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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內遊客對台南目的地意象、解說服務滿意度與遊客體驗間之關係。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於台南安平古

堡、億載金城、赤崁樓、孔廟和樹屋進行調查，並以接受解說服務之遊客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430份問卷，有效問卷402

份。資料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等

。 研究樣本以女性、21-30歲、大學/大專、未婚、學生為大多數。在遊客行為特性上，遊客大多自行開車前往，以兩天一

夜行程佔多數，個人平均花費為「1,000-2,000元」。 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家庭生命週期、遊憩同伴不同之遊客

，在其目的地意象有 顯著差異。 二、家庭生命週期不同之遊客，在其解說服務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 三、家庭生命週期、

是否專程前來、遊憩同伴不同之遊客，在 其遊客體驗有顯著差異。 四、遊客之目的地意象與解說服務滿意度部分呈現顯

著正相關。 五、遊客之解說服務滿意度與遊客體驗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 六、遊客之目的地意象、解說服務滿意度對遊

客體驗有顯著預 測力。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政府相關單位、台南市文化局及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

建議供其參考。

關鍵詞 : 台南、目的地意象、解說服務滿意度、遊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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