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旅 遊 管 理 學 系 旅 遊 管 理 碩 士 班 論 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PROGRAM OF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宗教觀光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以佛陀紀念館為例 

 

THE RELATIONSHIP STUDY ON TOURIST MOTIVATION,  

INVOLVEMENT AND SATISFACTION OF RELIGIOUS TOURISM 
─A CASE OF FO GUANG SHAN MEMORIAL CENTER 

 

 

                    研 究 生： 林美嬌 

        GRADUATE STUDENT : MEI-CHIAO LIN 

            

                    指導教授：莊鎧溫 博士 

                              蔡宸綨 博士 

        ADVISOR : KAI-WAYNE CHUANG Ph.D. 

            CHEN-CHI TSAI Ph.D. 

 

中  華  民  國  一 O 三 年  六  月 

 



 
 
 
 
 
 
 
 
 
 
 
 

 



 
 
 
 
 
 
 
 
 
 
 
 

 

I 
 

南 華 大 學 旅 遊 管 理 學 系 旅 遊 管 理 碩 士 班 

1 0 2 學 年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論 文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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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宗教觀光的旅遊動機、涉入與滿意度影響關係之研

究─以佛陀紀念館為例。研究者實際參與宗教活動及體驗，本研究以「問

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工具，研究的對象以到高雄佛陀紀念館的遊客為

主，共獲得有效樣本 420，資料分析則是用 SPSS 17軟體進行分析，採用

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檢定、迴歸分

析等統計方法，來進行旅遊動機、涉入與滿意度等構面間之驗證分析。

在宗教觀光旅遊動機、涉入與滿意度之關係模式實證結果發現: (1)旅遊

動機會正向影響滿意度。(2) 旅遊動機會正向影響涉入。(3) 涉入會正

向影響滿意度。(4) 行前期望會對實際體驗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依

其研究結果提出結論和建議，其能提供給佛陀紀念館參考，作為未來相

關措施的依據。 

關鍵字:宗教觀光、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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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t 

motivation, involvememt and   satisfaction of religious tourism from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This case was basing on 420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religious tourists of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analyz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scs Analysis ,One 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tourist motivation, involvememt and satisfaction of religious 

tourism.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Tourist motivation affected 

satisfaction. 2. Satisfaction affected involvememt.3. Involvememt affected 

tourist motivation.4. Before-trip expectation and experience had obvious 

defference. 

Keyword:Religious Tourism,Traveling Motivation,Involvemem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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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緒論  

     

本章節將分成五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研究內容。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對休閒活動有更多元化的要求，許多人都會

定期規劃旅遊休閒活動，來調整平日的工作壓力，所以對休閒遊憩的需

求亦隨之增加。當人們需要尋求紓解壓力和調劑身心時，宗教觀光就成

為現代人可以選擇的遊憩活動之一。 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宗教無論在政

治、經濟、生活層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即使在科學昌明的時代，宗教

仍是人類精神生活和休閒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對觀光的形成亦助益甚遠，

如朝聖、宗教之旅、進香團……等(孫武彥，1995) ，而且人們藉由參與

宗教信仰活動，在參與過程中達到觀光旅遊的樂趣，進而形成宗教之旅

活動(陳思倫等，1996)。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00 年底止，國內登記有案之寺廟

計 1萬 1,968座，近 5年來計增加 317座或增加 2.7％，因此「五步一小

廟、十步一大廟」成為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特殊現象，台灣廟宇有其獨

具的特色，除了空間規劃和形式格局有一套複雜規則外，還包含石雕、



 
 
 
 
 
 
 
 
 
 
 
 

 

2 
 

木雕、 彩繪、書法等裝飾，足以代表台灣的鄉土文化與發術特色，頗具

觀光價值(劉文三，1992)，因此參觀廟宇也可算是觀光台灣的要項之一。  

    近年來觀光事業急速成長，許多宗教單位除了原本宗教功能外，亦

積極從事社會回饋事業，如慈善救助、教育文化等，除此之外還積極朝

向觀光化發展，將寺廟文化與符合潮流的觀光休閒作一有效的結合，提

供民眾休閒遊樂之去處(葉佳雄，1996)。所以，宗教觀光在旅遊市場上

已形成一股新興力量。  

    而屬於佛教系統的佛陀紀念館，亦是國內著名佛教聖地之一，截至

101 年 12 月 25 日佛陀紀念館落成周年，在短短一年內突破 1000 萬參訪

人次前往朝佛或觀光。佛陀紀念館之所以能完成，完全來自十方大眾的

發心護持，也因為海內外旅客及教界僧信四眾的支持與肯定，佛陀紀念

館屢屢創下很多的第一，包括：最短時間內湧入大量遊客，中國大陸自

由行與團體旅遊參訪人數最多的景點，每天有超過 100 團從世界各地到

佛陀紀念館參訪的團體，親子交流、文教團體參訪及舉辦戶外教學最多

的景點。為何遊客總是絡繹不絕前往佛陀紀念館，其究竟是為了宗教因

素或是觀光休閒因素？遊客的旅遊動機為何？遊客的滿意度為何？遊客

的涉入程度為何？鑒於以上的問題，本研究特以高雄市境內之佛陀紀念

館為研究範圍，以對宗教觀光客及該地區之觀光特性做更深層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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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宗教或觀光有關單位未來規劃管理之參考，創造

出更令觀光客感到到舒適與滿意的遊憩環境。    

1.2 研究目的 

    近年來宗教觀光快速成長，宗教文化觀光市場，潛力可觀，已經有

許多宗教單位朝向觀光化發展，其中以大甲鎮瀾宮媽祖文化節的繞境活

動，打造了知名的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實在有必要對觀光客作深

入的瞭解，以符合不同的需要(Smith，1992)。本研究希望藉由參觀遊客

的特性，遊客本身的旅遊動機、對宗教旅遊活動的涉入程度，並試圖瞭

解其旅遊後的滿意度？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 探討參觀遊客的旅遊動機。 

2. 探討參觀遊客的旅遊動機及對宗教旅遊活動的涉入程度。 

3. 探討參觀遊客對旅遊滿意度之認知。 

4. 探討佛陀紀念館參觀遊客旅遊動機、涉入對滿意度之間的影響。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佛陀紀念館為主要研究範圍，並以前往佛陀紀念館進

行宗教旅遊的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遊客之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之

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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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乃依據研究動機與背景，先擬定研究目的，再透過相關的文

獻探討，針對遊客的動機、涉入、滿意度的理論基礎及研究，進行資料

整理，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後建立研究架構與

假說，並設計本研究的的問卷，進行預試問卷的調查分析後將部分的問

卷修改為正式的問卷，進行資料的整理與分析，驗證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及假設，再依其分析結果作出結論與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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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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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共分為五章，茲將各章節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論 

    先闡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範固與對象，並

且簡述研究內容與流程。 

第二章文獻回顧  

    主要在探討宗教觀光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之相關理論與文獻。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方法  

    首先將擬定佛陀紀念館之研究架構；進而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並描述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及抽樣設計；確立研究之資料分析方法;最後訂

定研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第四章實證結果與分析  

    包含樣本結構、旅遊特性分析、信度分析、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特

性分析、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分析之因素分析、差異性檢定、迴歸

分析。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依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結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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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宗教旅遊遊客的個人特質及其涉入程度。

本章節將分別就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與探討，來釐訂本研究理論架構。

第一節為佛陀紀念館的起源，第二節宗教觀光，第三節為旅遊動機，第

四節為涉入，第五節為滿意度。 

2.1 佛陀紀念館的起源 

    當世界出現了偉大的新建築時，即為全球的焦點。佛陀紀念館這座

萬人矚目的新建築誕生，其雄偉建築及融入日常生活的佛教文化，閃耀

著文化生命與世界佛教的光芒，這座偉大建築者的擘畫者是星雲大師。

多年來他一直有個願：讓世人感受佛陀的精神。如今願望實現並把它線

給台灣的百姓、華人的世界、全球的教徒。 

    佛光山原本就吸引眾多陸客參拜，現在「佛陀紀念館」勢必再度受

到陸客的青睞，將成為陸客到台灣旅遊最受歡迎的熱門景點之一。因為

佛陀紀念館的軟硬體設施有更深入的瞭解，他敬佩星雲大師不僅是一位

宗教家，也是一位優秀的「企業家」，以「企業」的經營方式，讓更多

遊客瞭解佛教文化。 

    籌建 13 年，耗資百億打造的佛陀紀念館，將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25

日耶誕節在高雄開放迎賓。這處佔地廣達百公頃的宗教園區，建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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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銅鑄坐佛像、紀念館本館、八座高塔、禮敬大廳，並有靈山和祇

園，宛如一座規模恢宏的宗教宮殿。紀念館的興建，緣於西元 1998 年，

佛光山星雲大師到印度傳授國際三壇大戒，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感

念佛光山長期促進佛教漢藏文化交流，並舉辦世界佛教顯密會議，為弘

揚人間佛教的正派道場，因而表達贈送佛牙舍利心願。  

    根據記載，佛陀涅槃後，留存人間三顆佛牙舍利，一在斯里蘭卡，

一在中國大陸，第三顆原留在印度。十三世紀回教徒入侵印度，佛牙舍

利被秘密帶到西藏，並供奉於薩迦遮楚秋的囊極拉齋寺。1968 年的文化

大革命，毀了拉齋寺，佛牙舍利也告下落不明。這顆佛牙舍利並未失蹤，

而是被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拾獲。  

    為守護舍利，貢噶多傑仁波切冒險橫越喜馬拉雅山，歷經艱辛將佛

牙舍利護送回印度，並經認證無疑，此後便密藏在隨身的迦護寶盒長達

30 年。因感於自身年事已高，回西藏無望，在印度又無力興建佛寺，乃

決定贈與台灣建館供養。  

    坐西朝東的佛陀紀念館，因供奉佛牙舍利而建，因而取名「佛陀紀

念館」。據說，光是外觀設計圖便繪製百餘張，一再修改後，終於成就

今天的壯觀面貌，除了供奉佛牙舍利的主體建築，前有八塔，後有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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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靈山，北有祇園，並建有禮敬大廳、萬人照相台、菩提廣場和十八

羅漢雕像。  

    最高處的佛光大佛，高 50公尺，緊鄰主館後方，為佛陀紀念館地標，

也是世界最高的銅鑄坐佛。佛光山並發起「百萬心經入法身」活動，百

萬人抄寫好的心經，將永久奉納在大佛內。大佛前方的本館建築，建有

四塔，塔內則有菩薩造像。  

    紀念館本館塔身設計覆鉢式，內部則有地下兩層、地上五層，除了

供奉佛牙舍利，另有可容 2000餘人集會的大覺堂和多功能展示空間。最

特別的是本館地下有 48個地宮，並向全球徵集具歷史性、知識性、當代

性及紀念性的文物，每百年開啟一室。佛光山寺自 2010年開始舉辦「地

宮珍寶入宮法會」，預定舉辦五年。  

    在八座高塔烘托下，佛陀紀念館看來超壯觀。羅列於本館前方兩側

的八塔，各有不同功能，象徵佛教基本教義八正道，為 37公尺高的方形

七層樓閣，分別稱一教塔、二眾塔、三好塔、四給塔、五和塔、六度塔、

七誡塔、八道塔。當中的六度塔內，闢為星雲大師公益基金常設展，介

紹一生事蹟和他的一筆字書法。   

    佛陀紀念館主要的十大參觀景點如下：「禮敬大廳」、「八塔、天

宮」、「百萬人功德碑牆」、「護生圖、禪畫禪話」、「萬人照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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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羅漢」、「八宗祖師」、「觀音殿、金佛殿、玉佛殿」、「四館

展示」及「佛光大佛」。 

    禮敬大廳前有二座雕像：右座為白象是紀念佛陀乘白象入胎降誕人

間，有吉祥如意的寓意；左座為獅子是代表佛陀的般若法音、無礙辯才。 

    八塔為八座中國式七層寶塔，高 38公尺，八塔一樓塔基以上七層稱

為「天宮」，塔內設有簡報室、陳列室、接待中心等。 

    百萬人功德碑牆─沿著八塔有二條風雨走廊，從禮敬大廳直達本館，

除了可供遊客、善男信女遮陽避雨外，一邊刻有「佛光山開山記」，一

邊是「佛陀紀念館緣起」，再往前走可見長廊上刻有百萬人功德碑牆」。 

     功德碑牆─外另一面是藝術家豐子愷的「護生圖」彩色浮雕，共有

86幅；本館外牆另繪有 40幅「禪畫禪話」。 

    萬人照相台─通過 300 公尺的成佛大道就是「萬人照相台」，共有

37階梯，象徵「三十七道品」，在此拍照可以留下美麗瞬間。 

    十八羅漢─在菩提廣場二側有十八羅漢雕像。 

    八宗祖師─經過「菩提廣場」在進入本館前分立中國佛教八宗祖師

的尊像。 

    觀音殿、金佛殿、玉佛殿─在本館內有「三殿」、「四館」三殿即

是觀音殿、金佛殿、玉佛殿。佛陀的真身舍利子即供奉在玉佛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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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館展示─第一館是地宮還原館，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地宮文物；

第二館是佛陀館，播放 4D佛陀一生事跡；第三館是佛教節慶館，介紹佛

教一年當中的節慶；第四館是宗史館，記錄佛光山開山因緣與未來展望。 

    佛光大佛─矗立在佛陀紀念館上方的佛光大佛，含佛陀紀念館基座

高度共有 108公尺，約 36層樓高，是世界最高坐佛像。 

    佛館收藏許多珍貴佛教文物，運用現代 3D動畫科技，讓民眾瞭解佛

陀一生，不定期展出當代大師的創作，館內還舉辦靜心抄經體驗及可供

新人舉辦佛化婚禮的場所，法喜充滿的空間與豐富多樣的藝術人文氣息，

每到假日就吸引許多遊客，也間接帶動地方觀光的發展。 

2.2  宗教觀光                 

2.2.1 宗教觀光的定義 

     顏亞玉(2001)對宗教觀光歸納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觀點，廣義的觀

點是主張圍繞宗教旅遊資源開展的旅遊活動，便可以視為觀光，其不僅

包括宗教信仰，以及因宗教信仰為目的而從事的旅遊活動，也包括非宗

教信徒出於興趣，志在考察、體驗宗教及其內涵或觀賞宗教藝術、器物

或聖蹟的旅遊活動；狹義的觀點主張是宗教性突因宗教目的而從事的旅

遊活動，如朝聖、求法、傳法、雲遊等。 

     梵蒂崗天主教教廷曾對宗教觀光作明確的定義：「在其所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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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與信仰有關的宗教旅遊勝地，無論大小規模，其提共的服務與宗教性

或非宗教性訪客相關者，皆屬宗教觀光範疇」（余幸娟，2000）。 

   謝金燕(2003)宗教觀光的定義是指宗教性或非宗教性訪客置宗教聖

地所從事之旅遊相關活動。 

   陳伯南(2004)將宗教觀光定義為遊客不論信仰宗教與否，凡至宗教觀

光聖地從事的相關活動，皆可稱作宗教觀光。 

    綜合上述三位學者(余幸娟、謝金燕、陳伯南)，本研究將宗教觀光

定義更簡單的定義為:凡至宗教聖地從事參觀旅遊的活動的行為，皆可稱

為宗教觀光。 

2.2.2  宗教觀光的相關研究 

    阮衛紅、余學新(2007)指出，宗教文化與旅遊的關係十分密切；在

中國，自古以來，天下名山寺廟眾多，宗教文化很早便與生態文化、自

然景觀文化完整結合在一起，而這對旅遊經濟的發展也起著積極的作用，

所以可知，早期的旅遊就是起源於宗教，而宗教朝聖可說是古代主要的

旅遊活動。 

    洪淑華、謝登旺(2010)認為，宗教文化是一種特殊的旅遊資源，旅

遊活動從本質上來說，它具有獨特的精神以及審美觀，而宗教文化便是

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審美慾望和好奇心理上有著特殊的功用，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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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勝地對遊客都具強烈的吸引力，尤其在物質生活一天比一天豐富，而

人們精神生活與心理世界日益飢荒的社會背景 :宗教式的超脫出世 、求

善情，特別是尋求關愛、慈悲、溫情與寬容的宗教式情感，無疑對許多

遊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宗教文化也可以通過間接的形式影響旅遊業的發展。宗教文化中的許

多人物、 故事和傳說非常生動，被搬上了電影、電視和文學作品並廣為

傳播。旅遊既是一種經濟現象，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現代旅遊便

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交流(Crompton,1979;Dann,1981)。  

2.3 旅遊動機 

2.3.1 旅遊動機的定義 

    田中喜一(1950)提出旅遊動機是為了賦予日常生活的變化，或是豐

富生活內容的個人衝動下所產生的，分為經濟、心情、精神、身體等動

機 。 Gray(1970) 也 曾 將 旅 遊 者 的 動 機 分 為 向 日 性 (sunlust) 和

(wanderlust)流浪性兩種。前者喜歡到有陽光的地方;後者則傾向流浪性

的旅遊熱，喜歡到陌生的環境去旅遊。John A.Thomas(1964)則將旅遊動

機分為教育與文化、休息與娛樂、種族傳統及其他等四個構面，共 18個

動機。 

 



 
 
 
 
 
 
 
 
 
 
 
 

 

14 
 

表 2.1十八種重要的旅遊動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一
、
教
育
與
文
化 

1.去看看別的國家的人民如何生活、工作和娛樂。 

2.去某些地方觀光。 

3.去獲得新聞界真正在報導的事件之更進一步了解。 

4.去參與特殊活動。 

二
、
休
息
與
娛
樂 

5.擺脫日常單調的生活。 

6.去好好玩一下。 

7.去獲得某種與異性接觸的浪漫經歷。 

三
、
種
族
與
傳
統 

8.去瞻仰自己祖先的故土。 

9.去訪問自己的家庭或朋友曾經去過的地方。 

 

四
、
其
他 

10.天氣。11.健康。13.運動。14.冒險。 

15.勝人一籌的本領。 

16.順應時尚。 

17.參與歷史。 

18.瞭解世界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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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宗教觀光之旅遊動機相關研究 

    在宗教觀光之旅遊動機相關研究方面，大多採因素分析的方法將遊

客對各項動機問項之態度萃取成數項共同因素，用以分析不同人口特性

變數分群間之差異情況，進而利用動機因素作為市場區隔分析基礎。回

顧國內宗教觀光之旅遊動機相關文獻，余幸娟(2000)在「宗教觀光客旅

遊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一以台南南鯤身代天府為例」中，以觀光資源豐

富的台南南鯤身代天府為例，就遊客的行為理論模式對觀光客進個人特

性、遊客動機、行前期望滿意度與實際體驗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作深入的

研究探討。研究結果發現：個人特性的不同期旅遊動機有所差異，且旅

遊動機與行前期望具相關性。陳慧君(2002)在「台灣基督教徒旅遊行為

之研究」中，將旅遊動機分為宗教與觀光二項。莊立育(2003)「我國旅

行業國外宗教觀光遊程程式設計之研究一以以色列團為例」中，將旅遊

動機分為自我實現、宗教信仰、異國旅遊體驗與地位彰顯等四項。謝金

燕在(2003)在「宗教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一以高雄佛光

山為例」中，則將旅遊動機分為宗教心靈、學習成長、休閒調劑與宗教

利益等四項。陳伯南(2004)在「宗教觀光旅遊動機、認知價值、滿意度

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一以南投中台禪寺為例」將旅遊動機問項設成十八

項，包括﹕他人推薦，慕名而來、體驗新奇事物，滿足好奇心、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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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心期體驗、促進親友情感交流、增進人際涉交關係、尋求精神慰藉

與心靈平靜、鬆弛身心調劑生活、解決人生疑惑、擺脫世俗煩惱、遠離

塵囂享受清靜、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朝勝敗佛祈求神恩庇佑、體驗

神照與強化神威、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表達宗教信仰虔誠、參與佛

教法會活動、參與宗教社會服務工作、朝謁飲水思源與暫別文明鬧中取

靜等十八項問項。                          

    綜合以上旅遊動機相關的文獻，本研究界定之「旅遊動機」指觀光

客到宗教觀光勝地從事的活動之驅力。本研究將旅遊動機問項設成: 

1.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 2. 慕名而來或好奇心驅使 3.尋求精神慰藉與心

靈平靜4.遠離塵囂享受清靜5.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6.欣賞佛教文化藝

術 7.感受佛教莊嚴氣息 8.欣賞雄偉建築 9.感受宗教藝術氣息 10.朝聖拜

佛祈求神恩庇佑 11.旅遊業者之推薦 12.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等十二項。 

 

2.4 涉入理論 

2.4.1 涉入的定義 

    涉入的概念最早是由 Sherif ＆ Cantril 1947年提出，源自社會批

判理論(Social judgment theory)，Zaichkowsky(1985)認為「涉入」是

個人對標的物所感受到的攸關程度。Mittal(1989) 涉入是關心事物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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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心理動機狀態， 顯示在對事物或活動的關注程度。Andrews(1988)

則認為涉入是外物引發的的內在狀態，包含強度與方向兩個面向。Menon 

and Kahn(1995)注意個人的攸關或重要性程度及處理時的深度。

Joiam,Smeaton and Clements(1999)認為涉入對於一個人或活動的態度、

促銷刺激的理解力及決策過程都有潛在的影響。涉入也可以說是投入，

蔡巧玲(2005)指出當個人喜愛某項活動時，從不斷參與的過程中得到愉

悅、快樂的價值，並且知覺此活動對其個人的重要性，涉入就因此開始。

賴昇宏(2005)認為涉入程度與自身需求與興趣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是消

費者對某一目標的意向心理狀態。由此可知，每一個人對自己對事情的

投入程度，都有其程度上的區別。陳弘慶(2007)認為消費者於某一事物

從好奇到感興趣後所表現出之關心程度，關心的程度越高時，表示消費

者對該項事物所需要之資訊來源將越多，反之，當顧客或消費者覺得某

事物可有可無時，則代表此事物對個人產生之效益並不大，才會在態度

上表現較不積極。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涉入的定義可歸納出，本研究的涉入是近似「遊

憩涉入」，是一種心理狀態，其本質是個人對於某特定事務的關心程度，

而涉入的強度會受到個人的需求、興趣、價值觀等影響，個人對於某事

務所感受的程度愈強，心理所認知到悠關的程度就愈高，涉入的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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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之加深。因此本研究為涉入程度對於個人在從事某活動時有著密切

的關聯性，若個人對於該活動的關心程度越高則涉入程度就會越深，涉

入程度越深個人對於該活動的需要性、重要性及興趣則越高，其對於該

活動的參與與注意程度也會比涉入程度淺者更為積極。  

2.4.2 影響涉入的因素 

    涉入程度不同時，消費者在處理接收到的各種訊息也會不同。相同

的消費者對不同的產品會有不同的涉入程度；對特定的產品，不同的消

費者涉入程度上也會有所差異(Lastovick & Gardner, 1979)。且不同的

價值觀及文化背景也會造成不同的涉入程度(Zaichkowsky ,1985)。所以

當消費者的涉入程度有所差別時，產生的消費行為、態度及決策過程都

不相同。   

    涉入是一種個人攸關的程度,會受到產品因素與個人因素(內在需

求 、價值觀、興趣)所影響(方世榮等人，民94) 。 Bloch & Richins (1983) 

與 Zaichkowsky (1986)認為影響涉入程度的前置因素有三個： 

1. 個人特質(Personal) ：興趣與需求、價值觀與自我概念、人口統計變

數。  

2. 刺激或產品因素(Stimulus/Objects) :產品價格、認知風險、替代方

案 差異性、媒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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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境因素(Situational) :暫時或長久的情境 、使用情境差異、社會

壓力。   

    Engel & Blackwell (1993)認為在特定情境下,個體經刺激而知覺到

的重要性或興趣越高則涉入程度越高，反之則涉入程度越低。當涉入程

度不同時，個體的行為表現就會有所不同。Robertson et al.(1985) 整

理出消費者不同涉入程度的行為比較。 

表 2.2涉入程度高低對消費者各行為構面之影響 

行為構面 高涉入過程 低涉入過程  

資訊蒐集  積極主動蒐集與產品或品牌

相關資訊  

只會蒐集有限的產品或品牌

相關資訊  

認知反應  抗拒與原來認知不同的資訊  消極接受和自身經驗有差異

的資訊 

資訊處理  採層級效果順序處理資訊，

決策過程複雜且伴隨購買前

方案評估  

嘗試使用決策順序處理資

訊,容易產生衝動性購物  

態度改變  不容易改變,且不常發生 經常改變態度  

品牌偏好  品牌偏好,忠誠度較高 可能重複購買產品,但並非

高忠誠度者  

認知失調  容易產生購買後認知失調不

需  

不容易發生認知失調  

同儕影響  外控傾向者較容易受人影響  較不注意他人行為  

廣告反應  易受廣告吸引而廣告內廣有 

比重複次數重要  

廣告重複次數對態度的影響

較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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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涉入的分類 

    涉入通常以本質和對象作為分類的方式。  

表 2.3涉入的分類 

   以本質來分類  以對象來分類  

Houston & Rothschild ( 1978) Zaichkowsky(1986) 

情境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  

是指在特殊情境下,消費者對事物的

一種暫時性關切(張淑惠，民 82) 

產品涉入( Involvement with 

Product) 情消費者對產品的重視度

或對產品的個人意識(Bloch & 

Richins, 1983) 

持久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  

Tyebjee (1979) 認為持久涉入是基

於產品的中心性與個人的價值、需要

及自我觀念間的互動關係 ，產生個

人對產品的長期興趣(引述自方怡

堯,民 91) 

廣告涉入( Advertisements 

Involvement ) 又稱為訊息涉入,是

指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的認知反應

程度與處理程度( Greenwald & 

Leavitt,1984)。 

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 

由情境涉入與持久性涉入結合所產

生的對某物的心理狀態，反應消費者

決策處理之複雜性及廣泛性的認知

程度及行為過程。(張淑惠，民 82) 

購買決策涉入( Involvement with 

Purchase) 是指消費者對某一項購

買活動的關注程度(Slama & 

Tashchian，19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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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涉入於休閒遊憩領域的運用 

    涉入的概念於 1980年代逐漸運用於休閒遊憩的領域中。休閒涉入的

研範疇包含了意涵與定義、休閒涉入的測量、涉入前置因素與因果因素

的探討、建構因果關係模式、檢測不同休閒活動間休閒涉入的差異、休

間管理與行銷應用(吳宗瓊，民 91)。Selin & Howard(l988)將涉入的概

念用至休閒領域，且認為涉入存在個體與休閒活動之間，是個體參與休

閒活動所獲得的愉悅與自我表現之程度。Kyle & Chick (2004)認為涉入

意味著對某休閒活動的內在動機與興趣。Ellis & Witt (1989)則指出休

閒涉入是個體參與休閒活動時對行動與意識的成受程度，當人們投入喜

好的休閒活動時，會感受到興奮、狂熱、不易受干擾、自由及專注等心

理狀態。Gunter＆ Gunter(1980)以參與和非參與行為來探討個人對情境

涉入程度的高低，直指出休閒設入應同時包含行為、認知及心理情感等

成分。大多數的學者以 Rothshild (1984)和 Havitz & Dimanche( 1999)

所提出的遊憩涉入定義為基準，認為涉入為個體與遊憩活動、遊憩地點

及相關遊憩設施與產品間，不可察覺到的激發、覺醒、或是興趣之心理

狀態，其藉由特定的刺激或是情境所喚起，並具有驅動的特質(引述自林

綺瑩，民 88)。 

    涉入運用於休閒遊憩領域的相關研究方面，Backman & Cor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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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探討涉入的因果關係，主要針對發展忠誠度的過程來探究其前後

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先有涉入行為的產生，才有產生忠誠度的可

能，且涉入可有效的預測忠誠度。McIntyre(1989)在露營活動的持久性

涉入行為研究中指出，愈喜好露營活動及愈強調露營活動的社交功能者，

愈可能至露營地區活動。Bobby (1995)的研究指出，休閒涉入越高，在

心理、教育、放鬆、生理及美感上具有較高的滿意。Kelly & Ross (1989)

也認為休閒滿意與休閒涉入在本質上是互惠的，因休閒滿意可以是休閒

涉入的決定因素或結果。     

2.4.5 涉入的衡量 

    早期的學者僅將涉入當成單一構面來衡量，如 Bloch (1982)以自我

相關程度來判斷涉入；Sheth & Venkatesan (1968)僅以興趣或重要性認

知來衡量涉入(方世榮等人，民 94) 。Higie & Feick (1989)針對「 休

閒」及「遊憩涉入」的測量方法所做的研究。Havitz & Dimanche (1990)

的研究分別針對「休閒」以及「遊憩涉入」來做相關定義及所包含的概

念。 Zaichkowsky (1985)發展出「個人涉入量表」l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 ) 提出 PII量表，為單向的構面的尺度，

並認為沒有一個個別測度變項能夠充分度量涉入概念，必須建構一個購

買決策、產品與廣告涉入的概化性量表；而涉入具有多重構面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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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本質的 CIP量表也是在 1985年由 Laurent及 Kapferer 學

者在其研究中所提出。學者則認為單一的指標不足以完整的描述、解釋

或預測「涉入」狀態，因為涉入的本質具有多元複雜的構面，有多種 因

素會影響涉入(Laurent & Kapferer, 1985)，意即需同時考慮到所有構

面。 CIP量表其中的三個衡量變項,包含「重要性」、「愉悅價值」及「象

徵意義」，與 McIntyre (1989)衡量持久涉入程度之「中心性」構面所組

成。共分為四大構面:重要性、愉悅程度、自我表現及中心性,將重要性

與愉悅程度兩項合併為吸引力構面，成為三構面:吸引力、自我表現及中

心性。  

    本研究中以社會心理涉入的觀點為主，依據 Mclntyrere & Pigram 

(1992) 所提出的涉入量表為基礎,以吸引力、自我表現、中心性三個構

面來衡量遊客宗教旅遊的涉入程度。具體而言，吸引力是指一種活動對

個體具有重要性及意義；中心性是指個體的生活型態或社會網絡對其所

參與的休閒活動之間的結合程度及所佔的中心位置；自我表現是指個體

追求自我實現的需求，進而參與認同此活動而足以代表自我及可說服他

人參與活動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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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滿意度 

2.5.1 滿意度的意義及重要性 

    國外學者對滿意度之定義，Cardozo(1965)是最早提出顧客滿意度概

念之學者，其認為顧客滿意度的提升，有助於顧客重購行為的增加，更

進一步影響到顧客購買其他產品(引述自林陽助等人，民 96)。Howard＆

Sheth(1969)滿意度是對付出與實際獲得的代價是否合理的ㄧ種感受。

Bulltena & Klessig(1969)提出滿意度是取決於事前期望與實際體驗的

一致性程度。 Hunt(1977)滿意是一種體驗，至少要獲得她應得的評價。

Schreyer ＆ Roggenbuch(1978)以「差異理論」觀點指出滿意度乃由遊

客的期望與實際感受的知覺差距來決定。Miller(1979))指出滿意度是顧

客「預期之程度」與「知覺之成效」兩者相互作用所形成，因而產生滿

意或不滿意的情形。Oliver(1981)亦指出滿亦或不滿亦是消費者事前期

望與實際購買結果的比較。Crompton(2OOO)指出滿意度是遊客個人經歷

活動之後所產生的真實經驗，發自於個人與目的地經歷體驗之後所產生

的心理感覺與情感狀況。(引述自黃琮聖，民 94 ;蔡鳳兒,民 94)。  

    國內學者對於滿意度之定義，洪世全(民 84)提出「滿意」是一個達

成對「事前信念與期望」的一種情成愉悅狀態。林淑萍(民 91)指出滿意

度為各領域對於產品、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之



 
 
 
 
 
 
 
 
 
 
 
 

 

25 
 

衡量行為指標的工具，並提出期望服務對滿意度的直接影響並不明顯，

而知覺服務或實際體驗對滿意度才會直接影響效果。邱博賢(民 92)認為

滿意度是一種個人生理或心理的真實感受狀況，也是個人對於情境的ㄧ

種主觀表現。張紫菁(民 95)指出產品的功能與特性若能達到原本之期望

或超越期望，則能使顧客滿意；反之，未達顧客期望時，則感到不滿意。

滿意度定義歸納整理如所表 2.4所示。 

表 2.4滿意度定義 

學者 定義/論點 

Cardozo 

( 1965)  

顧客滿意會增加顧客再 次購買的行為，且會購買

其他的產品。  

Howard、 

Sheth(1967)  

滿意是對於所付出與實際獲得的代價是否合理的

一種感受。  

Bulltena&Klessig 

(1969) 

提出滿意度是取決於事前期望與實際體驗的一致

性程度。 

Hunt(1977)  滿意是一種體驗，至少要獲得它應得的評價。  

Schreyer、 

Roggenbuch(1978) 

滿意度乃由遊客的期望與實際成受的知覺間差距

來決定。  

Millier(1979)) 指出滿意度是顧客「預期之程度」與「知覺之成

效」兩者相互作用所形成,因而產生滿意或不滿意

的情形。 

Oliver(1981) 亦指出滿亦或不滿亦是消費者事前期望與實際購

買結果的比較。 

Engel(1986)  「滿意」是對產品使用後的效用與使用前的認知

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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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ur (1988)  「滿意度」是消費者購買產品後，對各屬性與比

較水準作比較所產生的差距，與消費者對各屬性

所認定的重要性予以加權所得的結果。  

Fomell( 1992)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所有購買經驗評

量。  

洪世全 (1995)  

 

「滿意」是一個對其「事前信念與希望」達成的

ㄧ種情感愉悅狀態。  

Kotler (1999)  滿意乃是消費者比較購買行為之前，對產品或服

務的預期與購買服務或產品後所感覺的績效表現

之間差異。 

Crompton(2OOO) 指出滿意度是遊客個人經歷活動之後所產生的真

實經驗，發自於個人與目的地經歷體驗之後所產

生的心理感覺與情感狀況。 

楊錦洲 (2001)  顧客滿意指的是顧客再接受某一特定交易或服務

時，所感受到的一種令乎我意的愉悅態度。  

林淑萍(2002) 指出滿意度為各領域對於產品、工作、生活品質、

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之衡量行為指標的工

具，並提出期望服務對滿意度的直接影響並不明

顯，而知覺服務或實際體驗對滿意度才會直接影

響效果。 

邱博賢(2003) 認為滿意度是一種個人生理或心理的真實感受狀

況，也是個人對於情境的ㄧ種主觀表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滿意度」看法，本研究擬將「滿意度」定義為:

「遊客從事旅遊活動之事前的期望與事後實際感受結果，兩者之間差異

決定遊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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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滿意度的衡量 

    有關滿意度之相關文獻相當多，但就研究範圍、對象與目標之不同，

實證結果意有所不同。本章節將就與本研究相關之實證研究結果，以行

前期望和實際體驗作為滿意度之影響變數，探討兩者對滿意度的影響，

作整理回顧。相關滿意度構面研究整理如表 2.5所示。 

    余幸娟(2000)「宗教觀光客旅遊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一以台南南鯤

鯓天府為例」中，以「宗教遊憩環境」、「宗教遊憩服務設施」、「宗教遊

憩活」與「心理體驗」等四個構面來探討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行前

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綜合分析上，其觀光發展威脅為「住宿服務品質」，

急待檢討改進，以樹立良好宗教觀光典範。 

    謝金燕(2003)「宗教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與忠誠度關條之研究一以

高雄佛光山為例」中，以「心理體驗」、「宗教遊憩環境」、「 宗教遊憩服

務」與「宗教遊憩活動」等四個構面來探討滿意度。研究結果發現：1.

吸引力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行前期望對滿意度無顯著影響。

3.實際體驗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4.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   

   蘇佳鈴(2003)「觀光節慶活動遊客意象、滿意度、忠誠度關聯之研─ 

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為例」中，以「行程服務」、「硬體設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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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與「行銷策略」等四個構面來探討服務品質滿意度。  

    陳伯南(2004)「宗教觀光旅遊動機、認知價值、滿意定與忠誠度關

係之研究以中台禪寺為例」中，以二十一項滿意度問項，包括有:廟宇建

築藝術、休憩場所、公共設施、庭園景觀、宗教解說導覽服務、宗教諮

詢服務、餐飲服務設施、住宿服務設施、動線導覽指標、攤販管理、佛

教法會、文物展覽、修身養性、獲得心會平靜、精神慰籍、鬆弛身心、

體驗神兆、增進人際係、交通動線指示標誌、對外聯繫交通與停車位多

寡等二十一問項。本研究參考陳伯南(2004)的二十一項問項，作為滿意

度的衡量選項。 

表 2.5滿意度衡量選項 

廟宇建築藝術 休憩場所 公共設施 

庭園景觀 宗教解說導覽服務 宗教諮詢服務 

餐飲服務設施 住宿服務設施 動線導覽指標 

攤販管理 佛教法會 文物展覽 

修身養性 獲得心會平靜 精神慰籍 

鬆弛身心 體驗神兆 增進人際係 

交通動線指示標誌 對外聯繫交通 停車位多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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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的相關研究 

2.6.1 涉入與滿意度的關聯 

    方怡堯(2002)以前往新北投溫泉區參與溫泉活動的遊客為調查對象，

探討不同遊憩涉入程度(低涉入、中涉入、高涉入)與遊憩體驗關係的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遊憩涉入與遊憩體驗有顯著的正相關，且遊憩涉入

為瞭解遊憩體驗的重要因素。 

    朱家慧(2006)同樣是探討涉入、體驗和依戀的關係，並以鶯歌地區 

的遊客為實證調查對象，結果發現涉入正向影響體驗，涉入也正向影響

依戀。在進一步的將涉入分成高、低涉入兩群後，探討不同涉入程度對

體驗和依戀的影響，結果發現低涉入模式中，涉入正向影響體驗與依戀，

而高涉入的模式中，涉入只對體驗產生正向影響。   

    黃淑君、林慧娟、郭家汝等人(2003)以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的

遊客為對象，探討遊客對解說內容的涉入程度與環境認知、遊憩體驗和

滿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對解說內容有充分了解的遊客，在心理愉悅性

的體驗構面上，所得到的平均值比對解說內容不夠了解遊客高，且對設

施資源、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的滿意度也比較高。  

    傅小珊(2007 )以台南市為研究對象，探討古蹟觀光遊客涉入、體驗、

目的地意象與重遊意願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持久性涉入會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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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意象及重遊意願；體驗影響意象及重遊意願;目的地意象會正向影

響重遊意願。  

    陳弘慶(2007)探討 2006年全國大專運動會參與者之涉入程度、體驗 

行銷、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涉入程度顯著影響體驗 

行銷、滿意度及忠誠度；體驗行銷顯著影響滿意度及忠誠度；滿意度未

顯著影響忠誠度。  

    沈進成、曾慈慧、林映秀(2008 )在探討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遊客 

的休閒涉入、體驗和依附之關係的研究中，將涉入分成中心性、重要性、

愉悅性及象徵性意義等四構面，體驗則以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及關

聯五構面為代表。研究結果驗證了休閒涉入對體驗顯著正向直接影響，

體驗對依附也有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體驗是休閒涉入影響依附的重要中

介變數。   

    徐新勝(2007)在對衝浪活動參與者之休閒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

益的相關程度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休閒動機和休閒效顯著正相關;由多元

迴歸結果發發現休閒動機的社交互動、紓解壓力能有效預測休閒效益。 

    官素珍(2007)在探討露營者遊憩動機、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關係之

之研究中，以線性結構模式分析三項變數的關係，發現遊憩動機對休閒

效益會產生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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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涉入與旅遊動機的相關研究 

    涉入程度對旅遊動機之實證研究方面，許家禎(2007)在探討生存遊

戲參與者遊憩動機、遊憩、涉入和流暢體驗關於的研究中，發現生存遊

戲參與者之遊憩動機與遊憩涉入有正向的影響。官素珍(2008) 露營者遊

憩動機、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露營者遊憩動機、持續涉入與

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研究發現遊憩動機會正面影響持續涉入。李莉薇

(2009)飛盤狗運動的參與者其休閒動機及持續涉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飛盤狗運動的參與者其「休閒動機」對「持續涉入」與「幸福感」有顯

著相關。楊琬琪(2009)自行車活動者之休閒動機、休閒涉入與休閒效益

關係之研究，研究發現，休閒動機對休閒涉入有正向影響。鄭峰茂(2010)

遊憩動機、持續性涉入及遊後行爲關係之研究－以高山登山者爲例，遊

客的遊憩動機顯著直接影響持續性涉入。廖献鎰(2010)宗教的涉入程度

對宗教之旅的旅遊動機、旅遊意象與旅遊效益三者間影響關係之調節效

果，涉入程度會在旅遊動機、旅遊意象與旅遊效益三者關係間產生調節

作用。 

 

 

  

http://nhuir.nhu.edu.tw:8085/ir/handle/987654321/3715
http://nhuir.nhu.edu.tw:8085/ir/handle/987654321/3715
http://nhuir.nhu.edu.tw:8085/ir/handle/987654321/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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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首先將擬定佛陀紀念館之研究主要是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假

設、研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問卷設計、抽樣方法及資料分析方法等加

以說明。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3.1.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遊客動機、涉入、滿意度之

間的關係，參考相關文獻後，將遊客的個人特性進行研究、分析，以瞭

解其對旅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滿意度、實際體驗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模式，以瞭解相互間影響的情形。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第二章的文獻

回顧之結果，擬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請參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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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旅遊動機 

涉入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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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可提出下列研究假設，分別說明如

下： 

假設一(H1)：旅遊動機會正向影響滿意度。 

假設二(H2)：旅遊動機會正向影響涉入程度。 

假設三(H3)：涉入程度會正向影響滿意度。 

假設四(H4)：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有顯著的差異。 

3.3 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本節將針對各研究變數進行操作型定義，所探討的變數包括旅遊動

機、涉入、滿意度等三個變數，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乃是參照文獻資料

並配合本研究的性質而成，分述如下： 

3.3.1 旅遊動機  

    遊客以滿足個人不同需求，到佛陀紀念館從事宗教之旅活動的驅動

力，主要以宗教心靈感受、調劑身心、口碑相傳等層面來探討。 

3.3.2 涉入程度 

    為到佛陀紀念館旅遊的遊客，平時對宗教活動感受的重要性或興趣

之程度，是一種內在的心理狀態，主要以吸引力、自我表現、 中心性等

層面來探討。  



 
 
 
 
 
 
 
 
 
 
 
 

 

34 
 

3.3.3 滿意度 

    本研究是想了解到佛陀紀念館進行宗教旅遊的體驗後，對活動的整

體感受，主要參考 Fornell (1992)及 Baker & Crompton (2000)的意見，

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參與宗教旅遊活動體驗後，將活動前的預期與實

際體驗進行比較所形成的整體性評價。」並根據文獻整理出的四項基準： 

宗教服務活動、宗教遊憩服務設施、交通便利性、環境特性、休閒調劑

等五方面進行探討。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參酌過去的相關文獻，研擬出適合本研究的變項。本研

究之問卷共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份為遊客之旅遊特性；第二部分為旅

遊動機強度；第三部分為涉入程度；第四部分為行前期望及實際體驗滿

意度；第五部份整體滿意度；第六部分為遊客之基本資料。茲將問卷設

計分述如下: 

第一部份為遊客之旅遊特性  

 包括前來主要目的、前來次數、停留時間、到訪交通工具、遊伴性質、

旅遊資訊與是否前往附近其他景點等七個問項。 

第二部份為旅遊動機強度 

衡量方式以李克特五點尺度(Likert five-point scale)予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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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的分數。 共有十二個問項，包括 1.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

2. 慕名而來或好奇心驅使 3.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平靜 4.遠離塵囂享受

清靜5.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6.欣賞佛教文化藝術7.感受佛教莊嚴氣息

8.欣賞雄偉建築9.感受宗教藝術氣息10.朝聖拜佛祈求神恩庇佑11.旅遊

業者之推薦 12.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等十二項。(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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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旅遊動機問項表 

構面 問項 

宗
教
心
靈
感
受 

1.欣賞宗教雄偉建築                                

2.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平靜                           

3. 朝聖拜佛祈求神恩庇佑                           

4. 感受佛教莊嚴氣息                              

5. 欣賞佛教文化藝術                                 

6.表達宗教信仰虔誠     

調
劑
身
心 

7.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                                

8.好奇心驅使                                    

9.遠離塵囂享受清靜 

口
碑
相
傳 

11.旅遊業者之推薦慕名而來                        

12. 體驗新著名觀光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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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為涉入程度部份，本研究之涉入程度量表是以 McIntyre & 

Pigram(1992)與朱美蓮(2008)、沈進程、曾慈慧、林映秀(2008)所提出

的遊客休閒涉入等之研究理論架構簡化。其理論內含三個子構面分別

為:1.吸引力是指一種活動對個體其重要性及意義;  2.中心性是指個體

的生活型態或社會網絡對其所參與的休閒活動之間的結合程度及所佔的

中心位置；3.自我表現是指個體追求自我實現的需求，進而參與認同此

活動而足以代表自我及可說服他人參與活動的印象。共 12題(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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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涉入程度問項表 

構面 問項 

吸
引
力 

1.我喜歡宗教旅遊這項活動                           

2.我而言，宗教旅遊是重要的活動                   

3.當生活壓力增加時，宗教旅遊可使我放鬆              

4.宗教旅遊是讓我覺得滿意的活動              

5.我對宗教旅遊很有興趣    

中
心
性 

6.我喜歡和朋友討論宗教旅遊的相關話題                

7.我的生活與宗教旅遊息息相關                        

8.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和宗教旅遊相關  

9.宗教旅遊是我的生活重心之一 

自
我
表
現 

10.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可以表現出真實的自我        

11.宗教旅遊可以表現出我個人的休閒風格  

13.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樂於其他人看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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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部份為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 

    衡量方式以李克特五點尺度(Likert five-point)予以評分,從「非

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

3、2、1的分數。廟宇建築藝術、休憩場所、公共設施、庭園景觀、宗教

解說導覽服務、宗教諮詢服務、餐飲服務設施、住宿服務設施、動線導

覽指標、攤販管理、佛教法會、文物展覽、修身養性、獲得心會平靜、

精神慰籍、鬆弛身心、體驗神兆、增進人際係、交通動線指示標誌、對

外聯繫交通與停車位多寡等二十一問項。分為四個構面，分別是一、宗

教遊憩服務、二、心靈體驗、三、宗教遊憩環境、四、宗教遊憩活動等

四個構面。(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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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問項表 

構面 問項 

宗
教
遊
憩
服
務 

1.宗教諮詢服務                 

2.宗教解說導覽服務               

3.餐飲服務        

4.住宿服務設施           

5.動線導覽指標                  

6.攤販管理                      

7.交通動線指示標誌     

心
靈
體
驗 

8.獲得心靈平靜、精神慰藉        

9.修身養性                       

10.鬆弛身心                       

11.感受宗教莊嚴氣氛              

12.增進人際關係                  

13.體驗神兆     

宗
教
遊
憩
環
境 

14.廟宇建築藝術                   

15.庭園景觀                      

16.公共設施                       

17.休憩場所   

18.對外聯繫交通  

19.車位多寡                

宗
教
遊
憩
活
動 

20.佛教法會                      

21.文物展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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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部份為遊客之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 年齡、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

與居住地點等八個問項。  

3.5 抽樣設計  

3.5.1 樣本大小 

    一般來說若分析的結果足以採信,則就量的資料言，樣本數需大於 30；

就質的資料而言，則樣本數需 100以上。所以,樣本越大越能精確推估母

群體的真實狀況與分配特性。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所容許的樣本與母群體

的誤差介於 1 %至 5%之間；因此本研究僅以假設抽樣誤差不大於 5% (即 e 

< 0.05) ，且信賴 95%的條件下，其所需樣本數可依下列公式得知:    

    

n=
𝑍2 ( 1 一α/2) 

                 4  𝑒2                                     
    

n:樣本數  

Z:標準常態分配值  

𝑒:抽樣誤差  

α:容許誤差  

因為 1─α=0.95    1一(α/2) = 0.975 (α=0.05)  

Z(O.975) = 1.96(由標準常態分配值表中查得)  



 
 
 
 
 
 
 
 
 
 
 
 

 

42 
 

因此 n=
1.962  

     4 × 0.052   
=384 

由公式得知樣本參考大小為 384份。但考量測試問卷時的廢卷率與其

他不可抗拒的因素所導致的誤差,故本研究預計發放 500份問卷。  

3.5.2 樣本來源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法以佛陀紀念館的遊客為問卷抽樣調查對象。

於 2013年 3月 30日至 5月 5日期間，利用周休二日遊客較多的時段，

於本館右側往出口的方向，對遊玩後的遊客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調查

時為求填答者填答問卷之正確性，由訪問人員先行解說，再由遊客自行

填答問卷，填答完畢訪問人員直接收回。 

3.6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進行資料蒐集，並將有效問卷進行之資料整

理編碼及建檔，使用統計分析工具 SPSS17.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

描述性統計為資料分析工具，藉由分析實證資料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採

用不同統計分析方法。以下簡要說明使用之統計方法: 

一、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針對所蒐集的問卷資料，及背景資料中的各變相間特性，對次數分

配、百分比率之統計分析，以方便了解背景資料中的社經背景分布狀況，

及對問卷樣本的組合特性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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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     

   信度分析是指研究調查結果的穩定性及一致性。本研究主要以

Cronbach’s α係數衡量問卷內容的一致性。  

三、單因子數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Analysis) 

    目的在比較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樣本的平均數，以一個因子或變數為

自變數，執行某個依變數的變異數分析。本研究以年齡為主要探討題項，

藉由年齡更能有效區分不同年齡者對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等看法是

否有顯著差異。  

四、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  

    本研究將對遊客參與宗教旅遊之由旅遊動機、涉入、滿意度之變數

進行因素分析，先以 KMO及 Bartlett檢定量表題組織間的相關程度，而

KMO大於 0.6與Ｂartllet若達顯著，則表題組織間有共同的因素，目的

是將一量表中多個變項依其相關程度，縮減成幾類主要因素，以簡化變

項間之複雜狀況。  

六、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為暸解旅遊動、涉入、滿意度等

變項是否其有影響性存在，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進行旅遊動機與涉入

對地方認同度之滿意度影響檢定，藉此暸解直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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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針對問卷調查內容所得結果，進行資料分析，包括第一節樣本

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旅遊特性分析，第三節構面之敘述統計分析，第

四節信度分析，第五節因素分析，第六節差異性檢定，第七節迴歸分析  

4.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樣本所得之遊客基本資料進行人數與百分比分析,包括:性別、

年齡、婚姻,、教育程度、職業、宗教信仰、月所得、居住地與旅遊次數

等，結果如表 4.1所示。  

一、性別 :以女性居多,佔 55% ，男性佔 45% ，兩者所佔比例接近。 

二、年齡 :以 26~35歲者較多，佔 25%，其次為 36-45歲者，佔 21.67% ，

人數最少的是 66歲以上,佔 6.90%。 

三、婚姻狀況:已婚者為多數，佔 60.24%，其次為未婚，佔 32.14%，其

他是 7.62%。  

四、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則以大專程度最多，佔 28.81%，大學程度居次，

佔 28.10%，最少的是研究所以上，只佔 9.29%。  

五、職業:在職業方面以服務業最多，佔 19.05%， 其次為學生，佔 18.57%。 

六、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則以佛教最高的比例，佔 31.43%，其次為沒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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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佔%28.57。 

七、個人月平均收入:在月所得方面已受入在30001~40000居多，佔32.62%，

收入為 20000元以下居次，佔 29.29%。   

八、居住地點:以南部為多，佔 55%，其次以中部居次，佔 2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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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樣本分析表(總樣本數=420) 

基本資料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89 45.0 
女 231 55.0 

年齡 

25 歲以下 52 12.4 
26-35歲 105 25.0 
36-45歲 91 21.7 
46-55歲 88 21.0 
56 歲以上 84 20.0 

教育程度 

國小 41 9.8 
國中 41 9.8 
高中職 60 14.3 
專科 121 28.8 
大學 118 28.1 
研究所以上 39 9.3 

職業 

學生 78 18.6 
軍公教 72 17.1 
工 21 5.0 
商 52 12.4 
服務業 80 19.0 
農、漁、牧 34 8.1 
自由業 31 7.4 
其他 52 12.4 

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123 29.3 
20001~30000 元 118 28.1 
30001~40000 元 137 32.6 
40001~50000 元 18 4.3 
50001 以上 24 5.7 

婚姻狀況 
已婚 253 60.2 
未婚 135 32.1 
其他 32 7.6 

宗教信仰 

無 120 28.6 
佛教 132 31.4 
道教 66 15.7 
天主教 12 2.9 
基督教 30 7.1 
回教 8 1.9 
一貫道 40 9.5 
其他 12 2.9 

居住地點 

東部(東、花、宜) 32 7.6 
北部(基、北、桃、竹) 60 14.3 
中部(苗、中、投、雲) 87 20.7 
南部(嘉、南、高、屏) 231 55.0 
其他 10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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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旅遊特性分析 

   在旅遊特性方面，包含主要目的、到訪次數、停留時間、交通工具、

遊伴性質、觀光資訊及參觀其餘景點等七項請參見表 4.2所示。 

一、主要目的:遊客來佛陀紀念館之主要目的為觀光者最多，佔 65.95 

%，拜佛朝聖其次，佔 29.29%。 

二、到訪次數:以 1次居多，佔 43.10 % ，其次是以 2次，佔 31.90%。 

三、停留時間:以 4小時以下最多，佔 45.7 % ，其次為 4-8小時，佔

35.0%。  

四、交通工具:以自用汽車最多，佔 59.8 % ，其餘分布較平均。  

  五、遊伴性質:以與家人、親戚最多， 45.7 % ，其次為與朋友、同

學或同事佔 26.0%，獨自一人佔 17.6 %。 

六、觀光資訊:以親戚朋友推薦最多，佔 38.81 %，其次為電視廣播佔

22.38 % ，報章雜誌站 12.14 %。 

   七、參觀其餘景點方面:有 67.6% 的人會前往其餘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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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遊客旅遊特性分析表(總樣本數=420) 

基本資料變項 次數 百分比(%) 

主要目的 
拜佛朝聖 123 29.3 
觀光 277 66.0 
其他 20 4.8 

一年內到訪次數 

1次 181 43.1 
2次 134 31.9 
3次 72 17.1 
4次 25 6.0 
5次以上 8 1.9 

停留時間 

4小時以下 192 45.7 
4-8小時 147 35.0 
8-12小時 35 8.3 
12-24小時 18 4.3 
1-2天 16 3.8 
2天以上 12 2.9 

交通工具 

徒步 11 2.6 
自行車 25 6.0 
公車 32 7.6 
自用汽車 251 59.8 
機車 48 11.4 
遊覽車 50 11.9 
其他 3 0.7 

遊伴性質 

獨自一人 74 17.6 
家人或親戚 192 45.7 
旅行團 43 10.2 
朋友、同學或同事 109 26.0 
其他 2 0.5 

觀光資訊 

電視廣播 94 22.4 
報章雜誌 51 12.1 
旅行社 42 10.0 
親戚朋友推薦 163 38.8 
旅遊書籍 16 3.8 
網際網路 37 8.8 
宣傳摺頁 5 1.2 
其他 12 2.9 

前往其他景點 
否 136 32.4 
是 284 6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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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構面之敘述統計 

在「旅遊動機」方面，各衡量題項之平均分數介於「3.410」至「3.540」

之間，構面其中以「口碑宣傳」分數最高，而其中以「調劑身心」分數

最低，茲將上述資料整理於表 4.3。 

表 4.3旅遊動機敘述性統計 

題項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宗教心靈感受 420 3.418 .509 2 

調劑身心 420 3.410 .587 3 

口碑宣傳 420 3.540 .609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在「涉入程度」方面，各衡量題項之平均分數介於「3.484」至「3.494」

之間，構面其中以「中心性」分數最高，而其中以「自我表現」分數最

低，茲將上述資料整理於表 4.4。 

 

表 4.4涉入程度敘述性統計 

題項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吸引力 420 3.489  .392 2 

中心性 420 3.494  .408 1 

自我表現 420 3.484  .422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用實際體驗−行前期望=差距，來進行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

對佛陀紀念館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之滿意度的衡量。主要是以佛陀紀念館



 
 
 
 
 
 
 
 
 
 
 
 

 

50 
 

觀光客對個問項事後實際體驗得分減去行前期望得分之差距加以衡量。

如果差距分數是負，代表遊客行前期望超出實際體驗，則該問項有待改

進；若差距分數為正，代表遊客實際體驗超出行前之期望，則該問項具

有良好之滿意度。 

    由表 4.5顯示遊客行前期望滿意度最高三項是「佛教法會」、「休憩

場所」、「廟宇建築藝術」，行前期望滿意度最低二項為「獲得心靈平靜、

精神慰藉」「增進人際關係」，其餘較平均，遊客實際體驗滿意度最高三

項為「佛教法會」、「庭園景觀」、「廟宇建築藝術」，實際體驗滿意度最低

二項為「修身養性」「體驗神兆」，其餘較平均。其中只有「住宿服務設

施」、「修身養性」、「體驗神兆」、「廟宇建築藝術」、「休憩場所」、「車位

多寡」等問項有待改善外，其他問項皆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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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分析表 

問項內容 

行前 
期望 
平均數
(1) 

實際 
體驗 
平均數
(2) 

差距 
(2)-(1) 

t值 p值 
是否 
滿意 

1.宗教諮詢服務 3.48 3.49 0.01 -0.349 0.000*** 是 

2.宗教解說導覽服務 3.45 3.46 0.01 -0.345 0.000*** 是 

3.餐飲服務 3.44 3.46 0.02 -0.560 0.000*** 是 

4.住宿服務設施 3.46 3.45 -0.01 0.506 0.000*** 否 

5.動線導覽指標 3.45 3.45 0.00 0.202 0.003** 否 

6.攤販管理 3.44 3.44 0.00 0.000 0.000*** 否 

7.交通動線指示標誌 3.44 3.46 0.02 -0.424 0.000*** 是 

8.獲得心靈平靜、 
精神慰藉 

3.43 3.47 0.04 -1.237 0.000*** 是 

9.修身養性 3.48 3.41 -0.07 1.975 0.001
**
 否 

10.鬆弛身心 3.45 3.49 0.04 -1.348 0.000*** 是 

11.感受宗教莊嚴 
氣氛 

3.45 3.46 0.01 -0.289 0.000*** 是 

12.增進人際關係 3.43 3.47 0.04 -1.126 0.000*** 是 

13.體驗神兆 3.44 3.43 -0.01 0.215 0.000*** 否 

14.廟宇建築藝術 3.50 3.49 -0.01 0.347 0.000*** 否 

15.庭園景觀 3.45 3.52 0.07 -2.003 0.002** 是 

16.公共設施 3.45 3.45 0.00 -0.137 0.000*** 是 

17.休憩場所 3.50 3.44 -0.06 1.742 0.000*** 否 

18.對外聯繫交通 3.44 3.44 0.00 0.000 0.000*** 否 

19.車位多寡 3.48 3.45 -0.03 0.805 0.002
**
 否 

20.佛教法會 3.51 3.64 0.07 -3.401 0.000*** 是 

21.文物展覽 3.47 3.47 0.00 -0.139 0.001**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 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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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滿意方面，各衡量題項之平均分數介於「4.01」至「3.90」

之間，其中以「服務設施滿意度」分數最高，而其中以「遊憩環境滿意

度」分數最低，茲將上述資料整理於表 4.6。 

 

表 4.6整體滿意度之分析表 

題號 問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心靈體驗滿意度 3.95 0.836 3 

2 遊憩環境滿意度 3.90 0.816 5 

3 服務設施滿意度 4.01 0.809 1 

4 遊憩活動滿意度 3.96 0.811 2 

5 整體滿意度 3.94 0.819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4.4 信度分析  

    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之中，信度評估一般而言可分為四種指標，

即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複本信(alternative-form 

reliability)、折半信度(split-half reliability)以及內部一致性

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而不論再測信度、複本

信度以及折半信度，皆可稱為內部一致性信度，並且內部一致性信度

中的 Cronbach’s α可以說是目前採行最廣的信度指標(邱皓政，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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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是指研究調查結果的穩定性以及一致性。研究主要以旅

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滿意度及實際體驗滿意度、整體滿意度等構

面進行信度分析。如表 4.7所示。 

    本研究主要以 Cronbach's α係數來衡量問卷內容的一致程度。

根據 Cuieford(1965)的說法,若α係數值大於 0.7時，表示信度相當

高,若介於 0.7至 0.35之間則為可接受信度，若α係數值小於 0.35

者為信度過低，應當予以拒絕。所以根據表 4.7所示,本研究中各因素

之決定是可接受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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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旅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信度分析 

問 項 構面/問項 Cronbach’s α值 

旅遊動機 

1、宗教心靈感受 0.842 

0.737 2、調劑身心 0.786 

3、口碑宣傳 0.650 

涉入部分 

1、吸引力 0.680 

0.800 2、中心性 0.611 

3、自我表現 0.539 

行前期望 

1、宗教遊憩服務 0.662 

0.841 
2、心靈體驗 0.624 

3、宗教遊憩環境 0.614 

4、宗教遊憩活動 0.590 

實際體驗 

1、宗教遊憩服務 0.631 

0.837 
2、心靈體驗 0.619 

3、宗教遊憩環境 0.367 

4、宗教遊憩活動 0.403 

整體滿意度 

1、心靈體驗滿意度 0.512 

0.718 

2、遊憩環境滿意度 0.591 

3、服務設施滿意度 0.569 

4、遊憩活動滿意度 0.580 

5、整體滿意度 0.5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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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因素分析 

4.5.1 旅遊動機因素分析 

    本節將佛陀紀念館宗教旅遊客動機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

析法，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加以轉軸，選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

作為本研究旅遊動機構面。分析結果結果得到三個構面，各構面所包含

的問項(如表 4.8所示)及命名將說明如下: 

    一、因素一「宗教心靈感受」因素:此構面是由「表達宗教信仰虔誠

感受」、「佛教莊嚴氣息」、「欣賞佛教文化藝術」、「朝聖拜佛祈求神恩庇

佑」、「欣「賞宗教雄偉建築」、「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平靜」等六項因子

所組成，其解釋變異量為 27.187%，因素負荷量介於 0.658~0.780之間，

其中又以「表達宗教信仰虔誠」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二、因素二「調劑身心」因素: 此構面是由「好奇心驅使」、「遠離

塵囂享受清靜」、「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等三項因子所組成，其解釋變

異量為 45.858%，因素負荷量介於 0.786~0.805之間，其中又以「好奇心

驅使」、「遠離塵囂享受清靜」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三、因素三「口碑宣傳」因素: 此構面是由「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

「旅遊業者之推薦」等二項因子所組成，其解釋變異量為 59.820%，因素

負荷量介於 0.793~0.841之間，其中又以「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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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負荷量最高。 

表 4.8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旅遊動機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問  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宗教心靈

感受 

6.表達宗教信仰虔誠 0.780 

3.262 27.187% 27.187% 

4.感受佛教莊嚴氣息 0.728 

5.欣賞佛教文化藝術 0.702 

3.朝聖拜佛祈求神恩庇

佑 

0.696 

1.欣賞宗教雄偉建築 0.694 

2.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

平靜 

0.658 

調劑身心 

9.好奇心驅使 0.805 

2.241 18.671% 45.858% 10.遠離塵囂享受清靜 0.805 

8.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 0.786 

口碑宣傳 
12.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 0.841 

1.675 13.962% 59.820% 
11. 旅遊業者之推薦 0.7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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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涉入因數分析 

    本節將佛陀紀念館宗教旅遊涉入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

法，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加以轉軸，選取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作

為本研究旅遊動機構面。分析結果結果得到三個構面，各構面所包含的

問項(如表 4.9所示)及命名將說明如下: 

    一、因素一「吸引力」:此構面是由「我喜歡宗教旅遊這項活動」、「我

對宗教旅遊很有興趣」、「對我而言，宗教旅遊是重要的活動」、「當生活

壓力增加時，宗教旅遊可使我放鬆」、「宗教旅遊是讓我覺得滿意的活動

等五項因子所組成，其解釋變異量為 21.017%，因素負荷量介於

0.658~0.780之間，其中又以「表達宗教信仰虔誠」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二、因素二「中心性」因素: 此構面是由「好奇心驅使」、「遠離塵

囂享受清靜」、「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等三項因子所組成，其解釋變異

量為 45.858%，因素負荷量介於 0.786~0.805之間，其中又以「我喜歡宗

教旅遊這項活動」、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三、因素三「自我表現」因素: 此構面是由「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

「旅遊業者之推薦」等二項因子所組成，其解釋變異量為 59.820%，因素

負荷量介於 0.530~0.674之間，其中又以「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的因

素負荷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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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涉入部分因素分析表 

因素

名稱 
問  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吸引

力 

1.我喜歡宗教旅遊這項活動 0.674 

3.153 21.017% 21.017% 

5.我對宗教旅遊很有興趣 0.650 

2.對我而言，宗教旅遊是重要

的活動 
0.617 

3.當生活壓力增加時，宗教旅

遊可使我放鬆 
0.607 

4.宗教旅遊是讓我覺得滿意

的活動 
0.530 

中心

性 

8.我大部分的朋友者和宗教

旅遊相關 
0.659 

2.938 19.586% 40.603% 

7.我的生活與宗教旅遊息息

相關 
0.655 

9.宗教旅遊是我的生活重心

之一 
0.652 

6.我喜歡和朋友討論宗教旅

遊的相關話題 
0.603 

自我 

表現 

12.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

樂於其他看見 
0.685 

2.598 17.317% 57.920% 
10.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

可以表現出我真實的自我 
0.680 

11.宗教旅遊可以表現出我個

人的休閒風格 
0.6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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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滿意度因素分析 

    本節將將以佛陀紀念館宗教旅遊遊客之滿意度變項進行因素分析，

採主要成份分析法，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加以轉軸，選取特徵值大

於 1之因素，作為本研究滿意度之構面，分析結果得到四個構面，各構

面所包含之問項及命名說明如下: 

     一、因素一:宗教遊憩服務: 

    此構面是由「動線導覽指標」、「交通動線指示標誌」、「宗教諮詢服

務」、「攤販管理」、「宗教解說導覽服務」、「餐飲服務」、「住宿服務設施」 

所構成，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10.752%因素負荷量介於 0.318~0.619間，

其中以「動線導覽指標」的因素負荷量最高(0.619)，其次是「交通動線

指示標誌」(0.608) 

    二、因素二: 心靈體驗: 

    此構面是由「修身養性」、「增進人際關係」、「鬆弛身心 」、「體驗

神兆」、「獲得心靈平靜」、「精神慰藉」、「感受宗教莊嚴氣氛」所構成，

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10.138%因素負荷量介於0.468~0.650間，其中以「動

修身養性」的因素負荷量最高(0.650)，其次是「增進人際關係」(0.644)。 

    三、因素三:宗教遊憩環境 

   此構面是由「休憩場所」、「對外聯繫交通」、「公共設施」、「車位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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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建築藝術」、「庭園景觀」所構成，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9.801%因

素負荷量介於 0.413~0.587間，其中以「休憩場所」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0.587)，其次是「對外聯繫交通」(0.501)。 

    四、因素四:宗教遊憩活動 

    此構面是由「文物展覽」、「佛教法會」所構成，其累積解釋變異量

為 8.339%因素負荷量介於 0.437~0.557間，其中以「文物展覽」的因素

負荷量最高(0.557)，其次是「文物展覽」(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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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宗教旅遊遊客個人特性與衡量構面之差異性檢定  

    為探討遊客特性在旅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實際體驗、滿意度

等構面是否會有顯著差異,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來檢定不

同遊客特性在各構面是否有顯著之差異,若有顯著差異(P<O.05)，則續以

Scheffe多重比較法檢定各群組問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遊客特性包括性別、年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 

職業、平均月收入、居住地點等,以下將分項探討遊客特性在各構面之差 

異:  

4.6.1性別  

    性別不同對旅遊動機無顯著的差異。性別不同對認知價值、行前期

望、滿意度則無顯著差異。在涉入方面，性別不同對涉入之吸引力、中

心性、自我表現有顯著性差異，且女性高於男性。在滿意度方面,性別不

同會造成宗教遊憩服務、心靈體驗、宗教遊憩環境及宗教遊憩活動無顯

著差異。遊客性別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如表 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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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性別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性別 構面/變項 T值 P值 

1.男 

2.女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0.152 0.697 

調劑身心 0.462 0.497 

口碑宣傳 0.210 0.697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378 0.539 

中心性 0.001 0.976 

自我表現 0.037 0.847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0.203 0.652 

心靈體驗 0.155 0.694 

宗教遊憩環境 0.045 0.831 

宗教遊憩活動 3.791 0.05**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0.105 0.746 

心靈體驗 0.498 0.481 

宗教遊憩環境 0.419 0.518 

宗教遊憩活動 0.907 0.341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0.284 0.595 

遊憩環境滿意度 0.131 0.717 

服務設施滿意度 0.558 0.456 

遊憩活動滿意度 0.291 0.590 

整體滿意度 0.084 0.7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 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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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年齡  

    年齡不同對旅遊動機之宗教心靈感受變項有顯著差異，且 46~55歲

較 36~45高。年齡不同亦對且旅遊動機之口碑宣傳變項已有顯著差異，

且 25歲以下高於 36~45歲。年齡不同對涉入部份之吸引力、中心性、自

我表現無顯著差異。在行前期望方面,年齡在不同在宗教遊憩服務、心靈

體驗、宗教遊憩環境、宗教遊憩活動並無顯著差異。在實際體驗方面，

不同年齡對宗教遊憩服務變項上有顯著差異，且 46-55歲之遊客對宗教

遊憩服務較 56歲以上的遊客為高。且 46-55歲之遊客對心靈體驗較 26-35

歲高。在涉入方面年齡不同對吸引力之遊憩環境、服務設施、遊憩活動

及佛陀紀念館知名度等變項無顯著差異。在滿意度方面,年齡不同對之滿

意度在心靈體驗、遊憩環境、服務設施等變項上均無顯著差異;遊客年齡

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如表 4.11所示。  

 

 

 

 

 

 



 
 
 
 
 
 
 
 
 
 
 
 

 

64 
 

表 4.11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年齡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年齡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 檢定 

1.25歲以下 

2.26~35歲 

3.36~45歲 

4.46~55歲 

5.56歲以上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2.316 0.048∗∗ 4>3 

調劑身心 1.055 0.378  

口碑宣傳 2.230 0.050∗∗ 1>3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642 0.633  

中心性 0.913 0.456  

自我表現 0.760 0.551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1.509 0.199  

心靈體驗 0.285 0.888  

宗教遊憩環境 1.007 0.403  

宗教遊憩活動 1.395 0.235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3.054 0.017∗∗ 4>5 

心靈體驗 2.940 0.020∗∗ 4>3 

宗教遊憩環境 1.130 0.342  

宗教遊憩活動 0.146 0.965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1.513 0.197  

遊憩環境滿意度 0.635 0.638  

服務設施滿意度 1.729 0.143  

遊憩活動滿意度 0.987 0.415  

整體滿意度 0.526 0.7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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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不同對旅遊動機之宗教心靈感受有顯著差異，國中大於專

科，調劑身心及口碑宣傳變項無顯著差異。在涉入變項部分，遊客教育

程度對於吸引力、中心性，無顯著差異，自我表現方面有顯著差異且國

小程度較研究所高。在行前期望方面，教育程度不同對行前期望之變項

宗教遊憩服務、心靈體驗、宗教遊憩活動，無顯著差異。在行前期望方

面,教育程度不同對宗教遊憩服務、心靈體驗、宗教遊憩活動，無顯著差

異。在實際體驗方面，教育程度不同對宗教遊憩服務、宗教遊憩活動等

變項，無顯著差異，但教育程度不同對心靈體驗有顯著差異，國小程度

高於高中。在整體滿意度方面，教育程度不同對宗教遊憩服務、宗教遊

憩活動，無顯著差異。教育程度不同對心靈體驗滿意度，國中程度高於

國小程度。遊客教育程度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如表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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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教育程度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教育程度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 檢定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以

上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2.578 0.025∗∗ 2>4 

調劑身心 1.292 0.266  

口碑宣傳 1.259 0.281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590 0.707  

中心性 1.263 0.279  

自我表現 2.280 0.047∗∗ 3>4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0.605 0.696  

心靈體驗 0.521 0.760  

宗教遊憩環境 0.700 0.623  

宗教遊憩活動 0.763 0.577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1.321 0.254  

心靈體驗 2.292 0.050** 1>3 

宗教遊憩環境 0.523 0.759  

宗教遊憩活動 0.861 0.507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2.568 0.035** 2>1 

遊憩環境滿意度 0.967 0.437  

服務設施滿意度 0.790 0.557  

遊憩活動滿意度 0.395 0.852  

整體滿意度 1.045 0.3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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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職業 

    職業不同對旅遊動機之宗教心靈感受及調劑身心變項無顯著差異，

在口碑宣傳變項有顯著差異且職業工高於自由業。在涉入方面，職業不

同對中心性變項無顯著差異，在吸引力、自我表現有顯著差異，在吸引

力方面，農漁牧業高於自由業，在自我表現方面，服務業大於自由業。

在行前期望方面，職業不同對心靈體驗、遊憩環境、服務設施及遊憩活

動變項均無顯著差異。在實際體驗方面，職業不同對心靈體驗、遊憩環

境、服務設施及遊憩活動變項均無顯著差異。在整體滿意度方面，職業

不同對心靈體驗滿意度、遊憩環境滿意度、及遊憩活動、整體滿意度變

項均無顯著的差異，職業不同只對服務設施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且職業

工高於自由業。遊客職業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如 表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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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職業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職業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檢定 

1.學生 

2.軍公教 

3.工 

4.商 

5.服務業 

6.農漁牧 

7.自由業 

8.其他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1.406 0.201  

調劑身心 0.477 0.851  

口碑宣傳 2.088 0.043** 3>7 

涉入部分 

吸引力 2.058 0.047** 6>7 

中心性 1.797 0.086  

自我表現 3.643 0.001*** 3>7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1.026 0.412  

心靈體驗 1.528 0.156  

宗教遊憩環境 1.691 0.109  

宗教遊憩活動 1.564 0.144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1.702 0.107  

心靈體驗 0.837 0.557  

宗教遊憩環境 1.534 0.154  

宗教遊憩活動 0.882 0.520  

整體滿意

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1.064 0.386  

遊憩環境滿意度 0.323 0.944  

服務設施滿意度 2.388 0.033** 3>7 

遊憩活動滿意度 1.497 0.166  

整體滿意度 0.924 0.4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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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平均月收入 

    平均月收入不同對旅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實際體驗及整體滿

意度等各構面均無顯著差異。遊客平均月收入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

定，如表 4.14所示 

表 4.14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月收入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月收入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 檢定 

1.20000元以下 

2.20001~30000元 

3.30001~40000元 

4.40001~50000元 

5.50001元以上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0.953 0.433  

調劑身心 0.256 0.906  

口碑宣傳 1.044 0.384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268 0.898  

中心性 0.571 0.684  

自我表現 0.951 0.434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0.295 0.881  

心靈體驗 1.394 0.235  

宗教遊憩環境 1.086 0.363  

宗教遊憩活動 0.623 0.647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0.318 0.866  

心靈體驗 0.259 0.904  

宗教遊憩環境 0.084 0.987  

宗教遊憩活動 1.152 0.331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0.853 0.492  

遊憩環境滿意度 0.524 0.718  

服務設施滿意度 0.799 0.527  

遊憩活動滿意度 0.134 0.970  

整體滿意度 0.495 0.739  

資量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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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不同對旅遊動機之口碑宣傳變項有顯著差異，且已婚者在

口碑宣傳之動機較未婚者為高。在涉入方面、行前期望、實際體驗等構

面，婚姻狀況不同並無顯著差異。不同婚姻狀況對整體滿意度只有在遊

憩環境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且已婚之滿意度高於未婚者。遊客婚姻狀況

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如 表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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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婚姻狀況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婚姻狀況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 檢定 

1.已婚 

2.未婚 

3.其他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1.333 0.265  

調劑身心 0.807 0.447  

口碑宣傳 2.143 0.031** 1>2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820 0.441  

中心性 0.391 0.676  

自我表現 0.484 0.617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0.672 0.511  

心靈體驗 1.629 0.198  

宗教遊憩環境 0.142 0.868  

宗教遊憩活動 1.144 0.320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0.932 0.394  

心靈體驗 1.046 0.352  

宗教遊憩環境 0.210 0.810  

宗教遊憩活動 0.133 0.875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0.588 0.556  

遊憩環境滿意度 2.058 0.049** 1>2 

服務設施滿意度 1.820 0.163  

遊憩活動滿意度 0.697 0.499  

整體滿意度 0.306 0.7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 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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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不同對旅遊動機之口碑宣傳變項有顯著差異，且信佛教者

宗教心靈動機高於道教。在涉入方面，宗教教信仰不同對吸引力、中心

性及自我表現均無顯著差異。在行前期望方面，宗教信仰不同在宗教遊

憩服務、心靈體驗、宗教遊憩環境、及宗教遊憩活動變填上均無顯著差

異。在實際體驗方面,宗教信仰不同在宗教遊憩服務、心靈體驗、宗教遊

憩環境、宗教遊憩活動變項上均無顯著差異。在整體滿意度方面，宗教

信仰不同對心靈體驗滿意度變項有顯著差異，道教者對佛陀紀念館心靈

體驗滿意度較天主教信仰者高。其餘在遊憩環境滿意度、服務設施滿意

度、遊憩活動滿意度等變項，不同宗教並無顯著的差異。宗教信仰與衡

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如表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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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宗教信仰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宗教信仰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 檢定 

1.無 

2.佛教 

3.道教 

4.天主教 

5.基督教 

6.回教 

7.一貫道 

8.其他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1.348 0.226  

調劑身心 0.865 0.535  

口碑宣傳 2.287 0.027** 2>3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887 0.517  

中心性 1.266 0.266  

自我表現 1.193 0.305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1.436 0.189  

心靈體驗 0.800 0.587  

宗教遊憩環境 0.811 0.579  

宗教遊憩活動 0.182 0.989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0.521 0.818  

心靈體驗 0.463 0.861  

宗教遊憩環境 0.793 0.593  

宗教遊憩活動 0.627 0.734  

整體滿意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2.189 0.038** 3>4 

遊憩環境滿意度 1.239 0.280  

服務設施滿意度 1.719 0.103  

遊憩活動滿意度 1.109 0.357  

整體滿意度 1.335 0.2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 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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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居住地點  

    居住地點不同對旅遊動機、涉入、行前期望無顯著差異，實際體驗

之宗教遊憩活動有顯著差異，且南部高於東部。居住地不同對整體滿意

度構面均無顯著差異，如表 4.17。  

表 4.17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客居住地點與各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表 

居住地點 構面/變項 F值 P值 Scheffe檢定 

1.東部 (東、

花、宜) 

2.北部 (基、

北、桃、竹) 

3.中部 (苗、

中、投、雲) 

4.南部 (嘉、

南、高、屏) 

5.其他 

旅遊動機 

宗教心靈感受 0.644 0.631  

調劑身心 0.402 0.807  

口碑宣傳 0.532 0.712  

涉入部分 

吸引力 0.186 0.946  

中心性 1.372 0.243  

自我表現 1.253 0.288  

行前期望 

宗教遊憩服務 1.678 0.154  

心靈體驗 0.447 0.774  

宗教遊憩環境 1.531 0.192  

宗教遊憩活動 0.857 0.490  

實際體驗 

宗教遊憩服務 0.231 0.921  

心靈體驗 0.321 0.861  

宗教遊憩環境 0.629 0.642  

宗教遊憩活動 2.267 0.044** 4>1 

整體滿意

度 

心靈體驗滿意度 1.030 0.391  

遊憩環境滿意度 0.969 0.424  

服務設施滿意度 0.947 0.437  

遊憩活動滿意度 0.484 0.748  

整體滿意度 1.526 0.1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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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迴歸分析 

4.7.1旅遊動機與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旅遊動機」與「整體滿意度」之

關係，其結果如下所示: 

    在迴歸分析中，自變項不只一個，若自變項相關程度過高，不但變

項間的概念區隔模糊，難以解釋之外，在數學上會因為自變項間共變項

過高，造成自變項與依變項共變分析上扭曲現象，稱為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ality)而迴歸分析應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存在。對於某一

個自變項共線性的準備檢驗，可以容忍使用容忍直或變異數膨脹係數

(Variance Inflation Facyor，VIF)來評估(邱皓政，2006)。為了避免

產生多元共線性的問題，板研究採用 VIF值作為評估標準，結果顯示各

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482至 1.301間，遠小於

Hair,Anderson,Tatham,and Black(1988)所建議的 10，可見本研究無多

元共線性的問題。 

    接著以強迫進入法來進行迴歸模式的建立，依表 4.18結果可知，旅

遊動機對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其整體迴規模式具有 80.5%的解釋力，且

F值達顯著性(F=576.125,p<0.001)，顯示整體滿意度受旅遊動機的影響；

此外也無相關(Durbin-Watson=2.205)(吳萬益與林清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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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別自變數預測效果來看，「宗教心靈感受」(β=0.442,p<0.001)、

「調劑身心」(β=0.351,p<0.001)和「口碑宣傳」(β=0.371,p<0.001)

對整體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宗教心靈感受」旅遊動機對整

體滿意度的影響作用最大，其次是「口碑宣傳」、「調劑身心」旅遊動機。

這顯示，因佛陀紀念館營造出的氣氛與環境，因此來到此旅遊的遊客，

除能滿足調劑身心外，亦能達到口碑宣傳，故旅遊動機會正向影響整體

滿意度。 

 

表 4.18旅遊動機對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整體滿意度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宗教心靈感受 0.442 16.831*** 1.482 

調劑身心 0.351 14.271*** 1.214 

口碑宣傳 0.371 15.607
*** 

1.301 

R平方=0.806    

調整後的 R平方=0.805    

F值=576.125    
Durbin-Watson值=2.0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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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涉入程度與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涉入程度」與「整體滿意度」之

關係，其結果如下所示表 4.19。 

    各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614至 1.440間，遠低於 10，可見本研

究無多元共線性問題。且其對整體滿意度之迴觀分析具有 62.0%解釋力，

且 F 值達顯著性(F=228.599,p<0.001)顯示遊客所感受的「整體滿意度」

會受「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涉入影響；此外各自變數之間

也無自我相關的情況(Durbin-Watson=1.857)。在這之中，又以「吸引力」

(β=0.423，p<0.001)對「整體滿意度」的影響較大。可知，如果佛陀紀

念館能舉辦深具意義的活動，除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也會吸引

非信徒前來旅遊參觀，因而形塑出當地的宗教吸引力，所以才會進一步

對「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 

表 4.19涉入程度對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整體滿意度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吸引力 0.423 11.051*** 1.614 

中心性 0.398 11.004*** 1.441 

自我表現 0.121 3.351** 1.440 

R平方=0.622    

調整後的 R平方=0.620    

F值=228.559    
Durbin-Watson值=1.8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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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實際體驗對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實際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

之關係，其結果如下所示表 4.20。 

    各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938至 1.297間，遠低於 10，可見本研

究無多元共線性問題。且其對整體滿意度之迴觀分析具有 50.0%解釋力，

且 F 值達顯著性(F=105.954,p<0.001)顯示遊客所感受的「整體滿意度」

會受「實際宗教遊憩服務」、「實際心靈體驗」、「實際宗教遊憩環境」、「實

際宗教遊憩活動」實際體驗的影響；此外各自變數之間也無自我相關的

情況(Durbin-Watson=1.860)。在這之中，又以「實際宗教遊憩服務」(β

=0.337，p<0.001)對「整體滿意度」的影響較大。可知，如果佛陀紀念

館能提供實際宗教遊憩服務，除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也會吸引

非信徒前來旅遊參觀，因而形塑出當地的宗教吸引力，所以才會進一步

對「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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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實際體驗對整體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整體滿意度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實際宗教遊憩服務 0.337 7.102*** 1.886 

實際心靈體驗 0.161 3.354*** 1.929 

實際宗教遊憩環境 0.238 4.962** 1.297 

實際宗教遊憩活動 0.133 3.382** 1.938 

R平方=0.505    

調整後的 R平方=0.500    

F值=105.954    

Durbin-Watson值=1.8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4.7.4 涉入程度對宗教心靈感受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涉入程度」與「宗教心靈感受」

之關係，其結果如下所示表 4.21。 

    各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729至 1.373間，遠低於 10，可見本研

究無多元共線性問題。且其對宗教心靈感受之迴觀分析具有 33.7%解釋力，

且 F值達顯著性(F=71.931,p<0.001)顯示遊客所感受的「宗教心靈感受」

會受「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涉入程度影響；此外各自變數

之間也無自我相關的情況(Durbin-Watson=1.924)。在這之中，又以「中

心性」(β=0.267，p<0.001)對「宗教心靈感受」的影響較大。可知，個

體的生活型態或社會網絡對參與佛陀紀念館的活動及所佔的中心位置，

會影響宗教心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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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涉入程度對宗教心靈感受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宗教心靈感受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吸引力 0.249 4.928*** 1.729 

中心性 0.267 5.591*** 1.620 

自我表現 0.201 4.214*** 1.373 

R平方=0.342    

調整後的 R平方=0.337    

F值=71.932    
Durbin-Watson值=1.9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4.7.5 涉入程度對調劑身心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涉入程度」與「調劑身心」之關係，

其結果如下所示表 4.22。 

    各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 694至 1.204間，遠低於 10，可見本研

究無多元共線性問題。且其對調劑身心之迴觀分析具有 16.8%解釋力，且

F值達顯著性(F=29.300,p<0.001)顯示遊客所感受的「調劑身心」會受「吸

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涉入程度的影響；此外各自變數之間也

無自我相關的情況(Durbin-Watson=1.836)。在這之中，又以「吸引力」

(β=0.168，p<0.001)對「調劑身心」的影響較大。可知，佛陀紀念館能

提的活動對各體具有重要性及意義，除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也

會吸引非信徒前來旅遊參觀，因而形塑出當地的宗教吸引力，還能調劑

旅遊者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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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涉入程度對調劑身心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調劑身心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吸引力 0.168 2.974*** 1.694 

中心性 0.140 2.619** 1.277 

自我表現 0.204 3.815** 1.204 

R平方=0.174    

調整後的 R平方=0.168    

F值=29.300    
Durbin-Watson值=1.8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4.7.6 涉入程度對口碑宣傳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涉入程度」與「口碑宣傳」之關係，

其結果如下所示表 4.23。 

    各自變數間的 VIF值介於 1. 828至 1.391間，遠低於 10，可見本研

究無多元共線性問題。且其對調劑身心之迴觀分析具有 16.8%解釋力，且

F值達顯著性(F=37.976,p<0.001)顯示遊客所感受的「調劑身心」會受「吸

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涉入程度的影響；此外各自變數之間也

無自我相關的情況(Durbin-Watson=1.997)。在這之中，又以「吸引力」

(β=0.248，p<0.001)對「口碑宣傳」的影響較大。可知，佛陀紀念館能

提的活動對各體具有重要性及意義，口碑宣傳吸引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

也會吸引非信徒前來旅遊參觀，因而形塑出當地的宗教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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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涉入程度對口碑宣傳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依變數 
口碑宣傳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VIF 

吸引力 0.248 4.495*** 1.828 

中心性 0.169 3.240** 1.574 

自我表現 0.147 2.828** 1.391 

R平方=0.215    

調整後的 R平方=0.209    

F值=37.976    
Durbin-Watson值=1.9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 p值<0.1，**表 p值<0.05，***表 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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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本研究所探討的佛陀紀念館宗教觀光旅遊客的宗教旅遊 

動機、涉入、滿意度間的關係，經由前章實證分析後的研究結果， 

做歸納整理。由顯示的管理意涵，提供建議事項給佛陀紀念館作為參考， 

並給後續研究者建議。其內容包括第一節結論與意涵，第二節建議，第 

三節後續研究之建議。 

5.1  結論與意涵 

一、遊客的特性：依遊客的基本資料分析，到佛陀紀念館進行宗教

之旅的遊客以南部縣市的女性、已婚、年齡為26歲至30歲居多，學歷以

大專及大學程度佔多數，宗教信仰方面以佛教居多，這顯示喜歡到佛陀

紀念館進進行宗教之旅的遊客，主要是以中年已婚女性佛教徒為主要的

客層，地緣關係則以南部地區為居多。 

    二、遊客的旅遊動機：在旅遊動機全部題項平均值排序分析得知，

對遊客而言，佛陀紀念館是一個可以欣賞佛教文化藝術的地方，可以促

進親友情感交流；也是一個宗教聖地，可以感受佛教莊嚴的氣氛。 

    三、涉入程度的全部題項，平均值排序得知，我對宗教旅遊很有興

趣、我的生活與宗教旅遊息息相關、宗教旅遊是我的生活重心之一。   

    四、整體滿意度的全部題項，平均值排序得知，服務設施滿意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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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滿意，其次是遊憩活動滿意度、心靈體驗滿意度。 

五、研究亦實證遊客的旅遊動機會正向影響滿意度，遊客的旅遊動

機越高，相對於遊客滿意也就越高。遊客涉入程度亦會正向影響旅遊動

機，涉入程度越高，遊客動機越高。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有顯著差異。

實際體驗也會正向影響滿意度，實際體驗越高，滿意度越高。 

5.2   建議 

    綜合前述之研究結果，本研究擬對佛陀紀念館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 在宗教解說導覽服務部分，遊客多半期望頗高，但實際體驗後

卻呈現不滿意的情況，其主要的原因乃因為佛陀紀念館目前的宗教解說

導覽服務並非常設性，只針對事前預約的團體或貴賓作解說導覽服務。

未來佛陀紀念館應訓練解說導覽人員及加強解說服務，或建立電子導覽

供遊客租借，才能導正宗教觀光客的觀念，培養其對宗教解說活動的重

視，及增進對宗教之了解。 

二、佛陀紀念館雖為佛教聖地，但來訪的遊客主要目的卻以觀光居

多，可見佛陀紀念館在台灣南部已發展成為另一處觀光遊憩之地。然而,

目前也有許多宗教聖地逐漸朝向觀光發展，因此建議 政府相關部門應積

極輔導並獎勵宗教單位在不改變宗教本質及確保宗教既有特色的情況下，

以宗教結合「藝術文化」與「休閒觀光」，展現新的宗教文化，提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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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層次及生活品質，方能提供大眾最佳之朝聖拜佛及觀光休閒之去處。 

三、研究中發現，前往佛陀紀念館遊玩之後，大多數遊客會繼續前

往附近其他景點，顯示佛陀紀念館並非是遊客的最後一個遊憩或朝聖的

景點。假若佛陀紀念館能結合周邊遊憩資源，實施配套行程，這樣方能

提供遊客除了宗教旅遊以外的遊憩訊息。 

四、在調查期間，亦有許多來自於台灣以外的國際遊客，如中國大

陸、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的遊客，可見佛陀紀念館影響的範圍十分

廣大，若能持續加強佛陀紀念館的海外推展及行銷包裝，方能使中佛陀

紀念館成為國際上數一數二的宗教觀光聖地。  

五、佛陀紀念館是目前腹地最大的宗教觀光勝地，不論是硬體設施

如建築、設備 及結合科技的創新體驗，還是裡面陳設各項文物展，都是

國內首屈一指，除了固定的宗教活動外，可結合一些具有特色之非宗教

性的活動，擴展該館的知名度，相信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一般民眾前往參

觀，對佛陀紀念館及佛教有更深層的認是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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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觀光旅遊動機、涉入與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佛陀紀念館為例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謝您參與本問卷的填答，這是一份探討宗教觀光的學術性問卷調查,

旨在瞭解您對佛陀紀念館旅遊動機、涉入與滿意度為何,而您所填答問卷採不記

名方式，所得資料僅供學術論文分析研究之用,不對外公開或發表，敬請放心填

答。最後請您撥冗協助填答問卷，謝謝您的熱心參與! 

     敬祝 

           身體健康    順心如意     

                                      私立南華大學 旅遊事業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莊鎧溫 博士/蔡宸綨博士 

                                      研 究 生:     林美嬌  敬上  

 

第一部分:受訪者此次的旅遊特性部分 

1. 您今天到佛陀紀念館的主要目的? (單選)  

□拜佛朝聖 □觀光 □其他                    

2. 您過去 1年內到過佛陀紀念館幾次? (包括此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上  

3.您這次在佛陀紀念館停留多久?  

   □1小時以下  □4-8小時  □8一 12小時   

   □12-24小時  □l-2天    □2天以上  

4.你到訪佛陀紀念館主要交通工具為何?  

   □徒步 □自行車 □公車□自用汽車 □機車□遊覽車 □其他            

5.請問你與何人一同前來佛陀紀念館?  

   □獨自一人 □家人或親戚(幾     人) □旅行團(幾     人)  

   □朋友、同學或同事(幾     人)      □其他               

6. 關於佛陀紀念館的觀光資訊,你主要從何處獲得? (單選) 

   □電視廣播 □報章雜誌□旅行社□親戚朋友推薦 

   □旅遊書籍 □網際網路 □宣傳摺頁 □其他                      

7.請問你本次除到訪佛陀紀念館外,是否會前往附近其他景點?  

   □否  

   □是,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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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旅遊動機部份  

   請問您此次至佛陀紀念的旅遊動機為何?請在適當的口中打”ˇ”。 

非 同 普 不 很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欣賞宗教雄偉建築                                     5  4  3  2  1 

2.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平靜                               5  4  3  2  1  

3. 朝聖拜佛祈求神恩庇佑                                 5  4  3  2  1 

4. 感受佛教莊嚴氣息                                     5  4  3  2  1 

5. 欣賞佛教文化藝術                                     5  4  3  2  1 

6.表達宗教信仰虔誠                                      5  4  3  2  1 

7.促進親友情感交流                                      5  4  3  2  1 

8.能鬆弛身心紓解壓力                                    5  4  3  2  1 

9.好奇心驅使                                            5  4  3  2  1 

10.遠離塵囂享受清靜                                     5  4  3  2  1 

11.旅遊業者之推薦慕名而來                               5  4  3  2  1 

12.體驗新著名觀光景點                                   5  4  3  2  1 

第三部分   涉入部分                                    非 同 普 不 很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喜歡宗教旅遊這項活動                                5  4  3  2  1 

2.對我而言，宗教旅遊是重要的活動                        5  4  3  2  1 

3.當生活壓力增加時，宗教旅遊可使我放鬆                  5  4  3  2  1 

4.宗教旅遊是讓我覺得滿意的活動                          5  4  3  2  1 

5.我對宗教旅遊很有興趣                                  5  4  3  2  1 

6.我喜歡和朋友討論宗教旅遊的相關話題                    5  4  3  2  1 

7.我的生活與宗教旅遊息息相關                            5  4  3  2  1 

8.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和宗教旅遊相關                        5  4  3  2  1 

9.宗教旅遊是我的生活重心之一                            5  4  3  2  1 

10.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可以表現出真實的自我           5  4  3  2  1 

11.宗教旅遊可以表現出我個人的休閒風格                   5  4  3  2  1 

12.當我從事宗教旅遊時，我樂於其他人看見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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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滿意度部份  

 本部分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來佛陀紀念館遊玩之前的行前期望為何?以及您來

佛陀紀念館遊玩之後實際體驗的感覺為何?請依您真實的感受對下列各問項填答  

                                       行 前 期 望        實 際 體 驗 

非 同 普 不 很    非 同 普 不 很 

常          不    常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意 通 意 意 

1.宗教諮詢服務                    5  4  3  2  1     5  4  3  2  1 

2.宗教解說導覽服務                5  4  3  2  1     5  4  3  2  1 

3.餐飲服務                        5  4  3  2  1     5  4  3  2  1   

4.住宿服務設施                    5  4  3  2  1     5  4  3  2  1 

5.動線導覽指標                    5  4  3  2  1     5  4  3  2  1 

6.攤販管理                        5  4  3  2  1     5  4  3  2  1 

7.交通動線指示標誌                5  4  3  2  1     5  4  3  2  1 

8.獲得心靈平靜、精神慰藉          5  4  3  2  1     5  4  3  2  1 

9.修身養性                        5  4  3  2  1     5  4  3  2  1 

10.鬆弛身心                       5  4  3  2  1     5  4  3  2  1 

11.感受宗教莊嚴氣氛               5  4  3  2  1     5  4  3  2  1 

12.增進人際關係                   5  4  3  2  1     5  4  3  2  1 

13.體驗神兆                       5  4  3  2  1     5  4  3  2  1 

14.廟宇建築藝術                   5  4  3  2  1     5  4  3  2  1 

15.庭園景觀                       5  4  3  2  1     5  4  3  2  1 

16.公共設施                       5  4  3  2  1     5  4  3  2  1 

17.休憩場所                       5  4  3  2  1     5  4  3  2  1 

18.對外聯繫交通                   5  4  3  2  1     5  4  3  2  1 

19.車位多寡                       5  4  3  2  1     5  4  3  2  1 

20.佛教法會                       5  4  3  2  1     5  4  3  2  1 

21.文物展覽                       5  4  3  2  1     5  4  3  2  1 

       

 

 



 
 
 
 
 
 
 
 
 
 
 
 

 

99 
 

第五部份:整體滿意度 

請問您這次到佛陀紀念館旅遊的滿意度為何? 

非 同 普 不 很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心靈體驗滿意度                                       5  4  3  2  1 

2. 遊憩環境滿意度                                       5  4  3  2  1  

3. 服務設施滿意度                                       5  4  3  2  1 

4. 遊憩活動滿意度                                       5  4  3  2  1 

5. 整體滿意度                                           5  4  3  2  1 

 

第六部份:受訪者個人基本料， 請您在適當的□中打〝ˇ〞謝謝 。 

l.性別: □男 □女  

2.年齡: □25歲以下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料   □大學  □研究所以 上  

4.職業:  

        □學生    □軍公教   □工       □商     □服務業□農漁 .牧 

        □自由業  □其他  

5.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20001~30000元□30001~40000 元 

       □40001~50000 元□50001元以上 

6.婚姻狀況 : □已婚   □未婚  □其他                   

7.宗教信仰:  □無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一貫道□其他                   

8.居住地點:  

         □東部(東、花、宜)       □北部(基、北、桃、竹)  

         □中部(苗、中、投、雲)   □南部(嘉、南、高、屏)    

         □其他  

本問卷到此結束!衷心的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