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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主題樂園消費者顧客價值、顧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係，並分析顧客價值、顧客滿意度對重遊意

願之預測力。本研究以西湖渡假村之遊客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以便利抽樣方式收集問卷，總計發出369份問卷，

回收之有效問卷為35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6.5%。資料經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1)西湖渡假村遊客之整體顧客價值

為中等程度，其中以「享樂性價值」較高；(2)西湖渡假村遊客之整體顧客滿意度為普通程度，其中以對「服務態度」之滿

意度較高，而對「價格形象」、「設備數量」之滿意度相對較低；(3)西湖渡假村遊客之重遊意願為普通；(4)西湖渡假村遊

客之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重遊意願，以及顧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間皆達顯著相關；(5)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能有效預

測遊客之重遊意願，而顧客滿意度對重遊意願的預測力高於顧客價值。在顧客價值構面中，以「實用性價值」的預測力最

高；而在顧客滿意度構面中，則以「價格形象」的預測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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