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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鹿港的歷史古蹟眾多，文化資產價值豐富，為發展觀光城鎮之優勢資產。正因如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居民與遊客對觀光城

鎮意象之差異。本研究採取便利取樣方式於鹿港地區進行調查，調查所得資料以SPSS 12.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並以描

述統計、信效度分析、獨立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驗證假設。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 一、城鎮特色 遊客主要專注

於景點的特色；居民在宗教節慶活動和飲食特產的認同百分比都高於遊客。 二、觀光城鎮之整體意象: 1. 居民的特性背景

對於城鎮觀光整體意象影響相當小. 2. 居民之活動型態與整體意象構面部份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3. 遊客的個人特性與整體

意象構面部份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4. 遊客的旅遊型態對整體意象構面部份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5. 在整體意象的五個構面

，對「服務設施」、「活動意象」的認同度是居民高於遊客，對「環境衛生」的認同度是遊客高於居民。

關鍵詞 : 地方意象、觀光城鎮、城鎮特色、整體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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