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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探討大溪老街遊客遊憩體驗、旅遊滿意度與再遊意願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便利抽樣法針對大溪老街遊

客進行調查，總計回收450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結

果歸納如下：（一）大溪老街遊客以年齡在40歲以下、月收入在40,000元以下及居住北部地區者為主。（二）旅遊特性方

面，遊客之交通工具以自行開車為大多數，旅遊同伴以親戚朋友為主，旅遊花費多在500元以下，旅遊資訊來源以親友介

紹為最多。（三）經迴歸分析，大溪老街遊客之遊憩體驗對再遊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四）旅遊滿意度對再遊意願亦有

顯著正向影響。（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供日後主管機關與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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