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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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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的嶺

頂旅遊資訊站，經過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整修工程後，

融合了《關子嶺之戀》音樂的元素、日式木作和溫泉等特色。於 110 年 9 月

1 日起重新開放，並由志工人員提供旅遊諮詢、播放旅遊導覽影片、提供旅

遊摺頁和紀念章等服務。遊客可以在嶺頂公園內拍攝美麗的旅遊照片，留

下寶貴的回憶。嶺頂旅遊資訊站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過去曾是神社、

學校和孔廟，現在則成為提供多元旅遊服務的嶺頂旅遊資訊站。 

官田遊客中心於 109 年 8 月 3 日正式開幕，其串聯烏山頭水庫風景

區、曾文水庫風景區等觀光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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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設計理念，希冀成

為台南溪北地區旅遊之亮點。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於 108 年 10 月 10 日落成開幕，因其整體建

築與空間極具特色，在 94 年指定為國定古蹟。博物館區擁有「快濾池室」、

「快濾筒室/辦公室」與「送出唧筒室」等國定古蹟及濱野彌四郎碑座、豐

富自然生態與山上苗圃；淨水池區則包含「淨水池」、「量水器室」與「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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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步道」，兼具文化、生態與休閒遊憩教育。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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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針對嶺頂旅遊資訊站、官田遊客中心與臺南山上花園水

道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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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嶺頂旅遊資訊站、官田遊客中心與臺南山上花

園水道博物館之遊客旅遊天數、消費金額、滿意分數、重遊意願與管理處

活動推廣之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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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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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標 

為瞭解西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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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西拉

雅國家風景區滿意度調查」。 

目的歸納如下： 

(一) 嶺頂旅遊資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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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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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頂旅遊資訊站、官田遊客中心、臺南

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為主要研究範圍，研究範圍圖如下圖 1-1 所示。 

嶺頂旅遊資訊站 官田遊客中心 
臺南山上 

花園水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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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之特性與內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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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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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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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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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及重遊意願。 

第一節 調查設計與方法 

一. 調查期間：自民國 113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8 月 18 日止。 

二. 調查時間：本計畫執行於 6 到 8 月份平日(週一至週五)、例假日(週休二

日)、特殊假日或活動日，時間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全日共

累積 8 個小時。 

三. 訪問地點：嶺頂旅遊資訊站、官田遊客中心、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四. 問卷蒐集：本計畫共發放 488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後，

實際回收 468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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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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可得知，各變項(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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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項目分析衡量指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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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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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1 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4.41 0.61 -0.50 *** 0.81 0.95  

2 
服務人員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

力 
4.34 0.65 -0.46 *** 0.81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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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0.72 -0.61 *** 0.68 0.85  

4 引導指標清楚程度 4.35 0.69 -0.66 *** 0.81 0.92  

5 動線安排順暢性 4.29 0.71 -0.62 *** 0.75 0.90  

第三部分：經營管理 0.82 

6 環境美化綠化 4.50 0.65 -1.16 *** 0.65 0.84  

7 環境整潔 4.47 0.62 -0.77 *** 0.76 0.90  

8 廁所清潔程度 4.41 0.66 -0.73 *** 0.64 0.84  

第四部分：服務品質 0.84 

9 
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含食、住、

行) 
4.19 0.70 -0.40 *** 0.70 0.87  

10 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 4.31 0.63 -0.37 *** 0.71 0.87  

11 風景區內安全通報管道或標示 4.22 0.70 -0.44 *** 0.70 0.87  

第五部分：交通 0.70 

12 大眾交通運輸便利性 3.90 0.87 -0.31 *** 0.51 0.87  

13 
停車場便利性(例如：車位足夠

等) 
4.15 0.69 -0.97 *** 0.51 0.87  

第六部分：公共設施 - 

14 

請問您對本風景區內身心障礙、

性別、高齡及多元性別服務設施

及空間設計滿不滿意？ 

4.22 0.64 -0.32 *** - -  

第七部分：重遊意願 - 

15 整體滿意度 4.33 0.64 -0.4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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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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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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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之滿意度問卷調查之結果，有效問卷

共計完成 468 份，遊客的基本結構資料，如表 4-1 所示。 

一、性別：以女性為主，佔 59.6%；男性佔 40.4%。 

二、年齡：以 21~30 歲之人數最多，佔 32.9%；其次為 31~40 歲者，佔 29.7%。

顯示參與之遊客以青壯年為主要族群，與上年度之結果相同。 

三、婚姻狀況：未婚仍佔居多 52.0%；相較於已婚有小孩佔 39.7%，已婚無

小孩佔 8.3% 

四、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程度者為最多，佔 63.7%；其次為碩士以上，

佔 22.2%。 

五、工作別：以工商業為較多，佔 28.0%；其次為服務業佔 21.2% 

六、目前居住地：以臺南市之遊客為最多，佔 34.2%；其次為高屏地區之遊

客，佔 19.9%；緊接是中彰投雲，佔 17.9%。顯示旅遊目的地具有地緣

關係，中南部地區遊客數超過七成。 

七、個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50,000 元為較多，佔 35.9%；其次為無經

常性收入，佔 22.2%。值得探究的是收入$50,001-70,000 元與 70,001 元

(含) 以上之總和為 23%，大於無經常性收入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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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遊客族群結構分析表(N=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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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2 

年

齡 

20 歲(含)以下 5.3% 5 

女性 59.6% 1 21~30 歲 32.9% 1 

    31~40 歲 29.7% 2 

婚姻 

未婚 52.0% 1 41~50 歲 10.7% 3 

已婚有小孩 39.7% 2 51~60 歲 9.2% 4 

已婚無小孩 8.3% 3 61 歲(含)以上 2.1% 6 

    

居

住

地 

北北基 7.5% 5 

教育 

高中職以下 14.3% 3 桃竹苗 11.5% 4 

大學/專科 63.7% 1 中彰投雲 17.9% 3 

碩士以上 22.0% 2 嘉義縣市 7.5% 5 

    臺南市 34.2% 1 

工作 

農林漁牧 1.5% 8 高屏 19.9% 2 

軍公教 13.5% 4 宜花東 1.1% 7 

工商業 28.0% 1 離島地區或其他 0.4% 8 

服務業 21.2% 2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無經常性收入 22.2% 2 

自由業 10.5% 5 $30,000元(含)以下 18.6% 3 

家管/退休 4.9% 6 $30,001-$50,000元 35.9% 1 

律師、醫師

等專業人員 
4.7% 7 $50,001-$70,000元 11.5% 4 

學生 15.8% 3 $70,001元(含)以上 1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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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活動推廣及旅遊行銷分析 

本節探討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景點之滿意度問卷調查之結果，有效問卷

共計完成 468 份，遊客的活動推廣及旅遊行銷分析，如表 4-2 所示。 

一、遊客對於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資訊來源分佈，網路(FB、google、

youtube、部落格)來源提升至 68.6%；其次為親朋好友間介紹，佔

35.9%。其他則有：因路過景區順道參訪等。 

二、較有吸引力的網路貼文：以景點美照最具吸引力佔 71.6%；其次為在地

人文故事，佔 41.7%；緊接其後是在地旅遊知識分享與活動通知，各佔

39.3%與 39.1%。 

三、已知的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活動：今年度以二寮迎曙光為最多，

佔 26.3%；其次仍為關子嶺夏日山車祭，佔 24.4%；其三則為菱波官田

線自行車活動，佔 19.4%；西拉雅森活節緊接其後，佔 19.2%。經本次

調查，近三成五之遊客，未曾接收以上活動資訊。 

四、針對自行車步道推廣效率分析：(一)菱波官田線自行車道擁有的在地人

文特色及自然景色，乘載著官田區獨有的歷史與景致。調查數據顯示，

今年度已知菱波官田線自行車活動之遊客佔 19.4%，相較去年度之

19.9%略為下降。(二)然，本處粉絲專頁搭配官網宣傳及新聞轉發之效

益，至多只見按讚數 1065 位、留言 950 則及分享 742 次；而官方 IG 之

REELS 短影音至多可見 7500 餘次觀看數，由此可見社群媒體使用習慣

之改變與趨勢。(三)總體來說，建議本處可善用短影音：1.內容精簡、

2.資訊消化快速、3.易於分享和傳播之特性，使得活動資訊得以在短時

間內獲得大量觀看，極大提升活動行銷的曝光率。藉此觸及過去未曾接

收本處活動之潛在遊客(35%)，更有益於提升自行車道推廣效率，成為

國人鐵馬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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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遊客的活動推廣及旅遊行銷分析表(N=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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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1 

已

知

的

活

動 

西拉雅森活節 19.2% 4 

觀光署及所屬

官方網站 
25.6% 3 西拉雅趣飛車 16.5% 5 

報章雜誌 11.5% 4 
菱波官田線自

行車活動 
19.4% 3 

親朋好友 35.9% 2 
大圳之路健行

活動 
14.5% 6 

其他 1.2% 5 
關子嶺夏日山

車祭 
24.4% 2 

較有吸引

力的網路

貼文 

抽獎資訊 23.9% 5 蝴蝶遊樂園 12.6% 7 

活動通知 39.1% 4 二寮迎曙光 26.3% 1 

景點美照 71.6% 1 以上皆無 34.6% 

在地人文故事 41.7% 2     

在地旅遊知識

分享 
39.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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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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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山上花園水道

博物館」之人數比率最多(佔 28.0%)，以「關子嶺風景區」之人數比率為次

之(佔 22.2%)。 

表 4-3 遊客印象最深刻之地方分析表(N=468)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1. 中埔遊客中心 0.6% 15 

2. 關子嶺風景區 22.2% 2 

3.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1.5% 13 

4.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2.4% 12 

5.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3.0% 9 

6. 官田遊客中心 6.8% 4 

7. 走馬瀨農場 6.8% 4 

8.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28.0% 1 

9. 左鎮化石園區 11.1% 3 

10. 虎頭埤風景區 2.6% 10 

11. 二寮觀日平臺 3.4% 8 

12. 南化遊客中心 0.9% 14 

13. 玉井 2.6% 10 

14. 梅嶺風景區 4.1% 6 

15. 曾文水庫 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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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遊客印象最深刻之原因分析表 

遊客印象深刻的原因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

物館 

1. 適合親子同遊，參觀水道古蹟、綠化園區及戲水池 

2. 園區旁即有付費停車場，停車相當便利 

3. 園區內竟有台灣文博會的「巷仔 Niau」 

4. 導覽志工富有熱誠，娓娓道來、解說詳盡 

5. 館內設有互動導覽設施，影片生動活潑，引人入勝 

官田遊客中心 

1. 戶外草地有梅花鹿造景 

2. 以熱氣球為主軸的西拉雅森活節 

3. 打卡贈送芒果冰及摸彩活動 

4. 館內展覽均有空調設施 

關子嶺風景區 

1. 嶺頂旅遊資訊站內提供免費日式浴衣租借服務 

2. 自碧雲寺俯瞰遠望，嘉南平原美景盡收眼底 

3. 難得一見水火同源 

4. 溫泉區的餐廳有那卡西走唱秀，滿足五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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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重遊意願 

遊客對於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是否會再次造訪以「會再次造訪」為居多，

佔 93.2%，顯見多數遊客會再次前往此旅遊地。此外，有 6.8%的遊客不會

再造訪此旅遊地，其原因為： 

1. 缺乏特色，佔 75%。 

2. 環境髒亂，佔 6%。 

3. 交通不便，佔 25%。 

4. 遊憩設施差，佔 9%。 

5. 花費高，佔 9%。 

6. 其他：天氣熱、缺乏陰涼休憩處等，視為夏季氣候影響。 

表 4-5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重遊意願分析表(N=468) 

 

 

 

  

統計變項 百分比 排序 

是否會 

再次造訪 

會 93.2% 1 

不會 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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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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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之人

數比率增加至 64.1%，「1 天(不過夜)」為 25.2%居次，「3 天 2 夜」略增為

7.9%。 

表 4-6 遊客預計停留時間分析表(N=468) 

停留時間 百分比 排序 

半天 64.1% 1 

1 天(不過夜) 25.2% 2 

2 天 1 夜 7.9% 3 

3 天 2 夜 2.4% 4 

4 天 3 夜 0% 6 

5 天(含)以上 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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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遊客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平均花費 

本次調查中，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花費（含自出發地來回的交

通費），其中以「2,501 元(含)以上」之人數比率略增至 4.3%，推測與停留

時間為「3 天 2 夜」之遊客增加有關，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每位遊客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平均花費 

54.9%

28.8%

5.6% 4.7%

3.9%

4.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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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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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90-99 分」佔

42.7%為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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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對於整體服務之分數 

  

2.6%

7.9%

30.1%

42.7%

16.7%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61-69分 70-79分 80-89分 90-99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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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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90.4%)；以及經營管理的「環境美化綠化」(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93.0%)、「環

境整潔」(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94.0%)、「廁所清潔程度」(非常滿意與滿意佔

90.8%)；最後服務品質的「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非常滿意與滿意

佔 90.8%)等項目中，有著高達九成以上的滿意度。另外，針對交通運輸部

分較去年度有所提升，尤其是「停車場便利性」滿意度大幅提高至 81.2%。

換言之，在廁所清潔、景區標示與停車便利性這幾個部分中，已有所修正

與改善，進而提升遊客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滿意程度。 

然而在服務品質中的「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含食住行及 e 化)」(普通

以下佔 15.6%)以及公共設施中的「身心障礙、性別、高齡及多元性別服務

設施及空間設計」(普通以下佔 15.0%)等題項中，有近一成五的遊客尚覺不

足。顯示西拉雅國家景區所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與友善公共設施有所不周，

倘若周全之，得以促進遊客感受度。結果詳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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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滿意度分析表(N=468) 

題號 題項內容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第一部份：服務人員 

1 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47.2% 46.4% 6.4% 0.0% 0.0% 

2 
服務人員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

力 
43.4% 47.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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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42.9% 13.5% 0.9% 0.0% 

4 引導指標清楚程度 46.8% 41.7% 11.1% 0.4% 0.0% 

5 動線安排順暢性 42.5% 44.7% 12.0% 0.9% 0.0% 

第三部分：經營管理 

6 環境美化綠化 57.3% 35.7% 6.6% 0.2% 0.2% 

7 環境整潔 53.2% 40.8% 5.8% 0.2% 0.0% 

8 廁所清潔程度 50.6% 40.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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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48.7% 15.0% 0.6% 0.0% 

10 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 40.6% 50.2% 9.2% 0.0% 0.0% 

11 風景區內安全通報管道或標示 37.0% 48.7% 13.7% 0.6% 0.0% 

第五部分：交通運輸 

12 大眾交通接駁便利性 27.4% 40.0% 27.8% 4.7% 0.2% 

13 停車場便利性 39.7% 41.5% 13.0% 5.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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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47.9% 15.0% 0.0% 0.0% 

第七部分：重遊意願 

15 整體滿意度 42.3% 48.5% 9.0% 0.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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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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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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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滿

意度(服務人員、遊憩設施、經營管理、服務品質、交通運輸、公共設施、

重遊意願)之態度，除遊客的性別對公共設施(t=2.90，P<0.01)；遊客的婚姻

狀況對服務人員(F=3.15，P<0.05)；遊客的教育程度對遊憩設施(F=3.57，

P<0.05)、服務品質(F=36.36，P<0.01)與交通運輸(F=4.46，P<0.05)；以及遊

客的個人平均月收入對服務人員(F=2.68，P<0.05)滿意度變項上達顯著差

異。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遊憩設施、服務品質及交通運輸等構面，高

中職(含)以下之遊客滿意度明顯高於其他教育程度之遊客。服務人員部分，

平均月收入$30,001-$50,000 元及婚姻狀況為已婚無小孩之遊客滿意度較其

他族群高。公共設施部分，男性遊客之滿意程度較女性遊客來的更高。(詳

細內容見附錄四中附表 4-1 至附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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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官網資訊使用分析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官方網站為風景區旅遊服務線上平台，西拉雅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觀光資訊網獲得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之標章認證，進而為

民眾提供更便利的風景區查詢與導覽服務。本節將針對響應式網頁、頁首、

頁尾、圖片輪播以及語言種類多樣性進行實際操作檢測，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官方資訊網站使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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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開啟時運行正常；電腦版網頁下方

「活動快訊、精選遊程、玩樂情報、交

通指南」之排版能做改善。 

頁首 
主選單每一選項是否可

以連結至正確的網頁。 

主選單中的每個選項及細項皆能連結

至正確相應的頁面。 

頁尾 

應包含頁尾導覽、聯絡資

訊、隱私權政策、回首頁

等訊息。 

經查證，頁尾的導航和聯絡資訊（如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及意見

信箱）亦可順利連結至正確的網頁。 

圖片輪播 
網頁中的圖片輪播是否

順暢，且符合內容。 

此區域播放之當季活動的資訊，皆符合

即時性。 

語言種類多樣性 
提供不同國家之遊客不

同的語言選擇。 

網站提供多國語言介面，以利不同國家

的使用者做選擇及切換。 

智慧景區(導覽、

即時影像等) 

線上實境導覽、沉浸式體

驗與 Live 播送景區影像，

供使用者即時體驗。 

即時影像畫面清晰流暢，可增設於其他

熱門景區，供遊客線上觀賞，促使其旅

遊動機。 

八田宅數位實境導覽，播放及移動過程

順暢，解說詳盡、字體清晰易讀。 

線上玩轉西拉雅，語速事宜、咬字清楚；

google 地圖聯動得宜，畫面載入快速。 

其他  

1. 於網站下方，「關注我們」之處，

加入官方 Thread 之連結與 icon。 

2. 於網站下方，加入各遊客中心之電

話及地址，以便使用者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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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遊客之族群特性分析 

（一）已婚有小孩族群： 

分佈年齡依序為 41-50 歲(佔 38.7%)與 31-40 歲(佔 35.5%)；職業以

工商業(佔 34.4%)為主；個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 元-$50,000 元」為

主(佔 36.6%)，「$70,001 元(含)以上」次之(佔 22.0%)；每位預計花費以

「500 元(含)以下」(占 48.9%)為主、其次為「$501-$1000 元」(占 32.3%)。 

（二）已婚無小孩族群： 

分佈年齡依序為 31-40 歲(佔 43.6%)與 41-50 歲(佔 30.8%)；職業為

工商業(佔 35.9%)為主，其次為軍公教(佔 23.1%)；個人平均月收入以

「$30,001 元-$50,000 元」為主(佔 48.7%)，「$50,001 元-$70,000 元」次

之(佔 20.5%)；每位預計花費以「500 元(含)以下」(占 53.8%)為主、其

次為「$501-$1000 元」(占 33.3%)。 

（三）未婚族群： 

分佈年齡集中於 21-30 歲(佔 59.7%)與 31-40 歲(佔 23.0%)；職業為

學生(佔 29.6%)居多，服務業(佔 24.3%)、工商業(佔 21.8%)緊接其後；

個人平均月收入以「$30,001 元-$50,000 元」為主(佔 33.7%)，「無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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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次之(佔 30.0%)；每位預計花費以「500 元(含)以下」為主(佔

59.7%)、其次為「$501-$1000 元」(占 25.5%)。 

二、遊客之遊憩特性分析 

（一）遊客會再次造訪此旅遊地高達 93.2%，顯示遊客有高度之重遊意願。 

（二）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停留時間平均為 0.82 日，以「半天」

之人數比率佔最多。 

（三）遊客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預計花費（含自出發地來回的交通費），

每位的平均花費為 701 元。 

（四）遊客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整體服務之分數，平均分數為 88.8 分。 

三、遊客對景點之分析 

（一）本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第一個遊覽的景點： 

遊客此次至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第一個遊覽的景點以「臺南山上花園

水道博物館」之人數比率最多，以「關子嶺風景區」之人數比率次之(詳

細內容見附錄三中附表 3-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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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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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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嶺風景區」之人數比率最多，以「臺南

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之人數比率次之(詳細內容見附錄三中附表 3-2)。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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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左鎮化石園區、梅嶺風景區、曾文水庫」並列 

(詳細內容見附錄三中附表 3-3)。 

四、建議 

（一）設施的管理與維護： 

本次調查中發現服務品質(例如：旅遊資訊服務、景觀或歷史人文的

說明標示及風景區內的安全通報管道或標示)與公共設施(例如：身心障

礙、性別、高齡及多元性別服務設施及空間設計)有超過八成的滿意程

度。建議管理單位可繼續維持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於線上宣傳與行銷吸引

新遊客到訪，更可於線下舉辦活動與導覽解說等熱情互動提高遊客重遊

意願，提供遊客更好的遊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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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經本次調查發現，來自中部以北之遊客上升至 36.9%，為提

升其停留日數，以有效促進景區經濟發展，提高園區及當地居民、業者

之收入，建議當局提供一日或二日遊套票的販售。內容包含(食：特色

餐點、風味餐或傳統美食推廣。宿：與嘉義縣市或台南市周邊特色民宿

或綠色飯店業者合作，推動永續觀光。遊：隨四季變化，融入當時的季

節之美及盛大活動，使遊客在不同的季節能享受到不同的旅行體驗。購：

推廣當地農特產品、伴手禮，吃在地品當季。行：利用高鐵假期、台灣

好行或台灣觀巴，甚至是台鐵，整合大眾運輸工具，降低遊客自駕所造

成之停車位不足、碳排放增加等負面影響。)，皆有助於遊客深度走訪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三大旅遊路線。 

（二）交通運輸改善： 

本次調查中發現遊客針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的交通運輸滿意度

有所提升，停車場便利性問項中非常滿意與滿意者達 81.2%。表示遊客

認為景區周邊公有停車位足夠且收費標準明確。建議管理單位可維持西

拉雅國家風景區周邊之停車位與停車場之動線與標示，以利遊客停車之

用。 

大眾交通接駁便利性中普通達 27.8%，說明此問項仍有進步空間。

經本次調查發現，官方網站上已有宣傳大眾交通資訊，或在景區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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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遊客中心、園區出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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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可針對

景區點對點的移動，提出大眾交通運輸路線或轉乘規劃，提供遊客最佳

移動路線及最少轉乘次數，提高遊客搭乘大眾接駁、台灣好行等大眾運

輸工具，期望藉此提高此問項之滿意程度。 

（三）行銷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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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的遊客還會再去中埔遊客中心)。建議管理單位可積極地針對排序

較低，可進步空間較大之景區舉辦具代表性之活動，吸引大眾與親子遊

客參與，作為宣傳景區意象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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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FB、Google、Youtube、部落格)為主之遊客，提升至

68.6%，建議管理單位可繼續增進官方 Instagram、官方臉書與官方網站

等網路平臺之運用，強化景區與遊客之間的關係。不止於舉辦攝影競賽，

更可舉辦短影音競賽，因應目前社群媒體(Instagram、Thread)使用者的

喜好。藉由短影音強調主題、節奏快速的特點，使觀眾可以快速消化資

訊，因此影音行銷已經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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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在服務品質和公共設施方面獲得

良好的滿意度，管理單位應持續維護並加強線上宣傳，以吸引新遊客及提

升重遊意願。此外，建議推出一日或二日遊套票，結合當地特色餐飲、住宿

與活動，推動永續觀光，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交通改善方面，遊客對停車場便利性表達高度滿意，但大眾交通接駁的

便利性仍有提升空間。建議增強交通資訊的易達性，並規劃更便捷的交通

路線，以鼓勵遊客使用大眾運輸。 

行銷推廣方面，調查發現遊客對某些景點的重遊意願較低，建議針對這

些景點舉辦吸引親子遊客的活動，並加強官方社群平台的運用，透過短影

音等形式增進與遊客的互動連結。透過這些策略的實施，可望西拉雅國家

風景區再度提升遊客滿意度，進而增強其吸引力與經濟效益。 

另外，針對暑假旺季期間，發生遊客數普遍下降之情況，推論是受國旅

低潮影響。據觀光署統計，四月份起旅館業營收由成長轉為衰退，八月份

旅館業及觀光餐飲業之營收更低於七月份；且七月份出入境旅客逆差達 3

倍之多。顯見今年出國旅遊持續旺盛，造成國內旅遊欠佳。期望透過本次

調查，制定策略因應國內旅遊低迷的情況，從而促進國內旅遊發展，提升

國旅市場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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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地問卷調查現況 

實地問卷調查現況： 

附表 1-1 實地問卷調查影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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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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頂旅遊資訊站 

1. 警光山莊旁公廁地板潮濕、異味較重 

2. 火王爺廟前後未有斑馬線，遊客橫越馬路危險性高 

3. 嶺頂公園之候車亭為樹木所遮擋，應適度修剪 

4. 推廣碧雲寺提供之隨喜素齋，提高造訪意願 

5. 連接周圍景點之道路，竹林垂落及竹葉積聚路旁，雨後造成用路溼滑危險 

臺南山上花園水

道博物館 

1. 場館內可增設空調設施或排風設備 

2. 注意兒童戲水池池底泥沙清潔 

3. 可增設室外遮蔭與座位休息區，供長輩休憩 

4. 公車班次較少 

5. 期望有更多三歲以下的互動活動或設施 

6. 設置園區警示標語或緊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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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遊客對景點之分析 

附表 3-1 遊客第一個遊覽的景點分析表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1. 中埔遊客中心 0.4% 8 

2. 關子嶺風景區 23.3% 2 

3.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0.0% 13 

4.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0.4% 8 

5.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1.1% 5 

6. 官田遊客中心 11.3% 3 

7. 走馬瀨農場 0.9% 7 

8.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58.8% 1 

9. 左鎮化石園區 1.1% 5 

10. 虎頭埤風景區 0.1% 12 

11. 二寮觀日平臺 0.2% 11 

12. 南化遊客中心 0.0% 13 

13. 玉井 1.7% 4 

14. 梅嶺風景區 0.0% 13 

15. 曾文水庫 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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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遊客已經遊覽過之景點分析表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1. 中埔遊客中心 2.8% 14 

2. 關子嶺風景區 13.5% 1 

3.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4.4% 11 

4.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3.6% 12 

5.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5.5% 9 

6. 官田遊客中心 7.3% 7 

7. 走馬瀨農場 10.4% 3 

8.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12.6% 2 

9. 左鎮化石園區 7.6% 6 

10. 虎頭埤風景區 6.2% 8 

11. 二寮觀日平臺 3.4% 13 

12. 南化遊客中心 1.8% 15 

13. 玉井 7.7% 5 

14. 梅嶺風景區 5.3% 10 

15. 曾文水庫 7.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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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3 遊客預計再遊覽的景點分析表 

景點 百分比 排序 

1. 中埔遊客中心 2.8% 15 

2. 關子嶺風景區 9.5% 1 

3.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6.2% 10 

4.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5.9% 11 

5.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6.8% 8 

6. 官田遊客中心 4.3% 14 

7. 走馬瀨農場 7.4% 5 

8.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6.8% 8 

9. 左鎮化石園區 8.7% 2 

10. 虎頭埤風景區 5.4% 12 

11. 二寮觀日平臺 7.2% 7 

12. 南化遊客中心 4.4% 13 

13. 玉井 7.3% 6 

14. 梅嶺風景區 8.7% 2 

15. 曾文水庫 8.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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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遊客對景點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附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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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0.59 

-0.74 -- 
女性 4.37 0.60 

遊憩設施 
男性 4.32 0.64 

0.48 -- 
女性 4.29 0.62 

經營管理 
男性 4.51 0.56 

1.57 -- 
女性 4.43 0.54 

服務品質 
男性 4.27 0.61 

0.76 -- 
女性 4.23 0.57 

交通運輸 
男性 4.09 0.76 

1.64 -- 
女性 3.97 0.76 

公共設施 
男性 4.33 0.64 

2.90** 
男性 

>女性 女性 4.15 0.71 

重遊意願 
男性 1.05 0.21 

-1.47 -- 
女性 1.08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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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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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0.62 

0.94 -- 

(2)21-30歲 4.30 0.60 

(3)31-40歲 4.38 0.60 

(4)41-50歲 4.42 0.59 

(5)51-60歲 4.48 0.53 

(6)61 歲 ( 含 )

以上 
4.35 0.78 

遊憩設施 

(1)20 歲 ( 含 )

以下 
4.48 0.63 

1.785 -- 

(2)21-30歲 4.24 0.65 

(3)31-40歲 4.35 0.58 

(4)41-50歲 4.31 0.63 

(5)51-60歲 4.35 0.65 

(6)61 歲 ( 含 )

以上 
3.90 0.67 

經營管理 

(1)20 歲 ( 含 )

以下 
4.45 0.67 

0.94 -- 

(2)21-30歲 4.40 0.56 

(3)31-40歲 4.45 0.57 

(4)41-50歲 4.54 0.47 

(5)51-60歲 4.54 0.55 

(6)61 歲 ( 含 )

以上 
4.37 0.55 

服務品質 

(1)20 歲 ( 含 )

以下 
4.37 0.70 

0.87 -- 

(2)21-30歲 4.18 0.61 

(3)31-40歲 4.26 0.57 

(4)41-50歲 4.29 0.54 

(5)51-60歲 4.26 0.61 

(6)61 歲 ( 含 )

以上 
4.1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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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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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運輸 

(1)20 歲 ( 含 )

以下 
4.06 0.86 

1.09 --  

(2)21-30歲 3.94 0.74 

(3)31-40歲 4.12 0.72 

(4)41-50歲 4.01 0.77 

(5)51-60歲 4.07 0.78 

(6)61 歲 ( 含 )

以上 
3.80 0.95 

公共設施 

(1)20 歲 ( 含 )

以下 
4.32 0.69 

0.63 -- 

(2)21-30歲 4.19 0.70 

(3)31-40歲 4.27 0.68 

(4)41-50歲 4.14 0.68 

(5)51-60歲 4.30 0.71 

(6)61 歲 ( 含 )

以上 
4.20 0.79 

重遊意願 

(1)20 歲 ( 含 )

以下 
1.08 0.28 

0.80 -- 

(2)21-30歲 1.09 0.29 

(3)31-40歲 1.04 0.20 

(4)41-50歲 1.08 0.28 

(5)51-60歲 1.05 0.21 

(6)61 歲 ( 含 )

以上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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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附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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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值 Scheffe 

服務人員 

未婚 4.32 0.61 

3.15* 
已婚無小

孩>未婚 
已婚有小孩 4.40 0.59 

已婚無小孩 4.56 0.48 

遊憩設施 

未婚 4.31 0.63 

0.36 -- 已婚有小孩 4.28 0.63 

已婚無小孩 4.37 0.61 

經營管理 

未婚 4.41 0.56 

2.46 -- 已婚有小孩 4.49 0.55 

已婚無小孩 4.61 0.46 

服務品質 

未婚 4.21 0.60 

1.13 -- 已婚有小孩 4.29 0.58 

已婚無小孩 4.24 0.58 

交通運輸 

未婚 3.98 0.75 

0.73 -- 已婚有小孩 4.06 0.77 

已婚無小孩 4.06 0.77 

公共設施 

未婚 4.20 0.69 

2.60 -- 已婚有小孩 4.20 0.70 

已婚無小孩 4.46 0.60 

重遊意願 

未婚 1.08 0.28 

0.97 -- 已婚有小孩 1.05 0.22 

已婚無小孩 1.0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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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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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含)

以下 
4.44 0.57 

0.64 -- (2)大學/專科 4.37 0.60 

(3)碩士(含)以

上 
4.33 0.60 

遊憩設施 

(1)高中職(含)

以下 
4.49 0.59 

3.57* 

高中職(含)

以下>大學/

專科 

(2)大學/專科 4.27 0.63 

(3)碩士(含)以

上 
4.28 0.61 

經營管理 

(1)高中職(含)

以下 
4.57 0.53 

1.49 -- (2)大學/專科 4.44 0.55 

(3)碩士(含)以

上 
4.44 0.56 

服務品質 

(1)高中職(含)

以下 
4.48 0.53 

6.36** 

高中職(含)

以下>大學/

專科、碩士

(含)以上 

(2)大學/專科 4.21 0.59 

(3)碩士(含)以

上 
4.20 0.59 

交通運輸 

(1)高中職(含)

以下 
4.23 0.71 

4.46* 

高中職(含)

以下>碩士

(含)以上 

(2)大學/專科 4.02 0.74 

(3)碩士(含)以

上 
3.88 0.81 

公共設施 

(1)高中職(含)

以下 
4.43 0.63 

37.8* -- (2)大學/專科 4.19 0.69 

(3)碩士(含)以

上 
4.17 0.70 

重遊意願 

(1)高中職(含)

以下 
1.04 0.21 

0.36 -- (2)大學/專科 1.07 0.26 

(3)碩士(含)以

上 
1.07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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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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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0.61 

1.74 -- 

(2)軍公教 4.40 0.57 

(3)工商業 4.30 0.58 

(4)服務業 4.54 0.62 

(5)自由業 4.33 0.56 

(6)家管/退休 4.37 0.61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34 0.64 

(8)學生 4.32 0.61 

遊憩設施 

(1)農林漁牧 4.37 0.60 

1.23 -- 

(2)軍公教 4.29 0.45 

(3)工商業 4.26 0.65 

(4)服務業 4.27 0.60 

(5)自由業 4.41 0.61 

(6)家管/退休 4.16 0.65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25 0.71 

(8)學生 4.20 0.67 

經營管理 

(1)農林漁牧 4.40 0.63 

1.03 -- 

(2)軍公教 4.30 0.63 

(3)工商業 4.76 0.37 

(4)服務業 4.53 0.52 

(5)自由業 4.47 0.52 

(6)家管/退休 4.49 0.56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37 0.59 

(8)學生 4.49 0.57 

服務品質 

(1)農林漁牧 4.52 0.26 

1.04 -- 

(2)軍公教 4.19 0.60 

(3)工商業 4.18 0.59 

(4)服務業 4.35 0.56 

(5)自由業 4.20 0.59 

(6)家管/退休 4.28 0.58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21 0.71 

(8)學生 4.2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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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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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運輸 

(1)農林漁牧 3.71 0.81 

0.71 -- 

(2)軍公教 4.05 0.77 

(3)工商業 4.11 0.67 

(4)服務業 4.04 0.78 

(5)自由業 3.96 0.64 

(6)家管/退休 3.87 0.99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3.95 0.82 

(8)學生 3.95 0.84 

公共設施 

(1)農林漁牧 4.02 0.76 

0.41 -- 

(2)軍公教 4.43 0.53 

(3)工商業 4.27 0.68 

(4)服務業 4.21 0.68 

(5)自由業 4.19 0.67 

(6)家管/退休 4.16 0.69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4.13 0.87 

(8)學生 4.18 0.85 

重遊意願 

(1)農林漁牧 4.30 0.66 

0.53 -- 

(2)軍公教 4.22 0.69 

(3)工商業 1.00 0.00 

(4)服務業 1.05 0.21 

(5)自由業 1.10 0.30 

(6)家管/退休 1.06 0.24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1.08 0.28 

(8)學生 1.0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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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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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0.59 

0.29 -- 

(2)桃竹苗 4.39 0.60 

(3)中彰投雲 4.36 0.63 

(4)嘉義縣市 4.26 0.67 

(5)臺南市 4.40 0.61 

(6)高屏 4.38 0.53 

(7)宜花東 4.30 0.67 

(8)離島地區或其他 4.50 0.71 

遊憩設施 

(1)北北基 4.26 0.66 

1.84 -- 

(2)桃竹苗 4.38 0.51 

(3)中彰投雲 4.27 0.67 

(4)嘉義縣市 4.63 0.52 

(5)臺南市 4.28 0.64 

(6)高屏 4.25 0.63 

(7)宜花東 4.20 0.84 

(8)離島地區或其他 3.83 0.24 

經營管理 

(1)北北基 4.42 0.58 

0.55 -- 

(2)桃竹苗 4.54 0.53 

(3)中彰投雲 4.43 0.58 

(4)嘉義縣市 4.48 0.54 

(5)臺南市 4.48 0.55 

(6)高屏 4.43 0.55 

(7)宜花東 4.33 0.71 

(8)離島地區或其他 4.00 0.00 

服務品質 

(1)北北基 4.28 0.53 

0.52 -- 

(2)桃竹苗 4.30 0.47 

(3)中彰投雲 4.16 0.63 

(4)嘉義縣市 4.33 0.62 

(5)臺南市 4.26 0.61 

(6)高屏 4.22 0.59 

(7)宜花東 4.20 0.84 

(8)離島地區或其他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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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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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運輸 

(1)北北基 4.09 0.84 

1.44 -- 

(2)桃竹苗 4.24 0.63 

(3)中彰投雲 3.84 0.79 

(4)嘉義縣市 4.03 0.71 

(5)臺南市 4.03 0.75 

(6)高屏 4.03 0.77 

(7)宜花東 3.90 1.14 

(8)離島地區或其他 3.75 0.35 

公共設施 

(1)北北基 4.26 0.74 

1.90 -- 

(2)桃竹苗 4.33 0.58 

(3)中彰投雲 4.01 0.65 

(4)嘉義縣市 4.34 0.73 

(5)臺南市 4.25 0.73 

(6)高屏 4.26 0.64 

(7)宜花東 4.20 0.84 

(8)離島地區或其他 3.50 0.71 

重遊意願 

(1)北北基 1.03 0.17 

1.51 -- 

(2)桃竹苗 1.04 0.19 

(3)中彰投雲 1.14 0.35 

(4)嘉義縣市 1.03 0.17 

(5)臺南市 1.06 0.24 

(6)高屏 1.06 0.25 

(7)宜花東 1.00 0.00 

(8)離島地區或其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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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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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0.62 

2.68* 

$30,001-

$50,000元

>$30,000元

(含)以下 

(2) $30,000元(含)以下 4.20 0.55 

(3) $30,001-$50,000元 4.44 0.57 

(4) $50,001-$70,000元 4.44 0.52 

(5) $70,001元(含)以上 4.40 0.70 

遊憩設施 

(1)無經常性收入 4.32 0.68 

0.19 -- 

(2) $30,000元(含)以下 4.26 0.63 

(3) $30,001-$50,000元 4.32 0.60 

(4) $50,001-$70,000元 4.30 0.56 

(5) $70,001元(含)以上 4.27 0.67 

經營管理 

(1)無經常性收入 4.42 0.60 

1.63 -- 

(2) $30,000元(含)以下 4.38 0.54 

(3) $30,001-$50,000元 4.46 0.52 

(4) $50,001-$70,000元 4.51 0.62 

(5) $70,001元(含)以上 4.60 0.49 

服務品質 

(1)無經常性收入 4.27 0.63 

0.40 -- 

(2) $30,000元(含)以下 4.18 0.53 

(3) $30,001-$50,000元 4.25 0.58 

(4) $50,001-$70,000元 4.21 0.55 

(5) $70,001元(含)以上 4.29 0.67 

交通運輸 

(1)無經常性收入 4.00 0.85 

0.97 -- 

(2) $30,000元(含)以下 3.90 0.71 

(3) $30,001-$50,000元 4.05 0.75 

(4) $50,001-$70,000元 4.04 0.65 

(5) $70,001元(含)以上 4.14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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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個人平均月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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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經常性收入 4.26 0.76 

1.66 -- 

(2) $30,000元(含)以下 4.06 0.69 

(3) $30,001-$50,000元 4.24 0.67 

(4) $50,001-$70,000元 4.30 0.60 

(5) $70,001元(含)以上 4.30 0.66 

重遊意願 

(1)無經常性收入 1.04 0.19 

1.27 -- 

(2) $30,000元(含)以下 1.10 0.31 

(3) $30,001-$50,000元 1.06 0.24 

(4) $50,001-$70,000元 1.11 0.32 

(5) $70,001元(含)以上 1.06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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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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13 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遊客滿意度調查」遊客調查問卷 

親愛的遊客您好：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提升旅遊品質，特地委託國立嘉義大學行銷觀光管理學

系進行此遊客旅遊需求暨滿意度調查。由衷地希望您能將個人的旅遊需求及遊憩後的感受告訴我們，

我們將認真地參考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而加以改進。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敬祝：旅途愉快！                                                                        

                                                   國立嘉義大學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敬上 

A.基本遊憩行為(以下題項由訪員提供此景點所屬之國家風景區範圍及景點圖示，以便遊客參考回答) 

A1-1.請問您這次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第 1 個遊覽的景點是：_________ (請填寫景點代號) 

A1-2.請問您這次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已經遊覽過哪些景點？(請填寫景點代號) 

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4.__________; 5.__________; 6.__________ 

A1-3.請問您這次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內還會想遊覽哪些景點？(請填寫景點代號) 

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4.__________; 5.__________; 6.__________ 

A2.請問您這次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_________ (請填寫景點代號) 

A3. 請問您這次旅遊，在這個國家風景區內預計停留多久時間？ 

    □(1) 半天   □(2) 1 天(不過夜)  □(3) 2 天 1 夜 

    □(4) 3 天 2 夜  □(5) 4 天 3 夜   □(6) 5 天(含)以上 

A4. 請問您這次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約消費多少金額？ 

    □(1) $500 元(含)以下  □(2) $501-$1,000 元   □(3) $1,001-$1,500 元 

    □(4) $1,501-$2,000 元  □(5) $2,001 元-$2,500 元  □(6) $2,501 元(含)以上 

B.旅遊滿意度(請問您對這個國家風景區在下列項目上的滿意度，並在適合的□中打「V」。) 

 

項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5) (4) (3) (2) (1) 

服務 

人員 

1.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 □ □ □ □ 

2.服務人員協助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 

遊憩 

設施 

3.風景區內服務設施(含設施的維護) □ □ □ □ □ 

4.引導指標清楚程度 □ □ □ □ □ 

5.動線安排順暢性 □ □ □ □ □ 

經營 

管理 

6.環境美化綠化 □ □ □ □ □ 

7.環境整潔 □ □ □ □ □ 

8.廁所清潔程度 □ □ □ □ □ 

服務 

品質 

9.提供之旅遊資訊服務(含食、住、行) □ □ □ □ □ 

10.景觀或歷史人文的說明標示 □ □ □ □ □ 

11.風景區內安全通報機制或標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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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5) (4) (3) (2) (1) 

交通 

運輸 

12.大眾交通運輸便利性 □ □ □ □ □ 

13.停車場便利性(例如：車位足夠等) □ □ □ □ □ 

公共 

設施 

14.請問您對本風景區內身心障礙、性別、高齡

及多元性別服務設施及空間設計滿不滿意？ 
□ □ □ □ □ 

重遊 

意願 

15.本次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整體滿意度 □ □ □ □ □ 

16.如果 0 分為非常不滿意，100 分為非常滿意。 

請您在 0~100 分之內，對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整體服務評分：ˍˍˍˍˍ分。 

17.我會再次造訪此旅遊地： 

□(1)會 (請直接略過第 18 題)     □(2)不會 (請依序填寫第 18 題) 

18.若您不願意重遊，請填寫原因？(可複選) 

□(1)缺乏特色   □(2)環境髒亂   □(3)交通不便   □(4)遊憩設施品質差 

□(5)花費較高   □(6)其他： 

C.個人基本資料 

0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02. 年齡： 
□(1)20 歲(含)以下 □(2)21~30 歲 □(3)31~40 歲 

□(4)41~50 歲 □(5)51~60 歲 □(6)61 歲(含)以上 

03.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有小孩 □(3)已婚無小孩 □(4)其他： 

04. 教育程度： □(1)高中職(含)以下 □(2)大學/專科 □(3)碩士(含)以上 

05. 工作別： 
□(1)農林漁牧 □(2)軍公教 □(3)工商業 □(4)服務業 □(5)自由業 

□(6)家管/退休 □(7)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 □(8)學生 □(9)其他： 

06. 目前居住地： 
□(1)北北基 □(2)桃竹苗 □(3)中彰投雲 □(4)嘉義縣市 

□(5)台南市 □(6)高屏 □(7)宜花東 □(8)離島地區或其他： 

07. 平均月收入： 
□(1)無經常性收入 □(2)$30,000 元(含)以下 □(3)$30,001-$50,000 元 

□(4)$50,001-$70,000 元 □(5)$70,001 元(含)以上  

08. 請問您是如何得知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的旅遊資訊？(可複選) 

□(1)網路(Instagram、FB、Google、Youtube、部落格) □(2)觀光署及所屬官方網站 

□(3)報章雜誌 □(4)親朋好友 □(5)其他： 

09. 請問您認為何種網路貼文較有吸引力？(可複選) 

□(1)抽獎資訊 □(2)活動通知 □(3)景點美照 

□(4)在地人文故事 □(5)在地旅遊知識分享 □(6)其他： 

10. 請問您知道下列哪些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活動？(可複選) 

□(1)西拉雅森活節 □(2)西拉雅趣飛車 □(3)菱波官田線自行車活動 

□(4)大圳之路健行活動 □(5)關子嶺夏日山車祭 □(6)蝴蝶遊樂園 

□(7)二寮迎曙光 □(8)以上皆無  

11. 請問您建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有哪些應改善的軟硬體設施？(請具體說明在哪裡的哪項設施，
並且可如何改善)：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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