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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宗教觀光團體進香客進香動機、旅遊品質、宗教涉入、個人特性及其宗教旅遊滿意度情形。本研究採結構

式問卷為工具，進行便利性抽樣調查，以彰化縣溪湖鎮到外地進香的團體進香客為調查對象。本研究於100年1-4月間共計

發放250份問卷，得有效問卷187份，有效率達89.1%。 本研究根據回收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其結果摘述如下： (一) 宗教觀

光團體進香客進香動機之強度以「宗教心靈感受」為最高，對宗教旅遊滿意度以「我對整體進香活動感到滿意」為最高。

(二)旅遊品質之強度以「廟宇選擇恰當」為最高。 (三)宗教涉入之強度以「我到宮廟的頻率」為最高。 (四)個人特性在宗教

旅遊滿意度上，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宗教背景與訊息得知存有顯著差異。 (五)進香動機、旅遊品質、宗教涉入

與宗教旅遊滿意度存在顯著相關。 (六)旅遊品質與宗教涉入對其宗教旅遊滿意度存在顯著預測力。

關鍵詞 : 宗教觀光客、進香動機、旅遊品質、宗教涉入、個人特性、宗教旅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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