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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自民國 80 年在經濟起飛及周休二日政策實施後，加上民眾對健康與

生活品質越來越重視後，戶外休閒遊憩逐年的提升。近年來每到週末各遊

憩地區總是人滿為患，休閒遊憩區的管理與維護對主管單位也日漸複雜。

因此，掌握遊客對園區的知覺品質與滿意度乃為所屬單位作為提升園區品

質的重要參考依據。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位於台南市嘉南平原東部高山與平原交接處， 轄區

範圍廣大，擁有許多旅遊景點與文化特色。曾文水庫於民國 56 年動土興建，

民國 62 年完工，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之一。其水庫蓄水成湖後，成為了映

照四周蓊籲山林的萬頃碧池。為使這天然美景、豐富的大自然生態資源能

與全民共享，其於民國 63 年 7 月正式開放觀光。此外，風景區坐擁煙波浩

瀚的山水之色，整個園區內規劃了 10 個活動遊憩區，包括溪畔遊樂區、木

瓜園旅館區、大壩景觀區、湖濱別墅區等，其觀光發展條件優越，也使得遊

客有更多元的體驗。 

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將於 109 年 8 月正式開幕，其串聯烏山頭水庫

風景區、曾文區等觀光景點，佔地面積 11 公頃，園區景觀以鄉村與西拉雅

族傳統聚落等意象，融入嘉南平原地形與地貌來做設計，希冀成為台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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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區旅遊之亮點；左鎮化石園區整合原菜寮化石館、自然史教育館以及

光榮國小，是全國唯一「館校合一」的化石博物館其不只是「化石的原鄉」，

展現了獨特的自然與人文脈絡，更讓左鎮成為重要的化石研究基地。有關

三區域遊客的旅遊天數、消費金額、滿意分數、重遊意願與管理處活動及

自行車步道推廣之效率等都是需了解的。 

因此，本計畫針對曾文水庫、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左鎮化石園區進行

滿意度之問卷調查，並針對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分析，期盼透過本計畫的進

行，能了解民眾對曾文水庫、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左鎮化石園區的遊客

之旅遊天數、消費金額、滿意分數、重遊意願與管理處活動及自行車步道

推廣之效率，以改善轄區之觀光設施及旅遊服務品質，並利未來管理單位

進行相關維護管理與行銷策略之擬定。。 

第二節 計畫目標 

為瞭解國家風景區遊客滿意度，以供相關機關規劃與改善觀光設施、

提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發展策略之參考，特進行「111 年西拉雅國

家風景區滿意度調查」。目的歸納如下： 

(一) 曾文水庫遊客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二) 官田遊客中心遊客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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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左鎮化石園區遊客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第三節 計畫調查地點 

以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園區所屬曾文水庫、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左鎮

化石園區為主要研究範圍，研究範圍圖如下圖 1-1 所示。 

曾文水庫 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 

左鎮化石園區 

 

 

圖 1-1 研究調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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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服務乃為包含一系列的無形活動之流程(楊錦洲，2009)。透過卓越服務

滿足消費者的理念可作為服務研究與實踐之基石(Jaakkola & Terho, 2021)。

服務特性為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易逝性四類(Zeithaml et al., 1985) 

(如表 2-1 所示)，因為服務的無形性，對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的評估相比

商品品質評估更難衡量，且消費者在評量服務品質時不僅評估服務的結果，

也包含評估服務傳遞的過程。過往研究指出，服務品質乃為消費者滿意度

的先決條件(Lau et al., 2013)。在各遊憩區域的消費者就是遊客，遊客對於

服務品質的要求不僅是服務人員的態度，還包括了導覽人員的專業知識、

園區內的各項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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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服務之特性與內涵 

Spreng and Macke (1996)與楊錦洲 (2009)指出服務注重在滿足顧客需

求，當企業或機關做出了滿足或超出顧客的需求，顧客理所當然的會滿意，

因此顧客滿意度與服務品質有相當的關聯性，且服務品質與滿意度具有正

向的關係。當服務品質提升後，遊客對遊憩區域的滿意度將會提高，並影

響遊客對遊憩區域的評價、重遊意願及向親友推薦的意向；反之，如果服

務品質不良也將影響遊客的重遊意願，長時間下來將影響遊憩區域的遊客

數量，降低遊憩區域的價值。因此，近幾年政府極為重視各種服務的品質

與民眾的意見，不論是櫃台服務或休閒旅遊等場所，都持續進行相關之研

特性 內涵 

無形性

(intangibility) 

服務所提供的通常是無形的產品，它在購買之前是看不

見、聽不到、品嘗不到、聞不到、甚至感覺不到，與實

體產品有很大的差異性。 

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服務是生產與消費同時產生，同時存在而不可分割，多

數時候，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同時存在於服務的提供過

程。 

異質性 

(heterogeneity) 

服務是一種活動或流程，是各種條件所共同組成。為滿

足各種不同顧客需求而有差異，會隨著時間、地點及不

同的服務提供者使得服務效果產生改變。 

易逝性 

(perishability) 

服務因不可分割性而使得服務具有不可儲存的性質，無

法像實體商品可預先生產及存貨的方式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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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除了提升滿意度之外，亦須更加精進行銷策略，方能吸引遊客，尤其媒

體為現代行銷之重要媒介，乃為企業與消費者互相溝通的工具(劉樹澤，

1998)。目前的行銷媒體有很多，例如：電視、網路、書本等等，不同族群

的消費者有習慣性接觸的媒體(彭鉞淇，2009)。因此，多元的行銷推廣管道

可以將產品觸及到各個不同的族群。所以今後遊憩區域之經營者不僅需要

發掘影響服務品質傳遞原因，提出有效改善之策略，同時發想適當且有效

的行銷推廣策略亦是重要的任務。 

另外，為達到行銷推廣之目的，除了提升民眾對遊憩區域的滿意度之

外，更需了解遊客之重遊意願。為了提高遊客之重遊意願，必須提升民眾

對於遊憩區域之滿意度，而重遊行為便是遊客對之前的旅遊經歷感到滿足，

故願意再回到同一地點遊玩之行為(陳聰廉、張家銘，2006)。因此，對現代

旅遊經營者來說，了解經營管理與確認遊客重遊意願被視為重要的參考來

源(郭東昇、蕭茛錡，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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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目的在於瞭解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遊客行為，透過調查得知遊

客之基本遊憩行為(例如：旅遊天數、消費金額等)、旅遊滿意度(例如：服務

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及重遊意願。 

第一節 調查設計與方法 

一. 調查期間：自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0 日止。 

二. 調查時間：本計畫擇於 9 到 11 月份平日(週一至週五)與例假日(週休二

日)，時間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全日共累積 16 個小時。 

三. 訪問地點：曾文水庫、官田處本部遊客中心、左鎮化石園區 

四. 問卷蒐集：本計畫共發放 463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後，

實際回收 451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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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量表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項目分析來檢測題項之良窳，以利正式問卷之編定。其

項目分析內容包含遺漏值檢驗、描述性統計檢驗(平均數、標準差與偏態係

數)、極端值比較、同質性檢驗(相關係數、因素負荷值)等四大類 7 項指標。

信度是衡量問卷項目穩定性、一致性之分析工具。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定問卷的信度。 

由表 3-2 與表 3-3 可得知，各變項(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

服務品質、公共設施、交通)Cronbach’s α 係數皆在 0.70 以上，顯示各變項

之信度具有相當水準，而在項目分析 7 項衡量指標中，各變項之題項皆達

標準值，又本研究之問卷主要依據相關文獻以及考量實際情況編製而成，

並將回收之資料以項目分析進行分析，顯示本調查之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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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問卷項目分析表 

題

號 
題項內容 

平均 

數值 

標準

差值 
偏態 

極端

檢定 

相關

係數 

因素

負荷 

信度

Alpha 

第一部份：服務人員 0.90 

1 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4.48 0.62 -0.82 *** 0.76 0.64  

2 
服務人員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

力 
4.45 0.65 -0.83 *** 0.74 0.62  

第二部分：遊憩設施 0.87 

3 
風景區內服務設施(含設施的維

護) 
4.37 0.67 -0.73 *** 0.77 0.66  

4 引導指標清楚程度 4.39 0.67 -0.75 *** 0.74 0.62  

5 動線安排順暢性 4.34 0.69 -0.64 *** 0.79 0.69  

第三部分：經營管理 0.83 

6 環境美化綠化 4.50 0.64 -1.07 *** 0.73 0.60  

7 環境整潔 4.50 0.61 -0.93 *** 0.76 0.64  

8 廁所清潔程度 4.33 0.79 -0.93 *** 0.64 0.48  

第四部分：服務品質 0.88 

9 
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含食住行

及 e 化) 
4.27 0.70 -0.50 *** 0.77 0.65  

10 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 4.32 0.70 -0.54 *** 0.77 0.66  

11 風景區內安全通報管道或標示 4.28 0.71 -0.51 *** 0.78 0.67  

第五部分：交通 0.79 

12 大眾交通接駁便利性 3.85 0.88 -0.15 -- 0.67 0.50  

13 停車位數量足夠 3.98 0.92 -0.54 *** 0.55 0.35  

第六部分：公共設施  

14 
身心障礙、性別、高齡及多元性

別服務設施及空間設計 
4.22 0.75 -0.45 *** 0.74 0.60  

第六部分：重遊意願  

15 整體滿意度 4.37 0.63 -0.53 *** 0.79 0.68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10 

第三節 調查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方法共分為三項，統計分析主要以 SPSS 20.0 做為分析之工

具：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受訪遊客的基本資料進行社經背景與與遊憩特性之描述，以及各

變項(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公共設施與重遊

意願)滿意度之排序。 

二、差異分析 

進行交叉分析建立交叉分析表，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與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方式，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遊客遊憩行

為特性對各研究變項之滿意度之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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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估與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特性分析 

本節探討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園區之滿意度問卷調查之結果，有效問卷

共計完成 451 份，遊客的基本結構資料，如表 4-1 所示。 

一、性別：以女生為主，佔 56.3%，男性佔 43.7%。 

二、年齡：以 31~40 歲之人數最多，佔 32.8%，其次為 21~30 歲者，佔 30.6%，

顯示參與之遊客以青壯年為主要族群。 

三、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佔 59.2%，未婚佔 40.8% 

四、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程度者為最多，佔 57.2%，其次為碩士，佔 21.1%。 

五、工作別：以工商業者為較多，佔 27.9%，其次為服務業，佔 18.2% 

六、目前居住地：以臺南市之遊客為最多，佔 29.3%，其次為高屏地區之遊

客為最多，佔 26.4%，顯見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地域便利與地緣

關係仍佔有很重要的因素。 

七、個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50,000 元為較多，佔 33.0%，其次為

$50,001-$70,000 元，佔 18.0%。 

八、單車樂活小旅-菱波官田線調查：以「不知道，且沒有體驗過」為最多，

佔 71.0%。 

九、遊客對於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資訊來源分佈以網路(FB、google、

youtube、部落格)為最多，佔 47.3%，其次為親友間介紹，佔 27.1%。 

十、受歡迎的網路貼文：以景點美照為最多，佔 29.7%，其次為在地人文故

事，佔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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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已知的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活動：以白河木棉花季為最多，

佔 21.4%，其次為二寮迎曙光，佔 16.0%，其三為西拉雅森活節，佔 11.8%。 

十二、是否會再次造訪：以會再次造訪為居多，佔 96.5%，顯見大部分遊客

還是會再次前往此旅遊地。此外，其中有 3.5%的遊客不會再造訪此旅

遊地，其原因為： 

1. 缺乏特色，佔 31.6%。 

2. 環境髒亂，佔 5.3%。 

3. 交通不便，佔 52.6%。 

4. 遊憩設施差，佔 5.3%。 

5. 花費高，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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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遊客族群結構分析表(N=451) 

  

人口統計變項 百分比 排序 人口統計變項 百分比 排序 

性別 
男性 43.7% 2 

年

齡 

20 歲(含)以下 3.8% 6 

女性 56.3% 1 21~30 歲 30.6% 2 

婚姻

狀況 

未婚 40.8% 2 31~40 歲 32.8% 1 

已婚 59.2% 1 41~50 歲 14.9% 3 

教育

程度 

國小 2.2% 4 51~60 歲 11.8% 4 

國中 2.2% 4 61 歲(含)以上 6.2% 5 

高中職 15.1% 3 

居

住

地 

北北基 10.9% 4 

大學/專科 57.2% 1 桃竹苗 9.5% 5 

碩士 21.1% 2 中彰投雲 16.9% 3 

博士 2.2% 4 嘉義縣市 6.0% 6 

工作

別 

農林漁牧 1.8% 9 台南市 29.3% 1 

軍公教 11.5% 3 高屏地區 26.4% 2 

工商業 27.9% 1 東部(宜花東) 0.9% 7 

服務業 18.2% 2 離島地區或其他 0.2% 8 

自由業 8.6% 6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無經常性收入 15.3% 4 

家管/退休 10.2% 4 $30,000元(含)以下 17.1% 3 

律師、醫師

等專業人員 
6.0% 8 $30,001-$50,000元 33.0% 1 

學生 9.5% 5 $50,001-$70,000元 18.0% 2 

其他 6.2% 7 $70,001-$100,000元 10.4% 5 

「單

車樂

活小

旅-

菱波

官田

線」

調查 

知道，且有

體驗過 
8.4 3 $100,001元(含)以上 6.2% 6 

知道，但沒

有體驗過 
20.6 2     

不知道，且

沒有體驗過 
7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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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遊客族群結構分析表(N=451) (續) 

 

  

人口統計變項 百分比 排序 人口統計變項 百分比 排序 

資

訊

來

源 

網路

(Instagram、

FB、

Google、

Youtube、部

落格) 

47.3% 1 

已

知

的

活

動 

西拉雅森活節 11.8 3 

觀光局及所

屬官方網站 
18.6% 3 趣飛車 7.4 5 

報章雜誌 6.3% 4 
童趣西拉雅小鐵

人親子活動 
6.2 9 

親友 27.1% 2 西拉雅吃冰節 6.4 7 

其他 0.8% 5 火王爺拉山車 6.3 8 

受

歡

迎

的

網

路

貼

文 

抽獎資訊文 12.8% 5 水庫騎跡 6.4 7 

活動通知 16.4% 3 西拉雅族夜祭 7.8 4 

景點美照 29.7% 1 蝴蝶遊樂園 6.7 6 

在地人文故

事 
19.1% 2 

西拉雅 Chill 嗨嗨

系列活動 
3.7 10 

梗圖 6.6% 6 白河木棉花季 21.4 1 

在地旅遊知

識分享 
15.4% 4 二寮迎曙光 16.0 2 

是

否

會

再

次

造

訪 

會 96.5% 1     

不會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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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客的基本遊憩行為特性分析 

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以「左鎮化石園區」之

人數比率最多(佔 37.9%)，其次以「曾文水庫」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13.7%)。 

表 4-2 遊客印象最深刻之地方分析表(N=451)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中埔遊客中心 1.1% 13 

關子嶺風景區 12.0% 3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2.9% 9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1.3% 12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4.2% 6 

官田遊客中心 1.6% 11 

走馬瀨農場 8.4% 4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5.3% 5 

左鎮化石園區 37.9% 1 

虎頭埤風景區 2.4% 10 

二寮觀日平台 2.4% 10 

南化遊客中心 0.2% 14 

玉井 3.3% 7 

梅嶺風景區 3.1% 8 

曾文水庫 1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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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遊客印象最深刻之地方分析表(N=451)(續) 

遊客印象深刻的原因 

左鎮化石園區 
1. 結合科學考古、教育推廣以及觀光休憩功能 

2. 親子挖掘體驗 

曾文水庫 

1. 遊湖賞鷹 

2. 飽覽山水奇景 

3. 老少皆宜的景點，適合全家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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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第 1 個遊覽的景點 

遊客此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第 1 個遊覽的景點以「左鎮化石園區」

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49.2%)，其次以「曾文水庫」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12.6%)。 

表 4-3 遊客第 1 個遊覽的景點分析表(N=451)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中埔遊客中心 2.0% 8 

關子嶺風景區 11.3% 3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2.0% 8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1.1% 9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2.2% 7 

官田遊客中心 2.4% 6 

走馬瀨農場 7.1% 4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3.1% 5 

左鎮化石園區 49.2% 1 

虎頭埤風景區 2.4% 6 

二寮觀日平台 1.1% 9 

南化遊客中心 0.2% 11 

玉井 2.2% 7 

梅嶺風景區 0.9% 10 

曾文水庫 1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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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已經遊覽過的景點 

本項目比例之計算，乃將遊客填答結果相加得出總次數後，依序算出

各景點之比例。由調查結果得知，遊客此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已

經遊覽過的景點，以「左鎮化石園區」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16.6%)，其次以

「關子嶺風景區」(佔 12.3%)居多。 

表 4-4 遊客已經遊覽過之景點分析表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中埔遊客中心 2.0 14 

關子嶺風景區 12.3 2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4.3 10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3.6 12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4.6 9 

官田遊客中心 3.9 11 

走馬瀨農場 11.2 4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5.0 8 

左鎮化石園區 16.6 1 

虎頭埤風景區 8.2 5 

二寮觀日平台 3.0 13 

南化遊客中心 1.4 15 

玉井 7.5 6 

梅嶺風景區 5.2 7 

曾文水庫 1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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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預計再遊覽的景點 

本次調查列舉 15 個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景點，本項目比例之計算，乃將

遊客填答結果相加得出總次數後，依序算出各景點之比例。遊客此次至西

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預計再遊覽的景點以「關子嶺風景區」之人數比率

最多(佔 12.0%)，其次以「左鎮化石園區」(佔 11.7%)居多。 

表 4-5 遊客預計再遊覽的景點分析表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中埔遊客中心 2.2 13 

關子嶺風景區 12.0 1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5.6 10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4.8 11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4.8 11 

官田遊客中心 2.4 12 

走馬瀨農場 9.1 4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8.5 5 

左鎮化石園區 11.7 2 

虎頭埤風景區 6.3 9 

二寮觀日平台 6.6 8 

南化遊客中心 2.1 14 

玉井 7.0 7 

梅嶺風景區 7.2 6 

曾文水庫 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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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遊客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停留時間 

本次調查中，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停留時間，其中以「半

天」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47.5%)，其次以「1 天(不過夜)」(佔 37.0%)居多。 

表 4-6 遊客預計停留時間分析表(N=451) 

停留時間 百分比 排序 

半天 47.5% 1 

1 天(不過夜) 37.0% 2 

2 天 1 夜 13.1% 3 

3 天 2 夜 1.8% 4 

4 天 3 夜 0.2% 6 

5 天(含)以上 0.4% 5 

綜合遊客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遊覽景點與遊客預計停留時間，其主

要以半日遊為主，且在行程安排上多將以下景點排在一起，例如： 

（一） 左鎮化石園區與臺南花園水道博物館 

（二） 曾文水庫與走馬瀨農場 

（三） 官田遊客中心與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四） 關子嶺風景區與中埔遊客中心 

從以上路線得知，遊客的行程安排主要以鄰近地點為主，亦可能在單個景

點的遊憩設施提供上，尚無法全面滿足遊客全面性的旅遊體驗，換言之，

遊客需要搜尋周邊景點以滿足其旅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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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遊客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花費 

本次調查中，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花費，其中以「501-1000

元」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33.30%)，其次以「500 元(含)以下」(佔 29.70%)居

多。 

 

圖 4-1 每位遊客預計花費 

29.70%
33.30%

16.00%

5.80% 5.30%

10.00%

0.0%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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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旅遊之滿意度分析 

遊客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整體服務之分數，平均分數為 88.5 分，其

中以「90-99 分」的 41.00%最高，顯見遊客多數認為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園

區之整體服務非常良好。其整體服務分數之分佈，如圖 4-2 所示。 

 

圖 4-2 遊客整體服務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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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發現，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非常

滿意與滿意佔 94.0%)與經營管理中環境整潔(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94.7%)兩

項目中，有著高達九成以上的滿意程度，但在遊憩設施中的「動線安排順

暢性」(普通佔 11.3%)；經營管理中的「廁所清潔程度」(普通佔 14.6%)；服

務品質中的「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普通佔 13.3%)、「提供之旅遊

資訊服務(含食住行及 e 化)」(普通佔 13.5%)、「風景區內安全通報管道或標

示」(普通佔 14.6%)等五個題項中，有一成的遊客尚覺普通。另外，針對交

通部分，遊客之大眾交通接駁便利性與滿意度下降到六成(非常滿意與滿意

佔 60.5%)、停車場便利性下降到七成(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70.3%)。換言之，

在動線安排、廁所清潔、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旅遊資訊的提供、安

全標示與交通部份這幾個項目中尚有修正與改進的空間，以利提升遊客對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重遊意願。各部份之結果詳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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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滿意度分析表(N=451) 

題號 題項內容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 

滿意 

非常

不 

滿意 

無此

經驗 

第一部份：服務人員 

1 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54.3% 39.7% 5.8% 0.2% 0.0% 0.0% 

2 
服務人員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

力 
53.7% 37.9% 8.2% 0.2% 0.0% 0.0% 

第二部分：遊憩設施 

3 
風景區內服務設施(含設施的維

護) 
47.2% 43.7% 8.4% 0.7% 0.0% 0.0% 

4 引導指標清楚程度 49.4% 40.8% 9.3% 0.4% 0.0% 0.0% 

5 動線安排順暢性 45.9% 42.4% 11.3% 0.4% 0.0% 0.0% 

第三部分：經營管理 

6 環境美化綠化 57.2% 36.4% 5.8% 0.7% 0.0% 0.0% 

7 環境整潔 55.7% 39.0% 4.9% 0.4% 0.0% 0.0% 

8 廁所清潔程度 51.0% 32.8% 14.6% 1.3% 0.2% 0.0% 

第四部分：服務品質 

9 
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含食住行

及 e 化) 
41.0% 45.0% 13.5% 0.4% 0.0% 0.0% 

10 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 45.7% 41.0% 13.3% 0.0% 0.0% 0.0% 

11 風景區內安全通報管道或標示 43.5% 41.7% 14.6% 0.2% 0.0% 0.0% 

第五部分：交通 

12 大眾交通接駁便利性 27.9% 32.6% 36.4% 2.4 0.7% 0.0% 

13 停車場便利性 34.6% 35.7% 23.5% 5.8 0.4% 0.0% 

第六部分：公共設施 

14 
身心障礙、性別、高齡及多元性

別服務設施及空間設計 
40.8% 41.0% 17.7% 0.4% 0.0% 0.0% 

第七部分：重遊意願 

15 整體滿意度 45.0% 47.7% 7.1% 0.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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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客對景點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次研究調查，針對遊客的人口統計變數(例如：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度、工作別、目前居住地、個人平均月收入)進行滿意度(服務人

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公共設施、重遊意願)的差異

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別、目前

居住地、個人平均月收入等七項人口統計變項並不會左右遊客對於滿意度

(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公共設施、重遊意願)

之態度，惟有遊客的年齡對服務品質滿意度變項上達顯著差異(F=3.10，

P<0.01)、遊客的年齡對交通滿意度變項上達顯著差異(F=2.49，P<0.05)，以

及個人平均月收入對重遊意願滿意度變項上達顯著差異(F=2.88，P<0.05)。

又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品質與交通的部份，20 歲(含)以下之遊客

的服務品質和交通程度大於 61 歲(含)以上之遊客；重遊意願部分，$30,001-

$50,000 元的重遊意願程度大於$100,001 元(含)以上。由此可知，相較之下

年齡位於 20 歲(含)以下的遊客認同程度較為強烈，而平均月收入$30,001-

$50,000 元的遊客在重遊意願上較高(詳細內容詳見附錄三中附表 3-1 至附

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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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遊客之族群特性分析 

（一）已婚族群：分佈年齡依序為 31-40 歲(佔 41.9%)與 41-50 歲(佔

22.5%)；職業為工商業(佔 31.1%)為主，其次為家管/退休(佔 16.9%)；個

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 元-$50,000 元」為主(佔 31.1%)；每位預計花

費以「$501-$1000 元」占 32.2%、「500 元(含)以下」占 24.3%。 

（二）未婚族群：分佈年齡集中於 21-30 歲(佔 64.7%)與 31-40 歲(佔

19.6%)；職業為工商業(佔 23.4%)居多，學生(佔 22.8%)是次要之遊客族

群；個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 元到$50,000 元」為主(佔 35.9%)，

「$30,000 元(含)以下」次之(佔 22.3%)；每位預計花費以「500 元(含)以

下」為主(佔 37.5%)、其次為「$501-$1000 元」(占 34.8%)。 

二、遊客之遊憩特性分析 

（一）遊客會再次造訪此旅遊地高達 96.5%，顯示遊客有高度之重遊

意願，可見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有相當高之認同感。 

（二）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旅遊資訊主要來源以網路(FB、

google、youtube、部落格)為主(占 47.3%)，其次為親友介紹(占 27.1%)。 

（三）遊客停留時間以半日遊為主(占 47.5%)，其次為停留時間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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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夜) (占 37.0%)不過夜之遊客。 

三、建議 

（一）設施的管理與維護 

本次調查中發現遊憩設施(例如：設施維護、指標是否清楚、動

線安排是否順暢)與經營管理(例如：環境美化綠化與環境是否整潔)

的滿意度有著近九成的滿意程度。但部分遊客反映些許問題，例如：

曾文水庫遊客反映廁所有異味且積水，建議管理單位可加強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內廁所環境整潔的維護，以提高遊憩品質。 

另外，曾文水庫遊客建議部分設施需持續更新且維護，同時增

設垃圾桶或吸菸區。建議管理單位評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所提供

的相關設施是否需修繕或更新，亦須考量其是否有效並足夠提供遊

客更完善的設施體驗，以提高遊客之滿意度。 

根據本次現場調查，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遊客族群多以青壯年

族群為主。針對前者，建議管理單位可再增加較新穎的設施(例如：

遊園車)，或是打造沉浸式的體驗來呈現地方故事性與趣味性，進而

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前來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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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改善設施 

本次調查中發現遊客針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的交通滿意度下

降許多(非常滿意與滿意者僅佔 65.4%)，其問項主要包含大眾交通接

駁是否便利、停車數量是否足夠、停車場便利性。遊客反映的問題

主要是停車位不足(例如：左鎮化石園區與曾文水庫)、停車場大多為

私人設置(例如：左鎮化石園區) (圖 5-1)與大眾運輸系統的不便利。

建議管理單位可增加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周邊之停車位與加強停車場

周邊的動線與標示，以利遊客方便停車，同時在官方網站上增設大

眾交通資訊，更可在景點內(例如：遊客中心、園區)與車站(例如：火

車站及公車站牌)附近，明確地告示大眾運輸(例如：公車、客運)之

時刻表資訊，以利遊客搭乘。 

 

 

 

 

 

 

 

 

 

 

 

圖 5- 1(左鎮化石園區：周遭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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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銷推廣 

綜合問卷結果，從遊客的基本遊憩行為特性分析可以發現，遊

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某些景點預計再遊覽的機會並不高(例

如：僅有 2.2%的遊客還會再遊覽中埔遊客中心、2.1%的遊客還會再

去南化遊客中心)。建議管理單位可積極地針對排序較低之景點進行

行銷與推廣，以吸引遊客再次前往遊玩。 

本次調查可知，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旅遊資訊主要來

源以網路(FB、google、youtube、部落格)為主(占 47.3%)，建議管理

單位可多加運用官方臉書與官方網站等網路平台以強化與遊客之間

的關係，同時分享更多受遊客歡迎的貼文類型，例如：景點美照、在

地人文故事或活動通知等。此外，單車樂活小旅-菱波官田線調查結

果以「不知道，且沒有體驗過」為最多，建議管理單位可以在官網以

外的社群平台多加推廣，使更多遊客可以了解到此活動，進而來參

與。 

未來，除了發展地方節慶與文化活動，亦可連結周邊觀光遊憩

資源，達到觀光資源上的整合，進而呈現多元且具深度的遊程規劃，

以提升遊客滿意度，吸引更多國內外觀光客，並帶動地方旅遊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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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地問卷調查現況 

一、實地問卷調查現況(左鎮化石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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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問卷調查現況(官田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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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問卷調查現況(曾文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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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建議或改善之處 

遊客提出之建議或改善之處如下： 

附表 2-1 建議或改善之處分析表 

地點 意見說明 

曾文水庫 

1.曾文水庫的船班可以多開一些。 

2.設備應持續更新，可多設置垃圾桶或吸煙區。 

3.乘船處停車位太少。 

4.增設遊園車。 

5.有些地板長青苔會滑。 

6.無障礙設施不足。 

7.步道突起處應特別標示， 否則會跌倒。 

8.廁所很臭。 

9.建議可以新增更多元的活動。 

10.當天去，路上有道路施工，但沒有明顯的告示牌。 

左鎮化石 

園區 

1.應有管理經典臨近停車場的制度，不可讓民間停車場偽造為官方停車場。 

2.停車場部分可改善(例如：官方的指標)。 

3.可以有更多的導覽說明。 

4.網路上的資訊可以再清楚一些，附設停車場或是停車收費之類的。 

5.週遭店家可以規劃的更加完善。 

6.停車位與外圍指示路牌表示需更明顯。 

7.左鎮化石園區的票閘該更新一下，進場速度有夠慢，人多一點肯定塞爆。 

8.化石館的動線規劃可再清楚一點，展場樓梯太暗。 

9.互動體驗設備可多一些。 

10.化石館燈光太暗。 

11.希望有更多元的飲食選擇。 

12.停車位不好找希望有專屬於公家停車場。 

13.附近停車收費標準不一。 

官田 

遊客中心 

1.增加園內接駁讓老幼也能感受大自然美。 

2.希望能多些宣傳及動線改進。 

其他景點 
1.走馬瀨農場遊樂器材設備老舊，疏於維護。 

2.指標字體大小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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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眾運輸再更方便些。 

4.宣傳不足。 

5.走馬瀨農場，親子區不是很乾淨。 

6.多增加親子互動遊樂區。 

7.改善硬體設施廁所。 

8.加強無障礙設施。 

9.部分設施可增設冷氣。 

10.水道博物館很美，但是太熱了，希望有冷氣休憩區。 

11.公廁維護有待加強。 

12.部分景區工程施作進度緩慢。 

13.相關導覽標示設備老舊。 

14.建議有環遊公車。 

15.虎頭埤風景區兒童遊樂設施不足。 

16.虎頭埤遊憩設施老舊，希望能更新。 

17.活動時間發布不清楚，每次知道活動都是新聞播出才知道。 

18.建議八田與一景點可以有更多結合當地特色的活動。 

19.景點缺乏地方特色活動。 

附表 2-2 官網建議或改善之處分析表 

網站 

名稱 
內容 意見說明 

響應式 

網頁 

因應不同裝置寬度(例如：電腦、平

板、手機)而有不同的版面變化。 
開啟網頁時皆正常且無跑版。 

頁首 
主選單每一選項是否可以連結至正

確的網頁。 
主選單內每一個選項都可連結到正確的頁面中。 

頁尾 
應包含頁尾導覽、聯絡資訊、隱私

權政策、回首頁等訊息。 

經查頁尾的導覽、聯絡資訊(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 與意見信箱)皆可連結到正確的頁面中。 

圖片輪播 
網頁中的圖片輪播是否順暢，且符

合內容。 
建議此處可以播放當季的活動即可。 

語言種類

多樣性 
提供給使用者不同的語言選擇 

網頁提供中、英語和日語介面，供不同母語人士進行

選擇。 

其他  

1. 於網站中提供即時景點實況影像，以利遊客得知

現場狀態，或景點美景。 

2. 於網站最下方已有提供地址與電話，是否添加處

本部服務時間以便洽公或遊客遊客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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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遊客對景點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附表 3-1 性別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備註 

服務人員 
男性 4.46 0.58 

-0.19 -- 
女性 4.47 0.63 

遊憩設施 
男性 4.37 0.59 

0.13 -- 
女性 4.36 0.62 

經營管理 
男性 4.46 0.58 

0.42 -- 
女性 4.43 0.60 

服務品質 
男性 4.28 0.64 

-0.26 -- 
女性 4.30 0.63 

交通 
男性 3.94 0.80 

0.69 -- 
女性 3.89 0.81 

公共設施 
男性 4.23 0.75 

0.30 -- 
女性 4.21 0.75 

重遊意願 
男性 4.40 0.59 

0.64 -- 
女性 4.36 0.65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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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年齡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1)20歲(含)以

下 

4.62 0.57 

1.22 -- 

(2)21-30歲 4.45 0.64 

(3)31-40歲 4.53 0.57 

(4)41-50歲 4.37 0.65 

(5)51-60歲 4.45 0.51 

(6)61歲(含)以

上 

4.34 0.67 

遊憩設施 

(1)20歲(含)以

下 

4.67 0.44 

1.90 -- 

(2)21-30歲 4.36 0.64 

(3)31-40歲 4.43 0.60 

(4)41-50歲 4.29 0.61 

(5)51-60歲 4.32 0.55 

(6)61歲(含)以

上 

4.19 0.51 

經營管理 

(1)20歲(含)以

下 

4.78 0.33 

2.34 -- 

(2)21-30歲 4.39 0.61 

(3)31-40歲 4.52 0.56 

(4)41-50歲 4.38 0.66 

(5)51-60歲 4.42 0.57 

(6)61歲(含)以

上 

4.31 0.56 

服務品質 

(1)20歲(含)以

下 

4.67 0.44 

3.10** 
20歲(含)以下

>61歲(含)以上 

(2)21-30歲 4.33 0.63 

(3)31-40歲 4.34 0.62 

(4)41-50歲 4.22 0.67 

(5)51-60歲 4.18 0.66 

(6)61歲(含)以

上 

4.01 0.49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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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年齡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續)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交通 

(1)20歲(含)以

下 

4.41 0.64 

2.49* 
20歲(含)以下

>61歲(含)以上 

(2)21-30歲 3.96 0.86 

(3)31-40歲 3.89 0.78 

(4)41-50歲 3.93 0.77 

(5)51-60歲 3.87 0.80 

(6)61歲(含)以

上 

3.57 0.70 

公共設施 

(1)20歲(含)以

下 

4.53 0.62 

2.69 -- 

(2)21-30歲 4.28 0.76 

(3)31-40歲 4.22 0.73 

(4)41-50歲 4.22 0.73 

(5)51-60歲 4.23 0.72 

(6)61歲(含)以

上 

3.79 0.74 

重遊意願 

(1)20歲(含)以

下 

4.65 0.49 

1.41 -- 

(2)21-30歲 4.40 0.65 

(3)31-40歲 4.41 0.65 

(4)41-50歲 4.31 0.61 

(5)51-60歲 4.30 0.61 

(6)61歲(含)以

上 

4.21 0.5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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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3 婚姻狀況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備註 

服務人員 
未婚 4.42 0.63 

-1.29 -- 
已婚 4.50 0.59 

遊憩設施 
未婚 4.32 0.62 

-1.49 -- 
已婚 4.40 0.59 

經營管理 
未婚 4.37 0.61 

-2.33 -- 
已婚 4.50 0.57 

服務品質 
未婚 4.27 0.64 

-0.59 -- 
已婚 4.31 0.63 

交通 
未婚 3.88 0.82 

-0.75 -- 
已婚 3.94 0.80 

公共設施 
未婚 4.19 0.77 

-0.75 -- 
已婚 4.24 0.73 

重遊意願 
未婚 4.35 0.63 

-0.76 -- 
已婚 4.39 0.6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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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4 教育程度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1)國小 4.65 0.47 

0.57 -- 

(2)國中 4.60 0.46 

(3)高中職 4.46 0.68 

(4)大學/專科 4.48 0.60 

(5)碩士 4.40 0.58 

(6)博士 4.40 0.66 

遊憩設施 

(1)國小 4.60 0.44 

1.72 -- 

(2)國中 4.67 0.50 

(3)高中職 4.42 0.63 

(4)大學/專科 4.38 0.61 

(5)碩士 4.26 0.59 

(6)博士 4.20 0.50 

經營管理 

(1)國小 4.60 0.47 

1.84 -- 

(2)國中 4.87 0.28 

(3)高中職 4.47 0.62 

(4)大學/專科 4.46 0.60 

(5)碩士 4.34 0.54 

(6)博士 4.37 0.67 

服務品質 

(1)國小 4.63 0.46 

1.83 -- 

(2)國中 4.50 0.63 

(3)高中職 4.25 0.72 

(4)大學/專科 4.33 0.63 

(5)碩士 4.20 0.58 

(6)博士 4.00 0.63 

交通 

(1)國小 4.40 0.57 

2.60 -- 

(2)國中 4.55 0.69 

(3)高中職 4.00 0.82 

(4)大學/專科 3.89 0.84 

(5)碩士 3.84 0.70 

(6)博士 3.65 0.8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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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4 教育程度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續)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公共設施 

(1)國小 4.60 0.52 

1.76 -- 

(2)國中 4.70 0.48 

(3)高中職 4.21 0.76 

(4)大學/專科 4.23 0.75 

(5)碩士 4.12 0.73 

(6)博士 4.20 0.79 

重遊意願 

(1)國小 4.60 0.52 

2.21 -- 

(2)國中 4.90 0.32 

(3)高中職 4.35 0.69 

(4)大學/專科 4.39 0.61 

(5)碩士 4.29 0.63 

(6)博士 4.20 0.63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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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工作別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1)農林漁牧 4.63 0.52 

1.41 -- 

(2)軍公教 4.38 0.68 

(3)工商業 4.55 0.55 

(4)服務業 4.32 0.69 

(5)自由業 4.50 0.55 

(6)家管/退休 4.58 0.60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35 0.52 

(8)學生 4.48 0.57 

(9)其他 4.46 0.65 

遊憩設施 

(1)農林漁牧 4.58 0.50 

0.91 -- 

(2)軍公教 4.30 0.61 

(3)工商業 4.43 0.58 

(4)服務業 4.33 0.68 

(5)自由業 4.38 0.59 

(6)家管/退休 4.44 0.56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21 0.58 

(8)學生 4.27 0.66 

(9)其他 4.42 0.53 

經營管理 

(1)農林漁牧 4.63 0.45 

1.55 -- 

(2)軍公教 4.29 0.64 

(3)工商業 4.53 0.50 

(4)服務業 4.36 0.67 

(5)自由業 4.52 0.56 

(6)家管/退休 4.55 0.56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35 0.68 

(8)學生 4.36 0.59 

(9)其他 4.45 0.62 

服務品質 

(1)農林漁牧 4.50 0.53 

0.52 -- 

(2)軍公教 4.21 0.67 

(3)工商業 4.35 0.64 

(4)服務業 4.24 0.69 

(5)自由業 4.32 0.61 

(6)家管/退休 4.28 0.65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20 0.51 

(8)學生 4.32 0.55 

(9)其他 4.30 0.66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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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工作別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續)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交通 

(1)農林漁牧 4.50 0.53 

0.91 -- 

(2)軍公教 3.80 0.81 

(3)工商業 3.94 0.78 

(4)服務業 3.93 0.82 

(5)自由業 3.94 0.79 

(6)家管/退休 3.98 0.82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3.72 0.78 

(8)學生 3.91 0.87 

(9)其他 3.89 0.85 

公共設施 

(1)農林漁牧 4.50 0.53 

0.94 -- 

(2)軍公教 4.04 0.79 

(3)工商業 4.32 0.70 

(4)服務業 4.20 0.76 

(5)自由業 4.26 0.79 

(6)家管/退休 4.26 0.80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11 0.70 

(8)學生 4.16 0.78 

(9)其他 4.21 0.69 

重遊意願 

(1)農林漁牧 4.63 0.52 

0.98 -- 

(2)軍公教 4.33 0.62 

(3)工商業 4.38 0.58 

(4)服務業 4.30 0.68 

(5)自由業 4.49 0.64 

(6)家管/退休 4.50 0.62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22 0.58 

(8)學生 4.33 0.71 

(9)其他 4.43 0.57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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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6 居住地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1)北北基 4.24 0.73 

1.68 -- 

(2)桃竹苗 4.35 0.66 

(3)中彰投雲 4.54 0.63 

(4)嘉義縣市 4.52 0.61 

(5)臺南市 4.50 0.59 

(6)高屏地區 4.49 0.52 

(7)東部(宜花東) 4.75 0.5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遊憩設施 

(1)北北基 4.27 0.57 

0.79 -- 

(2)桃竹苗 4.30 0.63 

(3)中彰投雲 4.38 0.69 

(4)嘉義縣市 4.43 0.58 

(5)臺南市 4.41 0.56 

(6)高屏地區 4.34 0.61 

(7)東部(宜花東) 4.75 0.5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經營管理 

(1)北北基 4.32 0.65 

0.76 -- 

(2)桃竹苗 4.46 0.58 

(3)中彰投雲 4.47 0.58 

(4)嘉義縣市 4.49 0.58 

(5)臺南市 4.47 0.55 

(6)高屏地區 4.41 0.62 

(7)東部(宜花東) 4.75 0.5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服務品質 

(1)北北基 4.10 0.66 

1.37 -- 

(2)桃竹苗 4.26 0.66 

(3)中彰投雲 4.37 0.58 

(4)嘉義縣市 4.27 0.65 

(5)臺南市 4.32 0.63 

(6)高屏地區 4.29 0.64 

(7)東部(宜花東) 4.75 0.5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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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6 居住地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續)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交通 

(1)北北基 3.72 0.79 

0.87 -- 

(2)桃竹苗 3.81 0.79 

(3)中彰投雲 3.95 0.84 

(4)嘉義縣市 3.98 0.79 

(5)臺南市 3.93 0.81 

(6)高屏地區 3.97 0.79 

(7)東部(宜花東) 3.88 1.31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公共設施 

(1)北北基 4.00 0.82 

1.36 -- 

(2)桃竹苗 4.30 0.74 

(3)中彰投雲 4.32 0.70 

(4)嘉義縣市 4.15 0.86 

(5)臺南市 4.21 0.75 

(6)高屏地區 4.23 0.71 

(7)東部(宜花東) 4.75 0.5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重遊意願 

(1)北北基 4.27 0.60 

0.87 -- 

(2)桃竹苗 4.40 0.66 

(3)中彰投雲 4.38 0.65 

(4)嘉義縣市 4.59 0.64 

(5)臺南市 4.36 0.61 

(6)高屏地區 4.37 0.62 

(7)東部(宜花東) 4.50 0.58 

(8)離島地區或其他 5.00 0.0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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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7 個人平均月收入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1)無經常性收入 4.54 0.54 

0.89 -- 

(2) $30,000元(含)以下 4.43 0.64 

(3) $30,001-$50,000元 4.51 0.59 

(4) $50,001-$70,000元 4.44 0.60 

(5) $70,001-$100,000元 4.41 0.64 

(6) $100,001元(含)以上 4.30 0.71 

遊憩設施 

(1)無經常性收入 4.39 0.58 

1.68 -- 

(2) $30,000元(含)以下 4.32 0.63 

(3) $30,001-$50,000元 4.44 0.59 

(4) $50,001-$70,000元 4.32 0.58 

(5) $70,001-$100,000元 4.41 0.58 

(6) $100,001元(含)以上 4.12 0.74 

經營管理 

(1)無經常性收入 4.44 0.53 

1.51 -- 

(2) $30,000元(含)以下 4.37 0.60 

(3) $30,001-$50,000元 4.52 0.56 

(4) $50,001-$70,000元 4.45 0.62 

(5) $70,001-$100,000元 4.43 0.56 

(6) $100,001元(含)以上 4.23 0.79 

服務品質 

(1)無經常性收入 4.33 0.60 

1.71 -- 

(2) $30,000元(含)以下 4.29 0.64 

(3) $30,001-$50,000元 4.38 0.60 

(4) $50,001-$70,000元 4.19 0.65 

(5) $70,001-$100,000元 4.26 0.64 

(6) $100,001元(含)以上 4.08 0.78 

交通 

(1)無經常性收入 3.89 0.93 

1.15 -- 

(2) $30,000元(含)以下 3.86 0.78 

(3) $30,001-$50,000元 4.04 0.74 

(4) $50,001-$70,000元 3.87 0.79 

(5) $70,001-$100,000元 3.78 0.93 

(6) $100,001元(含)以上 3.84 0.7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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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7 個人平均月收入對各變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表 

構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公共設施 

(1)無經常性收入 4.29 0.75 

0.80 -- 

(2) $30,000元(含)以下 4.18 0.77 

(3) $30,001-$50,000元 4.29 0.72 

(4) $50,001-$70,000元 4.17 0.74 

(5) $70,001-$100,000元 4.09 0.78 

(6) $100,001元(含)以上 4.18 0.77 

重遊意願 

(1)無經常性收入 4.36 0.66 

2.88* 

$30,001-

$50,000元

>$100,001元

(含)以上 

(2) $30,000元(含)以下 4.29 0.69 

(3) $30,001-$50,000元 4.47 0.58 

(4) $50,001-$70,000元 4.43 0.55 

(5) $70,001-$100,000元 4.34 0.56 

(6) $100,001元(含)以上 4.04 0.79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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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11 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滿意度調查」遊客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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