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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再參與意願之關係，使用問卷調查法，以八卦山脈美利達杯與

單車嘉年華活動參與者為母群體，收集有效問卷443份，利用SPSS 12.0統計軟體與AMOS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資料分析，包

含描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人口統計變項部份除過往

經驗對參與動機、滿意度、再參與意願無達到顯著相關之外，其餘皆有達到顯著差異；利用AMOS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參與

動機、滿意度與再參與意願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參與動機與滿意度有顯著的相關、滿意度對再參與意願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最後，依照研究結果推估結論，提出建議做為自行車活動舉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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