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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月潭風景區為台灣主要的觀光景點，每年吸引國內外無數的觀光客。本研究旨在探討日月潭遊客旅遊動機、景點品質、

滿意度與遊客重遊意願的現況及其影響關係的模式。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對日月潭遊客進行問卷調查，共回

收329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方法包括?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素分析以及路徑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日月潭遊客

的動機、景點品質、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皆達到中高程度，動機以「健康性」動機最高；景點品質以「自然景觀」最受到認

同，「服務品質」則趨近普通。（二）遊客動機、景點品質、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影響模式得到證實，重遊意願會受到動

機、景點品質、滿意度的直接影響，且動機會透過景點品質與滿意度的路徑來影響重遊意願。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

出行銷策略的建議。

關鍵詞 : 動機、景點品質、滿意度、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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