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梧棲漁港遊客遊憩體驗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陳怡如、雷文谷

E-mail: 342051@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梧棲漁港遊客的遊憩體驗與重遊意願進行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採便利取樣方式於梧棲漁港進行調查，共

發放 45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08 份，有效回收率為 90.7%。研究結果顯示：(一)梧棲漁港遊客在遊憩體驗中以「地區

特色」感受最高；以「實體環境」感受最低；在重遊意願為中等偏高程度。 (二)不同性別、同行夥伴之遊客在遊憩體驗與

重遊意願上皆無顯著差異。(三)不同年齡遊客在遊憩體驗之「學習成就」和「地區特色」與重遊意願上無顯著差異，在遊

憩體驗之「服務感受」和「實體環境」上則有顯著差異。(四)不同職業之遊客在遊憩體驗與重遊意願上均有顯著差異。(五)

不同居住地遊客在遊憩體驗之「服務感受」、「學習成就」、「地區特色」與重遊意願上均無顯著差異，在遊憩體驗之「

實體環境」上有顯著差異。(六)不同旅遊次數遊客在遊憩體驗之「服務感受」、「實體環境」和「地區特色」與重遊意願

上均無顯著差異，在遊憩體驗之「學習成就」上則有顯著差異。(七)不同資訊來源遊客在遊憩體驗之「服務感受」上無顯

著差異，在「實體環境」、「學習成就」和「地區特色」與重遊意願上均有顯著差異。(八)遊客之遊憩體驗各構面對重遊

意願具顯著正向的影響力，其中又以「地區特色」的影響力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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