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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前往嘉義縣板頭社區及南投縣桃米社區15歲以上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社區文化觀光遊客參與動機、在地認同、

觀光滿意度之關係，採立意式抽樣之量化研究，取得有效問卷板頭社區192份、桃米社區204份，共計396份。研究結果顯

示： 1. 社區文化觀光遊客以女性、36-45歲、未婚、教育程度以大專(學)最主。 2. 參與動機構面以「紓解壓力」最高；在

地認同構面以「環境認同」最高；觀光滿意度以「文化特性」最高。 3. 參與動機構面「體驗生活」、「文化學習」、「社

交需求」板頭社區平均數高於桃米社區。 4. 目的地在觀光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板頭社區在各滿意度構面平均數皆高於桃

米社區。 5. 在地認同構面板頭社區在「文化認同」、「環境認同」平均數皆高於桃米社區。 6. 社區文化觀光遊客之參與

動機、在地認同對其觀光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 最後依據驗證結果與研究目的提出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以提升觀光滿意

度，增加遊客再遊意願，以期社區發展之永續經營。

關鍵詞 : 社區文化觀光遊客、參與動機、在地認同、觀光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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