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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環境成長，民眾越來越重視休閒生活，各大企業競相投入遊樂服務業，相繼設立主題樂園。然而面對眾多主題樂

園的競爭中，如何提升服務品質以創造企業競爭力，是企業經營的一項重要課題。 由於服務品質好壞的衡量是由消費者整

體評估企業提供的各項服務，本研究首先經由文獻探討，找出影響主題樂園服務品質的因素，將評估準則分為主題意象、

遊樂設備、節目表演、周邊設備、操作與安全⋯等五大構面，共十八項衡量指標。再運用模糊層級分析法評估各項指標的

權重，接著以TOPSIS將國內五間主要的主題樂園進行服務品質優劣排序。為避免單一衡量方法造成研究結果偏差 ，本研

究再以灰關聯分析(GRA)對主題樂園之服務品質進行排序，最後比較這兩種方法之結果差異。 利用模糊層級分析法評估各

指標的權重結果顯示，操作與安全為權重值最高的構面。以TOPSIS法所分析之服務品質排序分為劍湖山世界、月眉育樂

世界、小人國、九族文化村及六福村；而以灰關聯分析法(GRA)分析之服務品質排序結果則分別為劍湖山世界、月眉育樂

世界、九族文化村、六福村及小人國，比較討論兩個服務品質排序之後，可看出劍湖山世界為消費者認為服務品質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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