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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2010年上海世博會遊客的個人特性、參訪動機、旅遊體驗和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並以西元2010年9

月1日至西元2010年10月 31日前往上海世博會之遊客為研究對象，共回收有效問卷172份。研究結果發現：（一）上海世博

會遊客的參訪動機對旅遊體驗有正向顯著之影響。（二）上海世博會遊客的旅遊體驗對滿意度有正向顯著之影響。（三）

上海世博會遊客的參訪動機對滿意度有正向顯著之影響。本研究最後並提出學術與實務上的具體建議，作為觀光有關單位

及相關學術單位研究參考。

關鍵詞 : 2010上海世博會、參訪動機、體驗、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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