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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大鵬灣開發基地為研究範圍，並以前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潟湖灣域的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遊客對大鵬灣海

域遊憩區環境屬性之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理環境與活動設施環境等四個構面的重視程度與滿意程度及其間之差異

性。 本研究根據95年5月期間採偶遇抽樣實際調查所得390份有效問卷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成對樣本t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大鵬灣海域遊憩地區遊客以年青人、未婚、高學

歷、學生、較低消費及北部地區的遊客為主。大部分遊客透過觀光宣傳及旅行社所提供之資訊，邀約與認識的好友結伴前

來旅遊。多數遊客喜歡大鵬灣自然景觀及海域遊憩活動，且都具有海域遊憩活動的經驗，但大多數未受過專業技能訓練。 

二、遊客對環境屬性的重視程度平均數範圍介於「有點重視」至「非常重視」之間，大多數的遊客對水上活動的安全性最

重視，對遊客彼此間的往來互動較不關切。 三、遊客對環境屬性的滿意程度平均數範圍介於「滿意」至「不滿意」之間，

大多數的遊客對規劃妥善寬敞的海域遊憩空間較為滿意，對目前經營管理環境未能與實況相配合較不滿意。 四、遊客對大

鵬灣環境屬性的整體評價滿意情形介於「有點不滿意」至「有點滿意」之間。 五、遊客對環境屬性構面重視程度介於「有

點重視」至「重視」之間；滿意程度介於「有點滿意」至「有點不滿意」之間，遊客對環境屬性評量的四個構面呈現顯著

的負向差距，顯示遊客對環境屬性的重視程度高於實際體驗的滿意程度。 六、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1.遊客不同個人背景變

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及海域遊憩技能訓練，在環境屬性構面重視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2.遊客不同個人

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海域遊憩經驗及海域遊憩技能訓練，在環境屬性構面滿意

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3.遊客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年齡在環境屬性構面整體滿意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七、運用重要－表現

程度分析法(IPA)分析發現，急需改善的項目有海水水質清澈、設施設計能與環境相配合、可觀賞水上遊憩活動、水上活動

票價合理等十五項，作為相關單位規劃開發海域遊憩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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