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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際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普及，透過網路獲取旅遊資訊的人也越來越多。本研究以體驗行銷觀點探討旅遊者獲

取線上旅遊資訊後產生的旅遊體驗以及進而影響實際參與旅遊之行為意圖。 本研究可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TAUT)為

背景架構探討3D線上旅遊者獲取旅遊資訊後產生的旅遊體驗意圖，以及進而影響實際參與旅遊之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

線上旅遊業者可以提供更生動的旅遊資訊與服務吸引旅遊者的注意力及提升其旅遊體驗，進而提高實際參與旅遊之行為，

以便作為日後提供線上旅遊業者在設計旅遊資訊提供方式與經營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 : 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旅遊體驗、空間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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