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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

之關係，並以佛陀紀念館遊客為研究對象，用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

調查，問卷量表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旅遊動機量表、滿意度量表、重 

遊意願量表等四個部分。問卷共發出 500 份，回收後扣除無效問卷

72份，有效問卷計 4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60%。 

    回收資料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本研究結 

果發現： 

（一）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二）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三）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四）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在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間具中介效果。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相關單位與未來相關主題之

研究方向之參考。 

 

 

關鍵詞：旅遊動機、滿意度、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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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 motive”,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adopted for object of study based 

o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ourists, including the contents of basic 

information, tourist motive scal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revisit intention. 

The total of 500 questionnaires was issued, and 428 were returned after 

deduct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 with 85.60% return ratio of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for statistic analysis of returned data. 

The study found out from the results: 

(1)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ourists’ tourist motiv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atisfaction; 

(2)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ourists’ satisfac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visit intention; 

(3)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ourists’ tourist motiv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visit intention; 

(4)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ourists’ satisfaction has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ourist motive and revisit intention. 

 

Finally, this study offered a proposal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relevant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 for the related subjects. 

 

Keywords: Tourist motive, Satisfaction, Revisit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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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關係，

以佛陀紀念館遊客為研究對象。本章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研究背景

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流程；第四節研究範圍；第五

節名詞解釋。各節內容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實施週休二日，雖然法定工時縮短，

然而競爭激烈的工商業社會，各行各業被要求在短時間內要快速正確

有效率的完成工作，常常一日工作超時，加上都市的生活步調緊張，

「忙、盲、茫」更是許多人的生活寫照，人們需要保健的不只是身體，

心靈也需一個寧靜安樂的場域，調劑涵養身心，進而引發一般大眾對

休閒生活的關注及興趣，並改變人們對生活的態度與價值觀，對休閒

旅遊活動之需求日益增加。 

台灣是信仰多元化的國家，不僅保有傳統信仰，對於外來的宗教

也能廣為接受。宗教是一種意識型態，自有人類發展以來，宗教無論

在政治、經濟、生活 

等層面均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在科技昌明的時代，宗教仍支配多數人

的精神生活，隨著時代演進，對休閒觀光的形成亦助益甚遠，而人們

藉由參與宗教活動達到休閒旅遊的樂趣，參觀宗教聖地及廟宇至今仍

為重要的旅遊項目。 

佛陀紀念館位於台灣高雄市大樹區，占地一百公頃，因西藏喇嘛

貢噶多傑仁波切(Kunga Drje Rinpoche) 感念佛光山為一弘揚人間佛

教的正派道場，乃將護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致贈星雲大師，星雲大

師因佛牙舍利的殊勝因緣，而蓋佛陀紀念館供奉之。佛館是一座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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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現代的建築，具有文化與教育的功能。一個宗教團體成立博物

館，除了兼具歷史與教化的意義，更在傳遞人間的真善美，期以佛教

與藝術的結合，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信心、給人方便，進一步

為人們帶來心靈的淨化及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詳。 

根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統計，從佛陀紀念館開放後，2012年觀光

客在高雄的住宿人次為206萬2667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3萬多人

次，說明佛陀紀念館帶動南台灣的觀光人潮，也間接活絡經濟發展。

此外佛陀紀念館也成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新亮點，更希望成為台灣躍升

國際舞台的新地標，不論是國內或是大陸遊客大多慕名專程前來，甚

至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觀光客，也將佛陀紀念館列為來台灣必定前往參

訪的地方，因此其遊客特性值得研究探討，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透過觀光不僅能提升經濟效益，同時也能型塑一座城市良好的形

象。高雄市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但也要能吸引大量的遊客，才能持

續觀光產業蓬勃發展並且帶動地方經濟之繁榮。只有瞭解遊客的動機

及需要，才能採取相對應的服務措施，來滿足遊客的需求 （謝淑芬，

1994）。因此瞭解遊客的需求，並分析遊客之行為動向，此為研究動

機之二。 

重遊意願的衍生行為，可能有遊客介紹、公開推薦與口碑。因此

本研究重遊意願的意涵，包括遊客的再度遊玩的意願與行為，且願意

向他人推薦此旅遊景點。所以本研究欲探討遊客前往佛陀紀念館旅遊

之滿意度對其重遊意願之關係，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以研究名勝景點遊客旅遊動機和滿意度之論

文較多，由於佛陀紀念館近三年才開始啟用，故相關之研究並不多，

而台灣對宗教觀光的研究多著重在一般民間信仰廟宇，像是大甲鎮瀾

宮、南鯤鯓代天府等，其中大多採用管理與行銷分析來強調宗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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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光功能。故本研究以探討至佛陀紀念館的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

遊客之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間影響關係之研究，並做深入的

探討。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針對至參訪佛陀紀念館遊客的旅遊動

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關聯性，研究目的茲說明如下： 

一、瞭解佛陀紀念館遊客之背景及基本屬性。 

二、瞭解佛陀紀念館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現況。 

三、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重遊意願是否有差異。 

四、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旅遊動機及滿意度對重遊意願之影響關係。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方向後，即依據研究目的與動機，界定研究範

圍與對象，著手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進行探討與分析，建立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與假設、進行問卷設計及研究方法後，接著透過正式問卷之

發放、回收、整理，經由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統計軟體的運作與分析，

最後撰寫成研究結果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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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主題 

撰寫研究背景與動機 

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文獻回顧 

    滿意度    旅遊動機    重遊意願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問卷設計 

   研究設計與方法 

   問卷預試與分析 

正式問卷施測與回收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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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參訪高雄市「佛陀紀念館之遊客」為研究對象，以「佛

陀紀念館」為研究範圍。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在2014年3月至5月於佛

陀紀念館之「禮敬大廳」及「本館」進行問卷發放，採用便利抽樣問

卷調查方式，共計發放500份問卷，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

願之關聯。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旅遊動機 

動機是一種足以驅使人們設法尋求滿足的需求（呂寶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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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所從事遊憩活動的目的，而最後能滿足其個人之需求，即為所謂的

遊憩動機(吳佩芬，1997)。旅遊活動時，個人將會具有多重參與旅遊

活動的動機，且這些動機的組成可反應出個人特殊的需求，也可得知

此種需求的特性依據不同遊客特性，對旅遊行為有直接影響。因此遊

客的特性之不同將會影響旅遊動機，而旅遊動機將會影響遊客重遊意

願。本研究之旅遊動機是指促使遊客在休閒時間選擇旅遊的慾望與需

求，及驅使遊客前往旅遊目的地活動的動力。本研究將遊客旅遊動機

分為「紓壓放鬆」、「景點特色」、「文化學習」，以及「人際社交」等

四個構面，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旅遊動機之情形。 

二、滿意度 

滿意度 (satisfaction)係指個人感覺滿意程度的高低，源自對產品

功能特性或結果的知覺與個人對產品期望，兩者比較之後所形成差異

的函數(Kotler,1997) 。陳冠曲（2007）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在遊憩環

境，參與遊憩活動或使用遊憩設施、服務後，所產生生理或心理的感



 

6 

 

受程度狀況。本研究之滿意度是指遊客在佛陀紀念館內，參觀環境景

觀、使用服務設施後，而感到身心愉悅、舒適滿足的程度。本研究將

遊客滿意度分為「身心感受」、「服務設施」、「景點特色」、「環境景觀」

與「整體規劃」等五個構面，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之情形。 

三、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係指遊客再度遊玩的意願，與忠誠度的再購意願涵義相

同。Guest (1995) 認為依據先前旅遊經驗的認知產生了旅客的重遊意

願。周秀蓉（2008）認為重遊意願是遊客是否願意再次來訪遊憩區，

遊客在接觸主題樂園所呈現的各項服務後，必定會產生某些評價，而

影響往後的重遊意願。本研究之重遊意願是指遊客到佛陀紀念館旅遊

後，將來會有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的意願，也會有推薦親友到佛陀紀

念館旅遊的意願。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將針對第一節「旅遊動機」(travel motivations)、

第二節「滿意度」(satisfaction)、第三節「重遊意願」（Revisit 

Intentions）、第四節「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相關研究」進

行探討，各節內容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旅遊動機與其相關研究 

本節共分成二部分來介紹，首先為旅遊動機的定義，其次為影響

旅遊動機的因素。 

一、旅遊動機的定義 

「動機」的英文為 motivation 或 motive，其源自於拉丁文中的

movere，其意思是指引起行動，所以只要能夠引起人之行為的任何刺

激，都可以被視為是動機(韓傑，1998)。美國人本心理學家 Maslow 

(1943)所提出的需求層級理論曾提到動機的來源是由於某些需求未被

滿足，這些需求稱之為一種驅力，它們普遍存在於人類的特質中。

Kotler and Armstrong (1999)認為動機是個體內在的動力，該動力會影

響與改變行為，是被刺激的需求，足以引起個人採取行動來滿足需

求。張春興(1992) 指出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維持該已引起的活動，

並導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其內在心理歷程是相當

複雜的，並非只是單純的內在歷程，因此動機是一種控制行為的內在

力量，亦即發自內在驅力去促使行動。楊明賢(2002)認為動機是需求

的具體化，為需求與行為的媒介，經由行為結果來滿足動機需求。劉

修祥(2005)指出動機為驅使人們尋求滿足需求的驅動力。林生傳(2007)

認為動機是促使個體行動的內在因素，具有方向性和持久性。楊淑美

(2009)指出動機是一種內在行為的展現，為需求刺激與內在歷程自我

決定的交互作用，區分為推力因素與拉力因素，兩種因素激勵人們為

滿足需求而採取行動的驅動力。梁育誠(2010)認為動機就是引導個體

的行為朝向某些目標的一種驅力、意願、期望與誘因，其目的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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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求或減輕壓力。廖献鎰(2010)認為動機是人們為滿足需求，而

採取行為的驅動力，是一種內在歷程，行為是內在歷程的結果。 

謝淑芬(1999)指出旅遊動機源自於人們的旅遊需求，透過需求和

行為來滿足動機的需要，而驅使人們從事旅遊行為。曾明媛(2005)指

出動機為個體需求而引發動機之產生，動機反應遊客本身對遊憩的需

求表現，其研究所稱之動機是指促成遊客前往遊憩區進行活動的驅動

力。林大椿（2006）認為消費者內心需求的渴望會轉變成遊憩的動機，

其目的在追求利益的滿足，而遊憩行為即是追求遊憩利益的過程。梁

盛棟（2007）之研究整理出旅遊動機主要是以個人的內在感受為主，

透過行為表現來反應內在的心理動機，其具有多樣性。所以動機會是

影響旅遊的一種潛在因素，並且會影響其他因素的形成，顯示旅遊動

機是為了滿足遊客多重複雜的需求。陳苑秀（2008）認為觀光旅遊動

機是指當人們內心產生某種遊憩需求時，為滿足此需求，發展出一種

心理動力，進而轉化為實際遊憩行為，此心理動力即為動機。杜殷瑢

（2009）將「動機」定義為一種使人們設法尋求個人方面（心理、生

理、知識技能）及人際之間各種滿足的驅力，並在研究中將「旅遊動

機」定義為促使臺南古蹟遊客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驅力。周佳如(2010)

認為旅遊動機是引發旅客前往目的地旅遊的驅力，也是吸引旅客持續

朝預期計畫前進的動力。吳寶秀(2011)將旅遊動機定義為到目的地從

事旅遊活動的驅動力。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從人類的旅遊需求產生了旅遊動機，並引導

人們進行各項旅遊活動，滿足其需求與目的。本研究將旅遊動機定義

為個體受到刺激產生需求，進而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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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旅遊動機的因素 

朱珮瑩（2003）調查新竹縣遊客從事鄉野觀光之動機，發現旅遊

動機有「調劑身心因素」、「充實新知因素」、「體驗活動因素」、「自然

生態因素」、「興之所至因素」及「消磨時間因素」等六個因素。 

    吳忠宏、黃宗成、邱廷亮（2004）於玉山國家公園遊客旅遊動機、

期望、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中，認為將影響遊客旅遊動機分

別為景點特質、休閒遊憩、工作／嗜好、生活體驗和自我成長等五項

因素。 

沈進成、葉修延（2004）在松田崗創意生活農莊遊客旅遊吸引力、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影響關係之研究中，則認為影響遊客旅遊動機之主

要因素為「增進健康脫離壓力」、「學習創造新事物」、「體會特殊風情」

及「活動設施景觀體驗」。 

    廖雅蘋（2005）在台灣農村休閒酒莊遊客旅遊動機之研究中，遊

客之旅遊動機的因素則列出「人際關係及知識培養」、「興趣及嗜好」、

「減輕壓力」及「親情的培養」等四個因素。 

    張瓊化（2005）將遊客前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休閒動機，萃取

出五個休閒動機因素，分別為「身心放鬆與休養」、「學習與能力培

養」、「人際關係培養」、「體驗當地特色」與「身體健康考量」。 

    張舉成(2005)之研究，將遊客參與原住民節慶之動機，則以「找

回平靜」、「新奇」、「社會化」、「文化探索」及「文化投入與學習」等

五個因素為主。 

曾明媛（2005）於紗帽山溫泉餐廳服務品質影響遊客滿意度及忠

誠度之研究--以椰林溫泉餐廳為例中，針對動機因素歸納出「治療」、

「情感」、「環境」和「餐飲品質」四個因素。 

呂長賜（2006）在探討集集地區遊客之旅遊動機，將動機分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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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規律」、「歷史人文」、「賞景放鬆」三個因素。 

    曹校章、鄭志富（2006）研究東北角海域運動，將參與動機分為

放鬆心情、健康適能、社交需求與心理需求四個因素。 

    黃繡蓮（2006）在東埔風景區遊客旅遊動機、遊憩體驗、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其遊客之旅遊動機透過因素分析後，分成「調養

身心」、「知性旅遊」、「實際體驗」及「接觸自然動機」四個因素。 

    林大椿（2006）於南州觀光糖廠遊客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在旅遊動機方面，以因素分析萃取出「自我成就」、「社會接觸」、「放

鬆」、「從事創造」、「豐富生活」、「社會力量」、「一起學習」等七個動

機因素。 

    陳玉釧（2007）研究遊客對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客中心解說媒

體之滿意度中，將塔塔加中心遊客之遊憩動機分為接近自然、尋找靈

感、放鬆心情、紓解壓力、滿足好奇、打發時間、增進親情、娛樂休

閒、認識朋友、增廣見聞、戶外教學、參觀展示、重遊回憶與參與社

交共14題項。 

    梁盛棟（2007）在溪頭森林遊樂區遊客旅遊動機之研究中，利用

因素分析萃取遊憩動機因素，共分為「戶外遊憩、增進情感」、「靈感

啟發、充實知識因素」、「活動參與、體驗風俗因素」、「夢想實現、滿

足自我」和「享受自然、放鬆身心」等五個因素。 

    張淑青、鍾育明（2008）研究到澎湖旅客旅遊動機因素構面分別

為「學習」、「放鬆」、「刺激與自我」、「社交」、「有形與服務」、「觀光

資源」與「特殊與人文」等七項因素。 

    陳苑秀（2008）在研究嘉義市民到兩大國家風景區之遊憩動

機，其將遊憩動機分為紓解壓力、賞景、運動健身、充實新知、遊憩

活動體驗、人際關係等六個面向，共 14 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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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萍（2009）研究遊客在岡山地區鄰近景點之旅遊動機題項共

有16題，經因素分析分為身心放鬆6題、旅遊體驗6題與親朋邀約4題。 

    杜殷瑢（2009）之研究主要以文化體驗、人際交流、心理抒發與

感官享受等四個構面，做為探討臺南古蹟遊客旅遊動機的因素。 

    陳明國、孫美蓮、莊翔達與邱政鋒（2010）等人在屏東熱帶農業

博覽會遊客參與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將遊客之參與動機

分為「放鬆與體驗」、「好奇與自我滿足」、「活動偏好」及「活動便利

性」等四個因素。 

    鄭峰茂（2010）在高山登山者研究中，「遊憩動機」包含個人挑

戰、逃離、學習、冒險、社交以及健康等六個變項，分別以為獲得自

信、成就感、攀登技巧、攀登能力、舒緩壓力、遠離枯燥、文化環境、

景觀特色、原住民文化、認識新朋友、探索事務、追求刺激、追求新

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鍛練體能和促進健康等，共計17 個問項。 

    梁育誠（2010）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遊客旅遊動機之研究中，利

用因素分析萃取旅遊動機構面，量表的向度包括休閒調劑、景點特

質、好奇探險及充實新知等四個。 

廖献鎰(2010)將旅遊動機分為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人際社

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靈感受、宗教利益追尋、家人或朋友推薦

等七個因素。 

    陳秀華(2011)將旅遊動機歸納為休息和放鬆、學習、自我探索、

自然和文化資源。 

吳寶秀(2011)將旅遊動機分類為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人際

社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靈感受、宗教利益追尋。 

周佳如(2011)將旅遊動機歸納為(1)推力動機: 尋求知識、逃離／

放鬆、自我提升、冒險／新奇及提升人際關係。(2)拉力動機: 旅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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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多樣性、消費、語言與安全、便利性／乾淨性及服務態度及品質

等。 

潘韵文(2012)將旅遊動機分為教育與文化、休閒與娛樂、種族傳

統及其他。 

陳世鴻(2012)將旅遊動機分類為文化歷史、家庭互動、身心放鬆、

人際交流、學習體驗及新奇創新。 

    針對以上國內學者之研究，將影響旅遊動機之衡量構面分類整理

如表2-1-1，從相關研究文獻可得知，人們對於不同活動或旅遊地點都

有不同的旅遊需求，參與活動的因素是多元的，旅遊動機也是相當多

樣化的，所以到旅遊目的地觀光遊憩時，其所涉及的動機是多方面

的，需要滿足遊客的需求。本研究之旅遊動機將參考張瓊化（2005）、

曹校章、鄭志富（2006）、呂長賜（2006）、陳苑秀（2008）、梁育誠

（2010）與吳寶秀（2011）等學者研究之旅遊動機構面，將旅遊動機

分為「紓壓放鬆」、「景點特色」、「文化學習」、「人際社交」及「宗教

利益追求因素」五個因素構面，來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旅遊動機之情

形。 

表2-1-1國內學者研究旅遊動機之衡量構面 

研究者 年份 旅遊動機衡量構面 

朱珮瑩 2003 
調劑身心因素、充實新知因素、體驗活動因素、自然生態因素、興之所

至因素、消磨時間因素 

吳忠宏 

黃宗成 

邱廷亮 

2004 景點特質、休閒遊憩、工作／嗜好、生活體驗、自我成長 

沈進成 

葉修延 
2004 

增進健康脫離壓力、學習創造新事物、體會特殊風情、活動設施景觀體

驗 

廖雅蘋 2005 人際關係及知識培養、興趣及嗜好、減輕壓力、親情的培養 

張瓊化 2005 
身心放鬆與休養、學習與能力培養、人際關係培養、體驗當地特色、身

體健康考量 

張舉成 2005 找回平靜、新奇、社會化、文化探索、文化投入與學習 

曾明媛 2005 治療、情感、環境、餐飲品質 

呂長賜 2006 逃避規律、歷史人文、賞景放鬆 

黃繡蓮 2006 調養身心、知性旅遊、實際體驗、接觸自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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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內學者研究旅遊動機之衡量構面（續） 

曹校章 

鄭志富 
2006 放鬆心情、健康適能、社交需求、心理需求 

林大椿 2006 
自我成就、社會接觸、放鬆、從事創造、豐富生活、社會力量、一起學

習 

陳玉釧 2007 

接近自然、尋找靈感、放鬆心情、紓解壓力、滿足好奇、打發時間、增

進親情、娛樂休閒、認識朋友、增廣見聞、戶外教學、參觀展示、重遊

回憶與參與社交 

梁盛棟 2007 
「戶外遊憩、增進情感」、「靈感啟發、充實知識因素」、「活動參與、體

驗風俗因素」、「夢想實現、滿足自我」和「享受自然、放鬆身心」 

陳苑秀 2008 紓解壓力、賞景、運動健身、充實新知、遊憩活動體驗、人際關係 

張淑青 

鍾育明 
2008 學習、放鬆、刺激與自我、社交、有形與服務、觀光資源、特殊與人文 

陳雪亮 

劉泳倫 

魏華成 

2008 
放鬆心情、親近大自然、慕名而來、瞭解文化古蹟、運動健身、參拜禮

佛、參與親子活動、瞭解動植物生態、購買產品、其他 

林經富 

劉秀端 

林經鈞 

2008 休閒紓壓、自我成長、健康需求、社會需求 

黃秋萍 2009 身心放鬆、旅遊體驗、親朋邀約 

杜殷瑢 2009 文化體驗、人際交流、心理抒發、感官享受  

鄭峰茂 2010 個人挑戰、逃離、學習、冒險、社交、健康 

陳明國 2010 放鬆與體驗、好奇與自我滿足、活動偏好、活動便利性 

劉泳倫 2010 放鬆心情、享受生活 

梁育誠 2011 休閒調劑、景點特質、好奇探險、充實新知 

陳秀華 2011 休息和放鬆、學習、自我探索、自然和文化資源。 

吳寶秀 2011 
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人際社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靈感受、

宗教利益追尋 

周佳如 2011 

(1)推力動機: 尋求知識、逃離／放鬆、自我提升、冒險／新奇及提升人

際關係。 

(2)拉力動機: 旅遊景點的多樣性、消費、語言與安全、便利性／乾淨性

及服務態度及品質等。 

潘韵文 2012 教育與文化、休閒與娛樂、種族傳統及其他 

陳世鴻 2012 文化歷史、家庭互動、身心放鬆、人際交流、學習體驗及新奇創新。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滿意度與其相關研究 

本節共分成二部分來介紹，首先為滿意度的定義，其次為影響滿

意度的因素，分述如下： 

一、滿意度之定義： 

近年來，「滿意度」常常被用來當作人們對產品、工作、居住環

境、服務品質、生活品質、戶外遊憩品質等之看法、認知、行為表現

的衡量工具，是一項常用且有效的衡量消費行為的指標（林晏州、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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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美、顏家芝，1998）；因此，遊客從事遊憩活動是為了達成其遊憩

目標，以及其所要求獲得的滿意程度來衡量滿意水準。 

侯錦雄（1990）將滿意度可分為「分項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

二種。「分項滿意度」則是指產品各屬性的滿意度，如：服務滿意度、

環境滿意度、活動滿意度、設備滿意度等；「整體滿意度」則是一種

整體的反應，代表不同屬性評量的總和，為一個整體性的滿意度評估。 

Baker and Crompton(2000)主張遊憩滿意度是遊客個人真實的經

驗，源自於遊客與目的地互動後所產生的心理感覺（轉引自張淑青、

鍾育明，2008）。 

曹勝雄（2001）指出旅遊產品具不可分割性，導致旅遊產品的生

產和消費過程是同時發生的，也就是旅遊者必須親身經歷，才能獲得

感受與體驗，所以必須讓旅遊者在各方面都得到滿意。 

邱博賢（2003）認為滿意度是一種個人生理或心理的感受狀況， 

也是個人對於情境的主觀表現。張孝銘、李豪(2009)也指出遊憩滿意

度是對於在觀光遊憩中有關之人事時地物的一種內外在心理反應，視

為一種觀光遊憩活動好壞與否的評價。 

林欣玫（2005）將滿意度視為測量人們對產品、工作、生活品質、

服務品質或戶外遊憩品質等看法的工具，依其研究目的、旅遊特性、

旅遊時間與空間背景等差異，作為測量滿意度之依據。林大椿（2006）

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藉由遊憩體驗所獲得之旅遊滿足程度。 

陳冠曲（2007）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在遊憩環境，參與遊憩活動

或使用遊憩設施、服務後，所產生上理或心理的感受程度狀況，而此

感受是主觀的、情緒性的，可以用來評估遊客體驗的程度。 

梁育誠（2010）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實際參與遊憩活動受到環境

特質之影響，心理所產生感覺與之前認知差異的程度。李家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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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遊憩滿意度是將個人體驗的內在感受，以先前期望與體驗後知

覺的差異程度作為評判標準，其功用以能滿足遊憩者心中期待或體驗

感受為最終目標，常作為一個衡量事物表現優劣的方法。 

綜合上述研究學者之滿意度定義，李家偉（2009）、梁育誠（2010）

將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實際參與遊憩活動受到環境特質之影響，遊憩體

驗後之心理所產生感覺與遊憩體驗之前認知差異的程度；而大多研究

學者如林大椿（2006）、陳冠曲（2007）、杜殷瑢（2009）和李明儒、

陳雅捷（2010）將滿意度定義成遊客在遊憩環境，參與遊憩活動或使

用遊憩設施、服務後，所產生心理或生理的感受程度狀況。本研究之

滿意度是指遊客在佛陀紀念館內，參觀環境景觀、使用服務設施後，

而感到身心愉悅、舒適滿足的程度。 

二、影響滿意度之因素 

沈進成、葉修延（2004）在松田崗創意生活農莊遊客旅遊吸引力、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影響關係之研究中。認為影響旅遊滿意度的因素，

分別為服務與設施、價位設計、整體規劃、活動景觀體驗及便利性等

五個因素。 

洪武詮（2004）研究泰安鐵道文化觀光發展遊客滿意度之因素有

文化特色、人際社交、公共設施與服務品質等四個因素。 

呂長賜（2006）研究集集地區遊客之滿意度，將滿意度變項分為

公共設施、遊憩設施和解說設施等三個因素來進行探討及分析。 

張淑青（2008）研究澎湖觀光休閒漁業園區之滿意度題項有三，

分別為「整體而言，令人滿意」、「整體而言，獲益良多」、「整體服務

水準佳」。 

張几文（2008）研究牛耳藝術渡假村遊客滿意度之測量項目，包

括環境滿意度、管理滿意度及價格滿意度等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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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泰康（2008）在遊客對綠島海域遊憩活動滿意度之研究中，遊

憩環境屬性滿意度分為實質環境屬性、社會環境屬性、經營管理環境

屬性及活動設施環境屬性等四個因素。 

徐毓宏（2008）在三義舊山線旅客滿意度之問項，分為鐵道文化

豐富性、客家文化豐富性（如客家風味小吃、客家農特產品）、自然

生態景觀、當地特產及紀念品、旅遊解說標示、公共設施（如廁所、

座椅及照明設施）、停車空間設施、道路標示指引、整體環境景觀設

計等九項。 

黃秋萍（2009）研究岡山地區鄰近景點遊客之旅遊滿意度，經因

素分析滿意度可簡化成三個因素層面，分別為「旅遊服務」、「旅遊設

施」及「身心感受」，共分14個題項。 

郭進財、黃文成與王維誠（2009）研究阿里山國家風景區之滿意

度，將影響滿意度的因素分為「產品服務」、「餐旅服務」、「人員服務」

和「環境景觀」四個因素。 

林美伶、顏添明、李介祿（2009）等人研究惠蓀林場及新化林場

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比較，將影響遊客滿意度的因素分為自然環境、社

會環境、經營管理和活動設施四項因素。 

杜殷瑢（2009）在台南古蹟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認同度關係

之研究，以經營管理、環境感受與交通規劃等三個因素，共有14個問

項，做為研究衡量滿意度之因素。 

劉泳倫、林瑋珊、鄒哲宗與曾家鈺（2010）在東石漁人碼頭遊客

旅遊動機、需求、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研究中，旅遊滿意度經由

因素分析共得到「學習新知」、「硬體設備」、「自然景觀」三項因素。 

黃康玲（2010）在美濃地區遊客特性、滿意度與再遊意願之研究

中，影響滿意度的因素有環境感官、服務需求、經營策略和整體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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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4項。 

曾詩馨與李明聰（2010）研究台南市安平古堡之遊客滿意度，將

滿意度分為「旅遊消費」、「服務設施」與「環境品質」等三個因素，

共有11題問項。 

梁育誠（2010）研究參觀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之遊客滿意度，認為

影響滿意度的因素為文化教育、服務設施、休閒社交及環境規劃等4

個因素。 

針對以上國內學者之研究，將影響滿意度之衡量構面分類整理如

表2-2-1，本研究參考洪武詮（2004）、沈進成、葉修延（2004）、曾詩

馨、李明聰（2010）與梁育誠（2010）等學者之滿意度衡量構面，將

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分為「身心感受」、「服務設施」、「景點特色」、

「環境景觀」與「整體規劃」等五個因素構面，來探討佛陀紀念館遊

客滿意度之情形。 

表2-2-1國內學者研究滿意度之衡量構面 

研究者 年份 滿意度之衡量構面 

梁育誠 2010 文化教育、服務設施、休閒社交、環境規劃 

曾詩馨 

李明聰 
2010 旅遊消費、服務設施、環境品質 

陳明國 

等 
2010 

服務品質、硬體設施與環境景觀、消費價格、行銷 

活動 

劉泳倫 

等 
2010 學習新知、硬體設備、自然景觀 

黃康玲 2010 環境感官、服務需求、經營策略 

杜殷瑢 2009 經營管理、環境感受、交通規劃 

林美伶 

顏添明 

李介祿 

2009 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理、活動設施 

郭進財 

黃文成 

王維誠 

2009 產品服務、餐旅服務、人員服務、環境景觀 

黃秋萍 2009 旅遊服務、旅遊設施、身心感受 

張几文 2009 環境滿意度、管理滿意度、價格滿意度 

徐毓宏 2009 

鐵道文化豐富性、客家文化豐富性、自然生態景觀、當地特產及紀念品、

旅遊解說標示、公共設施、停車空間設施、道路標示指引、整體環境景

觀設計 

張淑青 2008 「整體而言，令人滿意」、「整體而言，獲益良多」、「整體服務水準佳」 

路泰康 2008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理環境、活動設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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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國內學者研究滿意度之衡量構面（續） 

呂長賜 2006 公共設施、遊憩設施、解說設施 

沈進成 

葉修延 
2004 服務與設施、價位設計、整體規劃、活動景觀體驗、便利性 

洪武詮 2004 文化特色、人際社交、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重遊意願與其相關研究 

本節共分成二部分來介紹，首先為重遊意願的定義，其次為影響

重遊意願的因素，分述如下： 

一、重遊意願的定義 

重遊意願係指遊客再度遊玩的意願，亦即忠誠度的再購意願。

Kozak (2001) 認為重遊意願指遊客是否願意再次旅遊某一目的地的

意願，或是推薦他人的意願。林怡安（2002）對博物館服務品質滿意

度進行評價，遊客在參觀科博館之後對科博館的評價所做出決定，包

含是否願意再來參觀以及是否願意推薦親友來參觀等。於忠苓（2003）

遊客再次前來的意願。林政萩（2004）遊客獲得滿意後，產生重遊意

願及行為及推薦之情況。林欣玫（2005）遊客忠誠度主要反應未來參

與遊憩活動的可能性以及遊客願意為其建立正面口碑及宣傳的支持

傾向。陳弘尉（2005）遊客再次旅遊某一目的地或同一國家內之其他

景點。許立群（2006）認為重遊意願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有無意願再次

到同一地點旅遊。盧筱筠（2007）重遊意願指遊客對旅遊的目的地產

生滿意而產生再次前往旅遊的意念或行為。范欣宜（2008）忠誠度指

消費者本身願意再度消費，且願意向他人推薦並給予正面評價。張淑

青、鍾育明（2008）在觀光遊憩的研究領域中，以探討遊客對目的地

的「重遊意願」與「推薦意願」作為忠誠度之意涵。周秀蓉（2008）

認為重遊意願是指遊客是否願意再次來訪遊憩區，遊客在接觸主題樂

園所呈現的各項服務後，必定會產生某些評價，而影響往後的重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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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胡振華（2008）認為重遊意願的意涵，包括態度面的再度遊玩的

意願與行為面的向他人推薦、旅遊時會優先選擇此景點。張淑青、黃

直元（2009）認為在觀光遊憩的研究領域中，重遊意願即是由行為意

圖中的忠誠度衍生而來。蔡鳳兒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忠誠度之研究

中，認為忠誠度係指凡到過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遊客，有意願再回到

當地重遊者。李家偉（2009）指出重遊意願常出現在遊憩滿意度的相

關文獻中，當遊客選擇到遊憩區遊玩時，遊憩區所提供的遊憩機會、

環境設施、活動與服務的評價符合遊客的要求，可能讓遊客產生再訪

的意願。黃康玲（2010）認為再遊意願是個人對旅遊滿意的主觀態度

表現後，有否意願再次前往該地區從事旅遊行為。 

根據以上學者之定義，重遊意願是遊客對旅遊滿意的主觀態度表

現後，是否願意再次前往該遊憩景點從事旅遊行為。本研究之重遊意

願是指遊客到佛陀紀念館遊玩後，將來會有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的意

願甚至行為，也會有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的意願。 

二、影響重遊意願的因素 

在影響重遊意願的因素上，多數學者常以「重遊意願」、「推薦意

願」、「口碑宣傳」、「合作的態度」、「主動參與的行為」、「未來旅遊最

優先考量景點」、「協助推廣」、「提供改進意見」、「傳達正向訊息」等

因素構面，作為衡量問項，茲將國內各研究者常見的重遊意願構面分

述如下並整理如表2-3-1： 

    吳忠宏、黃宗成、邱廷亮（2004）在玉山國家公園研究中，將重

遊意願變項分為下次再度光臨玉山國家公園的意願、建議親友至玉山

國家公園旅遊、玉山國家公園是未來旅遊最優先考量景點等三個構

面。 

    林政萩（2004）在內灣鐵道旅遊特色吸引力、遊客滿意度與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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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之研究，將重遊意願分為下次會再來這裡玩、下次再來這裡還會

選擇坐火車、會再參與其他地方的鐵道旅遊、會介紹親朋好友來這裡

玩、會介紹親朋好友參加鐵道旅遊活動等五個題項。 

    王伯文（2005）在研究奮起湖地區中以重遊意願、推薦親友、協

助推廣及提供改進意見作為忠誠度之衡量構面。呂長賜（2006）在集

集地區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將重遊意願的構面

設定為「下次再光臨集集地區的意願」、「建議親友到集集地區的意願」

和「集集地區是未來旅遊最優先考量景點」等三個變項進行探討及分

析。 

    張孝銘、張詠誠、徐靖玟（2008）在清境農場重遊意願之研究中，

因素分析出「遊客優先考量」和「樂於推薦他人」二個構面。鄭峰茂

（2010）在高山登山者遊後行為之研究中，分別以遊客再度參與、是

下次旅遊之第一選擇、推薦他人、正向口碑、優先選擇、支付更高金

錢與時間等為遊後行為問項。 

    梁育誠（2010）將「行為意向」題項進行因素分析，篩選過後顯

示出3個主要因素，分別命名為「推薦意願」、「溢價意願」、「重遊意

願」等三個構面。黃康玲（2010）在美濃地區遊客特性、滿意度與再

遊意願之研究，以是否願意再次來美濃地區旅遊、是否願意傳達正向

訊息，以及會推薦他人來美濃地區旅遊等三個變項進行探討。 

針對上述國內學者之研究，本研究之重遊意願為遊客將來願意再

次重遊佛陀紀念館，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而且會願意推薦

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道，並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等四

個題項，來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重遊意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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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國內學者研究重遊意願之衡量構面 

研究者 年份 重遊意願之衡量構面 

梁育誠 2011 「推薦意願」、「溢價意願」、「重遊意願」 

鄭峰茂 2010 
遊客再度參與、是下次旅遊之第一選擇、推薦他人、正向口碑、優先選

擇、支付更高金錢與時間 

黃康玲 2010 
願意再次來美濃地區旅遊、是否願意傳達正向訊息、會推薦他人來美濃

地區旅遊 

胡振華 2008 下次再光臨舊山線地區的意願、建議親友到舊山線地區的意願 

張孝銘 

張詠誠 

徐靖玟 

2008 遊客優先考量、樂於推薦他人 

呂長賜 2006 
下次再光臨集集地區的意願、建議親友到集集地區的意願、集集地區是

未來旅遊最優先考量景點 

王伯文 2005 重遊意願、推薦親友、協助推廣、提供改進意見 

林政萩 2004 
下次會再來玩、下次再來這裡還會選擇坐火車、再參與其他地方的鐵道

旅遊、會介紹親朋好友來這裡玩、會介紹親朋好友參加鐵道旅遊活動 

吳忠宏 

黃宗成 

邱廷亮 

2004 
下次再度光臨玉山國家公園的意願、建議親友至玉山國家公園旅遊、玉

山國家公園是未來旅遊最優先考量景點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相關研究」 

由上述各點文獻整理即可發覺，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彼

此是存在一些相關性的。本節將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

關聯性，共分三部分，依序為「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關聯性」、「滿意

度與重遊意願之關聯性」以及「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之關聯性」，希

望透過本節之探討，更加瞭解完整之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三

者間之關聯性。 

一、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關聯性 

侯錦雄(1990)在遊憩區遊憩動機與遊憩認知間關係之研究中，將

旅遊滿意度解釋為係受到：1.個人特徵與差異 2.遊憩動機 3.遊憩機

會 4.此次遊憩的參與型態等因素的影響。研究中發現，遊客不同的

社經特徵，在不同的文化影響下，產生多樣的態度、偏好及動機，並

以不同的方式影響其對旅遊滿意度及品質的知覺。將旅遊滿意度分成

二項分別為總旅遊滿意度和分項旅遊滿意度分項旅遊滿意度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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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滿意、活動滿意及管理滿意等三個概念。而在休閒旅遊的過程中， 

遊客的旅遊動機愈高，則滿意度亦愈高(林慧瑜，2006)。且在休閒旅

遊的研究上，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常被用來作為了解遊客在旅遊之中的

感受與想法，所以由下表2-4-1可得知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間有

顯著的影響關係存在。本研究推論出假說1： 

H1: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表2-4-1國內學者針對旅遊動機與滿意度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旅遊動機與滿意度相關研究 

傅秀英 2010 休閒動機與休閒體驗及休閒滿意度的相關情形皆屬於正相關 

阮氏簪英 2010 旅遊動機對滿意度具有正相關。 

李坤烈 2010 遊旅遊動機和滿意程度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呂宜馨 2010 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各因素構面間呈現正相關。 

鄧智斌 2009 旅遊動機對服務滿意度具有正相關。 

林玉雯 2009 不同旅遊動機類型能有效預測遊客滿意度和遊客忠誠度。 

紀雅音 2008 旅遊動機和滿意程度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梁盛棟 2007 
透過旅遊動機與期望；動機對滿意度具有正相關。即旅遊動機愈強烈，

則期望也會愈高，滿意度則會愈滿意。 

林慧瑜 2006 研究發現遊憩動機愈高，則滿意度亦愈高。 

黃祺惠 2005 遊客遊憩動機與行前期望、體驗滿意度皆呈顯著正相關。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由表2-4-1相關實證研究之研究結果顯示，以遊客作為對象之研

究，遊客在旅遊過程中，遊客的旅遊動機愈強烈，則期望也會愈高，

相對其滿意度將會愈滿意。 

二、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聯性 

Kozak, M.(2001)指出遊客會經由選擇旅遊目的地、消費的產品和

服務並且決定重遊或再購買，遊客滿意度對於旅遊目的地行銷成功與

否是非常重要的影響指標。所以滿意度越高，重遊意願也越高(陳奕

任，2010)。由表2-4-2可知遊客的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有顯著影響關係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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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國內學者針對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相關研究 

鄧心寧 2010 遊客重視度與滿意度及忠誠度呈顯著正相關 

楊景裕 2010 旅遊動機會顯著地正向影響整體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陳奕任 2010 滿意度越高， 重遊意願也越高。 

鄭憶萍 2009 總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最高、影響效果較為顯著。 

蘇令宜 2009 
遊客整體滿意度高， 同時「整體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達顯著相關，

「整體滿意度」和「推薦行為」也達顯著相關。 

呂寶芳 2008 遊客之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及重要度有正相關。 

盧筱筠 2007 推力動機與拉力動機也都會透過旅遊滿意度來顯著影響重遊意願。 

梁盛棟 2007 滿意度則以鬆弛身心、增進情感最高， 顯示滿意度會顯著影響重遊意願。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經由表2-4-2相關實證研究發現，遊客的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間的關

係是明顯存在的，且與體驗後滿意度間呈顯著影響。至於是否願意向

他人推薦的意願端賴遊客對宣傳口碑、服務品質、遊憩整體規劃、品

牌效果之意象等之滿意度而有所影響。本研究推論出假說3： 

H3：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三、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之關聯性 

曾明媛(2004)研究結果顯示在椰林溫泉餐廳遊客動機中，以增進

家人或朋友的感情為最多、排除生活壓力及焦慮、欣賞溫泉餐飲區週

邊的自然景色。透過逐步迴歸分析，得知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的再度

重遊之影響有兩個重要因素構面，為實際體驗的溫泉餐飲區的空間品

質與動機問項中的治療因素。方幸君(2004)研究結果顯示到高雄市觀

光的遊客主要參與動機為舒解壓、欣賞風景或與家人共聚，因此最常

一同出遊者為家人或親戚，約有45%受訪遊客表示對該景點滿意，約

60%願意重遊或主動推薦給他人。而且部份遊客背景或參與行為確實

會影響其對觀光意象的認知。觀光意象認知與其對遊憩品質因素重視

程度、滿意程度及重遊意願間確實存在顯著相關。 

黃绣蓮（2004）以東埔風景區遊客旅遊動機、遊憩體驗、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之研究結果發現，遊客特性與旅遊動機達到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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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特性不同，其旅遊動機亦不同。遊客旅遊動機之「調養身心」、「實

際體驗」、「接觸自然動機」因素與服務設施「自然環境與景觀」、「遊

憩活動設計」、「服務品質」，各變項皆達顯著正相關；而在「知性旅

遊」動機方面，與「遊憩活動設計」所有變相皆達顯著正相關。呂長

賜（2006）就集集地區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結果

發現，旅遊動機與集集地區服務設施的行前期望有正向關係。以迴歸

方法分析遊客重遊意願的影響因子，發現「逃避規律動機」、「歷史人

文動機」及「休憩場所的實際體驗」為重要的影響因子。 

劉美娟（2008）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生對主題樂園的遊憩動機、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結果顯示，藉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可以得知，遊憩動

機、滿意度、旅遊期望以及重遊意願四個面向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根

據迴歸分析的結果，四種面向都互有相關性，且遊憩滿意度是影響重

遊意願最大的因素。徐嬌春（2009）以飛牛牧場休閒產業遊客遊憩動

機、遊憩體驗、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連性研究為例，研究結果發現遊

憩動機對遊憩體驗有正向預測力；部分遊憩動機對遊憩滿意度有正向

預測力；遊憩滿意度對忠誠度亦有正向預測力。由表2-4-3可知遊客的

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有顯著影響關係存在。本研究推論出假說2： 

H2：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表2-4-3國內學者針對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相關研究 

徐嬌春 2009 
遊憩動機對遊憩體驗有正向預測力；部分遊憩動機對遊憩滿意度有正向

預測力；遊憩滿意度對忠誠度亦有正向預測力。 

劉美娟 2008 遊憩動機、滿意度、旅遊期望以及重遊意願四個面向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呂長賜 2006 旅遊動機與集集地區服務設施的行前期望有正向關係。 

黃绣蓮 2004 遊客特性與旅遊動機達到顯著性差異 

方幸君 2004 
觀光意象認知與其對遊憩品質因素重視程度、滿意程度及重遊意願間確

實存在顯著相關。 

曾明媛 2004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的再度重遊存在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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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表2-4-3相關實證研究發現，不同遊客之旅遊動機所產生的滿

意度也會有所不同，且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間存有相關性。旅遊動機

與滿意度之間將因遊憩體驗等因素會直接影響到滿意度，而遊客對於

遊憩體驗若感到滿意，則會提高下次重遊的意願，由此可見提昇遊客

滿意度之重要性，而滿意度的對重遊意願亦有正面的影響。本研究推

論出假說4： 

H4：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會中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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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內容包含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假設、第三節操

作型定義、第四節問卷設計、第五節樣本與抽樣方法、第六節資料處

理，茲將內容分別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間的關係，根

據本研究目的及相關理論與參考文獻，將各主要變項之構面與其對應

之假設繪製成如圖3-1之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及問題，為檢定研究架構，乃提出下列研究假

設，茲分述如下： 

H1：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H2：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H3：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H4 : 佛陀紀念館遊客的滿意度會中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的關係。 

 

 

H2 

 H3  H1 
旅遊動機 滿意度 重遊意願 

圖 3-1 研究架構圖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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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佛陀紀念館的遊客之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

意願之間關係。本節依據前述相關理論及參考文獻，將旅遊動機、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三個變項衡量之構面進行操作化，各變項之操作性定

義分述如下： 

一、旅遊動機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旅遊動機是指促使遊客在休閒時間選擇旅遊的慾望與

需求，及驅使遊客前往旅遊目的地活動的因素。本研究之旅遊動機參

考張瓊化（2005）、曹校章、鄭志富（2006）、呂長賜（2006）、陳苑

秀（2008）、梁育誠（2010）與吳寶秀（2011）等學者研究之旅遊動

機構面，再加上佛陀紀念館景點特色，而將旅遊動機分為「紓壓放

鬆」、「景點特色」、「文化學習」、「人際社交」及「宗教利益追求因素」

五個因素構面。 

二、滿意度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滿意度是指遊客在佛陀紀念館內，參觀環境景觀、使用

服務設施後，而感到身心愉悅、舒適滿足的程度。本研究參考洪武詮

（2004）、沈進成、葉修延（2004）、曾詩馨、李明聰（2010）與梁育

誠（2010）等學者之滿意度衡量構面，將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分為

「身心感受」、「服務設施」、「景點特色」、「環境景觀」與「整體規劃」

等五個因素構面，來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之情形。 

三、重遊意願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重遊意願為遊客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將來願

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而且會願意推薦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

道，並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等四個題項，來探討佛陀紀念

館遊客重遊意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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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設計編製出本研究問卷內容，其問卷各衡量

構面與選答問項皆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研究所建構出來，採量化之結構

式問卷調查，在問卷量表的內容上，共編製成四部份，第一部份為「旅

遊動機量表」；第二部份為「滿意度量表」；第三部份為「重遊意願量

表」；第四部份為「基本背景資料與特性」，分別說明如下： 

一、旅遊動機量表 

本研究之遊客遊憩動機量表參考張瓊化（2005）、曹校章、鄭志

富（2006）、呂長賜（2006）、陳苑秀（2008）、梁育誠（2010）與吳

寶秀（2011）等學者研究之旅遊動機構面，再加上佛陀紀念館景點特

質，將旅遊動機量表分為「紓壓放鬆」、「景點特質」、「文化學習」、「人

際社交」及「宗教利益追求因素」共有五個衡量構面17個題項。本量

表採用李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 Scale），根據受訪遊客的填答情

況，量表從1分（非常不同意）、2分（不同意）、3分（普通）、4分（同

意）、5分（非常同意）作為測量依據，分數之計算係由各構面內之子

題項分數加總後平均而得，分數越高表示此構面旅遊動機越高。量表

敘述詳見表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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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旅遊動機量表之構面與題項內容 

變項 構面 題項 衡 量 內 容 量測尺度 

旅遊 

動機 

紓壓 

放鬆 

1 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李克特五點

尺度(Likert 

scale) 

2 為了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與精神。 

3 為了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4 能豐富自己的旅遊經驗。 

景點 

特質 

5 為了參觀佛陀紀念館內各項建築特色。 

6 佛陀紀念館內規劃完善，適合全家同遊。 

文化 

學習 

7 為了欣賞佛陀紀念館內的的文物或設施。 

8 為了學習新事物、啟發新的靈感。 

9 為了學習成長、增廣見聞。 

10 為了追求佛學的學習與滿足。 

人際 

社交 

11 為了與同伴留下美好回憶。 

12 為了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13 為了調劑生活，追求愉悅快樂。 

宗教 

利益 

追求 

14 禮佛祈求庇佑。 

15 酬謝還願。 

參考來源文獻：張瓊化（2005）、曹校章、鄭志富（2006）、呂長賜（2006）、陳苑秀（2008）、 

梁育誠（2010）、吳寶秀（2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參考洪武詮（2004）、沈進成、葉修延（2004）、曾詩馨、

李明聰（2010）與梁育誠（2010）等學者之滿意度衡量構面，將佛陀

紀念館遊客滿意度分為「身心感受」、「服務設施」、「景點特色」、「環

境景觀」與「整體規劃」共五個因素構面及17個題項，來探討佛陀紀

念館遊客滿意度之情形。本量表採用李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 

Scale），根據受訪遊客的填答情況，量表從1分（非常不同意）、2分（不

同意）、3分（普通）、4分（同意）、5分（非常同意）作為測量依據，

分數之計算係由各構面內之子題項分數加總後平均而得，分數越高表

示此構面該項滿意度越高。量表敘述詳見表3-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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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滿意度量表之構面與題項內容 

變項 構面 題項 衡 量 內 容 量測尺度 

滿 

意 

度 

身心 

感受 

1 可以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李克特五點

尺度(Likert 

scale) 

2 可以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精神。 

3 可以增廣見聞，獲得知識。 

4 可以增進親友感情與生活樂趣。 

服務 

設施 

5 服務人員的態度。 

6 佛陀紀念館內提供解說與導覽服務。 

7 到佛陀紀念館交通之便利性。 

8 佛陀紀念館內商品價格之感受。 

9 佛陀紀念館停車之方便性。 

10 佛陀紀念館內紀念商品之特色。 

景點 

特色 

11 佛陀紀念館內各項佛教文物展覽。 

12 佛陀紀念館各項建築特色。 

13 佛陀紀念館內各項活動。 

環境 

景觀 

14 享受環境清幽、悠閒寧靜的感覺。 

15 館區植栽美化、綠蔭蔽陽的感覺。 

16 館區攝影、拍照的景觀特色。 

17 館區整體環境整潔、舒適程度。 

整體 

規劃 

18 館區廁所數量及清潔程度。 

19 館區承載遊客數量程度。 

20 館區可增加社交及人際關係。 

21 館區餐飲之方便性。 

22 館區休憩座椅設施或場所之舒適度。 

參考來源文獻：洪武詮（2004）、沈進成、葉修延（2004）、曾詩馨、李明聰（2010）、梁育誠（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重遊意願量表 

本研究之遊客重遊意願量表參考廖明豊（2003）、王伯文（2005）、

鄭峰茂（2010）、梁育誠（2011）問卷加以修改內容敘述編製而成，

本研究就以「重遊意願」作為衡量構面，共分為四個題項來探討佛陀

紀念館重遊意願之情形，分別為「遊客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

館」，並會在「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也會「願意推薦佛陀

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道」，而且「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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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題項，來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重遊意願之情形，並以李克特五

點尺度（Likert scale）來衡量計分，由受試者勾選出對該項問題同意

程度，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分別給予1、2、3、4、5的分數，分數之計算係由各構面內之子題項

分數加總後平均而得，分數越高表示分數越高表示遊客重遊意願越

高。量表敘述詳見表3-4-3所示。 

表 3-4-3 重遊意願量表之構面與題項內容 

變項 構面 題項 衡 量 內 容 量測尺度 

重 

遊 

意 

願 

重 

遊 

意 

願 

1 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 李克特五點

尺度(Likert 

scale) 

2 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 

3 願意推薦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道。 

4 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 

參考來源文獻：廖明豊（2003）、王伯文（2005）、鄭峰茂（2010）、梁育誠（2011）、梁育誠（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題項主要參考自謝金燕(2003)、楊淑美(2009)、廖献鎰

(2010)、蔡蕙鈴(2011)以及指導教授之建議，做為社經背景之衡量問

項。本研究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姻狀況、教育程度、

職業、居住地、平均月收入、到訪次數、搭乘交通工具、旅遊資訊、

旅遊同伴、同遊人數、停留時間、事先計畫、旅遊花費等15題。表敘

述詳見表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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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社經背景衡量量表 

衡量構面 題項 衡量內容 

性別 1 □(1)男 ； □(2)女 

年齡 2 
□(1) 20歲以下；□(2) 20-29歲；□(3) 30-39歲； 

□(4) 40-49歲；□(5) 50-59歲；□(6) 60歲以上。 

婚姻狀況 3 □(1)單身        □(2)已婚 

教育程度 4 
□(1) 國中及以下；□(2) 高中職； 

□(3) 大學(專科)；□(4)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 5 
□(1)學生；□(2)農林漁牧業；□(3)服務業；□(4)軍公教人員；□(5)工業；□(6)

商業；□(7)自由業；□(8)家管；□(9)無（含退休）。 

居住地 6 

□(1)北區(台北市、新北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2)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宜蘭縣、花蓮縣、台東縣) 

平均月收入 7 
□(1)無經常性收入；□(2) 1萬以下；□(3) 1-3萬；□(4) 3-6萬；□(5) 6-10萬；

□(6) 10萬以上。 

到訪次數 8 □(1)第一次；□(2)第二次；□(3)第三次；□(4)第四次以上。 

搭乘交通工具 9 
□(1)自行車；□(2)機車；□(3)轎車； 

□(4)遊覽車；□(5)其他_________。 

旅遊資訊 10 

□(1)親友介紹；□(2)廣告摺頁；□(3)電視或廣播； 

□(4)報紙或旅遊雜誌；□(5)網際網路；□(6)旅行業者； 

□(7) 其他__________。 

旅遊同伴 11 
□(1)單獨前來；□(2)家人親戚； 

□(3)同事朋友同學；□(4)旅行團。 

同遊人數 12 
□(1)1人；□(2)2人；□(3)3～5人； 

□(4)6～10人；□(5)11人以上。 

停留時間 13 
□(1)未滿30分；□(2)30分～1小時； 

□(3)1～2小時；□(4) 2小時以上。 

事先計畫 14 □(1) 是，有事先計畫    □(2) 否，無事先計畫 

旅遊花費 15 
□(1)沒有消費；□(2)500元以下； 

□(3)501～1,000元；□(4) 1,001元以上。 

參考來源文獻：謝金燕(2003)、楊淑美(2009)、廖献鎰(2010)、蔡蕙鈴(2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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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樣本是以參訪佛陀紀念館之遊客為研究對象，問卷於 2014

年 3 月至 5 月進行施測，並於佛陀紀念館之「本館」及「禮敬大廳」

發放問卷，採便利抽樣進行問卷調查。經過公式運算為確保本研究之

精確度，並考量問卷調查過程中產生的廢卷率，因此將問卷調查數調

整為 500 份，在佛光山師父及義工們的幫助下，將問卷交予遊客自行

填寫，若遇到年長或不識字的遊客，則協助讀題以利填寫問卷。問卷

共發出 500 份，回收後扣除無效問卷 72 份(填答不完全以及勾選之問

項同意程度皆為同一選項)，有效問卷計 4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60%。 

 

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將問卷回收後所得之有效樣本資料，以量化

方式進行資料整理、編碼、登錄、輸入完成，並以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資料統計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假設，配合研究問題的需要和資料尺

度的特性，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

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階層迴歸分析，以

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係。分析方法分別敘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描述性統計分析是一套用以整理、描述、解釋資料的系統方法與

統計技術，是為了瞭解觀察值在各項變項資料的分數集中或分散情

形，用以說明樣本資料之結構（邱皓政，2010）。本研究針對佛陀紀

念館遊客之基本資料，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以百分比、平

均數及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量進行分析、歸納、探討。平均數愈高代

表該屬性較為受訪者所重視，亦即受訪者傾向該問項所描述正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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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準差則為評估有效樣本的一致性，樣本標準差愈小，表示受訪

者對於該問項有較一致的看法。統計出各項資料之百分比、平均數、

標準差，來描述樣本特性及各變項的分佈情形，以作為基本資料描述

與後續推論之基礎。 

 

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衡量問卷的可靠性，而可靠性是指測

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邱皓政，2010）。而信度是指問卷內部問

題及變數間是否相互符合，與相同問卷之兩次調查的結果是否前後一

致（陳景堂，2004）。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來衡量旅遊動機、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量表構面信度，以及各問項與總量表的相關值。

α係數值愈高，代表量表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愈高；量表各細目間的

關聯係數愈高，顯示問卷的可靠性愈高。一般認為當α值在0.5~0.7之

間，即變項內部間具有良好的穩定性，α值大於0.7時，即表示該變數

具有高信度。 

 

三、獨立樣本t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獨立樣本t檢定主要是用來檢定兩群體特性的期望值是否相等的

統計方法，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可比較兩組獨立樣本測量值的平均數

是否相等，藉此瞭解兩群體樣本間是否有差異存在（陳景堂，2004）。

本研究將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來分析不同社經背景之佛陀紀念館遊

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面向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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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是用在當研究者所使用的自變項只有一個，研

究者所關心的是自變項對於依變數平均數的影響（邱皓政，2010）。

其與獨立樣本t檢定不同的是，獨立樣本t檢定是計算兩組平均數之間

的差異，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適用於二組以上平均數差異的檢定。本

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佛陀紀念館遊客之人口統計變數

在旅遊動機、滿意動及重遊意願等變項上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 

 

五、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用來探索變項間是否有顯著相關。本研究以Pearson相關

分析，檢定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各變項之間是否具有顯著相

關性。 

 

六、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階層迴歸分析乃基於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進一步分

析檢驗各變項彼此間之因果關係，其目的在於了解各變項間是否有關

聯性。本研究利用階層迴歸分析法，分析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滿意度

對重遊意願、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並進行中

介變項（滿意度）是否對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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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針對回收問卷資料彙整後進行分析與討論，

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本問卷於 2014 年 3 月至 5 月進行

施測，採用便利抽樣問卷調查方式，於佛陀紀念館之「禮敬大廳」及

「本館」進行遊客問卷發放，問卷共發出 500 份，回收後扣除無效問

卷 72 份(填答不完全以及勾選之問項同意程度皆為同一選項)，有效問

卷計 4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60%。本章內容共分六小節，第

一節針對參觀佛陀紀念館遊客的人口背景基本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

分析。第二節針對問卷題項之實際填答情形進行平均數及標準差分

析。第三節檢視研究的信度，以 Cronbach，s α 係數檢測方法，檢視

旅遊動機對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研究構面之信度。第四節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不同背景特性對旅遊動機、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各構面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第五節為相關分析，以檢定

變項間是否有顯著相關性。第六節為階層迴歸分析，以驗證各研究構

面間之相互關係與影響程及本研究假設之驗證。 

 

第一節  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佛陀紀念館遊客為研究對象，包含性別、年齡、婚姻狀

況、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平均月收入、前來次數、交通工具、

旅遊資訊、旅遊同伴、同遊人數、停留時間、旅遊是否事先計畫和整

體旅遊花費等 15 項基本資料進行人口統計分析，並加以說明，其人

口背景統計分佈情形如表 4-1-1 所示。敘述如下： 

一、性別  

本研究之對象在性別比例方面，男性有168位，占39.3％；女性

有260位，占60.7％。女性人數約為男性的1.5倍，顯示前往佛陀紀念

館旅遊的人口以女性居多，或許因為女性較感性、情感也較為豐富，

因此會比較想到佛館來感受一下身體與心靈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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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從遊客年齡的分佈上觀察，以「30~39 歲」(27.8%) 的比例佔最

多，其次為「40~49 歲」(22%) 與「20~29 歲」(17.5%) 的旅客，再

次是「50~59 歲」(15%)和「60歲以上」(9.8%)的族群，而以「20 歲

以下」(7.9%)的族群佔比例最少。由此結果可看出，雖然「30-39 歲」

的遊客所佔比例最高，但「40-49 歲」與「20-29 歲」的遊客群也不

在少數，而且「20歲以下」的比例並不高，藉此推測佛陀紀念館較能

夠吸引青壯年及中年人一同前往旅遊。 

三、婚姻狀況  

在428份有效樣本中，單身者有163人，占38.1％；已婚者有265

人，占61.9％。結果發現前往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已婚者居大多數。 

四、教育程度  

在受訪遊客的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專科」佔47.9%，比例最

多，其次為「高中(職)」佔36.4%，再次為「國中以下」佔11%，而「研

究所(以上)」佔4.7%。由此可知國內的教育相當普及，大多數人皆有

受過高中(職)及大學(專科)教育，這是目前高學歷社會的普遍現象。 

五、職業 

以受訪者的職業別來看，以服務業129人（18.2%）最多；其次依

序為學生58人（13.6%）；軍公教人員51人（11.9%）；家管47人（11

％）；工業45人（10.5％）；自由業者43人（11%）；無(含退休)23

人（5.4%）；商業22人（5.1%）；最少為農林漁牧業10人（2.3％）。 

六、居住地 

在居住地方面以南部地區人數最多，有292人（68.2%）；其次為

中部地區，有56人（13.1%）；北部地區有45人（10.5%）以及東部地

區有35人（8.2%）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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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平均月收入 

受訪者在平均月收入方面以1-3萬者135人（31.5%）最多；其次

依序為3-6萬者133人（31.1%）；無經常性收入者110人（25.7%）；

6-10萬者29人（6.8％）；1萬以下者17人（4％）；10萬以上者4人（0.9%）。

研究顯示前往佛陀紀念館之遊客，大多屬於中產階級。 

八、到訪次數 

在參訪佛陀紀念館的次數分佈方面，以「第1 次」居多，樣本數

有157 份（36.7%），其次為「第4 次以上」，樣本數有138份（32.2%），

再次是「第2次」，樣本數有86份（20.1%），而到訪次數為「第3 次」，

樣本數有47份（11%），比例最少。 

九、交通工具 

受訪遊客搭乘交通工具以「汽車」比例為最高，樣本數有267份

（62.4%）；其次是「遊覽車」，樣本數有126份（29.4%）；「機車」，

樣本數17（4%）；「自行車」，樣本數11份（2.6%）；「其他」，

樣本數7份（1.6%）為最少。此研究結果也呼應前面提到遊客以居住

地為南部居多，且因距離的關係，遊客自行開車前往的比例也較高，

而實際觀察下，搭乘遊覽車的遊客也不少，或許因為佛陀紀念館在週

休假日較多活動，而吸引大多數人前往參觀。 

十、旅遊資訊 

受訪遊客中，以「親友介紹」佛陀紀念館的旅遊資訊最多，有281 

人（65.7％）；「其他」的有50人（11.7％）；由「報紙或旅遊雜誌」

及由「旅行業者」得知的各有30人（7％）；因「電視或廣播」得知

訊息的有22人（5.1％）；因「網際網路」而來的有13人（3%）；「廣

告摺頁」2人（0.5％）。可見佛陀紀念館旅遊資訊靠遊客親身體驗，

而以親友口碑相傳來傳遞訊息是佔最多數，由此可知，佛陀紀念館是

值得推薦重遊的好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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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遊同伴 

受訪遊客的旅遊同伴以「家人親戚」為最多，樣本數有225份

（52.6%），其次為「社團、協會」，樣本數有78份（18.2%），接著

為「同事朋友同學」，樣本數有65份（15.2%），再來是「旅行團」，

樣本數有38人（8.9%）；還有「單獨前來」，樣本數15份（3.5%）；

最後是「其他」，樣本數7份（1.6%）為最少。 

十二、同遊人數 

受訪遊客中，以「3~5人」一同前來的遊客最多共有202人（47.2

％）；「11人以上」共遊的遊客次之，有129人（30.1％）；「6~10

人」一起來的有60人（14％）；「2人」的有26人（6.1％）；自己1

個人前來的遊客最少，有11人（2.6％）。 

十三、停留時間 

依受訪者停留時間分佈來看，以「2小時以上」有220人(51.4%)

為最多，其次為「1-2小時」有145人(33.9%)，再次則為「30分~1小時」

有56人(13.1%)，而停留時間以「未滿30分鐘」有7人(1.6%)佔最少。 

十四、事先計畫 

受訪遊客中，有事先計畫的遊客較多有275人（64.3％）；無事

先計畫的遊客較少有153人（35.7％）。顯示事先計畫行程之遊客佔

較多數。 

 

十五、整體花費 

受訪遊客中，花費501~1,000元的最多，有139人（32.5％）；花

費500元以下的遊客次之，有128人（29.9%）；花費1,001元以上的有

93人（21.7％）；沒有消費的遊客，有68人（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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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樣本背景資料統計表 

背景變項 類  別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8 39.3 

女 260 60.7 

年齡 

20 歲以下 34 7.9 

20-29 歲 75 17.5 

30-39 歲 119 27.8 

40-49 歲 94 22 

50-59 歲 64 15 

60 歲以上 42   9.8 

婚姻狀況 
單身 163 38.1 

已婚 265 61.9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47 11 

高中職 156 36.4 

大學(專科) 205 47.9 

研究所(含)以上 20 4.7 

職業 

學生 58 13.6 

農林漁牧業 10 2.3 

服務業 129 30.1 

軍公教人員 51 11.9 

工業 45 10.5 

商業 22 5.1 

自由業 43 10 

家管 47 11 

無（含退休） 23 5.4 

居住地 

北部 45 10.5 

中部 56 13.1 

南部 292 68.2 

東部 35 8.2 

平均月收入 

無經常性收入 110 25.7 

1 萬以下 17 4 

1-3 萬 135 31.5 

3-6 萬 133 31.1 

6-10 萬 29 6.8 

10 萬以上 4 0.9 

到訪次數 

第一次 157 36.7 

第二次 86 20.1 

第三次 47 11 

第四次 138 32.2 

交通工具 

自行車 11 2.6 

機車 17 4 

轎車 267 62.4 

遊覽車 126 29.4 

其他 7 1.6 

 

 

親友介紹 281 65.7 

廣告摺頁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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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人數合計共428人，各屬性皆無遺漏值。百分比總和未符合100％，為四捨五入結果。 

 

 

 

 

 

 

 

 

 

 

旅遊資訊 

 

 

電視或廣播 22 5.1 

報紙或旅遊雜誌 30 7 

網際網路 13 3 

旅行業者 30 7 

其他 50 11.7 

旅遊同伴 

單獨前來 15 3.5 

家人親戚 225 52.6 

同事朋友同學 65 15.2 

旅行團 38 8.9 

社團、協會 78 18.2 

其他 7 1.6 

同遊人數 

1 人 11 2.6 

2 人 26 6.1 

3-5 人 202 47.2 

6-10 人 60 14 

11 人以上 129 30.1 

停留時間 

未滿 30 分鐘 7 1.6 

30 分～1 小時 56 13.1 

1～2 小時 145 33.9 

2 小時以上 220 51.4 

事先計畫 
是，有事先計畫 275 64.3 

否，無事先計畫 153 35.7 

此次花費 

沒有消費 68 15.9 

500 元以下 128 29.9 

500～1000 元 139 32.5 

1001 元以上 93 21.7 



 

42 

 

第二節  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現況 

本節針對回收問卷量表上之實際填答情形，進行題項之平均數及

標準差分析，藉以了解佛陀紀念館之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

意願之認知現況。量表敘述以李克特五點尺度（Likert scale）來衡量

計分，評分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至

「非常同意」共計分成五個反應選項，分別給予1、2、3、4、5分，

平均分數可反應受試者在各量表上的現況情形，若平均分數高於3

分，表示受試者在該量表構面題項上的反應愈趨於正向與積極。反

之，若平均分數低於3分，即表示受試者在量表該量表構面題項上的

反應愈趨於反向。亦即量表構面分數愈高，顯示此構面之旅遊動機、

滿意度、重遊意願愈高。 

一、旅遊動機之現況分析 

旅遊動機量表共分為「舒壓放鬆」、「景點特質」、「文化學習」、

「人際社交」、與「宗教利益追求」等五項構面，量表題項共計15

題，總量表構面平均數為3.926，整體量表問項平均數最小值與最大

值介於3.231至4.191之間，標準差則介於0.736至0.981之間。 

檢視各構面以「景點特質」平均得分最高（μ=4.142，S=0.753），

接著依序為「舒壓放鬆」（μ=3.997，S=0.616）、「文化學習」（μ=3.995，

S=0.718）、「人際社交」（μ=3.814，S=0.759），最低為「宗教利益

追求」（μ=3.594，S=0.847）研究結果顯示佛陀紀念館之遊客對旅遊

動機同意程度大多為「非常同意」及「同意」，其中平均數最高的題

項是「佛陀紀念館內規劃完善，適合全家同遊。」（μ=4.191），而

「酬謝還願。」（μ=3.231）則為平均數最低的題項。 

根據結果得知，受訪遊客以參訪佛陀紀念館景點為主要旅遊動

機，並透過旅程達到調劑身心、舒壓放鬆之效果。此外，大部分人都

認為佛陀紀念館適合全家同遊，透過旅遊互動的機會達到增進感情、

追求愉悅歡心之目的。詳細資料請見表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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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旅遊動機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N=428 
構面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舒壓 

放鬆 

1.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3.927 0.885 

2.為了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與精神。 3.953 0.799 

3.為了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4.140 0.736 

4.能豐富自己的旅遊經驗。 3.967 0.834 

分量表 3.997 0.616 

景點 

特質 

5.為了參觀佛陀紀念館內各項建築特色。 4.093 0.821 

6.佛陀紀念館內規劃完善，適合全家同遊。 4.191 0.835 

分量表 4.142 0.753 

文化 

學習 

7.為了欣賞佛陀紀念館內的文物或設施。 4.091 0.831 

8.為了學習新事物、啟發新的靈感。 3.974 0.822 

9.為了學習成長、增廣見聞。 4.044 0.841 

10.為了追求佛學的學習與滿足。 3.873 0.947 

分量表 3.995 0.718 

人際 

社交 

11.為了與同伴留下美好回憶。 3.920 0.891 

12.為了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3.621 0.956 

13.為了調劑生活，追求愉悅快樂。 3.901 0.851 

分量表 3.814 0.759 

宗教 

利益 

追求 

14.禮佛祈求庇佑。 3.957 0.981 

15.酬謝還願。 3.231 0.960 

分量表 3.594 0.847 

 總量表 3.926 0.605 

 

二、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滿意度量表共分為「身心感受」、「服務設施」、「景點特色」

「環境景觀」與「整體規劃」等5項構面，量表題項共計22題，總量

表構面平均數為4.061，整體量表問項平均數最小值與最大值介於

3.591至4.380之間，標準差則介於0.719至0.890之間。 

檢視各構面以「環境景觀」平均得分最高（μ=4.275，S=0.761），

接著是「身心感受」（μ=4.118，S=0.647）、「景點特色」（μ=4.117，

S=0.698）、「整體規劃」（μ=4.022，S=0.733）、最低為「服務設施」

（μ=3.885，S=0.665）。研究結果顯示佛陀紀念館之遊客對滿意度同

意的程度大多為「非常滿意」及「滿意」，其中平均數最高的題項是

「享受環境清幽、悠閒寧靜的感覺。」（μ=4.380），而「佛陀紀念

館內商品價格之感受。」（μ=3.591）則為平均數最低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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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結果得知，量表題項平均數均達3.00以上，顯示佛陀紀念館

之遊客對滿意度之內容多表示正向認同。整體看來，佛陀紀念館之遊

客非常滿意在佛陀紀念館的環境景觀及享受在館區的悠閒時光，並可

與親朋好友交流分享。詳細資料請見表4-2-2。 

表4-2-2滿意度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N=428 
構面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身心 

感受 

1.可以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4.210 0.719 

2.可以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精神。 
4.100 0.769 

3.可以增廣見聞，獲得知識。 4.112 0.747 

4.可以增進親友感情與生活樂趣。 4.049 0.801 

分量表 4.118 0.647 

服務 

設施 

5.服務人員的態度。 4.154 0.812 

6.佛陀紀念館內提供解說與導覽服務。 4.049 0.783 

7.到佛陀紀念館交通之便利性。 3.850 0.844 

8.佛陀紀念館內商品價格之感受。 3.591 0.888 

9.佛陀紀念館停車之方便性。 3.775 0.890 

10.佛陀紀念館內紀念商品之特色。 3.890 0.823 

分量表 3.885 0.665 

景點 

特色 

11.佛陀紀念館內各項佛教文物展覽。 4.158 0.794 

12.佛陀紀念館各項建築特色。 4.203 0.791 

13.佛陀紀念館內各項活動。 3.990 0.801 

分量表 4.117 0.698 

環境 

景觀 

14.享受環境清幽、悠閒寧靜的感覺。 4.380 1.556 

15.館區植栽美化、綠蔭蔽陽的感覺。 4.266 0.815 

16.館區攝影、拍照的景觀特色。 4.163 0.790 

17.館區整體環境整潔、舒適程度。 4.289 0.756 

分量表 4.275 0.761 

整體 

規劃 

18.館區廁所數量及清潔程度。 4.198 0.818 

19.館區承載遊客數量程度。 4.014 0.851 

20.館區可增加社交及人際關係。 3.897 0.848 

21.館區餐飲之方便性。 4.000 0.873 

22.館區休憩座椅設施或場所之舒適度。 4.000 0.860 

分量表 4.022 0.733 

 總量表 4.061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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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遊意願之現況分析 

重遊意願量表題項共計4題，總量表構面平均數為4.269，整體量

表問項平均數最小值與最大值介於4.282至4.308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0.732至0.757之間。 

檢視各題項以「我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平均得分最

高（μ=4.308，S=0.732），接著依序為「我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

念館」（μ=4.301，S=0.749）、「我願意推薦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

知道。」（μ=4.292，S=0.747），最低為「我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

念館旅遊。」（μ=4.282，S=0.757）。研究結果顯示佛陀紀念館遊客

對重遊意願同意程度大多為「非常同意」及「同意」。 

根據結果得知，量表題項平均數均達4.00以上，顯示遊客在佛陀

紀念館遊憩後，體驗到高的滿意度就會有高的重遊意願，而且佛陀紀

念館遊客的重遊意願和推薦意願是很高的。詳細資料請見表4-2-3。 

表4-2-3 重遊意願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N=428 

構面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重遊 

意願 

1.我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 4.308 0.732 

2.我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 4.301 0.749 

3.我願意推薦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道。 4.292 0.747 

4.我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 4.282 0.757 

 總量表 4.269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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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構面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題項係根據過去文獻進行修改，為衡量問項之可靠

性，驗證其信度，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檢測法，進行內部一

致性與穩定性分析，來檢視研究之信度。根據Nunnally(1991)建議

Cronbach’s α值大於或等於0.7屬於很可能的範圍，從表4-3-1可得知，

除了旅遊動機中的宗教利益追求構面α值為0.686外，本研究各構面信

度Cronbach’s α值皆在0.7以上，整體而言，本研究之量表具有良好的

信度。茲將本研究所得之信度值，彙整如表4-3-1所示。 

 

表4-3-1量表構面信度Cronbach's α值 

 

 

 

 

 

主構面 題數 
主構面 

α 值 
次構面 題數 

次構面 

α 值 

旅遊 

動機 
15 .924 

舒壓放鬆 4 .750 

景點特質 2 .790 

文化學習 4 .854 

人際社交 3 .796 

宗教利益追求 2 .686 

滿意度 22 .941 

身心感受 4 .874 

服務設施 6 .776 

景點特色 3 .852 

環境景觀 4 .718 

整體規劃 5 .914 

重遊 

意願 
4 .957 重遊意願 4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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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樣本差異分析 

本節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t-test ）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來驗證分析佛陀紀念館遊客的人口統計變項，對旅遊

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等變項，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的F檢定達顯著水準時，則以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 

一、旅遊動機與人口統計變項之差異分析 

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動機」方面並不會因為年齡、婚姻狀

況、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交通工具及同遊人數的不同而有顯著的

差異；而在性別(t=-3.395，p<0.01)、職業(F=2.208，p<0.05)、居住地

(F=5.498，p<0.01)、第幾次來(F=7.580，p<0.001)、旅遊資訊(F=3.470，

p<0.01)、旅遊同伴(F=5.210，p<0.001)、停留時間(F=21.726，p<0.001)、

事先計畫(F=4.039，p<0.001)、此次花費(F=20.036，p<0.001)等不同

人口背景特性，則對「旅遊動機」產生顯著性影響。其中女性的旅遊

動機((μ=4.004)比男性高(μ=3.804)。 

經Scheffé法事後比較檢定後發現：在「居住地」方面，「中部」

者(μ=4.098)顯著高於「南部」者(μ=3.846)。在「第幾次來」方面，「第

四次以上」者(μ=4.102)顯著高於「第一次」者(μ=3.777)。在「旅遊資

訊」方面，「親友介紹」者(μ=3.974)、「其他」者(μ=3.994)皆顯著高

於「旅行業者」者(μ=3.477)。在「旅遊同伴」方面，「社團、協會」

者(μ=4.166)分別顯著高於「家人親戚」者(μ=3.906)及「旅行團」者

(μ=3.629)。在「停留時間」方面，「30分～1小時」(μ=3.641)、「1

～2小時」(μ=3.641)、「2小時以上」(μ=4.096)皆顯著高於「未滿30

分鐘」(μ=2.819)。而「2小時以上」(μ=4.096) 皆顯著高於「30分～1

小時」(μ=3.641)、「1～2小時」(μ=3.641)。在「此次花費」方面，「500

元以下」(μ=3.896)、「501～1000元」(μ=4.060)、「1001元以上」(μ=4.097)

皆顯著高於「沒有消費」(μ=3.471)。詳細資料請見表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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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旅遊動機之 t-test 及 ANOVA 分析 

依

變

數 

人口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t 值 

Post  

Hoc 

檢定 

 

 

 

 

 

 

旅

遊

動

機 

 

 

 

 

 

 

 

 

性別 
男 1 3.804 0.626 

-3.395**  
女 2 4.004 0.578 

年齡 

20 歲以下 1 4.031 0.482 

0.395  

20-29 歲 2 3.881 0.636 

30-39 歲 3 3.918 0.545 

40-49 歲 4 3.897 0.652 

50-59 歲 5 3.946 0.645 

60 歲以上 6 3.973 0.645 

婚姻

狀況 

單身 1 3.946 0.566 
0.536  

已婚 2 3.913 0.628 

教育

程度 

國中及以下 1 3.966 0.657 

0.384  
高中職 2 3.955 0.610 

大學(專科) 3 3.900 0.602 

研究所(含)以上 4 3.863 0.475 

職業 

學生 1 4.000 0.587 

2.208*  

農林漁牧業 2 3.866 0.699 

服務業 3 3.917 0.609 

軍公教人員 4 3.713 0.578 

工業 5 4.038 0.575 

商業 6 3.797 0.674 

自由業 7 3.965 0.538 

家管 8 4.116 0.468 

無（含退休） 9 3.721 0.834 

居住

地 

北部 1 4.111 0.558 

5.498** 2>3 
中部 2 4.098 0.537 

南部 3 3.846 0.611 

東部 4 4.076 0.594 

平均

月收

入 

無經常性收入 1 3.987 0.596 

1.607  

1 萬以下 2 3.780 0.687 

1-3 萬 3 4.000 0.587 

3-6 萬 4 3.824 0.602 

6-10 萬 5 3.908 0.620 

10 萬以上 6 3.850 0.850 

第幾 

次來 

第 1 次 1 3.777 0.621 

7.580*** 4>1 
第 2 次 2 3.889 0.616 

第 3 次 3 3.970 0.583 

第 4 次以上 4 4.102 0.542 

 

 

 

 

 

 

 

 

 

交通

工具 

自行車 1 3.890 0.562 

1.124  

機車 2 3.960 0.564 

轎車 3 3.880 0.612 

遊覽車 4 4.017 0.603 

其他 5 3.971 0.426 

旅遊

資訊 

親友介紹 1 3.974 0.548 

3.470** 
1>6 

7>6 
廣告摺頁 2 3.966 1.178 

電視或廣播 3 3.790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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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動

機 

報紙或旅遊雜誌 4 3.924 0.621 

網際網路 5 3.871 0.608 

旅行業者 6 3.477 0.659 

其他 7 3.994 0.731 

旅遊

同伴 

單獨前來 1 4.128 0.506 

5.210*** 
5>2 

5>4 

家人親戚 2 3.906 0.599 

同事朋友同學 3 3.835 0.579 

旅行團 4 3.629 0.574 

社團、協會 5 4.166 0.573 

其他 6 3.885 0.837 

同遊

人數 

1 人 1 4.006 0.776 

1.503  

2 人 2 3.764 0.569 

3～5 人 3 3.891 0.624 

6～10 人 4 3.894 0.451 

11 人以上 5 4.020 0.623 

停留

時間 

未滿 30 分 1 2.819 0.769 

21.726*** 

2>1 

3>1 

4>1 

4>2 

4>3 

30 分～1 小時 2 3.641 0.595 

1～2 小時 3 3.830 0.583 

2 小時以上 4 4.096 0.538 

事先

計畫 

是，有事先計畫 1 4.012 0.591 
4.039***  

否，無事先計畫 2 3.770 0.599 

此次

花費 

沒有消費 1 3.471 0.656 

20.036*** 

2>1 

3>1 

4>1 

500 元以下 2 3.896 0.553 

501～1000 元 3 4.060 0.515 

1001 元以上 4 4.097 0.594 

註:*p<0.05;**p<0.01;***p<0.001 

二、滿意度與人口統計變項之差異分析 

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滿意度」方面並不會因為年齡、婚姻狀況、

教育程度、職業、平均月收入、交通工具、同遊人數的不同而有顯著

的差異；而在性別(t=-2.930，p<0.01)、居住地(F=7.350，p<0.001)、

第幾次來(F=10.997，p<0.001)、旅遊資訊(F=6.047，p<0.001)、旅遊

同伴(F=8.614，p<0.001)、停留時間(F=28.433，p<0.001)、事先計畫

(F=3.281，p<0.01)、此次花費(F=24.254，p<0.001)等不同人口背景特

性，則對「滿意度」產生顯著性影響。經Scheffé法事後比較檢定後發

現：在「居住地」方面，「中部」者(μ=4.233)、「東部」者(μ=4.323)

皆顯著高於「南部」者(μ=3.970)。在「第幾次來」方面，「第四次以

上」者(μ=4.284)皆顯著高於「第一次」者(μ=3.895)及「第二次」者

(μ=4.014)。在「旅遊資訊」方面，「親友介紹」者(μ=4.095)、「報紙

或旅遊雜誌」者(μ=4.106)、「其他」者(μ=4.260)皆顯著高於「旅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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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μ=3.518)。在旅遊同伴方面，「家人親戚」者(μ=4.055)、「社團、

協會」者(μ=4.350)皆顯著高於「旅行團」者(μ=3.695)，而「社團、協

會」者(μ=4.350)也顯著高於「家人親戚」者(μ=4.055)及「同事朋友同

事」者(μ=3.881)。在「停留時間」方面，「30分～1小時」者(μ=3.691)、

「1～2小時」者(μ=3.959)、「2小時以上」者(μ=4.257)皆顯著高於「未

滿30分鐘」者(μ=2.935)。而「1～2小時」者(μ=3.959)、「2小時以上」

者(μ=4.257) 皆顯著高於「30分～1小時」者(μ=3.691)，另外「2小時

以上」者(μ=4.257) 顯著高於「1～2小時」者(μ=3.959)。在「此次花

費」方面，「500元以下」者(μ=4.042)、「501～1000元」者(μ=4.155)、

「1001元以上」者(μ=4.305)皆顯著高於「沒有消費」者(μ=3.570)，而

「1001元以上」者(μ=4.305)顯著高於「500元以下」者(μ=4.042)。詳

細資料請見表4-4-2。 

表 4-4-2 滿意度之 t-test 及 ANOVA 分析 
依

變

數 

人口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t 值 

Post 

Hoc 

檢定 

 

 

 

 

 

 

滿

意

度 

 

 

 

 

 

 

 

 

性別 
男 1 3.954 0.634 

-2.930**  
女 2 4.129 0.583 

年齡 

20 歲以下 1 4.181 0.427 

0.918  

20-29 歲 2 4.057 0.644 

30-39 歲 3 4.007 0.618 

40-49 歲 4 4.016 0.682 

50-59 歲 5 4.086 0.583 

60 歲以上 6 4.184 0.491 

婚姻

狀況 

單身 1 4.1090 0.577 
1.276  

已婚 2 4.0317 0.626 

教育

程度 

國中及以下 1 4.195 0.558 

1.029  
高中職 2 4.069 0.629 

大學(專科) 3 4.023 0.601 

研究所(含)以上 4 4.068 0.627 

職業 

學生 1 4.154 0.586 

1.932  

農林漁牧業 2 4.068 0.748 

服務業 3 4.024 0.625 

軍公教人員 4 3.820 0.663 

工業 5 4.063 0.594 

商業 6 4.095 0.730 

自由業 7 4.127 0.545 

家管 8 4.254 0.475 

無（含退休） 9 4.011 0.540 

居住

地 

北部 1 4.234 0.470 
7.350*** 

2>3 

4>3 中部 2 4.233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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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3 3.970 0.616 

東部 4 4.323 0.541 

平均

月收

入 

無經常性收入 1 4.154 0.513 

1.835  

1 萬以下 2 3.973 0.652 

1-3 萬 3 4.122 0.596 

3-6 萬 4 3.957 0.639 

6-10 萬 5 3.953 0.761 

10 萬以上 6 4.022 0.728 

第幾 

次來 

第 1 次 1 3.895 0.620 

10.997*** 
4>1 

4>2 

第 2 次 2 4.014 0.648 

第 3 次 3 4.043 0.568 

第 4 次以上 4 4.284 0.514 

 

 

 

 

 

 

 

 

 

 

 

 

 

 

滿

意

度 

交通

工具 

自行車 1 3.743 0.531 

1.793 

 

機車 2 4.189 0.493 

轎車 3 4.025 0.605 

遊覽車 4 4.141 0.635 

其他 5 4.181 0.436 

旅遊

資訊 

親友介紹 1 4.095 0.549 

6.047*** 

1>6 

4>6 

7>6 

廣告摺頁 2 4.159 1.060 

電視或廣播 3 3.818 0.700 

報紙或旅遊雜誌 4 4.106 0.598 

網際網路 5 4.094 0.544 

旅行業者 6 3.518 0.718 

其他 7 4.260 0.654 

旅遊

同伴 

單獨前來 1 4.212 0.556 

8.614*** 

2>4 

5>2 

5>3 

5>4 

家人親戚 2 4.055 0.585 

同事朋友同學 3 3.881 0.577 

旅行團 4 3.695 0.666 

社團、協會 5 4.350 0.5469 

其他 6 4.357 0.529 

同遊

人數 

1 人 1 4.057 0.686 

1.743  

2 人 2 3.963 0.498 

3～5 人 3 4.006 0.625 

6～10 人 4 4.040 0.467 

11 人以上 5 4.175 0.646 

停留

時間 

未滿 30 分 1 2.935 0.691 

28.433*** 

2>1 

3>1 

3>2 

4>1 

4>2 

4>3 

30 分～1 小時 2 3.691 0.625 

1～2 小時 3 3.959 0.581 

2 小時以上 4 4.257 0.179 

事先

計畫 

是，有事先計畫 1 4.132 0.605 
3.281**  

否，無事先計畫 2 3.933 0.596 

此次

花費 

沒有消費 1 3.570 0.684 

24.254*** 

2>1 

3>1 

4>1 

4>2 

500 元以下 2 4.042 0.563 

501～1000 元 3 4.155 0.466 

1001 元以上 4 4.305 0.601 

註:*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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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遊意願與人口統計變項之差異分析 

佛陀紀念館遊客在「重遊意願」方面並不會因為年齡、婚姻狀況、

教育程度、交通工具及同遊人數的不同而有顯著的差異；而在性別

(t=-3.241，p<0.01)、職業(F=3.309，p<0.01)、居住地(F=5.139，p<0.01)、

平均月收入(F=4.635，p<0.001)、第幾次來(F=11.568，p<0.001)、旅

遊資訊(F=4.505，p<0.001)、旅遊同伴(F=6.133，p<0.001)、停留時間

(F=24.608 ， p<0.001) 、事先計畫 (F=3.238 ， p<0.01) 、此次花費

( F=21.551，p<0.001)等不同人口背景特性，則對「重遊意願」產生顯

著性影響。經Scheffé法事後比較檢定後發現：在「職業」方面，「學

生」者(μ=4.547)顯著高於「軍公教人員」者(μ=4.000)。在「平均月收

入」方面，「無經常性收入」者(μ=4.520)顯著高於「3~6萬」者(μ=4.131)。

在「第幾次來」方面，「第四次以上」者(μ=4.556)皆顯著高於「第一

次」者(μ=4.093)、「第二次」者(μ=4.282)及「第三次」者(μ=4.234)。

在「旅遊資訊」方面，「親友介紹」者(μ=4.345)及「其他」者(μ=4.525)

皆顯著高於「旅行業者」者(μ=3.800)。在旅遊同伴方面，「社團、協

會」者(μ=4.602)皆顯著高於「家人親戚」者(μ=4.237)、「旅行團」者

(μ=3.953)，在「停留時間」方面，「1～2小時」者(μ=4.137)顯著高於

「未滿30分鐘」者(μ=3.214)。而「2小時以上」者(μ=4.528)皆顯著高

於「未滿30分鐘」者(μ=3.214)、「30分～1小時」者(μ=3.928)及「1

～2小時」者(μ=4.137)。在「此次花費」方面，「500元以下」者(μ=4.275)、

「501～1000元」者(μ=4.467)、「1001元以上」者(μ=4.473)皆顯著高

於「沒有消費」者(μ3.742)。詳細資料請見表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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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重遊意願之 t-test 及 ANOVA 分析 
依

變

數 

人口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t 值 

Post 

Hoc 

檢定 

 

 

 

 

 

 

 

 

 

 

 

 

 

 

 

 

 

重

遊

意

願 

 

 

 

 

 

 

 

 

 

 

 

 

 

 

 

 

 

 

 

 

 

 

 

 

 

 

 

 

 

 

 

 

性別 
男 1 4.160 0.719 

-3.241**  
女 2 4.383 0.678 

年齡 

20 歲以下 1 4.625 0.571 

1.926  

20-29 歲 2 4.273 0.730 

30-39 歲 3 4.214 0.740 

40-49 歲 4 4.266 0.706 

50-59 歲 5 4.316 0.630 

60 歲以上 6 4.339 0.691 

婚姻

狀況 

單身 1 4.371 0.699 
1.737  

已婚 2 4.250 0.701 

教育

程度 

國中及以下 1 4.313 0.666 

0.734  
高中職 2 4.336 0.724 

大學(專科) 3 4.280 0.674 

研究所(含)以上 4 4.100 0.886 

職業 

學生 1 4.547 0.663 

3.309** 1>4 

農林漁牧業 2 4.250 0.857 

服務業 3 4.250 0.670 

軍公教人員 4 4.000 0.777 

工業 5 4.200 0.722 

商業 6 4.136 0.701 

自由業 7 4.500 0.574 

家管 8 4.457 0.619 

無（含退休） 9 4.228 0.793 

居住

地 

北部 1 4.516 0.644 

5.139**  
中部 2 4.433 0.675 

南部 3 4.208 0.696 

東部 4 4.528 0.744 

平均

月收

入 

無經常性收入 1 4.520 0.623 

4.635*** 1>4 

1 萬以下 2 4.014 0.877 

1-3 萬 3 4.305 0.675 

3-6 萬 4 4.131 0.731 

6-10 萬 5 4.362 0.632 

10 萬以上 6 4.000 0.816 

第幾 

次來 

第 1 次 1 4.093 0.727 

11.568*** 

4>1 

4>2 

4>3 

第 2 次 2 4.282 0.708 

第 3 次 3 4.234 0.763 

第 4 次以上 4 4.556 0.558 

交通

工具 

自行車 1 4.000 0.782 

1.307  

機車 2 4.308 0.622 

轎車 3 4.265 0.698 

遊覽車 4 4.369 0.720 

其他 5 4.607 0.453 

旅遊

資訊 

親友介紹 1 4.345 0.672 

4.505*** 
1>6 

7>6 
廣告摺頁 2 3.875 1.237 

電視或廣播 3 4.079 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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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遊

意

願 

報紙或旅遊雜誌 4 4.150 0.617 

網際網路 5 4.269 0.688 

旅行業者 6 3.800 0.818 

其他 7 4.525 0.649 

旅遊

同伴 

單獨前來 1 4.233 0.684 

6.133*** 
5>2 

5>4 

家人親戚 2 4,237 0.709 

同事朋友同學 3 4.292 0.676 

旅行團 4 3.953 0.781 

社團、協會 5 4.602 0.560 

其他 6 4.785 0.393 

同遊

人數 

1 人 1 4.136 0.846 

1.707  

2 人 2 4.278 0.506 

3～5 人 3 4.248 0.716 

6～10 人 4 4.212 0.734 

11 人以上 5 4.426 0.678 

停留

時間 

未滿 30 分 1 3.214 0.566 

24.608*** 

3>1 

4>1 

4>2 

4>3 

30 分～1 小時 2 3.928 0.700 

1～2 小時 3 4.137 0.689 

2 小時以上 4 4.528 0.612 

事先

計畫 

是，有事先計畫 1 4.377 0.695 
3.238**  

否，無事先計畫 2 4.150 0.693 

此次

花費 

沒有消費 1 3.742 0.765 

21.551*** 

2>1 

3>1 

4>1 

500 元以下 2 4.275 0.699 

501～1000 元 3 4.467 0.526 

1001 元以上 4 4.473 0.725 

註:*p<0.05;**p<0.01;***p<0.001 

 

第五節 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之有效資料，利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旅遊動

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三個研究變項間之相關性。相關係數表示兩變

項之間關係密切與否的程度。相關係數γ值在0.8（含）以上～1.00為

很高相關，0.60～0.79為高相關，0.40～0.59為中等相關，0.40 以下

的值為低相關（張芳全，2008）。 

根據表4-5-1結果顯示，旅遊動機與滿意度兩變項之間呈現顯著的

高度正相關（γ=0.798***）；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兩變項之間呈現顯

著的高度正相關（γ=0.664***）；滿意度與重遊意願兩變項之間呈現

顯著的高度正相關（γ=0.727***）。因此，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

意願三者間皆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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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 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分析 

變項 旅遊動機 滿意度 

旅遊動機   

滿意度 
0.798*** 

(0.000) 
 

重遊意願 
0.664*** 

(0.000) 

0.727*** 

(0.000) 

註:*p<0.05;**p<0.01;***p<0.001 

 

第六節 階層迴歸分析  

本節利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各變數彼此間之因果關係，以進行假

說1至假說4的驗證。階層迴歸分析共包含三個模式：第一、自變項必

須對中介變項產生影響。第二、自變項必須影響依變項。第三、當中

介變項加入迴歸模式後，中介變項必須影響依變項，同時自變項對依

變項的影響減少。最後，根據Baron and Kenny之建議，利用迴歸方程

式四個步驟進行中介效果之驗證(Frazier, Tix, & Barron, 2004)。 

一、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旅遊動機是否會影響滿意度。根

據表4-6-1資料結果顯示，調整過後之決定係數(adjusted R
2
)為0.636，

整體迴歸模式之F值746.498，p<0.001，達到顯著水準，且旅遊動機對

旅遊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β=0.798，p<0.001)，顯示佛

陀紀念館的遊客旅遊動機愈高，其滿意度也會相對提高，假說H1被

支持。 

二、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旅遊動機是否會影響重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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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根據表4-6-1資料結果顯示，調整過後之決定係數(adjusted R
2
)為

0.439，整體迴歸模式之F值335.433，p<0.001，達到顯著水準，且旅

遊動機對重遊意願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β=0.664，p<0.001)，

顯示佛陀紀念館遊客的旅遊動機愈高，其重遊意願也會相對提高，假

說H2被支持。 

三、滿意度對重遊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滿意度是否會影響重遊意願。根

據表4-6-1資料結果顯示，整體迴歸模式之F值478.406，p<0.001，達

到顯著水準，且滿意度對重遊意願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

β=0.544，p<0.001)，顯示佛陀紀念館遊客滿意度愈高，其重遊意願也

會相對提高，假說H3被支持。 

四、滿意度對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旅遊動機是否會藉由滿意度影

響重遊意願。根據表4-6-1資料結果顯示，模型M1為滿意度之迴歸分

析結果，於模型M1中加入自變項「旅遊動機」，結果顯示自變項旅

遊動機」對中介變項「滿意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標準化β=0.798，

p<0.001)，滿足中介效果分析步驟之第一項條件。模型M2為重遊意願

之迴歸分析結果，在M2中加入自變項「旅遊動機」，結果顯示自變

項「旅遊動機」對依變項「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

β=0.664，p<0.001)。最後，在模型M3中加入中介變項「滿意度」，

則中介變項必須影響依變項，同時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減少。結果

顯示，中介變項「滿意度」顯著正向影響依變項「重遊意願」 (標準

化β=0.544，p<0.001)。在驗證中介效果部份，由於旅遊動機顯著正向

影響重遊意願，但在加入滿意度為中介變項後，使得自變項旅遊動機

的影響減少(標準化β=0.230，p<0.001)。研究結果得知，「滿意度」

在「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間具中介效果。假說H4則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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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迴歸分析 

 

 

 

 

 

 

 

 

 

 

 

 

 

 

 

 

 

 

 

 M1:依變項=滿意度 M2:依變項=重遊意願 M3:依變項=重遊意願 

 

未標準

化係數
B 

標 準

化 係

數β 

t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B 

標 準

化 係

數β 

t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B 

標 準

化 係

數β 

t 

常數 0.909   1.271   0.701   

旅遊

動機 
0.803 0.798 27.322***

 
0.770 0.664 18.315*** 0.266 0.230 4,243*** 

滿 

意 

度

(中

介) 

      0.628 0.544 10.059*** 

M1:調整後R
2
=0.636(F=746.498，p<0.001) 

M2:調整後R
2
=0.439 (F=335.433，p<0.001) 

M3:調整後R
2
=0.546(F=257.75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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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參訪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與

重遊意願之相關情形，並依據第四章資料分析的結果，進行探討與說

明。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為本研究之學

術與實務意涵，第三節則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藉以提

供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依據。 

 

第一節  本研究之結論 

本研究根據第四章描述性統計分析之資料加以說明與歸納整

理，以作為本研究之結論，分述如下： 

一、人口背景分析 

    本研究發現，參訪佛陀紀念館遊客以「女性」(60.7%)占大多數；

年齡主要集中在「30~39 歲」(27.8%)；在婚姻狀況，以「已婚者」(61.9%)

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47.9%)最多；職業主要以「服務業」

(30.1%)占最高；居住地為「南部地區」(68.2%)為最多；平均月收入

以 1~3 萬(31.5%)所佔比例較高；參訪次數以「第一次」(36.7%)所佔

比例較高；搭乘交通工具以「轎車」(62.4%)為多數；旅遊資訊來源

以「親友介紹」(65.7%)占最多；旅遊同伴以「家人親戚」(52.7%)為

最多；同遊人數以「3~5 人」(47.2%)比例較高；參訪停留時間則以「2

小時以上」(51.4%)居多；行前有事先計畫者(64.3%)占多數；而此次

消費以「501~1000 元」(32.5%)為多數。 

二、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差異分析 

    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檢定之結果，發現佛陀紀念館的遊客不會因為在年齡、婚姻狀況、教

育程度、交通工具、同遊人數而在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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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差異。不會因為平均月收入的不同而在旅遊動機、滿意度有顯著

的差異；不會因為職業的不同而在滿意度有顯著的差異。 

     反之，「性別」、「居住地」、「第幾次來」、「旅遊資訊」、

「旅遊同伴」、「停留時間」、「事先計畫」、「此次花費」對旅遊

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有顯著的差異。「職業」對旅遊動機與重遊

意願有顯著的差異。「平均月收入」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差異。 

三、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使用 SPSS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驗證分析，透過

階層迴歸分析檢驗各變數彼此間之因果關係，依據分析結果是否達到

顯著水準，驗證研究假設成立與否。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 本研究

所建立的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間關係的研究假說 H1、

H2 、H3、H4 成立。其假說驗證結果如表 5-1-1 所示，敘述如下： 

一、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旅遊動機與滿意度有正向影響。顯示旅

遊動機愈高時，滿意度也會愈高。本研究假設之「H1：佛陀紀念館

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獲得支持。本研

究結果與傅秀英（2010）、李坤烈(2010)、呂宜馨（2010）、鄧智斌

（2009）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故本研究推論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

遊過程中，遊客的旅遊動機愈強烈，相對其滿意度也會愈滿意，由此

可見，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是有關聯性的。 

二、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有正向影響。顯示

旅遊動機愈高時，重遊意願也愈高。本研究假設之「H2：佛陀紀念

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獲得支持。

本研究結果與徐嬌春(2009)、劉美娟（2008）、呂長賜（2011）、黃

綉蓮（200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故本研究推論佛陀紀念館的遊客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xk9.f/search?q=auc=%22%E6%9D%8E%E5%BB%BA%E6%B0%9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xk9.f/search?q=auc=%22%E6%9D%8E%E5%BB%BA%E6%B0%9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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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遊過程中，遊客的旅遊動機愈高，相對其重遊意願也會愈高，由

此可見，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是有關聯性的。 

三、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正向影響。顯示愈

滿意度愈高時，重遊意願也愈高。本研究假設之「H3：佛陀紀念館

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獲得支持。本研

究結果與鄧心寧(2010)、楊景裕（2010）、陳奕任（2010）等人的研

究結果相同。故本研究推論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過程中，遊客的

滿意度愈高，相對其重遊意願也會愈高，由此可見，滿意度對重遊意

願是有關聯性的。 

四、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會中介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佛陀紀念館遊客之重遊意願在加入滿意

度為中介變項後。使得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的影響

減少，可見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會正向影響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

之關係。得知旅遊動機會透過具有中介效果之滿意度構面影響重遊意

願，也就是說滿意度在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間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

假設之「H4：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會中介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

的關係」，獲得支持。故本研究推論佛陀紀念館遊客的旅遊動機會藉

由滿意度影響重遊意願之關係。 

表5-1-1 研究假說驗證結果表 

假說 假說內容 驗證結果 

假說1（H1） 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成立 

假說2（H2） 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成立 

假說3（H3） 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成立 

假說4（H4） 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滿意度會中介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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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之學術與實務意涵 

本研究主要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之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的關係。在學術方面與實務意涵有以下幾點貢獻與建議： 

一、學術貢獻 

（一）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這三變項在探討相關研究上已有

很多的資料，運用這三變項的研究也不少，但回顧過去相關文獻，以

研究名勝景點遊客旅遊動機和滿意度之論文較多，由於佛陀紀念館近

三年才開始啟用，故相關之研究並不多，而台灣對宗教觀光的研究多

著重在一般民間信仰廟宇，大多採用管理與行銷分析來強調宗教場所

的觀光功能，運用在佛陀紀念館之遊客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

以佛陀紀念館的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旅遊動機、滿意度及重遊意願

間影響關係之研究，以提供給後續研究之參考。 

（二）台灣是信仰多元化的國家，不僅保有傳統信仰，對於外來的宗

教也能廣為接受。本研究之遊客，因本身對參與宗教旅遊活動感到興

趣，而來到佛陀紀念館進行旅遊活動，進而達到休閒旅遊的樂趣。根

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佛陀紀念館之遊客，遊客的旅遊動機愈強烈，滿

意度也會愈滿意，相對也會有較高的重遊意願，以提供未來相關學者

重要參考的依據。 

（三）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瞭解佛陀紀念館的遊客在旅遊動機、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的現況，提供相關單位與未來相關主題之研究方向之

參考。 

二、實務意涵 

（一）占地百公頃，耗時十年才籌建完成的佛陀紀念館，不但是集結

「千家寺院、百萬人士」願力而成的，更在開啟後因不收門票而成為

許多人前往旅遊觀光的地點，在 2013 年更突破千萬的參觀人次，帶

動起南臺灣觀光人潮，也間接活絡經濟發展。但是要如何持續這股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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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就必須先瞭解遊客的需求與動機，因此除了繼續提供給到佛陀紀

念館的信徒在宗教信仰上的功能之外，若能規劃更多適合社會上各階

層、機關團體等更深入的體驗導覽，例如「建築之美」，讓遊客能體

驗佛陀紀念館的創意設計；「教育之美」，與學校機關合作，邊玩邊

體驗，成為戶外教學熱門景點。而位於本館的「大覺堂」，屬於圓型

多功能劇場，可不定期舉辦藝文展演活動，是宣傳佛陀紀念館的好方

式，也可呼應星雲大師興建佛陀紀念館的理念：期以佛教與藝術的結

合，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信心、給人方便，進一步為人們帶來

心靈的淨化及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詳。 

（二）在問卷調查過程中，以「館內的紀念商品價格」及「交通的便

利性」對旅客而言，是相對較不滿意的地方。有遊客反應在佛陀紀念

館可享用中西式的素食佳餚，令人大飽口福，但館內價位普遍屬於高

單價，價位若能「平易近人」，相信能使旅客增加消費的意願。另外

在交通規劃上，若能與高雄市政府合作，結合地方政府的行政資源，

解決旅遊交通的不便性，必能吸引更多人前來佛陀紀念館旅遊，讓佛

陀紀念館成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新亮點，更成為台灣躍升國際舞台的新

地標。 

（三）根據研究結果指出，在「人口統計變項」中，每次停留「二小

時以上」及消費「501～1000 元」占大多數，若能瞭解遊客在這段時

間做何種活動及消費項目，進而規劃出類似「一日遊」等套裝行程，

相信會吸引更多人前來佛陀紀念館旅遊。 

（四）「塞車」及「停車位」是最大的問題。根據問卷回收分析，開

車前往佛館的旅客占多數，而每到連假或過年期間，往來佛陀紀念館

的聯外道路幾乎都會塞車，就算到了現場也會有找不到停車位的問

題，若能規劃接駁專車或提供選擇大眾運輸系統到佛陀紀念館，相信

會減少「逢假必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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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研究之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力求謹慎及客觀，只為了能使研究更趨近

完善，但在眾多因素影響下，仍有許多限制，對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

者提供幾點建議，希望能作為日後參考，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基於主客觀條件限制，僅以問卷調查法，未來研究者若

能在發放問卷之後，再進行深度訪談，質、量並行方式來研究，

必能更深入瞭解遊客意象，而獲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二） 佛陀紀念館現今已成為國外人士到臺灣旅遊必經景點，建議未

來研究可從不同文化、不同地區多方面深入探討，並針對國際

遊客設計多國語言問卷，如日語、英語、韓語等，進一步探討

國際旅客對佛陀紀念館體驗等相關因素，充實研究深度及廣

度。 

（三）本研究問卷調查期間為 103 年 3～5 月之週休二日假期進行，

無法充分反應全年遊客的意見與想法，未來可依平日及假日作

為區隔，深入探討佛陀紀念館遊客之特性與行為差異。 

（四）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宗教涉入」來更深入探討佛陀紀念館的

遊客在宗教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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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以佛陀紀念館為例 

─問卷調查表(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旅遊動機量表 

說明：此部分欲瞭解驅使您前來「佛陀紀念館」的原因、動機為何？ 

下列問題，請依照您對於問題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中打勾。 

            
非 

非            常 
常  同  普 不 不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5  4  3  2  1 

1.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 □ □ □ 

2.為了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與精神。-------------- □ □ □ □ □ 

3.為了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 □ □ □ □ 

4.能豐富自己的旅遊經驗。---------------------------- □ □ □ □ □ 

5.為了參觀佛陀紀念館內各項建築特色。---------------- □ □ □ □ □ 

6.佛陀紀念館內規劃完善，適合全家同遊。-------------- □ □ □ □ □ 

7.為了欣賞佛陀紀念館內的的文物或設施。-------------- □ □ □ □ □ 

8.為了學習新事物、啟發新的靈感。-------------------- □ □ □ □ □ 

9.為了學習成長、增廣見聞。-------------------------- □ □ □ □ □ 

10.為了追求佛學的學習與滿足。----------------------- □ □ □ □ □ 

11.為了與同伴留下美好回憶。------------------------- □ □ □ □ □ 

12.為了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 □ □ □ 

13.為了調劑生活，追求愉悅快樂。--------------------- □ □ □ □ □ 

14.禮佛祈求庇佑。----------------------------------- □ □ □ □ □ 

15.酬謝還願。--------------------------------------- □ □ □ □ □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這份問卷。此為學術調查研究，主要目的想瞭解

您參觀佛陀紀念館旅遊的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
不計名的方式，問卷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資料絕不對外公開，您的寶貴意
見將使本研究產生學術研究上的貢獻，謝謝您的合作！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呂佳茹 博士  
研 究 生：徐子皓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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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滿意度量表 

說明：此部分是想瞭解您在參觀佛陀紀念館後的滿意程度如何？ 

下列問題，請依照您對於問題的滿意程度，在適當的□中打勾。 

            

非 

非            常 

常  滿  普 不 不 

滿         滿 滿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 可以獲得心靈上的放鬆、抒解壓力。------------------ □ □ □ □ □ 

2. 可以讓身體獲得休息，恢復體力精神。---------------- □ □ □ □ □ 

3. 可以增廣見聞，獲得知識。-------------------------- □ □ □ □ □ 

4. 可以增進親友感情與生活樂趣。---------------------- □ □ □ □ □ 

5. 服務人員的態度。---------------------------------- □ □ □ □ □ 

6. 佛陀紀念館內提供解說與導覽服務。------------------ □ □ □ □ □ 

7. 到佛陀紀念館交通之便利性。------------------------ □ □ □ □ □ 

8. 佛陀紀念館內商品價格之感受。---------------------- □ □ □ □ □ 

9. 佛陀紀念館停車之方便性。-------------------------- □ □ □ □ □ 

10.佛陀紀念館內紀念商品之特色。---------------------- □ □ □ □ □ 

11.佛陀紀念館內各項佛教文物展覽。-------------------- □ □ □ □ □ 

12.佛陀紀念館各項建築特色。-------------------------- □ □ □ □ □ 

13.佛陀紀念館內各項活動。---------------------------- □ □ □ □ □ 

14.享受環境清幽、悠閒寧靜的感覺。-------------------- □ □ □ □ □ 

15.館區植栽美化、綠蔭蔽陽的感覺。-------------------- □ □ □ □ □ 

16.館區攝影、拍照的景觀特色。------------------------ □ □ □ □ □ 

17.館區整體環境整潔、舒適程度。---------------------- □ □ □ □ □ 

18.館區廁所數量及清潔程度。-------------------------- □ □ □ □ □ 

19.館區承載遊客數量程度。---------------------------- □ □ □ □ □ 

20.館區可增加社交及人際關係。------------------------ □ □ □ □ □ 

21.館區餐飲之方便性。-------------------------------- □ □ □ □ □ 

22.館區休憩座椅設施或場所之舒適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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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重遊意願量表 

說明：請問您在參觀佛陀紀念館後，重遊意願如何？ 

下列問題，請依照您對於問題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中打勾。 

            

不 非 

非            常 

常  同  普 同 不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2  3  4  5 

1.我將來願意再次重遊佛陀紀念館。------------------ □ □ □ □ □ 

2.我將來願意帶朋友到佛陀紀念館。------------------ □ □ □ □ □ 

3.我願意推薦佛陀紀念館資訊給親友知道。------------ □ □ □ □ □ 

4.我願意推薦親友到佛陀紀念館旅遊。-----------------□ □ □ □ □ 

 

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 □(2)女  

2.年齡：□ (1) 20歲以下     □(2) 20-29歲      □(3) 30-39歲 

□(4) 40-49歲       □(5) 50-59歲      □(6) 60歲以上 

3.婚姻狀況：□(1)單身          □(2)已婚 

4.教育程度：□(1) 國中及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5.職業：□(1)學生    □(2)農林漁牧業  □(3)服務業     □(4)軍公教人員 

□(5)工業  □(6) 商業  □(7)自由業  □(8)家管   □(9)無（含退休） 

6.居住地：  

□(1)北區（台北市、新北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2)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宜蘭縣、花蓮縣、台東縣） 

7.平均月收入：  

        □(1)無經常性收入 □(2) 1萬以下 □(3) 1-3萬  

□(4) 3-6萬        □(5) 6-10萬  □(6) 10萬以上 

8.請問這是您第幾次前來「佛陀紀念館」？ 

       □(1) 第一次            □(2) 第二次 

       □(3) 第三次            □(4) 第四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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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問您此次前來「佛陀紀念館」所搭乘的交通工具是？ 

       □(1) 自行車            □(2) 機車 

       □(3) 轎車              □(4) 遊覽車        □(5)其他_________ 

10.請問您如何得知「佛陀紀念館」的旅遊資訊？ 

       □(1) 親友介紹          □(2) 廣告摺頁      □(3) 電視或廣播 

       □(4) 報紙或旅遊雜誌    □(5) 網際網路      □(6) 旅行業者 

□(7) 其他__________ 

11.請問您的「旅遊同伴」是： 

       □(1) 單獨前來          □(2) 家人親戚      □(3) 同事朋友同學 

       □(4) 旅行團            □(5) 社團、協會    □(6) 其他_________ 

12.同遊人數（包含自己）： 

       □(1) 1 人               □(2) 2 人           □(3) 3～5 人 

       □(4) 6～10 人           □(5) 11 人以上 

13.請問您在「佛陀紀念館」停留多久？ 

       □(1) 未滿 30 分         □(2) 30 分～1 小時 

       □(3) 1～2 小時          □(4) 2 小時以上 

14.請問您此次至「佛陀紀念館」旅遊是否事先計畫？ 

       □(1) 是，有事先計畫    □(2) 否，無事先計畫 

15.請問您此次在「佛陀紀念館」整體旅遊花費約： 

□(1) 沒有消費          □(2) 500 元以下 

       □(3) 501～1,000 元      □(4) 1,001 元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