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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21 世紀最符合社會經濟指標的產業為觀光產業，觀光產業為現代「無煙囪

工業」。由於近幾年來，因工時減少及休閒的重視，已變成全球開發國家的重要

目標，世界各地皆發展城市觀光，使得各地方觀光產業日精越益。 

民國 89 年來，觀光局正積極發展台灣觀光產業的競爭優勢，將台灣特殊的

地理環境和具有豐富而多樣化的人文景觀與自然資源，依各區域特色定位，如:

原住民文化、歷史古蹟、地方文化、宗教信仰等具有在地特色的產品為目標，將

觀光結合文化、生態等資源，藉此創新旅遊產品，提升觀光產業。 

本小組所研究的菁寮社區，是透過社區營造將文化傳統保存下來，再透過當

地特有的地方產業，發展出「嫁妝文化節」，以農村嫁娶嘉年華的形式，追逐節

慶歡愉。而「稻草藝術節」，是利用米食創意料理及體驗稻米生態之旅，讓民眾

體驗下田收割秋收的滋味。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遊客對於南部節慶文化觀光活動的

旅遊動機和重遊意願。 

 

二、研究動機 

 

2004 年公共電視發行《無米樂》後一路竄紅，它是一部探討農村產業面臨

加入 WTO 衝擊的紀錄片，而紀錄片背景就是菁寮；故事主角崑濱伯，在 2006

年榮獲「全國冠軍米」的頭銜，更使菁寮社區成為電視劇拍片取景的知名景點，

而此地也以「嫁妝文化節」、「稻草藝術節」的節慶活動來行銷地方產業特色。 

讓遊客參與社區文化觀光及遊客對社區文化的認同，在菁寮社區發展已十餘年，

透過社區解說導覽、農耕體驗、染布 DIY，讓遊客藉由社區文化觀光去體驗鄉村

風貌、民俗風情等等，並滿足遊客不同的需求及目的。因此，為進一步了解遊客

參與在地文化觀光節慶，該動機是否因旅遊的目的不同而改觀對社區的印象，為

本研究動機之一。 

旅遊動機分為體驗生活、社會與民族發展、美食動機、風景與宗教動機等，而旅

遊動機各構面對整體滿意度具有顯著性影響(陳麗娟、楊植凱、廖揚陸，2009)。

因此為了瞭解文化觀光節慶，遊客的重遊意願是否因旅遊目的不同，及參與動機、

而對文化觀光慶點重遊意願之影響，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以發展文化觀光的社區並吸引喜愛文化觀光的旅客來說，提升旅客的旅遊動

機以及重遊意願是非常重要，如此可以瞭解遊客參與動機、在地認同，並呈現地

方特色，亦可提升地方形象，帶動地方經濟與繁榮，以及社區再生、及文化觀光

的永續發展。 

 

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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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旅客參與節慶活動的動機。 

（二）探討遊客對菁寮社區文化觀光節慶活動之重遊意願。 

 

四、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 

 

(一) 文化觀光的定義 

 

文化為生活的加總和歷史傳承的象徵，也能展現出當地生活文化，及地區之

風俗民情和文化意象，且文化觀光資源為深度旅遊最佳的主題，並將文化觀光資

蒐集資料與文獻探討及行程設計 

旅遊動機 文化觀光 重遊意願 南部文化節慶 

制定研究架構與流程 

研究方法 

制定研究對象 

資料統計整理與分析 

問卷調查 

菁寮社區 

研究結論與建議 

探討研究主題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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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為文化資產、藝術文化及生活文化三種類型。孫武彥(1994)指出，文化性活

動可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觀光吸引力，文化與觀光有極密切的關係，指明「文化

來引導觀光，藉由觀光來充實文化」。 

上述所說，文化觀光已成最具潛力的行業，發展文化觀光，可使文化獲得保

留與傳承，也能增進觀光收入，促進地方發展，才能創造永續經營之觀光產業。 

 

(二) 節慶活動的定義 

 

節日是人們隨著季節、時間和物轉移，以有特定主題的風俗和紀念意義的社

會活動日，代代相傳，因地累積的智慧和生活情趣可以說離不開當地人們的生活

習慣和文化特色，因此節慶是民族的文化遺產。節慶包含了人類的生活習慣、風

俗文化與歷史的演進，從節慶當中可以知道人們與大自然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中國人的節慶網，2013)。 

 

(三) 旅遊動機 

 

人們選擇在一特定地點從事戶外休閒遊憩活動，是因為他們期望能達到所從

事遊憩活動的目的，而最後能滿足其個人之需求，即為所謂的旅遊動機（吳佩芬，

1997）。 

 

(四) 重遊意願 

 

王伯文(2005)研究認為，遊客之體驗感受必會建立遊客心中對旅遊地之深刻

意象，而旅遊意象的正面意象或負面意象會直接影響到旅遊活動的參與，而參與

活動的整體滿意程度與否影響遊客再次參與的重遊願。也就是說遊客在旅遊中獲

得滿意，會產生重遊意願的行為。重遊意願（RevisitIntention）是指遊客願意再次

旅遊某一目的地或同一國家內之其他景點的行為（Kozak，2001）。 

 

    (五)、菁寮社區  

 

   菁寮社區位於台南市最北的後壁區，以出產優良質米而聞名，高達 8 成居民

都從事與稻米生產相關的產業。目前以水稻耕作面積的約 5,400 公頃，佔全國 1.8

％；稻米產量 37,800 公噸，佔國內的 1.9％，兩項皆居全國之冠，因此後壁區又

被稱為「台灣米倉」。 

    1980 年，台灣因過度發展工業，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更造成嚴重的城鄉

發展不均，因米比水還要便宜，耕種便不值，使「農村」逐漸沒落，又再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TO）後，農產品開放進口，使台灣的農產業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對原先已弱勢的農民來說，形成更加不利的景況。所以近幾年來，菁寮社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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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產業」來振興當地，便以「嫁妝文化節」、「稻草藝術節」等大型的節

慶活動來推廣社區之特色，吸引更多人前來此觀光(菁寮無米樂幸福農村，2012)。 

 

1.嫁妝文化節 

 

民國 40 年代，菁寮社區因嫁妝產業的興盛，成為富有人家採辦嫁妝的地點，使

得至今發展出嫁妝文化節，透過農村嫁娶文化嘉年華的方式，向追逐節慶歡樂與

另類婚禮概念的人們，藉此展示農村生活的風貌，並介紹社區中匠心獨具的建築

文化資產，行銷保存社區的街屋景觀、結合傳統手工老店與嫁妝文化，及創新的

地方手工藝商品，使社區產業發展更為活絡(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 

 

2.稻草藝術節 

 

稻草藝術節是以傳統藝陣、謝天祭典、趣味競賽、農村米食創意料理及稻米生態

體驗之旅，展現農村社區文化藝術能量與在地精神，並由無米樂三位主角崑濱伯、

煌明伯和文林伯等帶領民眾進行謝天祭典，及下田收割體驗秋收的滋味(自由電

子報，2011)。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到菁寮社區參與旅遊活動的遊客 

 

（二）研究範圍：台南市後壁村菁寮社區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本小組採實地調查法進行問 

                卷調查，請有意願之民眾協助填寫問卷。 

 

（四）問卷設計 

    本專題是以問卷調查做為測量之工具，問卷內容參考許多專家學者，問卷內

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是有關高雄市居民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菁寮無米樂社

區的慨況；第三部分是關於無米樂社區之整體認同感。 

 

    1.居民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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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分將收集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含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性別。 

    2.有關無米樂社區的概況 

    此部分問題是了解居民對無米樂社區周遭環境及歷史之概況為調查。 

    3.有關無米樂社區轉型再造計畫的滿意度 

    為了了解遊客對菁寮無米樂社區轉型再造計畫的滿意度，以李克特5.1量表，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來

衡量受訪者的滿意度。 

    4.資料分析 

   本研究用Excel統計方式，以圓餅圖的方式呈現統計資料，共計發放了100份問

卷，實際回收100%，有效問卷為97份，無效問卷3份。 

三、問卷分析結果 

 

  （一）個人資料 

  

 

 

             

 

                                圖 2-1 性別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 年齡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51% 
21% 

20% 

3% 5% 
年齡 

10~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9歲 

60歲以上 

44% 
56% 

性別 

男 

女 

依數據顯示，本問卷

調查10~20歲比例佔

最多。 

依數據顯示，男佔 44%，

女佔 56%，本問卷填寫的

男女比例女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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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月收入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4 出遊成員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5 職業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6 與誰同行比例分圖(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42% 

30% 

15% 

6% 
7% 

月收入 

10,000元以下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以上 

53% 36% 

7% 

4% 出遊成員 

1~3人 

4~6人 

7~10人 

10人以上 

17% 10% 

4% 44% 

24% 

1% 

職業 

工、商 

軍公教 

家庭主婦 

學生 

服務業 

其他 

7% 

43% 38% 

12% 0% 

與誰同行 

自行 

家人 

同學 

同事 

其他 

最多為學生佔 44%，依

數據顯示，選擇戶外活

動或體驗活動的人以

學生佔居多。 

依數據顯示，43%與家人

同行居多，其次為和同學

同行，利用空閒時間與家

人到社區玩是不錯的休

閒方式。 

依數據顯示月收入在 10,000 元

以下的遊客 42%居多，由此可

看出月收入 10,000 元以下大多

為學生，利用零用錢或打工的

薪水，至旅遊目的地進行小額

消費，例如：買紀念品。 

依數據顯示，本問卷人

數以 1~3 人佔 53％最

多，最少為 10 人以上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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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卷內容 

 

 

圖 2-7 透過旅遊，能與家人同樂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8 旅遊中想體驗懷舊與古早的生活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9 透過此旅遊，可以獲得心靈放鬆休息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10 遠離城市的塵囂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34% 

42% 

21% 

3% 0% 

透過旅遊，能與家人同樂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3% 

35% 

26% 

6% 0% 

旅遊中想體驗懷舊與古早的生活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5% 

45% 

29% 

1% 0% 

透過此旅遊，可以獲得心靈放鬆休息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透過旅遊，能與家人同樂非常

同意佔 34%、不同意佔 3%，

依數據顯示，大部分旅客皆同

意透過此旅遊，能與家人同樂

製造美好的旅途回憶。 

旅遊中想體驗懷舊與古早生

活的人最多為同意佔 35%、最

少為不同意佔 6%，依數據顯

示大部分遊客皆同意來到菁

寮社區可以體驗懷舊復古的

古早味生活。 

34% 

34% 

27% 

4% 1% 

遠離城市的塵囂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以非常同意與同意各都佔

34％，非常不同意佔 1%為

最少，依數據顯示遊客認

為，到菁寮社區的旅遊動機

是，可遠離城市的塵囂。 

以同意佔 45%為最多、普通

佔 29%、不同意佔 1%，依

數據顯示大部分遊客都認

為透過此旅遊方式，可獲得

心靈上的放鬆及適當的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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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為了認識這個社區的文化特色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12 和別人分享此節慶活動的相關情形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13 之後我會願意再次重遊此地分析計圖(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14 透過景點拍照與好友分享旅遊經驗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25% 

35% 

34% 

5% 1%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為了認識這個社區的文化特色 

25% 

33% 

33% 

9% 0%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和別人分享此節慶活動的相關情形 

27% 

27% 
38% 

5% 3%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之後我會願意再次重遊此地 

33% 

31% 

31% 

4% 

1%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透過景點拍照與好友分享旅遊經驗 

以同意佔 35％為最多，普

通 34％為次之，依數據顯

示半數的遊客均認同，此

旅遊動機是為了認識這個

社區的文化特色。 

以普通 33%、同意 33%為最

多，非常不同意 0%最少，

依數據顯示大部分旅客都

會和周遭朋友、家人分享本

次旅遊經驗與情形。 

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遊

客占多數，而非常不同

意的遊客站 3%，依數據

顯示大部分旅客會想參

與此行程的意願。 

說明: 

以非常同意佔 33％，同意與

普通各佔為 31％次之，僅 5

％的遊客不贊同。本小組推

論，大多數遊客對與好友分

享此景點的旅遊經驗是相當

樂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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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小組根據研究目的，針對到菁寮無米樂社區觀光之遊客作問卷調查，經問

卷資料驗證、分析討論後，將結論與建議陳述如下。 

從問卷可以得知，大部分填寫的旅客以女性為主佔 56%，年齡 10~20歲之間，

佔 51%，職業以學生為主，佔 44%，他們大部分是利用假日時間與家長同行，出

遊成員 1~3 人，以散客為主，佔 43%，大部分遊客月收入在 10,000 以下，佔 42%。

而旅遊動機部分，大多數受訪旅客認為透過旅遊能與家人同樂，佔 42%，以及獲

得心靈上的放鬆；透過園區內的 DIY 手做體驗懷舊的古早味生活佔 35%，認識

這社區的文化特色，遠離都市的塵囂佔 34%，透過拍照和和別人分享此節慶活動

的相關情形。而最後的重遊意願部分，大多數遊客願意再次重遊的意願佔 58%，

表示菁寮社區文化觀光活動仍有吸引遊客的成份存在。  

 

(二) 建議 

 

根據圖表分析說明及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在本次問卷中，大部分遊客對問項內容意見皆採同意及非常同意為佔多數，僅在

重遊意願中，有 3%的遊客不會再有意願重遊此地，表示此地區仍有些部分是可

以改善後再提高遊客重遊意願，本小組依實際實地參與經驗，提出相關建議。 

1. 增加社區活動 

 

目前菁寮社區一年之中只舉行兩個活動，而導致不是在活動季節期間去的遊

客顯得相當的不有趣，希望不是在季節活動期間也能多推出些有關當地的活動，

能夠讓當地顯得更加熱鬧及興盛。 

 

2. 增加洗手間 

 

由於菁寮社區上洗手間比較不方便，也顧慮到在季節活動時，人潮會比較多，

然而應該在社區中多增加一些公共廁所，便於不造成雍塞的場景。 

 

3. 交通問題 

 

菁寮地區位處偏僻，大眾交通運輸較不方便，政府單位若能協助增加交通運

輸方式，讓讓遊客更方便到達此，應該會提高遊客旅遊意願及滿意度更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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