很滿

意的項目來說，除非業者自己本身加強旅客對此重要性的認知，否則此項

目現已能滿足旅客需求則不需過度強調。 

4.2.3 民宿業者改善該項服務之優先順序低 

落在 C 象限之變項「提供書報雜誌」、「主人記得我的名字」、「安排當

地休閒活動」、「民宿介紹手冊的編製」、「當地環境的解說」、「提供早餐」、

「靜態活動的安排」、「規劃地方特色餐飲」、「教導房客 DIY 藝品」落在此

範圍內可視為目前民宿旅客認為不太重要的項目，但在未來的趨勢會不會

成為一種新的潮流仍有待判斷，值得注意的是，落在此範圍的項目在未來

都可能成為必需，是民宿業者需要知道的資訊。 

4.2.4 民宿業者應加強改善重點之服務項目 

落在 D 象限之變項「消防逃生設備與標誌」、「簡易醫療設備」共 2 項，

表示旅客覺得重要但是卻不滿意的區域，此 2 項目是墾丁民宿業者急需注

意以及改善的，因為在海邊的危險區域比較容易受石頭割傷或跌倒等等，

還有消防安全的問題，也是旅客所擔心的。在多數的研究裡可以明白看出

期望過高則相對的滿意度低，而 I.P.A.分析法強調的是一種相對的關係，變

數落在象限位置是同時和其他變數比較下的相對結果，並非絕對結果(謝秉

育，2001)。比較滿意度平均值出來的結果(表二)，此 2 項目在平均值 4(普
通)的狀況下，因此本研究推論有多數民宿皆有提供此設備，不過不佔大多

數或是標示仍未清楚，因此民宿旅客認為應再多加強此部分。 

4.3 住宿需求重視度及滿意度因素分析 

經過因素分析之後，原本共有 30 個變項的住宿需求因子共縮減成六項

因素構面，經由 Bartlett’s 球型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重視度 KMO 值為 0.9，
滿意度 KMO 值為 0.918，本研究利用各項因素中的變數進行命名。 

住宿需求評價因子之重視度構面的總體解釋變異量為 60.807％，分別

分析出六個因素構面命名如下：因素一命名為「方便民宿通路型」；因素二

命名為「注重服務互動型」；因素三命名為「注重住宿安全性」；因素四命

名為「體驗當地生活型」；因素五命名為「住宿氣氛體驗型」；因素六命

名為「注重居家感覺型」。 

住宿需求評價因子之滿意度構面的總體解釋變異量為 69.768％，六項

因素構面命名如下：因素一命名為「服務品質型」；因素二命名為「基本

設備型」；因素三命名為「民宿的附加服務」因素；因素四命名為「活動

規劃」因素；因素五命名為「宣傳策略型」；因素六命名為「環境景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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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住宿需求之差異性分析 
4.4.1 住宿需求重視度與社經背景及旅遊特性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之社經背景包含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況、

月收入及居住地等七項，旅遊特性則包含有旅遊次數、遊伴人數、遊伴性

質、旅遊天數、旅遊預算、資訊來源、住宿天數及交通工具等八項，經由

差異性分析後具有顯著之因素如表 4 所示，因此 H2、H3 成立。 
 
表 4  住宿需求重視度之差異性分析表 

 Wilk’s lambda 檢定 One-Way ANOVA 分析 Duncan      
事後檢定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職業 
體驗當地生活型 1.740 0.002* 4.596 0.000** 9>10(註一) 

月收入 

體驗當地生活型 1.838 0.004* 2.740 0.019* 1>5>6>2>3
>4(註二) 

居住地 
注重住宿安全型 1.942 0.004* 3.807 0.005* 2>1(註三) 

旅遊次數 
方便民宿通路型 3.082 0.000** 4.752 0.003* 1>3(註四) 
體驗當地生活型 5.984 0.001** 1>4(註四) 

註一：1=學生 2=軍公教 4=工業 5=商業 6=服務業 7=家庭主婦 9=待業中 10=其他 
註二：1=10,000 元以下  2=10,001~20,000 元  3=20,001~30,000 元 4=30,001~40,000 元

5=40,001~50,000 元 6=50,001 元以上 
註三：1=北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 5﹦離島 6=其他 
註四：1=第一次 2=第二次 3=第三次 4=四次以上 
註五：*為 p<0.05  **為 p<0.001 

在性別部分，經由 T 檢定得知具顯著性的因素構面為「體驗當地生活

型」，顯示男性較女性來的重視在安排當地的活動與內容。職業部分，具有

顯著的因素構面為「體驗當地生活型」，旅客職業以待業中較其他類為重

視。本研究推論可能由於待業中的旅客想藉由旅遊的過程中紓解無業的壓

力，因此較為重視當地生活的體驗，期望藉由旅遊來獲得不同的心情。月

收入部分，具有顯著的因素構面為「體驗當地生活型」，六項月收入皆具有

顯著差異，而以月收入 10,000 元以下的旅客更重視體驗當地生活。本研究

推論由於月收入在 10,000 元以下的旅客在旅遊時比較沒有太多的預算花費

在其他活動或設備等旅遊產品，因此較重視在當地旅遊生活的體驗。居住

地部分，具有顯著的因素構面為「注重住宿安全型」，居住在中部的旅客較

居住在北部的旅客更重視住宿安全。本研究推論由於中部地區較常發生地

震等天災，造成中部居民較無安全感，所以旅客會比較重視旅遊時的住宿

安全。旅遊次數部分，具有顯著的因素構面為「方便民宿通路型」和「體

驗當地生活型」。在「方便民宿通路型」方面，以第一次來墾丁旅遊的旅客

較第三次來的旅客更為重視民宿通路；在「體驗當地生活型」方面，第一

次來墾丁旅遊的旅客較四次以上的旅客更重視體驗當地生活。整體而言，

第一次前往墾丁旅遊的旅客在具有顯著的因素構面中，皆比其他旅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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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重視。本研究推論可能是因為旅客第一次來墾丁旅遊，希望有較方便

的通路來了解墾丁民宿的資訊；同時第一次到墾丁旅遊跟去過四次以上的

旅客相較之下，對於墾丁地區的環境較為陌生，所以期望能藉由墾丁的民

宿來體驗當地的生活特色。 

4.4.2 住宿需求滿意度與社經背景及旅遊特性之差異性分析 
住宿需求滿意度部份，經由差異性分析後具有顯著之因素如表 5 所示。 

表 5  住宿需求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表 

因素構面 
Wilk’s lambda 檢定 One-Way ANOVA 分析 Duncan 事後

檢定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月收入 

服務品質型 
1.934 0.002* 

6.179 0.000** 5>4>6(註一) 

民宿的附加服務 2.527 0.032* 5>6>1(註一) 

資訊來源 

環境景觀型 1.654 0.007* 2.797 0.009* 9>3>6(註二) 

交通工具 

民宿的附加服務 
2.118 0.005* 

4.202 0.007* 
1>4>3>2 
(註三) 

環境景觀型 4.366 0.006* 2>4(註三) 

註一：1=10,000 元以下 2=10,001~20,000 元 3=20,001~30,000 元  4=30,001~40,000 元   
5=40,001~50,000 元   6=50,001 元以上。 

註二：1=親友介紹 2=團辦主辦人 3=網路 4=報章雜誌 6=民宿招牌 7=曾經住過 8=在當地
決定 9=其他 

註三：1=自己開車 2=公車或客運 3=騎機車 4=遊覽車或小巴士 
註四：*為 p<0.05  **為 p<0.001 

月收入方面，具兩項顯著的因素構面，其中具顯著的因素構面為「民

宿的附加服務」，旅客月收入為 40,001 至 50,000 元者較為其他項收入類群

易滿意該民宿的附加服務；具極顯著的因素構面為「服務品質型」，旅客月

收入為 40,001 至 50,000 元者較為其他項收入類群易滿意民宿的服務品質。

本研究推論由於月收入會影響其旅遊預算，月收入為 40,001 至 50,000 元的

旅客因而擁有較高的旅遊預算，多有投宿飯店的經驗，所以會以住宿飯店

的服務品質標準影響其民宿的住宿滿意度，其中亦會以一般飯店普遍提供

但民宿卻無法常態供應的影響住宿滿意度。資訊來源方面，具有顯著的因

素構面為「環境景觀型」，以其他項與網路為資訊來源的旅客較其他類群者

易滿意民宿之環境景觀，本研究推論對於網路為資訊來源的旅客而言，不

易於訂房前實地訪視該民宿，因此會較為注重民宿之周圍是否具多樣遊憩

景點、活動空間開闊性與室內裝潢氣氛等。交通工具方面，具兩項顯著的

因素構面，其中具顯著的因素構面之一為「民宿的附加服務」，交通工具為

自行開車的旅客較為其他類群者易滿意民宿的附加服務；另一具顯著的因

素構面為「環境景觀型」，交通工具為公車或客運的旅客較其他類群者易滿

意民宿的環境景觀。本研究推論由於交通工具為公車或客運的旅客行動機

動性較低，需要鄰近多樣週邊景點或是本身本已具備優美景觀的投宿場

所，所以旅客民宿之週邊觀光遊憩景點多寡、活動空間開闊性與室內裝潢

氣氛等環境景觀因素的滿意程度，則會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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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建議業者在針對低消費族群的旅客時，可以充分結合墾丁當

地的資源和民宿本身的特色，安排具有吸引力的體驗活動，來豐富旅客的

行程，並利用配套措施來推出價位合理的套裝旅遊行程。針對高收入族群，

可能將民宿所提供的各項設施與服務與以往體驗過的旅館相比較，期望自

己所選的民宿，有類似這樣服務及設施是較好的，因此建議可提升本身民

宿的服務品質與附加服務，藉以吸引高消費族群。 

(二)民宿業者針對第一次來消費的旅客應加強宣傳策略及拓展行銷通

路，方便旅客取得住宿資訊，並同時增加活動安排之豐富性及多樣化，以

提高旅客的重住意願；而已經去過墾丁四次以上的旅客，可能因為對於已

經體驗過的活動之嘗試性不高，想轉而尋求別於以往的旅遊經驗，因此業

者在這方面應推陳出新，設計較新奇且更具有特色的設施或活動，來增加

旅客對民宿的新鮮感，並提高民宿業者本身的競爭力。 

(三)交通工具為公車或客運的旅客對民宿的環境景觀型滿意度較高，推

論可能因為此類旅客群的旅遊機動性不高，所以對於選擇的民宿停留時間

會長一些，因此建議民宿業者可加強該民宿之活動空間開闊性與室內裝潢

氣氛等方面之景觀，以吸引此類消費族群。 

(四)研究結果發現資訊來源以網路最多，而在資訊發達的網路世界下，

除了學生族群會上網搜尋之外，本研究認為選擇住宿地點網路化亦為未來

的新導向，建議業者在網路方面應加強商家資訊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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