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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宿旅客特性、顧客滿意度與再宿意願之關係。本研究以有實際住宿過民宿之旅客為調查對象，調查地區

為南投溪頭地區之六家合法民宿為主，總計發出350份問卷，有效問卷302份，有效回收率86％。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不同「職業」、「月收入」、「旅遊天數」、「交通工具」、「資訊來源」、「住宿房價」的民宿 旅客對再宿意願

有顯著差異。其中月收入在20001~40000元與40001~50000元之間的旅客比月收 入在20000元以下的旅客其再宿意願較高；

旅遊天數在3天2夜者比2天1夜者其再宿意願較高；資訊 來源部份則以網路資訊大於親友介紹；住宿房價以3001~4000元的

旅客比2000元以下旅客的再宿意 願高。 （二）民宿之服務品質對再宿意願有顯著相關，其中以「關懷性」之相關最高。 

（三）民宿旅客之顧客滿意度對再宿意願有顯著相關，其中以「環境」之相關性最高。 （四）民宿旅客之人格特質對再宿

意願有顯著相關，其中以「親和性」之相關性最高。 （五）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人格特質部分構面對於再宿意願有顯

著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將結果進行討論，且針對民宿業者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以做為業者在經營民宿之參考及提供研

究者未來可能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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