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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問題是探討島嶼遊憩消費者參與之動機，並經由行銷策略研究選擇國外島嶼遊憩或國內島嶼遊憩的差異性。研究範

圍界定於「國內消費者對島嶼遊憩產品及服務、價格、資訊獲得方式及促銷推廣對選擇國內、外島嶼遊憩動機的差異，本

研究是透過旅行社領隊實地問卷調查的方式，共發放500份，依據受訪者回答所得資料，共回收問卷422份，回收率84.4%

，扣除部份未填之無效問卷39份，有效問卷共383份，問卷有效率90.7%，結果本研究發現，島嶼遊憩產品及服務與促銷推

廣有顯著差異，也因此本研究認為島嶼遊憩國際行銷策略應正視產品及服務的軟硬體設施，並加強推廣國內島嶼遊憩特色

至國際市場上，以達到國際行銷策略達到最好的效益。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島嶼遊憩動機強烈程度，以「紓壓動機」的感

受度最大，其次為「社交動機」。整體而言，總量表的平均遊憩動機程度屬於高程度。行銷策略之子構面「沙灘空間寬敞

」、「空氣品質清新」、「海底景觀豐富」、「海域安全設備」、「島嶼環境整潔」、「服務人員專業」、「旅遊社推薦

」、「新聞媒體報導」、「價格促銷活動」、「遊憩期間適當」、「憧憧憬國外情境」對選擇國內或國外島嶼遊憩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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