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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型重型機車遊憩活動參與者休閒涉入、知覺風險與流暢體驗間之關係。研究以國內重車論壇、重車地平

線等網站之註冊者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採立意的方式選取樣本，共取得有效問卷323份。並以SPSS及AMOS統

計軟體評估信度、效度，再以結構方程 (SEM)檢測本研究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此模型之配適度十分良好。本研究之重要

研究結論如下： 1. 休閒涉入對流暢體驗有正向影響。 2. 休閒涉入與知覺風險呈顯著相關。 3. 知覺風險對流暢體驗有顯著

影響。 本研究結果建議管理者若想要更加廣泛推廣重機遊憩發展時，降低重機遊憩者的風險感受是重要任務，可盡力降低

重機遊憩各項風險性，降低重機遊憩者或即將進入此領域的觀望者的各項風險知覺，如此有助於提升參與者之休閒涉入與

流暢體驗，更能提高重機遊憩整體發展的推廣性。

關鍵詞 : 休閒涉入、知覺風險、流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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