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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旅 遊 管 理 碩 士 班 

1 0 2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外籍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

願━以外籍華語系青年為例 

研究生：張容滋                       指導教授：陳貞吟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遊學是教育觀光的一種型態，而全面開放外籍青年來臺灣遊學觀光

是大幅開拓海外觀光客源與擴展國際交流的良好途徑。本研究乃在探討

外籍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之關係。

研究對象以外籍華語系青年為主，研究方法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

查，由 383 份回收問卷中篩選出 326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本文使用 SPSS18.0 及 AMOS18.0 統計套裝軟體做為分析工具，並

以描述性統計量、信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外籍華語系青年的遊學動機以臺灣學校的名聲、

師資、設備優良與選修學分可被承認及豐富多元課程是來臺遊學的主

因，同時遊學動機越強，旅遊意象感受程度也越高。此外，這些學生也

普遍覺得臺灣給人的感覺是愉悅的，所以透過臺灣旅遊的體驗及經驗進

而逐漸產生地方認同。臺灣在這些外籍華語青年的眼中處處充滿美麗新

奇的有趣事物、島嶼迷人又美麗、人們好客友善、旅遊交通安全便捷，

而這些意象越強烈也越能提高他們再回到臺灣旅遊的意願，以及向親朋

好友推薦到臺灣旅遊，並願意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好處。 

關鍵字：教育觀光、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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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tivations of Studying Abroad, 

Destination Image, Local Identity, and Revisiting Intentions 

 –Study of Chinese-speaking International Teenagers Studying 

in Taiwan 

Name of Institute：Master Program of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June 2014            Degree Conferred：M.B.A  

Name of Student：Jung-Tzu Chang     Advisor：Chen-Yin Chen Ph.D. 

Abstract 

The approval of international teenagers’ studying in Taiwan is a good way to 

expand tourism industries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otiv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eenagers studying in Taiwan such as their destination image, local identity, and 

revisiting intentions. We focus on the Chinese-speaking teenagers studying in 

Taiwan .We adopts SPSS18.0 and AMOS18.0 in this study.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re used in our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school’s 

reputation, teacher quality, equipments, and global academic recogni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attract the Chinese-speaking international teenagers. Meanwhile, 

the higher their motivations of studying in Taiwan are, the better destination images 

they have. In addition, these students have pleasant feelings about Taiwanese and 

result in their local identity through their travel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In their 

opinion, Taiwanese are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and the transportation is safe and 

convenient. These positive destination imag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ir revisiting 

intentions. They would lik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to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recommend them to travel to Taiwan.  

Keyword：Educational Tourism, Motivations of Studying, Destination Image,  

Local Identity, Revisiting Intentions 



 
 
 
 
 
 
 
 
 
 
 
 

 

iii 
 

 

目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錄  ……………………………………………………… iii 

表目錄  ……………………………………………………… vii 

圖目錄  ……………………………………………………… ix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2 

1.3 

1.4 

1.5 

 研究目的…………………………………………… 

研究範圍與對象…………………………………… 

研究限制…………………………………………… 

研究流程…………………………………………… 

4 

4 

5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2.1  教育觀光…………………………………………… 7 

  2.1.1  教育觀光的意義與範疇…………………… 7 

  2.1.2  教育觀光的現況發展……………………… 8 

2.2  遊學動機的相關理論……………………………… 

2.2.1  遊學的定義與理論………………………… 

2.2.2  動機的定義與理論………………………… 

9 

9 

10 



 
 
 
 
 
 
 
 
 
 
 
 

 

iv 
 

2.2.3  遊學動機的定義…………………………… 

2.2.4  遊學動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11 

12 

2.3 

 

 

 

2.4 

 旅遊意象的相關理論……………………………… 

2.3.1  意象的定義………………………………… 

2.3.2  旅遊意象的定義…………………………… 

2.3.3  旅遊意象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地方認同感的相關理論 ……………………… … 

2.4.1  地方認同感的定義………………………… 

2.4.2  地方認同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13 

13 

14 

18 

19 

20 

21 

2.5  重遊意願的相關理論… …… …… …………… … 

2.5.1  重遊意願的定義…………………………… 

2.5.2  重遊意願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22 

22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6 

3.1  研究架構…………………………………………… 26 

3.2  理論推導與研究假設……………………………… 27 

3.3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 27 

3.4  問卷設計…………………………………………… 29 

  3.4.1  前測━認知意象之量表發展……………… 29 

 

3.5 

3.6 

 3.4.2  正式問卷……………… ………………… 

抽樣對象與方法…………………………………… 

資料處理與分析…………………………………… 

32 

36 

36 

第四章  研究結果…………………………………………… 40 



 
 
 
 
 
 
 
 
 
 
 
 

 

v 
 

4.1  樣本結構分析……………………………………… 

4.1.1  性別…………… …………… …………… 

4.1.2  年齡…………… ……………… ………… 

4.1.3  國籍……… ……………………… ……… 

4.1.4  學歷………………………… ………… … 

4.1.5  到海外遊學的總次數……… ……… …… 

4.1.6  曾經來臺灣旅遊的次數(含此次) ……… 

4.1.7  此次來臺灣遊學停留時間為………… … 

4.1.8  到臺灣遊學的費用來源…… …………… 

4.1.9  在臺灣遊學期間的住宿方式…… ……… 

4.1.10  主要獲取臺灣旅遊相關資訊管道……… 

40 

41 

41 

41 

41 

42 

42 

42 

42 

42 

42 

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4.2.1 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動機之因素分析 

44 

44 

  4.2.2 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認知意象之因素分

析………………………………………… 

 

47 

4.3  構面衡量的信效度分析…………………………… 48 

4.4 

 

 

 

 

 

4.5 

 

 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

認同感與重遊意願之描述性統計………………… 

4.4.1  遊學動機…………………………………… 

4.4.2  旅遊意象…………………………………… 

4.4.3  地方認同感………………………………… 

4.4.4  重遊意願…………………………………… 

驗證性因素分析………………… …………… …… 

4.5.1  模式基本適配指標-違犯估計檢測… … … 

 

49 

49 

50 

52 

52 

53 

60 



 
 
 
 
 
 
 
 
 
 
 
 

 

vi 
 

4.5.2  SEM 整體結構驗證檢定…………………… 

4.5.3  整體模式適配度…………………………… 

4.5.4  假設驗證與討論…………………………… 

60 

61 

6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68 

5.1  結論………………………………………………… 68 

5.2  研究建議…………………………………………… 70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5.3.1  研究限制…………………………………… 

5.3.2  未來研究建議……………………………… 

72 

72 

73 

    

參考文獻  ……………………………………………………… 74 

一、  中文文獻…………………………………………… 74 

二、  英文文獻…………………………………………… 81 

附錄一  前測問卷…………………………………………… 92 

附錄二  正式問卷…………………………………………… 

 

 

 

 

 

 

 

 

95 



 
 
 
 
 
 
 
 
 
 
 
 

 

vii 
 

 表目錄  

表 3.1  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29 

表 3.2  認知意象前測分析統計表………………………… 30 

表 3.3  對遊學動機之問項………………………………… 32 

表 3.4  對情感意象之問項………………………………… 33 

表 3.5  對認知意象之問項………………………………… 34 

表 3.6  對地方認同感之問項……………………………… 35 

表 3.7  對重遊意願之問項………………………………… 36 

表 4.1  問卷人數統計……………………………………… 41 

表 4.2  受訪者基本資料彙整表…………………………… 43 

表 4.3  遊學動機之因素分析結果表……………………… 46 

表 4.4  認知意象之因素分析結果表……………………… 47 

表 4.5  各構面之信度值分析表…………………………… 49 

表 4.6  遊學動機之描述性分析表………………………… 50 

表 4.7  旅遊意象之描述性分析表………………………… 51 

表 4.8  地方認同感之描述性分析表……………………… 52 

表 4.9  重遊意願之描述性分析表………………………… 53 

表 4.10  遊學動機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 55 

表 4.11  旅遊意象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 56 



 
 
 
 
 
 
 
 
 
 
 
 

 

viii 
 

表 4.12  地方認同感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 57 

表 4.13  重遊意願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 58 

表 4.14  相關係數分析結果………………………………… 59 

表 4.15  違犯估計檢測結果………………………………… 60 

表 4.16  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檢驗分析結果………… 63 

表 4.17  假設驗證結果表…………………………………… 67 

  

 

  

 

 

 

 

   



 
 
 
 
 
 
 
 
 
 
 
 

 

ix 
 

 
  圖目錄  

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6 

圖 2.1  旅遊目的地意象成份……………………………… 17 

圖 3.1 

圖 4.1 

 

 

 

研究架構圖………………………………………… 

整體關係模式路徑圖……………………………… 

 

26 

64 

 

    



 
 
 
 
 
 
 
 
 
 
 
 

 

- 1 -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簡稱 WTO) 與世

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簡稱 WTTC) 2014 年

1 月公布數據顯示 2013 年全球海外旅遊人次為 10 億 8700 萬，雖然來臺

觀光人數在 2013 年突破 547 萬人次(WTO, 2014)，但不難發現臺灣吸引

外國人士前來觀光的力度仍嫌薄弱，約僅占全球海外旅遊市場的 0.5%。

因此，行政院於 2011 年推動「旅行臺灣 – 感動一百」行動計畫，以「催

生與推廣百大感動旅遊路線」、「體驗臺灣原味的感動」及「貼心加值服

務」為主軸，形塑臺灣觀光感動元素，爭取國際旅客來臺觀光。並持續

推動「觀光拔尖領航計畫」， 朝「發展國際觀光、提升國內旅遊品質、

增加外匯收入」之目標前進，讓世界看見臺灣觀光新魅力 (觀光局，2011)。 

同時，自 2002 年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後，也開始朝向全球化經濟體邁進。在教育方

面，全球化的趨勢也成為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首要發展方向，如何促進

國際交流變成重要任務之一(Rizvi and Lingard, 2000)。這股國際交流熱潮

帶動了人才培育及流通的重視，並顯見在高等教育的領域中，因此外籍

華語系青年來臺灣遊學觀光更可能是大幅開拓海外觀光客源與擴展國際

交流的良好途徑 (江怡慧，2010)。行政院於青年壯遊中程計畫(98-101 年

度)，在既有基礎上研擬青年壯遊計畫(教育部青年發展署，2009)，並據

以推動觀光與國際交流(觀光局，2011)。其計畫的方針為整合臺灣的「高

山島嶼、多元文化、熱情好客、佳餚美食」，並開創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

旅遊的獨特吸引力及觀光新形象。同時，政府也運用國際宣傳及行銷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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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招徠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觀光。 

遊學是教育觀光的一種型態，而教育觀光是一種以教育或學習為動

機的旅遊活動，因此旅遊目的地必須能夠符合教育與學習的需求，同時

不同的旅遊目的地也能夠因應不同的地區特色發展出不同的學習與服務

內容。而臺灣一直保留中國歷史文化，堅持維護正統的中國正體文字，

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也蘊藏豐富中國珍寶。臺灣的文化、風俗民情、

觀光景點、歷史古蹟以及民主政治等，成為華語系學生來臺灣遊學觀光

的吸引力(張美玉，2012)。近年大中華圈或大陸的華語外籍學生也因此逐

年增加赴臺旅遊與就學，成為臺灣重要的旅遊市場之一。 

由於遊學兼具教育與學習，其旅遊內容能夠帶領參與遊學者與當地

居民們深度互動，也能透過不同的文化與地域，了解當地的人文與地方

特性，提供旅客不同時空的想像與認知(陳貞吟、孟佳瑾 、曾庭筠 ，

2010)，也因此在旅客心中形成對當地特定的印象，這種印象可能造就旅

客對地方的認知與情感，形成對地方的認同和歸屬之情感連結而產生地

方認同感，並影響旅客的重遊意願。尤其，對一位深度接觸與學習當地

文化的遊學參與者到底產生甚麼樣與一般旅客不一樣的目的地意象？又

此種目的地意象是否影響其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而最終這些意象與地

方情感是否影響其重遊意願？這些都值得深入探討，也成為本研究的重

點。 

尤其，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觀光，帶給臺灣旅行業繁榮，對於

發展國際觀光、提升國內旅遊品質、增加外匯收入相當有益，也能讓世

界看見臺灣觀光新魅力。因此，吸引更多的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觀

光是旅遊業的重點問題，進而規畫優質旅遊行程，使青年們參與旅遊後，

能夠留下良好的口碑，進而傳回他們的國家人民。而旅遊意象扮演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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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整體吸引力的重要角色，所以給予遊客良好觀光意象的觀光目的地是

提升遊客參與觀光活動意願的重要決策因素之一 (謝天智、 謝佳穎、李

勝榮，2010) 。Milman & Pizam (1995) 即指出當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有正

面意象時，會驅使其重遊該目的地，Bigné, Sánchez & Sánchez (2001) 也

驗證旅遊目的地意象對滿意度、重遊意願與推薦意願有正向影響。此外，

多數研究也認為旅遊目的地意象對於潛在消費者的旅遊行為具有重大的

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驗證旅遊意象對於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重遊意願的

影響。 

而人們對地方所產生的依附、關懷、認同與歸屬感，即是對地方心

生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在探討地方感之文獻中，國外學者已有逐漸轉

化其內涵為可測量向度之趨勢；國內相關論文，地方感的運用多以質化

進行研究，許多研究由形塑生活與地方關聯的面向切入探討(呂怡儒，

2000；林怡伶，2004； 蘇揚期、王柏山，2005；周佳雯、蘇文瑜，2008；

Derr, 2002)；有些研究由量化方式評估地方感(Jorgensen & Stedman, 2001; 

Pretty,Chipuer& Bramston  2003 ; 匡立中、莊鎧溫、簡伊佐，2012；曾慈

慧、沈進成、陳麗如，2011；曾慈慧，2011；任國晏、盧詩欣、曾慈慧，

2010)。而地方依附包含象徵性與情感表現的個人對地方之意識(Hwang, 

Lee & Chen, 2005)，因此瞭解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對地方認同感、重遊意

願等變項之實質意涵與關聯性，將有助於瞭解外籍華語系青年的觀光旅

遊態度與未來行為，並可據以發展行銷策略，對一個地區觀光的長遠發

展至為重要。旅遊意象影響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常見於相關文獻或研

究，然遊學動機對旅遊意象之影響的研究卻非常少，為彌補相關文獻的

不足，本研究將探討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的動機、旅遊意象、地方

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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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試圖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

的遊學動機，並檢視其旅遊意象及地方認同感，也探討旅遊意象對其地

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之影響，期能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旅遊組織及旅遊

業者針對外籍華語系青年之遊學市場發展行銷策略的參考依據，進而提

升臺灣觀光產業服務品質及增加青年旅客來臺的重遊意願。綜合以上觀

點，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之動機。 

二. 了解來臺遊學之外籍華語系青年遊學觀光期間對臺灣之旅遊意象。 

三. 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之旅遊意象對其地方認同感的影響。 

四. 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觀光之旅遊意象對其重遊意願的影響。 

五. 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觀光的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

重遊意願之間的影響關係。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基於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遊學臺灣計畫中所訂定之

外籍青年的年齡範圍，因此選定 18-30 歲來臺遊學觀光之外籍華語系青年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2014) 。但由於遊學族群種類繁多，在樣本獲取上

有所困難，因此本研究對象鎖定在各大專院校中的外籍華語系大學生及

研究生族群。同時，抽樣地點則選定北部、中部、雲嘉南、高屏共四區，

各二所大專院校，透過抽樣後選定全國總共八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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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雖涵蓋北、中、雲嘉、南部各區域，但抽樣之大

專院校則採用便利抽樣法，尋求願意配合之學校。此種抽樣法本身無法

代表母體，限制是在抽樣過程中之樣本並非全面性的，抽出之樣本會有

其侷限，而抽樣率會牽涉母體的樣本結構，所以沒有辦法完全代表母體

的比例，只能針對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相近的就被認定是有相同行為，

但也可能是不盡相同的。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共分 9 階段。首先蒐集資料並確立研究主

題、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並確定研究範圍與限制，然後進行國

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之蒐集，建構研究假說，選擇研究對象，並參考文獻

擬定研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及設計編製問卷，經考驗研究問卷的信效度

後，作為問卷修訂之依據。著手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將回收的資料歸納

整理，並進行統計分析再彙整出具體之研究結果，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建

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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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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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教育觀光、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

意願等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回顧與探討，闡述本研究的相關理論觀點與研

究重點，進而發展並建立觀念架構。 

 

2.1 教育觀光 

2.1.1 教育觀光的意義與範疇 

遊學是教育觀光的其中一種型態。教育觀光是一種包含學習的旅遊

(Kalinowski & Weiler, 1992)，教育觀光相關的議題在最近幾年來已受到學

界與實務界的相當重視。為了教育或學習而旅遊，從壯遊時代 (Grand 

Tour) 以來就是個普遍的現象。而教育與學習旅遊的涵蓋範圍是非常廣泛

且複雜的 (Smith & Jenner, 1997)，教育是一種透過在課堂上正式學習，

是講究學習策略且重視成效的 (Smith,1989)，而學習則是一種自然、不經

意或偶然的，重視的是學習過程（Kulich, 1987）。教育觀光也可視為一種

產品-學習結果，一種程序-學習過程，也是一種功能-達成學習的方法或

步驟 (Ritchie, Carr & Cooper 2003)。教育觀光若被視為是一種產品時，主

要強調的是學習體驗的成效；當教育觀光被視為是一種程序或功能時，

它的焦點則為-運用什麼方法達到什麼目的（Kalinowski & Weiler, 1992）；

當學習是一種主要目標時，觀光的體驗著重在於運用旅遊的機會增進或

者修正原有的知識；當學習是一種方法時，觀光的要點在於應用或延伸

過去之所學。   

教育觀光指人們離開了原來居住的家園、城市，同時進行學習與旅

遊的活動。他們強調教育觀光的旅客，將觀光或教育視為主要或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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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對於觀光旅遊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而依旅客旅遊動機的不同，

教育觀光形式涵蓋了以觀光為主的成人學習旅遊到以教育為優先的學校

觀光。教育觀光也因此常存在兩種區隔：一種是觀光優先，亦即觀光是

主要的動機而學習其次；另一種則是教育優先，即學習是主要動機而觀

光其次。多位學者也都一致認同 (Bywater, 1993; Seekings1998; Cooper 

1999; Ritchie, Carr & Cooper, 2003; 陳貞吟、孟佳瑾、曾庭筠，2010)。 

綜合上述之觀點，從教育觀光的涵蓋範圍與形式觀點來看，不論教

育與學習是否為觀光客的主要旅遊動機或目的，都是旅客離開家園旅遊

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觀光可定義為一種以教育和學習為首要動機或次

要動機的觀光旅遊活動。 

2.1.2 教育觀光的現況發展 

兼具教育與學習的教育觀光旅遊內容在現今的旅遊市場漸被重視，

旅遊的觀光學習是一種自然而且偶發性的終身學習過程 (Kalinowski & 

Weiler, 1992)。人們因為社會價值觀與生活型態改變關係，對於休閒自然

活動與假日旅遊非常重視 (Martin & Mason, 1987)，且教育與學習能夠滿

足旅客對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好奇心，進而學習到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世

界觀 (Burkart & Medlik, 1981)。因此，教育觀光的運用是對於特定地方、

豐富事件及旅客擴展產生對世界與歷史文化的視野。教育觀光的旅遊行

程能夠帶領不同背景的人與當地居民們深度互動，促使當地人對於文化

推展的貢獻保持熱忱 (陳貞吟、孟佳瑾、曾庭筠，2010)。教育觀光也因

此能透過不同的文化與地域，了解當地的人文與地方特性，提供旅客不

同時空的想像與認知，藉由地方的故事發展促進認知、知識、想像與感

官的深度互動 (Burkart & Medlik,1981)。 

教育觀光產品，廣泛且持續追求知識與認知意義的動力，也較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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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旅遊設計的行程，這種觀光型態從 1984 年開始在日本興起，尤以國際

遊學型態最受到歡迎，許多國家也贊成此種觀光型態，因為學生可從此

學習到跨領域的知識 (L ai,1999; 陳貞吟、孟佳瑾、曾庭筠，2010)。實地

的學習遊程能夠提供小孩、青年或成人各種豐富的學習經驗，同時也促

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有效擴展累積學習經驗 (Lai, 1999)。其價值在於

拓展學生自我的認知與視野，進一步改變學習態度，並增進知識的累積。 

教育觀光這項新興的產業活動多樣且豐富，在教育學習的過程中更

可同時注入對地方文化與自然環境的認知，所以也會對傳統的價值觀有

所改變，而地方的故事可以讓學生們在不同時空發揮想像力，並經由五

官感受認識新的事物 (Burkart & Medlik,1981)。因此，具有品質與特色的

遊程對學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另一方面也相對提升了當地經濟及產業

發展，並帶動地方旅遊觀光的成長 (陳貞吟、孟佳瑾、曾庭筠，2010)。 

 

2.2 遊學動機的相關理論 

2.2.1 遊學的定義與理論 

綜觀目前全球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已驅使臺灣無法自外於此股

國際化潮流的浪濤，無論是「二十一世紀學習型社會的教育」（Education 

for Learning Societies in the 21st Century）宣言，或是「國際學生評比」

（PISA）報告等，其內涵皆驗證知識經濟與地球村廣義教育新觀念的重

要性，而現代國際化教育的跨國學習，正是二十一世紀教育內涵新願景

之核心價值(謝春菊，2009)。本研究中外籍華語系青年為了解同種同文的

臺灣社會風土人情，增進跨文化適應力，擴展國際視野，必須克服生活

上的不適應而來到海外的臺灣遊學，再者因個人環境、條件及背景之不

同，青年們經歷海外遊學參與後，具有個人成長的催化作用、增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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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信與興趣、提升跨文化溝通的能力、開拓國際觀等功能。 

遊學（Study Tour；Educational Trip；School Trip 等；日文：修學旅

行）定義依其字面上的意義來解釋的話，即兼具「旅遊」與「學習」功

能之活動，遊學雖具有學習課程的功能，但並不以獲取學位為目的（廖

和敏，1996；謝春菊，2009），所以海外遊學即是到國外進行旅遊與學習

等活動。海外遊學相對於留學而言，最大差異在於留學是有獲取正式學

位上之壓力，常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完成；而海外遊學者課程的選擇

自主性是較高的，居留於國外時間的長短彈性也較大，期限可依遊學者

的需求去做調整，短則兩週，長達一年或以上者皆可 (謝春菊，2009）。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遊學」之定義係指至臺灣教育機構進行學習，不

以學位為主，時間上則在兩個星期至一年或以上者之間為限者。 

2.2.2 動機的定義與理論 

動機(motive)一詞是由 Woodworth 於 1986 年最先應用於心理學界(李

怡穎，2011)，動機是一種刺激參與行動的因素，無法直接觀察之，只能

透過個體的行為表現而間接推測得知。故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動

機」，所以在行為科學中，動機是指引起之個體活動，維持該已引起的活

動，並促使該活動能朝向某一個目標進行的內在歷程(張春興，2000)。人

們的行為在正常情況下都有動機，激勵他們去從事某項活動時，「動機」

都扮演著的重要因素。而動機與行為是相對性的概念，動機是促進使用

個體活動內在的歷程，行為則是個體外的活動(Zimbardo & Gerrig,1989)。 

Lee, Lee & Wicks(2004)綜合整理有關事件旅遊者動機的文獻資料中

顯示：動機因素不外是家庭聚會、社交、求知、探索、新奇、興奮、逃

離、放鬆休閒、自然欣賞、事件吸引等。（Scott, 1996；Formica  & Uysal, 

1996；Schneider & Backman, 1996；Crompton & McKay, 1988；Form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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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sal, 1998；陳勁甫、何宜澤，2005)，然隨著事件的不同，其動機因素

或許有些許差異，整體來說不外乎是社交、聚會、吸引、新奇、逃離、

自然休閒、求知探索等。Schiffman & Kanuk(1997)則強調動機是指個人內

在的驅動力量，促使人們採取行動時，會有這種驅動力產生是因為需求

無法滿足因此所引發的緊張狀態，所以人們會做出各式各樣可以滿足需

求的行為，以降低這種緊張狀態並釋放個人內在的壓力。 

2.2.3 遊學動機的定義 

Balkan(2003)指出：美國若想繼續在二十一世紀保持領先的地位，應

讓美國的學子們有機會到海外學習進修，來獲取其他國家觀點及了解其

文化，故歐美間之先進國家為了彌補課堂知識不足之處，都相當鼓勵學

生赴國外參訪或遊學（Roberts, 1998），其實到國外實地學習與旅遊，是

瞭解外國文化的最佳途徑，非常富教育意涵與價值。再者，教育的功能

應該是充分發展不同文化脈絡下每個人的潛能（方永泉，1996）。 

因此，國際化的學習經歷不只是個人履歷表上的加分效果，更是立

足於國際社會上的必備條件，更重要的是青年學子經過海外遊學的洗禮

後，可以見識到自己生命中的潛在能力，也增加了強大的自信心(謝春菊，

2009）。而學者 Chiang(1998)認為海外遊學有以下功能：自我成長方面，

海外遊學能使學習者拓展國際間的視野，對日後國際觀的啟蒙有所助

益，也會促進進修學習者跨文化溝通能力與訓練獨立自主等方向之成

長。施玉惠、朱惠美 (1997）也認為學生學習了外國文化風俗民情，是可

以拓展世界觀，增進了解國際視野的能力。海外遊學也有助於異國文化

之學習，若從他國文化的角度來看，更可幫助自我重新檢視自己的文化，

有利於青年學生更加認識自己，加強自信心與勇氣去獨立面對探索週遭

環境的問題，有助於國家整體提升全球化的程度（Neff ,2001）。海外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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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使學子走出教室，邁向國際化學習，學生若想進入現代國際化的世

界職場環境裡，就必須了解國際化的趨勢，並為未來全球化之生涯預作

準備，而海外遊學正是可以成為國際化的一種媒介（Marcum,2001）。縱

觀國內學者戴維揚（2003）也曾提及，除了縱向文化的傳承、轉化之外，

亦可發展橫向並聯接多種文化，因此藉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海外遊學

經驗，學生們可開拓國際視野，有效培養跨文化的溝通與表達能力並奠

定獨立自主生活的適應能力。 

由上述的諸多文獻中，了解海外遊學具有諸多教育功能之優點蘊涵

其中，然而在同一種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極易因本身的背景及

價值觀不同而產生困難點，更何況青年遊學者至臺灣遊學，面臨了不同

的華人地區文化差異及教育制度的不同，其所面對的衝擊問題亦是身為

教育者所需留意之議題。 

在臺灣，國內有關青年學子自海外來臺從事教育觀光遊學之相關研

究較少。而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進行教育觀光之遊學

動機，因此在遊學動機的衡量上，考慮到青年旅客本身具備華人血統及

華語能力之特性，且遊學者心理因素會影響動機，故由文獻探討中選取

適當之遊學動機變項，包括臺灣環境因素、費用便宜、師資與學分、親

友推薦等，為使其更能符合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動機之探討。 

2.2.4 遊學動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謝春菊(2009)，海外澳洲遊學初探，研究者實際赴澳洲遊學七週，欲

探討遊學者之動機、跨文化適應與收穫及影響之詮釋，經歸納研究，發

現多數遊學者之動機為著力於英語學習；其次是具有個人成長的幫助，

更能了解英語系國家的風土人情、增進跨文化適應力及擴展國際視野；

亦有學子是以遊學作為將來留學生涯規劃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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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旅遊意象的相關理論 

2.3.1 意象的定義 

意象關係之探討個個領域均不相盡同，對於意象(image)的看法，心

理學定義為心象、心像、表象；地理學定義為認知、印象；環境規劃上

稱意象；行銷學則定義為形象、印象(林宗賢，1996)。Dichter (1985)對意

象的說法是「在個人心中對一個實體的整體印象，非僅由單一特性所形

成，而是由各種不同的構面所形成的」。學者 Boulding(1956)首先提出意

象(Image)的概念，對意象的本質做了初步的闡述：「意象」是以有組織的

方式，對這個世界的本質建構其信仰，以及在世間的行為，他認為意象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主觀知識，是由不定的完全正確之訊息所綜合

而成的，廖淑韻(2008)認為人們會憑著主觀的價值和知識，作為個人與外

界環境溝通之工具。另學者 Martineau(1958)將意象的觀念應用於零售領

域中，他認為在商店的顧客群之決策裡，會有一種力量在運作，他將此

力量稱為「商店的個性或印象」（Store Personality or Image），其以標的物

所能提供與人功能與心理感受的角度來定義意象為消費者心目中所定義

某商店的方式，一則根據商店功能上的特質（Functional Qualities），另一

則根據商店心理屬性的氣氛（Aura of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Lindquist(1974)後來又對 Martineau(1958) 的商店意象加以闡述，他

認為 Martineau 定義中的「功能性特質」（Functional Qualities），包括商

品的選擇、信用政策、價格幅度、商店陳列及其它能客觀地與競爭者比

較之商店要素；而心理屬性（Psychological Attributes）則包括歸屬感（Sense 

of Belong）、溫暖或親切的感受（ Feeling of warmth or Friendliness）、及

興奮或有趣的感受（Excitement or Interest）(廖淑韻，2008)。Gallarza, Saura, 

& Garcia(2002)更明白的指出觀光意象即混合了對於零售商、居民、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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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亦或職員、店員的印象；Gartner(1993)將認知意象定義為依據事實

或所聽、所看到對產品已知的屬性所為之評估。 Gartner(1986)指出旅客

對旅遊目的地各種的屬性認知將互動而形成複合的或整體的意象。意象

是對一地點經由一段時間整合不同來源資訊後的整體感受、知覺(Assael , 

1984)。Rapoport (1977)認為意象是一種凌駕知識之上的抽象概念，其中

包括過去的經驗及現在事實面的刺激。   

意象為個體對於一事物停留在腦海中的圖像，會隨著個體經驗而累

積(吳佩芬，1997)。栗志中(1999)認為意象是一種五官所感覺到的印象，

它包含情緒與認知兩個因素，並透過個人主觀理解及外界的經驗累積與

組織而成。張春興、楊國樞(1993)認為意象與人們的想像力有著密切關

係，為刺激思維亦即實際行動間的中介歷程。意象是一種對外界事物連

結、態度或概念，會隨著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其所涵蓋之構面

是非常多元的(陳弘尉，2006)。但意象與認知之間的關係是萬本同根的，

如 Beach(1990) & Downing (1992)等學者皆指出意象的呈現需以知覺理論

為基礎。Echtner & Ritchie(1993)更具體的認為，意象包含整體的、屬性

的成份，每一種成份都具有功能及心理的特性，這些特性又可以分為一

般性與獨特性。Crompton(1979)則認為意象乃是人們對於一個地方亦或旅

遊目的地的信念（beliefs）、觀念（ideas）及印象（impressions）的總合。

意象意涵著遊客對旅遊目的地的期望，並應許了酬償旅客一個生活體驗

上的正面意象(Leisen,2001)。 

 

2.3.2旅遊意象的定義 

Hunt (1975）是最早從事觀光意象研究的學者，他認為觀光意象是人

們對非其所居住的地方，所持有的一種印象，是遊客表達心中對觀光發

展之態度以及對旅遊地感覺的最重要指標。旅遊意象，最常被引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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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pton（1979）所提出的旅遊意象（destination image），其定義是遊客

對旅遊目的地之整體信念（beliefs）、想法（ideas）和印象（impressions）。

二位學者 Fakeye & Crompton（1991）認為觀光意象是一種精神上之概念，

係由潛在的遊客或遊客本身從個人內心整體的意象中所選取取出來的。

Jenkins（1999）認為，個人對一個特定地方之觀光意象是獨特的，且內

涵是由個人的回憶、聯想及評價所組成的。Gunn（1988）強調即使消費

者從未到過某地，或者從未主動蒐尋過該地的相關資訊，仍然會在消費

者心中有對該地不完整的記憶及印象。旅遊者透過不同之管道與接受了

有關觀光地區的資訊而創造出其意象，這些資訊綜合組織於個人的精神

心理層面上，常有其意義。 

旅遊意象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但有時也可真實地反映出社會大眾對

此一景點的評價，旅遊意象(Tourism image)代表遊客對旅遊地的印象，並

給予遊客一種事前的感覺(Fakeye & Crompton, 1991) ； 因此 Westover 

(1989)認為旅遊地區的意象會影響遊客是否前來或產生有益的旅遊經驗

產生正面之印象，並且影響其對該地區的前往期望。 

Hunt（1975）認為旅遊意象是潛在民眾對於一地區的感受、知覺。

Crompton（1993）提出旅遊意象是人們對於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另

旅遊意象是一般大眾對一個地方、產品或經驗之視覺或心理印象，也是

對構成旅遊經驗個別要素或屬性之意象總合（Milman & Pizam,1995）。

Kim & Richardson （2003）認為旅遊目的地之意象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

對於一個地方累積的印象、想法、信念、感覺和期待的總和。Baloglu & 

McCleary（1999）認為旅遊目的地意象是一種表示旅遊者個人態度的概

念，為個體對旅遊目的地的認知、情感和印象。吳金源（2004）認為旅

遊意象是個人或團體對一特定旅遊目的地所抱持的客觀認知、印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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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想像和情感思考的表達，也可是個人或團體對旅遊目的地整體的信

念、想法及印象。 

而意象被運用在觀光學領域者，其所使用的術語，包含有觀光（旅

遊）意象（tourism image）、觀光客（遊客）意象（tourist image）、目的

地意象（destination image）與旅遊目的地意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等。觀光領域之觀光意象一般皆以特定地點、觀光旅遊地為其對象；旅

遊目的地意象、目的地意象，則以目的地為對象之意象產生；遊客意象

則以特定旅遊地或旅遊目的地為意象之對象進行探究。學者張淑青（200 

8）指出這些在概念上有相似意涵，而且有交替使用之現象。旅遊意象是

影響到觀光客的旅遊決策過程中非常重要之因素（Gartner,1986; Fakeye &  

Crompton,1991;Echtner & Ritchie,1993）。國外有許多學者更是研究出負面

的許多意象，會導致遊客在選擇與考量旅遊地點時做出更審慎的決策

（Gartner & Shen, 1992 ;Schneider & Sonmez, 1999 ;Chaudhary,2000）。 

 Baloglu & McClearly (1999)認為旅遊意象會因為受到個人因素、刺

激因素的影響而形成。個人因素包含個人心理(人格特質、動機、價值)

及人口統計(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其他因素)。刺激因素為資訊來源(資

訊總數類型)、行銷通路與旅遊經驗等。邱博賢（2003）認為旅遊意象乃

是描述有關民眾，對遊憩據點之各種屬性的知覺印象深刻的程度。即每

個個體在認知過程之中，經內在簡化處理後，賦予觀光事物之理性(認知)

與感性(情感)評價；而旅遊意象是由認知與情感兩大部分所組成 

Echtner & Ritchie（1993）為了要使意象的測量能更完整的呈現各種

面向，他在 1991 年所提出的旅遊目的地意象之概念架構來實證測量旅遊

目的地意象，提出屬性包含以下三個連續構面（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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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旅遊目的地意象成份 

資料來源：Echtner, C. M., & Ritchie, J. R. (1993), The measurement of destination 

imag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1(4),3-13. 

 
   （1）屬性–整體的（attribute–holistic）構面：意象包含了對個別屬性

的信念到體整印象，例如：個別的屬性包含氣候、住宿、交通等，同樣

也包含更加為整體的心靈圖象。 

   （2）功能上的–心理的（functional–psychological）構面：意象具可以

直接地被觀察與測量的特徵（例如氣候、交通、價格及住宿型式等），和

較無法知道、難以觀察測量之心理層面（例如服務品質、人民友善及安

全等），其認知的程度會因個人之特性和許多整體的印象而有所不同。 

   （3）一般性–獨特性（common–unique）構面：此構面強調旅遊目的

地意象，可以從共通的一般特性到獨特的特徵呈現兩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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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tner & Ritchie（1993）說明此一構面圖，應以三次元的模式來觀

察，「功能特性」包含一般的屬性，也包含了獨特的特徵，而「心理特性」

也同時包含了一般的心理特徵及獨特的特徵氛圍。 

綜合以上諸位學者的見解，意象是對某一地事物的整體記憶或印

象，隨著時空的演繹產生化變，也是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態度或概念，具

有多元化的構面也會影響未來的決策。許多研究已證實旅遊意象會正向

且直接顯著影響重遊意願（王信惠，2006；陳福祥，2007）。 

2.3.3旅遊意象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王信惠(2006)研究宗教觀光地旅遊意象對知覺價值、旅遊品質、滿意

度與遊後行為意圖關係的影響，以北港為例，發現遊客對北港之意象會

正向影響旅遊品質，意象愈良好所知覺的旅遊品質愈高，亦會正向影響

遊後行為意圖。曾慈慧、 沈進成、陳麗如(2011)在礦業遺產觀光中真實

性對觀光意象、地方感與遊後行為意圖之影響的研究，以金瓜石黃金博

物館為調查地點，從量化角度調查遊客面來解析真實性如何影響遊客的

觀光意象、地方感和遊後行為意圖，發現觀光意象不會直接影響遊後行

為意圖，而是需透過地方感之中介，始有正向影響。張淑青(2008) 選擇

澎湖旅遊為研究範圍，以觀光意象為前因變項，顧客滿意、地方依附為

兩者為中介變項，行為意圖為結果變項，發現結果為觀光意象經由地方

依附所誘發的情感影響效果，較經由顧客滿意所誘發的認知影響效果為

強。 

    綜合文獻回顧於以上概念描述得知海外遊學學生學習外國文化風俗

民情，可拓展世界觀（Marcum, 2001），除了縱向文化的傳承、轉化之外，

亦可發展橫向並聯接多種文化（戴維揚，2003）。而遊學者心理因素會影

響動機，旅遊意象取決於遊客心理動機，此旅遊動機、經驗會影響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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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印象(Baloglu  & McClearly,1999ab; Beerli  & Martín, 2004b)，故

本研究中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將影響對臺的旅遊意象。 

2.4 地方認同感的相關理論 

Jorgensen & Stedman (2001)指出地方感即由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及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所組

成，代表人們在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與行為(behavior)上對一特定

地方的關係連結。(Kaltenborn，1997) 認為「地方」這個名詞具有三種意

涵：1.地理區位(location)：人們從事社會、經濟和休閒旅遊的區域。2.地

方(local) ：日常生活、旅遊休閒活動和社會相互影響的地方。3.地方感：

是個人主觀對地方認同和歸屬的情感連結。 

Gallian & Loeffler (1999)認為「地方」是人們對一有意義的地理區域

即「空間」，透過對地方的情感建構及連結，有認識或歸屬此地理區域。

當空間伴隨著時間、歷史脈絡、傳承及個人特殊經驗的累積而產生認同

感時，便產生了地方的重要意義 (Relph,1976)。Moore & Graefe (1994)認

為地方認同是一種對地方的歸屬感，是表示特定的地方對於個人具有情

感及象徵的意義，此體驗有著不同的態度、觀點、思想、價值或和行為

意圖，而在心理感受歷程中表現有所不同( Hammitt, Backlund , & Bixler,   

2006)。Smaldone, Harris & Sanyal (2008) 指出當有更多意義與情緒為基礎

時，地方認同感需要在較長的時間發展。地方感是用在態度與空間上的

建立，個人對於特殊地方的評價、判斷或評論，尤其是建構在情感、認

知與意象態度 (Jorgensen & Stedman, 2001)。情感象徵性的認同指的是個

人對該地具有特殊情感和象徵、代表性的意義，地方認同即是利用情感

和象徵來看待一個地方，基於個人對地方情感的維繫， 參與者則會有強

烈的歸屬感（ 張良漢、蘇士博、王偉琴，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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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地方認同感的定義 

人們從事旅遊活動時探索地方而產生情感層面之連結所產生的認同

感(Willams & Roggenbuck , 1989)，簡單來說，地方感就是對一個地方之

感情與記憶，它是摸不到且看不到的主觀感，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也

是社會、文化、歷史、環境或政治所建構之觀念，延伸出人與地方或一

切擺設、景觀、事物、文化、感情連結，此連接關係的強弱或表達方式

因人而異(蔡文川，2012)。Gallian & Loeffler(1999)認為地方感是人們對有

意義的空間，透過情感連結建構歸屬感。藉由特定地域中之個人接觸、

記憶、情感與群體或地方資源之間所產生的互動，經不斷學習與認知過

程中對特殊地方重要的連結(Hummon,1992)。地方的認同感與建構，來自

對於特殊景點或地方之情感投入與人與地方關聯性期間長短所形成對於

特定地域的「地方歸屬感」(Nanzer,2004)。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1998)

認為地方之特色、風氣及特別精神，讓人們體驗到對此地區核心精神深

入人心所在，產生情感連結與依附的領域。 

Proshansky（1978）藉由個人複雜的想法、信念、喜好、覺知、價值、

目的、行為和技能等，產生個人的認同與環境的連結之相關連性。Lynch

（1960）指出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是人們對於長期接觸的生活空間

凝聚的價值，在此空間裡產生了熟悉感與特殊情感（王鑫，1995）。 

 Hwang, S. N., Lee, C. & Chen, H. J. (2005)將地方認同定義為個人對

某特定區域的情感特殊連結，進而產生對該環境自我歸屬的過程。 

Korpela（1989）則認為「地方認同」是為個人情感與自我規則的持續意

識過程，這過程可以影響自身的感覺，故地方認同有助於提供穩定感和

持續感，並協助維護建構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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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地方認同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Pretty,Chipuer & Bramston(2003)研究認為藉由鄉村裡青少年與成人

的地方感來測量並區別其變數間的組合關係，他指出地方感是含社區

感、地方依附、地方認同感與地方依賴。國內有關地方認同感量化設計

研究有曾慈慧、沈進成、陳麗如(2011)，礦業遺產觀光中真實性對觀光意

象、地方感與遊後行為意圖之影響，調查遊客如何真實影響觀光意象、

地方感。驗證了透過中介之觀光意象，遊客的真實感受對地方感具有直

接顯著影響。張淑青( 2006 )研究中，選擇澎湖旅遊為研究場域，發現遊

客之觀光意象因為地方依附感強弱直接影響行為意圖。質性研究以林怡

伶(2004)，以花蓮松園別館之地方感其為研究場域，觀察民眾在此空間之

生活經驗並連結空間情感，探索其對地方感受價值，建構經驗反思與認

同感。匡立中、莊鎧溫、簡依佐(2012) 研究探討陸客遊臺之地方依附感

發現觀光意象與地方依附直接影響了滿意度。Lynch(1960）指出「地方認

同」的重要特性是辨別不同地方人們的個性與特質，期以作為認識與了

解不同群體間的差異依據。黃琇玫（2002）認為地方認同概念來自於地

方特性及歸屬感，並因個人經驗累積獲得探索及發展的內心情感。楊敏

芝（2001）則認為地方認同是一種心理上的結構，此認同感是建立於個

人與群體（We-Group）的感知上，藉著特定地域中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互

動建立了認同感，再經由不斷的學習與認知過程而達成共識。 

    黃禮強、張長義(2008)研究中，以臺灣獅頭山為例，因其為臺灣之重

要宗教觀光景點，探索在地居民對於觀光發展過程中如何呈現地方感，

研究發現在共同的地方體驗上，此宗教勝地給予居民俗化的環境感受，

屬於特殊的情感。因此不同區域的族群其生活場域造成當地居民的地方

感有其顯著差異。國內僅有少數學者從涉入程度觀點來探索地方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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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將其轉為可以實證測量的量化研究，如曾慈慧(2011)研究校園中

之涉入程度對學童的地方感之影響，並輔以質化研究訪談分析以佐證量

化分析顯示研究結果。 

     綜合文獻回顧於以上概念描述得知，意象是對某一地事物的整體記

憶或印象，隨著時空的演繹產生變化，是一種心理層面的特徵或表現，

即對地方的認同和歸屬的情感連結(Lynch,1960)，具有多元化的構面也會

影響未來的決策。對於「地方認同感」之概念描述得知，主要來自人們

對特殊景點或地方的感情投入及人與地方關聯性時間之長短，經過學習

或認知過程形成了特定地域的認同感。本研究在探討地方認同感上，將

以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情感層面所產生的認同感來進行探討，而外

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地方認同感 

 

2.5重遊意願的相關理論 

2.5.1重遊意願的定義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1995)認為行為意圖是指消費者在消費

後，對產品或企業體可能會採取的特定活動或行為意向。陳福祥(2007)

認為遊客的遊後行為意向是消費者在經過體驗後之可能採取某種行為意

向的態度表現。魏鼎耀(2005)則認為行為意圖即為忠誠度，包括了重遊意

願、推薦意願之態度層面的研究，不相關到遊客的行為面。Gronhold,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指出消費者的再購買意願、向他人推薦之行

為、產品的價格容忍範圍、消費者交叉購買意願四個指標形成消費者是

否會重複購買的意願。研究者常會因研究產業的不同，對其消費者行為

有著不同的用詞與解釋，如再購意願、重複購買意願、再次消費、再遊

意願、重遊意願等，其實主要目的在探討消費者對同一件事物消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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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遊後的感受，是指對下回是否有再購買或重遊意願之行為而言。 

    對於重遊意願的定義，是指遊客願意再度旅遊某一目的地或同一國

家之其他景點的行為(Kozak，2001)。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影響遊客的

重遊意願主要受到旅遊目的地之服務品質、遊客滿意度、旅遊意象、旅

遊地吸引力、地方認同及遊客人口與旅遊特性的影響。Kozak(2001)也認

為重遊意願是指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感到滿意，而願意再度到該地旅遊。 

林政萩（2004）指出遊客獲得旅遊滿意，會產生重遊意願及行為，

遊憩區會透過遊客推薦及口碑宣傳而獲得遊客的青睞。因此遊客從事不

同的活動，會產生不同的活動體驗，而這種旅遊體驗會影響遊客的重遊

意願，此外遊客參與活動的滿意程度，更是影響到遊客願意再重遊的因

素（林政萩，2004；張孝銘、張詠誠、徐靖玟，2008；Boulding, Kalra, Staelin 

& Zeithaml, 1993）。 

在相關的實證研究中，許龍池、鄭峰茂（2008）指出遊客的參與滿

意度顯著的直接影響遊客的遊後行為。張孝銘、李豪（2008）以苗栗縣

大湖鄉遊客為對象，研究指出「觀光吸引力」、「滿意度」及「重遊意願」

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存在，此外「遊憩滿意度」構面之產品服務、餐旅

服務、人員服務、環境景觀因素對「重遊意願」有預測力存在。林怡君

（2005）以三義木雕國際藝術節遊客為對象，研究指出遊客對於節慶活

動體驗感到滿意，遊客不但重遊率高，且具有高的忠誠度。 

張德慶（2004）以墾丁風鈴季遊客為對象，研究指出遊客參與節慶

活動之滿意度愈高，其重遊意願亦會提高。由上述文獻可發現：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存在，旅遊滿意度對遊客重遊意願有正

向影響，當遊客的旅遊滿意度愈高，其重遊意願愈高。 

    重遊意願常出現在遊憩滿意度的相關文獻中，例如在遊憩區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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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表示旅遊點再訪意願或是旅遊產品的再購買意願。當遊客選擇到

遊憩區遊玩時，遊憩區所提供的遊憩機會、環境設施、活動與服務的評

價符合遊客的要求或需求，可能讓遊客產生再訪的意願。重遊意願的衍

生行為，可能有顧客介紹、公開推薦與口碑等（謝金燕，2003；陳聰廉、 

張家銘，2006）。且當遊客選擇到遊憩區遊玩時，遊憩區所提供的遊憩

機會、環境設施、活動與服務的評價符合遊客的要求，可能讓遊客產生

再訪的意願。重遊意願的衍生行為，可能有顧客介紹、公開推薦與口碑

等(謝金燕，2003)。 

    當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滿意而產生再次前往旅遊的意念或行為，則稱

為重遊意願（盧筱筠，2007）。旅客對旅遊目的地意象感到滿意而衍生

的重遊行為，對觀光業的經營管理與旅遊的需求有非常重要之意義

（Kozak & Rimmington, 2000）。許多相關文獻亦以受測者未來會再度購

買或旅遊的可能性、決定購買或旅遊時會優先購買或優先旅遊的可能

性、推薦他人的可能性來衡量「重遊意願」（余泰魁、李能慧，2001；

吳忠宏、黃宗成、邱廷亮，2004）。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重遊意願

定義如下：對一個觀光地而言，當旅客旅遊意象良好進而產生再次前往

旅遊與推薦他人之意向程度的行為即是重遊意願。 

2.5.2重遊意願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在重遊意願的研究當中，Guest (1995) 指出旅客的重遊意願是依據過

去觀光旅遊經驗的認知而來。在觀光產業的發展中，特別強調觀光客在

前往旅遊目的地所接觸到的人、事、物的經驗會影響觀光客的重遊意願；

因此，本研究將重遊意願設為重要的結果變項。旅遊目的地的意象直接

關係到觀光客的重遊意願(Chon, 1991; Milman & Pizam,1995) 。若旅遊目

的地的意象愈鮮明，越容易使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選擇再度前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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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則愈大 (邱博賢，2003)。沈進成、廖若岑與周君妍 (2005)之研究

中驗證遊客體驗、旅遊意象、滿意度、忠誠度的因果關係時，實證結果

發現各構面間均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大部分有關重遊意願研究，皆

以滿意度為出發點再搭配各種關係變項來探討對於旅客重遊意願之影

響，但王瑞璟(2008)，遺產地旅遊吸引力、旅遊意象與遊客重遊意願關係

的研究中，探索遺產地之旅遊吸引力、旅遊意象與遊客重遊意願之關係，

依據相關文獻，建構了衡量遺產地旅遊吸引力與旅遊意象的量表。 

    江依芳（2004）研究指出觀光客在旅遊過程中如感受到遊憩景點吸

引力強以及有良好的服務態度與景觀感受，旅遊意象良好則會增加重遊

次數與推薦他人前往旅遊的意願。Bigne et al.（2001）研究中則以再訪意

願和推薦意願來衡量海洋度假村之遊客購後重遊行為。 

綜合上述文獻，研究者認為對一個觀光地而言，當旅客旅遊意象良

好進而產生再次前往旅遊行為表現即是重遊意願，因此本研究中外籍華

語系青年來臺遊學期間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重遊意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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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遊學是旅遊經驗的一部份，本階段研究之主要目的在進一步檢測外

籍青年之遊學動機、在臺旅遊的目的地意象、地方的認同感及重遊意願

之影響關係。本章共分六節，旨在說明本研究之方法及過程中所使用的

架構與步驟。本研究在確定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問題與相關文獻探討後，

發展量表以進行問卷調查來建立本研究之架構，建構一個外籍青年來臺

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的理論模式，

並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之分析方法，再

對此模式進行檢驗。本章共分為六小節：3.1 研究架構，3.2 研究假設，

3.3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3.4 問卷設計，3.5 抽樣對象與方法，3.6 資料

分析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之相關文獻收集、整理與分析後，

假設推導提出以下之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包含「遊學動機」、「旅遊意

象」、「地方認同感」、「重遊意願」四個構念的關係模型，並繪製研究架

構圖，如圖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27 - 
 

3.2 理論推導與研究假設 

    施玉惠、朱惠美 (1997）認為海外遊學學生學習外國文化風俗民情，

可拓展世界觀（Marcum, 2001），除了縱向文化的傳承、轉化之外，亦可

發展橫向並聯接多種文化（戴維揚，2003）。遊學者心理因素會影響動機，

旅遊意象取決於遊客心理動機，此旅遊動機、經驗會影響旅遊目的地印

象(Baloglu & McClearly , 1999; Beerli & Martín, 2004b)。本研究根據文獻

回顧、整理、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提出欲探討之研究假設 H1：外籍華

語系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將影響對臺的旅遊意象。 

    意象是對某一地之人事物的整體記憶或印象，隨著時空的演繹產生

變化，是一種心理層面的特徵或表現，即對地方的認同和歸屬的情感連

結(Lynch, 1960)，具有多元化的構面也會影響未來的決策。陳慧蓉(2006)

指出，旅遊意象會影響遊客地方認同感，為正向且直接的關係。由此可

知觀光意象會造成遊客對該地的正向情感，進而產生依附作用而形成地

方認同感。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整理、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提出欲

探討之研究假設 H2：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地方

認同感。 

    Guest (1995) 指出旅客的重遊意願是依據過去觀光旅遊經驗的認知

與情感之旅遊意象而來。在觀光產業的發展中，特別強調遊客在前往旅

遊目的地所接觸到的人、事、物的經驗所產生的旅遊意象，會影響遊客

的重遊意願。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整理、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提出

欲探討之研究假設 H3：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重

遊意願。 

 

3.3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為了檢驗上述之研究假說，試圖將架構內各觀念予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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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且建構對應的問項。模型分為四個構念包含遊學動機、旅遊意象、

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再由四個構念下分成九個構面，依據相關文獻，

以下將分別說明各個變項問卷衡量內容、操作型定義及參考來源，如表

3-1，並詳述如下： 

一、遊學動機 

遊學動機，即促使外籍華語系青年至臺灣的教育機構進行「旅遊」

與「學習」功能之活動的行動驅動力量，遊學雖具有學習課程的功能，

但並不以獲取學位為目的，時間上則在兩個星期至一年或以上者之間為

限者的（廖和敏，1996 ； 謝春菊，2009；Schiffman & Kanuk, 2000)。 

二、旅遊意象 

遊學青年旅遊目的地後之整體的、心理的即獨特的意象（Echtner & 

Ritchie,1993），也是對旅遊目的地一種表示個人態度的概念，為個體對旅

遊目的地的認知、情感和印象（Baloglu & McCleary,1999）。 

三、地方認同感 

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情感層面所產生的認同感以及情感連結程

度(Willams & Roggenbuck,1989)。 

四、重遊意願 

外籍華語系青年未來重遊之可能性與推薦他人到此目的地的之意向

程度，亦即重遊意願及推薦意願(Ro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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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構 面 

變 項 
操作性定義 參考來源 

遊 學 
動 機 

遊學之旅遊與學習功能活動

之行動驅動力量 
江怡慧(2010) 

旅 遊 
意 象 

外籍華語系青年對於臺灣旅

遊意象屬性之重要程度及認

同程度 

1.Echtner & Ritchie（1993） 
2.廖淑韻(2007) 
3.葉怡君(2008) 

地 方 
認同感 

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情

感層面所產生的認同感 
Willams  & 
Roggenbuck(1989) 

重 遊 
意 願 

外籍華語系青年重遊與推薦

他人之意向程度 
1. Ross(1993b); 
2. Bigné,   
  Sanchez,Sanchez( 2001) 
3.Alcaniz, Garcia, & Blas   
  (2005) 
4.Castro, Armario, &  
  Ruiz(20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問卷設計 

為了衡量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之間的關係，

依據第二章文獻回顧之理論基礎及前一節的構面發展問卷的內容，各個

問項都參考過去學者之研究問項而建構，並對其中因為地區的特性不

同、不符國內慣用方式之處，適度修改以符合研究主題。 

3.4.1 前測━認知意象之量表發展 

由於認知意象常須因地制宜，本研究為獲得受訪者對臺灣整體的認

知意象，於第一階段參考廖淑韻(2007)調查國際青年背包客之旅遊意象量

表發展認知意象的問卷，以測量外籍華語系青年的認知意象，以Likert五

點量表，取得相關統計數據，並以描述性因素分析統計處理，共計6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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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刪除平均數低於0.37(中間值)之項目後剩餘 21項，如表3.2所示，

加以分析整理做為發展正式問卷之依據。  

表 3.2 認知意象前測分析統計表 

問             項 平 均 數 平均數(含)大於 0.37 
1. 美食與水果 3.83 V 
2. 城市與鄉村結合 3.57  
3. 101 大樓 4.17 V 

4.島嶼 3.73 V 
5.荒野 2.93  
6.陽光 3.57  
7.太魯閣等高山 3.50  
8.易於旅行 4.00 V 
9.購物 3.93 V 
10.便宜的電子產品 3.70 V 
11.不同文化 3.60  
12.與韓國相似 2.90  
13.龍 2.87  
14.腳底按摩 3.00  
15.科技進步 3.50  
16.博物館 3.30  
17.臺灣人 4.00 V 
18.炎熱 3.43  
19.空氣較中國大陸乾淨 3.37  
20.寒暑假的好去處 3.80 V 
21.高生活水準 3.37  
22.中文 4.23 V 
23.開放的國度 3.60  
24.露天的咖啡座 3.60  
25.回憶 3.93 V 
26.日亞航 3.00  
27.多元的社會 3.37  
28.茶 3.90 V 
29.友善 4.07 V 
30.忙碌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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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每樣東西都很不同 3.47  
32.很熱 3.60  
33.很多水果 3.60  
34.活力 3.57  
35.好奇 3.77 V 
36.高科技 3.63  
37.商品易於取得 3.93 V 
38.很熱(天候) 3.43  
39.好玩 4.00 V 
40.美麗鄉村 3.87 V 
41.開放的氣氛 3.67  
42.旅行方便 4.00 V 
43.貧富不均 3.47  
44.很好的商店 3.90 V 
45.不好不壞 3.40  
46.與本國文化不同 3.70 V 
47.墾丁等名勝 4.40 V 
48.獅頭山等高山 3.63  
49.101 大樓 4.07 V 
50 中正紀念堂 3.53  
51.夜市 4.40 V 
52.食物 4.23 V 
53.觀光巴士 3.80 V 
54.文化 3.80 V 
55.大自然 3.83 V 
56.城市鄉村結合 3.73 V 
57.博物館 3.47  
58.高雄之遊輪建造 3.63  
59.友 4.07 V 
60.元宵節(節慶) 3.70  
61.海岸線 3.55  
62.美容院的洗髮精 3.17  
63.溫泉 4.10 V 
64.腳底按摩 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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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正式問卷 

依據文獻與前測的結果，本研究正式問卷分五個部份（表3.3、3.4、

3.5、3.6、 3.7），第一部份：遊學動機測量20題；第二部份：旅遊之情感

意象測量4題；第三部份：旅遊之認知意象測量21題；第四部份：地方認

同感測量6題；第五部份：檢測受訪者旅遊後的重遊意願3題。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其內容分為五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遊學動機 

問卷設計參考國內學者江怡慧(2010)之探討陸生來臺遊學之考量因

素，並修改用詞以符合本研究主題，共計20個題項，以Likert的五個尺度

來衡量，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區分成五個等級，並給予5分、4分、3分、2分、1分的分數，分數越

高表示動機越強。 

          表3.3 對遊學動機之問項 

研究

變項 
衡  量  問  項 

變  項 
尺  度 

 遊 
學 
動 
機 

1.學(分)費較便宜。 

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

意」依序給予 5~1 分 
之評分。 

 

2.生活費較便宜。 
3.原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補助。 
4.學校有提供宿舍且費用便宜。 
5.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識。 
6.可認識更多臺灣學生。 
7.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 
8.想來臺灣觀光旅遊。 
9.臺灣的學校名聲佳。 
10.師資及設備優良。 
11.可選修的課程多元。 
12.選修的學分可被承認。 
13.招生宣傳吸引人。 
14.語言無障礙。 



 
 
 
 
 
 
 
 
 
 
 
 

 

- 33 - 
 

15.飲食習慣相近。 
16.文字看得懂。 
17.有親友在臺灣工作或就學。 
18.有親友推薦就讀。 
19.有師長推薦就讀。 
20.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旅遊意象(情感及認知) 

在旅遊意象部分，主要是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對於旅遊情感意象及

認知意象屬性之重要程度及認同程度屬性，以便進行分析。問卷設計參

考Echtner & Ritchie（1993）、廖淑韻(2007)、葉怡君(2008)，並修改用詞

以符合本研究主題，計情感意象4個題項及認知意象21個題項，以Likert

的五個尺度來衡量，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區分成五個等級，並給予5分、4分、3分、2分、1分的分

數，分數越高表示對臺旅遊意象屬性之重要程度及認同程度越強。  

表 3.4 對情感意象之問項 

研究

變項 
衡  量  問  項 

變  項 
尺  度 

情感

意象 

1.愉快與否     
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依序給予 5~1 分之評分。 

2.興致勃勃與否 
3.放鬆自在與否 
4.興奮高亢與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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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對認知意象之問項 

研究

變項 
衡  量  問  項 

變  項 
尺  度 

認知

意象 

1.美麗且迷人的島嶼。 

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

意」依序給予 5~1 分之評

分。 

2.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去處。 
3.電子產品便宜。 
4.寒暑假的好去處。 
5.美麗的海岸線如墾丁。 
6.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 
7.有吸引人的美食與水果。 
8.方便的購物環境與設施。 
9.保留傳統的中國文化。 
10.豐富又多元的旅遊活動。 
11.具有特殊的地方文化。 
12.觀光巴士便利。 
13.多元的文化。 
14.101 大樓。 
15 茶藝文化。 
16.臺灣人好客又友善。 
17.夜市文化。 
18.自然景觀。 
19.溫泉泡湯文化。 
20.能留下深刻旅遊回憶的地方。 
21.熱鬧的節慶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地方認同感 

主要是要了解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情感層面所產生的認同感及

情感連結程度，問卷設計參考Willams & Roggenbuck (1989) ，並修改用

詞以符合本研究主題，共計6個題項，以Likert的五個尺度來衡量，分別

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區分成五

個等級，並給予5分、4分、3分、2分、1分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對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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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越強烈。 

         表 3.6 對地方認同感之問項 

研究

變項 
衡  量  問  項 

變  項 
尺  度 

地方

認同

感 

1.臺灣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

意」依序給予 5~1 分 
之評分。 

2.非常喜歡在臺灣旅行。  
3.臺灣在我心目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 
4.非常認同臺灣這個地方。 
5.臺灣這個地方讓我更能認識華人的文化

與價值。 
6.臺灣這個地方能影響我的生活與思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重遊意願 

主要是要衡量外籍華語系青年重遊與推薦他人之意向程度，問卷設

計參考 Ross (1993b); Bigné, Sanchez & Sanchez( 2001); Alcaniz, Garcia & 

Blas (2005); Castro, Armario, & Ruiz(2007) ，並修改用詞以符合本研究主

題，共計3個題項，以Likert的五個尺度來衡量，分別為「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區分成五個等級，並給予5分、

4分、3分、2分、1分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對臺的重遊與推薦他人來臺

旅遊之意向程度越高。 

 

 

 

 

 

 

 



 
 
 
 
 
 
 
 
 
 
 
 

 

- 36 - 
 

表 3.7 對重遊意願之問項 

研究

變項 衡  量  問  項 變  項 
尺  度 

重遊

意願 

1. 我未來仍會再回到臺灣旅遊。 
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

意」依序給予 5~1 分 
之評分。 

2. 我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到臺灣旅 
   遊。 
3. 我會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 
   好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抽樣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為資料蒐集工具，調查對象為來臺遊學的

外籍華語系青年，前測問卷採便利抽樣法，由研究者親自拜訪雲林科技

大學及環球科技大學兩校國際處，並經同意於便利場合對華語系國際交

流學生58人施測後現場回收問卷；正式問卷資料蒐集則是以便利抽樣法

進行，將全國分成北、中、雲嘉南、高屏共四區各抽出兩所大專院校，

北區為文化及清華大學，中區為暨南及中興大學，雲嘉南區為雲林及環

球科技大學，高屏區為樹德科技大學和中山大學，研究者親自或電話拜

訪各校國際辦事處發放問卷，其中六所學校，由各校國際發展處轉發問

卷mail給該校國際學生進行施測，另研究者徵得雲嘉南區二所學校同意在

方便施測的場合，採用現場發放問卷並同時進行施測的方式。 

 

3.6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四大構

面，透過量化研究與參考相關文獻對其外籍華語系青年進行問卷施測。

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資料326份，加以整理、編碼及建檔，並利用SPS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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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與AMOS 18.0版的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整理。本研究應用的研究方法說

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是說明樣本的資料結構，將問卷的資料進行單一變項間

之描述性統計，利用次數分配來了解受測者之分配情況，對各變項之平

均值作一概略之描述。本研究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方法統計蒐集到之有

效問卷中各問項的答案結果來描述樣本的特性，同時計算出各樣本項目

的平均數來對樣本之基本特質有初步了解。 

二、信度分析 

信度指的是測量資料可靠程度的代表，它是用來了解該量表的穩定

性或一致性的，較為常用之方法為折半係數、再測信度及Cronbach’s 係

數等，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係數來檢驗本研究量表的信度，以瞭解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係數越高代表量表越穩定，Nunnally & 

Bemstein(1994)建議Cronbach’s 係數大於0.70則內部一致性高是可以接

受的。 

三、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指一種衡量尺度，它能測出研究者想要衡量之事物的程

度，常見的有：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效度分析是用以檢測量表是否能正

確衡量出想要了解的特質或概念，本研究將以結構方程模式之衡量模式

進行適配檢定，以檢定各構面是否具足夠的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構面

所使用之問卷內容主要是引用國內、外學者所發展之量表修正沿用，因

此量表在應用上具有內容效度。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 38 - 
 

針對各構面之量表去進行因素分析以簡化資料，以此來解釋原有的

資料結構。在未確定資料是否適合做分析前，先以Kaiser(1974)所提出的

Bartlett球形性檢定與KMO取樣適切性檢定，再對各量表資料進行主成份

分析，並將分析結果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 Solution)進行正交轉軸，及以

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為選取共同因素原則，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6為變數選取原則，最後以各因素構面共同之特質及代表之意義為依據

命名。 

五、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al Modeling；SEM)分析 

SEM結構方程模式又稱線性結構關係模式，是用來處理因果關係模

式的統計方法，SEM最重要的一個特性，是它必須有合理的理論基礎，

來支持變項間之因果關係才行(邱皓政，2006)。 

使用SEM結構方程模型可以同時處理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主要是

結合路徑分析(觀察變項之間的關係)及因素分析(變項之間的共同關係)，

主要任務是研究假設模型與樣本資料之間適配的程度為何。良好的適配

度，代表變項間假設的關係是成立的；不良的適配度，代表拒絕變項間

之假設關係 (張偉豪，2011) 。SEM分兩部分，一為測量模型，當中主要

描述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驗證性因素分析；二為結

構模型在於分析理論上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 (Hoyle & Panter,1995) 。 

SEM進行分析時，模式中之變項分為可具體進行測量與觀察的外顯

變項即測量變項(Measured Variables)又稱觀察變項，亦即問卷中之題目，

而必須利用外顯變項間的共同性加以估計之潛在變項(Laten Variables)亦

是模式中的研究變項，本研究之研究變項是為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

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而SEM的另一功能之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ro Analysis)，則可應用在信效度的考驗及理論有效性之確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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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採用SPSS 18.0 & AMOS 18.0進行資料分析，首先利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來建立構面效度，再採用Conbach＇

s α值來檢驗研究變項與構面的一致性以確認其信度。最後，本研究利

用AMOS18.0統計軟體建立結構方程模式，檢定變數的路徑係數是否有顯

著性，藉以驗證研究假說，進一步分析理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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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量化研究主要是檢測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對臺灣所

產生的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與重遊意願間之影響關係。參酌相關文獻

設計前測問卷，並予施測後修正，再以第二階段正式問卷施測，最後利

用SPSS 18.0與AMOS 18.0的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以下將依序來說明樣本結構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問卷的信效度

分析、各構面之描述性統計及假設的驗證結果。 

 

4.1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來臺灣遊學之外籍華語系青年，正式問卷資料

收集是以便利抽樣法為主。將全國分成北、中、雲嘉南、高屏共四區各

抽出兩所大專院校，北區為文化及清華大學，中區為暨南及中興大學，

雲嘉南區為雲林及環球科技大學，高屏區為樹德科技大學和中山大學，

研究者親自或電話拜訪各校國際辦事處發放問卷，其中六所學校，由各

校國際發展處轉發問卷mail給該校國際學生進行施測，另研究者徵得雲嘉

南區二所學校國際處同意在方便的場合，採用現場發放問卷並同時進行

施測的方式。 

正式問卷發放於102年11月15日~103年02月05日期間，共發放383份

問卷。回收之問卷經整理、編碼後，將逐筆資料輸入電腦，交叉比對是

否填答者全部畫同一同意項目或基本資料漏填者，則將其視為無效問

卷。因此，扣除無效問卷後，剩餘326份為有效問卷，問卷的有效回收率

為85%。 

受訪者基本資料的分析項目包括：性別、年齡、國籍、學歷等內容

如表4.2所示，詳述如下(均以有效樣本列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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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性別： 

在326份有效樣本中，男性受訪者有142人，佔樣本43.56%；女性受

訪者有184人，佔樣本56.44%，以女性受訪者居多，如表4.1所示： 

表4.1  問卷人數統計 

學校/ 
人 

文化

大學 
清華

大學 
中興

大學 
暨南

大學 
環球

科大 
雲林 
科大 

中山 
大學 

樹德 
科大 

小計 
百分比 

(%) 

男 7 8 12 14 52 30 12 7 142 43.56 

女 8 16 11 16 58 41 20 14 184 56.44 

總數 15 24 23 30 110 71 32 21 32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2 年齡 

本研究有效樣本主要為外籍華語系來臺灣遊學青年的年齡層，受訪

者的年齡結構以20~25歲最多，佔有效樣本近87%，其次為19歲以下6人佔

1.8%、20~25歲284人佔87.1%、26~30歲26人佔8.0%、31歲以上10人佔

3.1%，受訪者多符合青年之年齡。 

4.1.3.國籍 

在受訪者國籍方面，以馬來西亞佔最多，184人(佔56.4%)，中國籍114

人(35.0%) 、香港籍8人(2.5%)，其他國籍7人(2.1%)，越南籍6人(1.8%)，

澳門籍4人(1.2%)，新加坡籍2人(0.6%)，泰國籍1人(0.3%)，受訪者多符合

華語系或華人人口居多的國家。 

4.1.4 學歷 

受訪者之學歷方面，大專程度為最多286人(佔87.7%)，其次為高中30

人(9.2%) 、研究所7人(2.1%)，其他程度3人(0.9%)，受訪者符合研究對象

為大學或研究所以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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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到海外遊學的總次數 

在這問項裡，以一次為最多272人(佔83.4%)，其次為二次33人

(10.1%)，3次數13人(4.0%)，5次數7人(2.1%)，4次人數最少1人(0.3%)。 

4.1.6 曾經來臺灣旅遊的次數(含此次) 

在這個問項裡，以一次為最多234人(佔71.8%)，其次為二次51人

(15.6%)、5次16人(4.9%)，3次15人(4.6%)，4次最少10人(3.1%)。 

4.1.7 此次來臺灣遊學停留時間為 

在這個問項裡，以一年以上為最多144人(佔44.2%)，其次為六個月到

一年內90人(27.6%)、三個月到六個月73人(22.4%)，一個月到三個月11人

(3.4%)、一個月內最少8人(2.5%)。 

4.1.8 到臺灣遊學的費用來源 

此一問項屬於複選題概念，共計350人次填答，以父母親支付為最多

280人次，其次為自己的積蓄 (上班或打工的收入) 43人次、獎學金20人

次、遊學貸款7人次。 

4.1.9 在臺灣遊學期間的住宿方式 

此一問項有325人填答，以住學校宿舍為最多266人(佔81.8%)，其次

為在外租屋50人(15.4%)、寄宿家庭7人(2.2%)、住親戚家2人(0.6%)。 

4.1.10 主要獲取臺灣旅遊相關資訊管道 

來臺灣遊學獲取相關資訊管道亦為複選題概念，共填答650人次，以

網際網路介紹為最多為188人次，其次為有經驗的海外遊學者推薦101人

次、個人經驗64人次、政府機構的文宣廣告63人次、電視報導61人次、

民間遊學教育展覽57人次、專業的遊學雜誌57人次、報紙上的廣告46人

次，其他選項僅有1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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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訪者基本資料彙整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42 43.56% 在臺

灣遊

學停

留時

間 

一個月內 8 2.5% 
女性 184 56.44% 一個月到三個月 11 3.4% 

年齡 

19 歲以下 6 1.8% 三個月到六個月 73 22.4% 
20-25 歲 284 87.1% 六個月到一年內 90 27.6% 
26-30 歲 26 8.0% 一年以上 144 44.2% 
31 歲(含)以上 10 3.1% 

遊學

費用

來源 

自己的積蓄 43  

國籍 

中國 114 35.0% 父母親支付 280  
馬來西亞 184 56.4% 遊學貸款 7  
新加坡 2 0.6% 獎學金 20  
香港 8 2.5% 遊學

期間

住宿

方式 

寄宿家庭 7 2.2% 
澳門 4 1.2% 學校宿舍 266 81.8% 
越南 6 1.8% 親戚家 2 0.6% 
泰國 1 0.3% 其他 50 15.4% 
其他國籍 7 2.1% 

獲取

旅遊

資訊

管道 

政府機構的文宣

廣告 
63  

學歷 

高中(職) 30 9.2% 
專科／大學 286 87.7% 專業的遊學雜誌 57  
研究所 
(含)以上 

7 2.1% 
報紙上的廣告 

46  

其他 3 0.9% 網際網路介紹 188  

海外

遊學

總次

數 

一次 
272 83.4% 有經驗的遊學者

推薦 
101  

二次 33 10.1% 個人經驗 64  
三次 13 4.0% 電視報導 61  

四次 
1 0.3% 民間遊學教育展

覽 
57  

五次以上 7 2.1% 其他 13  

來臺

灣旅

遊的

次數 

一次 234 71.8%     
二次 51 15.6%     
三次 15 4.6%     
四次 10 3.1%     
五次以上 16 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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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由於認知意象量表為經過前測自行發展之量表，而旅遊動機則參酌

江怡慧(2010)之陸生來臺遊學之考量因素，且修改較多，量表可能較處不

穩定狀態，因此本研究特針對旅遊認知意象與遊學動機量表先以探索性

因素分析方法進行題項之萃取，以主成分之分析法刪除解釋力較低的題

項，並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0 以上的共同因素，最後以最大變異

法(varimax solution)來進行共同因素正交轉軸處理，以共同決定因素構面

數。研究者進行因素分析時，以三項標準作為萃取因素之判斷：(1)因素

負荷量超過 0.5；(2)共同性超過 0.5；(3)任何題項不能同時負荷在二個以

上的構面，如該題項最高的兩個因素負荷量差距未超過 0.3 則予以刪除

(Hairs,Anderson,Tatham & Black,1998)。最後，依據所萃取後組成該因素

因子的內涵與負荷量再分別予以命名，以利共同因素的辨認。 

此外，未經確認量表的信度，本研究依據 Cronbach’s 值來檢驗研

究變相與構面的一致性，若 Cronbach’s 值係數介於 0.70~0.98 可以算是

高信度值(林震岩，2006)，則顯示構面與所屬之題項內部一致性的程度

高。本研究各構面因素內容、特徵值、累積解釋變異量、因素負荷量、

共通性、以及信效度檢測，分述如下： 

4.2.1 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動機之因素分析 

在「遊學動機」構面，本研究原以 20 題問項衡量，進行因素分析後

刪除不符合條件之第 6、8、11、13、15 題，萃取出四個因素，共十五題

問項，累積解釋變異量 63.243%，因素負荷量在 0.864~0.665 之間，且共

同性大於 0.5。構面命名方面如表 4.3 所示，整體表之 Cronbach’s 值為

0.788。本研究依據變項內容命名如下： 

1.臺灣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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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包含「文字看得懂」、「語言無障礙」、「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

學」、「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識」五個變項，

特徵値 3.844。 

2.費用便宜 

本因素包含「學(分)費較便宜」、「生活費較便宜」、「學校提供宿舍且

費用便宜」、「原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補助」四個變項，特徵値 2.838。 

3. 親友推薦 

本因素包含「有親友推薦就讀」、「有親友在臺灣工作或就學」、「有

師長推薦就讀」三個變項，特徵値 1.650。 

4.師資與學分 

本因素包含「師資及設備優良」、「選修的學分可被承認」、「臺灣的

學校名聲佳」三個變項，特徵値 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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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遊學動機之因素分析結果表 

  累積解釋總變異量：63.243     總構面 Cronbach’s   值： 0.7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構

念 構面與變項 
特 
徵 
值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因素

負荷

量 

共 
通 
性 

Cronb
ach's  
α值 

 
遊 
學

動

機 

A1  臺灣環境因素 3.884 25.895   0.792 
A1-1 文字看得懂 
A1-2 語言無障礙 
A1-3 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 
A1-4 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 
A1-5 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 

識 

 
 
 
 
 

 
 
 
 
 

0.826 
0.735 
0.719 
0.680 
0.665 

0.687 
0.561 
0.572 
0.554 
0.544 

 
 
 
 
 

A2  費用便宜 2.838 18.918   0.815 
A2-1 學(分)費較便宜 
A2-2 生活費較便宜 
A2-3 學校有提供宿舍且費用 

便宜 
A2-4 原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補

助 

  0.825 
0.809 
0.803 

 
0.704 

0.739 
0.712 
0.677 

 
0.534 

 
 
 
 

A3  親友推薦 1.650 11.002   0.793 
A3-1 有親友推薦就讀 
A3-2 有親友在臺灣工作或 

就學 
A3-3 有師長推薦就讀 

  0.864 
0.815 

 
0.748 

0.792 
0.709 

 
0.653 

 
 
 

A4  師資與學分 1.114 7.428   0.597 
A4-1 師資及設備優良 
A4-2 選修的學分可被承認 
A4-3 臺灣的學校名聲佳 

  0.710 
0.700 
0.682 

0.628 
0.557 
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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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認知意象之因素分析 

在「認知意象」構面，本研究原以 21 題問項衡量，進行因素分析後

刪除不符合條件之第 3、4、7、8、11、12、13、17、18、19、20、21 題，

萃取出二個因素，共十三題問項，累積解釋變異量 58.544%，因素負荷量

在 0.759~0.657 之間，且共同性大於 0.5。構面命名方面如表 4.4 所示，整

體表之 Cronbach’s 值為 0.8 89，本研究依據變項內容命名如下： 

1.美麗與新奇 

本因素包含「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去處」、「美麗的海岸線如墾丁」、

「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美麗且迷人的島嶼」、「臺灣人好客又友善」

五個變項，特徵値 4.202。 

2. 多元與文化 

本因素包含「101 大樓」、「溫泉泡湯文化」、「茶藝文化」、「豐富又多

元的旅遊活動」四個變項，特徵値 1.067。 

表 4.4 認知意象之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念 構面與變項 

特 

徵 

值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因素

負荷

量 

共 

通 

性 

Cronbac

h's    

α值 

認

知

意

象 

B2  美麗與新奇 4.202 46.685   0.816 

B2-1 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 
去處 

B2-2 美麗的海岸線如墾丁 
B2-3 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 
B2-4 美麗且迷人的島嶼 
B2-5 臺灣人好客又友善 

 
 
 
 
 

 
 
 
 
 

0.759 
 

0.750 
0.738 
0.694 
0.657 

0.622 
 

0.570 
0.605 
0.597 
0.525 

 
 
 
 
 

B3  多元與文化 1.067 11.859   0.755 

B3-1 101 大樓   0.751 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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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解釋總變異量：58.544     總構面 Cronbach’s  值：0.8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構面衡量的信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及實用性(Practicality)是任何測量工

具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信度為測量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是穩定

性(Stability)，即是指研究者對於相同的或相似的現象或群體，去進行不

同形式的或不同時間的測量，而其所得的結果一致的程度而言，信度越

高表示誤差值越低。效度是測量的首要條件，而信度是效度不可缺少的

輔助 (榮泰生，2009) 。 

信度是測量的工具可免於隨機誤差的程度，亦可顯示工具的準確程

度，用於測量問卷的一致性和穩定性。SEM 的分析研究中，潛在構面的

觀念非常重要，但因無法直接測量，所以要以觀察變數進行間接測量，

而分析的重點則是因素間的相關(以弧形雙向箭頭表示)，並非因素間的因

果關係(以單向箭頭表示)，本研究即是採用這種驗證式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CFA)，進一步去檢驗構念的信、效度，主

要功能是決定一組觀察變數是否真屬於某一特定構面的統計分析技術，

目的在於驗證理論架構和實際資料的相容性(張偉豪，2011)。CFA 是進行

整合性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前置步驟，亦可獨立進行，所檢測的是測量

變項和潛在變項之假設關係，雖為基本的測量，卻是結構方程模式中高

階統計之檢驗基礎，更可以獨立應用於信、效度的考驗及理論的有效性

確認(Bentler,1989)。 

本研究選用 Cronbach’s 信度法來檢定量表構面的一致性，在實際

B3-2 溫泉泡湯文化 
B3-3 茶藝文化 
B3-4 豐富又多元的旅遊活動 

 
 
 

 
 
 

0743 
0.703 
0.660 

0.621 
0.559 
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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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裡，Cronbach’s 值至少要大於 0.5，最好能大 0.7(Nunnally,1978)。 

本研究中各構面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最後分析顯

示出各構面之 Cronbach’s 值均達 0.7 以上，均在高信度以上，也表示

本研究的各個構面信度值良好，都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表 4.5 各構面之信度值分析表（樣本數：326） 

構面 子構面 Cronbach’sα值 總 Cronbach’sα值 

遊學動機 

臺灣環境因素 0.792 

0.788 
費用便宜 0.815 
師資與學分 0.793 
親友推薦 0.597 

旅遊意象 
情感意象 0.872 

0.889 美麗與新奇 0.816 
多元與文化 0.755 

地方認同感 地方認同感 0.881 0.881 

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 0.897 0.8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與

重遊意願之描述性統計 

4.4.1 遊學動機 

本研究在探索性因素分析，將遊學動機分為「臺灣環境因素」、「費

用便宜」、「親友推薦」、「師資與學分」四個子構面，共 15 題問項。 

由表 4.6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最高之前五名分別為「文字看得

懂」(4.01)、「語言無障礙」(3.99)、「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識」(3.99)(並

列第二)、「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3.93)、「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3.91)

「師資及設備優良」(3.73)六項，而最低者為「生活費較便宜」(2.68)。 

由此得知，外籍華語系青年旅客來臺遊學動機多以「臺灣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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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言文字溝通與學習無障礙等為重要的因素，而身為華人更想來到同

文同種的臺灣遊學，加上臺灣學校名聲、師資及設備優良等條件，更能

吸引旅客前來。 

表 4.6 遊學動機之描述性分析表 

構

念 
構 面 構 面 與 問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A 
遊 
學 
動 
機 

A1 臺灣 
 環境 
 因素 

A1-1  文字看得懂 
A1-2  語言無障礙 
A1-3  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 
A1-4  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 
A1-5  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識 

4.01 
3.99 
3.91 
3.93 
3.99 

0.798 
0.788 
0.960 
0.747 
0.686 

A2 費用 
   便宜 

A2-1  學(分)費較便宜 
A2-2  生活費較便宜 
A2-3  學校有提供宿舍且費用便宜 
A2-4  原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補助 

2.93 
2.68 
3.06 
2.72 

1.172 
0.972 
1.124 
1.204 

A3 親友 
推薦  

 

A3-1  有親友推薦就讀 
A3-2  有親友在臺灣工作或就學 
A3-3  有師長推薦就讀 

2.73 
2.69 
2.79 

1.124 
1.257 
1.101 

A4 師資 
與學分 

 

A4-1  師資及設備優良 
A4-2  選修的學分可被承認 
A4-3  臺灣的學校名聲佳 

3.73 
3.33 
3.48 

0.733 
0.894 
0.7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2 旅遊意象 

本研究在探索性因素分析，將旅遊認知意象分為「美麗與新奇」、「多

元與文化」二個子構面，加上「情感意象」共三個子構面 13 題問項。 

由表 4.7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最高之前五名分別為「美麗的海岸

線如墾丁」(4.06)、「臺灣人好客又友善」(4.06) (並列第二)、「在臺灣遊學

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愉快的」(4.00)、「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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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美麗且迷人的島嶼」(3.97)「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3.88) 、「豐

富又多元的旅遊活動」(3.88) (並列第五)六項，而最低者為「茶藝文化」

(3.52)。由上述可知，絕大多數外籍華語系青年旅客來臺的旅遊意象多認

為臺灣是個非常迷人且海岸線極為美麗的島嶼，而且到處充滿著新奇有

趣的事物，加上豐富多元創新的文化活動頻繁，旅遊安全性佳，交通非

常便捷等重要的條件因素，而臺灣最高地標 101 大樓、傳統的泡湯及茶

藝文化，亦為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良好意象。 

表 4.7 旅遊意象之描述性分析表 

構

念 
構面 構 面 與 問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B 
旅

遊

意

象 

B1 
 情感 
 意象 

B1-1 在臺灣遊學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

愉快的 
B1-2 在臺灣遊學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

興致勃勃的 
B1-3 在臺灣遊學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

放鬆自在的 
B1-4 在臺灣遊學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

興奮高亢的 

4.00 
 
3.78 
 
3.87 
 
3.65 

0.772 
 
0.763 
 
0.779 
 
0.793 

B2 
 美麗 
 與新奇 

B2-1  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去處 
B2-2  美麗的海岸線如墾丁 
B2-3  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 
B2-4  美麗且迷人的島嶼 
B2-5  臺灣人好客又友善 

3.98 
4.06 
3.88 
3.97 
4.06 

0.708 
0.790 
0.771 
0.689 
0.790 

B3 
 多元 
 與文化 

B3-1  101 大樓 
B3-2  溫泉泡湯文化 
B3-3  茶藝文化 
B3-4  豐富又多元的旅遊活動 

3.79 
3.82 
3.52 
3.88 

0.785 
0.812 
0.844 
0.7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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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地方認同感 

由表 4.8 中可得知，本研究之地方認同感六個問項中平均數高低分別

為「非常喜歡在臺灣旅行」(3.95)、「臺灣這個地方非常特別」(3.86)、「非

常認同臺灣這個地方」(3.79)、「臺灣這個地方能影響我的生活與思維」

(3.78)、「臺灣在我心目中具有特別的意義」(3.77)「臺灣這個地方讓我更

能認識華人的文化與價值 」(3.70)。 

由各問項平均數得知，絕大多數外籍華語系青年旅客對臺灣的地方

認同感多持正面、高評價且喜歡在臺旅遊，並認為臺灣是個非常特別又

有意義的地方，認同臺灣的人、事、物並會改變自己的生活與思維，更

能認識華人的文化與價值。 

表 4.8  地方認同感之描述性分析表 

構

念 
構面 構 面 與 問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C 
地

方

認

同

感 

C1 
地方 
認同

感 

C1-1 臺灣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C1-2 非常喜歡在臺灣旅行 
C1-3 臺灣在我心目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C1-4 非常認同臺灣這個地方 
C1-5 臺灣這個地方讓我更能認識華人的文

化與價值  
C1-6 臺灣這個地方能影響我的生活與思維 

3.86 
3.95 
3.77 
3.79 
3.70 
 
3.78 

0.693 
0.732 
0.826 
0.779 
0.846 
 
0.8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4 重遊意願 

由表 4.9 中可得知，遊客對於「我未來仍會再回到臺灣旅遊」(4.05)

的重遊意願最高、其次是「我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到臺灣旅遊」(4.04)與「我

會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好處」(4.00)。 

由上述可知，絕大多數華語系外籍華語系青年旅客來臺遊學觀光



 
 
 
 
 
 
 
 
 
 
 
 

 

- 53 - 
 

後，均擁有高度的重遊意願，且願意宣傳與推薦來臺旅遊。 

表 4.9 重遊意願之描述性分析表 

構念 構面 構 面 與 問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D  
重遊

意願 

D1 
重遊 
意願 

D1-1 我未來仍會再回到臺灣旅遊 
D1-2 我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到臺灣旅遊 
D1-3 我會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好處 

4.05 
4.04 
4.00 

0.823 
0.759 
0.8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CFA) 可用來處理觀

測變項及潛在變項間的共變關係，用以檢驗各構面的因素結構、收斂效

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本研究以此方

法來對觀測變項作一分析前之測試，進一步了解觀測變項對本研究所假

設的潛在變項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另 t 值是檢定觀測變項對該潛在變項的

因數負荷量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因此所有變項的 t 值須大於 2(張紹勳，

2000)，始可顯示指標有達顯著水準。  

收斂效度，是指用來測量相同構念的觀測變項，彼此間應該具備高

度的相關性。在評鑑測量模型的建議值方面，Bentler & Wu (1993)及 54.

 Joreskog & Sorbom (1989)建議標準化之後殘差值過高或因素負荷量

太低的題項應當刪除，保留標準化後因素負荷量在 0.45 以上，而 Hair 

(1998)則建議因素負荷量須大於 0.5 才能顯示所有觀測變項，皆足以反應

所建構的潛在變項，也同時建議可以利用平均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及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來檢視構念的信

度。平均變異量是計算潛在變項之各個觀測變項對該潛在變項的收斂效

度解釋力。若平均變異量越高表示潛在變項有越高的收斂效度。 For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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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cker (1981)與 Bagozzi & Yi (1988)則建議平均萃取變異量其值須大

於 0.5 以上，但 0.36~0.5 之間亦可接受。而組合信度可表示潛在變項內部

的一致性，其信度值越高則觀察變項越能測出該潛在變項，所以其值建

議須大於 0.6。各題項的多元相關平方值(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SMC)，至少應符合 0.2(Bentler & Wu, 1993)或 0.5 以上(Bagozzi & Yi , 

1988)。因此，各個構面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0、4.11、4.12、4.13

所示。 

本研究依上述學者建議之各指標的評鑑標準，對測量模型各題項因

素負荷量與顯著性 t 值去加以檢測，當因素負荷量滿足 0.45 以上、SMC

值符合大於 0.20，另參數 t 大於 1.96，則代表測量題項已達顯著水準。各

構面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1. 遊學動機之驗證性分析 

本研究將遊學動機之構面分成「臺灣環境因素」、「費用便宜」、「親

友推薦」及「師資與學分」四個子構面，透過表 4.10 可以看到遊學動機

構面，各測量變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45 以上，介於 0.452~0.911 之間，

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之潛

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四者分別為 0.768、0.823、0.810、0.609，均大於 0.6，

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之範圍內，而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有高度關

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異量四者為 0.459、0.547、0.591、

0.348，「臺灣環境因素」、「費用便宜」與「親友推薦」符合 Bagozzi ＆ 

Yi(1988)建議之平均萃取變異量其值須大於 0.5 以上，但 0.36~0.5 之間亦

為可接受之值，表示潛在變項的收斂效度良好，而「師資與學分」之平

均萃取變異量亦趨近於 0.36 在可接受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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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遊學動機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數：326 ） 

構
面 

測量 

變項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標準化

因 素 

負荷量 

t 值 
測量 

誤差 

多元

相關

平方 

誤  差 

變異數 

信度

值 

組合

信度 

平均

萃取

變異

量 

A 
遊  
學  
動  
機 

A1 

臺

灣 
環

境 
因

素 

A1-1 0.766 — — 0.587 0.413    

0.459 A1-2 0.704 11.453 0.079 0.496 0.504 0.773 0.768 

A1-3 0.577 9.471 0.096 0.332 0.668 

   A1-4 0.639 10.476 0.075 0.409 0.591 

A1-5 0.643 10.534 0.068 0.414 0.586 

A2 
費

用 
便

宜 

A2-1 0.850 — — 0.723 0.277    

A2-2 0.849 15.856 0.052 0.720 0.280 0.815 0.823 0.547 

A3-3 0.683 12.831 0.060 0.467 0.533 
   

A3-4 0.528 9.482 0.067 0.279 0.721 

A3 
親

友

推

薦 

A3-1 0.911 — — 0.829 0.171    

A3-2 0.705 11.928 0.073 0.497 0.503 0.802 0.810 0.591 

A3-3 0.670 11.435 0.063 0.449 0.551    

A4 
師

資

與

學

分 

A4-1 0.678 — — 0.459 0.541    

A4-2 0.452 5.939 0.137 0.205 0.795 0.589 0.609 0.348 

A4-3 0.618 7.022 0.134 0.381 0.619    

註 1：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旅遊意象之驗證性分析 

本研究將旅遊意象之構面分成「情感意象」、「美麗與新奇」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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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與文化」三個子構面，透過表 4.11 可以看到旅遊意象構面，各測量變

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45 以上，介於 0.541~0.875 之間，且 t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三者分別為 0.874、0.817、0.756，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之範圍內，

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有高度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

異量分別為 0.635、0.472、0.441，其中「情感意象」符合 Bagozzi ＆ Yi(1988)

所建議之平均萃取變異量其值須大於 0.5 以上，但 0.36~0.5 之間亦可接受

之值，表示潛在變項的收斂效度良好。  

 

表 4.11 旅遊意象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數：326 ） 

 
 

構 
 

面 

測  量 

變  項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標準

化因

素負

荷量 

t 值 
測量

誤差 

多元

相關

平方 

誤差

變異

數 

信 

度 

值 

組合 

   

信度 

平均萃

取變異

量 

旅

 
遊
 
意

 
象 
 
 
 
 

B1 
情

感 
意

象 

B1-1 0.786 — — 0.617 0.383    

B1-2 0.875 16.650 0.066 0.766 0.234 0.872 0.874 0.635 

B1-3 0.732 13.653 0.069 0.536 0.464    

B1-4 0.790 14.937 0.069 0.624 0.376    

B2 
美

麗 
與 
新

奇 

B2-1 0.698 — — 0.488 0.512  
 
0.816 

 
 
0.817 

 
 
0.472 

B2-2 0.625 10.096 0.099 0.391 0.609 
B2-3 0.699 11.173 0.097 0.488 0.512 
B2-4 0.754 11.926 0.088 0.568 0.432 

B2-5 0.655 10.540 0.094 0.429 0.517 
B3 
多

元 
與 
文

化 

B3-1 0.541 — — 0.293 0.707 

0.755 0.756 0.441 
B3-2 0.710 8.576 0.157 0.504 0.496 

B3-3 0.617 7.933 0.155 0.381 0.619 

B3-4 0.767 8.876 0.154 0.588 0.412 

註：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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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認同感之驗證性分析 

本研究地方認同感之構面，透過表 4.12 可以看到地方認同感構面，

各測量變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45 以上，介於 0.700~0.800 之間，且 t 值

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之潛在變項

的組合信度為 0.882，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之範圍內，且測量變項與

潛在變項有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異量為 0.555，符

合 Bagozzi＆Yi(1988)建議之大於 0.5 標準值，代表構面之潛在變項具有

收斂效度。 

表 4.12 地方認同感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數：326 ） 

構 
 

面 

測量 

變項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標準化

因素負

荷  量 

t 值 
測量 

誤差 

多元相

關平方 

誤差變

異數 

信      

度 

值 

組合 

信度 

平均

萃取

變異

量 

 
C 1
地

方

認

同

感 

 C1-1 0.705 — — 0.497 0.503 

0.881 0.882 0.555 

 C1-2 0.800 13.153 0.091 0.640 0.360 

 C1-3 0.752 12.430 0.102 0.565 0.435 

 C1-4 0.796 13.085 0.097 0.633 0.367 

 C1-5 0.700 11.620 0.104 0.640 0.360 

 C1-6 0.713 11.835 0.104 0.497 0.503 

 註：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重遊意願之驗證性分析 

本研究重遊意願之構面，透過表 4.13 可以看到重遊意願構面，各測

量變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45 以上，介於 0.788~0.963 之間，且 t 值皆大

於 1.96 達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之潛在變項的組

合信度為 0.901，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之範圍內，且測量變項與潛在

變項有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異量為 0.753，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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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ozzi ＆Yi (1988)建議之大於 0.5 的標準值，代表重遊意願構面之潛在

變項具有收斂效度。 

 

4.13 重遊意願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數：326 ） 

構 
 

面 

測量 

變項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標準化

因素負

荷  量 

t 值 
測量 

誤差 

多元相

關平方 

誤差變

異數 

信      

度 

值 

組合 

信度 

平均

萃取

變異

量 

D1 
重

遊

意

願 

 D1-1 0.788 — — 0.711 0.289    

 D1-2 0.963 18.313 0.064 0.927 0.073 0.897 0.901 0.753 

 D1-3 0.844 17.218 0.061 0.621 0.379    

註：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上述對個別項目之信度、組合信度與平均萃取變異量的檢定，

本研究亦就構面間的區別效度(Diccrimination Validity)做進一步檢視。區

別效度是指對兩個不同的構念去進行測量，若兩構念經相關分析之後，

其相關程度非常低，表示此兩個構念具有區別效度(Churchill,1979；

Anderson ＆ Gerbing, 1988)。在區別效度的檢定上，本研究之判斷準則

為每一構面的 AVE 平方根要大於各個構面的相關係數之個數，至少必須

佔整體的比較個數 75%以上(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1998)。區別

效度為某一構面與其他的構面在特質方面的差異程度，本研究藉由比較

每個變數量表平均萃取變異量之平方根與相關係數，來驗證研究模式之

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如表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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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相關係數分析結果 

構面 

名稱 

臺灣環 

境因素 

費用 

便宜 

親友 

推薦 

師資 

與學分 

情感 

意象 

美麗新 

奇意象 

多元文 

化意象 

地方 

認同感 

重遊 

意願 

臺灣 

環境 

因素 

0.680                  

費用 

便宜 
0.225  0.740                

親友

推薦 
-0.025  0.397  0.770              

師資 

與 

學分 

0.546  0.147  0.247  0.590            

情感 

意象 
0.419  0.146  0.058  0.548  0.800          

美麗 

新奇 

意象 

0.588  0.147  0.022  0.513  0.698  0.690        

多元 

文化 

意象 

0.527  0.277  0.225  0.500  0.585  0.804  0.670      

地方 

認同 

感 

0.626  0.219  0.145  0.483  0.626  0.723  0.686  0.740    

重遊 

意願 
0.463  0.242  0.161  0.364  0.511  0.645  0.594  0.716  0.870  

 註 1：非對角線位置，為各構面之 Pearson 相關係數值。 
  註 2：對角線之值為此一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異量（AVE）的平方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4 可知，每個構面之平均萃取變異量之平方根有八成以上均

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之相關係數，符合至少必須佔整體的比較個數

75%以上(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1998)。如此顯示本研究所有構

面量表之區別效度，即本研究模式中之構面間具備了一定的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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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模式基本適配指標-違犯估計檢測 

在評鑑模式適配度指標之前，需先檢查「違犯估計」以確定估計係

數是否超過可被接受之範圍；違犯估計係指測量模式中所統計輸出之估

計數超過了可接受的範圍，即模式獲得不適當之解釋。 

假設有違犯估計的現象則表整個模式之估計可能有誤，則必須加以

修正，也因此研究者以下列三種方法來檢視之：1. 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或在任一建構中存在無意義的變異誤。 2.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者太接近

於 1。 3. 有太大的標準誤。違犯估計檢測的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違犯估計檢測結果 

評鑑項目 檢定結果數據 模式適配判斷 

是否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 
均為正的誤差變異數 t
值˃1.96 皆達顯著水準 

是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 1 介於 0.452~0.963 是  
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 標準誤最大值為 0.157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可知，本研究之模式基本適配度達到了適配程度，未有違犯估

計的現象。 

 

4.5.2 SEM 整體結構驗證檢定   

依據前述之分析結果，本研究構面的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均

達可接受之水準值，為求研究更佳的嚴整性與整體結構的適配性，因此

對整體結構進行驗證檢定，而 SEM 驗證分析是用來驗證模式結果與理論

假設模式是否一致的分析方式。 

研究者應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al Modeling,SEM)來了

解變項間潛在的意義，藉此建立估計及檢定假設關係，進而蒐集資料加

以驗證。SEM 可以評估理論假設模型與資料的適配程度，並從資料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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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共變異數矩陣中，分析觀察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Fornell(1987)稱

SEM 是第二代的統計技術，SEM 在評估問卷的信度(測量誤差)、效度、

複雜模型及驗證性分析的過程具絕佳優勢，結構方程模型可以同時處理

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又稱為共變數結構分析，主要是結合路徑分析(觀察

變項之間的關係)及因素分析(變數之間的共同關係)，主要任務是研究假

設模型與樣本資料之間適配的程度為何。良好的適配度，代表變項間假

設的關係是成立的，不良的適配度，代表拒絕變項間之假設關係 (張偉

豪，2011) 。SEM 分兩部分，一為測量模型，當中主要描述觀察變項與

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驗證性因素分析；二為結構模型在於分析

理論上的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 (Hoyle and Panter,1995) 。 

4.5.3 整體模式適配度 

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目的在於檢定各模式與觀察變項資料的適配

程度為何。本研究以絕對適配度指標檢定、增值適配度指標檢定及精簡

適配度指標檢定，三個面向檢定模式之外在品質來評估研究模型整體適

配度是否良好。 

本研究經整體模式分析後，將參考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分為絕對適

配度2  、GFI、2 /df、 AGFI、RMR、RMSEA，增值適配度指標 NFI、

RFI、IFI、CFI，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PCFI、PNFI，結果驗證如表 4.16

所示，分別說明如下： 

一.絕對適配度指標檢定 

在進行整體模適驗證過程之中，依研究假設建構的初始模式進行估

算，所得整體模式絕對適配度指標，如表 4.16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

透過 SEM 分析時，X2/df 的值小於 5 屬可接受範圍，小於 3 則表示結果

十分良好，本研究初始衡量模式的 X2/df 值為 1.949，小於 3 故適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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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 =0.839，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0.812，RMR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0.066、RMSEA (Root 

Mean Square of Approximation) =0.054 皆在理想數值中。 

二.增值適配度指標 

此項檢定是比較研究者提出的因果模式及另一模式適配度差異的統

計量。常用的衡量指標及本研究之結果如表 4.16，NFI(Normed Fit Index) 

=0.819、RFI(Relative Fit Index) =0.800、IFI(Incermental Fit Index) =0.903、

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0.902 皆在理想數值之中。 

三.精簡適配度指標 

精簡適配度指標檢定，在研究中常見之衡量指標有三項至少須大於

0.5 , PGFI(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PCFI(Parsimony  

Comparative of Fit Index) 與 PNFI(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均以大於

0.5 為佳，此乃 SEM 分析結果達某一水準適配度之因果模式中所應估計

的參數之簡要程度。本研究之 PGFI 為 0.719、PCFI 為 0.815、PNFI 為 0.740

皆大於 0.5 如表 4.16，皆在理想數值之中，表示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是一

個精簡之模式。 

依據上述各項綜合指標判斷，各項指標都在可接受範圍內，顯示本

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型已達良好之適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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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6 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檢驗分析結果 

適配評鑑指標 檢定結果 理  想  數  值     * 
模型配適 
判    斷 

絕對適配度指標 


2 


2 /df 
GFI 
AGFI 
RMR 
RMSEA 

 
1173.425 

1.949 
0.839 
0.812 
0.066 
0.054 

 
越小越好(P ˃α值) 
˂3 
˃0.8 
˃0.8 
˂0.08 
˂0.08 

 
 
是 
是 
是 
是 
是 

增值適配度指標 
NFI 
RFI 
IFI 
CFI 

 
0.819 
0.800 
0.903 
0.902 

 
˃0.8 
˃0.8 
˃0.9 
˃0.9 

 
是 
是 
是 
是 

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PCFI 
PNFI 

 
0.719 
0.815 
0.740 

 
˃0.5 
˃0.5 
˃0.5 

 
是 
是 
是 

    *   註：理想數值標準參考來源   
    1.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1988) 
    2. Hu & Bentler(1993) 
    3. 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w(1996) 
    4. Bentler & Bonett(1980) 
    5. Mulaik, James,Van Bennett,Lind & Stilwell(1989) 
    6. Hoelter (1983) 
 

4.5.4 假設驗證與討論 

本研究依資料分析得到的結果，將所建構之整體模式繪製路徑圖，

如圖 4.1 所示，在顯著水準 0.05 的標準以下，假設成立顯著的路徑以實

線來表示，不顯著的路徑則以虛線表示，並針對各變項之間的關係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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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整體關係模式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遊學動機對旅遊意象之關係 

    主構面遊學動機包含了臺灣環境因素、費用便宜、親友推薦及師資

與學分四個次構面；另一主構面旅遊意象包含了情感意象、美麗新奇意

象、多元文化意象個三個次構面，如表 4.17 所示，變數間之關係分述如

下： 

   臺灣環境因素分別對情感意象路徑係數為 0.207 (t=2.930)、對美麗新 

奇意象路徑係數為 0.435(t=5.700)、對多元文化意象路徑係數為 0.455 

(t=5.130)，達顯著影響結果。依據整體模式路徑係數分析，整體而言，代

表臺灣環境因素條件對臺旅遊意象達顯著性影響關係。即外籍華語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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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身來臺意願強烈以及文字語言溝通無障礙、知識學習動機越強烈，

對臺灣的旅遊意象影響程度越高。 

   費用便宜對情感意象路徑係數為 0.083 (t=1.235)、對美麗新奇意象路

徑係數為 0.060(t=0.094)，未達顯著影響結果，顯示來臺遊學費用便宜不

影響情感意象及美麗新奇意象；費用便宜對多元文化意象路徑係數

0.148(t=2.056)， 達顯著性影響關係，顯示來臺遊學學分費、生活費、宿

舍便宜、獎學金補助等因素會影響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的多元文化意

象。 

   親友推薦對情感意象路徑係數為-0.077(t=-1.149)、對美麗新奇意象路

徑係數為-0.093(t=-1.387)、對多元文化意象路徑係 0.113(t=1.553)，未達

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對於外籍華語系青年而言，來臺遊學動機之親友的

推薦不影響對情感意象、美麗新奇意象與多元文化意象。 

   師資與學分對情感意象路徑係數為 0.735 (t=6.120)、對美麗新奇意象

路徑係數為 0.758(t=5.278)、對多元文化意象路徑係數 0.688 (t=5.004)，皆

達顯著影響，顯示臺灣學校名聲、師資及設備優良、選修學分可被承認

等因素會影響旅遊意象之情感意象、美麗新奇意象及多元文化意象。 

    因此，外籍華語系青年會因為臺灣環境因素及師資與學分兩個因素

顯著影響對臺旅遊意象之情感與認知表現程度，另來臺遊學是否費用便

宜與親友推薦，並不一定會影響對臺之整體的、心理的與獨特的旅遊的

認知、情感之印象。因此，接受本研究之假設一：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

之遊學動機將影響對臺的旅遊意象。 

2.旅遊意象對地方認同感之關係 

情感意象對地方認同感路徑係數為 0.106 (t=1.365)，未達顯著影響結果，

顯示外籍華語系青年在臺灣遊學期間，情感意象對並不影響對臺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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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認同感。美麗新奇意象對地方認同感路徑係數為 0.290(t=1.869)，未達

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外籍華語系青年在臺灣遊學期間，美麗新奇意象並

不會影響對臺灣所產生的認同感。多元文化意象對地方認同感路徑係數

為 0.478(t=2.849)，達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出外籍華語系青年會因為對臺

灣的地標 101 大樓、泡湯與茶藝文化、豐富多元的旅遊活動意象，產生

較強烈的情感層面以及情感連結程度的認同感。 

    多元文化意象對地方認同感達到了顯著影響，因此接受本研究之假

設二：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地方認同感。    

3.旅遊意象對重遊意願之關係 

    情感意象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為 0.029 (t=0.353)，未達顯著影響。

而在認知意象中的美麗新奇意象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為 0.289 

(t=1.925)，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情感意象與美麗新奇之意象都不會影響

其對臺灣的地方認同感。但多元文化之認知意象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

為 0.418 (t=2.606)，達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出外籍華語系青年會因為對臺

灣的地標 101 大樓、泡湯與茶藝文化、豐富多元的旅遊活動意象等而影

響其是否重遊臺灣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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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7 假設驗證結果表 

構

面 
變數之關係 

路徑 

係數 

t 值 

˃1.96 

 p 值 

 ˂0.05 
顯著否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H1 遊學動機→旅遊意象     部 分 
成 立 

 臺灣環境因素→情感意象 

臺灣環境因素→美麗新奇意象 

臺灣環境因素→多元文化意象 

費用便宜→情感意象 

費用便宜→美麗新奇意象 

費用便宜→多元文化意象 

親友推薦→情感意象 

親友推薦→美麗新奇意象 

親友推薦→多元文化意象 

師資與學分→情感意象 

師資與學分→美麗新奇意象 

師資與學分→多元文化意象 

0.207 
0.435 
0.455 
0.083 
0.060 
0.148 

-0.077 
-0.093 
0.113 
0.735 
0.758 
0.688 

2.930 
5.700 
5.130 
1.235 
0.094 
2.056 

-1.149 
-1.387 
1.553 
6.120 
5.278 
5.004 

0.003 
*** 
*** 

0.217 
0.366 
0.040 
0.251 
0.165 
0.120 

*** 
*** 
*** 

+ 

+ 

+ 

無顯著 
無顯著 

+ 

無顯著

無顯著 
無顯著 

+ 

+ 

+ 

成 立 
成 立 
成 立 
不成立 
不成立 
成 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成 立 
成 立 
成 立 

H2 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     部分 
成立 

 情感意象→地方認同感 

美麗新奇意象→地方認同感 

多元文化意象→地方認同感 

0.106 
0.290 
0.478 

1.365 
1.869 
2.849 

0.172 
0.062 
0.004 

無顯著 
無顯著 

+ 

不成立 
不成立 
成 立 

H3 旅遊意象→重遊意願     部 分 
成 立 

 情感意象→重遊意願 
美麗新奇意象→重遊意願 
多元文化意象→重遊意願 

0.029 
0.289 
0.418 

0.353 
1.925 
2.606 

0.724 
0.054 
0.009 

無顯著 
無顯著 

+ 

不成立 
不成立 
成 立 

註：t 值大於 1.96 即達顯著水準；p 值小於 0.05 達顯著水準 
***：p 值小於 0.0001 為顯著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旅遊意象對重遊意願之影響透過在臺種種旅遊活動所產生之多元文

化意象，顯著影響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的重遊意願。所以部分接受本研

究之假設三：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重遊意願。 



 
 
 
 
 
 
 
 
 
 
 
 

 

- 68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驗證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旅遊之遊學動機、旅遊意

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四者間影響之關係。為能達本研究之研究動

機及目的，本文在各章節之中首先探討相關文獻，以發展研究方法並建

立本研究的觀念性架構，其次以問卷調查收集資料並經由資料的統計分

析使本研究假說得以驗證。本研究對象選擇 18-30 歲來臺遊學觀光之外籍

華語系大學及研究生族群，從旅遊觀點來量測其來臺之遊學動機、對臺

灣的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並建構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之

遊學動機、旅遊意象、地方認同感與重遊意願之關係模式。本章第一節

將依據研究主題與實證結果，提出結論；第二節提出建議；第三節說明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並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旅遊之遊學動機、旅遊意

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間之影響關係。本節根據第四章實證分析所

獲得的結果，經由文獻探討建構理論模型如下，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的

遊學動機將影響對臺的旅遊意象；旅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地方認同感; 旅

遊意象將影響對臺的重遊意願。針對此作了以下的結論：  

(1) 遊學動機與旅遊意象之影響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遊學動機對於旅遊意象具有部分顯著正向之影

響，原因發現遊學費用是否便宜及是否經由親友介紹來臺因素，未達顯

著影響，顯見與遊學的考量關係薄弱。但臺灣學校的名聲、師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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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選修學分可被承認及豐富多元課程是吸引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遊學的

主因，加上許多遊學者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及體驗臺灣的學習方式與

吸收新知，更因為本研究的旅遊目的地（臺灣）與受訪者背景同文同種

的民族關係，語文、文化極為相近。因此前述來臺灣遊學的動機因素深

深影響著對旅遊目的地的情感與認知意象，由驗證結果得知外籍華語系

青年認為來臺旅遊感覺是放鬆愉快的，因為臺灣四面環海及面積廣大的

山林，處處是特殊豐富的自然景觀、人文風貌和各具特色的城鄉景緻；

此外，還有博物館、國家公園、遊樂園、渡假中心、夜市、商店街……

等提供各種娛樂享受；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等族群融合的臺灣人

民好客又友善，加上各種宗教、建築的雜融並存形成臺灣多元的文化面

貌，深深吸引著他們，所以遊學動機越強則旅遊意象感受程度越高。相

反的，對臺灣最高的地標 101 大樓、溫泉寶島的泡湯活動及茶藝文化等

多元旅遊行程較不容易形成深刻的意象，特別的動機如費用便宜、親友

推薦因素並不會顯著影響旅遊意象。 

(2) 旅遊意象對於地方認同感之影響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旅遊意象對於地方認同感具有部分顯著影響的關

係，地方感即是個人認同自己與地方之關係，覺得當地對自己而言是具

重要意義的，本研究外籍華語系青年對臺灣這個旅遊目的地的情感建

構，當空間伴隨著個人的體驗及經驗累積而產生了地方認同，會受到對

臺旅遊意象之影響程度不同而不同，以多元豐富的文化風貌影響最巨，

其次是美麗寶島景緻及各種新奇好玩的事物及安全旅遊活動之愉快印

象，讓他們感到臺灣是個非常特別的地方並喜歡在此地旅行，認同臺灣

的文化與價值並會影響思維與生活感受。因此旅遊意象越強烈則對地方

認同感程度越深。而情感意象是對旅遊目的地的整體信念、想法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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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外在因素影響改變，資訊也會綜合組織在個人的心理層面，本研

究外籍華語系青年針對個人的情感意象程度對地方認同感之影響關係是

未達顯著影響關係，顯示出外籍華語系青年旅遊後的個人感受之情感意

象，不影響對臺灣的認同感，或許是因為他們會以自己主觀方式評量目

的地是否能滿足其內在需求而形成對目的地的旅遊意象，但外籍華語系

青年對於臺灣的旅遊意象可能已經超出單純內在旅遊需求了，所以在衡

量對臺灣的地方認同感時也可能是採用不同的衡量標準。 

(3) 旅遊意象對重遊意願之影響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旅遊意象對於重遊意願具有部分顯著正向影響的

關係。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旅遊對臺灣目的地意象感受深刻且放鬆又愉

快而願意再度蒞臨此地及向他人宣傳推薦來臺旅遊，顯示在臺旅遊感受

臺灣處處充滿美麗新奇的有趣事物、島嶼迷人又美麗、人們友善好客、

旅遊交通安全便捷的意象越強烈越能提高再到臺灣旅遊的重遊意願，以

及向親朋好友推薦到臺灣旅遊，並願意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好處。

針對個人的情感意象程度不影響對重遊意願是可解釋的，因為情感意象

是旅客對某一地點並經一段時間整合不同的資訊來源形成整體的感受與

知覺，所以並不會因個人會隨時變化的情感認知因素而改變對臺灣的認

同感，而美麗寶島景緻及各種新奇好玩的事物及安全旅遊活動之愉快印

象才是吸引再度重遊的重要因素。  

 

5.2 研究建議 

    整體來說，外籍華語系青年對於來臺遊學動機、對臺旅遊意象、地

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大都給予正面的感受與認同，但本研究結果顯示，

在學校、政府與民間業者的推廣以及網路報章媒體的宣傳，仍有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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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別針對學術界與實務界提出以下之建議： 

1.學校教育單位的行銷策略 

    外籍華語系青年因來臺語言文字溝通與學習無障礙、可輕鬆地在臺

灣學習不同的知識並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研究中顯示受訪者許多是自

己主動想來臺灣遊學觀光，原因偏向環境因素相近，尤以文字語言相通

方便學習，加上臺灣的活力與風采令其驚艷不已為選擇來臺觀光參訪的

最大誘因，臺灣的確是個旅遊安全的好去處。所以建議學校聘用優秀之

師資、軟硬體設備先進與活潑多元之課程設計，創造口碑提升價值，更

輔以優質的包裝與行銷策略走上世界舞臺，必能吸引更多的外籍華語系

青年來臺。 

2.旅遊業者的配套設施 

    重遊意願的影響為持續存在的，而目的地意象會直接影響未來是否

重遊或推薦他人，二者是經由自身到訪的經驗藉旅遊意象的中介而影響

重遊意願。由研究中得知，大部分的外籍華語系青年們對臺灣都有正面

的意象，意味著有助於旅遊意象之提升以及可以增進對當地的情感有著

重大的意義，因此研究者認為旅客若無法與目的地之地方感做連結，真

實性及觀光意象對重遊意願之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故需透過地方感的增

強，才能正向影響其遊後行為意圖，會願意重遊及向他人推薦來臺觀光。

而人們的情感與記憶是與五官感受時時相連結的(姚念周,2007)，因此建

議旅遊業者應當設計具有在地特色且獨特的旅遊行程，包括交通，飲食、

住宿品質再提升，或與當地的特色連結作全面性的服務及形象塑造，相

信外籍華語系青年們因此未來仍會回來臺灣旅遊，並會推薦親朋好友前

來觀光，積極為臺灣宣傳。 

3.政府機構之推廣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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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分析可知，顯示 18~30 歲的國際遊學青年族群是海外旅遊市場最

值得開發的客層，臺灣當局應重視這個問題，政府部門應該要動起來。

本研究中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灣的旅遊經驗方面，以首次來臺者居多，

而重遊之比例僅佔 28.2%，顯見臺灣在國際上之觀光旅遊形象與知名度尚

待建立，且在特定的需求方面，亦急待加強以滿足國際青年族群，從而

提昇重遊率。研究也發現外籍華語系青年來臺次數及在臺停留時間有漸

趨增加及延長的現象，旅遊特性方面，資訊來源主要以網際網路介紹及

有經驗的海外遊學者推薦透過資訊網路或口耳相傳的人最多，由於網路

科技發達，運用網路蒐尋旅遊之資訊，是現代國際青年的重要資訊來源，

而透過口碑的方式以傳達臺灣的旅遊資訊在外籍華語系青年族群間扮演

重要角色，因此如何確保臺灣正面的意象，讓國際青年的口碑在世界上

廣為流傳，值得管理單位重視，如同 Sorensen(2003)之研究發現，網路不

但提供旅遊資訊的方便蒐尋，提供了國際青年之間，旅行中及返家後的

聯絡管道，使得旅遊之體驗無時空之界限，也使得旅遊行程更具彈性。

故建議在內外知名的旅遊網站首頁或旅遊電子書刊登廣告或強化關鍵字

蒐尋的功能等，均是增加臺灣曝光率的方法。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5.3.1 研究限制 

    本研究抽樣方式以便利抽樣法進行，蒐集之樣本及研究推廣性可能

受有限制，且僅對全國大學、大專技職院校抽選出八所學校之華語國際

學生(樣本)進行調查，無法概化至所有來臺遊學之外籍華語系青年，此樣

本是不能代表母體，所以無法作太多的母體推論，受測者只是母體的一

小部份故無法推論到其他母群體之特性與結構，所以研究的推論較為保

守，研究者認為並非所有的外籍華語系青年都會有相同的看法，而只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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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體結構與樣本結構相近而言，但結果也會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資

料僅能代表本研究樣本特性，此外在抽樣的選擇上，因取樣於華語系的

來臺外籍青年人口，因東西文化及語言不同，研究結果可能偏向於華語

人口的感受。 

5.3.2 未來研究建議 

    誠如本研究之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者若無語言、時間、地域、或國

籍之限制，在樣本取得的部分，若僅以局部性地區或團體的某一人口種

類做量化之問卷調查進行抽樣，只能粗淺了解而無法深入探討外籍青年

遊學臺灣之動機及內心深層的想法及感受，建議能採質量性併行的方

式，針對較大樣本之不同的市場區隔之來臺遊學或旅遊之外籍青年進行

訪談、抽樣與分析，了解潛在外籍青年的動機、想法與感受，探討不同

國籍的青年旅客對臺旅遊意象的內在意涵與形成意義，對臺灣的認同及

重遊意願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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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前  測  問  卷 

各位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在繁忙的課業生活中撥空填答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

的是瞭解您來臺灣遊學旅行對臺灣的意象。問卷結果僅供研究、檢討之用，

不用填寫姓名，請安心填答。請您逐題作答，不要遺漏了。衷心感謝您的幫

忙，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平安、健康 and 喜樂！ 

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張容滋 敬上 
指導教授： 陳貞吟 博士 

 

題目 
1. 當你想到臺灣時，心中所浮現印象或特徵是什麼，請圈選 

(整體/功能) 類別敘述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美食與水果。 5 4 3 2 1 
2. 城市與鄉村結合。 5 4 3 2 1 
3. 101 大樓。 5 4 3 2 1 
4.島嶼。 5 4 3 2 1 
5. 荒野。 5 4 3 2 1 
6. 陽光。 5 4 3 2 1 
7.太魯閣等高山。 5 4 3 2 1 
8. 易於旅行。 5 4 3 2 1 
9. 購物。 5 4 3 2 1 
10. 便宜的電子產品。 5 4 3 2 1 
11. 不同文化。 5 4 3 2 1 
12. 與韓國相似。 5 4 3 2 1 
13. 龍。 5 4 3 2 1 
14. 腳底按摩。 5 4 3 2 1 
15. 科技進步。 5 4 3 2 1 
16. 博物館。 5 4 3 2 1 
17. 臺灣人 5 4 3 2 1 
18. 炎熱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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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空氣較中國大陸乾淨 5 4 3 2 1 
20. 寒假的好去處 5 4 3 2 1 
21. 高生活水準 5 4 3 2 1 
22. 中文 5 4 3 2 1 
23. 開放的國度 5 4 3 2 1 
24. 露天的咖啡座 5 4 3 2 1 
25. 回憶 5 4 3 2 1 
26. 日亞航 5 4 3 2 1 
27. 多元的社會 5 4 3 2 1 
28. 茶 5 4 3 2 1 
 

題目 
2. 當你造訪臺灣，希望感受到何種心情或氣氛，請圈選 

(整體/心理意象) 類別敘述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友善。 5 4 3 2 1 
2. 忙碌。 5 4 3 2 1 
3. 每樣東西都很不同。 5 4 3 2 1 
4. 很熱。 5 4 3 2 1 
5. 很多水果。 5 4 3 2 1 
6. 活力。 5 4 3 2 1 
7.好奇。 5 4 3 2 1 
8. 高科技。 5 4 3 2 1 
9. 商品易於取得。 5 4 3 2 1 
10. 很熱(天候)。 5 4 3 2 1 
11. 好玩。 5 4 3 2 1 
12. 美麗鄉村。 5 4 3 2 1 
13. 開放的氣氛。 5 4 3 2 1 
14. 旅行方便。 5 4 3 2 1 
15. 貧富不均。 5 4 3 2 1 
16. 很好的商店。 5 4 3 2 1 
17. 不好不壞 5 4 3 2 1 
18. 與本國文化不同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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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3.請圈選出你想到臺灣獨特或與眾不同之處(獨特的意象)  
類別敘述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墾丁等名勝。 5 4 3 2 1 
2. 獅頭山等高山。 5 4 3 2 1 
3. 101 大樓。 5 4 3 2 1 
4.中正紀念堂。 5 4 3 2 1 
5.夜市。 5 4 3 2 1 
6.食物。 5 4 3 2 1 
7.觀光巴士。 5 4 3 2 1 
8.文化。 5 4 3 2 1 
9.大自然。 5 4 3 2 1 
10.城市鄉村結合。 5 4 3 2 1 
11.博物館。 5 4 3 2 1 
12.高雄之遊輪建造。 5 4 3 2 1 
13.友善。 5 4 3 2 1 
14.元宵節(節慶)。 5 4 3 2 1 
15.海岸線。 5 4 3 2 1 
16.美容院的洗髮精。 5 4 3 2 1 
17. 溫泉 5 4 3 2 1 
18. 腳底按摩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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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  式  問  卷 

問 卷 

各位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在繁忙的課業生活中撥空填答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

的是瞭解您來臺灣遊學動機、對臺灣的意象、地方認同感及重遊意願之情形。

問卷結果僅供研究、檢討之用，不用填寫姓名，請安心填答。請您逐題作答，

不要遺漏了。衷心感謝您的幫忙，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平安、健康 and 喜樂！ 

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張容滋 敬上 
指導教授： 陳貞吟 博士 

 
第一部份 遊學動機 

這個部份主要是爲了瞭解您來臺灣遊學之動機。請您依據實際

的狀況來圈選答案。 
 

您選擇來臺灣遊學的主要原因是：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學(分)費較便宜。 5 4 3 2 1 
2.生活費較便宜。 5 4 3 2 1 
3.原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補助。 5 4 3 2 1 
4.學校有提供宿舍且費用便宜。 5 4 3 2 1 
5.可在臺灣學習不同的知識。 5 4 3 2 1 
6.可認識更多臺灣學生。 5 4 3 2 1 
7.想體驗臺灣的上課方式。 5 4 3 2 1 
8.想來臺灣觀光旅遊。 5 4 3 2 1 
9.臺灣的學校名聲佳。 5 4 3 2 1 
10.師資及設備優良。 5 4 3 2 1 
11.可選修的課程多元。 5 4 3 2 1 
12.選修的學分可被承認。 5 4 3 2 1 
13.招生宣傳吸引人。 5 4 3 2 1 
14.語言無障礙。 5 4 3 2 1 
15.飲食習慣相近。 5 4 3 2 1 
16.文字看得懂。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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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親友在臺灣工作或就學。 5 4 3 2 1 
18.有親友推薦就讀。 5 4 3 2 1 
19.有師長推薦就讀。 5 4 3 2 1 
20.自己本身想來臺灣遊學。 5 4 3 2 1 
      
第二部份  情感意象  

這個部份是爲了瞭解您在臺灣遊學期間，在臺灣旅遊的感覺為何?。請在每個問項中

圈選最適合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愈靠近左邊的項目; 分數愈低，代表愈靠近右

邊的項目，例如：選 5 代表愈靠近「愉快的」、選 1 代表愈靠近「不愉快的」)請您

依據實際的狀況來圈選答案 
在臺灣遊學期間，臺灣給我的感覺是……. 
1                 愉快的     5   4   3   2   1  不愉快的     
2             興致勃勃的 5   4   3   2   1  意興闌珊的 
3             放鬆自在的 5   4   3   2   1  緊張不安的 
4             興奮高亢的 5   4   3   2   1  情緒低落的 

第三部份  認知意象 

這個部份主要是瞭解您在臺灣遊學期間，對臺灣所產生的旅遊

意象。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來圈選答案。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美麗且迷人的島嶼。 5 4 3 2 1 
2.安全又便捷的旅遊好去處。 5 4 3 2 1 
3.電子產品便宜。 5 4 3 2 1 
4.寒暑假的好去處。 5 4 3 2 1 
5.美麗的海岸線如墾丁。 5 4 3 2 1 
6.充滿新奇有趣的事物。 5 4 3 2 1 
7.有吸引人的美食與水果。 5 4 3 2 1 
8.方便的購物環境與設施。 5 4 3 2 1 
9.保留傳統的中國文化。 5 4 3 2 1 
10.豐富又多元的旅遊活動。 5 4 3 2 1 
11.具有特殊的地方文化。 5 4 3 2 1 
12.觀光巴士便利。 5 4 3 2 1 
13.多元的文化。 5 4 3 2 1 
14.101 大樓。 5 4 3 2 1 
15 茶藝文化。 5 4 3 2 1 
16.臺灣人好客又友善。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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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夜市文化。 5 4 3 2 1 
18.自然景觀。 5 4 3 2 1 
19.溫泉泡湯文化。 5 4 3 2 1 
20.能留下深刻旅遊回憶的地方。 5 4 3 2 1 
21.熱鬧的節慶活動。 5 4 3 2 1 
 
第四部份 地方認同感 

這個部份是爲了瞭解您在臺灣遊學期間，透過旅遊活動所產生

的地方認同感。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圈選答案。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臺灣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5 4 3 2 1 
2.非常喜歡在臺灣旅行。  5 4 3 2 1 
3.臺灣在我心目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 5 4 3 2 1 
4.非常認同臺灣這個地方。 5 4 3 2 1 
5.臺灣這個地方讓我更能認識華人的文化與價值。 5 4 3 2 1 
6.臺灣這個地方能影響我的生活與思維。 5 4 3 2 1 
 
第五部分 重遊意願 

這個部份是爲了瞭解您重遊臺灣的意願。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

來圈選答案。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未來仍會再回到臺灣旅遊。 5 4 3 2 1 
2. 我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到臺灣旅遊。 5 4 3 2 1 
3. 我會向他人宣傳到臺灣旅遊的好處。 5 4 3 2 1 
 
【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西元        年        月生  
3.國籍：□中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香港 □澳門 □印尼 □越南 
        □泰國  □其他(請填寫國名)               
4.學歷：□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含)以上 □其他(請填寫)              
5.請問您到海外遊學的總次數?：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以上 
6.請問您曾經來臺灣旅遊的次數(含此次)為：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以上 
7.請問您此次在臺灣遊學停留時間為： 
  □一個月內 □一到三個月內 □三到六個月內 □六個月到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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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上 
8.請問您到臺灣遊學的費用來源為何?： 
  □自己的積蓄(上班或打工的收入)  □父母親支付 □遊學貸款 □獎學金 □

其他(請說明)               
9.請問您在臺灣遊學期間的住宿方式為： 
  □寄宿家庭 □學校宿舍 □親戚家 □其他(請說明)               
10.請問您主要獲取臺灣旅遊相關資訊管道為(可複選)： 
  □政府機構的文宣廣告 □專業的遊學雜誌 □報紙上的廣告  
  □網際網路介紹       □有經驗的海外遊學者推薦 
  □個人經驗           □電視報導       □民間遊學教育展覽 
  □其他(請說明)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