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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Ajzen(1985)的計劃行為理論來預測並解釋泛舟遊客參與冒險性泛舟的行為意圖並探討與休閒效益之關係，

研究之目的:分析計劃行為理論模式中行為意圖與各變項之間的關係，並探討影響冒險性泛舟運動遊客，參與從事泛舟行為

意圖之因素及參與後休閒效益及行為意圖是否會影響日後參與意圖。 本研究是透過現場實地發放問卷的方式，請完成泛舟

之遊客幫忙填寫。總共發放400份問卷，請遊客對於參與泛舟之行為意圖及休閒效益，進行填答。總共回收400份，去除無

效問卷沒填寫完成及填寫完全一致者13份，總共有效問卷為387份，有效率為96.7%。 結果本研究發現，參與者態度、主

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皆呈現正相關及正向影響；行為意圖與休閒效益呈現正相關。 而有關行為意圖之行為，

參與者有正向的行為意圖，對於行為之推薦有正向的影響存在，行為意圖越高對於行為之推薦的意願也會越高。

關鍵詞 : 冒險遊憩、激流泛舟、行為意圖、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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