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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從遊客觀光行為意圖探討社區彩繪之發展 

研 究 生：楊美莉                      指導教授：黃國忠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近年社區彩繪風行，常為社區總體營造規劃時的重要展現項目之一，

推陳出新的塗鴉，3D 視覺的圖案藝術，地方特色的意象，吸引遊客的目

光與青睞。本研究是以計劃行為理論為方法探討遊客參觀社區彩繪景點

之行為意圖，分析遊客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間的關係。

透過量化調查歸納遊客認知與外在影響因素；經由開放性問答，了解遊客

和在地居民的需求與感受。遊客希冀彩繪村可以增加知識性元素或文化

故事等，為遊客增廣視野，提供便捷的運輸工具，建置友善環境，開發文

創紀念品，同時擴增彩繪範圍，進行修復，莫忘初衷等相關資訊。研究建

議可提供社區發展的方向依據、社區彩繪的未來及政府推動社區營造政

策的參考。將社區獨特性與核心價值，融入社區彩繪，創造彩繪新議題，

輔以數位科技行銷社區，也打造地方城鎮品牌，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整體而言，社區彩繪主導機構或單位須適時推陳出新增修彩繪內容，針對

目標群體，以遊客需求為導向，提出持續性推動模式，結合地方創生及建

構特色亮點三大主軸，創造行銷新議題，主動邀約社區居民參與，建構互

動模式，促使社區永續發展。 

關鍵詞：社區彩繪、計畫行為理論、態度、知覺行為控制、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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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 of tourists who visit community painting,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study the tourists’ 

intentions and opinions. Tourists are interested in new graffiti, 3D visual arts, 

and local image. The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and collected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urists’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intention 

respectively. Attitudes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ntion. The 

construct of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ve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norms to the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semi-structure 

question, tourists prefer that the authority could provide convenient city bus 

and friendly restroom as well as creative souvenir. Moreover, increasing 

painting areas, repairing the picture and keeping genuine painting style help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ity should create new issues to meet tourists’ need and build three 

schemes including sustainable tourism model,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brilliant spotlight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pain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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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年來社區彩繪成為社區總體營造重要項目之一，視覺的美感與

意象吸引遊客駐足與目光。本研究主要針對遊客前來造訪社區彩繪

景點的意圖進行調查研究。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為敘述研究背景

與動機，第二為說明本研究的目的，第三部分為研究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社區總體營造是國家重要文化政策，其源自於民國54年行政院頒布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確立社區發展為社會福利七大要項之一，

民國83年文建會首度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與政策，鼓勵民間團體

自我發展，透過居民共同合作參與，凝聚社區共同意識，促進地方認同與

社區改造。文化部於民國104年推出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計畫期間為民國105至110年，以促進民間多元參與以兼顧文化、藝術之主

題思維（文化部，民105）。近年社區彩繪蔚為風氣，成為社區總體營造

規劃執行時活絡社區聚落重要項目之一，推陳出新的塗鴉，3D視覺的圖

案，結合地方特色的圖騰，展現歷史文化的意象，吸引遊客的喜愛與青睞。

伴隨而來的社區擾動，地方記憶傳承，產業發展等將是一股經濟活泉，帶

來村落社區的改造與新氣象。隨著時間的腳步，彩繪的維護、行銷推廣、

更新及未來趨勢將成為社區發展經營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台灣的社區彩繪不斷增加，可能因為彩繪有著成本較低與容

易模仿的特性，再加上同儕相互學習及媒體爭相報導，許多人口漸少而沒

落的村莊群起效仿，彩繪社區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推出，成為社區總體營造

及推行社區觀光的亮點項目。不論其目的是社區美化、地方特色推廣、經

濟商業行銷、歷史文化傳承或政令宣導等，視覺藝術總在當下第一時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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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遊客的目光，活靈活現的圖像吸引遊客前來參觀與駐足，相機隨手拍，

留下美好回憶，也進階帶動周邊生活商機。居民社區意識發想，促使社區

探索歷史脈絡，喚醒地方記憶與展現獨特魅力。社區因面貌改變活絡有生

氣，因遊客造訪帶來觀光商機與產業經濟契機。如何讓因人口外移而逐漸

沒落的村莊社區活絡復甦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社區彩繪有透過社區協會完成，或地方政府主導，或個人或共同合作

者創作。故本研究運用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企圖針對創作起源歸納三種

彩繪類型，探討遊客參觀社區彩繪景點之行為意圖，藉以提出經營可行策

略與方案，有助社區彩繪永續發展，此乃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研究範圍以社區發展協會發起的嘉義民雄菁埔彩繪貓世界、以地方

政府主導的苗栗三義彩繪天梯及台中彩虹爺爺所創造的彩虹眷村為目

標，進行遊客參觀意圖的分析。尤其彩虹眷村享譽國際，為國際知名觀光

景點，可說是臺灣社區彩繪的品牌代表，創下年逾百萬的遊客人潮。如何

透過理性方法分析遊客特質，及歸納社區彩繪的獨特性，此乃本研究的動

機之三。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藉由計劃行為理論為方法，探討遊客參訪社區彩

繪觀光景點之行為意圖，分析遊客造訪的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

與意圖的關係，了解遊客對彩繪景點的認識，參訪的態度與個人評價，他

者相關訊息與大眾傳播報導，客觀環境機能、計畫性或隨機造訪等對遊客

的影響及再訪意願。透過調查資料分析的方式了解遊客現況，變數的因果

關係驗證，並由開放性問答以收集遊客的旅遊建議。藉由研究成果提供主

事者管理維護社區彩繪未來的經營方向，俾利政府推動社區營造政策及

觀光推廣行銷方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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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確認後，進行社區彩繪，社區美學及社區

總體營造等相關文獻蒐整與分析，建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針對研究構

面設計問卷，並分別至嘉義民雄菁埔彩繪貓世界，苗栗三義彩繪天梯及臺

中南屯彩虹眷村等三地進行遊客意見調查。將問卷調查所得資料整理與

統計分析，依據數值檢定、驗證研究假設及開放性遊客意見綜整，提出結

論與建議供相關主政單位酌參。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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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義彩繪天梯 

問卷發放 
 

資料整理與分析 

彩繪貓世界 

問卷發放 
 

彩虹眷村 

問卷發放 

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蒐整與分析 

建立研究架構 

提出研究假設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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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從社區彩繪、社區營造、消費行為，

與計畫行為理論等著手，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透過回顧相關文獻資料，

藉以充實研究理論與架構。第一節從社區總體營造切入，導出社區彩繪，

彩繪藝術及社區美學等相關文獻。此外探討西方塗鴉彩繪的演變，及獨樹

風格的藝術文化與歷史脈絡。反觀國內社區彩繪發展現況的文獻，歸納三

種彩繪類型，並介紹本研究之各彩繪社區。第二節則回顧以計畫行為理論

為方法的相關研究，與各構面關係之研究。 

 

2.1 社區彩繪 

由英文 Community 翻譯而來的「社區」一詞，日文將它譯為「生命

共同體」。社區是指彼此間形成生命共同體，而且在地理上又集聚在一起

的一群人，是「有社區感的聚落」，是被「營造」出來的（曾旭正，民 96）。

而「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是文化部前身文建會於民國 83 年提出，以「建

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

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為目標。民國 91 至 96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是透過系統化與整體性思維，統合規劃社區營造機制與操作模式，積極落

實「自主、自豪、同體、同演、同夢」之營造理念，進而讓每一個國民、

每一家庭、每一個社區，皆能就其既有條件與所屬特色，經由共同學習與

集體參與，強化居民共同意識，並結合特有文化傳統、城鄉資源，族群特

色與產業條件，提供各種就業機會，發展地方魅力，營造地方認同與光榮

感受，落實建立社區自主照顧機制，營造社區福利與福祉發展。（陳其南，

民 94）。民國 97 至 104 年推出第二期計畫，提升社區文化生活及參與內

涵，帶動社區民眾認識地方文化，關懷家園，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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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於民國 105 至 110 年執行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其三大重要工作項目為促進民間多元參與、擴大培育引動基層、公私協力

扶持互助，並以兼顧文化藝術之主題思維，持續扮演帶領整體社造工作向

前跨越角色（文化部，民 105）。隨著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建立社區文

化，找出社區人、文、地、產、景等 5 大主題，以提升社區自主能力及社

區價值與特色。鄉村地區的人際關係穩定、人情味濃厚、對傳統也較為珍

惜，因此成為社區營造工作的機會所在（陳信毓，民 94）。創造地方工作

機會必須讓返鄉或在地創業成功率提升，而完善地方創生支援生態系統

則是輔助在地創業成功的關鍵（洪大倫 108）。 

    在政府政策推動下，各社區努力展現出自己的特色，除了以農村產業

特色的議題外，彩繪藝術亦是呈現出另類的特色。台灣彩繪社區不斷增

加，可能因其執行需求成本低，容易學習而蔚為風氣。也因此在社區中進

行擾動，依循社造由下而上、居民參與、社區自主等觀念發展，建立社區

共同意識，豐富人們的生活內涵及提高生活品質。 

    生活藝術之美不再侷限於到美術館、畫廊才能欣賞藝術，而是在建築

巷弄之間。社區的地方性空間美學，有必要建構於關乎主體意識之對地方

的認同感受上（李謁政，民 88）。而社區彩繪帶給居民對自己所生活的環

境認同意識，建構社區美學、美學欣賞，了解歷史脈絡與淵源，促進藝術

培力養成，文化傳承與社區觀光。社區觀光兼具「運用地方生態資源」、

「當地居民參與」、「由下而上式」與「振興地方經濟」等多項生態旅遊發

展的元素與精神（宋秉明，民 91）。藝術漸漸走進社區，許多廢棄閒置或

髒亂的空間慢慢被改變，事實上藝術主題本來就存在於社區聚落中，發揮

社區原有文化或故事，運用在地人才，結合在地的工藝，提高生活品質，

營造在地特色，帶動社區觀光遊憩效益（梁大慶、郭漢鍠、林冠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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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藝術進入社區的行動一旦建構出共享意義實踐的主動性與創造力，

社區民眾在行動中獲得自我的轉化、社區意識與認同的提升，埋下的學習

種子持續發酵，將帶動個人與社區的發展（吳慎慎，民 96）。從社區主義

角度凝聚社區意識與激勵民眾參與才能促進居民支持觀光，達成永續觀

光發展目標。 

    社區居民在參與社區事務的過程中，會體驗到自己與環境，自己與社

區關係的變化，並願意為打造其理想的美感環境及生活而貢獻心力（柯瑞

英、陳明鎮，民 97）。社區美學強調公共性和參與性，是一種後現代情境

的生活美學，屬於社區總體營造的後設思維，審美觀點的生活方式。藉此

探討生活和活動在該場域內的當地人如何藉視覺影像去詮釋、建構屬於

場域內人、事、物三者之間的生態依存關係，及它們在社會急劇轉型的大

環境背後的深層意義（黎明海、劉仲嚴，民 96）。換言之社區空間營造著

重在過程，以居民為主體，在過程中居民身體力行參與，促成內在價值觀

轉化，提升社區生活品質與質量，是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精神。 

    塗鴉 (Graffiti)源自於義大利文的 Sgraffio，代表刻劃的意思。自有人

類以來，即有石窟，岩畫相關塗鴉記載，西元 1904 年第一本雜誌聚焦在

廁所塗鴉，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放置在牆上或宣傳單上使用，引起對猶太

人及異議份子的仇恨 (Ganz, 2004)。回顧歐美塗鴉彩繪，早期多被負面聯

想居多，二十世紀後期塗鴉逐漸由隨性彩繪演變為一種極具個人風格的

創作形式，帶給社區不同風貌，利用城市空間的適當角落，展現對特定議

題的主觀概念與傳達資訊。比利時布魯賽爾為新藝術風格 (Art Nouveau)

發源地，有世界著名的漫畫卡通博物館及其牆面上漫畫家法蘭克作品。尤

其因為其街廓都市設計，讓布魯賽爾的商店風貌獨樹一格，並深度融合

「歷史」「文化」商業性活動，展現多元奇趣的舞台效果（陳美芬，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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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多倫多最具代表性的「塗鴉巷」(Graffiti Alley)是一條位在皇

后西街 (Queens Street West)繁華鬧區中的晦暗小巷。眾多塗鴉藝術家在

長約一公里的後街牆面，此起彼落地留下五彩繽紛的個人印記，也吸引了

各方旅人來到這獨樹一格的風景線上，佇足留影（胡玉立，民 108）。舊

金山著名的戶外藝術殿堂「米慎特區」(Mission District)除了美食、咖啡，

更以獨特的壁畫藝術而聞名。自 1970 年代開始，當地的藝術家便透過建

築物的圍籬和牆壁來表達他們對政治、種族、性別和社會等議題的不同看

法。這個風格一直延續到現在，壁畫創作一直不斷地增加（張克怡，民

108）。 

    西元 1989 年柏林圍牆陸續被拆除，1990 年東西德統一，統一後的政

府邀請藝術家在 Spreee 河畔原址保留的圍牆上作畫，名為「東面藝廊」

(East Side Gallery)。2009 年塗鴉之牆被重新清理過，重新聘請藝術家來作

畫（吳音寧，民 101）。 

    反觀國內現況，民國 97 年台中彩虹眷村彩繪的興起，引領國內彩繪

村的流行（黃琪，民 104），從北到南有不少彩繪社區，例如基隆八斗街

的新鱻貨、竹東軟橋社區彩繪（軟橋社區發展協會，民 105、許鈺煊，民

100）、三義彩繪梯、鹿谷的妖怪村、虎尾頂溪社區屋頂上的貓、菁埔彩繪

貓世界、屏東佳冬六根彩繪村、竹田鄉美崙老夫子彩繪村（竹田鄉公所，

民 106）等。民國 104 年雲嘉南濱海風景區管理處於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

引進了 3D 彩繪，吸引了大量遊客與人潮，對當地經濟、文化、環境等方

面受到衝擊與影響（趙家民、陳信峯、顏新訓，民 107）。 

    本研究歸納三種彩繪類型計有以社區發展協會發起的嘉義民雄菁埔

彩繪貓世界、以地方政府主導的苗栗三義彩繪天梯及台中彩虹爺爺所創

造的彩虹眷村，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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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民雄菁埔彩繪貓世界 

    嘉義民雄被稱為智慧的富饒農鄉，平埔洪雅族打貓社是最初的拓荒

者，老一輩的人也都習慣稱這地方為「打貓」(Taneaw)。到日據時期因為

日文發音的 Taneaw 音似「民雄」，久而久之才變成今天的名稱。現在的

民雄仍是個富饒的農業鄉，閩南、客家、平埔族人，和諧傳唱著農村樂（陳

慧婷，民 90）。嘉義民雄菁埔彩繪貓世界以貓為主角，在建築物及公共空

間展現各種姿態，活潑有趣，也傳達了「打貓」的老地名。以「貓」為彩

繪主題，利用互動式構圖及情境式的彩繪，展現出有趣而不同風情的貓

咪，也賦予了菁埔村舊房舍外牆新的生命力，同時成功地吸引了觀光客，

也讓原先人口老化沒落的社區整個變得熱鬧又有朝氣。 

 

二、苗栗三義彩繪天梯 

    苗栗縣三義鄉在民國 105 年獲得義大利慢城組織認證為國際慢城，在

綠色旅遊或鄉村旅遊成為世界觀光趨勢時 (Bellini & Pasquinelli, 2017)三

義國際慢城的認證，為這山城帶來一翻新氣象。三義這個城鎮就像台灣其

他的城鎮一樣，都經歷更名的過程。他在日治時代被稱為「三叉河」，「三

叉」是指關刀山流下的「打哪叭溪」，與勝興山區流下的「打木溪」（水尾

溪），在廣盛、雙湖交界三興橋匯合成「西湖溪」（薛淑麗，民 93）。三義

彩繪梯位於前往建中國小的入口，結合地方觀光特色，納入桐花、石虎、

龍騰斷橋意象，充分展現客庄的文化，成為觀光的亮點。此外，周邊的好

客走廊還有桐花，農村樂等是在地藝術家的精緻塗鴉。 

 

三、台中彩虹眷村 

    台中彩虹眷村素人藝術源自台中干城六村，原是提供退休老榮民最

後的安身立命之處，隨著歲月更迭，這裡早已荒涼無存，剩下的只僅僅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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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相依為命的退役老兵。然而其中一位黃永阜先生因早在民國 97 年開始

於自家社區進行彩繪，受鄰居賞識大受歡迎與鼓勵而擴大彩繪行動，面積

延伸至其他住戶、牆垣、路面等形成當地獨特社區景觀，更引起觀光熱潮

（康禔今，民 100）。彩虹眷村彩繪圖案截然不同，色彩鮮明，人物表情

傳神可愛富童趣，是全台十大 Instagram 打卡點。民國 106 年，彩虹眷村

被知名旅遊雜誌孤獨星球列為「世界的祕密奇跡」景點 (Forge, 2017)，成

為各國遊客來臺必遊景點之一，其中以中國大陸、日本、香港、印尼、泰

國、馬來西亞等國旅客居多。 

 

2.2 計畫行為理論 

Ajzen (1985)提出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以理

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所演進而來。理性行

為理論為 Fishbein and Ajzen (1975)所提出的概念，其模式主張影響人們

的行為意圖有兩個變項，分別為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和主觀

規範 (Subjective Norms)；「態度」是指個體對於即將採取某特定行為時所

抱持正向或負向的信念評估 (Ajzen & Madden, 1986)；「主觀規範」是指

個體對於即將採取某特定行為時所認知的社會壓力，而其壓力源自於個

體周遭的特定對象或團體。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個人對特定行為偏好的行

為意圖會受到個人是否認同的態度及重要他人支持與否的主觀規範二者

或其中之一的影響，而行為意圖又將進一步影響所表現的具體行為；換言

之，理性行為理論假設「行為的發生是基於個人的意志控制」，主要用於

瞭解、預測個人行為。（葉盈君，民 101）。 

計畫行為理論係指個人做出特定行為是受到其行為意圖所影響，此

行為意圖受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等元素影響  (Aj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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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該理論線性關係公式如下： 

B～BI=β1A+β2SN+β3PBC 

B：個人的某一行為。  

BI：個人採取該行為的意圖。  

A：個人對執行該行為的態度。 

SN：個人對執行該行為的主觀規範。 

PBC：個人對執行該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 

    β1、β2、β3：實證所得標準化多元迴歸係數。 

 

一般而言，行為態度、主觀規範愈認同，知覺行為控制愈正相關，在問題

上個人行為意圖表現更強烈 (Ajzen, 2006)。 

在計畫行為理論中行為態度屬於個人因素，是指對行為正面或負面

的評價，主要由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圖等三要素所組成。消費者對某一標

的物的態度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意圖，而消費者的行為意圖則會影響其

最終行為 (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12，徐茂洲、葉明如、林益

弘，民 101)。Lee and Cerreto (2010)的研究指出教師態度行為重要性更勝

於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應有正向態度運用現代科技傳授課程。觀光

行為探討中除了遊客態度重要外，社區當地居民的態度更影響社區遊憩

觀光趨勢。當地居民正向態度深信觀光可為社區建構發展，改進農產市

場，穩定經濟收入，創造美好未來 (Lepp, 2007)。 

主觀規範表示一種特定的行為命令或指示，表示這個人對於重要他

人想要他表現出或不表現出這項特定行為的「知覺」；而這種知覺可能會

或可能不會反映重要他人實際上認為他應該這麼做。主觀規範是指有關

於這個社會環境對於意圖與行為的影響 (Schiffman, 2000)，對一個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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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愈感受到重要他人認為他應該表現出一項行為，他就愈想要如此

做。也就是說，如果其他的情況維持不變，民眾相信重要他人認為他們應

該表現出那些行為，那麼他們就想要表現出那些行為（王國川，民 105）。

換言之，重要他人的期待信念及其他控制信念的必要資源等參與因素將

會影響遊客的行為意圖 (Ajzen & Driver, 2009)。電視媒體與網路資源等

扮演重要的影響指數 (Sparks & Pan, 2009)，Goh, Ritchie and Wang (2017)

的研究更指出這些重要他者的主觀規範是最強烈的預測變數。 

知覺行為控制即個人知覺執行特定行為的難易程度，由「控制信念」

及「知覺控制強度」加以構成，若個人擁有的資源愈多與其所預期的阻礙

愈小，則知覺行為控制也就愈高，所產生的行為意圖也就愈強 (Ajzen, 

1991)。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具有正向影響（黃茗瑜、張志銘，民 103），

除了對行為意圖具有預測力外，意圖主要受知覺行為控制所影響（鄭豐

譯、莊淑[王如]、聶喬齡，民 101）。 

行為意圖是指個人所要採取行動而衍生行為時所產生行為傾向或傾

向程度 (Ajzen, 1985)，從意圖可以預測消費者消費行為及行銷市場的需

求 (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12)，亦可防範於未然，避免危機產生 

(Wang & Ritchie, 2012)。Ye, Souar, Sneddon and Lee (2017)研究指出個人

價值意圖更高於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March and Woodside (2005)亦

指出意圖為重要構面，可推測消費行為，雖然行為意圖往往容易被忽略，

但在調查研究中可知意圖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容小覷。 

    戴友榆、王慶堂、高紹源、李明儒（民 101）研究結果指出活動參與

者的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影響其從事水域遊憩活動的意向，

其中以知覺行為控制最為顯著。Han, Lee, and Lee (2011)探討中國遊客到

韓國觀光旅遊的決策行為，其結果證實遊客的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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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皆有正向顯著影響。鍾政偉、曾宗德、劉嘉麒（民 104）運用計畫

行為理論模型探討遊客參觀觀光工廠之決策行為研究結果顯示態度、主

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於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謝鈴詠、黃俊彥、

徐茂洲（民 106）研究遊客之旅遊行為意圖模式提出遊客的態度與知覺行

為控制對於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Han(2015)探討旅客入住綠色旅店動機

因素，研究指出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正向影響行為意圖。故從遊客旅遊態

度與消費行為爬梳，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12)提出態度是一種

全球評價性判斷，遊客因個人喜好，選擇標的，評論所選的喜愛程度。East, 

Singh, Wright and Vanhuele (2017)指出遊客對品牌認知影響其行為決定，

故遊客行為受標的物本身的獨特性所影響，而本研究民雄菁埔彩繪貓世

界結合歷史淵源有其特殊性；三義彩繪天梯因三義擁有國際慢城聲譽而

成為觀光亮點；彩虹眷村具國際知名度，國際知名旅遊指南「孤獨星球」

將其列入台灣唯二入選的「世界的秘密奇跡」，衍然成為臺灣社區彩繪獨

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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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等提出研究假設與設

計問卷，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假設，經由文獻整理後建立研

究架構，並以研究動機評估建立假設；第二節為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第三節為問卷設計，依照構面設計題項；第四節為抽樣方法，分階段進行

並驗證檢定。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社區彩繪蓬勃發展，彩繪剛完成推出時的確吸引遊客前來，熱潮過

後，遊客數往往有下降趨勢，所以如何吸引遊客，增加訪客人數已成為刻

不容緩議題。了解遊客的意圖及提供友善便利服務可吸引遊客到訪、再

訪，也引發潛在旅客的關注。台中彩虹眷村擁有國際知名度每年吸引百萬

旅客，其他彩繪村可能就沒有這樣的人潮；三義因國際慢城認證，其彩繪

梯曾吸引遊客注意；菁埔彩繪貓世界因歷史淵源發展生動活潑的圖案，遊

客慕名而來。如何持續獲旅客青睞，創造話題，邀請遊客到訪或再訪與推

薦等，現已成為重要議題。 

為探討遊客對彩繪社區的認知與評價，本研究以遊客造訪態度、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為基礎，探討遊客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

控制對其造訪社區彩繪意圖的影響；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

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遊客態度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的中介

效果及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的中介效果。建構研

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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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H2

H1

H3

H6

H7

H5

H4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圖 3.1 的研究架構圖，探討遊客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範圍包括

嘉義民雄菁埔彩繪貓世界、苗栗三義彩繪天梯及台中的彩虹眷村等，共有

七個研究假設如下： 

H1： 遊客態度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 

H2：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 

H3： 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 

H4：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H5：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響 

H6： 遊客態度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7： 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3.2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採遊客意見問卷調查方式，第一部分為造訪遊客的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為調查遊客造訪社區彩繪的個人態度、受外在因素影響的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預期行為意圖等，並採李克特 (Likert)五點量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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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就遊客「態度」構面探討其參觀社區彩繪時個人的認知與對自己的

影響；「主觀規範」構面是了解外在人、事、物等對遊客決定前來彩繪社

區觀光的因素；「知覺行為控制」構面則評估個人的環境現況及外部資源

的能力；「意圖」構面則為推估遊客未來預期的行為意念，推薦他人參訪

彩繪社區與否，是影響他者的看法與決策的重要因素。 

透過文獻探討確立各構面的操作型定義，針對研究目的設計主題問

卷題項，說明如表 3.1。 

 

表 3.1 各構面的操作型定義 

構面 操作型定義 文獻參考 

態度 
遊客參觀社區彩

繪時個人的感受 

Ajzen (2006) 
Blackwell (2012) 
Lee & Cerreto (2010) 
徐茂洲、葉明如、林益弘（民 101） 

主觀 

規範 

他者對遊客決定

前來參觀的影響

因素 

Ajzen & Driver (2009) 
Goh, Ritchie & Wang (2017) 
Schiffman (2000) 
謝鈴詠、黃俊彥、徐茂洲（民 106） 

知覺 

行為 

控制 

評估個人現況及

外部資源的能力 

Taylor & Todd (1995) 
王本壯（民 105） 
黃茗瑜、張志銘（民 103） 

意圖 
遊客未來的意念

及行為 

Ye, Souar, Sneddon & Lee (2017) 
Zeithaml (1996) 
郭彰仁（民 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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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設計 

為了解遊客為何造訪彩繪社區，參訪彩繪景點的行為意圖，以及參訪

後的行為與心得，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直接收集遊客個人意見，以計劃行

為理論為方法，從遊客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意圖行為變數進

行各構面題項設計。態度構面題項參考 Ajzen (2006)與 Blackwell (2012)

等學者觀點；參考 Schiffman (2000)與 Goh, Ritchie and Wang (2017)等研

究建立主觀規範構面各題項；知覺行為控制構面題項則參考 Taylor and 

Todd (1995)等學者的研究論述；依據 Zeithaml (1996)及郭彰仁（民 96）等

研究設計意圖構面的題項。 

以李克特 (Likert)五點量表衡量方式，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

「不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以分

數加總總分數愈高時，表示遊客對各量表題項同意程度愈高。著重在遊客

對彩繪村及其內容的喜好程度，媒體報導、網路資訊及他者的影響力，探

討遊客前來旅遊的客觀條件，外在環境因子及遊客未來的意象與認同。而

遊客的社經背景資料部分，包含遊客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往返交通

方式、參訪次數及參訪建議或心得等。問卷題項如表 3.2 ~ 3.4。 

 

表 3.2 菁埔彩繪貓世界問卷題項 

編號 問卷題目 

1 
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圖案旁的小標語很有趣、可以增進生活的

樂趣。 

2 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圖案可愛很療癒。 

3 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的立體貓掌能增進拍照時的趣味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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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菁埔彩繪貓世界問卷題項（續） 

編號 問卷題目 

4 
我覺得與菁埔村貓街彩繪這些活靈活現的貓咪圖案拍照會讓我

感到心情愉悅。 

5 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6 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7 我知道菁埔村貓街彩繪是由菁埔村社區發展協會所規畫完成。 

8 我會來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9 我會來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0 我有足夠的體力逛完菁埔村貓街彩繪。 

11 對我而言，來參觀貓街彩繪在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2 我覺得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13 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14 我覺得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相處時間。 

15 我會因家人的鼓勵或邀請，而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6 我會因朋友的推薦或邀請，而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7 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8 我覺得社區舉辦與彩繪相關的活動很有趣。 

19 如果之後我收到與菁埔村所舉辦的活動，我會主動參加。 

20 未來我願意再度（或嘗試）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21 未來我願意參訪各種類型的彩繪村。 

22 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菁埔村貓街彩繪行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8 
 



 

表 3.3 三義彩繪天梯問卷題項 

編號 問卷題目 

1 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很有趣、可以增進生活的樂趣。  

2 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可愛很療癒。 

3 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的立體效果能增進拍照時的趣味性。  

4 
我覺得與三義彩繪村圖案這些活靈活現的圖案拍照會讓我感到

心情愉悅。 

5 我知道三義彩繪村圖案是三義鄉公所及地方人士所規畫完成。 

6 我覺得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7 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8 我覺得參訪三義彩繪村圖案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相處時間。 

9 在三義舉辦與彩繪相關的活動我會參加。 

10 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三義彩繪村。 

11 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三義彩繪村。 

12 我會因家人的鼓勵或邀請，而參訪三義彩繪村。 

13 我會因朋友的推薦或邀請，而參訪三義彩繪村。 

14 我會來參觀三義彩繪村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15 我會來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6 我有足夠體力逛完三義彩繪村。 

17 對我而言，來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在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8 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後可以對三義慢城更了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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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三義彩繪天梯問卷題項（續） 

編號 問卷題目 

19 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三義彩繪村。 

20 我會主動參加三義鄉公所舉辦的彩繪村的社區活動。  

21 未來我願意再回來參訪三義彩繪村。 

22 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三義彩繪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4 彩虹眷村問卷題項 

編號 問卷題目 

1 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很有趣、可以增進生活的樂趣。 

2 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可愛很療癒。 

3 
我覺得與彩虹眷村圖案這些活靈活現的圖案拍照會讓我感到心

情愉悅。 

4 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5 我覺得參觀彩虹眷村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6 參訪彩虹眷村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的相處時間。 

7 我覺得其所販售文創商品很吸引人。  

8 我覺得彩虹爺爺作畫精神很值得尊敬。 

9 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彩虹眷村。 

10 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彩虹眷村。 

11 我會因家人的鼓勵，而參訪彩虹眷村。   

12 我會因朋友的邀請，而參訪彩虹眷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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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彩虹眷村問卷題項（續） 

編號 問卷題目 

13 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14 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5 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彩虹爺爺一個人改變一個村的故事。 

16 對我而言，來參觀彩虹眷村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7 對我而言，參觀彩虹眷村周圍環境機能是便利的。 

18 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彩虹眷村。 

19 未來我願意再回來參訪彩虹眷村。 

20 我願意購置其文創商品支持彩虹爺爺。  

21 我願意購置其文創商品支持彩虹眷村永續經營。 

22 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彩虹眷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執行，發放問卷蒐集資料，利用兩階段問卷調

查方式進行問卷題項資料的篩選與修正，問卷調查完成後進行量化統計

分析與質性問答探討。第一階段於民國 107 年 3 月進行 50 位遊客預試，

測試結果 Cronbach’s α 值高於 0.5，各構面 Kaiser-Meyer-Olkin (KMO)值

皆大於 0.7，故題項適切，皆不予刪題。第二階段以造訪嘉義縣民雄鄉菁

埔彩繪貓世界、苗栗縣三義彩繪天梯及臺中彩虹眷村三景點之遊客為問

卷調查對象，分別於民國 107 年 4 月、11 月，108 年 1 月至景點地區對

前來參觀的遊客進行實地問卷調查，共回收 684 份問卷，扣除無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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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效問卷計 57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約為 83.3%，包括彩繪貓世界遊

客問卷 195 份、三義彩繪天梯遊客問卷 198 份及彩虹眷村遊客問卷 177

份。使用統計軟體 SPSS 進行資料分析，此外，為再確認變數間中介效果，

另採用 Sobel 檢定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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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資料分析 
   本章節針對研究議題之問卷調查結果進行處理，問卷回收後進行資

料整理與分析，驗證研究所提出之假設是否成立。以下分成六部分，內容

包括問卷回收與樣本特徵、描述性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集群分析、迴歸分析與 Sobel test 驗證及論

述等。此外，本研究還透過開放性問題蒐整遊客意見，了解遊客需求，歸

納為社區營造活化社區、社區彩繪經營行銷及優質觀光品質提升等方向，

可作為社區彩繪未來經營發展之參考。 

 

4.1 問卷回收與樣本特徵 

本研究歸納三種彩繪類型，分別有菁埔彩繪貓世界由地方社區發展

協會發起，居民凝聚社區意識共同參與，邀請當地藝術家及其他專業藝術

工作者來繪製；三義鄉的彩繪與地方生活文化結合，由三義鄉公所向中央

申請補助款，委託魏榮欣先生完成 3D 彩繪梯，地方藝術工作者陸續加

入，牆面彩繪延伸至三義的最早廟宇五榖宮，時任鄉長的徐文達先生亦熱

心加入繪畫行列。彩虹眷村由素人畫家黃永阜先生一人完成，其色彩繽紛

的眷村特色與繪畫塗鴉，有別於其他社區彩繪圖案，獨樹一格，頗受遊客

青睞，享譽國際。三者各代表不同類型之彩繪，值得進行比較分析。 

 

4.2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依序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來彩繪村參訪的次數、來參訪

社區彩繪的往返交通方式等進行資料統整。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如表 4.1 ~ 4.3 所示。 

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以女性較多，佔 55.9%；年齡以 25-44 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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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42.1%；教育程度以大學（專）較多，佔 50.8%；84.6%為第一次參訪，

30 人是重遊，佔 15.4%；自行開車者為多數，佔 78.5%。 

三義彩繪天梯遊客以女性較多，佔 58.6%；年齡以 25-44 歲為主，佔

48.0%；教育程度以大學（專）較多，佔 46.5%；57.6%為第一次參訪，84

人是重遊，佔 42.4%強；自行開車者為多數，佔 63.1%。 

彩虹眷村遊客以女性較多，佔 56.5%；年齡以 25-44 歲為主，佔 69.5%；

教育程度以大學（專）較多，佔 57.6%；65.5%為第一次參訪，61 人是重

遊，佔 34.5%；自行開車者為多數，佔 59.3%。 

綜合歸納，遊客以女性偏多，年齡以 25-44 歲為主，以大學（專）教

育程度為主要對象，三義彩繪天梯及彩虹眷村重遊率比菁埔彩繪貓世界

較高，可推測其地理環境及機能便利，此外其自行開車者相對比例較低。

位於民雄菁埔村的彩繪貓世界，因大眾交通運輸較不便利，遊客自行開車

者達 78.5%之高。 

 

表 4.1 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86 44.1 44.1 
女 109 55.9 100.0 

年齡 

24 歲（含）以下 48 24.6 24.6 
25-44 歲 82 42.1 66.7 
45-64 歲 49 25.1 91.8 

65 歲（含）以上 16 8.2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20 10.3 10.3 
高中（職） 45 23.1 33.3 
大學（專） 99 50.8 84.1 

研究所 31 15.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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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分析表（續）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參訪的次數 
第 1 次 165 84.6 84.6 
2-3 次 20 10.3 94.9 

4 次以上 10 5.1 100.0 

往返交通 
遊覽車 19 9.7 9.7 

自行開車 153 78.5 88.2 
其他 23 11.8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 三義彩繪天梯遊客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82 41.4 41.4 
女 116 58.6 100.0 

年齡 

24 歲（含）以下 55 27.8 27.8 
25-44 歲 95 48.0 75.8 
45-64 歲 44 22.2 98.0 

65 歲（含）以上 4 2.0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45 22.7 22.7 
高中（職） 41 20.7 43.4 
大學（專） 92 46.5 89.9 

研究所 20 10.1 100.0 

參訪的次數 
第 1 次 114 57.6 57.6 
2-3 次 27 13.6 71.2 

4 次以上 57 28.8 100.0 

往返交通 
遊覽車 21 10.6 10.6 

自行開車 125 63.1 73.7 
其他 52 26.3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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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彩虹眷村遊客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77 43.5 43.5 
女 100 56.5 100.0 

年齡 

24 歲（含）以下 35 19.8 19.8 
25-44 歲 123 69.5 89.3 
45-64 歲 16 9.0 98.3 

65 歲（含）以上 3 1.7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8 4.5 4.5 
高中（職） 36 20.3 24.9 
大學（專） 102 57.6 82.5 
研究所 31 17.5 100.0 

參訪的次數 
第 1 次 116 65.5 65.5 
2-3 次 44 24.9 90.4 

4 次以上 17 9.6 100.0 

往返交通 
遊覽車 19 10.7 10.7 
自行開車 105 59.3 70.1 

其他 53 29.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測量工具與所欲測量的特徵之契合程度稱「效度」，效度愈高，表示

測量結果愈能顯現所欲測量的真實特徵，效度衡量通常採用因素分析。本

研究透過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以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4 ~ 4.6，

KMO 皆高於 0.6，各構面 Bartlett 球型檢定皆有顯著，代表適合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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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菁埔彩繪貓世界 KMO 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構面 KMO 值 球型檢定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態度 0.890 773.229 36 0.000*** 

主觀規範 0.612 278.126 6 0.000*** 

知覺行為控制 0.798 267.433 10 0.000*** 

意圖 0.789 240.565 6 0.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5 三義彩繪天梯 KMO 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構面 KMO 值 
球型檢定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態度 0.911 1331.601 36 0.000*** 

主觀規範 0.685 626.548 6 0.000*** 

知覺行為控制 0.758 303.654 6 0.000*** 

意圖 0.823 610.979 10 0.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6 彩虹眷村 KMO 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構面 KMO 值 球型檢定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態度 0.879 652.033 28 0.000*** 

主觀規範 0.611 243.514 6 0.000*** 

知覺行為控制 0.644 253.048 10 0.000*** 

意圖 0.786 496.933 10 0.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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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菁埔彩繪貓世界因素負荷量及信度分析 

構面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百分比 Cronbach's α 

態度 0.501-0.823 62.845 0.863 

主觀規範 0.879-0.911 84.126 0.754 

知覺行為控制 0.656-0.796 54.523 0.778 

意圖 0.749-0.840 63.258 0.8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7可知因素負荷量介於0.501至0.911，皆高於0.5，解釋變異量的

百分比介於54.523%至84.126%，分析結果其構面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

效度。而Cronbach's α係數介於0.7至0.8之間，依據Guilford (1965)建議

Cronbach's α值高於0.7，符合高信度標準，可知本量表各變數題項內部一

致性程度高，具良好可靠性，測驗結果穩定性高。 

 

表 4.8 三義彩繪天梯因素負荷量及信度分析 

構面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百分比 Cronbach's α 

態度 0.546-0.889 64.103 0.917 

主觀規範 0.803-0.911 75.413 0.885 

知覺行為控制 0.763-0.855 66.040 0.827 

意圖 0.752-0.880 70.341 0.8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8 可知因素負荷量介於 0.546 至 0.911，皆高於 0.5，解釋變異

量的百分比介於 64.103%至 75.413%，分析結果其構面之題項具有相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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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效度。而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8，符合高信度標準，可知本量表

各變數題項內部一致性程度高，具良好可靠性，測驗結果穩定性高。 

 

表 4.9 彩虹眷村因素負荷量及信度分析 

構面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百分比 Cronbach's α 

態度 0.528-0.833 54.122 0.870 

主觀規範 0.749-0.820 60.436 0.782 

知覺行為控制 0.523-0.908 68.929 0.732 

意圖 0.777-0.853 67.011 0.8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9可知因素負荷量介於0.523至0.908，皆高於0.5，解釋變異量的

百分比介於54.122%至68.929%，分析結果其構面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

效度。而Cronbach's α係數介於0.7至0.8之間，依據Cronbach's α值高於0.7，

符合高信度標準，可知本量表各變數題項內部一致性程度高，具良好可靠

性，測驗結果穩定性高。 

 

4.4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為最常見統計檢定問題的方法，是探討兩個母體平均

數的比較，藉由分析比較可了解兩母體間之差異情形，檢驗其之間是否

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分析結果就「性別」對社區彩繪參訪的態度、主

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均無顯著差異，檢定組別統計量表如 4.10 ~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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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性別） t 檢定組別統計量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男 86 4.3191 0.43446 

N 
女 109 4.2477 0.50684 

主觀規範 
男 86 4.1860 0.54931 

N 
女 109 4.0803 0.61790 

知覺行為控制 
男 86 4.2907 0.54072 

N 
女 109 4.2550 0.53946 

意圖 
男 86 4.2355 0.56667 

N 
女 109 4.1330 0.60435 

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男女性別獨立樣本檢定，參訪菁埔彩繪貓世界男性 86 人、女性 109

人，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各構面平均數 4.0803~4.3191，

經檢定結果並無顯著差異。代表男生與女生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及意圖各構面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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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三義彩繪天梯各構面（性別） t 檢定組別統計量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男 82 4.2480 0.60363 

N 
女 116 4.2778 0.55613 

主觀規範 
男 82 4.0579 0.72892 

N 
女 116 4.1250 0.65979 

知覺行為控制 
男 82 4.2835 0.59156 

N 
女 116 4.2284 0.65323 

意圖 
男 82 4.0707 0.67650 

N 
女 116 4.0983 0.64847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男女性別獨立樣本檢定，參訪三義彩繪天梯男性 82 人、女性 116

人，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各構面平均數 4.0579~4.2835，

經檢定結果並無顯著差異。代表男生與女生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及意圖各構面沒有明顯差異。 

 

表 4.12 彩虹眷村各構面（性別） t 檢定組別統計量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男 77 4.2727 0.56258 

N 
女 100 4.2787 0.4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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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彩虹眷村各構面（性別） t 檢定組別統計量（續）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主觀規範 
男 77 3.9253 0.77700 

N 
女 100 3.9275 0.69385 

知覺行為控制 
男 77 3.9740 0.70513 

N 
女 100 3.9700 0.58629 

意圖 
男 77 4.0831 0.74364 

N 
女 100 4.1020 0.58981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男女性別獨立樣本檢定，參訪彩虹眷村男性 77 人、女性 100 人，

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各構面平均數 3.9253 ~ 4.2787，

經檢定結果並無顯著差異。代表男生與女生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及意圖各構面沒有明顯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各構面因年齡、教育程度、參訪次數及往返交

通等各變項，分析比較對社區彩繪參訪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

意圖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13~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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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年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24 歲（含）以下 48 4.2477 0.44987 

N 
25-44歲 82 4.2236 0.48589 

45-64歲 49 4.3764 0.48740 

65（含）歲以上 16 4.3611 0.45632 

主觀規範 

24 歲（含）以下 48 4.0573 0.61506 

N 
25-44歲 82 4.1250 0.55172 

45-64歲 49 4.1837 0.63487 

65（含）歲以上 16 4.1718 0.58962 

知覺行為控制 

24 歲（含）以下 48 4.2292 0.57017 

N 
25-44歲 82 4.2000 0.51352 

45-64歲 49 4.3633 0.53956 

65（含）歲以上 16 4.4750 0.52599 

意圖 

24 歲（含）以下 48 4.1406 0.65009 

N 
25-44歲 82 4.1311 0.58693 

45-64歲 49 4.2704 0.53238 

65（含）歲以上 16 4.2500 0.58452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年齡因子對各構面平均數 4.0573 ~ 4.4750，整體而言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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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三義彩繪天梯各構面（年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年齡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24 歲（含）以下 55 4.3495 0.70189 

N 
25-44歲 95 4.2105 0.50071 

45-64歲 44 4.3283 0.54589 

65（含） 歲以上 4 3.7222 0.19245 

主觀規範 

24 歲（含）以下 55 4.1455 0.74798 

N 
25-44歲 95 4.0921 0.63377 

45-64歲 44 4.1023 0.73792 

65（含） 歲以上 4 3.5000 0.35335 

知覺行為控制 

24 歲（含）以下 55 4.2273 0.76720 

N 
25-44歲 95 4.3026 0.54321 

45-64歲 44 4.2045 0.62009 

65（含） 歲以上 4 3.8750 0.43301 

意圖 

24 歲（含）以下 55 4.1636 0.77564 

N 
25-44歲 95 4.0484 0.56547 

45-64歲 44 4.1364 0.67758 

65（含） 歲以上 4 3.4000 0.48990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年齡因子對各構面平均數 3.4000 ~ 4.3495，整體而言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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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彩虹眷村各構面（年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24 歲（含）以下 35 4.3036 0.44379 

N 
25-44歲 123 4.2998 0.47091 

45-64歲 16 4.0938 0.86542 

65（含） 歲以上 3 3.9583 0.19094 

主觀規範 

24 歲（含）以下 35 3.9714 0.70129 

N 
25-44歲 123 3.9564 0.74749 

45-64歲 16 3.5625 0.59512 

65（含） 歲以上 3 3.7500 0.66144 

知覺行為控制 

24 歲（含）以下 35 3.9714 0.55971 

N 
25-44歲 123 3.9984 0.67387 

45-64歲 16 3.8500 0.52915 

65（含） 歲以上 3 3.5333 0.57735 

意圖 

24 歲（含）以下 35 4.0343 0.70375 

N 
25-44歲 123 4.1691 0.59066 

45-64歲 16 3.7375 0.93728 

65（含） 歲以上 3 3.6000 0.40000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年齡因子對各構面平均數 3.5333 ~ 4.3036，整體而言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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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教育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國中（含） 20 4.3500 0.47316 

高中（職）、大學

（專）>研究所 

高中（職） 45 4.4074 0.47732 

大學（專） 99 4.2918 0.46700 

研究所 31 4.0072 0.41765 

主觀規範 

國中（含） 20 3.9625 0.68956 

N 
高中（職） 45 4.2444 0.55772 

大學（專） 99 4.1566 0.57431 

研究所 31 3.9677 0.58716 

知覺行為控制 

國中（含） 20 4.1500 0.63867 

高中（職）、大學

（專）>研究所 

高中（職） 45 4.4622 0.50600 

大學（專） 99 4.2990 0.50659 

研究所 31 3.9806 0.50161 

意圖 

國中（含） 20 4.1750 0.63401 

N 
高中（職） 45 4.2778 0.57213 

大學（專） 99 4.2121 0.57959 

研究所 31 3.9274 0.57079 

 >表示顯著大於，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構面，教育程度高中與大學者認同度皆高於

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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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三義彩繪天梯各構面（教育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國中（含） 45 4.3506 0.69144 

N 
高中（職） 41 4.2900 0.73823 

大學（專） 92 4.2766 0.43752 

研究所 20 3.9722 0.38300 

主觀規範 

國中（含） 45 4.1056 0.77145 

N 
高中（職） 41 4.0183 0.88634 

大學（專） 92 4.1359 0.56986 

研究所 20 4.0625 0.54937 

知覺行為控制 

國中（含） 45 4.2444 0.74523 

N 
高中（職） 41 4.1890 0.79801 

大學（專） 92 4.3179 0.52165 

研究所 20 4.0875 0.30645 

意圖 

國中（含） 45 4.1644 0.74013 

N 
高中（職） 41 4.1024 0.80638 

大學（專） 92 4.0870 0.56902 

研究所 20 3.8800 0.50011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教育程度因子對各構面整體而言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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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彩虹眷村各構面（教育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國中（含） 8 4.3594 0.44540 

N 
高中（職） 36 4.3229 0.42086 

大學（專） 102 4.2782 0.51820 

研究所 31 4.1935 0.60367 

主觀規範 

國中（含） 8 4.0000 0.76765 

高中（職）、大學

（專）>研究所 

高中（職） 36 4.0833 0.66815 

大學（專） 102 3.9779 0.73298 

研究所 31 3.5565 0.68529 

知覺行為控制 

國中（含） 8 4.2500 0.46291 

N 
高中（職） 36 4.0833 0.63313 

大學（專） 102 3.9902 0.63954 

研究所 31 3.7097 0.62576 

意圖 

國中（含） 8 4.2500 0.72309 

N 
高中（職） 36 4.1389 0.64466 

大學（專） 102 4.1235 0.63561 

研究所 31 3.9032 0.73006 

>表示顯著大於，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主觀規範構面，教育程度高中與大學者認同度皆高於教育程度為

研究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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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參訪次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參訪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第1次 165 4.2936 0.46642 

N 2-3次 20 4.1500 0.59045 

4次以上 10 4.3000 0.38862 

主觀規範 

第1次 165 4.1303 0.59635 

N 2-3次 20 4.1750 0.61291 

4次以上 10 3.9750 0.43221 

知覺行為控制 

第1次 165 4.2739 0.55049 

N 2-3次 20 4.2900 0.49620 

4次以上 10 4.1800 0.45656 

意圖 

第1次 165 4.1758 0.59162 

N 2-3次 20 4.1375 0.67119 

4次以上 10 4.3000 0.34960 

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參訪次數分析，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平均數3.9750~4.3000，以第

一次參訪者居多，平均數分析略有不同，整體而言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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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三義彩繪天梯各構面（參訪次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參訪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第1次 114 4.2534 0.50096 

N 2-3次 27 4.0905 0.51385 

4次以上 57 4.3723 0.71223 

主觀規範 

第1次 114 4.0877 0.62576 

N 2-3次 27 4.0370 0.75544 

4次以上 57 4.1447 0.77912 

知覺行為控制 

第1次 114 4.2390 0.57836 

N 2-3次 27 4.2593 0.53025 

4次以上 57 4.2719 0.76076 

意圖 

第1次 114 4.0316 0.63613 

N 2-3次 27 3.9778 0.63083 

4次以上 57 4.2491 0.69722 

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參訪次數分析，三義彩繪天梯重遊客比例高，多次重遊客的認同度

略高於首次或2-3次參訪者。各構面平均數3.9778~4.3723，整體而言並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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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彩虹眷村各構面（參訪次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參訪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第1次 116 4.2425 0.52758 

N 2-3次 44 4.3523 0.49140 

4次以上 17 4.3088 0.44660 

主觀規範 

第1次 116 3.8254 0.78659 

N 2-3次 44 4.1534 0.59116 

4次以上 17 4.0294 0.48317 

知覺行為控制 

第1次 116 3.9500 0.61397 

N 2-3次 44 3.9277 0.71945 

4次以上 17 4.2471 0.54557 

意圖 

第1次 116 4.0690 0.69438 

N 2-3次 44 4.0955 0.63170 

4次以上 17 4.2588 0.45697 

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參訪次數分析，彩虹眷村各構面平均數 3.8254~4.3523，並無顯著差

異。多次重遊客在意圖構面平均數達 4.0955~4.2588，可推估遊客認同彩

虹眷村並支持彩虹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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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往返交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往返交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遊覽車 19 4.3918 0.39609 

N 自行開車 153 4.2607 0.47592 

其他 23 4.3092 0.54222 

主觀規範 

遊覽車 19 4.2500 0.57735 

N 自行開車 153 4.2899 0.60059 

其他 23 4.2717 0.50516 

知覺行為控制 

遊覽車 19 4.4000 0.62183 

N 自行開車 153 4.2484 0.51861 

其他 23 4.3130 0.60551 

意圖 

遊覽車 19 4.4605 0.55442 

N 自行開車 153 4.1258 0.58075 

其他 23 4.2935 0.61076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往返交通分析，菁埔彩繪貓世界各構面平均數 4.1258~4.4605，以

自行開車前來者居多，但各構面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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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三義彩繪天梯各構面（往返交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往返交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遊覽車 21 4.2275 0.49997 

N 自行開車 125 4.4676 0.50978 

其他 52 4.2756 0.73916 

主觀規範 

遊覽車 21 3.9286 0.59236 

N 自行開車 125 4.1220 0.65885 

其他 52 4.1058 0.78956 

知覺行為控制 

遊覽車 21 4.1310 0.65488 

N 自行開車 125 4.2820 0.53598 

其他 52 4.2260 0.80327 

意圖 

遊覽車 21 4.0190 0.59297 

N 自行開車 125 4.0736 0.59813 

其他 52 4.1462 0.81372 

N 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往返交通分析，三義彩繪天梯遊客以自行開車或其他方式者居多，

然而就各構面平均數 3.9286~4.4676，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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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彩虹眷村各構面（往返交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往返交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態度 

遊覽車 19 4.1776 0.74921 

N 自行開車 105 4.2976 0.47071 

其他 53 4.2689 0.49237 

主觀規範 

遊覽車 19 3.8816 0.89119 

自行開車>其他 自行開車 105 4.0405 0.60954 

其他 53 3.7170 0.84216 

知覺行為控制 

遊覽車 19 3.8947 0.81204 

N 自行開車 105 3.9962 0.60191 

其他 53 3.9509 0.65151 

意圖 

遊覽車 19 3.9368 1.02860 

N 自行開車 105 4.0838 0.60687 

其他 53 4.1698 0.59047 

>表示顯著大於，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往返交通分析，彩虹眷村各構面平均數3.7170 ~ 4.2976，並無 

顯著差異。 

 

綜合上列分析，5 項遊客背景項目中，除教育程度及來回交通有差異

外，其餘各項目在各構面上皆無顯著差異，彙整綜合表如表 4.2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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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菁埔彩繪貓世界平均數分析 

        構面 
項目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性別 N N N N 
年齡 N N N N 

教育程度 2, 3＞4 N 2, 3＞4 N 
造訪次數 N N N N 
來回交通 N N N N 

教育程度：1.國中，2.高中（職），3.大學（專），4.研究所 
N：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6 三義彩繪天梯平均數分析 

        構面 
項目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性別 N N N N 
年齡 N N N N 

教育程度 N N N N 
造訪次數 N N N N 
來回交通 N N N N 

N：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7 彩虹眷村平均數分析 

        構面 
項目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性別 N N N N 
年齡 N N N N 

教育程度 N 2, 3>4 N N 
造訪次數 N N N N 
來回交通 N 2>3 N N 

教育程度：1.國中，2.高中（職），3.大學（專），4.研究所 
來回交通：1.遊覽車，2.自行開車，3.其他 
N：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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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集群分析 

    集群分析可視為多變量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中精簡資料的一

種技術，將資料分成少數幾個同質性次群體 (Homogeneous Subgroups)，

達到分類、分群的目標，運用集群分析作實際資料的運算 (Hair et 

al.,1995、王立心，民 87)。為進一步了解社區彩繪的遊客認同意識，本研

究進階透過四個因素構面加以分群，採用二階段法進行集群分段，再以非

階層集群 K 平均數法進行集群分類，並依群組進行分析。第一階段先採

華德法 (Ward’s Method)決定群數，由其分析結果顯示以區分二集群最為

妥適；確定集群個數後，第二階段以平均數特徵給與命名為「高支持群」

與「低支持群」。由不同集群特性分析，了解高支持群者特性推估需求，

針對低支持群者，探討其認同程度。集群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4.28 ~ 4.30。    
 

表 4.28 菁埔彩繪貓世界集群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彙整表 

          集群 

構面 

高支持群 
（80 人） 

低支持群 
（115 人） p 值 

態度 4.69 4.00 .000*** 

主觀規範 4.63 3.78 .000*** 

知覺行為控制 4.76 3.93 .000*** 

意圖 4.66 3.84 .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在高支持群中係數介於 4.63 與 4.76，低支持群

係數介於 3.78 與 4.00 的水準，推估整體支持度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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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三義彩繪天梯集群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彙整表 

      集群 
構面 高支持群 

（83 人） 
低支持群 
（115 人） 

p 值 

態度 4.75 3.91 .000*** 

主觀規範 4.69 3.67 .000*** 

知覺行為控制 4.79 3.87 .000*** 

意圖 4.69 3.65 .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義彩繪天梯遊客在高支持群中係數介於 4.69 與 4.79，低支持群係

數介於 3.65 與 3.91 的水準，推估整體支持度偏佳。 

 

表 4.30 彩虹眷村集群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彙整表 

      集群 
構面 

高支持群  
（78 人） 

低支持群 
（99 人） 

p 值 

態度 4.65 3.98 .000*** 

主觀規範 4.46 3.51 .000*** 

知覺行為控制 4.45 3.60 .000*** 

意圖 4.54 3.74 .00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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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眷村遊客在高支持群中係數介於 4.45 與 4.65，低支持群係數介

於 3.51 與 3.98 的水準，推估整體支持度偏佳。 

    遊客高支持群與低支持群二集群就統計變項特徵差異分析如表 4.31 

~ 4.33。 

 

表 4.31 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集群特徵分析 

     集群 
變項 

高支持群 
(80人) 

低支持群 
(115人) 

獨立性 
檢定 

性別 男生37人(46.3%) 
女生43人(53.8%) 

男生49人(42.6%) 
女生66人(57.4%)  

年齡 

24歲以下22人(27.5%) 
25-44歲28人(35.0%) 
45-64歲22人(27.5%) 
65歲以上8人(10%) 

24歲以下26人(22.6%) 
25-44歲54人(47.0%) 
45-64歲27人(23.5%) 
65歲以上8人(7.0%) 

 

教育程度 

國中(含)7人(8.8%) 
高中(職)23人(28.8%) 
大學(專)43人(53.8%) 
研究所7人(8.8%) 

國中(含)13人(11.3%) 
高中(職)22人(19.1%) 
大學(專)56人(8.7%) 
研究所24人(20.9%) 

 

造訪次數 
第1次69人(86.3%) 
2-3次8人(10.0%) 
4次以上3人(3.8%) 

第1次96人(83.5%) 
2-3次12人(10.4%) 
4次以上7人(6.1%) 

 

來回交通 
遊覽車12人(15.0%) 
自行開車57人(71.3%) 
其他11人(13.8%) 

遊覽車7人(6.1%) 
自行開車96人(83.5%) 
其他12人(10.4%) 

 

 表示獨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獨立性檢定發現各分群與統計變項間無顯著關係。觀察比較高低

分群，稍有不同。遊客以女性為主，年齡而言高支持群與低支持群分布相

仿，教育程度低支持群中研究所比例偏高，首次造訪者高支持群認同比例

高於低支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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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三義彩繪天梯遊客集群特徵分析 

    集群 
變項 

高支持群 
(83人) 

低支持群 
(115人) 

獨立性 
檢定 

性別 男生36人(43.4%) 
女生47人(56.6%) 

男生46人(40.0%) 
女生69人(60.0%)  

年齡 

24歲以下27人(32.5%) 
25-44歲39人(47.0%) 
45-64歲17人(20.5%) 
65歲以上0人(0%) 

24歲以下28人(24.3%) 
25-44歲56人(48.7%) 
45-64歲27人(23.5%) 
65歲以上4人(3.5%) 

 

教育程度 

國中(含)23人(27.7%) 
高中(職)17人(20.5%) 
大學(專)39人(47.0%) 
研究所4人(4.8%) 

國中(含)22人(19.1%) 
高中(職)24人(20.9%) 
大學(專)53人(46.1%) 
研究所16人(13.9%) 

 

造訪次數 
第1次44人(53.0%) 
2-3次10人(12.0%) 
4次以上29人(34.9%) 

第1次70人(60.9%) 
2-3次17人(14.8%) 
4次以上28人(23.3%) 

 

來回交通 
遊覽車8人(9.6%) 
自行開車49人(59.0%) 
其他26人(31.3%) 

遊覽車13人(11.3%) 
自行開車76人(66.1%) 
其他26人(22.6%) 

 

 表示獨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獨立性檢定發現各分群與統計變項間無顯著關係。觀察比較高低

分群，稍有不同。遊客以女性為主，年齡而言高支持群與低支持群分布相

仿，教育程度大學（專）程度高支持群與低支持群分布相仿，但低支持群

中研究所比例偏高，首次造訪者高支持群認同度比例低於低支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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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3 彩虹眷村遊客集群特徵分析 

    集群 
變項 

高支持群 
(78人) 

低支持群 
(99人) 

獨立性 
檢定 

性別 男生36人(46.2%) 
女生42人(53.8%) 

男生41人(41.4%) 
女生58人(58.6%)  

年齡 

24歲以下14人(17.9%) 
25-44歲57人(73.1%) 
45-64歲6人(7.7%) 
65歲以上1人(1.3%) 

24歲以下21人(21.2%) 
25-44歲66人(66.7%) 
45-64歲10人(10.1%) 
65歲以上2人(2.0%) 

 

教育程度 

國中(含)4人(5.1%) 
高中(職)17人(21.8%) 
大學(專)48人(61.5%) 
研究所9人(11.5%) 

國中(含)4人(4.0%) 
高中(職)19人(19.2%) 
大學(專)54人(54.5%) 
研究所22人(22.2%) 

 

造訪次數 
第1次48人(61.5%) 
2-3次20人(25.6%) 
4次以上10人(12.8%) 

第1次68人(68.7%) 
2-3次24人(24.2%) 
4次以上7人(7.1%) 

 

來回交通 
遊覽車8人(10.3%) 
自行開車47人(60.3%) 
其他23人(29.5%) 

遊覽車11人(11.1%) 
自行開車58人(58.6%) 
其他30人(30.3%) 

 

 表示獨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獨立性檢定發現各分群與統計變項間無顯著關係。觀察比較高低

分群，稍有不同。遊客以女性為主，年齡而言高支持群 25-44 歲者認同比

例高於低支持群，教育程度大學（專）程度高支持群認同比例高於低支持

群，但低支持群中研究所比例偏高，首次造訪者高支持群認同度比例低於

低支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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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進行變數間因果關係之驗證，並依據 Baron and 

Kenny (1986)的中介效果驗證方法探討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在主觀規

範與意圖之間的中介效果。迴歸分析是討論一個以上的自變數與一個依

變數間關係的統計方法，以瞭解當自變數為某一水準或數量時，依變數反

應的數量或水準。從遊客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與意圖之間的統

計分析結果，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進階利用多元迴歸分析

進行假設驗證，以遊客態度為中介因子，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

的態度有正向影響，換言之，遊客態度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

效果。以遊客知覺行為控制為中介因子，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

的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響，換言之，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規範與

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此外，為再確認變數間的中介效果，另採用 Sobel 

test 中介效果檢定方式進行檢測，解釋變數間的影響力，驗證結果仍達顯

著水準。 

本研究針對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問卷調查結果數據資料進行迴歸分

析，研究結果如表 4.34~4.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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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菁埔彩繪貓世界中介效果分析（態度） 

依變數 
自變數 

態度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652*** 0.543***  0.169* 
態度   0.684*** 0.574*** 

R 0.652 0.543 0.684 0.696 

R2 0.425 0.295 0.468 0.485 
調整後 R2 0.422 0.292 0.466 0.480 

F 值 142.449*** 80.873*** 170.062*** 90.373***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4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態度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52 

（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4 成立；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43 （p<0.001），達顯著水準，

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態度

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84 （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故研究假設 H1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

會因為態度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係數減弱為 0.169 （p<0.05），

但仍達顯著水準，故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6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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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菁埔彩繪貓世界中介效果分析（知覺行為控制） 

     依變數 
自變數 

知覺行為 
控制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556*** 0.543***  0.235*** 
知覺行為控制   0.685*** 0.555*** 
R 0.556 0.543 0.685 0.713 
R2 0.310 0.295 0.470 0.508 
調整後 R2 0.306 0.292 0.467 0.503 
F 值 86.580*** 80.873*** 171.028*** 99.053***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5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知覺行為控制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0.556（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5 成立；

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43（p<0.001），達

顯著水準，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85（p<0.001），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3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

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會因為知覺行為控制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

係數減弱為 0.235（p<0.001），但仍達顯著水準，故知覺行為控制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7 成立。 

本研究以 Sobel test 再進行中介效果檢定，其結果如表 4.36 所示。 

 

表 4.36 菁埔彩繪貓世界中介效果 Sobel 驗證 

自變數 中介變數 依變數 Sobel 驗證 
主觀規範 態度 意圖 8.5797***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7.736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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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Sobel test 檢驗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個別對

主觀規範和意圖的中介效果，經檢測仍達顯著水準，p<0.001，因此態度

變數與知覺行為控制變數在主觀規範和行為意圖間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針對三義彩繪天梯遊客問卷調查結果數據資料進行迴歸分

析，研究結果如表 4.37 ~ 4.38 所示。 

 

表 4.37 三義彩繪天梯中介效果分析（態度） 

依變數 
 
自變數 

態度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681*** 0.770***  0.440*** 
態度   0.784*** 0.485*** 
R 0.681 0.770 0.784 0.848 
R2 0.464 0.593 0.615 0.719 
調整後 R2 0.461 0.591 0.613 0.716 
F 值 169.803*** 285.723*** 313.560*** 249.513***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7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態度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81

（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4 成立；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70（p<0.001），達顯著水準，

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態度

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84（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故研究假設 H1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

會因為態度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係數減弱為 0.440（p<0.001），

但仍達顯著水準，故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6 成立。 

54 
 



 

表 4.38 三義彩繪天梯中介效果分析（知覺行為控制） 

      依變數 
 
自變數 

知覺行為 
控制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695*** 0.770***  0.468*** 

知覺行為控制   0.760*** 0.435*** 

R 0.695 0.770 0.760 0.831 
R2 0.483 0.593 0.578 0.691 
調整後 R2 0.480 0.591 0.575 0.688 
F 值 182.811*** 285.723*** 268.025*** 217.998***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8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知覺行為控制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0.695 （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5 成立；

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70 （p<0.001），達

顯著水準，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60 （p<0.001），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3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

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會因為知覺行為控制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

係數減弱為 0.468 （p<0.001），但仍達顯著水準，故知覺行為控制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7 成立。 

    本研究以 Sobel test 再進行中介效果檢定，其結果如表 4.39 所示。 
 

表 4.39 三義彩繪天梯中介效果 Sobel 驗證 

自變數 中介變數 依變數 Sobel 驗證 

主觀規範 態度 意圖 10.9068***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10.7026***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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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Sobel test 檢驗三義彩繪天梯遊客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個別對

主觀規範和意圖的中介效果，經檢測仍達顯著水準，p<0.001，因此態度

變數與知覺行為控制變數在主觀規範和行為意圖間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針對彩虹眷村遊客問卷調查結果數據資料進行迴歸分析，研

究結果如表 4.40~4.41 所示。 

 

表 4.40 彩虹眷村中介效果分析（態度） 

依變數 
 
自變數 

態度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528*** 0.457***  0.127* 
態度   0.691*** 0.624*** 
R 0.528 0.457 0.691 0.699 
R2 0.279 0.208 0.477 0.489 
調整後 R2 0.275 0.204 0.474 0.483 
F 值 67.759*** 46.088*** 159.691*** 83.189***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40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態度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28

（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4 成立；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457（p<0.001），達顯著水準，

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態度

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91（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故研究假設 H1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

會因為態度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係數減弱為 0.127（p<0.05），但

仍達顯著水準，故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6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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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彩虹眷村中介效果分析（知覺行為控制） 

       依變數 
 
自變數 

知覺行為 
控制 意圖 意圖 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主觀規範 0.515*** 0.457***  0.234** 
知覺行為控制   0.554*** 0.433*** 
R 0.515 0.457 0.554 0.589 
R2 0.265 0.208 0.306 0.347 
調整後 R2 0.261 0.204 0.302 0.339 
F 值 63.049*** 46.088*** 77.329*** 46.140***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41 之模型 1 可知，主觀規範對知覺行為控制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0.515（p<0.0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因此研究假設 H5 成立；

由模型 2 可知主觀規範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457（p<0.001），達

顯著水準，因此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2 成立；由模型 3

可知，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54（p<0.001），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設 H3 成立；比較模型 2 與模型 4 可知，主

觀規範對意圖的影響會因為知覺行為控制的存在而有改變，標準化迴歸

係數減弱為 0.234（p<0.01），但仍達顯著水準，故知覺行為控制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 H7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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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Sobel test 再進行中介效果檢定，其結果如表 4.42 所示。 

 

表 4.42 彩虹眷村中介效果 Sobel 驗證 

自變數 中介變數 依變數 Sobel 驗證 

主觀規範 態度 意圖 7.5537***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6.1998***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 Sobel test 檢驗彩虹眷村遊客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個別對主觀

規範和意圖的中介效果，經檢測仍達顯著水準，p<0.001，因此態度變數

與知覺行為控制變數在主觀規範和行為意圖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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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彩繪經營與永續發展，經由研究架構建立及研

究假設驗證、實證調查統計及開放性問答結果分析，了解遊客造訪社區彩

繪行為意圖及需求等，作為社區彩繪經營者及社區總體營造主政者思考

與決策依據，並提供建議讓後續研究者未來相關議題探討之參考。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以量化統計分析遊客參觀社區彩繪

景點之行為意圖，探究變數間的關聯性，影響力及中介效果，並歸納社區

彩繪未來發展方向。根據研究架構推出假設，以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與判

別。本研究依據創作起源歸納三種彩繪類型，分別說明其歷史淵源、地理

環境、產業經濟及文化特色之不同，並探討遊客參訪意向與意圖。而遊客

參訪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攸關社區彩繪未來營運

趨勢和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以菁埔彩繪貓世界遊客的主觀規範影響而

言，多次重遊客的認同程度略顯下降，可推估遊客對社區彩繪有所期待才

會再訪，而彩繪意象內容或周邊環境設施未提昇，或無相關推廣活動，則

無法滿足重遊客需求。以三義彩繪天梯重遊客比例高觀察，多次重遊客的

認同程度略高於首次或 2-3 次參訪者，可推估三義彩繪天梯被接受度高，

此外三義社區彩繪結合地方觀光特色，包括桐花、石虎、龍騰斷橋意象等，

應是吸引遊客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彩虹眷村參訪者往返交通其他如公車

或計程車比例較高，可推估彩虹眷村較另二種彩繪類型的所在位置地理

環境較為便利。加上其國際媒體曾爭相報導，國際觀光客比例明顯較高。 

    遊客對社區彩繪的認同意識與期待從本研究假設分析數據統計結果，

可推估同質性高，三種彩繪類型研究假設皆為成立。就遊客造訪社區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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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來說，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有正向關係；遊客主觀

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響；遊客態度與

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彙整表如表 5.1 所

示。 

 

表 5.1 假設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H1 遊客態度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 
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

影響 成立 

H4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5 
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知覺行為控制有

正向影響 成立 

H6 遊客態度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H7 
遊客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

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透過開放性問題收集遊客意見，結果顯示遊客肯定社區彩繪，

對彩繪圖案內容特感興趣，也希望周圍的機能設施可以提昇，彩繪範圍擴

大而呈現主題要多元，更期待有相關文創紀念商品可留下回憶。綜整遊客

意見調查，臚列發展方向如下： 

 

一、社區營造活化社區 

    社區彩繪維護與發展促使社區營造持續精進，活化社區，邀約當地居

民共同參與，吸引後生留鄉、返鄉以推動「創意、創業」的地方創生。結

合當地產業經濟，融合歷史文化脈絡，創造有特色品牌，建立口碑以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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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有亮點則能提升遊客再訪意願。 

 

二、社區彩繪經營行銷 

    社區彩繪完成時往往吸引遊客前來參觀，然而熱潮過後不免漸漸被

遺忘，社區面臨遊客流失，很難有回流客再訪。遊客意見希望針對彩繪加

以修復及增加彩繪範圍及新議題，如結合社區彩繪的文創商品、蘊含歷史

脈絡的文化資源，再輔以行銷策略，運用傳播媒體，數位科技，網路推廣，

粉絲專頁，創造永續經營的契機。 

 

三、優質觀光品質提升 

    遊客建議應擴增相關設施，如飲水機等、提升周邊生活機能，如停車

場等及地方產業經濟鏈結，相輔相成以深入文化探索，找出歷史價值

DNA，勾勒出地方文史特色及空間紋理，挖掘社區彩繪優勢和社區總體

營造趨勢，提供優質社區觀光。 

 

5.2 研究建議 

    經量化結果，研究假設成立，遊客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

對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有正向影響；遊客主觀規範對其造訪社區彩繪

的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響；遊客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在其主觀

規範與意圖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綜合上述統計分析，遊客的態度、主觀規

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影響其造訪社區彩繪的意圖，整體而言，社區彩繪主導

機構或單位可參考研擬相關計畫，須適時推陳出新更新彩繪內容，創造行

銷新議題，主動邀約社區參與，建構互動模式。統計樣本人口項目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中，教育程度及來回交通項目有所差異，由此可推估預測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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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劃社區彩繪或原有彩繪的維護管理，可再增加知識性元素或歷史脈

絡文化故事等，為遊客增廣視野；提供便捷的運輸工具，友善環境及相關

資訊，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經分析結果，呼應研究動機初衷，吸引在

地藝術家回鄉或駐點，促使社區彩繪得以維護與永續發展，結合地方創

生，找出特色與亮點。前所歸納三種彩繪類型，其永續經營發展仍以遊客

需求為首要，除量化外，加上開放性提問整理出遊客建議，提出持續性推

動模式，結合地方創生及建構特色亮點三大主軸，針對既有環境現況精

進，找出社區核心價值，創造地方生機的資本與魅力，遊客自然絡繹不絕。

三大主軸如下： 

 

一、建構社區彩繪可持續性推動模式 

    透過調查研究了解遊客需求，如提供旅客休息區、增加知識性活動辦

理、文創商品推廣、周邊生活機能改善，及便利清楚的交通資訊等。可系

統性提出社區營造彩繪系列活動，結合地方歷史淵源與特色文化，規劃年

度節慶活動以維護社區彩繪永續發展。 

 

二、建構社區彩繪結合地方創生 

    行政院「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宣示 108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

全面展開地方創生相關工作（國家發展委員會，民 107）。地方創生是目

前國家政策重視主流，結合其發展願景可讓社區彩繪維護與推展在經費、

人力等客觀條件下有所精進。社區有一套完整規劃，加上政府的資源補

助，社區彩繪能注入新元素，不論初次造訪或重遊，遊客數能逐漸成長。 

 

三、建構社區彩繪特色亮點 

    找出社區獨特性與最核心價值，融入社區彩繪，創造彩繪新議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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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科技美化行銷社區，也打造地方城鎮品牌，轉化為創造地方生機的

資本，營造社區魅力，拓展觀光景點，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此外，找出國

內外有共同特色的社區村庄，締結姊妹關係，聯盟合作，擴大國際連結，

展現特色，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整體而言，社區彩繪主導機構或業務單位可參酌相關建議，訂定執行

策略與方向，適時更新彩繪內容，針對目標群體，以遊客需求為導向，創

造行銷新議題，主動邀約社區居民參與，建構互動模式，促使社區彩繪，

社區美學，融入社區總體營造新里程規畫，進階結合國際視野永續發展。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因時間限制，總樣本數 684 份，有效問卷 570 份，涵蓋三種

不同社區彩繪類型進行分析，若能增加樣本數及更普遍調查，兼顧遊客及

社區居民，結果可更完善；此外如能增加樣本統計變項，可以更深入發覺

變項與變項間影響顯著與否；另深度社區居民訪談，可以有在地性更多元

的發現，除了遊客需求，也探討社區居民及地方政府對社區彩繪效益的想

像，讓社區彩繪不會因計畫完成而停滯，讓社區彩繪隨著社區總體營造而

永續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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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問卷 

一：菁埔彩繪貓世界研究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由衷感謝您協助我們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為學術性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遊

客參訪菁埔彩繪村的參訪感受。您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依個人真實想法加以

作答，您的意見對我們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幫助。 

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順遂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黃國忠教授 

                                 研 究 生：楊美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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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24歲(含)以下□25-44歲□45-64歲□65歲(含)以上  

3. 教育程度 :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4. 請問您來菁埔村貓街彩繪參訪的次數？   □第 1次□2-3 次 □4次以上  

5. 請問您來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的往返交通方式:  □遊覽車 □自行開車 □其他 

6. 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後,有何建議或心得?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情況或感受，回答以

下問題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圖案旁的小標語很有趣、可以增進生

活的樂趣。 
     

2.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圖案可愛很療癒。      
3.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的立體貓掌能增進拍照時的趣味性。       
4.我覺得與菁埔村貓街彩繪這些活靈活現的貓咪圖案拍照會讓

我感到心情愉悅。 
     

5.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6.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7.我知道菁埔村貓街彩繪是由菁埔村社區發展協會所規畫完成      
8.我會來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9.我會來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0.我有足夠的體力逛完菁埔村貓街彩繪。      
11.對我而言，來參觀貓街彩繪在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2.我覺得參觀菁埔村貓街彩繪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13.我覺得菁埔村貓街彩繪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14.我覺得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的相處時

間。 
     

15.我會因家人的鼓勵或邀請，而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6.我會因朋友的推薦或邀請，而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7.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18.我覺得社區舉辦與彩繪相關的活動很有趣      
19.如果之後我收到與菁埔村所舉辦的活動，我會主動參加。      
20.未來我願意再度(或嘗試)參訪菁埔村貓街彩繪。      
21.未來我願意參訪各種類型的彩繪村。      
22.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菁埔村貓街彩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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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義彩繪天梯研究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由衷感謝您協助我們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為學術性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遊

客參訪三義彩繪村之行為意圖。您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依個人真實想法加以

作答，您的意見對我們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幫助。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黃國忠教授 

                                 研 究 生：楊美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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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4歲(含)以下□25-44歲□45-64歲□65(含)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大學(專)□研究所 

4.請問您來三義彩繪村參訪的次數？ □第 1次 □2-3 次 □4次以上 

5.請問您來參訪三義彩繪村的往返交通方式:  □遊覽車 □自行開車 □其他  

6.參訪三義彩繪村後,有何建議或心得?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個人參觀彩繪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情況或感受，回答以下問題    
         
 

題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很有趣、可以增進生活的樂趣。       
2.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可愛很療癒。      

3.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的立體效果能增進拍照時的趣味性。       
4.我覺得與三義彩繪村圖案這些活靈活現的圖案拍照會讓我感

到心情愉悅。 
     

5.我知道三義彩繪村圖案是三義鄉公所及地方人士所規畫完成      
6.我覺得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7.我覺得三義彩繪村圖案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8.我覺得參訪三義彩繪村圖案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相處時間      
9.在三義舉辦與彩繪相關的活動我會參加。      
10.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三義彩繪村。      
11.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三義彩繪村。      
12.我會因家人的鼓勵或邀請，而參訪三義彩繪村。      
13.我會因朋友的推薦或邀請，而參訪三義彩繪村。      
14.我會來參觀三義彩繪村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15.我會來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6.我有足夠體力逛完三義彩繪村。      
17.對我而言，來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在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8.參觀三義彩繪村圖案後可以對三義慢城更了解。      
19.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三義彩繪村。      
20.我會主動參加三義鄉公所舉辦的彩繪村的社區活動。       
21.未來我願意再回來參訪三義彩繪村。      
22.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三義彩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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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彩虹眷村研究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由衷感謝您協助我們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為學術性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遊

客參訪彩虹眷村之行為意圖。您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依個人真實想法加以作

答，您的意見對我們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幫助。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黃國忠教授 

                                 研 究 生：楊美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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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part I background 
1.性別：□男□女 

2.年齡：□24歲(含)以下□25-44歲□45-64歲□65歲(含)以上 

3.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4.請問您來彩虹眷村參訪的次數？     □第 1次□2-3 次□4次以上 

5.請問您來參訪彩虹眷村的往返交通方式:□遊覽車  □自行開車  □其他

_______________        

6.參訪彩虹眷村後,有何建議或心得?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個人參觀彩繪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情況或感受，回答以下問

題 
         
題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很有趣、可以增進生活的樂趣。      
2.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可愛很療癒。      
3.我覺得與彩虹眷村圖案這些活靈活現的圖案拍照會讓我

感到心情愉悅。 
     

4.我覺得彩虹眷村圖案動線規劃不錯、逛起來很愜意。      
5.我覺得參觀彩虹眷村能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6.參訪彩虹眷村可以增加與家人或朋友的相處時間。      
7.我覺得其所販售文創商品很吸引人。       
8.我覺得彩虹爺爺作畫精神很值得尊敬。      
9.電視新聞或節目報導會影響我是否參訪彩虹眷村。      
10.網路討論會影響我是否想參訪彩虹眷村。      
11.我會因家人的鼓勵，而參訪彩虹眷村。        
12.我會因朋友的邀請，而參訪彩虹眷村。        
13.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時間。      
14.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它是免費的觀光景點。      
15.我會來參觀彩虹眷村是因為彩虹爺爺一個人改變一個村

的故事。 
     

16.對我而言，來參觀彩虹眷村往返交通上是便利的。      
17.對我而言，參觀彩虹眷村周圍環境機能是便利的。      
18.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參訪彩虹眷村。      
19.未來我願意再回來參訪彩虹眷村。        
20.我願意購置其文創商品支持彩虹爺爺。         
21.我願意購置其文創商品支持彩虹眷村永續經營。        
22.我願意在網路上推薦彩虹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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