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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遊客登山攝影行為意圖之探討－以玉山主峰線步道為例 

研究生：何昌穎                            指導教授：陳貞吟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數位相機與影像紀錄科技、行動網路寬頻的迅速發展，讓拍照攝影

成為遊客相當普遍的旅遊行為，登山活動則因國家公園的步道、解說指

引牌示及山屋完善的規畫之下，讓部分高山百岳逐漸轉型成接近一般旅

遊化的行為，使得登山攝影逐漸成為一項新興的休閒旅遊活動。本研究

採用 Ajzen(200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理論(TPB)為研究架構來進一步探討

與解析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 

 研究施測地點以台灣百岳最熱門且最著名的玉山主峰線步道為例，

設定有攜帶攝影器材從事拍照錄影的登山遊客進行結構式問卷調查。再

使用 SPSS 18.0 for Windows 及 AMOS 18.0 for Windows 版本之統計軟體

做後續各項資料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登山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態度、主

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構面因素會對其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具有

顯著水準以上的正向影響。依此結果，給予提供公、私經營管理者、登

山或攝影相關社團、辦理登山旅行社業者或是相關出版商、雜誌商於有

關山野自然環境的營造、影像運用的營運宣導模式等面向，提出實務性

的建議。 

 

關鍵詞：登山、攝影、旅遊、計畫行為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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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amera and image record science and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has made photographing become an usual behavior of 

visitors. By good condition of national parks’ trail’ detailed signs of guidance, 

and perfect planning, mountain climbing turn into a very common diversion. 

As a result, 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 becomes a newly risen leisure travel 

activity. 

In this stud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proposed by (Ajzen, 

2001) has been adopted to explore and resolve the visitors’ intention of 

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 Taking the most famous line trail of Yushan for 

example, which is also the case survey place, the visitors who carry the 

photography equipment are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n using software like SPSS 18.0 for Windows and AMOS 18.0 for 

Windows to do the follow-up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facet factors like Hikers’ attitude toward 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intention of 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 By this 

results, given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 about the building of wil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use of video for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rs, hiking or photography-related associations, travel ag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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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親近大自然是現代人們為了紓解煩悶的工作壓力下，所選擇的一項有

益健康身心靈的休閒旅遊活動之一，尤其在國人全面實施周休二日之後，

走向戶外的多天數旅遊活動更是開始蓬勃發展。在戶外休閒活動中，多

數民眾為了紓解生活壓力大都是選擇屬於冒險性或是探險性的旅遊活動

(Cordell & Siehl, 1991)。一般會選擇冒險性旅遊活動的參與者應須具備某

種程度的特殊技術與體力的付出，且期待能藉由挑戰環境的不確定性結

果與危險因子來獲得刺激、挑戰與征服的感受(許辰維，2004)。冒險性

旅遊活動不僅可讓遊客接近大自然紓解平日工作生活壓力，也能從其中

獲取成就感，因此成了近年競爭社會下相當熱門的戶外旅遊活動類型。 

台灣本島因多山與急流所構成的本島陸地，又是屬於四面環海之海島，

本就擁有能發展上山下海等豐富之戶外冒險性旅遊活動的先天性優良地

理條件，其中登山健行更是台灣頗受歡迎的冒險性旅遊活動之一。推溯

回 1926 年臺灣體育會山岳協會成立後，發展至選定台灣五嶽(玉山、雪

山、秀姑巒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三尖(大霸尖山、中央尖山、達芬

尖山)為代表名山，台灣山岳之美才逐漸推廣在一般眾人眼前。隨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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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專家四大天王之一林文安與當時其他登山專家經過嚴格實地探勘後選

定高於三千公尺以上山岳中的一百座做為「台灣百岳」攀登目標，成立

百岳俱樂部，此風氣一推廣開來，帶動登山運動的挑戰風潮(林玫君，2008，

頁 99~102)，甚至延續至今仍不減熱潮。然而，早期登山活動因受限於山

地管制及嚮導證制度的關係，僅限專業登山社團得以實施辦理，一般人

除了經濟因素外，想參與登山活動卻因法規的限制仍頗具困難。直到 2003

年，政府正式廢除高山嚮導證制度及且逐一鬆綁山地管制限制後，才為

台灣登山活動開啟出一扇大門。同時，自從嚮導證制度取消及多數山區

地點之入山證廢除，再加上國家公園設立後，山區步道及山屋的經營管

理逐漸規畫完善，更讓一般旅行社能輕易籌辦登山活動，讓登山旅遊於

短時間內躍昇為頗受國人歡迎的旅遊活動之一，也更加速登山活動的普

及化。因此，登山活動從原本具有高度冒險性與探險性的旅遊活動，逐

漸轉型為大眾化的旅遊活動。現今，登山旅遊大多已趨於親民化，也不

再遙不可及的現象可以稱為是「旅遊化的登山活動」。 

在登山旅遊路線中，列名台灣百岳之龍頭地位玉山主峰位居國人必造

訪的登山旅遊路線之一。玉山主峰海拔高達 3,952 公尺，貴為台灣本島第

一高峰，也是東北亞最高峰，日治時期日本人更因其高過富士山，故稱

呼為「新高山」。2009 年，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努力推動下擠進瑞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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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奇景基金會」所舉辦的「新世界七大自然奇景」山岳類選拔行列奇

景之一，雖最終階段未能如願獲選，卻因宣傳期間長期亮相在國際網頁

上更享富國際盛名。依據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統計，在生態保護區承載

量管制下，每年平均仍高達四萬多人探訪玉山主峰。由於公路開發及步

道規劃完善，使得攀登玉山的行程天數縮短，自 2001 年，國人周休二日

的全面實施後更直接推動戶外休閒旅遊活動的火熱，讓台灣出現了熱血

挑戰的號召口號為：「環島」、「泳渡日月潭」及「完成登頂玉山主峰」列

為身為台灣人一定要完成的三件事，這顯示玉山主峰在台灣民眾心目中

具有獨特魅力，也說明這條登山旅遊路線的重要性。 

早期攀登玉山，因交通不便且山道路況不佳，住宿山屋設施簡陋，致

使路程遙遠且過程備極艱辛。1985 年「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後，

著手針對園區內住宿及步道設施部分進行踏查維護，並陸續興建多條登

山路線沿途之避難山屋與里程指引牌示。2002 年玉管處直接接掌原林務

局所管轄的玉山主峰唯一重要住宿點「排雲山莊」，增設「排雲管理站」，

規劃「排雲登山服務中心」以專責用心之態度全力服務攀登玉山群峰之

登山遊客(內政部營建署，2011)。接著為了符合國際住宿之完善與便利，

自2010年至2013年期間著手整建原林務局經營數十年的老舊排雲山莊，

完工後首創國內對外提供餐飲與睡袋租借之服務。在公路交通方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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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局在 1982 年開設完成台 18 線阿里山景觀公路，並接著於 1991 年開通

台 21 線至塔塔加銜接台 18 線，自此兩條公路合併為新中橫公路(另稱玉

山景觀公路)，得以讓玉山登山口直接拉近到塔塔加鞍部。隨後，配合台

大實驗林設有委外接駁專車專門往返楠溪林道至塔塔加鞍部登山口，接

送登山遊客的便民服務，讓玉山登山攀登從早期超過一週以上的時間拉

近到兩天一夜，或甚至體力良好的遊客只需要一日之內即可申請單日往

返，致使攀登玉山主峰的登山活動繼因台 14 甲公路開通的合歡山群峰之

後，成為台灣百岳另一處最親民的旅遊化登山地點。 

由於登山因上述之種種因素使然，已成為大眾熱愛的休閒活動之一，

也因為台灣山岳擁有氣象萬千之絕佳美境，致使登山攝影也隨之興起。

早期攝影是高貴且相當不普及化的專業領域或是超高消費的休閒興趣，

受限於器材及底片(正片、負片)購置成本昂貴及沖洗、保存麻煩等種種

限制下，一般大眾鮮少使用，除非有特殊作業需求。近十幾年來數位相

機(Digital Camera)有了顯著的開發與技術進步，相機畫數及感光元件解析

度逐日增高，再搭配記憶卡儲存空間的發展精進與製造成本降低而容量

越加大，且具有可重複使用的特性，隨著社群網站、即時通及雲端硬碟

的興起，另外，還有拍照手機乃至於智慧型手機的開發等種種原因，更

帶動普羅大眾於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拍照錄影，這使得相機因平價化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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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化的情況下，飛快地讓攝影行為全面廣泛熱絡起來，迅速推動攝影也

變成最普遍的全民休閒運動與生活紀錄之作為。這情況搭上戶外休閒活

動的興盛，尤其登山運動部分尚屬於專業性且含有自我挑戰的因素，是

一項具分享炫耀的旅遊活動，碰上相機輕便化的緣故，順理成為登山遊

客會選擇必要攜帶的工具之一。例如，Bruce Prideaux and Alexandra 

Coghlan 兩位學者在 2010 年針對大堡礁遊客拍照行為進行研究後，指出

過去的旅遊，僅使用沖洗照片或是幻燈片兩種方式分享他們的旅遊影像，

而今數位技術的出現已使得拍攝和分享照片容易許多。這從近年來推出

的網路媒體如 Facebook、Blog(部落格)、YouTube 和其他電子影像平台

等都能迅速而廣泛通過社交網站即時分享遊客無論好或壞的旅遊經驗訊

息中可清楚得知。這些休閒行為迅速轉型的現況，應當讓旅遊相關營運

管理業者也需要了解這些市場的變化，並應思考如何在網路上善用遊客

分享的照片，或是設計公司網站、部落格及如何經營社群網站等，以建

立擴展具有電子口碑的潛在市場。 

同時，攝影照片應當也會對於遊客的旅遊體驗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性。

過往在台灣旅遊風景區中常常看見攤販或店面販賣擺設的物品除了各式

紀念品及小吃外，另外很重要的販賣物便是紀念明信片、即可拍相機與

相機電池，由此可見，即使在過去平價數位相機或拍照手機還未全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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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之前，遊客攝影行為及照片呈現的作品已經是遊客從事旅遊活動中不

可或缺的品項之一。再放眼現今出版的各類書籍、雜誌及網站網頁畫面

的呈現，除了標題，其次就是由照片圖像所構成的版面內容更是最吸引

讀者拾起閱讀興趣的第一印象，或是運用各類型網頁互動使用及觀賞者

停留在電視、網頁廣告宣傳的觀看時間等等，隨著頻寬及高解析度電視

與螢幕的出現，高品質照片的呈現與運用絕對都是不可或缺的。 

綜觀上述之種種趨勢，可了解到登山活動已經成為民眾熱門休閒主要

的活動選項，對於登山遊客而言，玉山更是一條不可不遊的重要路線之

一。碰上近年來攝影器材日益平價化、輕便性及立即性，技術功能大躍

進，加上個人部落格與社群平台的熱絡化，更使得遊客所分享的攝影作

品具有相當的傳播力與影響力，這因此促成登山與攝影產生逐漸密不可

分的關係，也成為不得不重視的議題。 

 

1.2 研究目的 

正由於台灣百岳部分的登山步道在政府機關全力著手規劃下，已越來

越走向親民化，如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合歡山群峰、玉山國家公園的玉山

主峰。而數位影像器材功能技術與更輕便化的優點也正迅速發展，徹底

改變了人類的攝影行為，如數位相機乃至智慧型手機的出現。這兩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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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素使然，使得在過去較具專業稀少的登山與攝影，因逐日普及的現

象進而產生了火花，讓遊客對於從事旅遊化的登山活動也開始非常願意

攜帶攝影器材，致使登山攝影旅遊活動逐漸蓬勃發展，也成為一個不可

忽視的旅遊市場。因此，對於登山攝影這樣一項新興的旅遊議題，確實

有必要加以重視與了解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認知是什麼？感覺為何？其從

事的外部促動力量與可能的限制會有哪些？又其認知、感覺與外部或內

在控制因素等是否影響其登山攝影的行為意願呢?若能進一步探討這些，

都將有助於產、官、學界更清楚瞭解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感受與需求。 

因此，本研究以從事登山攝影的遊客作為研究對象，試圖了解其從事

登山攝影的想法與看法，還有從事登山攝影時的感覺，或是對於身旁所

見所及之有關於登山攝影相關影像的觀感，甚至是探知遊客對於自己背

景環境的能力評估狀況與參與條件等等。基於這些研究重點，研究架構

擬採用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之理論概念架構為

基礎(Ajzen, 1985,1988,1991），其理論概念便是以人類個體對從事某項特

定活動時，由其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變項因素加以預測及

解釋對其行為意圖之影響。 

本研究因而從瞭解遊客的資料背景開始，再對其從事登山攝影的看法

態度、外在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狀態之變項關係，解析遊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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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登山攝影行為意圖之影響。期盼透過解析這些影響變項之間的關係，

獲得的結果能作為登山遊憩步道相關經營管理者、戶外遊憩場域的營運

者，或是出版商與雜誌社能夠了解遊客的心理層面，以便能事先設計出

更優良安全的山野環境，規劃出更具魅力且吸引人的景點意象，或開發

出更貼近遊客心態的行銷平台、受矚目的影像紀念品等等。依此，研究

目的可彙整如下五點: 

1.瞭解登山遊客對從事登山攝影旅遊的態度。 

2.瞭解登山遊客對從事登山攝影旅遊的主觀規範。 

3.瞭解登山遊客對從事登山攝影旅遊的知覺行為控制。 

4.瞭解登山遊客對從事登山攝影旅遊的行為意圖。 

5.瞭解登山遊客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其從事登山攝影

旅遊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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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圖 1.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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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假設 

銜續上述，本研究依計畫行為理論(TPB)為基礎架構來探討遊客在態

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影響，

具體提出以下四點研究假說： 

1. 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態度，對從事登山攝影之行為意圖具有顯著

影響。 

2. 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對從事登山攝影之行為意圖具有

顯著影響。 

3. 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對從事登山攝影之行為意圖

具有顯著影響。 

4. 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會顯著影響

其從事登山攝影之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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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台灣登山旅遊活動之現況 

台灣本島由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和海岸山

脈等五大山脈所構成，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岳目前共計有 269 座之多

(維基百科，台灣山峰列表，2015)，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可

見山與國人的生活自然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探究台灣最初期的登山

活動，因礙於大多數的山岳仍是屬於尚未開發的處女原始地帶，因此當

時想要進入台灣原始蠻荒的深林之中，可說是一種極具挑戰冒險性的專

業行為。 

自有紀錄開始的登山活動，可追溯從日治時期的山野探險研究調查

及所謂的開墾撫番政策(林玫君，2010)。唯當時入山並非以休閒旅遊為

動機，而是如鄭安晞與陳永龍(2011，頁 97)所提到:「登山被現代人從山

野生活獨立開來，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在台灣，則是從殖民探險與調

查的年代，到國民休閒旅遊與戶外探險的年代。」。從其言談，可見當時

明顯是以研究調查及探險性質為主要動機探索台灣原始蠻荒之山林，其

中在當時日人最具代表性的山野踏查人物非森丑之助、鳥居龍藏及鹿野

忠雄莫屬了(楊南郡，1999、2012、國史館，2011)。這段日治時期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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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山林的貢獻從現今仍可見到設立於台灣各山頭頂顛之處或附近，用於

當時作為三角測量來繪製地形圖之各類型三角點可清楚得知。而最早將

台灣的登山活動正式推廣到一般大眾的挑戰性質時期，應該要從 1926 年

「臺灣山岳會」(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的前身)的成立開始。台灣山岳會的

成立，將登山活動予以重新定義並賦予理論學術化，積極推廣登山知識

使之提升為專業性健身休閒活動，並加以宣傳登山的安全性與計畫性(林

玫君，2008；鄭安晞與陳永龍，2011)。 

1926 年，在臺灣體育會山岳協會成立之後，從台灣三千公尺中的高

山選定「五嶽三尖」為攀登目標開始，隨後在 1972 年，經由登山專家林

文安嚴格的實地探勘，再選定一百座依序排名為「台灣百岳」做為更廣

大的攀登目標。同時，另外正式成立台灣百岳俱樂部鼓勵民眾攀登高山

(林玫君，2008，頁 99~102、連鋒宗，2007)。此登山風氣一經推廣開來，

遂一舉帶動以台灣百岳為目標的攀登挑戰風潮，甚至延續至今。台灣高

山原始神祕之美也因此慢慢帶到眾人眼前而公開出來(林玫君，2005)。 

然而，回顧從日治時期到民國初年期間，當時國人生活普遍貧窮，

一般人想參與登山活動除了受限在攀登高山的長天數、路況及山屋、設

施不佳與裝備簡陋等因素，更是因山野知識與技能訓練不足而怯步，讓

專業層面屬性的登山活動更加顯得困難重重，甚至引發數起重大山難(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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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睎與陳永龍，2010)。民國初期的登山活動因受限於山地管制措施及嚮

導證制度的關係，僅限專業登山社團才得以實施辦理。依據歐雙磐與侯

錦雄(2007)登山者遊憩專門化與登山類型偏好研究中指出，為了克服環

境風險以及符合自身基本需求的情況下，參與登山活動的遊憩者都需要

進行登山相關的訓練與學習。另外，在研究登山活動的專書中也提到：

登山若想獲得快樂，又要全身而返，就必須熟悉登山技巧；為了自身和

伙伴的安全著想，必須學習低衝擊性紮營、定位導航、確保技術、繩索

下降、冰河行進…等專業內容（邱紫穎與平郁譯，1999）。因此，一般人

想參與登山活動除了上述頗具困難的種種因素之外，更是因知識與訓練

不足而怯步，更遑論在活動中攜帶照相機從事攝影紀錄或是藝術創作之

行為。 

直到 1984 年，內政部營建署設立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

園之後，緊接著於隔年設立玉山國家公園成為台灣第一座高山型國家公

園，並陸續規畫成立了太魯閣及雪霸等兩處國家公園。這三座同屬高山

型國家公園的範圍內總共涵蓋了台灣百岳數量中的 76 座之多(台灣國家

公園官方網站)，也正因為如此，國家公園對於高山地區步道及山屋相繼

投入大量人力及經費的用心經營管理，山區步道才有了更完善的規劃與

設施，並讓國家公園範圍內76%的台灣百岳登山步道資訊更加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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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相繼出版各類型專業之解說叢書、發送宣導摺頁，再加上沿途解

說指引牌示的豎立，更進一步讓百岳登山步道越趨於安全易行，才使得

原先定調為探險性的登山活動逐漸慢慢轉型為健身休閒式的旅遊型態。

接著，2003 年政府又正式廢除高山嚮導證制度，且逐年放寬早期的山地

管制限制後(洪振順，2007)，更為台灣登山活動開啟了另一扇大門。 

台灣是一座多山島嶼，因地形豐富、風景壯麗，地理位置受海島型氣

候的影響，造就出生物多樣性的自然環境，四季呈現出多變化的優美自

然景觀特色，甚至讓位處亞熱帶本島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機會欣賞到

雪景。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997)配合民間登山社團針對台灣山林環境所

做的登山情境類型分類，可分為郊山(海拔 1500 公尺以下)、中級山(海

拔 1500~2500 公尺)以及高山(海拔 2500 公尺以上)三大類型。而所謂的

高山登山路線原本是歸類較具有相當困難度，然而合歡群峰卻因台 14 甲

公路開通之後，讓過去艱困的高山百岳攀登如石門山，瞬間拉近成半小

時之內即可登頂的一般休閒旅遊路線，形成部分所謂的高山郊山化現象。

又例如因「天使的眼淚」稱號所造成一般遊客趨之若鶩的嘉明湖三叉向

陽百岳路線，也因南橫公路的開發與林務局悠遊山林國家步道的整建計

畫而變得親民，只需 2~3 天即可完成的情況，又或是第二高峰雪山、武

陵四秀等等。正因如此得天獨厚的登山休閒環境使然，讓平時身處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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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都市中辛勤工作，生活充滿壓力的國人，為達緊繃情緒的舒壓放鬆，

唯有利用周休二日的機會才得以親自悠遊戶外，享受大自然最原始的山

林之美，否則只能利用網路、電視媒體、攝影書籍、雜誌一探自然美景

的渴望，這由「看見台灣」(齊柏林，2013)，空拍台灣自然之美所造成

票房破億的熱潮即可窺知；或是因為經由網路迅速的傳播效應，才促使

嘉明湖瞬間躍升為國內最熱門攀登地點的情況相類似。研究指出，大自

然的環境對人類來說，會產生奇妙的吸引力，尤其對於長期居住在繁華

城市裡的人，更是對大自然會浮現一股特別的渴望(盧麗華與葉宗和，

2008)。這就是所謂的人本自然，登山即是現代人靠著雙腳最能直接接近

大自然的方式，當然使得登山活動會成為大眾休閒旅遊熱門選項之一。 

回顧台灣登山歷程，從五嶽三尖啟始，發展出持續至今仍不退燒的台

灣百岳，再到構思新百岳直到開發台灣小百岳(謝季燕，2003)，這一連

串的迅速推展過程是不容被忽視的。依據 2003 年之臺灣地區國民休閒生

活調查摘要分析顯示，國內民眾從事登山健行人口每年超過五百五十萬

人次以上，所成立的登山社團數量為 376 個(陳嘉雯，2003)，發展至 2007

年的統計資料，學生登山社計有 150 個，民間登山社團則已高達 2 千多

個(內政部消防署，2007)。另外，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3 年國人旅遊狀況

調查中亦顯示國人參與國內旅遊的比率高達 90.8%。其中，主要從事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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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活動類型，登山、健行、露營部分占了 30.5%，比例甚高。而這當中在

最喜歡的遊憩活動，森林步道健行、登山、露營則占了 11.8%。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 

表 2.1 旅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表 

遊 憩 活 動 
102

年 

101

年 

自 然 賞 景 活 動 58.0 56.7 

觀賞海岸地質景觀、濕地生態、田園風光、溪流瀑布等 46.1(1) 40.0(1) 

森 林 步 道 健 行 、 登 山 、 露 營 30.5 29.4 

觀賞動物(如賞鯨、螢火蟲、賞鳥、貓熊等) 8.0 7.2 

觀賞植物 (如賞花、賞櫻、賞楓、神木等 ) 17.3 17.7 

觀 賞 日 出 、 雪 景 、 星 象 等 自 然 景 觀 3.3 3.5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29.5 30.1 

觀 賞 文 化 古 蹟 7.3 6.8 

節 慶 活 動 2.1 2.2 

表 演 節 目 欣 賞 1.9 2.9 

參 觀 藝 文 展 覽 6.0 6.6 

參 觀 活 動 展 覽 3.5 2.5 

傳 統 技 藝 學 習 ( 如 竹 藝 、 陶 藝 、 編 織 等 ) 0.8 0.9 

原 住 民 文 化 體 驗 0.7 0.7 

宗 教 活 動 10.1 9.8 

農 場 農 村 旅 遊 體 驗 2.0 2.4 

懷 舊 體 驗 1.3 1.5 

參 觀 有 特 色 的 建 築 物 2.6 3.0 

戲劇節目熱門景點(電影、偶像劇拍攝場景等) 0.1 0.2 

運 動 型 活 動 5.3 5.0 

游 泳 、 潛 水 、 衝 浪 、 滑 水 、 水 上 摩 托 車 1.9 1.8 

泛 舟 、 划 船 0.2 0.2 

釣 魚 0.3 0.5 

飛 行 傘 0.0 0.0 

球 類 運 動 0.2 0.2 

攀 岩 0.0 0.0 

溯 溪 0.1 0.1 

滑 草 0.0 0.1 

騎 協 力 車 、 單 車 2.8 2.5 

觀 賞 球 賽 0.1 0.0 

遊 樂 園 活 動 5.5 6.0 

機械遊樂活動(如碰碰車、雲霄飛車、空中纜車等) 2.7 3.3 

水 上 遊 樂 活 動 0.7 0.7 

觀 賞 園 區 表 演 節 目 2.4 2.5 

遊 覽 園 區 特 殊 主 題 1.3 1.1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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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旅遊時最喜歡的遊憩活動表 

遊  憩  活  動  102年 101年 

總 計 100.0 100.0 

自 然 賞 景 活 動 40.5 39.5 

觀 賞 海 岸 地 質 景 觀 、 濕 地 生 

態 、 田 園 風 光 、 溪 流 瀑 布 等 
20.9(1) 17.8(1) 

森 林 步 道 健 行 、 登 山 、 露 營 11.8(2) 12.9(2) 

觀賞動物(如賞鯨、螢火蟲、賞鳥、貓熊

等 ) 
2.5 2.6 

觀賞植物(如賞花、賞櫻、賞楓、神木等

) 
4.2 4.9 

觀 賞 日 出 、 雪 景 等 自 然 景 觀 1.2 1.2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18.1 18.8 

觀 賞 文 化 古 蹟 2.3 2.3 

節 慶 活 動 1.7 1.4 

表 演 節 目 欣 賞 0.9 1.5 

參 觀 藝 文 展 覽 2.6 3.3 

參 觀 活 動 展 覽 1.8 1.1 

傳統技藝學習 (如竹藝、陶藝等 ) 0.3 0.4 

原 住 民 文 化 體 驗 0.2 0.2 

宗 教 活 動 6.0 5.8 

農 場 農 村 旅 遊 體 驗 1.0 1.2 

懷 舊 體 驗 0.5 0.6 

參 觀 有 特 色 的 建 築 物 0.8 0.9 

戲 劇 節 目 熱 門 景 點 0.0 0.1 

運 動 型 活 動 3.4 3.1 

游泳 ,潛水,衝浪 ,滑水,水上摩托車 1.2 1.1 

泛 舟 、 划 船 0.1 0.1 

釣 魚 0.2 0.3 

飛 行 傘 0.0 0.0 

球 類 運 動 0.1 0.1 

攀 岩 0.0 0.0 

溯 溪 0.0 0.0 

滑 草 0.0 0.0 

騎 協 力 車 、 單 車 1.8 1.5 

觀 賞 球 賽 0.1 0.0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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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登山從民國初年後正式開始經由專業性登山社團推廣起來

之後，原本一向定位在具有高度冒險性與探險性的挑戰型活動，卻因部

分高山路線逐漸轉型為大眾化旅遊地點之緣故，使得登山演變至今，已

於短時間內躍昇為頗受國人所歡迎的休閒旅遊活動之一，甚至連一般旅

行社亦能輕易籌辦一趟「旅遊化的登山活動」，因而加速了登山活動的普

及化。 

 

2.2 重要的登山旅遊步道－玉山主峰線 

玉山位於南投縣信義鄉、高雄市桃源區及嘉義縣阿里山鄉交界處，海

拔高達 3,952 公尺，為台灣本島最高峰，亦是享譽國際盛名的東北亞第一

高峰，與雪山、秀姑巒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等合稱為「台灣五嶽」。

其由群峰所構築成宛若天龍型的雄威稜脈位居台灣地理中心地帶，與鄰

近之中央山脈屋脊形成庇護台灣最堅固的天然屏障，其中，玉山主峰因

此得以尊貴的帝王姿態躍為「台灣百岳」之首(古蒙仁，2009)。 

玉山最早是鄒族及布農族兩大原住民族之聖山，早期山腳下即是他們

活動的獵場。直到 1895 年日治時期之後，日人才為了學術研究調查與所

謂的撫番及開墾行為，挺進台灣原始山區踏查蠻荒之高山，再將觸角逐

漸深入玉山。在日治時期，攀登絕頂玉山需要從東埔入山，因歷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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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天數綿長難熬，艱辛程度只能用篳路藍縷、披荊斬棘來形容。當時攀

登玉山之艱辛，僅有少數專業登山者雇請原住民才能夠克服困難完成登

頂，因此根據林玫君在(2008,2012)彙整調查中，探究誰才是玉山主峰首

登者，眾說紛紜，其中原因就是在於當時少了攝影紀錄的佐證，僅能依

循相關人士口述及文獻推論考證而陷入疑點重重之中。 

1919 年至 1921 年期間，日人修築八通關越嶺道完成且設置八通關駐

在所，當時自八通關駐在所啟登，攀登玉山主峰來回因此縮短為 7 小時。

如日人沼井鐵太郎指出，玉山的攀登在八通關越嶺道完成後，除了最頂

端以外，已經不能再稱之為探險了，並認為玉山已經成為一般人也能輕

易登頂的名山(林玫君，2012；楊南郡，1987)。1926 年，日人為了檜木

的經濟價值繼續從西邊開發延伸阿里山玉山登山道路，並於沿途設立三

處避難所，其中新高下避難所即是攀登玉山唯一住宿點－排雲山莊的前

身，而此西段道路的開通除了交通更便利易行之外，與東邊入山的八通

關越嶺道相比，更縮短了近一天的攀登天數(林玫君，2012)。而且，阿

里山玉山路段隨著玉山登山活動的熱門興起，也歷經逐年修築改善，演

變成為今日最平易近人的玉山主峰線塔塔加登山步道之前身。 

1985 年 4 月 10 日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全區以玉山山脈為主軸，延及

中央山脈南段部份山系。園區內群峰競秀，包含玉山群峰、秀姑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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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博拉斯山、達芬尖山、新康山、關山等台灣百岳名山三十座 (玉山國

家公園)。其中，轄區內最熱門的塔塔加玉山主峰線登山步道全長約 10.9

公里，起登點在玉山國家公園西北園區範圍之「塔塔加鞍部登山口」。此

點是緣於台 18 線及台 21 線所連接統稱之新中橫公路(玉山景觀道路)的

開通後，轉進楠溪林道抵達塔塔加鞍部登山口起算。此外，新中橫公路

中台 18 線路段嘉義玉山線於 1979 年也開始動工，經過阿里山之後沿著

1912 年阿里山森林鐵道水山線路基逐漸修建而成(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2013)。而嘉義玉山線離玉山最近的登山口位居海拔約

2,600 公尺，終點至玉山主峰頂，總登高程為一千三百餘公尺。依玉山國

家公園第二次通盤檢討之步道登山經營管理制度、步道之景觀資源、困

難度及危險性、宿營狀況及登山者之所需裝備、體力等因素，此步道被

分級為中級登山步道(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楊建夫、許秉翔與林

政達，2004)。玉山主峰線步道在玉管處每年投入相當的人力及經費下，

讓沿線路況維護良好，每隔 0.5 公里皆設有里程牌，路線上唯一前往玉山

主峰的重要住宿前哨站便是位於 8.5 公里處的「排雲山莊」，海拔在 3,402

公尺，由此再向上攀爬約 2.4 公里即登頂玉山主峰，端視個人時間及體能

狀況可選擇安排 2 天 1 夜或是直接在 1 日之內往返。2003 年依內政部指

示，排雲山莊正式納入玉管處一線式掌理後，陸續增加補強沿線設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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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及安全維護改善。隨後，在 2009 年，玉山擠進瑞士「新七大奇景基金

會」所舉辦的「新世界七大自然奇景」山岳類選拔行列奇景之一，宣傳

期間因長期亮相在國際網頁上更因此而享譽國際盛名。 

有鑑於玉山所蘊含豐富美麗的自然資源景觀與特有生態環境，玉管處

特別針對林務局時期原老舊建物依照符合綠建築設計條件加以重新改建，

2013 年 7 月 20 日新排雲山莊終於正式對外重新開幕營運，且考量便民及

兼顧攀登玉山的舒適，新排雲山莊亦規劃提供高山首創的統一供餐及睡

袋租借服務，省去民眾背負的負擔，尤其供餐部分更能達到山區減少廚

餘及垃圾量的優點，以期能兼顧減低對山野環境衝擊及提升便民服務，

達成雙贏目標。此外，由於楠溪林道從上東埔至塔塔加登山口管轄範圍

部分隸屬於台大實驗林，台大實驗林為了遊客攀登玉山之便利，規劃委

外，增設有登山遊客接駁專車，此舉更可縮減行走這段林道的距離與耗

費時間。玉山歷經上述這一連串的登山服務改善措施，讓日治期間與清

末民初被視攀登玉山主峰為挑戰與冒險性的行為明顯轉型成親民化的一

般健行旅遊路線，也讓攀登台灣百岳逐漸走向「旅遊化的登山活動」。亦

即，過去台灣百岳被歸納為專業的登山路線，正在轉型為觀光旅遊化，

而玉山主峰也逐漸成為登山旅遊的熱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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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玉管處統計資料顯示，玉山主、群峰 2007~2013 年入園登山人數

統計列表如 2.3 所示： 

 

表 2.3 歷年攀登玉山主、群峰的人數統計表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入園人數 40,502 42,319 26,274 23,826 13,958 14,153 27,983 

資料來源：引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年報。本研究整理 

 

在上表中，2009 年因遭遇台灣重大天然災害「八八風災」，2010~2013

年則適逢新排雲山莊整建與初開幕時期，在不提供住宿的情況下，登山

人數相對較為減少。但若以 2007 及 2008 年的資料顯示，受限於「國家

公園法」第 12 條，在生態保護區入園人數之承載量管制下，平均每年

攀登人數均超過四萬人以上。因此，基於玉山主峰線步道的旅遊化現象，

台灣第一高峰的盛名以及獨特壯麗的山岳景觀、自然生態的豐富多樣等

優良條件下，躍升為民眾登山旅遊的熱門重要路線。因此，登山遊客對

於玉山主峰線步道的重視與旅遊化現象不也正逐步牽動起數位相機的興

起所引發人們的攝影行為給順勢融合進來，故依此路線來作為探討遊客

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影響狀態，可說是相當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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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攝影與登山、旅遊紀錄之相關論述 

2.3.1 攝影的定義 

早在 1516 年達文西(Leonard Da Vinci)就構思出暗箱(Camera Obscura)

的概念開始，直到照相機的正式發明與功能日益演進，造就人類大量使

用攝影紀錄模式從過去抽象模擬的畫圖書寫，轉變為將時間凍結住當下

的真實畫面紀錄方式。Berger (1980) 就曾提到攝影照片與其他視覺影像

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照片不僅是對事物主題進行寫真、模仿或

詮釋的動作，更像是以另類的方法留下對該事物主題當下的痕跡，是任

何一種油畫或素描作品皆無法達到的表現境界。亦即，照相機啟發人類

的攝影行為，透過照相機的使用，能將眼前當下事物的具體真實感，用

拍照這樣的新方式給表現出來(Woollaott, 1982），讓照片變成是可用於人

與人之間最直接清楚溝通表達的一項物品，除了可作為代表語言述說的

意義，也成為人類保存影像與紀錄回憶的一種用具。顯而易見，照相機

這項如此重要的發明，可說是完全影響人類歷史與生活的重大改變，更

關係到世界性整體相互廣泛交流的一種新思維觀看模式(Debord, 1977; 

Dunn, 1986; Sontag, 1973）。 

肇因於當今新型數位相機與智慧型拍照手機的發展演進，快速取代過

去底片昂貴、沖洗及笨重機器的束縛，再加上儲存媒體取代高昂底片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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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平價化，使得攝影在數位化、輕便化及網路行動化等狀況下，正以

非常迅速猛烈的佔有率在普及化。教育部對於攝影(Photography)一詞簡單

釋義為留取人物的影像，而林士民(2003)對攝影的定義是指一種精確地

複製客觀對象的技術手段，和逼真再現客觀對象的技術形式。較廣義來

說，攝影是指使用影像紀錄器材，將眼前當下的人事景物運用器材的功

能將平面或是動態影像加以記錄保存起來，作為後續其他廣泛之應用與

創作。 

 

2.3.2 攝影與旅遊的關係 

隨著社會的競爭性，國人超時繁忙的工作壓力現象，使得觀光旅遊成

為國人假日安排釋放壓力、放鬆心情與淨化心靈的休閒選項之一。根據

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平均每人國內旅遊

的比率高達 90.8%，每人平均參與國內旅遊次數達 6.85 次，如表 2.4。這

可清楚發現國人重視休閒旅遊的程度。而每一趟旅遊體驗的過程，若經

由分享拍攝回來的照片，則可以再次重現一個地方的影像，創造出人們

對異地的想像與渴望，成為影響他人也想去旅行的動力（黃家珊與梁炳

琨，2010）。這顯示對現代人來說，攝影成為旅途之中人們記錄過程最直

接簡便的方式，除了是用於平時生活紀錄，也是使用於休閒旅遊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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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或缺的旅遊行為，甚至會影響其他人成為下一趟新旅行的動力。

由此得知，攝影和旅遊的關係已被民眾普遍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Garlick, 2002)。如此緊密的關聯，足以驗證遊客曾到此一遊與體驗過異

國異地生活方式的證據 (Hillman, 2007)。 

 

表2.4 國人國內旅遊重要指標統計表 

項  目 102年 101年 102年與101年比較 

國人國內旅遊比率 90.8% 92.2% 減少1.4個百分點 

平均每人旅遊次數 6.85次 6.87次 持平 

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 142,615,000旅次 142,069,000旅次 成長0.38% 

平均停留天數 1.47天 1.47天 持平 

假日旅遊比率 70.5% 71.2% 持平 

旅遊整體滿意度 98.2% 98.1% 持平 

每人每日旅遊平均費用 

新臺幣1,298元 

(美金43.66元) 

新臺幣1,293元 

(美金43.66元) 

新臺幣：持平(+0.39%) 

(美金：持平(+0.00%) 

每人每次旅遊平均費用 

新臺幣1,908元 

(美金64.17元) 

新臺幣1,900元 

(美金64.16元) 

新臺幣：持平(+0.42%) 

(美金：持平(+0.02%)) 

國人國內旅遊總費用 

新臺幣2,721億元 

(美金91.51億元) 

新臺幣2,699億元 

(美金91.14億元) 

新臺幣：成長0.82% 

(美金：成長0.41%)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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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從事旅遊，除了釋放壓力，亦是屬於體驗人生生活意象的其中一

部分模式。Urry (1990)就提到過攝影和大眾一般旅遊是同時存在的，也是

塑造現代生活經驗的一項重大作用。人們經歷了一段旅行，會有很強烈

的動機想把這樣新鮮的生活體驗予以保存紀錄下來，利用的不再只是過

去靠紙筆寫日記的方式，而是運用攝影。因此，國人高度的旅遊人口數

不正也因數位相機與網路科技的進化，在逐步拉拔提升攝影的人口數。

依據 Prideaux & Coghlan (2010)的研究亦明白指出，攝影是旅遊體驗重要

組成的一部分，提供了旅遊高度的重溫體驗，並可與他人共享旅途方式

等兩種元素。這種在旅遊活動中所產生的攝影照片即成為了遊客視覺意

象的一個標準價值和判斷通則(Albers & James, 1988）。也就是說，攝影具

備紀錄旅遊每一個當下的瞬間，同時也保存了往後重溫回憶的功能，更

增加了相互分享的功效或是其他影像創作的運用與紀念，滿足了人們在

旅遊中需要收集符號的過程，使用照片、影像、明信片、紀念品等將凝

視的符號加以保存收藏(Urry, 2007)。更深入來說，是可建構出一趟自我

旅行的記憶與敘述旅行故事的依據(Baerenholdet, Framke, Haldrup, Larsen 

& Urry, 2004)。 

因此，所謂的旅遊攝影，可以很直覺式的針對名詞理解，簡單來說，

是指人們從事休閒旅遊活動時，使用影像紀錄的相關器材對過程中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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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或是認為特殊的人、事、地、物予以拍攝保存。但若以拍攝的題材來

說包含非常廣，從旅行時的自我紀錄、遇到的人物、事物、風景、自然

動植物生態、地標及天文等等，都是一趟旅行中可拍攝的題材。這說明

以往照相除了用於專業性紀錄保存與替代文字敘述的溝通功能上，對於

現代一般人來說，攝影拍照用來記錄留念才是相機最直接的使用方式。 

 

2.3.3 攝影數位化之影響 

至於相對發展至現今的攝影，乃是由於數位相機(Digital Camera)與日

俱增的強大功能所引起的重大改變。張耀仁（2012，頁 3)就提到：「數位

相機的興起終結了傳統底片型相機的生命週期也沖垮了傳統照片沖印門

市店，因數位技術改變造成傳統產品的革命與消失，數位相機因此取代

傳統相機並引發一波產業的重大變遷。」。由此可見，相機的發明，改變

人類使用紙筆的紀錄行為，數位相機的發展則完全取代傳統的攝影，徹

底翻轉了人類攝影行為(黃鈴池，2010)，尤其又進展到將微型數位相機

與微型電腦兩種儀器合體的智慧型拍照手機(Smart Phone)的出現，這讓相

對於過去利用數位相機拍完照片後，還需要回家傳輸到電腦才能發佈分

享的情況，簡便到現在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簡單透過手指頭按一按即可輕

鬆搞定的攝影行為。甚至在最新的研究調查中還發現因為智慧型手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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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的產量激增，拍照影像技術及功能逐漸提高，已使一般使用者對數

位相機的購買需求逐步下降（曾川睿，2015)。由此可發現，相機逐漸走

向輕量化及便利性正是一般民眾所最需要的。 

從 1988 年最初期的數位相機開發後，技術功能逐步強大，解析畫數

逐年提高，再發展至輕便型的拍照手機後，即又再進一步精進成多功能

智慧型拍照手機。這一連串突破性的相機數位化演進過程，改變了現今

專業攝影師，甚至是一般大眾都可以更有彈性的運用自己的攝影技術與

數位相機各種精進功能的結合，發揮出創新的攝影行為與高解析度攝影

作品，形成所謂後現代攝影的一種表現。這已從早期暗房技巧走進軟體

後製與創作變化的沿革，此種攝影行為現象早已將原本單純的紀錄功能

擴展到藝術呈現的生活創作行為(林芙美，2003)。 

 

2.3.4 數位攝影與網路分享 

早期網際網路(Internet)是利用電腦與電腦之間，透過連線傳輸文字或

是影像資訊的一種通訊方式，是屬於影響世界性快速傳播訊息相當重要

的媒介之一，讓過去只能透過電視廣播媒體或是前往圖書館才能獲取資

訊的年代已不復在，現今環境，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可以非常主觀的控制

自己的行為意念直接透過網路獲取自己所需要的新知。持續發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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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一代的光纖傳輸通訊頻寬讓傳輸速度突飛猛進，使得高解析度的

數位相片與超高畫質影片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路與正在連網的其他人們

做即時分享與通訊交流，更因為手持式移動數位連網裝置的普及，如輕

薄型筆電、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等，一舉加速照片與影片即時傳輸

的便利。 

21 世紀初，3C (Computer, Comsumer, Communication)電子科技產品

出現突破性的研發技術，使用感光元件(CCD 或 CMOS)的數位相機開始

產出，其科技的發展更讓隨後出現的智慧型照相手機普及率逐年增高，

搭配 Wi-Fi 無線網路及 4G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Mobile Phon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行動網路的涵蓋範圍漸廣，還有儲

存媒體的平價化，免費雲端硬碟(Online Storage)空間的開發(知名如

dropbox、Google drive、SkyDrive 等等)，徹底推動攝影成為遊客旅行中

最便利與最感興趣的行為之一。例如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架構網路智慧新

臺灣政策白皮書(2015)，也積極推展全台智慧型網路的建置。這由 2011

年起已在全台各大熱門交通車站要點、風景區遊客中心內所建置 I-Taiwan

免費無線網路，提供民眾在旅遊之中可以隨時透過行動連網裝置查詢相

關資訊或即時上網傳輸照片分享旅遊心情或其他個人訊息的便民措施可

窺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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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的調

查資料，從 2000~2009 年這十年之間，行動電話的普及率由 12.0%大幅成

長至 67.9%，如此極為快速的成長率，也就是說到 2010 年底，估計每百

人即有 76 人是擁有行動電話。又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公布的

資料，台灣行動通訊用戶數高達 2,861 萬用戶，普及率為 123.3%，原因

為其中有人擁有兩支以上手機門號。而 3G行動網路用戶數又佔行動通信

總用戶數的 71.1%。進一步使用 Google 所建置的 Our Mobile Planet 系統

統計顯示，臺灣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明顯有逐年倍數增長的趨勢。如圖

2.1 與圖 2.2。 

 
圖 2.1 台灣地區智慧型手機歷年普及率(2014) 

資料來源：Google Our Mobil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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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台灣地區智慧型手機普及率(2014) 

資料來源：Google Our Mobile Planet. 

 

再根據 IDC (2015)亞太區手機市場調查報告顯示，2014 年第四季台灣

手機市場總量突破一千萬支，相較 2013 年成長 14%。其中智慧型手機

(Smartphone)在全年佔比達到 94%，比起 2013年的 83%市佔不僅增加 11%，

數量更從 2013 年的 756 萬支成長到 972 萬支，年成長高達 29%，成長數

量更超出 IDC 原先預估近 80 萬支。如圖 2.3。另外，有關台灣 4G用戶的

調查資料，從正式運轉至今，預計 2015 年底可達 330 萬戶，占全台行動

用戶數約 11%。對比全球成熟國家首年度 4G 開展的速度來看，台灣 4G

首年推動的用戶數普及率為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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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台灣手機市場數量佔比 

資料來源：IDC (2014) 

 

因此，依照當今數位照相機及智慧型拍照手機的普及化，促使攝影早

已逐漸普遍被認定為觀光旅遊上所必要的行為，這進而影響登山攝影行

為逐步轉型為越趨簡單化的旅遊攝影。同時，以分享者的角度來看，拍

攝的照片檔所呈現的樣貌與內容確實能提供遊客藉此來與他人分享旅行

經驗的效果(Haldrup& Larsen, 2003; Larsen, 2008; Urry, 1990; Groves &  

Timothy, 2001)。 

現代的人們利用攝影，可使用在平時生活記錄上用照片寫日記的方式，

透過網路與親朋好友們分享，假日若有安排旅遊行程，從事登山、旅遊、

自然生態觀察等休閒活動，相機或是拍照手機更是旅途重要的必帶物品，

這也讓拍攝照片自然成為旅遊活動及生活紀錄的最重要附屬產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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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便在於攝影紀錄除了擁有保存記憶及重溫體驗的感覺，重要的是增

加了人們可隨時隨地連網分享交流的生活樂趣。尤其，網路社群媒體如：

Facebook、Youtube、Google+或其他互聯網、個人 Blog、網路相簿等等眾

多類型之資訊平台，更是只要透過手指頭，即可輕易的與親友或他人隨

時隨地分享旅途經驗與樂趣，或是直接呈現創作的旅遊攝影作品供同好

互相學習與評論。Lo, McKercher, Cheung & Law (2010)在旅遊與網路攝影

關係的研究中揭示，約有 89%的遊客喜歡在快樂旅行中拍照，其中有 41%

的人們會在網路上公佈他們的旅行照片，也就是說，照片這項產物，間

接地影響遊客看見了什麼，以及可以了解到他們所看見的一切人事物。

這些影像在世界各地透過網路快速的傳播與散佈行為，正強而有力的影

響著大眾的視覺觀點與知識，讓雙眼所見的事物景象，運用攝影照片產

生最具體成像，用最直接真實的狀態呈現在所有的大眾面前 (Berger, 

1972)。因此，旅遊攝影的照片透過網路媒介的公開呈現與即時分享，已

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形成最富有舉足輕重的一塊領域。 

此外，過去遊客對於未曾去過的景點，若想要安排旅遊行程，總是會

選擇參考由照片所印製成冊的旅遊指南，經由照片的真實畫面呈現旅遊

意象及地標讓人們心中萌起嚮往，並依循書中所提供的旅遊資訊作旅遊

行程規劃，然而，卻會有時效性改變的問題，往往實際到現地以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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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諸多實際情況與書中不符，地標景物也會有改變的差異情況。而今，

隨著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世界性傳播效應，從最基礎的討論區發展至社

群網站的成熟效應，從僅僅文字的交流，到如今高解析度照片及影片都

可隨時上傳分享的即時性，讓遊客可能經由現時現地所被其他人上傳呈

現的相片資訊影響，再加上討論區意見交流詢問的分享行為，不管是天

氣、交通、景點意象等等，亦可從最新的影像畫面與即時消息獲知，讓

人們對於新的旅遊行程規劃，可更直接輕易上手。 

這些情況都足以驗證在現今趨勢性的視野觀感下，攝影直接深刻影響

到現代社會對於時間、空間與記憶的感知體驗，成為可客觀性用於現在

科學證明的佐證(McQuire, 1998)。尤其，數位攝影科技與網路分享的行為

更可能改變人們的旅遊規劃與攝影拍照型態。 

 

2.3.5 攝影與登山的關係 

攝影作用於登山的關係，可先從盧麗華與葉宗和(2008)的研究摘要

中探知，人們從事山水旅遊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審美教育活動。自然山水

是旅遊最主要的審美對象，不僅能輕易攫取風景美的訊息，也是人類追

求美、尋找美、創造美的本質力量之反應，更能從大自然中學習深層的

審美意涵。也就是說，在攝影的本質上也是藝術層面的展現方式，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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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發現遊客將攝影帶入登山活動的重大原因之一，除了是記錄，另外的

目的也是在於親眼看見之外，也想要能拍攝回山水當下自然美景的感動

畫面。 

台灣的高山環境，在日治時期及清末民初，礙於攝影器材昂貴與笨

重，讓真正進入台灣山林的登山人士會順勢攜帶攝影器材的，可說是寥

寥可數，翻找當時保留下來的珍貴照片幾乎少之又少。直到 1969 年登山

推廣初創時期不久，民間曾藉此風潮發行出第一本關於台灣山岳的創刊

號雜誌－「野外」，不過當時報導的內容較為深入，且以專業登山者的觀

點角度切入。但目前於坊間深受登山人士所熱愛的「台灣山岳」雜誌則

是 1994年所發行，新的台灣山岳雜誌為了因應一般民眾周休二日的實施

及更多元化的山野遊憩狀態，內容的呈現轉而較貼近一般社會大眾的休

閒需求(余俊熹，2008)。依此，我們亦可透過山岳雜誌的轉型發現台灣

登山文化由專業性質演變為休閒旅遊現象的最佳佐證，其中的重點更在

於山岳雜誌內容的呈現是需要搭配山岳影像的運用及文字敘述展現出登

山活動之知識與資訊的一種平台。 

相對於雜誌此資訊平台，開始有了較具專業山岳影像的紀錄照片則

是到了 1970年代後才出現了被公認為登山攝影家的阮榮助先生最具代表

性人物，這也讓隨後初版的「台灣百岳全集」有了精采影像與豐富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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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知識而大賣。自此之後，所謂的專業山岳攝影家才慢慢如雨後春筍般

出現。甚至影響電視台加入製播與台灣登山有關的節目，如最早從 1998

年開播的台灣全記錄、大冒險家、台灣部落尋奇等，還有直到現在已歷

經十餘年之久的 MIT 台灣誌，目前仍持續製播超過六百集以上，亦獲得

近二十次金鐘獎項的肯定，其中甚至投入大筆經費拍攝記錄中央山脈大

縱走，讓深藏在台灣深山的原始山岳之美及登山過程的酸甜苦辣得以赤

裸裸的展現在眾人面前。這些都顯見搭配攝影紀錄的重要性影響到台灣

對登山旅遊的熱潮更邁向新的階段。 

綜觀而言，以現今對於逐漸旅遊化的登山活動來說，因兼具健身、

休閒與教育等功能，又因數位影像器材與智慧型手機的平價輕便性，才

得以促成民眾以登山攝影為目的的休閒型態慢慢變得不再是那麼遙不可

及，甚至幾乎成為全民皆會從事的登山旅遊行為。 

 

2.3.6 登山攝影的定義與範疇 

由於登山活動與攝影行為的越趨普及現象，使得原屬較為普遍性質的

戶外旅遊攝影得以因人們的攝影行為改變，進而逐漸擴展版圖範圍，直

接觸及到山岳攝影這一環，這形成了一座橫跨此兩種範圍的新型態攝影

行為之大橋樑，可謂之登山攝影(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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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登山 攝影 實有 別於 過去 台灣 慣用 的山 岳攝 影 (Mountain 

Photography)。在過去，攝影因受限於器材專業性與高昂費用的箝制下，

登山也因屬需要攀登技術的專業探險性質，以至於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山

岳攝影被歸屬於具有專業性與技術性的攝影層面。以台灣最早期專門從

事山岳攝影的攝影師阮榮助先生所著有畢生精彩之攝影集「我的山岳」

和後期少數有關台灣山岳攝影的著作整理來看，如表 2.5。 

 

表 2.5 台灣山岳攝影專書列表 

著作名稱 內容簡介 作者 出版年份 

臺灣山岳攝影作品集 台灣山岳各類影像作品集 許釗滂 1995~1998 

山岳攝影 山岳攝影教學與照片作品 林文智 1997 

我的山岳 台灣山岳各類影像作品集 阮榮助 2000 

大山閑寂 台灣山岳各類影像作品集 劉思沂 2000 

台灣山岳風景攝影系列 山岳攝影教學與照片作品 劉泰雄 2000 

百岳行腳 台灣山岳各類影像作品集 郭英豪 2003 

雲海上的島嶼(影片+書) 高畫質拍攝玉山山岳之美 廖東坤 2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按照歷年台灣山岳攝影之相關書籍來解析，其拍攝的照片類型或文章

教學內容包含了有山岳景觀、各種山岳植物花季、森林植被、溪流與湖

泊景觀、崩壁斷崖、岩屑地質、霧淞雪景及以山區環境為地景之天文與

少部分以風景為主人物為輔的畫面等等，不難看出對於所謂的山岳攝影

(Mountain photography)正是以為了拍攝山岳自然景觀之動機作為主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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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點，攝影題材取用山岳自然景觀為畫面主角來作為拍攝作品的攝影行

為。換句話說，山岳(Mountain)是稱呼山的一個名詞，所以「山岳攝影」

也意謂專門拍山的一種攝影，其拍攝的目的大都是用於專業創作而非隨

興紀錄，因此人物並非是畫面中的主角。緣於此，具體來定義山岳攝影

(Mountain photography)，乃是以拍攝山岳自然景觀為主要目的從事登山，

畫面以山岳自然景觀為主角，或是加入人物為輔佐配角，運用較專業性

之攝影器材與技巧，予以取景構圖拍攝成具有藝術性質之專業作品。 

然而，登山攝影(Mountaineering Photography)則可以泛指為人們在從

事登山這樣的一項休閒活動中，以自我感受為出發點，對於行程中一切

相關人、事、地、景、物，運用專業或非專業的攝影器材予以記錄、創

作的攝影行為。山岳攝影與登山攝影之差異整理如表 2.6。例如，由登山

社團或是旅行社所辦理的登山活動，參與的遊客就大多是以從事登山攝

影為居多，而如攝影學會所辦理的高山攝影活動，參加人數往往較少，

其目的就是以拍攝山岳景觀而登山的山岳攝影。 

 

表 2.6 山岳攝影與登山攝影之差異表 

 主要動機 器材 從事人口 性質 拍攝題材 

山岳攝影 拍攝攝影作品 較具專業 稀少 較具專業 山岳自然景觀 

登山攝影 登山任何紀錄 皆可 越來越多 不分 皆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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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登山攝影的範疇則包含登山者的活動範圍，其涉及登山的定義

範疇。教育部對登山者(Mountaineer)一詞的釋義極為精簡，只用攀登山

嶺四個字；另外對登山運動四個字亦簡單釋義為一種休閒旅遊的運動。

因此，登山是形容往山上攀爬的一個動詞，衍生至今，對於登山的定義

相當繁多。其中，陳維霖（2000)定義登山是以登山本身為目的的行為，

在登山中發現樂趣，並享受與大自然接觸的美感，簡要涵蓋到登山所擁

有的感性與知性。以廣義來說，講述登山所涵蓋的範圍極廣，在不限於

高度、遠近、技術、體能等條件，舉凡郊遊踏青、健行、挑戰登頂、縱

走等等都可列入其中，但相較於「爬山」，名詞上是更進階形容深度探索

山林的一種戶外體驗，可含括攀岩、溯溪、雪攀等攀登技術，擁有健身、

遊憩、冒險挑戰、生態教育、環境認識與學術研究等兼具多樣功能的一

項休閒活動。因此，「登山攝影」偏向於廣義的行動面，是以人本身從事

登山休閒為主要動機，並攜帶攝影器材隨興於登山活動中拍攝人物、景

物、地標、牌示、動植物與任何有興趣紀錄的畫面，並非只限以專門拍

攝山岳自然景觀之作品為主。 

綜觀而言，登山活動於台灣早期被定位在研究探險型至自我挑戰型的

高山百岳登山活動，但因政府持續開發與良善的經營規劃下，逐漸轉型

為休閒旅遊化，且涵蓋的活動類型極廣，所以登山攝影拍攝類型與題材



 
 
 
 
 
 
 
 
 
 
 
 

 

40 

 

相較為廣泛，故成為較能貼近一般大部分遊客的攝影行為。因此，對於

如此逐漸蓬勃發展的登山攝影，可說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新型態休閒旅遊

方式，不再於一般慣用的「山岳攝影」之有如專家式的攝影模式，而是

一項泛指為人們在從事登山休閒活動中，以自我感受為出發點，對於行

程中一切相關人、事、地、景、物，運用專業或非專業的攝影器材予以

自由記錄、創作的攝影行為。 

 

2.4 理論基礎－計畫行為理論 

攝影照片透過被其他人觀看，也就是所謂的開放分享，會形成一項

傳遞訊號的媒介，使觀賞的人們可以實際聯想到事物的視覺圖像，藉由

視覺傳達，讓影像通過腦中思考系統，使照片成為一個貼近真實的具體

形式，並且取代人類的直接經驗，作為對該事物認知與情感意象的主要

管道(Berger &Mohr, 1982)。這樣的論述，很自然的將人們對攝影行為與

照片所衍生的認知與情感之態度表露無遺。緣此，探討一趟登山旅遊過

程中，人們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認知與情感之態度層面，又遭受社會外

在或其他人的規範影響與自我知覺能力評估等因素，應能夠顯著推測其

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進而關係到進入山林後所要拍攝的題材、類型、

目的與動機等等旅遊需求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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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於此，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架構奠基於預測人們行為意圖之計

畫行為理論。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的研究架

構是由(Ajzen, 1985,1988,1991)所提出的行為預測理論。該理論的出現是

由更早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原有架構

中(Ajzen & Fishbein, 1980; Fishbein & Ajzen,1975)，加入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變項而發展延伸來的。 

最早的理性行為理論認為，生活中大部份的行為，在正常的情況下都

出於個人自我的意志控制(Volitional Control)下所發生的，所以理性行為

理論主要影響因素僅設定在態度和主觀規範，適用於預測被意志控制下

所產生的行為(Ajzen, 1985)，是社會心理學中用來預測個人行為態度意向

之基礎理論(Fishbein & Ajzen, 1967)。然而，在真實的生活中，我們的行

為表現其實並非完全由自我意志下所控制出現的，Ajzen 依據理性行為理

論運用在後續其他相關研究中，進一步發現人類的行為並非完全出於自

我主導所產生，某些情況是在許多其他因素控制下所產生的。因此，為

了加以修正與補足理性行為理論，Ajzen (1985)加以考量個人不同的客觀

環境或資源限制，除了對於原本表現行為的態度和主觀規範之外，決定

試著加入知覺行為控制變項因素把 TRA 理論加以擴充，藉此試圖提高個

人行為意圖的預測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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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zen 與 Driver 兩位學者在 1991 年，著手針對五種休閒活動為例，

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相關研究，最後結果發現，對於行為及主觀規範的態

度，會反應在行為上，而且行為上的知覺控制常被用來預測行為的意向，

這和知覺行為控制也有密切的關係。總言之，行為和態度有著高度相關，

不同行為之間也有著高度相關，在這些關係當中，知覺控制形成一個重

要的因子。依此得到的研究結果，進而讓計畫行為理論出現比較完整的

新概念，也就是說，人類的個人信念(Beliefs)會影響態度(Attitude)、主觀

規範(Subjective Norm)，以及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上述三個變數更進一步影響意向 (Intention) 與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從而確定出新的計畫行為理論(TPB)。加入了知覺行為控制變

項的計畫行為理論同樣是透過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以個人態度、行為意

圖、實際行為等，來預測個人的某種行為表現，即必須知道他對該行為

的行為意圖為何。也就是說，個人對某項行為的態度越正向，所感受到

周邊主觀規範的壓力將會越明顯，並對於該行為的知覺控制考慮越多，

則影響其從事該行為的意圖則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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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研究架構概念影響關係，如圖 2.4。 

 

 

 

 

 

圖 2.4：計畫行為理論觀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Ajzen (1985,1988).本研究整理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茲將計畫行為理論的架構分析如下：(1)態度

(Attitude)、(2)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及(3)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對(4)行為意圖之影響。而行為(Behavior)則是指由個

體的行為意向(Intention)所決定之行為意圖。 

2.4.1 態度(Attitude) 

計畫行為理論(TPB)創始學者(Ajzen & Fishbein, 1975)認為態度可由

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與行為信念（Behavioral Belief）所構成。

Ajzen & Fishbein(1977)認為態度是指個體本身相對於某項事物，例如對另

外一個人，對一個物理對象，對一個行為，或對一項決策想法等。雖然

態度的定義有很多種，但大多數研究學者都同意一個人的態度，代表了

他所涉及對實體事物的評價，若對事物的態度無法預測其行為，亦即它

行為信念 BB 態度 AT 

主觀規範 SN 

知覺行為控制 PBC 

行為意圖 BI 行為 B 規範信念 NB 

控制信念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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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之間並無直接關係。Ajzen (1985)又提出，態度是受到與行為有關

的信念所影響，由此可得知計畫行為理論著重的是個體對行為的態度。

也就是說，當個人對某一行為抱持的態度愈強烈，則從事該行為的意圖

會越強，亦即指個人對某一特定事物或某種特定行為可能反應出對它的

正面或負面的喜好程度與評價觀感。 

而態度是由認知 (Cognition)、情感 (Affection)、行為意向 (Action 

Tendency)等三個層面所組成(Regheb & Beard, 1982)。茲分別就各別定義

說明如下： 

認知(Cognition)：指的是個人經由意識活動而對事物認識與理解的心

理歷程(張春興，1999)。 

情感(Affection)：認為情感包括情緒、感情、心境等心理歷程，個人

在這個歷程中會對某一事物產生好壞、肯定或否定之情緒判斷(張春興，

1999)。 

行為意向(Action tendency)：是指個人對於人、事、物所採取的行動

(Sears, Peplau, and Taylor, 1991)。 

2.4.2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指的是個人展現出特定行為時，周邊重要的他人(Salient 

Individuals)或團體(Salient Groups)對個人所欲實行的行為而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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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zen, 1991)。主觀規範對於行為意圖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換句話說，

是指當個人表現某一特定行為時，會因感受到社會輿論、重要他人觀點

或是其他團體的壓力與看法等因素所影響。亦即當對某項行為的態度越

正向，則感受到對社會外在的主觀規範影響也會越大。 

2.4.3 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知覺行為控制指的是個人欲表現特定之行為時，所知覺到的難易程

度(Ajzen, 1991)。也就是說，當個人欲從事某類行為時，自我意識到本身

能力與條件對從事此行為的簡單或困難程度。若個人認為所具備的相關

能力、條件或是機會、資源較多時，其知覺從事此項行為的控制程度會

較高，所承受到的阻礙與困難度會相對較小。 

2.4.4 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 

鐘志強(2008)認為行為意圖是一種預測行為，其可預測個體的行為。

Ajzen (1985)簡要認為，當嘗試執行某一項行為，可作為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的最佳詮釋。亦即是指個人在從事某一特定行為時

的主觀決定或是行為意願。其行為意圖受到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等變項因素所影響，當此三樣變數越正向，其行為意圖的影響也越

大，其中又以知覺行為控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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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得知計畫行為理論的研究概念，除了自我理性態度的

內在控制因素外，更有面對他人外在之主觀規範與知覺本身能力與條件

會對行為控制因素的影響力，意思是說，個人對於某件事、物所產生的

行為意圖，大都是評估過許多內、外在條件與自我環境背景之因素分析

後所產生對計畫行為的意圖結果。 

 

2.5 計畫行為理論在休閒旅遊與登山活動之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運用計畫行為理論(TPB)研究模式架構預測遊客對登山、休

閒旅遊方面的各種行為相當繁多。以下彙整出使用 TPB相關應用的研究，

茲列表如表 2.7。從這些研究結論的探究中足可看出此理論模型架構對探

討遊客眾多之遊憩行為預測是相當成功的。由此可見，大多數人們對於

登山及休閒相關之旅遊活動大致都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然而對其行為

意圖的影響，還受到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所牽制。以登山活動來說，

外在因素仍需考慮地點遠近、天氣狀況、登山步道困難程度、經營業者

的宣導規劃呈現、還是朋友網友的意見影響等等，內在因素則在於須衡

量到自己的時間、體能、技術、經濟、甚至是個人情緒影響等等，這些

都是會對行為意圖產生後續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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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有關計畫行為理論在旅遊研究的應用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發表時間 

陳宗憲 
目的地品牌知識對旅遊意願之影響－以「澎湖雙

心石滬」為例 
2013 

徐茂洲、葉明如、

林益弘 
旅遊行為意圖模型選擇與比較 2013 

邱天佑、池文海 生態旅遊行為決定因素之研究 2012 

戴友榆、王慶堂、

高紹源、李明儒 

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水域遊憩活動行為之探討

－以澎湖為例 
2012 

顏世冠、徐茂洲、

潘豐泉 

以計畫行為理論驗證墾丁地區水域運動觀光客

行為意圖之研究 
2012 

徐茂洲；葉明如；

林益弘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遊客觀光行為意圖模式之建

構—計畫行為理論之驗證 
2012 

李超屏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影響自助旅行者使用

Google Maps 的意願及行為之因素 
2012 

林佳璇 

探討參與生態旅遊的遊客之行為決策結構：發展

計畫行為理論之延伸模式－以墾丁社頂生態旅

遊為例 

2011 

鄭品睿 
延伸性計畫行為理論在生態旅遊的應用－以陽

明山國家公園為例 
2011 

康世鑫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溫泉區遊客生態旅遊行為

之研究－以關子嶺溫泉區為例 
2011 

呂宛蓁 計畫行為理論於健身運動領域之應用 2011 

陳志良 
探討山岳公路自行車運動參與者之騎乘行為：計

畫行為理論之應用 
2011 

張鐸瀚、蔡漢忠 性別差異對自行車環台意圖的影響 2010 

鄭峰茂 
遊憩動機、持續性涉入及遊後行爲關係之研究－

以高山登山者爲例 
2010 

陳素琴、李明聰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生態旅遊遊客之環境行為

模式—以高雄洲仔濕地公園為例 
2007 

林新龍 大學教師的規律運動行為：計畫行為理論的觀點 2006 

張孝銘 登山冒險遊憩行為模式之研究 2005 

許辰維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冒險性遊憩活動參與者之

行為意向–以登山活動為例 
2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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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據計畫行為理論的架構概念，探究登山遊客對於從事登山攝

影，其認為從事登山過程活動中，會拍攝的內容與行為認知為何？他們

對於從事登山攝影時的感覺是什麼？那對於網路上、經營管理者所呈現

出的各式媒體廣告照片內容型態的呈現、或是親朋好友與網友們交互分

享等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層面，還是因本身的環境背景等自覺能力與條件

的評估情況又是如何？而這些有關於登山遊客之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

行為控制因素發展對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有何影響呢？都將成

為本研究的重要預測變項。 

 

2.6 小結 

藉由以上諸多文獻的收集與探討，已知過去被認為較具挑戰冒險與

調查研究的登山行為，與被視為昂貴笨重與使用繁瑣的攝影行為，皆因

時代種種變化的趨勢，已從艱困專業的層面逐漸轉型進展成簡易普及的

現象，並開始產生最直接面對面的碰觸。促使登山攝影成為民眾休閒旅

遊的一項普遍性活動。簡單歸納如下兩種現象的轉型因素： 

(1).從專業相機到傻瓜相機再到數位相機(Digital Camera)及智慧型

拍照手機的技術演進影響，讓拍照紀錄成為便利傻瓜(自動)式的普遍化

旅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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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山步道及解說設施經由國家公園或林務局等政府與地方的完

善規畫，讓部分台灣百岳，如玉山主峰線的登山活動轉型為兩天一夜或

一日即可輕鬆完成，是謂「登山旅遊化」現象。 

上述兩者趨勢變化現象結合起來的登山攝影便發展為現今一種興新

的休閒旅遊活動且越趨熱門。依據陳嘉雯(2006)的研究中也發現到，登

山客從事登山活動，其同伴以親友居多，且大都選擇以當天來回為主，

重視的登山裝備為背包、登山鞋及相機為主。由此更可清楚理解到，相

機與登山的重要關係。不難推測遊客從事登山攝影，除了可達到休閒遊

憩、運動健身、知性體驗、研究調查、挑戰自我，還可用於生活記錄、

藝術創作與散佈分享等等集多功能之一項休閒活動。 

翻查國內休閒旅遊活動中，從健走、慢跑、游泳、自行車、自然生

態及其他休閒活動等方面皆有諸多相關研究資料可循，而攝影方面就藝

術層面來研究探討的也不在少數，然而，關於攝影越來越普遍的運用在

登山旅遊方面，對於遊客行為意圖影響的相關研究卻相當稀少。故本研

究依此現象，認為從觀察遊客在所欲從事登山攝影之行為意圖預測上，

依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相互之間的影響因素關係，應是目前休閒遊憩領

域中所較為缺乏卻又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研究議題，且在實務運用上也是

不可漠視的市場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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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經由遊客最普遍的旅遊攝影行為觀點來看，登山攝影其內在本質依舊

受到具有挑戰冒險性質的登山活動所影響，使得登山攝影和旅遊攝影相

較起來仍是有所差異。我們透過國內外諸多文獻已知對於旅遊攝影的各

類研究已相當成熟且多元，然而，對於因為登山與攝影此兩類活動逐漸

普及現象所促成越來越多遊客願意從事的登山攝影這一塊領域卻未被加

以提出探究。故本研究認為優先從遊客最直接的行為觀點來作為初探登

山攝影是必要的。因此，既然欲著重在了解行為的探討層面，依計畫行

為理論為基礎來建立本研究架構理應相當合適，所以優先決定研究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究竟是會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

具體擬定出研究假設後，建構問卷調查，再進行後續適當之量化分析，

用以驗證研究假設狀況，並檢視研究架構各構面之間對行為意圖構面的

影響關係。 

以下將分別說明此階段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及研究各變項操作型定

義及調查資料所使用的量化分析步驟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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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推導，擬定出遊客對登山攝影行為應

抱持著正面態度，對於外在主觀規範的感受面也應是受到正面支持，且

評估對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越有把握，則對其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

意圖應當亦隨之越高。因此，模型的設定相當適合以計畫行為理論(TPB)

為基礎來架設研究架構，用以探討遊客對登山攝影的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及行為意圖等潛在變項之影響關係。態度方面是指遊客對

於從事登山攝影行為的看法與感覺是偏向正向或是負向的觀感與評價，

本研究區分探究認知與情感兩個構面。再來則是遊客對於從事登山攝影

外在主觀規範的影響，以及自我內在評估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等構面，

並再深入探知會有哪些因素是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由這樣整

體影響關係，進而全面瞭解遊客對於以上的各種潛在變項因素是否會對

其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產生顯著之相互影響關係。 

總觀整體研究架構依計畫行為理論概念，區分為 5 個構面的關係模型，

並根據研究目的繪製研究架構關係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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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上圖之研究架構關係，擬定研究假設分別陳述如下： 

   H1：登山攝影的認知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有正面之影響。 

   H2：登山攝影的情感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有正面之影響。 

   H3：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有正面之影響。 

H4：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有正面之影

響。 

態度(AT) 

 認知 

 情感 

主觀規範(SN) 

知覺行為控制(PBC) 

行為意圖(BI)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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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境內，全台最熱門的高山百岳登山路線－玉山

主峰線登山步道作為施測及研究地點，經由台灣第一高峰的廣大名氣與

研究者服務於「排雲登山服務中心」十餘年之優勢，並對山岳自然景觀

攝影有長期鑽研的觀察心得，藉由在此熟悉的領域中透過問卷調查，以

便利及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進行收集不同階層背景遊客之問

卷，用以探討遊客登山攝影行為模式及個人資料等相關背景，再進行量

化統計資料分析比對獲得結果。 

依據研究架構，問卷設計採用結構式研究問卷，先參酌許辰維(2004)

的研究量表衡量題項，予以重新設計後，再分別經由產(經營關於攝影旅

遊團含登山攝影的相關部門人員與主管、專業風景攝影師)、官(玉山國

家公園登山服務中心相關人員及主管)、學(旅遊管理所老師)等三方面共

八位進行專家效度(Expert Validity)之問卷預測編修後建構而成。此量表記

分方式採用 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請受訪對象分別就各題之題項依照自

己對登山攝影的真實看法與感覺，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中加以勾選，整理統計時，再依勾選的

程度依序給予 5 至 l 分計量。在量表初步編製完成後，發放預試問卷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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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有效的問卷 20 份，透過初步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分析後再修正成

最正式問卷。 

問卷內容包括「登山攝影的認知」、「登山攝影的情感」、「登山攝影

的主觀規範」、「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及「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

等，計有五個研究構面，以及個人基本資料與登山攝影的相關背景等問

項。各構念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問項設定內容分別如下： 

(一)登山攝影的認知：目的為了瞭解登山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看法與

觀念。如表 3.1。 

 

表 3.1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認知之問項表 

衡量問項 變項尺度 

1 我認為從事登山攝影有助於身心健康 

採用 Likert scale 五

點尺度量表 

2 我覺得登山拍攝照片來紀錄過程是必要的 

3 我覺得登山拍攝沿途風景是必要的 

4 我覺得登山拍攝沿途地標景點是必要的 

5 我覺得登山拍攝生態(動、植物)是必要的 

6 我認為自己拍攝的照片會引起親朋好友有興趣安排登山旅遊活動 

7 我認為透過照片分享登山旅遊的過程必會受矚目的 

8 我認為登山攝影與一般攝影是不同的 

9 我認為登山攝影是具困難度與冒險性的旅遊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登山攝影的情感：目的為了瞭解登山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感覺為

何。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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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情感之問項表 

衡量問項 變項尺度 

1 我覺得登山攝影對我是具有吸引力的 

採用 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量表 

2 我覺得從事登山攝影能帶給我快樂 

3 我覺得從事登山攝影能帶給我新奇的體驗 

4 我覺得完成一趟登山任務，拍攝登頂照會產生成就感 

5 我覺得經由拍照來分享登山旅遊的過程是開心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目的為了瞭解登山遊客認為會促成登山攝

影的外在因素。如表 3.3。 

 

表 3.3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問項表 

衡量問項 變項尺度 

1 登山遊客攜帶的攝影器材等級或類型，會影響登山攝影的意願 

採用 Likert 

scale五點尺度量

表 

2 登山步道上設置的解說牌示內容會影響登山客對登山攝影的意願 

3 解說牌示上呈現出當地精美照片會影響登山客對登山攝影的意願 

4 服務中心的介紹影片與展示內容會影響登山客對登山攝影的意願 

5 解說叢書或宣導摺頁照片的內容品質會影響登山客的攝影意願 

6 網站上所呈現出照片的內容品質會影響登山客對登山攝影的意願 

7 與親朋好友分享登山旅遊影像會提高他們對登山攝影的意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目的為了瞭解登山遊客認為從事登山

攝影本身所需評估的能力與條件。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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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問項表 

衡量問項 變項尺度 

1 我有足夠的登山技術與知識從事登山攝影旅遊 

採用 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量表 

2 我有足夠的攝影技術與知識從事登山攝影旅遊 

3 我有足夠的攝影器材與登山裝備來從事登山攝影旅遊 

4 我有足夠的休假時間可讓我從事登山攝影旅遊 

5 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讓我從事登山攝影旅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為了瞭解登山攝影對登山遊客的行為意圖

影響。如表 3.5。 

 

表 3.5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問項表 

衡量問項 變項尺度 

1 我從事登山旅遊活動時一定不忘記攜帶攝影器材 

採用 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量表 

2 我願意充實相關登山技能及學習相關攝影知識 

3 我會因為喜愛登山攝影而熱愛登山旅遊活動 

4 完成登山攝影旅遊活動後我會想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照片 

5 我會為了想拍攝更美好的風景照片而提高參與登山旅遊的意願 

6 我因為接觸登山攝影後而開始欣賞山岳風景攝影作品 

7 我願意購買與山岳風景相關的精美照片、海報、明信片或書籍 

8 
我會透過相關登山攝影網站或是書籍來觀賞照片用作參考登山攝

影景物、角度或是行程安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遊客屬性及背景等相關變項：題項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教育

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從事登山攝影的型態、登山攝影的資歷、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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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次數、曾經造訪過登山、攝影相關網站的次數、多久從事登山攝

影、從事登山攝影的天數等等，另外再進一步詢問調查為何想從事登山

攝影、最常去的社群網站、從何得知登山攝影之相關資訊、會攜帶哪一

種攝影器材、會拍攝哪種內容、拍照後的目的為何、最喜歡去哪一座百

岳從事登山攝影？會選擇玉山從事登山攝影的原因及從那些媒體資訊認

識玉山等等問項。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定全台灣最熱門的高山路線－「玉山主峰線」為研究地點，

研究對象主要以具有玉山攀登經驗，並不設定攀登次數，依研究目的，

設定為有攜帶不限任何形式之攝影器材的登山遊客為主。 

資料收集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份：直接在玉山登山口現地，利用便利抽樣法進行問卷發放後

直接回收。 

第二部份：使用立意抽樣法設定過去即曾有攀登過玉山且沿途有使用

任何攝影器材拍照的登山遊客或專業及業餘之攝影人士進行問卷調查。 

而資料發放類型以研究現地問卷、委託問卷以及網路問卷等三方面進

行。現地問卷直接在塔塔加登山口做為主要發放現地問卷地點，直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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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給剛登完玉山回到登山口，且有攜帶任何相機拍攝影像的遊客，屬於

最直接便利的取樣方式。委託問卷部分，選定有辦理登山攝影的社團團

體為問卷發放之主要對象，委請研究者所認識的社團幹部代為發放給社

團內有攀登過玉山，且過程中具有攝影行為的社員進行填寫，其立意抽

樣的目的在於可以更直接調查到確實有實際從事登山攝影的遊客樣本。

網路問卷方式則是在 Google Docs 網站建置問卷內容後，公開問卷連結網

址在 Facebook 有辦理登山攝影活動之社團頁面上，並註明用以針對該社

團社員曾攀登過玉山，且登山過程中有攝影行為的社員進行問卷收集，

其目的除了與委託問卷相同外，並且更具回收速度迅速確實、低成本且

環保及因未與研究者直接面對面的關係，可減少填答問卷的期許偏誤等

優點(Walsh, Kiesler, Sproull, & Hesse, 1992、李政忠，2003) 

 

3.4 研究資料分析 

正式問卷將預定於 2015年 2月至 2015年 5月為期三個月時間發放，

擬定至少回收數量水準 400 份以上。總量回收整理後，確定出有效問卷，

先使用 Office Excel 將資料輸入建置完成，再使用 SPSS 18.0 for Windows

及 AMOS 18.0 for Windows 版本之兩大統計軟體施做後續各項資料分析，

藉由分析實證資料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確立與建構出模型效度。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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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預計有對受訪者基本資料之樣本分析、描述性統計、

探索性因素與信度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模式適配度分析及路徑

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之分析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3.4.1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利用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又稱敘述性統計，進行

樣本次數分配、平均數與百分比統計量來做問項分析，使對整體問項資

料的分佈情形有初步瞭解，並能清楚描述樣本組織結構狀態。 

 

3.4.2 探索性因素與信度分析 

探索性因數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主要為了找出影響

觀測變數中不適當因素個數，以及檢測各個因素和各個觀測變項之間確

認相互關聯程度，將可能影響的變數與無法如假設歸類的因素逐一剃除

縮減維度。經刪除後所萃取出完整構面之因素歸納聚合，即可重新命名

成為新構面。本研究的因素萃取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

採用三項標準作為萃取因素的判斷：(1)因素負荷量必須超過 0.6；(2)共通

性必須超過 0.4；(3)兩個因素負荷量差距須超過 0.3(Hairs,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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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ham & Black, 1998)。以選擇特徵值大於 1 及最大變異(Varimax)，來決

定因素構面數。 

為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必須進行問卷的信度

(Reliability)考驗。「Cronbach’s α」係數常用在於採用 Likert scale 五點尺

度態度量表法所編製成測驗量表時，作為測量分數信度考驗方法之一的

數據指標。(Guielford, 1965)建議，在 0.7 以上者表示「高信度」；0.35~0.7

為可接受信度；0.35 以下表示「低信度」。如果α係數已經達到標準，即

可萃取出重要構面。 

 

3.4.3 結構方程式 

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本質上是屬於驗證性

方法，是一種用來驗證處理潛在變數與觀測變數相互間因果關係模式的

多元統計方法。是目前研究用於預測行為之社會科學領域中相當重要且

專業的統計技術。運用結構方程式可同時處理分析多組變數之間的相互

關係，提供研究者從探索性分析轉進驗證性分析的機會。本研究使用內

含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模式適配度分析及路徑分析等，以層層驗證

研究中的各項假說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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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數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主要目的是決

定事前定義因數的模型能否擬合實際數據的能力，以試圖檢驗觀測變數

的因數個數和因數載荷是否與預先建立的理論構念之預期一致(郭文靜，

2008)。可用於更進一步評估量表之觀察變項的設計是否適當，可否良好

對應其潛在變項。也就是可更深入處理觀測變項與其潛在變數間的共變

關係，以檢驗各構面的因素結構效度、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

別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完整建立出結構模式效度。基於此，本

研究依照上述學者建議各指標之評鑑標準，對測量模型之各題項因素負

荷量及顯著性 t值加以檢測，當因素負荷量滿足 0.45 以上、SMC 值符合

0.20 以上，及各估計參數 t值大於 1.96，則代表此測量題項達顯著水準。

此外，Fornell & Larker (1981)建議各構面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需高於 0.60，以及 Bagozzi & Yi (1988)建議平均變異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需高於 0.50。 

收斂效度是指用來測量相同構念的觀測變項彼此之間應具備高度的

關聯性。在評鑑測量模型之建議值方面，採用 Fornell & Larker (1981)建

議，當因素負荷量滿足 0.5 以上及平均變異萃取量大於 0.5，就代表此構

面之觀測變項具有收斂效度。區別效度則是指構面所代表的潛在特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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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構面所代表的潛在特質間有低度相關或有顯著差異存在(吳明隆， 

2007)。依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建議，本研究藉由比較每個變數量

表平均萃取變異量的平方根與相關係數，來驗證某一構面與其他構面在

特質方面之差異程度，若每個構面的平均萃取變異量之平方根均大於該

構面與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則表示構面之間其相關程度很低，具有區

別效度。 

 

3.4.5 整體模式適配度 

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的檢測目的，是研究資料在經過一

連串的分析與探討，最後評鑑總體各項適配指數，來驗證研究理論模式

結果與先前理論之假設模式是否一致。 

本研究經由整體模式適配度分析後，參照 Bagozzi & Yi (1988)、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與 Bentler (1990) 的意見，挑選七項指標進行

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標準： 

(1)  χ 2 值建議愈小愈好； 

(2)  χ 2 值與其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的比值小於 3； 

(3) 適配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大於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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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大於

0.9； 

(5)  RMR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越接近 0 越好； 

(6) 平方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小於 0.08； 

(7)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大於 0.9。 

 

3.4.6 路徑分析 

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PA)之目的，是用來評估與研究先前所假設的

模型式是否符合的分析法。也就是可以評估假設出來的模式與實際理論

數值是否成立；若是兩者相差太大，則假設模式不成立。若是兩者數值

達到水準，則代表有顯著關係，也就是各潛在變項與觀測變項之間具有

因果關係。每個變項之間也就是會產生路徑係數關係，此彼此之間的關

係係數可以運用結構之方程式計算分析呈現。而每條箭頭路徑皆可以獲

自於路徑係數，路徑係數會出現在箭頭兩側，實線代表相互關係達顯著，

虛線則代表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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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樣本結構分析 

問卷發放時間原本設定在 2015 年 2~5 月份，後因玉山主、群峰線 2

月份期間為玉管處設定山區整個月之靜山修養時期，因故改於 2015 年 03

月 1 日~104 年 04 月 30 日兩個月。調查期間總共發放回收了 427 份問卷。

回收之問卷經初步整理剔除填答不完整及在其他部分填寫無攝影拍照或

近年無相關經驗者，總計 26 份視為無效問卷。予以扣除後，剩餘 401 份

有效問卷，問卷有效回收率約為 93.9%。再經編碼整理後逐筆鍵入 Office 

Excel 資料建檔完成。 

4.1.1 受訪者基本人口結構樣本分析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項目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月平均

收入與居住地等六部分內容。統計如表 4.1 所示，並分別詳細敘述如下： 

1. 性別 

在401份有效樣本中，男性受訪者約佔全部受訪者的49%(196人)；

女性受訪者約佔 51%(204 人)，亦即取樣的男女約各半。 

2. 年齡 

本研究有效樣本的受訪者年齡層結構以 30~39 歲為最多，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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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33.2%；其次為 40~49歲，也佔了有 31.2%，50歲以上則 26.9%，

以上這三大年齡層比例相近，由於從事登山攝影是一項需要具備基本

體能性的旅遊活動，因此取樣顯示其主要仍是以中、壯年齡之結構層，

符合事實現狀。 

3.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專程度為最多，佔 54.1%，其次為研

究所(含)以上(24.2%)、高中職(17.0%)、國中(含)以下(4.5%)。依此統計

顯示大專以上學歷受訪者比例佔有效樣本數高達 78%，表示本研究收

集到的有效樣本群對照內政部戶政司所調查之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

度基本現況(2014)來看，符合有意願從事登山攝影的遊客大部分其教

育程度皆屬高學歷者最多。 

4.職業 

受訪者之中，其職業以一般上班族為最多，佔將近半數(47.9%)，其

次依序為軍警公教人員(17.7%)、家庭主婦(9.70%)、自由業(9.00%)、

退休人員(7.2%)、其他(3.0%)、企業負責人(2.7%)、學生(2.0%)。顯示

一般上班族為目前社會職場上最大宗人口，符合現況。其次為軍警公

教人員，判斷是因收入與休假穩定性的緣故，家庭主婦與自由業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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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及閒暇時間較為彈性自由的關係，平時也會較注重休閒養身之

旅遊活動，所以佔有人數位居第三及第四，相當接近。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表(n=401) 

問

項 
基本資料 

人

數 

百分比

(%) 

問

項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 

性 

別 

男 196 48.9 月 

平 

均 

收 

入 

10,000 元以下 23 5.7 

女 204 50.9 10,001~20,000 22 5.5 

漏填 1 0.2 20,001~30,000 42 10.5 

居 

住 

地 

區 

北部 209 52.1 30,001~40,000 74 18.5 

中部 140 34.9 40,001~50,000 107 26.7 

南部 41 10.2 50,001~70,000 94 23.4 

東部 3 0.7 70,001~100,000 32 8.0 

外島地區 3 0.7 100,001 以上 7 1.7 

漏填 5 1.2  

年 

紀 

19 歲以下 1 0.2 職 

業 

軍警公教人員 71 17.7 

20~29 歲 33 8.2 家庭主婦 39 9.7 

30~39 歲 133 33.2 退休人員 29 7.2 

40~49 歲 125 31.2 企業負責人 11 2.7 

50 歲以上 108 26.9 一般上班族 192 47.9 

漏填 1 0.2 漏填 3 0.7 

教 

育 

程 

度 

國中(含)以下 18 4.5   

高中職 68 17.0 

大專 217 54.1 

研究所(含)以上 97 24.2 

漏填 1 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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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平均收入 

受訪者有效樣本中，月平均收入在 40,001~50,000 元為最多，佔

26.7%，其次為 50,001~70,000 元，佔 23.4%，30,001~40,000 元(18.5%)、

20,001~30,000 元(10.5%)、70,001~100,000 元(8%)、10,000 元以下(5.7%)、

10,001~20,000 元(5.5%)及 100,000 元以上(1.7%)。 

6.居住地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人口中，以居住北部遊客為最多數，佔超過

半數(52.1%)，其次是中部地區(34.9%)、南部地區(10.2%)。而東部地

區(0.7%)和外島(0.7%)的人數相當少。 

 

4.1.2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基本狀態分析 

受訪者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基本狀態分析如表 4.2 所示，並分別詳述

如下： 

1. 從事登山攝影最常同行的旅伴 

依據表 4.2 可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最常從事登山攝影型態最大多

數為自己和朋友、同事結伴同行居多，佔了 48.40%，接近受訪比例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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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顯示中、壯年族群同好之間，因興趣而呼朋引伴組團來從事登山攝

影的普遍狀況。再來則是參加團體旅遊(26.9%)，夫妻或情侶兩人(12.2%)，

與家庭成員(6.5%)。單獨一人從事登山攝影的人數比例佔 6.0%最少。 

2.接觸登山攝影的資歷 

依據表 4.2 可知，受訪者的遊客中，從事登山攝影的的資歷已超過三

年以上為最多，佔 33.7%。而且明顯高過於其他選項，符合一般會從事登

山攝影的遊客都有長期持續參與的現象。 

3.過去一年內曾從事登山攝影的次數 

依據表 4.2 可知，受訪者從事登山旅遊在一年內的次數，最多以 2~3

次佔了 33.9%，其次為一年 4~5 次佔 16.7%，1 次以上(14.5%)、無(11.7%)

及 6~7 次(9.0%)、11 次以上(7.7%)、8~9 次(3.7%)、9~10 次(1.7%)。每年

1 次(14.2%)、其他(9.7%)、每星期(8.2%)、每天(0.2%)。這結果符合如下

第 5 題項調查大約平均多久從事登山攝影，以每三個月佔 23.4%最多有相

呼應。 

4.一年內造訪登山、攝影相關網站的次數 

依據表 4.2 可知，受訪者過去一年內曾造訪過登山、攝影相關網站的

次數以 2~3 次及 4~5 次為最高與次高，分別佔 21.2%及 17.5%。比例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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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高，這可能與近幾年社群網站的興起有關。因為，相關登山與攝影

等網站可明顯感受被熱門的社群網站吸引人潮，轉而也都直接在

Facebook 上建立臉書粉絲專業，這與下面 4.1.3 節中之第 2 問項調查遊客

最常瀏覽關於登山攝影的社群網站、網路相簿或討論區以選擇 Facebook

佔了高達 83.8%有足夠的關聯性。所以網站部分可能因此逐漸被冷落。根

據 2013 年 Facebook 官方網站於 8 月 20 日首度公布出的官方數據指出台

灣每月平均 1400 萬人使用臉書，每天約 1 千萬人在上線，其中 710 萬人

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每天至少用一次的活躍用戶佔每月活

躍用戶比率達 71%(Facebook 官方網站 2013；蘋果日報，2013)。陳泱璇

(2015)在資策會 MIC 研究報告中也提到：「Facebook 最初為用戶成長數

最快、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平台，成為人際互動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

至今已是全球最大的網路社群代表，隨著競爭者出現、用戶生活型態轉

變，Facebook 不斷提升使用體驗，並開始擴張服務領域，現在的 Facebook

已從單純的社交平台走向具備娛樂媒體、資訊、商務，服務廣泛涵蓋用

戶生活的平台。」再再都顯示出因為 Facebook 具有強大互動的社群功能

竄起，已大量且快速地吸收過去網站或是部落格的用戶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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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約平均多久從事登山攝影 

依據表 4.2 可知，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頻率方面以每三個月安排一

次的為最多佔 23.4%，其次每個月皆有的為 22.4%、每半年的則有 21.4%，

以上的頻率比例相當接近，顯示每半年以內至少有人會安排 1~6 次來從

事登山攝影活動。這資料符合第 3 問項的調查，過去一年內曾從事登山

攝影的次數多數落在 2~3 次及 3~4 次有關。 

6.每次平均從事登山攝影的天數 

依據表 4.2 可知，受訪者若從事登山攝影，每次安排一趟行程的天數

在 1~2 天與 1 天佔居多，分別為 33.9%及 30.2%。這現象可能與 4.1.1 中，

受訪遊客基本人口結構樣本分析中年齡層主要為中、壯年族群以 30~39

歲及 40~49 歲為最多有關，分別佔有效樣本 33.2%及 31.2%。因為此年齡

層階段正忙碌於工作，而在下一節 4.1.3 遊客從事登山攝影其他相關影響

因素之探討分析中也顯示，為了工作而從事登山攝影的人數僅佔極少數

的 1.5%，也就是說這些受訪者有超過 98.5%的遊客並非是專業從事登山

攝影的工作者，說明這些受訪者平時皆須從事其他工作，登山攝影活動

僅是業餘或是休閒，故想要安排長天數的休假進行登山攝影的活動會較

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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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基本狀態分析表(n=401) 

問項 基本資料 
人(次)

數 
百分比
(%) 

問項 基本資料 
人(次)

數 
百分比
(%) 

最常

與誰

前往 

單獨一人 24 6.0 

登山

攝影

資歷 

半年以內 74 18.5 

夫妻或情侶 49 12.2 半年至一年 58 14.5 

家庭成員 26 6.5 一年至二年 67 16.7 

朋友與同事 194 48.4 二年至三年 56 14.0 

參加團體旅遊 108 26.9 三年以上 135 33.7 

一年

內造

訪登

山攝

影相

關網

站次

數 

無 57 14.2 其他 11 2.7 

1 次 38 9.5 

過去

一年

內曾

登山

攝影

次數 

無 47 11.7 

2-3 次 85 21.2 1 次 58 14.5 

4-5 次 70 17.5 2-3 次 136 33.9 

6-7 次 53 13.2 4-5 次 67 16.7 

8-9 次 26 6.5 6-7 次 36 9.0 

9-10 次 12 3.0 8-9 次 15 3.7 

11 次以上 56 14.0 9-10 次 7 1.7 

其他 2 0.5 11 次以上 31 7.7 

平均

多久

從事

登山

攝影 

每天 1 0.2 其他 3 0.7 

每星期 33 8.2 

每次

從事

登山

攝影

的天

數 

1 天以內 121 30.2 

每個月 90 22.4 1-2 天 136 33.9 

每三個月 94 23.4 2-3 天 89 22.2 

每半年 86 21.4 3-4 天 25 6.2 

每年 57 14.2 5-6 天 5 1.2 

其他 39 9.7 7-8 天 7 1.7 

 
8 天以上 4 1.0 

其他 14 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3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其他相關影響因素之探討分析 

1.為何想從事登山攝影？(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為了休閒娛樂，釋放壓力而從事登山攝影

佔第一位，高達 87.5%。這顯示受訪者大致認為從事登山攝影可達到休閒

放鬆的功效是極高的。其次是為了體驗與了解登山活動與攝影知識，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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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顯示受訪遊客願意實際從登山攝影的活動體驗中希望能更進一步

充實登山攝影知識而從事登山攝影。而為了百岳與登頂達 35.7%。足以見

得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仍會希望從其附屬價值中也能登頂挑戰百岳，

可見「台灣百岳」影響登山攝影的重要性。 

2.最常瀏覽關於登山攝影的社群網站、網路相簿或討論區？(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社群網站以 Facebook 為目前受訪遊客中最常使用的

社群網，佔了高達 83.8%。而部落格(Blog)及YouTube是其次常用的網站，

分別各佔 45.6%及 26.4%。可見 Facebook 在網路上影響受訪遊客從事登

山攝影的使用熱門程度。而部落格(Blog)的影響也佔有將近半數。 

3.透過何種資訊或媒體來了解登山攝影？(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透過社群網站來了解與獲得登山攝影相關

資訊為最高，佔 73.3%。其次為從親朋好友互相分享中得知，佔 55.6%。

這現象普遍說明受訪遊客想了解登山攝影，大多是經由網站和朋友之間

互相分享的行為為主。而從報章雜誌上獲得相關知識則佔 41.1%。雖然藉

由網路上資訊的獲得已相當普及，但對於平面媒體資訊的取得仍舊是佔

有相當的份量。 

4.從事登山攝影時所攜帶的攝影器材類型？(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使用的攝影器材最多為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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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功能的智慧型手機，高達 66.6%。明顯可見由於數位攝影科技的進步及

影像儲存的平價便利性，加上無線行動網路的普及而使得資訊交流廣泛，

造就現階段最輕便型之拍照功能智慧型手機躍升為從事登山攝影之受訪

遊客中最眾多人所使用的攝影器材之一。而較高階的數位單眼相機則因

保有高畫質、具備可替換鏡頭等專業技術，且提供內建豐富及多樣的專

業功能性，雖然價格昂貴，體型也較為笨重，但是仍成為想追求高品質

影像的受訪遊客選擇之一，其人數高達 41.6%，位居其次。由此分析可明

顯發現受訪者對於從事登山攝影所使用攝影器材所產生兩極化的相當有

趣現象。一類是以追求輕便為主，一類則是以注重高品質影像為主，相

當符合曾川睿(2015)對於數位相機產業的相關研究。再其次則為一般輕便

型數位相機也佔有 40.4%，這和過去相比，顯示出數位相機的各項技術優

勢及輕便普及程度相當受到從事登山攝影遊客的歡迎。相較於過去傳統

較為笨重且需要沖洗照片的底片機(4.5%)與即可拍(5.7%)已逐漸被科技

的取代而式微。 

5.從事登山攝影時所拍照的影像內容？(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以拍攝風景為最主要目標，高

達 91.3%。如此高的比例，呼應出本研究發現受訪遊客對從事登山攝影活

動仍是以欣賞台灣高山優美之自然風景為主。符合台灣登山活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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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區分的兩種類型，一類為從事郊山的登山休閒運動，其性質較偏

向於運動；另一類為從事高山的山岳旅遊活動，其性質較偏向為自然賞

景(鄭安睎、林志純與陳永龍，2011)。再其次則是拍攝親朋好友為主，佔

66.8%。這顯示出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活動時，除了自然賞景以外，和

親朋好友一起從事登山攝影時的旅遊過程與情感紀錄是相當被重視的。

此外，拍攝含自己加入之團體照也達到 55.6%。這與拍攝親朋好友的比例

相當，顯示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時，拍攝自己加入之團體照和互相拍

攝親朋好友共有的旅程用來做為紀錄與留念，是具有相當程度被高度重

視的。此調查結果顯示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所拍攝的內容與題材類

型符合本研究對登山攝影定義的內容。 

6.從事登山攝影時拍照的目的？(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時拍照的目的最主要在於紀

錄與留念，高達 94.3%。如此高的比例程度直接印證受訪遊客對登山攝影

時，在拍照目的的認知與情感表現上，皆在於重視生活紀錄與影像的保

存留念。而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後，還有高達樣本半數以上會透過網

路或媒體來分享照片，佔了 52.6%。可說明攝影照片與影像在網路上發佈

交流，與透過社群網站之間分享的相互討論，已逐漸趨向於人們在從事

各種旅遊拍照之後大都會出現的後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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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想選擇哪一座高山百岳來從事登山攝影？(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最想從事登山攝影所選擇的百岳高山以玉

山為首選，佔 61.3%，其次為合歡山佔 47.6%。另外，選擇選項中的大霸

尖山、南湖大山和其他百岳的比例則明顯偏低。這顯示玉山因其步道規

劃良好，且具有高知名度與特殊性使然，符合本研究對於研究地區之主

要選擇。而合歡山因其優美景觀遠近馳名，且為台灣冬季熱門的賞雪勝

地，受到台 14 甲公路開發後，形成高山最直接與最容易親近性之故。以

上這兩座高山行程都是兩天一夜甚至一天的時間即可完成的條件，符合

4.1.2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基本狀態分析章節中 6.每次平均從事登山攝

影的天數以 1~2 天與 1 天，分別佔 33.9%及 30.2%居多相當有關。而對於

受訪者會首選玉山的其他目的與原因，另如下題進一步分析。 

8.最想選擇玉山主峰來從事登山攝影的目的與原因？(複選) 

依上題之研究顯示，受訪者最想選擇玉山主峰來從事登山攝影的目的

與原因主要是為了拍攝玉山景觀，佔 44.9%。而為了登頂第一高峰則有

42.6%。另外，想藉由攀登玉山來達到純粹休閒放鬆身心靈及釋放壓力的

人次為 44.1%。由此分析中發現，基於玉山第一高峰之盛名來看，以拍攝

獨特景觀及為了登頂最高峰所佔的相當比例中明顯得知玉山在受訪遊客

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為了可以達到休閒遊憩與放鬆壓力的受訪遊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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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相近，驗證登山活動確實是具有達到遊憩休閒與釋放壓力之功效。 

 

表 4.3 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其他相關影響因素分析表(n=401) 

問題 問項(複選) 
人

數 
百分比

(%) 
問題 問項(複選) 

人

數 
百分比

(%) 

為何

想登

山攝

影 

休閒娛樂 351 87.5 登山

攝影

拍照

內容 

自拍 144 35.9 

工作需要 6 1.5 親朋好友 268 66.8 

打發時間 69 71.2 團體照 223 55.6 

體驗了解登山攝影 247 61.6 非相識之人 24 6.0 

認識自然生態 129 32.2 地標 190 47.4 

為了百岳與登頂 143 35.7 風景 366 91.3 

為了分享 113 28.2 生態 220 54.9 

其他 7 1.7 其他 6 1.5 

最常

瀏覽

的攝

影網

路媒

體 

Facebook 336 83.8 登山

攝影

目的 

紀錄與留念 378 94.3 

Twitter 6 1.5 獲得攝影作品 45 11.2 

Google+ 78 19.5 製作相關產品 33 8.2 

YouTube 106 26.4 網路媒體分享 211 52.6 

Blog 183 45.6 其他 6 1.5 

Line 102 25.4 最想

從事

登山

攝影

的百

岳 

玉山 246 61.3 

網路相簿 83 20.7 雪山 162 40.4 

雲端分享硬碟 18 4.5 合歡山 191 47.6 

其他 12 3.0 南湖大山 176 43.9 

如何

了解

登山

攝影 

官方網站 133 33.2 大霸尖山 113 28.2 

社群網站 294 73.3 其他 30 7.5 

報章雜誌 165 41.1 為何

選擇

玉山

登山

攝影 

第一高峰 171 42.6 

親朋好友 223 55.6 玉山景觀 180 44.9 

網路分享 149 37.2 體驗登山旅遊 146 36.4 

解說叢書資料 67 16.7 休閒旅遊 177 44.1 

其他 10 2.5 認識生態 57 14.2 

所攜

帶的

攝影

器材

種類 

即可拍 23 5.7 其他 7 1.7 

傳統底片相機 18 4.5 如何

了解

玉山 

官方網站 225 56.1 

數位單眼 167 41.6 其他網站媒體 258 64.3 

微單眼 58 14.5 步道解說牌示 132 32.9 

類單眼 63 15.7 官方解說叢書 90 22.4 

輕便型數位相機 162 40.4 其他 26 6.5 

拍照智慧型手機 267 66.6  

其他 4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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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透過何者媒體或管道來了解玉山主峰線登山步道？(複選) 

依據表 4.3 可知，受訪遊客了解玉山主峰線登山步道比例最高是透過

其他相關網站、部落格或討論區，佔有 64.3%。其次才是經由官方網站來

取得資訊的人次達 56.1%。而這兩者比例相當，也都超過半數以上，這顯

示受訪遊客若想取得玉山主峰登山步道之相關資訊，除了會經由官方網

站內之專業內容取得外，主要還是會從眾多團體與網友們所經營的豐富

部落格與網站中取得。探究原因除了便利的因素外，網站還擁有即時相

互交流與分享行為的功能，這些條件再再讓網路成為最容易獲取有關玉

山登山相關資訊與知識的主要媒體管道。 

 

4.2 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此統計分析主要是可以根據平均數和標準差指標數值，對觀察變項樣

本中基本特質之分布情形做初步了解，全盤探知受訪者對於問項內容所

關注傾向程度。統計結果如下說明: 

4.2.1 登山攝影的認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登山攝影的認知作描述性統計分析，共 9 題問項。由表 4.4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前五名依高低排名分別為:「從事登山攝影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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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身心健康」、「自己拍攝的照片會引起親朋好友有興趣安排登山旅遊

活動」、「拍攝沿途風景是必要的」、「登山攝影是具困難與冒險的」、

「拍攝記錄過程是必要的」五項。而受訪者在登山攝影的認知各變項中，

得分最高者為「從事登山攝影有助於身心健康」，其平均數達 4.44。 

 

表 4.4 登山攝影的認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

念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構面 

標準差 

認

知 

1.從事登山攝影有助於身心健康 4.44 0.69 

4.02 0.80 

6.自己拍攝的照片會引起親朋好友有興趣

安排登山旅遊活動 
4.09 0.72 

2.拍攝記錄過程是必要的 4.08 0.83 

9.登山攝影是具困難與冒險的 4.05 0.81 

3.拍攝沿途風景是必要的 3.98 0.87 

4.拍攝地標景點是必要的 3.97 0.86 

8.登山攝影與一般攝影不同 3.94 0.82 

7.透過照片分享登山旅遊的過程必會受矚

目的 
3.89 0.81 

5.拍攝生態動、植物是必要的 3.76 0.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登山攝影的認知具有相當大程度皆普遍認為從

事登山攝影是有助身心健康的，也顯示出受訪者自己對於從事登山攝影

所拍攝內容主要是以風景及紀錄過程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會

認為自己從事一趟登山攝影的行程後，過程中所拍攝的相關照片會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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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親朋好友有高度的興趣也想跟著安排登山活動。另外，也有認知到

登山攝影其實相較於一般休閒旅遊，是一項比較屬於仍是具有困難度及

冒險性的活動。 

 

4.2.2 登山攝影的情感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在登山攝影的情感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共 5 題問項。由表 4.5

中可得知，各問項以平均數最高排序為「拍照分享登山過程是開心的」、

「拍登頂照會有成就感」、「登山攝影是快樂的」、「登山攝影是有吸引力

的」及「登山攝影有新奇體驗」。而在登山攝影的情感各變項中，得分最

高者為「拍照分享登山過程是開心的」及「拍登頂照會有成就感」，平

均數為 4.26。 

 

由此可知，受訪者在從事一趟登山攝影活動後，在身心感覺上大都認

表 4.5 登山攝影的情感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

念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構面 

標準差 

情

感 

4.拍登頂照會有成就感 4.26 0.76 

4.12 0.74 

5.拍照分享登山過程是開心的 4.26 0.68 

2.登山攝影是快樂的 4.03 0.76 

1.登山攝影是有吸引力的 4.03 0.73 

3.登山攝影有新奇體驗 4.02 0.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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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正向快樂的，並且覺得能透過照片與其他人分享登山過程中的點滴

是開心的。而辛苦挑戰高山，成功完成一座山岳的攀登後，在山頂拍攝

登頂照是會產生成就感的。受訪者也大致覺得從事登山攝影是具有吸引

力的活動，也能帶來生活上新奇的體驗。 

 

4.2.3 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檢測受訪者對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共 7 題

問項。由表 4.6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最高的前五名分別為「與親朋好

友分享登山旅遊影像」、「網站呈現的照片內容與品質」、「服務中心展示

的影片與內容」、「解說叢書或摺頁內容品質」、「解說牌示呈現的精美照

片」此五項。得分最高者「與親朋好友分享登山旅遊影像」平均數為 4.06。 

 

表 4.6 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

念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構面 

標準差 

主

觀

規

範 

7.與親朋好友分享登山旅遊影像 4.06 0.73 

3.72 0.92 

6.網站呈現的照片內容與品質 3.95 0.95 

4.服務中心的介紹影片與展示內容 3.77 0.94 

5.解說叢書或摺頁內容品質 3.70 0.96 

3.解說牌示呈現的精美照片 3.68 0.92 

1.登山客攜帶的攝影器材等級或類型 3.49 0.98 

2.登山步道上設置的解說牌示內容 3.40 0.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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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對於影響受訪者進行登山攝影的意願上來說，想要與親朋

好友分享登山旅遊影像佔第一位，明顯可見受訪者從事一趟旅程後，想

藉由與周遭親友們分享交流，交換心情的普遍熱絡程度；其次才分別為

遊客服務中心展示的影片與內容，管理營運業者出版的解說叢書或摺頁

內容品質，步道上解說設施的精美照片等這些外在因素所呈現的內容影

像狀況所影響。 

 

4.2.4 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檢測受訪者對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描述性分析，共 5 題

問項。由表 4.7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最高的排名分別為「登山技術與

知識」、「經濟能力是否足夠」、「攝影技術與知識」、「休假時間是否足夠」、

「攝影器材與登山裝備」此五項。得分最高者「登山技術與知識」平均

數為 3.41。 

表 4.7 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

念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構面 

標準差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1.登山技術與知識 3.41 0.82 

3.27 0.89 

5.經濟能力是否足夠 3.28 0.98 

2.攝影技術與知識 3.27 0.83 

4.休假時間是否足夠 3.20 0.90 

3.攝影器材與登山裝備 3.20 0.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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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對於影響受訪者進行登山攝影所自覺的能力與條件上來說，

本身會優先評估到自己是否具有登山技術與知識佔第一位，其次亦會分

別加以考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是否足夠讓我從事登山攝影；再來才是考

慮是否已具有相當攝影技術與知識，最後才會衡量到自己的休假是否足

夠、攝影器材及登山裝備是否足夠來做為後續的評估與考量。 

4.2.5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描述性分析，共 8 題問項。由表 4.8

中可得知，各問項平均數最高的前五名排列分別為「會透過網路媒體分

享照片」、「充實登山技能與攝影知識」、「透過網站或照片從事登山攝影

活動參考依據」、「因登山攝影而欣賞山岳攝影作品」、「登山攜帶攝影器

材」此五項。得分最高者「會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照片」平均數 3.96。 

 

表 4.8 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構

念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構面 

標準差 

行

為

意

圖 

4.會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照片 3.96 0.78 

3.80 0.84 

2.充實登山技能與攝影知識 3.91 0.75 

8.透過網站或照片從事登山攝影活

動參考依據 
3.85 0.80 

6.因登山攝影而欣賞山岳攝影作品 3.83 0.86 

1.登山必攜帶攝影器材 3.81 0.90 

5.為了拍照而參與登山攝影 3.77 0.81 

3.因登山攝影而更喜愛登山活動 3.68 0.86 

7.購買山岳攝影作品相關產品 3.58 0.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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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中，結束登山活動後會

透過網路分享照片的因素為最高，再次驗證受訪的遊客在完成一趟登山

旅程後，極仰賴透過網路與親朋好友們分享照片，從中獲得樂趣的強烈

意圖。其次則是因為有意願想參與登山攝影而會著手去充實登山技能與

攝影等相關知識，甚至因為進行了登山攝影後會開始欣賞與觀注到山岳

攝影的作品，進而影響其從事登山活動時都會不忘記必須攜帶攝影器

材。 

 

4.3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依據計畫行為理論為概念假設，並參考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相關

休閒及登山活動之行為意圖研究問卷架構所設計，但在於觀測問項之內

容加入部分較為貼近戶外營運及管理業者所關注之題項因素，因此，謹

慎認為整體理論概念仍屬於資料探詢與摸索階段，需要經由因素分析試

圖找出問題，萃取歸納出初步的構念，所以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資料處理前，應必先判斷出取樣適當性之衡量

數 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及

Bartlett’s 球型檢定之多變量常態分配資料是否適合因素分析。若 KMO≧

0.9 則為優良，0.9＞KMO≧0.8 則表示良好，0.8＞KMO≧0.7 表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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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KMO＜0.5 則無法接受，不能成立 (Kaiser, 1970)。Bartlett’s 球型檢定

則觀察 P 值顯著水準是否＜0.01。 

本研究整體及各構面的KMO及Bartlett’s球型檢定值如下表 4.9所示，

結果顯示本研究資料樣本符合進行因素分析之要求。 

 

表 4.9 KMO 及 Bartlett’s 球型檢定值分析表 

構念 KMO Bartlett’s P 值 

認知 0.83 992.51 0.000 

情感 0.83 1119.48 0.000 

主觀規範 0.83 956.39 0.000 

知覺行為控制 0.77 1004.06 0.000 

行為意圖 0.88 1372.53 0.000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確定 KMO 值及 Bartlett’s 球型檢定合格後，即可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縮減維度，萃取構念，而後採用 Cronbach’s α 值進行信度檢驗。因素萃取

主要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選擇特徵值

大於 1 及最大變異(Varimax)轉軸，以共同決定因素構面數。進行因素分

析時，以三項標準 (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作為萃取因素

的判斷： 

1)因素負荷量超過 0.6； 

2)共通性超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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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何題項不能同時負荷在兩個以上的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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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各構面之因素內容、因素負荷量、共通性、特徵值、累積解釋

變異量以及信度檢測分述如下： 

4.3.1 登山攝影的認知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 9 題問項衡量。經探索性因素資料萃取分析後，其中第 6 問

項因單獨題項增加為第七個變項，優先予以縮減刪除。此外，第 1 問項

「我認為從事登山攝影有助於身心健康」，雖然在描述性統計之平均數高

達 4.44 分的認同聚合度，但經二次萃取後卻亦僅能單獨形成單題萃取獨

立出新構面，第 7 問項情況亦同，故本構面進行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後，

原為 9 題問項，經刪除上述不符合條件之第 1、6、7 題，其餘順利縮減

維度成 6 題問項，可重新萃取出兩個新的構面。 

依據變項內容將重新萃取出的新構面分別命名如表 4.10 所示： 

1. 拍攝景物 

本構面因素包含「拍攝沿途風景是必要的」、「拍攝記錄過程是必要的」、

「拍攝地標景點是必要的」及「拍攝生態動、植物是必要的」等四個變

項，問項內容都以拍攝各類景物的相似題項，故將之命名為「拍攝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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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 3.083。 

2. 獨特冒險 

本構面因素包含「登山攝影是具困難與冒險的」及「登山攝影與一般

攝影不同」二個變項，問項內容皆是探知受訪者對登山攝影是否仍認為

與過去登山的性質有所一致，探知登山與旅遊有所差異的本質型態結合

攝影的認知為何。特徵值 1.17。 

以上此兩構面各別解釋變異量為 43.88%及 26.91%，累積解釋變異量

合計為 70.79%。整體因素負荷量在 0.87~0.71 之間，且共通性皆大於 0.5。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3 及 0.72。 

 

表 4.10 登山攝影的認知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念 

構

面 

特徵

值 

解釋 

變異量 

Cronbach’s 

α 值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共通性 

認

知 

拍

攝

景

物 

3.08 43.88% 0.83 

3.拍攝沿途風景是必要的 0.86 0.76 

2.拍攝記錄過程是必要的 0.83 0.72 

4.拍攝地標景點是必要的 0.80 0.66 

5.拍攝生態動、植物是必要的 0.71 0.55 

獨

特

冒

險 

1.17 26.91% 0.72 

9.登山攝影是具困難與冒險

的 
0.87 0.79 

8.登山攝影與一般攝影不同 0.86 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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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登山攝影的情感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量表中受訪者對登山攝影的情感之 5 題問項進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經採最大變異數直交轉軸，且依照前述所設定之三項因素判斷

準則，未刪除任何問項，收斂成單一構面，累積解釋變異量達 67.76%，

特徵值 3.39，因素負荷量在 0.86~0.75 之間，且共通性也都大於 0.5，整

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則為 0.88。研究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登山攝影的情感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面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異量 

Cronbach’s 

α 值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共通性 

情

感 
3.39 67.76% 0.88 

2.登山攝影是快樂的 0.86 0.75 

1.登山攝影是有吸引力的 0.86 0.74 

3.登山攝影有新奇體驗 0.86 0.73 

5.拍照分享登山過程是開心的 0.79 0.62 

4.拍登頂照會有成就感 0.75 0.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構面，原以 7 題問項衡量。進行因素分

析後刪除不符合萃取條件之第 1、2、7 題，收斂成單一構面，累積解釋

變異量 75.52%，特徵值 3.02，因素負荷量在 0.91~0.81 之間，且共通性皆

大於 0.6。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9。研究結果如表 4.12 所示： 



 
 
 
 
 
 
 
 
 
 
 
 

 

88 

 

 

表 4.12 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面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異量 

Cronbach’s 

α 值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共通性 

主

觀

規

範 

3.02 75.52% 0.89 

4.服務中心展示的影片與內容 0.91 0.83 

5.解說叢書或摺頁內容品質 0.90 0.80 

6.網站呈現的照片內容與品質 0.85 0.72 

3.解說牌示呈現的精美照片 0.81 0.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4 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以 5 題問項進行探索型因素分析，

未刪除任何題項，收斂成單一構面。其累積解釋變異量 62.78%，特徵值

3.14，因素負荷量在 0.85~0.69 之間，且共通性皆大於 0.4。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5。研究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面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異量 

Cronbach’s 

α 值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共通性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3.14 62.78% 0.85 

2.攝影技術與知識 0.85 0.73 

3.攝影器材與登山裝備 0.84 0.70 

1.登山技術與知識 0.80 0.64 

5.經濟能力是否足夠 0.77 0.59 

4.休假時間是否足夠 0.69 0.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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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以 8 題問項衡量，進行因素分析。未

刪除任何題項，收斂成單一構面，累積解釋變異量 53.82%，因素負荷量

在 0.79~0.67 之間，特徵值 4.31，且共通性皆大於 0.4。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8。研究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面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異量 

Cronbach’s 

α 值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共通性 

行

為

意

圖 

4.31 53.82% 0.88 

3.因登山攝影而愛登山活動 0.79 0.63 

5.為了拍照而參與登山攝影 0.76 0.57 

6.因登山攝影而欣賞山岳攝

影作品 
0.76 0.57 

8.透過網站或照片從事登山

攝影活動參考依據 
0.76 0.57 

1.登山攜帶攝影器材 0.73 0.53 

2.充實登山技能與攝影知識 0.70 0.49 

7.購買山岳攝影作品相關產

品 
0.70 0.49 

4.會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照片 0.67 0.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主要用於研究是承襲既有成熟之理論架構下，分析

證實研究設定的因素結構是否符合既有概念。本研究著重在預測登山攝

影之行為意圖，雖概念設定是依據計畫行為理論為架構，然而在觀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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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因素中因部分加入了從業觀察與產、官、學界等專家建議之問項，故

整體研究構念應謹慎歸納在摸索探詢之階段。 

既是研究構念仍不明確，故優先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確立各項因素指

標後，再經逐步縮減題項維度與重新萃取構面成立確認事先假設之模型

概念。但為加強本研究之嚴謹性，應再深入驗證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後

所萃取出模型構念因素之結構適配性，故決定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再加

以確立測量模型的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因素之信效度。 

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5。整體潛在變項依組合信度

(Component Reliability, CR)和平均萃取變異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之指標，除了行為意圖構面平均萃取量 0.48 數值略低以外，其餘大

致符合，這說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支持各變項的建構效度，也顯示探

索性因素分析所萃取出的因素結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適切性。 

以下就各構面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述如下： 

4.4.1 登山攝影的認知 

本研究將登山攝影的認知構面分成「拍攝景物」與「獨特冒險」二個

子構面，透過表 4.15 可以看到登山攝影的認知構面，各測量變項的因素

負荷量皆達到 0.45 以上，介於 0.63~0.84 之間，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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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兩者分

別為 0.84、0.73，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的範圍，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

項有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異量兩者皆為 0.56，均

符合 Bagozzi & Yi (1988)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代表「拍攝景物」與「獨

特冒險」之測量變項之間皆具有收斂效度。 

4.4.2 登山攝影的情感 

本研究將透過表 4.15 可以看到對登山攝影的情感構面，各測量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達到 0.45 以上，介於 0.61~0.87 之間，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

為 0.88，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的範圍，而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有

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異量為 0.60，符合 Bagozzi & 

Yi (1988)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代表「情感」的潛在變項具有收斂效度。 

4.4.3 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 

本研究透過表 4.15 可以看到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構面，各測量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達到 0.45 以上，且介於 0.73~0.91 之間，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

為 0.89，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的範圍，而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有

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異量為 0.69，符合 Bagozzi & 



 
 
 
 
 
 
 
 
 
 
 
 

 

92 

 

Yi (1988)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代表「主觀規範」的變項具有收斂效度。 

4.4.4 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 

本研究透過表 4.15 可以看到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構面，各測量

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到 0.45 以上，且介於 0.51~0.88 之間，且 t 值皆大

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的潛在變項之組

合信度為 0.85，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的範圍，而且測量變項與潛在

變項有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異量為 0.54，符合

Bagozzi & Yi (1988)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代表「知覺行為控制」的變項

具有收斂效度。 

4.4.5 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 

本研究透過表 4.15 可以看到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構面，各測量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達到 0.45 以上，且介於 0.62~0.77 之間，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度分析上，本研究所構成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

為 0.89，顯示此測量模式在可接受的範圍，而且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有

高關聯的存在關係。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異量為 0.48，雖不符合Bagozzi 

& Yi (1988)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但是趨近於 0.5，請因為其他變項皆有

達成水準，所以推論「行為意圖」的測量變項亦是具有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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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念 

構

面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衡量

誤差 

標準

誤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萃取

變異量 
SMC 

認

知 

拍

攝

景

物 

5. 拍攝生態動、植

物是必要的 
0.63 0.60 - - 

0.84 0.56 

0.40 

4. 拍攝地標景點

是必要的 
0.71 0.49 0.11 11.40 0.51 

2. 拍攝記錄過程

是必要的 
0.81 0.34 0.11 12.41 0.66 

3. 拍攝沿途風景

是必要的 
0.83 0.31 0.11 12.59 0.69 

獨

特

冒

險 

9. 登山攝影是具

困難與冒險的 
0.72 0.48 - - 

0.72 0.56 

0.52 

8. 登山攝影與一

般攝影不同 
0.78 0.39 0.16 7.13 0.61 

情 

感 

4.拍登頂照會有成

就感 
0.61 0.62 - - 

0.88 0.60 

0.38 

3.登山攝影有新奇

體驗 
0.82 0.33 0.11 12.78 0.67 

2.登山攝影是快樂

的 
0.87 0.24 0.11 13.30 0.76 

1.登山攝影是有吸

引力的 
0.86 0.25 0.10 13.24 0.75 

5.拍照分享登山過

程是開心的 
0.66 0.56 0.09 11.00 0.44 

主 

觀 

規 

範 

3.解說牌示呈現的

精美照片 
0.73 0.47 - - 

0.89 0.69 

0.53 

4.服務中心展示的

影片與內容 
0.91 0.18 0.07 12.77 0.82 

5.解說叢書或摺頁

內容品質 
0.87 0.24 0.07 12.57 0.76 

6.網站呈現的照片

內容與品質 
0.78 0.39 0.07 11.77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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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續) 

構面 測量變項 
因素 

負荷量 

衡量

誤差 

標準

誤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萃取

變異量 
SMC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5.經濟能力是否足

夠 
0.60 0.64 - - 

0.85 0.54 

0.36 

4.休假時間是否足

夠 
0.51 0.74 0.09 8.70 0.26 

3.攝影器材與登山

裝備 
0.82 0.33 0.10 12.25 0.67 

2.攝影技術與知識 0.88 0.22 0.10 12.68 0.78 

1.登山技術與知識 0.78 0.39 0.09 11.92 0.61 

行 

為 

意 

圖 

1.登山攜帶攝影器

材 
0.67 0.56 - - 

0.89 0.48 

0.44 

2.充實登山技能與

攝影知識 
0.65 0.58 0.07 11.36 0.42 

3.因登山攝影而愛

登山活動 
0.77 0.41 0.08 13.11 0.59 

4.會透過網路媒體

分享照片 
0.62 0.61 0.07 10.97 0.39 

5.為了拍照而參與

登山攝影 
0.72 0.48 0.08 12.48 0.52 

6.因登山攝影而欣

賞山岳攝影作品 
0.72 0.49 0.08 12.40 0.51 

7.購買山岳攝影作

品相關產品 
0.64 0.59 0.09 11.26 0.41 

8.透過網站或照片

從事登山攝影活動

參考依據 

0.71 0.50 0.08 12.29 0.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由於在認知構念上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後，重新萃取出兩個

構面，分為「拍攝景物」及「獨特冒險」。本研究亦進一步確認此兩個構

面之間的區別效度(Discriminate Validity)。區別效度為檢視某一構面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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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構面在特質方面之差異程度，藉由比較每個變數量表平均萃取變異量

的平方根與相關係數，來驗證研究構面與題項之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由表 4.16 可知，認知構念經重新萃取兩個構面的平均萃

取變異量之平方根均大於該構面的相關係數，顯示此兩構面之間具有區

別效度，也就是此兩構面題項之間確實具備一定之差異程度。 

 

表 4.16 認知兩構面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構面名稱 拍攝景物 獨特冒險 

拍攝景物 0.75  

獨特冒險 0.38
**

 0.76 

註一：對角線上為平均解釋變異(AVE)的平方根。 

註二：**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6 模式基本適配指標─違犯估計檢測 

在評鑑模式適配度之前，須先檢查違犯估計(Offending Estimate)，其

目的是指在測量模式或結構模式中，是否有參數超過可接受的範圍，如

果有，就表示整個模式的估算是不正確的，整個模式會獲得不正當的解，

必須加以修正。依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等(1998)提出常發生

的違犯估計有其三項檢測標準，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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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負的誤差變異數存在； 

2)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近 1（≧0.95）； 

3) 有太大的標準誤（黃芳銘，2004）。 

違犯估計檢測分析結果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違犯估計檢測分析結果表 

基本配適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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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t

值>1.96 皆達顯著水準 
是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近 1(≧0.95) 介於 0.51~0.91 是 

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 標準誤最大的值為 0.16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7 可知，本研究模式的基本適配度達到配適，未有違犯估計

的情況。 

 

4.4.7 整體模式適配度 

整體模式驗證分析是為了驗證整體模式結果與先前理論之假設模式

是否一致。本研究整體模式驗證分析，參照  Bagozzi & Y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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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öreskog & Sörbom (1996) 與 Bentler (1990)的意見，挑選七項指標作為進

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基準： 

1) χ 2 值建議愈小愈好； 

2) χ 2 值與其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的比值小於 3； 

3) 適配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大於 0.9； 

4) 調整後的適配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大於

0.9 

5) RMR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越接近 0 越好； 

6) 平方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小於 0.08； 

7) 比較適配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大於 0.9。 

整體分析結果，如表 4.18 顯示，雖然有些指標值略高於或略低於建

議值，但大致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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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驗分析結果表 

適配評鑑指標 量表整體 與理想指標數值對照 

χ
2
 792.45 － 越小越好 

χ
2
/df 2.42 達成 <3 

GFI 0.88 略低但可接受 >0.9 

AGFI 0.85 略低但可接受 >0.9 

RMR 0.11 略高但可接受 趨近 0 

RMSEA 0.06 達成 <0.08 

CFI 0.92 達成 >0.9 

1.參照 Bagozzi & Yi (1988)、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與 Bentler (1990)

的意見，挑選以上七項指標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 

2.Scott (1994)認為 AGFI 值在 0.8 以上即可接受(Segars & Grover,19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假設驗證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總體資料驗證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將整體模式繪成路徑

關係圖，如圖 4.1 所示。顯著水準*p<.001 標準下，研究假設顯著成立的

路徑以實線表示，假設不顯著的路徑以虛線表示。 

以下將針對各變項間的關係分別做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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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整體模式路徑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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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認知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關係 

登山攝影的認知包含「拍攝景物」及「獨特冒險」兩個子構面，對登

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影響之路徑係數分別為 0.22(t=3.55)及 0.05(t=0.87)，由

此顯示「拍攝景物」的認知對於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已達到水準以上的

顯著影響，驗證受訪者主要會因為想拍攝景物而有意願從事登山攝影活

動。但是，在對於登山攝影具有「獨特冒險」的認知上，對於影響受訪

者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卻是不顯著的。因此，在認知構面的假設僅

達到部分成立，如表 4.19 所示。 

這顯示拍攝景物是促使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行動推力。亦即，當遊

客認為在登山攝影的過程中，若能拍攝到沿途所看見的感動風景、所觀

察的動植物、或透過攝影紀錄沿途風光與登山過程，這些因素都可能影

響遊客會因此更熱愛登山攝影活動。另外，對登山攝影具獨特冒險的認

知觀點來看，受訪者雖然依舊認為從事登山攝影應仍具有一定的冒險性

與困難度，然而，卻並不會因此因素進而影響其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行

為意圖。這說明登山攝影對受訪者而言，在其本質上仍認定是屬於具有

獨特冒險的休閒活動，然而或許是因高達 76%的台灣百岳已在三座高山

型國家公園投入相當經費與人力施作規畫整修的完善經營之下，還有林

務局對國家登山步道的開發完善與安全性提升，已不再是影響受訪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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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意願從事登山攝影的考量因素了。 

 

4.5.2 情感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關係 

受訪者在登山攝影的情感構面對其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路徑

係數為 0.50(t=7.72)，達顯著影響水準。這代表受訪者對登山攝影的情感

構面顯著影響其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因此接受本研究假設二，如表

4.19 所示。 

這結果說明，遊客認為登山攝影之旅遊活動因為開始普及現象而逐

漸產生吸引力，大致感覺完成一趟登山攝影能帶給他們快樂，並增加生

活上新奇的體驗感受。同時，受訪者也感覺到每完成一趟登山行程時，

順利成功登頂後，愉快的拍回登頂照攜帶下山予以保留紀念與分享，能

產生成就感，感覺到下山後透過社群網站或網路媒體分享登山過程所拍

攝的各類影像，或是炫耀登頂後的成就感是開心的。這些公佈分享的影

像亦使得親友之間可互相討論與交流，增進感情，並影響其他人安排下

次如何進行相似的行程規劃。這些諸多的正面情感影響，讓受訪遊客因

此更有意願從事登山攝影活動。這情況如同 Goodall (1988)認為，如果遊

客對旅遊地產生正面的體驗，旅客將會對旅遊地產生偏好而期待下一趟

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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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主觀規範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關係 

促成登山攝影的外在主觀規範對受訪者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

路徑係數為 0.28 (t=5.56)，達顯著水準，代表促成登山攝影的外在因素會

影響受訪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此假設三成立，如表 4.19 所示。 

這研究顯示當旅遊景點的遊客服務中心內所展示呈現的介紹影像與

照片內容越精美，解說叢書或摺頁內容越清楚，版面編排越豐富，相片

印刷品質越優良，或是親友們透過社群網站、營運管理業者於宣傳網站

上所呈現的影像內容與品質越高解析，越能將旅遊當地的景物、地標特

色漂亮清楚展現出來，這些眾多的外在因素都可能吸引遊客對欲從事的

登山攝影景點心所嚮往，進而正向影響遊客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

圖。 

 

4.5.4知覺行為控制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之關係 

受訪者本身對登山攝影的知覺行為控制，亦即本身對從事登山攝影的

能力與條件之評估，對其登山攝影行為意圖之路徑係數為 0.31 (t=6.03)，

達顯著影響水準。這代表受訪遊客衡量自我對登山攝影的能力與條件會

影響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此假設四成立，如表 4.19 所示。 

這研究說明，受訪者感覺自己本身對於登山和攝影的技術與知識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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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充足，攝影器材及登山裝備若是越齊全，經濟能力與休假時間若是越

足夠等等，這些本身背景環境所具備的條件與能力表現越佳，能夠從事

登山攝影的機會與行為意願也就越提高。 

 

表 4.19 假設驗證分析結果表 

變數之關係 路徑係數 t 值 方向 假設驗證結果 

H1 認知 
拍攝景物→行為意圖 0.22* 3.55 ＋ 

部分成立 
獨特冒險→行為意圖 0.05 0.87 不顯著 

H2 情感→行為意圖 0.50* 7.72 ＋ 成立 

H3 主觀規範→行為意圖 0.28* 5.56 ＋ 成立 

H4 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 0.31* 6.03 ＋ 成立 

* p 表<.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納入受訪者對於行為意圖其他變項的進一步分析，

都將明顯發現到受訪者在從事登山攝影之後，進而更確定他們願意繼續

攜帶攝影器材登山，甚至會積極接觸參與登山攝影活動，願意更廣泛學

習相關登山與攝影的知識技能。並且，在每一趟活動結束後，會想透過

網路上各式媒體，如社群網站、部落格、YouTube 等平台，去分享登山

攝影過程中所拍下的各種影像照片，更會因此而開始欣賞與關注有關山

岳攝影作品，留意其他親友透過網路分享影像的行程紀錄，亦或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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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相關影像畫面來做為參考與安排自己下一趟的登山行程。少部分的

受訪遊客也會開始願意花費金錢去購買與山岳有關的攝影作品所製作成

如紀念產品、海報、明信片、攝影集或 DVD 等影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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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數位相機推陳出新的成長速度，使其越趨平價化與輕便化，翻轉當今

人們拍照的攝影行為，因而引發過去被視為獨特冒險性的登山活動因數

位相機的介入與登山步道的開發完善，逐漸轉型成一般登山旅遊活動。

吸引越來越多大眾以親近大自然拍照記錄留念及拍攝創作自然美景為主

要動機有興趣從事登山攝影旅遊活動。同時，適逢行動網路成為最便利

的傳輸通訊媒介，帶動社群網站、即時通及雲端硬碟使用人口的激增，

促使從事登山攝影的民眾，開始懂得大量運用登山旅遊影像做為分享交

流之行為，或經由別人所分享的登山影像安排登山旅遊行程的參考。這

些原因更進一步影響到越來越多人有意願從事登山攝影。 

本研究依循登山旅遊化及攝影大眾化所形成的登山攝影這項當前頗

富新鮮的戶外休閒旅遊方式，予以探討此類型的登山遊客在於從事登山

攝影之認知、情感、主觀規範、知覺能力與行為意圖，據以提出研究發

現瞭解登山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看法與感受，並冀望研究結果能提供公、

私經營管理者、辦理登山旅行社業者、登山社團、國家公園相關機構或

是相關戶外遊憩或攝影類雜誌出版商等相關實務操作方針，以發掘有效

的經營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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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結論 

5.1.1 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個人資料背景結構剖析： 

本研究依受訪者之個人資料結構分析中發現，從事登山攝影旅遊活動

是不分性別的，且以居住北部及中、壯年齡層族群為主要參與人口，教

育程度大專以上佔有極高的比例，這其中研究所占有比例亦不在少數，

職業類別大多數為一般上班族群居多，年薪資收入頗高。 

再依個人背景狀態分析發現，多數人們會藉由登山活動接近原始的大

自然，藉由欣賞青山綠水、享受山野樂趣來達到休閒放鬆的效果。通常

以每三個月安排一次，一年平均約 2~3 次，行程當中大都會使用輕便的

智慧型手機或是一般型數位相機沿途依照個人的感受，拍攝紀錄與親友

們所共遊登山活動中的每一段時光，其次，部分遊客也會選擇使用高階

單眼數位相機拍攝高品質的山岳風景作品。無論是自拍、架腳架拍攝自

己加入的團體照、紀錄親友們共聚時光的歡樂氣氛與辛酸樂趣，或是和

著名的地標、三角頂點、優美景色合照等等，都是整趟登山過程不可忽

略的拍攝重點。對照從事登山攝影受訪遊客所拍攝的內容與題材類型結

果，支持符合本研究對登山攝影定義的內容：是一項泛指為人們在從事

登山休閒活動中，以自我感受為出發點，對於行程中一切相關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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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物，運用專業或非專業的攝影器材予以自由記錄、創作的攝影

行為。 

而且，受訪遊客幾乎大致都認為從事登山攝影是有助於身心健康的，

並覺得拍攝回來的各種影像極具有留念紀錄價值，除了可複製回受感動

的自然美景與記錄生活旅遊體驗供日後重溫這趟旅程的記憶，拜網路科

技之賜，也會善用網路媒體或雲端硬碟選擇將紀錄的影像或是拍攝到精

彩的攝影作品發佈於 Facebook社群網站上即時與其他親友們分享登山旅

遊之歷程體驗，並針對所發佈之影像內容予以討論沿途風景特色與經歷

過程、分享登頂喜悅與成就感。無論是同行或未同行的親朋好友們，甚

至互不相識的網友，這一路上美好的或是不愉快地，都可依隱私權限的

設定加以共同熱烈談論，還能將創作滿意的攝影作品發表於專業攝影網

站或社群中相互評論交流，甚至參加攝影比賽等作用，這都是這些經由

登山攝影帶回來的影像所產生之後續效應。 

此外，因為登山旅遊與攝影這兩種活動事件具有呼朋引伴的興趣誘因，

所以在朋友和同事這群志同道合的同好相吸效應下，選擇同行的夥伴自

然就以對登山攝影有共同嗜好的同儕最多，參與社團的反而是其次的選

擇。研判認識的同好之間，不管是對登山裝備採購或是功能技術應用與

切磋，都能產生更緊密的共同體驗與交流討論的樂趣。反觀社團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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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仍僅著重在於登山層面，目的仍是帶領登頂，並未將已逐漸普及

的登山攝影行為給納入登山活動規畫需求的項目中，甚為可惜。重要的

是，研究發現願意從事登山攝影活動的受訪者通常會有長久參與的延續

性，也就是當他們愉快並有成就感的登完一座山，會想要再挑戰下一座

山；拍攝過這個地點具有特色的地標或自然景觀，會想再繼續拍攝另外

一個地點的自然景觀。因此調查中對於從事登山攝影已超過三年以上資

歷的受訪遊客佔了大多數，是不得不重視的要點之一。 

 

5.1.2 計畫行為理論各構面與相關變項之影響關係剖析： 

一、態度： 

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對於難得能親自走訪一趟山林而言，順利完

成一趟登山攝影行程歸返後，大致認為拍攝優美景物是登山攝影過程中

所不能或缺的，這也正是強烈吸引遊客願意攜帶攝影器材走進山林的主

要誘因。遊客依著自我感受為出發點，透過攝影器材拍攝沿途所見所感

受到的特殊歷史人文、體驗自然戶外環境教育、徜徉眺賞優美景觀、認

識特色地標、動植物生態等等，從本研究可探知遊客進入山林後對哪些

景物才是有高度興趣的拍攝題材，自然可了解到他們觀注到哪些方面的

相關影像與地標景點的意象呈現。而在感受這些遊憩過程的體驗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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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達到身心健康愉快與促進放鬆壓力的價值，也會從中帶來快樂與新

奇的感受，增加完成登頂任務的成就感。由此可知，遊客對於登山攝影

活動的認知與感覺，大致都具有顯著正面之情感表現。 

唯遊客對於登山攝影具有獨特冒險的觀感，卻對其從事登山攝影不具

有顯著影響。顯示從事登山攝影的遊客雖然認為登山還是具有獨特冒險

的性質，但以大部分為一般旅遊民眾的觀點來看，他們面對現今如玉山

主峰線這類已趨近於旅遊化登山步道的認知而言，並不至於會影響其從

事登山攝影活動的行動力或意願。這也是不得不重視的要點之一。 

二、主觀規範： 

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是以登山為主要動機攜帶攝影器材隨行，再

依本身沿途當下所面對的感受去拍攝記錄過程中所有想拍攝的任何一切

紀錄，所以依此動機，自然對於攝影器材的等級或類型較為不在意。重

要的是，當受訪遊客抵達當地的旅遊景點之後，卻會因為這一趟行程步

道上的景觀特色，透過遊客服務中心各種媒體設施，如解說牌示的照片

內容、所展示的介紹影像、解說叢書或宣導摺頁等，或是出發前透過旅

遊指南、官方或其他網站上所呈現出直接會讓遊客接觸觀賞到富含當地

特色景觀的影像畫面內容呈現與影像品質精良與否，經由這些外在因素

或推力皆會對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意願產生正面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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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介紹登山步道或是相關旅遊景點所運用的特色景觀照片，呈現的內容

編排與影像品質若是越優良，越能讓他們想親臨影像地點到此一遊或是

模仿拍攝，進而達到吸引遊客之效力。 

三、知覺行為控制： 

因為受訪遊客認為從事登山攝影大致都具正面的認知影響，所以對活

動參與會產生持續性，這樣的因素推動遊客想要繼續採購高單價高品質

的高階攝影器材，對於登山裝備也會追求更舒適、輕量化，甚至持續專

業化，好用以應付下一趟可能更具挑戰性及更具優美特色的登山路線。

技術方面則因與網友朋友們的交流學習與累積經驗增加，亦開始精益求

精，搭配社群網站、即時通的分享樂趣，圈子隨之擴展開來，這都會讓

登山攝影活動成為生活中更長久持續性的休閒活動。這也正是讓原本只

做一般攝影的民眾有機會提升到業餘攝影性質的行為過程。 

然而，受訪者年齡層因大多以中、壯年族群為主，此族群礙於平時工

作繁忙的束縛，必須衡量到自己本身環境與背景所具備的能力與條件，

如自身登山、攝影各種裝備是否足夠齊全；知識與技術是否充足，或者

是休假時間是否充裕、經濟能力可否應付等等，這些本身所具備的能力

與條件之相關因素，都可能成為對其是否有意願持續從事登山攝影的行

為意圖產生相當顯著的一定影響。換句話說，倘若能促使一般型、業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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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登山攝影遊客日漸精進本身對於從事登山攝影的能力與條件，如增

加裝備充實技能，克服工作時間與經濟壓力的束縛限制，則可能更能增

進這些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動力與參與意願。 

四、行為意圖： 

藉由整體構面的影響發現，受訪遊客對登山攝影拍攝的觀感認知、愉

悅情感、分享動機，或是對於攝影器材、遊客中心的影像內容呈現等外

在因素，以及衡量本身從事登山攝影的知識、能力與條件等，都可能正

面影響到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更重要的是，在步道安全規劃

的前提下，已可忽略獨特冒險的限制因素。這由以上種種狀態，我們可

清楚發現這些正面促成遊客對登山攝影行為意圖的影響動機確實能有效

地吸引遊客他們會因此更熱愛登山攝影而繼續參與活動；會更認為必攜

帶攝影器材從事登山；願意繼續充實登山與攝影的相關技術與知識；採

購汰換器材與裝備。然後開始懂得欣賞有關山岳攝影的作品；吸引少部

分的人願意花費採購精美的照片海報、明信片或書籍雜誌，平時也會留

意觀賞或參考他人及官方所呈現分享有關登山的各類型影像，來作為自

己規劃下一趟登山攝影行程的依據或是創作取景的拍攝模仿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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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務建議 

銜續上述，綜觀本研究之總體結論得知，受訪遊客對於登山攝影的態

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構面因素的影響越正向，對其參與登山

攝影的行為意圖也會隨之越高。故依此結果，可由顯著的影響因素具體

提供幾點策略性的建議給公、私戶外遊憩經營管理者、辦理登山旅行社

業者、登山社團、攝影社團、或是報導戶外遊憩或攝影類雜誌、出版商

等等相關營運管理業者對於未來步道景點的介紹、經營規畫與宣傳廣告、

媒體行銷設計方向之參考。 

 

一、在認知與情感面，了解遊客所關注的影像題材與類型 

由本研究或可推估，登山遊客在於登山攝影的態度方面所最重視的便

是拍攝景物這一層面。業者應從此了解到遊客對於登山攝影時，從記錄

過程、風景、地標或是動、植物等，會在行程中所出現的重要景物都應

被相當的重視，尤其在於優美自然風景的吸引動機上。經營管理者或是

出版商由此可預測出不同類型遊客所拍攝的內容以及對照片影像所關注

的方向性，清楚瞭解透過不同題材內容、類型與影像，凸顯意象特色呈

現，適當用於文宣宣傳與應用，藉此讓遊客得以用簡單快速的方式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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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到旅遊當地之特色景觀、吸收行銷宣導知識與廣告內容，獲得經營

者與消費者最佳溝通的直接效應。 

 

二、在主觀規範之外在因素上善用影像於廣告宣傳媒體 

從本研究之結果發現，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會特別留意到當地遊

客服務中心、解說叢書或旅遊摺頁資料等解說設施與出版品內所介紹與

展示出來的精美影像內容。台灣具備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資源，極適合

發展戶外休閒觀光，面對越來越多遊客從事自然步道的遊憩休閒活動，

除了原本就該重視的野外安全議題外，最基礎的山野知識宣導推廣與自

然環境教育層面上，都應該必須被嚴格的重視，甚至思考在於如何利用

這些議題吸引更多遊客有興趣持續蒞臨，唯有創新推出更多提供遊客閱

讀與吸收資訊的平台，才能達成宣導成效與拉攏遊客的目的。這對於專

門經營戶外遊憩場所之業者來說，正如李瑞宗(2003)所指出自導式步道

是透過提供一些經規劃、設計的解說媒體，讓遊客自行去導覽，認識步

道上特殊的人文、自然等事物；而解說媒體則包括標誌牌示（特別是解

說牌）、解說出版品（摺頁、解說手冊）、視聽設備（錄影帶、VCD、DVD、

幻燈片、多媒體、投影機、解說錄音帶）等。端視以上所列舉的解說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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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備大都需要仰賴影像的運用，只要影像使用得當，呈現內容就更具

吸引魔力，自然就能達到與遊客溝通的最佳效果。 

此外，從事登山攝影的受訪遊客也相當重視各類型網站上所呈現的照

片與內容，由此不得不加以重視到數位相機的開發碰上網路交換資訊的

快速與無國界之交流共享行為。這樣的行為讓照片與影片形成最容易達

成溝通訊息的媒介。而攝影便是牽涉到照片與影像產出的先前行為，藉

由攝影，尤其在原始山岳景觀類、動植物生態類影像較為鮮少的方面，

累積相當豐富內容的影像與照片，自然就應當格外注重運用這些珍貴影

像在後續網路媒體的廣告行銷開發與應用。如 Reilly (1990)研究指出圖像

明顯可以引用作為廣告或是其它宣傳行銷等策略方案所使用。 

 

三、在主觀規範之外在因素上善用新高品質影像帶來吸力效果 

在受訪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主觀規範之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任何解

說設施、出版品或是網站上所使用的影像畫面，受訪遊客格外注重透過

這些媒體所呈現出影像畫面的精美品質。這個研究發現或可提供經營管

理業者與出版商應當特別重視遊客展示服務中心的規劃、解說媒體內容

的編排、宣傳或是廣告影像的製作、解說叢書及宣導摺頁排版應用、紀

念品開發設計、籌辦環境解說教育課程、行銷簡報、營運網站呈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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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與行銷宣傳相關的對外設施文宣，在其版面設計與編排上都應

盡可能的善用高畫質且富含意象特色的精美影像做為主要輔佐說明之要

求。透過這些高質感的影像畫面，會促使遊客產生高度意願的吸引力來

造訪當地，影響到他們想親臨觀賞及拍攝自然特色美景有很重要關係。

這情況隨著登山攝影的人口越來越多，對各種高品質的攝影影片與照片

類型數量相對增加，而會越來越易於取得。嚴格說來，就連過去少有的

山岳影像都已經因為登山攝影旅遊化人數的增加而越趨增加，搭配越來

越高傳輸速度的網路頻寬，這等於說明高品質影像已全面影響到目前不

管是官方、民間眾多戶外遊憩區域的經營管理業者，或是自然山野旅遊

雜誌出版商，或者是未來承攬規劃的設計單位對於戶外旅遊景點相關展

示設計或出版，甚至是個人經營粉絲團還是部落格都有高度的關係。 

 

四、促進行為意圖可善用網路資源呈現品質優良影像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遊客對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上，對社群網站、部

落格的分享與關注都具有非常強烈的依賴性。Akehurst(2009)就提到對於

旅遊行業的行銷機構正因為網路的關係，也都開始積極考慮擴展網路的

行銷，而且一致認為比傳統的行銷方式更值得依賴。尤其網路可說是遊

客在尚未安排旅程之前可最優先直接便利接觸與了解當地旅遊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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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之一。因此，營運管理業者應須特別重視網站上使用優良影像畫

面的規劃與編排設計。而且，研究發現遊客在親訪高山景點返家之後，

其行為意圖也會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登山過程的影像。也就是說，透過網

站使用高品質的影像畫面可吸引遊客，遊客返家後又會將美好的景色照

片與心情分享出來，達到另一層面的宣傳作用，產生出重重推廣效應。

如 Prideaux & Coghlan (2010)就提到營運商家需要了解這些變化和實施策

略，才可以使他們知道如何能利用這些數位照片來建立公司網站、部落

格等具電子口碑入口市場之潛力提供轉型經營的可能性。未來官方或是

民間山野環境經營管理業者與出版商應當更重視與投入社群網站的經營

或是手機軟體的開發，設計規畫出更能直接迎合貼近遊客的網路資源，

讓遊客快速吸取營運園區內遊憩資訊、山野環境教育及宣導入山、入園

等豐富知識，輕鬆獲得最佳溝通效應。 

 

五、由知覺行為控制面增進遊客本身從事登山攝影之能力與知識 

從本研究之結果發現到，受訪遊客在從事登山攝影旅遊活動之後會因

體驗到登山攝影的益處而更加喜愛登山攝影，且願意持續性的參與，從

而促使他們在知覺行為控制上，想再增進登山與攝影的相關技能與知識。

這可由本研究發現受訪遊客對於從事登山攝影旅遊活動主要的動機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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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著重親近大自然達到釋放壓力，體驗大自然所帶來身心愉悅之功效，

並亟欲的想將優美的山光水景給拍攝複製回來重溫、分享與回味來印證。

大部分的人們都熱愛自然山水，所以古人才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因為充滿原始氣息之山林溪水原本就蘊藏具有靈性的優美自然景觀。在

台灣，多數郊山、中級山已因大部分過度開發失去原有的自然樣貌，高

山則有政府單位如林務局、國家公園等立法保護，所以仍能保育著原始

優良的自然環境。因此，人們若想要接近欣賞更原始的山岳之美，就得

親自從事登高山，又若要將所見之美景給複製保留回來重溫或是分享，

那就得親自攝影。所以，大自然既然存在對於人們吸引的魔力，而人們

若想藉由從事登山攝影獲取到吸引的目的，在知覺行為控制上，除了時

間與經濟是戶外旅遊營運管理業者所無法給予幫助的因素外，對於登山

及攝影的技術學習充實，與器材裝備的採購及使用知識，應當也是可以

加以著手規劃與設計的一個方向。 

公路的開通與登山步道的整建，已為過去一般人想親近的高山百岳開

啟了一扇大門，搭配數位相機及智慧型拍照手機的普及，怎能不吸引更

多想深入山林拍攝山林美景的遊客呢？有鑑於此，近年來遊客從事登山

攝影活動已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公、私戶外遊憩經營管理者、登山或

攝影社團、辦理登山旅行社業者、或是相關出版商與雜誌商是否也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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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重視此類型遊客的需求面及後續活動規劃與配套作為呢？例如辦理相

關影像導覽展覽活動、親子互動行為、特色景點旅遊或自然生態探索體

驗等等關於山野自然旅遊活動，都是有助於吸引遊客的方式，若再加以

延伸，亦可構想出不同層面的旅遊規劃，如制定題材設定特別的攝影比

賽，讓願意從事登山攝影的遊客可藉由參加登山攝影活動進而可學習到

登山與攝影的相關技能與知識，並順勢用他們所關注的精美影像來達到

行銷或宣傳的手段。 

目前已知如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有部分活動將觸角深入高

山，辦理相關登山自然學習與攝影活動；民間方面則如部分旅行社已有

特別規劃登山攝影類活動，聘請專業登山攝影老師帶領，逐步開發出專

門化之登山攝影旅遊行程。顯見登山攝影這項新型態的旅遊商機正在休

閒活動領域中逐步萌芽成長，戶外營運管理業者與出版商得清楚透知遊

客親近山林從事登山攝影旅遊活動所吸引他們；影響他們的諸多因素，

再善用影像搭配適當的媒體來推進他們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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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地點設定玉山主峰線，對象為廣義的登山活動參與者，遊客

型態會因登山路線不同分類而有所差異。建議後續研究可各別納入郊

山、中級山等不同類型的登山遊客，以更廣泛的取樣角度探究更明確

的登山攝影行為意圖之差異。另外，在於遊客的類型應亦可考量加入

區分程度變項，這方面可依據登山者遊憩專門化與登山類型偏好程度

分類探討(歐雙磐與侯錦雄，2007)，研究不同類型的登山遊客對於登

山攝影究竟又會有何不同的樣貌。而且，攝影行為程度也可依一般、

業餘、專業予以更廣泛的分別探知其行為意圖。例如山岳攝影族群，

唯從事人數較為稀少，母體取樣困難。 

二、研究問卷與施測 

本研究問卷雖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為設計架構，然而因為登山攝影是

目前研究領域鮮少的一項議題，所以在於問項設計與構面歸類仍未臻

完善，這由本研究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的萃取過程中可發現端倪。後續

研究者可藉本研究既有的問項加以修正，整體模式理應可更趨完善。 

此外，問卷之發放，於登山口取樣時間，假日及非假日的受訪遊客

背景有相當差異，非假日通常以自組團體居多，且較能問及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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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參加社團之遊客，則大多為退休人士及家庭主婦。假日則以參

加社團的族群居多，這些族群通常為一般遊客，主要目的只為了玉山

主峰才來登一次高山的遊客為主，拍攝類型著重在記錄與登頂照。若

取樣於登山社團，則較有興趣勾選，也較能具體明瞭其攀登玉山從事

登山攝影的行為動機。若取樣自網路登山攝影粉絲團之問卷，則填答

問項中，對於網路分享行為的依賴程度明顯增高不少。緣此，後續研

究應可將問卷針對當地遊客、登山社團、或是網路社團等族群予以分

門別類做更細部的研究解析與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設計為探討遊客從事登山攝影的行為意圖，故採行計畫

行為理論為基礎之概念架構進行量化分析。若能再加入質性研究，深

入訪談當地營運或管理業者及真正參與登山攝影之遊客對現階段登山

攝影旅遊方式的看法與感覺，訪問對其營運模式觀念、參與態度、未

來面向及對於現今影像呈現之狀況的重視程度等意見加入評論分析，

甚至採用三角驗證，理應可更具體深入了解到業者與遊客之相互關係，

找出業者與遊客對登山攝影觀點之間的看法差異與變化，甚至衍生後

續規畫方向與休閒環境、參與動機等議題，理應可擴展到更廣泛的討

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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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研究者因服務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排雲管理站(排雲登山服務中

心)超過十年的任職時間(2004 年~2015 年)，對於玉山主峰線的經營管

理過程與對於攀登玉山之旅遊活動從早期專業性冒險旅遊活動轉型為

運動休閒旅遊的變異過程引發極具感觸及高度興趣；且研究者本身為

業餘攝影家，對攝影興趣的執著起始於從接觸機械相機(正片、幻燈片)，

拍攝至今轉換為數位化相機的過程，共已鑽研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時間

(期間曾上過媒體專訪三次、開設過三次以上攝影展，以及平時長期與

雜誌社合作撰稿或發表作品)。面對台灣國家公園的規劃設立是以保育

及遊憩的雙重功效性質作為經營管理方向，平時透過參與遊客中心駐

站員工、保育志工及解說志工的解說服務達到理念宣導推展，認為透

過解說教育每年出版宣導書刊及編列簡便的摺頁資料等等，以上，不

管是人員使用簡報宣導解說或是文宣摺頁的教育資料宣導，版面編排

內容幾乎都脫離不了相關照片的輔佐，無論是在重要地標、景點的呈

現、自然動、植物生態的樣貌或是歷史人文的畫面等等皆是。因此綜

合上述原因，想藉此研究探討了解遊客參與從事玉山登山旅遊活動與

旅遊過程中攝影行為、認知、情感之間的關聯性及背後影響管理經營

者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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