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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台灣西南沿海的七股、四草、及好美寮溼地為例，探討潟湖生態旅遊遊客人

口統計變數之分布、旅遊特性，並建構及驗證潟湖生態旅遊行為模式。採自編的問卷，內

容包括旅遊意象、旅遊態度、旅遊動機、遊憩滿意度、行為意圖、生態旅遊行為、旅遊特

性、及遊客基本資料等八大項，從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利用等距抽樣方法，以每

二十位抽取一位遊客為逢機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 1300 份問卷，其中拒答 40 份，

廢卷 16 份，實得有效問卷 1244 份，抽樣誤差為 2.8% (95%信賴水準)。將所收集的資料以

SPSS 12.0 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利用敘述統計程序，計算人口統計變數與旅遊特性等的分

布情形，利用 LISREL 8.52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式的實證研究，以最大概似估

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對本研究模式中各組變項間之因果關係進行估計。結

果顯示受訪遊客中男性與女性約各佔一半(50.2% : 49.8%)，已婚者佔多數(62.4%)，年齡以

31 至 40 歲居多(30.5%)，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61.0%)，職業以專業人員居多(26.4%)，居住

地以雲嘉南地區居多(29.7%)。實證研究顯示遊客的旅遊意象顯著的直接影響滿意度，間接

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以及生態旅遊行為；遊客的旅遊態度顯著的直接影響遊客的旅遊動機

及滿意度，間接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以及生態旅遊行為；遊客的旅遊動機顯著的直接影響

遊客的滿意度，間接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以及生態旅遊行為；遊客的滿意度顯著的直接影

響遊客的行為意圖，間接影響遊客的生態旅遊行為；遊客的行為意圖顯著的直接影響遊客

的生態旅遊行為。

【關鍵詞】: 溼地、生態旅遊、七股、四草、好美寮

Abstract--This study assessed the ecotourism behavioral model using latent variables of travel

image, travel attitude, travel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behavior intention, ecotourism behavior,

recre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al data of tourist at Chiku, Shucho, and Homeiryo

wetlands, westsouthern Taiwan. Total of 1300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from April 2005

to March 2006, 40 respondents refused to answer and 16 questionnaires were invalid owing to

being incomplete, leaving a total of 1244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ocio-demographic was analyzed by SPSS 12.0.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ere analyzed by LISREL 8.52 for windows. All the parameters were estimated

by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Mainly descriptiv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respondents were 50.2% man; 62.4% married; 30.5% aged from 31 to 40 years old; 61.0% were

college educated; and 29.7% lived in the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area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ravel image affected the satisfaction directly and affected behavior intention and

ecotourism behavior indirectly. Travel attitude affected the travel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directly and affected behavior intention and ecotourism behavior indirectly. Travel motivation

affected the satisfaction directly and affected behavior intention and ecotourism behavior

indirectly. Satisfaction affected the behavior intention directly and affected ecotourism behavior

indirectly. Behavior intention affected the ecotourism behavior directly.

【Key words】: Wetlands, ecotourism, Chiku, Shucho, Homei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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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脈動的成長、國民所得提高，及生活品質的提升，國人對休閒需求日趨

重視，國民旅遊活動之支出亦與日俱增，加上政府週休二日政策之實施，使得國人休閒時

間增加，除了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的人口不斷上升外，國人休閒型態亦有所改變，休閒行為

更為多樣化。另一方面，世界各國極力響應環境保護、保育動植物及珍惜大自然，順勢帶

動生態旅遊興起，國內許多團體積極推廣各種生態旅遊活動，台灣也不斷朝向綠色矽島的

目標，規劃保育環境之任務，促進生態旅遊發展，隨著遊憩須求的日益增多，以及環境保

育原則的兼顧下，台灣也設立具有環境教育功能的自然保育區，例如國家公園、森林遊樂

區、生態植物園或濕地，以滿足國人遊憩需求，並能符合環境的永續經營。

溼地生態旅遊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政府未來將規劃發展台江國家公園，北起曾文溪，

南至安平港，包含七股及四草溼地，連結雲林、嘉義及台南沿海地區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及

歷史人文資源，可望成為台灣最具發展生態旅遊潛力之地區之一，並可透過生態旅遊業之

推動，增進西南沿海地區的永續發展。然而，有關溼地生態旅遊遊客的生態旅遊行為模式

等相關研究並不完備。因此，本研究乃以台灣西南沿途溼地之遊客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

查法，進行溼地生態旅遊遊客行為模式之實證研究。

貳、文獻探討

由於遊客的期待是源自於他們對旅遊目的地的一種印象知覺，旅遊意象與遊客偏好之

間呈現正向的關係，即遊客對旅遊地區的旅遊意象愈正面，則遊客對於該區的偏好程度會

愈高(Crompton, 1979 ; Gartner, 1989 ; Birgit, 2001)，並且願意實際前往旅遊或具有高度的重

遊意願(Goodrich, 1978 ; Milman & Pizam, 1995 ; Court & Lupton, 1997 ; Rittichainuwat et al.,
2001)。旅遊意象的組成構面可以用來解釋遊客對真實情況的知覺或感受，並可影響遊客對

遊憩區之遊憩滿意度，進而影響遊客未來的旅遊意願與行為(Metelka, 1981; Bigné et al.,
2001)。研究顯示旅遊意象是遊客之遊憩滿意度之前因變數，而且與遊憩體驗的相關變數之

間具有因果關係，亦即旅遊意象會經由遊憩滿意度之中介作用，進而影響遊客未來的行為

意圖與旅遊行為(Bigné et al., 2001)。旅遊意象的自然景觀、社會文化與遊憩活動等構面，

可顯著地影響遊客未來的行為意圖(Court & Lupton, 1997; Bigné et al., 2001; 林若慧、陳澤

義、劉瓊如，2003)。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之命題:
研究假設一：遊客的旅遊意象直接影響遊客的遊憩滿意度，間接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和生

態旅遊行為。

態度(Attitude)是對於人、事、物的一種心理狀態與評價(Weber, 1991)，會經由學習某特

定對象而表現出來的喜好或排斥的反應傾向(Ajzen & Fishbein, 1980; Schiffman & Kanuk,
1994; Ajzen, 1988)。在旅遊過程中，遊客會因為本身的過往經驗，而有不同的遊憩選擇及評

價，在遊憩體驗過程中產生多樣化的旅遊行為(Ajzen, 1988; Eagles & Blackwell, 1995)。因

此，旅遊態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影響行為意向及行為的重要因素(Weigel & Newman, 1976 ;
Newhouse, 1990 ; 李思屏、林晏州，2001 ; 高明瑞、洪振超、黃啟誠，2003 ; 李宗鴻、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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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茂，2004)。研究顯示態度可正向的影響生態旅遊行為(李思屏、林晏州，2001)及遊憩滿

意度(李宗鴻等，2006)。
動機(motivation)指遊客深層需求的反應，是支配遊憩行為最基本的驅力，當實際的狀

況與期望有所差距時，就會產生需求，但隨著差距的增加，激發的力量也隨之增加，愈能

促使遊客滿足其需求(Lundberg, 1976; Engle, 1992)。當遊客的旅遊動機形成之後，即實際前

往旅遊地參與遊憩活動，從遊憩活動中獲得生理及心理上的滿足感，進一步對遊憩活動產

生遊憩體驗之滿意度及行為意圖及行為的評價(Driver & Brown, 1975)。然而生態旅遊遊客

行為模式的研究中，有關旅遊動機對生態旅遊行政院的影響之文獻相當匱乏，本研究乃將

旅遊動機納入溼地生態旅遊行為模式之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二及研究假設

三之命題:
研究假設二：遊客的旅遊態度直接影響遊客的遊憩滿意度，間接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和生

態旅遊行為。

研究假設三：遊客的旅遊態度直接影響遊客的旅遊動機，間接影響遊客的遊憩滿意度、行

為意圖、和生態旅遊行為。

滿意度是遊客體驗各種遊憩活動之後的真實感受，受到社會因素、心理狀態、現場遊

憩體驗氣氛、及群體互動等內外在因素的影響(Crompton & Love, 1995; Baker & Crompton,

2000)。遊客所期望的服務大於實際的感受，則遊客會對服務品質感到不滿意；反之，若期

望的服務小於實際的感受，則遊客會對服務品質感到滿意(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由於滿意度是一個複雜的構念，其本質呈多元化的現象(Baker & Crompton, 2000)，

一般衡量的方式分為分項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二種，分項滿意度是指遊憩活動各屬性的滿

意度，而整體滿意度則是衡量遊客對遊憩活動的整體使用結果，是為一個整體性的評估

(Fornell, 1992; 黃宗成、吳忠宏、高崇倫，2000; 李宗鴻，2003，2005)。遊客對服務品質的

知覺會影響其對整體服務滿意度的評估，而遊客的服務滿意度則會進而影響遊客的行為意

圖(Boulding, Kalra, Staelin, & Zeithaml, 1993 ; 李宗鴻等，2005)，當遊客感受到比預期更佳

的遊憩體驗時，將比其他人表現出更高的行為意圖(Baker & Crompton, 2000)及重遊意願

(Ross, 1993)。遊客的行為意圖與行為的關係，遠比認知、情感、態度與實際行為之間的關

係來得直接，因此，行為意圖是預測遊客行為的最佳衡量指標，可有效建構及預測從認知、

情感、意向、到行為之關係之行為模式(Folkes, 1988 ; Ajzen, 1991 ; Engel et al., 1995)。本研

究由於七股潟湖生態之旅是一個為相對未受到干擾之自然區域，旅遊型態以體驗潟湖之自

然、生態、歷史、與文化景觀為主，因此本研究將七股潟湖生態之旅視為廣義的生態旅遊，

遊客則視為廣義的生態旅遊遊客。遊客參與生態旅遊之行為意圖，則指個人評估自己將來

會參加生態旅遊的興趣、意願，以及可能性，來預測遊客的行為。

本研究由於潟湖之旅目的地為相對未受到干擾之自然區域，旅遊型態以體驗潟湖之自

然、生態、歷史、與文化景觀為主，因此本研究將西南沿海溼地之旅視為廣義的生態旅遊，

遊客則視為廣義的生態旅遊遊客。遊客參與生態旅遊之行為意向，則指個人評估自己將來

會參加生態旅遊的機率、及意願的可能性，是預測遊客行為的最佳指標(Ajzen, 1991; Ajzen &
Driver, 1992)。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四及假設五之命題:

研究假設四：遊客的遊憩滿意度直接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間接影響遊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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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五：遊客的行為意圖直接影響遊客的生態旅遊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點

本研究共選取三個研究地進行研究，第一個位於台南縣七股鄉曾文溪口的七股溼地

(23°05’N，120°05’E)，第二個位於台南市鹽水溪出海口的四草溼地(22°58’N，120°10’E)，
第三個位於位於八掌溪及龍宮溪出海口之間的好美寮溼地。七股、四草、及好美寮溼地為

台灣西南沿海最具代表之重要溼地。

二、 問卷編製

問卷內容包括八大部分:

(一) 旅遊意象
本研究將遊客對於七股及四草溼地之旅遊意象分成三大構面，分別為自然景觀計 4 題

問項、社會文化計 1 題問項，以及遊憩活動計 3 題問項(Birgit, 2001)。共計 8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測量，以 1 分(非常不認同)至 7 分(非常認同)的單極計分方式。

(二) 旅遊態度
本研究將認知構面分成 6 題問項、情感構面分成 2 題問項，而意向構面則分成 3 題問

項。共計 11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測量，以 1 分(非常不認同)至 7 分(非常認同)
的單極計分方式。

(三) 旅遊動機
本研究將動機分成四個構面，求知與休養生息構面 3 題問項、社會調節構面 2 題問項、

價值感構面 3 題問項、功利的機能構面 5 題問項，計 13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

測量遊客的旅遊動機，以 1 分(非常不認同)至 7 分(非常認同)的單極計分方式。

(四) 滿意度
本研究在資源景觀構面編製 3 題問項、遊憩活動構面編製 3 題問項，而設施服務構面

則編製 5 題問項，並針對搭乘竹筏體驗溼地生態旅遊的遊客，瞭解其對參與此次生態

旅遊的整體滿意度，計 1 個問項。共計 14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測量，以 1 分

(非常不滿意)至 7 分(非常滿意)的單極計分方式。

(五) 行為意圖
本研究的行為意圖主要測量遊客未來從事溼地生態旅遊意願的高低，題項參考 Shu,
Crompton, & Willson (2002)研究編製而成，計 3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測量，以

1 分(非常低)~7 分(非常高)的單極計分方式計分。

(六) 生態旅遊行為
生態旅遊行為主要是測量遊客從事旅遊的生態體驗(如動、植物生態的觀察)與遊憩體驗

時，對環境衝擊程度，及是否具備環境永續發展等行為特性，以此次旅遊時是否做到

的程度高低測量之，計 6 個問項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來測量，以 1 分(從沒做到)~7 分(一
定做的到)的單極計分方式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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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旅遊特性
包括同遊伴侶、旅遊資訊來源、是否參加過生態旅遊或環境保護相關團體、參加過生

態之旅的次數、參加七股或四草溼地生態之旅的次數等 5 個問項。

(八) 遊客基本資料
遊客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個人月收入、居住地及旅遊

型態等問項。

三、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在乘船碼頭，進行抽樣實施問卷調查，每一季節抽取七天(週一至週日)，每個調

查日分別在三個調查地，每一調查地動用兩位調查員，約從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左右，以

乘坐竹筏，並且參與潟湖生態旅遊解說教育的遊客，年滿十六歲以上，具有獨立回答問卷

能力之遊客為主，對已完成遊憩體驗，正欲離去的遊客，利用等距抽樣的方法，以每二十

位遊客抽取一位遊客為逢機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將問卷交由抽中的遊客自行填寫，必要

時由訪問員予以說明或協助。共計發放 1300 份問卷，其中拒答 40 份，廢卷 16 份，實得有

效問卷 1244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2.8%。

四、資料分析

將所有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並利用敘述統計

之極大值與極小值及資料之邏輯性進行資料檢誤，確保原始資料之正確無誤後，利用敘述

統計程序，計算人口統計變數分布情形。

由於本研究探討多組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因此以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來進行資料分析。LISREL 為 Jöreskog & Sörbom 在 1980 年代以矩陣模式的分析技

術來處理共變結構的分析問題，所提出的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式的概念，具有(1)可同時處理

多組變項之間的關係，(2)提供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定測量變數是否正確的測量到潛在變數

(信效度)，及(3)不受因果路徑關係之假設的限制，並可在模式關係上增加或限制參數估計

之功能(Jöreskog & Sörbom, 1996)。因此本研究利用 LISREL 8.52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結

構方程式的實證分析，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對本研究模

式中各組變項間之因果關係進行估計。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獲得 1244 份有效問卷，問卷之信度以 Cronbach’s alpha 係數評估，旅遊意象、

旅遊態度、旅遊動機、滿意度、行為意圖以及行為等六項量表之信度，分別為 0.8711、0.8938、
0.9211、0.9228、0.9399 和 0.9107，皆達良好水準(Nunnally, 1978; DeVellis, 1991)，顯示本

研究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預試時並進一步深入訪問遊客和業者對於問卷內容以及作答

難易程度，並請其提供寶貴的意見以作為問卷修改時之參考，問卷題本經由兩位專家之修

正，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具有相當程度之內容效度，可以充分反應問卷內容的適切性。

一、遊客之人口統計變數分配與旅遊特性

男性與女性約各佔一半；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者居多，佔 63.7%；年齡以 31-40 歲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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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最多，佔 30.9%，其次是 21-30 歲，佔 25.2%；教育程度以大學或專科最多，佔 57.2%，

其次是高中職，佔 26.9%；職業方面，以專業人員最多，佔 22.5%，其次是自營商佔 15.5%；

月收入以 20,001-40,000 元最多，佔 35.5%，其次是 40,001-60000 元，佔 24.8%。居住地以

雲、嘉、南地區的遊客最多，佔 25.8%，其次是大台北地區，佔 21.0%。從遊客血型分布情

況來看，溼地生態旅遊遊客血型分布 O 型(44.21%)、A 型(25.88%)、B 型(23.55%)、AB 型

(6.35%)與國人血型分配比率為 O 型(43.34%)、A 型(26.71%)、B 型(23.94%)、AB 型(6.01%)
相一致(χ2=0.86, d.f.=3, p=0.83)。

在同遊伴侶以與家人親戚同居多，佔 41.0%，其次是與親朋好友同遊，佔 37.5%。主要

資訊來源以來自親朋好友最多，佔 36.0%，其次是藉由報紙、書刊、雜誌，佔 21.9%。大部

分的遊客都沒有參加過生態旅遊或環境保護相關團體，佔 56.6%。過去ㄧ年，遊客參加七

股及四草溼地生態之旅的次數以 0 次的 52.9%最多，顯示半數的遊客是首次前往七股及四

草溼地旅遊。在過去ㄧ年內，遊客參加過生態旅遊的次數以 0 次的 33.0%居多。

二、測量模式之評估

由於可接受的測量模式必須能檢定出研究模式的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與區別

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本研究依 Bagozzi & Yi (1988)所提出的個別項目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估計參數的顯著水準，潛在變數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潛在變數

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及標準化殘差(Standardized residuals) 等五種

指標來評估測量模式。個別項目信度為評估測量變數對該潛在變數的因素負荷量，可接受

之測量變項因素負荷量須達 0.7 以上，且 t 值須達顯著水準(Bagozzi, Yi, & Phillips, 1991;
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本研究所有樣本之因素負荷量在 0.57 至 0.94 之間，

部分測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0.7；七股樣本之因素負荷量在 0.57 至 0.95 之間，部分測

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0.7；四草樣本之因素負荷量在 0.50 至 0.97 之間，部分測量變數

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0.7；好美寮樣本之因素負荷量在 0.58 至 0.95 之間，部分測量變數之因

素負荷量未達 0.7；估計參數(t 值)皆大於 1.96 達 5%之統計顯著水準。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

代表該構念的內部一致性，可接受之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須達 0.6 以上者(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之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在 0.72 至 0.95 之間，皆達 0.6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潛

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評估各觀察變數對該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解釋力，其值愈高則

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愈高，可接受之平均變異抽取量須達 0.5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在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在 0.46 至 0.87 之間，除了在四草樣本的旅遊

意象(0.49)、態度方面(0.47)及好美寮的態度(0.46)以外，其餘潛在變數皆達可接受水準，顯

示本研究得測量模式有良好的效度(Bagozzi & Yi, 1988;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三、整體模式之評估

本研究先以LISREL 8.52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實證研究。研究模式的配適度以卡方(χ2)
檢定理論模式與取樣資料之配適度，具有統計基礎，並利用(卡方值/自由度)，配適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基準配適度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非基準配適度指標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Fit Index, CFI)，增量配適度指

標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及平方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等八項指標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的評估 (Bagozzi & Y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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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öreskog & Sörbom, 1996)。其中，除了所有的卡方檢定及所有樣本及七股的樣本卡方值自

由度比未達可接受水準外，其餘適合度指標(NFI、NNFI)，替代性指標(CFI、IFI、RMSEA)，
及配適度指標(GFI) 等六項模式評鑑指標均達可接受水準。顯示本研究的取樣資料與研究

模式有良好的配適度，為一個可以接受的模式，研究模式可以適當的解釋與預測遊客到七

股及四草溼地參與生態旅遊的旅遊意象、旅遊態度、旅遊動機、遊憩滿意度、行為意圖，

以及生態旅遊行為等潛在變數之因果關係。

五、模式路徑分析

研究模式的路徑分析係數顯示旅遊意象顯著的直接影響滿意度(21=0.18, p<0.001)，顯
著的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行為，間接效果分別為0.12及0.33(p<0.001)，研究假設一經檢定成

立。遊客的旅遊態度顯著的直接影響旅遊動機(12=0.74, p<0.001)與遊憩滿意度(22=0.48,
p<0.001)，顯著的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行為，間接效果分別為0.49及0.55(p<0.001)，旅遊動

機顯著的直接影響遊憩滿意度(β21=0.37, p<0.001)，顯著的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行為，間接

效果分別為0.24及0.27(p<0.001)，研究假設二及研究假設三經檢定成立。遊憩滿意度顯著的

直接影響行為意圖(β32=0.56, p<0.001)及行為(β42=0.67, p<0.001)，顯著的間接影響行為，間

接效果為0.07(p<0.001)，研究假設四經檢定成立。行為意圖顯著的直接影響行為(β43=0.10,
p<0.001)，研究假設五經檢定成立。

七股潟湖生態旅遊之旅遊意象，可視為遊客對七股潟湖的一種期望，代表遊客對生態

旅遊經驗所產生的正面印象。由於旅遊意象與遊客偏好之間呈現正向的關係，即遊客對七

股潟湖的旅遊意象愈正面，則遊客對於七股潟湖的偏好程度會愈高(Crompton, 1979 ; Gartner,

1989 ; Birgit, 2001)，並且願意實際前往七股潟湖旅遊或具有高度的重遊意願(Goodrich,

1978 ; Milman & Pizam, 1995 ; Court & Lupton, 1997 ; Rittichainuwat et al., 2001)。因此遊客對

七股潟湖之旅遊意象可視為遊客對七股潟湖生態旅遊的主觀認知，可以用來解釋及預測遊

客對於七股潟湖生態旅遊遊憩體驗的知覺或感受(Bigné et al., 2001)。本研究之實證研究資

料顯示，遊客的旅遊意象顯著的直接影響遊憩滿意度，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生態旅遊行為，

此一研究結果類似「意象-品質-滿意-行為」的理論模式(Bigné et al., 2001)。且本研究顯示

遊憩滿意度在本行為模式中具有中介效應，則與陽明山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扇平森林

生態科學園區，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渡假型休閒農場，台灣地區北部居民到金門旅遊模式，

日本觀光客香港觀光模式，國人赴俄羅斯觀光模式，海岸型風景區，七股溼地，大鵬灣潟

湖之旅行為模式等研究相一致(Heung & Qu, 2000 ; Bigné et al., 2001 ; 林若慧等，2003 ;

Lee et al., 2004 ;李宗鴻等，2005 )。另外，旅遊意象的自然景觀、社會文化與遊憩活動等構

面，可顯著地影響遊客未來的行為意圖(Court & Lupton, 1997 ; Bigné et al., 2001 ; 林若慧

等，2003)。

在旅遊過程中，遊客會因為本身的過往經驗，而有不同的遊憩選擇及評價，在遊憩體

驗過程中產生多樣化的旅遊行為(Ajzen, 1988 ; Eagles & Blackwell, 1995)。因此，旅遊態度

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影響行為意向及行為的重要因素(Weigel & Newman, 1976 ; Newhouse,

1990 ; 李思屏、林晏州，2001 ; 高明瑞等，2003 ; 李宗鴻、鄭峰茂，2004)。本研究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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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顯示，遊客的旅遊態度顯著的直接影響滿意度，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生態旅遊行

為，顯示旅遊態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則與諸多文獻相一致(Weigel &

Newman, 1976 ; Newhouse, 1990 ; 李思屏、林晏州，2001 ; 高明瑞等，2003)，且亦可以透

過滿意度影響遊客之行為意圖及行為亦與溯溪旅遊及遊憩行為模式相一致(李宗鴻、鄭峰

茂，2004)。旅遊動機顯著的直接影響遊憩滿意度，間接影響行為意圖及行為，與其他生態

旅遊行為模式相一致(Driver & Brown, 1975 ; Raghheb & Tate, 1993)。

在本研究中除了驗證「意象-品質-滿意-行為」之因果關係，並加入了旅遊態度與旅遊

動機兩個構面，研究結果顯示旅遊意象、旅遊態度、旅遊動機、遊憩滿意度、行為意圖、

及生態旅遊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能有效的反應出七股潟湖生態旅遊遊客行為模式，因

此本研究之研究模式適用於預測及解釋生態旅遊遊客行為模式之研究-以七股潟湖為例。另

外，遊憩滿意度在七股潟湖生態旅遊遊客行為模式具有顯著的仲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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