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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建構一自行車道遊客遊憩行為模式並加 以驗證，以台中縣東豐綠廊自行車道遊客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 共計發出三階段問卷共1260 份(預試樣本300 份、校正樣本480 份、效度樣本480 份)，回收有效問卷共1072 份(預試樣

本222 份、 校正樣本434 份、效度樣本4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5.1%， 將有效問卷經統計分析後發現： 一、旅遊資訊

來源會直接影響遊客遊玩後旅遊目的地意象認知情 形，且遊客旅遊目的地意象認知會進一步影響其對騎乘環境的知 覺程

度，對遊客而言，騎乘環境的知覺程度亦會直接影響騎乘時 的體驗感受，騎乘時的體驗感受則會直接影響其對遊憩行為過

程 的知覺價值評價，最後，遊客會根據整體的知覺價值評價產生後 續旅遊的行為意向。 二、本研究建構之「自行車道遊

客遊憩行為模式」具有良好的模 式適配度及複核效度。 最後，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不僅對政府相關單位及業者提 出相

關建議，亦針對此議題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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