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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遊客觀點，檢視新社鄉提供的相關設施及服務所帶給遊客之體驗與感受，探討體驗價值對目的地意象與遊客忠誠

度之影響，以及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挑選出七家庭園香草咖啡館為本研究問卷發放地點，而問卷發放則

採便利抽樣方式，請現場遊客依據實際體驗感受，進行問卷填答。共計發放42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405份。資料分析方法

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素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體驗價值對於目的地意象有顯著影響，尤

其以「服務優越性」對「服務意象」最具影響性。目的地意象對於遊客忠誠度有顯著影響，尤其以「價格意象」對「價格

容忍度」最具影響性。體驗價值對於遊客忠誠度有顯著影響，尤其以「消費者投資報酬」對「推薦重遊意願」最具影響性

。研究中並發現目的地意象對體驗價值與遊客忠誠度具中介效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單位做實質而具體的改善建

議，使其能獲得良好的觀光策略，以吸引更多遊客前往新社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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