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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進行北埔地區遊客之遊憩特性、目的地吸引力、遊憩體驗與行為意向間關係之探討。採取便利抽樣方式於北

埔地區進行調查，共取得有效問卷364份，採用SPSS for Windows 12.0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檢

定、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 研究結果顯示遊客過去造訪北埔次數1-3次為最多，居住在北部地區且是專

程到訪之遊客佔大多數；此次在北埔停留時間為3-4小時，造訪目的以欣賞自然環境為主。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不

同遊憩特性之遊客，在目的地吸引力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遊憩特性之遊客，在遊憩體驗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遊憩

特性之遊客，在行為意向上有顯著差異。 (四)目的地吸引力與遊客遊憩體驗間有顯著相關。 (五)目的地吸引力與遊客行為

意向間有顯著相關。 (六)遊客之遊憩體驗與其行為意向間有顯著相關。 (七)遊客之目的地吸引力與遊憩體驗對行為意向有

顯著預測力。 (八)控制到訪次數下，目的地吸引力與遊憩體驗對行為意向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最後就結果進行討論，並

提出相關之建議，以作為休閒遊憩規畫者、政府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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