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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觀光休閒產業是綜合多元化的產業，可增加人民的工作機會，也可使國家與

世界接軌，是現代興盛的產業之一。近年來國民所得提高，再加上自民國90年元

月開始實施週休二日，民眾也日漸重視休閒旅遊。隨著國人休閒需求增加的趨

勢，許多觀光設施及旅遊據點也開始興建，民眾到戶外遊憩的時間也有明顯增加

的理想。 

  十大建設讓高雄成為工業區，雖具有經濟效益，但日漸的也對高雄造成了很

大的污染，這座區域型的森林公園，讓動、植物可以在大都市中有個棲息處，也

讓民眾可以進一步的接觸到自然生態。在民國85年，隨著都會公園的開放後，據

高雄都會公園管理站統計，平均每年吸引遊客約60萬遊次，並逐年成長中，這個

具有休閒育樂的環保資源是以美化、綠化工作為主要建設，也結合了都會森林與

生態植栽的理念，高雄都會公園是永續發展的指標，更是個不分年齡的休閒場

所。因此，本組想更進一步了解都會公園的自然生態環境與遊憩設施，是否讓遊

客感受到改變，及探討都會公園的環境設施對遊客的滿意程度。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二）問卷調查 

三、研究流程 

 

 

 

 

 

 

 

 

 

確認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 

蒐集相關文獻 

問卷設計 

問卷統計與分析結果 

問卷調查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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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公園綠地與都會公園沿革 

（一）公園綠地之定義 

狹義的公園綠地定義為法定都市綠地。而廣義的公園綠地：可供生態、景觀、

防災、遊憩等功能之開放空間，在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內政部營建署所舉「全國公

園綠地會議」中對廣義都市公園綠地定義為兩類： 

  1. 綠地：穩定保持著植物生長的土地或水域。 

  2. 都市公園綠地：都市發展地區內，所有穩定保持著植物生長土地或水域 

 (內政部營建署，1996 ) 。 

郭瓊瑩(1997)指出我國公園綠地的系統，由現行行政計劃體系之土地利用方

式，可將台灣地區區分為區域性綠地與都市性綠地兩大類： 

  1. 區域性綠地：由區域計劃所劃設，除景觀、遊憩與防災的考量外，主要 

         偏重生態環境的保護效益。台灣地區約有60%土地可歸類為 

         區域性綠地，現由不同的法令或管理機關執行。 

  2. 都市性綠地：由都市計劃所劃設，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各縣 

         市政府負責執行，主要依計劃人口密度與土地使用分區特色 

         留設各類綠地空間，較偏重都市居民休閒遊憩需求與都市景 

         觀效益（陳俊宏，2007）。 

（二）都會公園之定義 

都市地區的公園體系，常以其位置大小，自然特徵與活動性質劃分為：鄰里

公園、社區公園、都市公園、都會或區域公園。一般而言，都會公園面積多在100 

公頃左右，且都會公園不同於有特殊自然景觀的國家公園，它是以人為方式所塑

造的公園，可提供高密度休閒遊憩使用；另外其亦不同於一般都市計畫中之公園

綠地，此類公園綠地大多係配合居住單位而規劃，係屬地區性設施，而都會公園

則屬區域性設施（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1991）。 

都會公園就是介於國家公園與一般都會型公園之間，在都市裡是整個區域性

的建設，有整體設施上的規劃，不只是帶給當地民眾休閒娛樂的場所，外縣市也

會有遊客到此地遊憩 (本組自行研究、歸納)。 

（三）都會公園之起源 

  洄溯都會公園之起源，「奧姆斯德」是值得一提的人物：這位公園及遊憩政

策的製定者及景觀建築師都一致認定的景觀之父，在十九世紀中葉開發了中央公

園並且是美國最早致力於公園及遊憩運動者（楊欣宜、廖孟媛，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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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眾生活邁向穩定的情況下，青少年的休閒問題、市民的休閒觀、都市化、

運動風氣，種種等原因，產生了台灣５大都會公園，內政部營建署依據行政院核

定之「台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高 雄都會公園第一園區以台糖青

埔農場為主，在85年4月17日開放，也是台灣５大都會公園中的先例。                  

（四）都會公園之功能與效益 

  都會公園除了能提供民眾日常遊憩場所與讓美化綠化都市景觀外，次之文化

涵養、生態保育、環境保護、防災保安、氣候調節…等，就是都會公園在都市中

產生的效益。陳維立（2005）以生物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及經營管理層面討論都

會公園的功能： 

1. 生物生態環境：都會公園雖非生態保育系統，但經由規劃配置，或是部分保 

         存水域環境，與都會區其他地區高度的開發形成對比，常提供    

        引進植物較自然、壓力較小的生存空間。都會區的公園綠地，   

        常被形容為「都市之肺」，國際上有些歷史較悠久的大型都市   

        公園，在成立後八、九十年後的今日，生態漸趨穩定，甚至成 

        為生物多樣性高的熱點。 

2. 社會環境：林晏州、陳惠美（1998）提出都會公園的功能，除了美化都市景 

       觀與提供居民遊憩場所外，且有抑制過度都市化、降低人口密度、   

      阻隔相衝突的土地使用、預留未來公共設施用地、軟化都市僵硬外 

      觀、抒解居民身心壓力、 提供社交聚會場所、安排教育活動、減 

      少犯罪事件、提高工作效率、提升附近地價等。 

3. 經營管理層面：徐國士、黃文卿、游登良 (1997)解釋都會公園與國家公園之 

        差異為：都會公園位於人口聚居之處，大多由人工設置經營， 

        為規劃設計下的產物，公園內之植物多從外部引進，環境大多   

        經人為整理，主要提供人口聚居地區居民的休閒機能之都會綠 

        地。 

二、休閒遊憩體驗 

（一）休閒體驗概述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人類生活中休閒活動的重要性， 

他認為人的需求階層從基本的生理需求逐漸提升到對美的認知。這其中美的認知

需求就是指休閒的欲求。休閒是人為了愉悅自己自由參與，並依自由意志決定繼

續與否。休閒的經驗包含三個元素：1. 自由的知覺：隨性參與並離開。 2. 自主

性活動：參與自己喜歡的活動。3. 有益的結果：從事有益的活動。並提到休閒

是剩餘時間、是活動、是一種心理狀態（許儷齡，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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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休閒一詞，是從人們對美的需求延伸而來，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

情，並且從中獲得釋放，心情感到輕鬆愉快。(本組自行研究、歸納)。 

（二）遊憩體驗 

  休閒遊憩體驗來自遊憩活動、社會狀態與環境狀態，而體驗包括實質的、身

體的、心理的，甚至是娛樂、教育、放鬆等，主要原因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交互關

係所致。Williams (1995)對於都市中的遊憩機會指出三個基本因素的影響： 

  1. 大部分的人口皆居住在都市之中。 

  2. 都市人口從事休閒遊憩活動時，多以其居住的都市為主要的活動場所。 

  3. 人們休閒時間真正想做的事情，多發生在都市地區與都市遊憩情境之中。 

  由上述得知都市的休閒遊憩活動多發生在居住的區域中，而其活動分為室內

休閒遊憩與戶外休閒遊憩，而戶外休閒遊憩的機會依空間區分又可分為： 

表１、都市中戶外遊憩機會（本組自行整理表格）  

分區 遊憩機會 

市中心區 
小型花園、公園、休閒中心、活動中心、購物中心、體育場(館)、戲

院、街上商業娛樂活動等。 

都市地區 
花園、公園、兒童遊戲區、遊樂園、球場、體育場(館)、休閒中心、

活動中心、購物中心、戲院、上商業娛樂活動等。 

郊區 
郊區公園、花園、兒童遊戲場、遊憩中心、校園、運動場、街上活

動(散步、慢跑)。 

都市邊緣地區 運動場、高爾夫球場、慢跑、散步、騎馬、水上運動。 

                           資料來源：(Williams, 1995) 

三、遊客滿意度 

  Dorfman（1979）提出滿意度的體驗因個人的偏好、期望、知覺、動機等不同而

有所差異，亦因各因子對該滿意體驗之貢獻強度不同而不同，使得影響需求滿意之

因素更形複雜。 

  侯錦雄（1990）將滿意度分成兩類，分別是總滿意度與分項滿意度。並提出滿

意度係受（一）個人特徵與差異、（二）遊憩動機、（三）遊憩場所、（四）此次

遊憩的參與型態因素所影響。而滿意程度則為遊憩體驗與遊憩動機間之評量結果。 

  楊文燦、鄭琦玉（1995）在研究滿意度部份，則以因素分析得到之四個向度來

測量滿意度。（一）經營設施的滿意度、（二）自然體驗的滿意度、（三）活動參

與過程的滿意度、（四）對其他遊客行為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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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地調查 

（一）問卷調查說明： 

  本問卷是對高雄都會公園遊客環境設施遊客滿意度之調查。根據滿意度調查統

計結果如下：（共發出 128 份問卷，有效回收 106 份，有效問卷中有 83 人表示曾來

過高雄都會公園，有 23 人表示第一次來高雄都會公園。） 

（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基本資料 

  如圖 1-1，來到高雄都會公園的性別比例，

男生 46%、女生 54%，如圖可知，女性到高雄

都會公園的比例多過於男性。 

 

 

  如圖 1-2，來到高雄都會公園的人年齡分

布，40%的人年齡在 16~25 歲、22%的人年齡在

36~45、14%的人年齡在 26~35、另外 14%的人

年齡在 46 歲以上、其他 10%的人年齡在 15 歲

以下。由上圖可得知，來到高雄都會公園的年

輕人與中老年人平均各佔 50%，公園不是像我

們所想的老人比較多。 

 

 

   

  如圖 1-3 居住地，高雄市 65%、高雄縣 21%、 

其他外縣市 14%、外籍人士為 0。來此遊玩的遊客 

還是高雄人占多數。(附註，當時縣市尚未合併所以 

有分為高雄市及高雄縣。) 

 

   

              

             如圖 1-4 消息來源，附近居民 53%、親友 20%、報      

           章雜誌 12%、電視 9%、網路 6% 。由此可見，消息來 

           源大多數的人都是附近居民原本就得知，其次是親友推 

           薦，其它部分佔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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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1-5，停留時間，多數者願意停留 2

小時佔 43%、其次遊客願意停留 1 小時 38%、

少部分遊客願意停留 3 小時 12%和半小時 7%。 

 

 

 

  如圖 1-6 主要動機，由%高到低排列，多數遊客來此散心、運動健身，其次

是増近親子與家人感情、增進朋友間友誼、增加知識滿足好奇心，少部分是來參

加活動、其他、學校戶外教學。 

  由圖 1-7 表可得知遊客都喜愛每個園區的人數占第一名。第一落成的第一園

區占第二名，新落成的第二園區遊客則較不喜愛。另，有些遊客亦反映出有些建

設上的疏失，樹木的種植不夠完整。 

二、遊客滿意度 

  如圖 2-1，有 13％的遊客對於園區內所提供的導

覽資料感到非常滿意、48％的人感到滿意、21％普

通、12%不滿意、6％非常不滿意。由調查可知，遊

客對於園區內所提供的導覽資料有一半以上感到滿

意，也有些遊客不喜歡導覽資料內容不夠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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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2-2，有 13％的遊客對對於園區內的

路線規劃感到非常滿意、53％的人感到滿

意、25％普通、4%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以上分析可得知，極大部份的遊客非常喜愛

高雄是都會公園的路線規劃，不過還是有少

數人不滿意。 

   

  如圖 2-3，有 8％的遊客對對於園區內的方

向指標清晰度感到非常滿意、62％的人感到滿

意、16％普通、6%不滿意、8％非常不滿意。有

少部分的遊客對園內的方向指標有部分意見，

例如：平常時間來都會公園內幾乎都以高年齡

的遊客居多，而園內方向路標文字太小，造成

遊客的困擾。 

 

 

   

  如圖 2-4，有 13％的遊客對對於園區內的遊憩

設施感到非常滿意、37％的人感到滿意、34％普

通、12%不滿意、4％非常不滿意。由此可知，有

一半的遊客對內政部營建署規劃的都會公園的遊

憩設施感到滿意，不過因年久，故設施也較老舊。 

 

 

 

 

  如圖 2-5 ，有 15％的遊客對對於園區內廁所的

環境清潔感到非常滿意、48％的人感到滿意、33％

普通、3%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由圖可知，高雄

都會公園廁所環境，遊客接受度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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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2-6，有 9％的遊客對對於園區內的環境

維護感到非常滿意、46％的人感到滿意、31％普

通、9％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高雄都會公園

在這方面讓較多遊客滿意環境整潔。 

 

 

 

 

 

 

  如圖 2-7，有 5％的遊客對對於園區提供導覽

解說教育的活動服務感到非常滿意、44％的人感

到滿意、37％普通、10％不滿意、4％非常不滿意。

由圖可知，遊客對導覽解說的滿意度感到普通。 

 

 

 

 

   

  如圖 2-9，有 7％的遊客對對服務中心處理遊

客抱怨的態度感到非常滿意、36％的人感到滿意、

46％普通、8％不滿意、3％非常不滿意。 

 

 

 

 

 

  如圖 2-10，遊客對於重遊意願這部份，

會想再來的遊客 92%，不會再來的遊客 8%，

由此可知，高雄都會公園整體環境設施來

說，會讓遊客有重遊意願，滿意比例是比較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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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與建議 

  都會公園是個提供生態、遊憩、休閒的空間，經由問卷的調查結果，本組發

現在年輕學生族群也會在假日的時候到都會公園休閒運動，不只是一般人所以為

的只有老年人會到都會公園散步運動。 

  這座伴著我們成長的高雄都會公園，有我們兒時的記憶，長大後的我們，對

它想要更進一步做了解，在很多方面，雖跟以前不同，但也有進步許多的地方，

經過歲月的累積，也有些地方越來越漂亮，何冠達(2001)指出都市公園又稱為「都

市之肺」，都市公園的綠地開闢提供民眾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減輕都市建築擁擠

的現象，並可降低噪音及空氣污染，還具有保護景觀與自然資源的效用（陳俊宏，

2007）。現代人每天都過著忙碌的生活，就是需要吸取芬多，來舒緩身心。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有民眾表示導覽解說這部份比較沒機會接觸到，針對上

述提出第一點，建議園區是否可以在假日時段開放民眾不用登記就可接受導覽。

第二點，建議園區可以加設腳踏車租借處，因為園區内地大廣闊，這樣可以使遊

客較容易到第二園區去參觀。第三點，可作多一點的文宣，或者是一些行銷手法

讓更多人知道高雄都會公園有甚麼活動，園區內的導覽資料也可以再詳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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