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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文化成為觀光產業的重要資源，台灣蘊藏著十足可觀的人文風貌，多元

的歷史背景，造就了多彩多姿的地方文化，更呈現出多種族群及不同時代背景的多

面向樣貌。然而，這樣豐厚的文化資源，卻一點一滴的流失當中，實在是一件令人

扼腕的事情。 

 

本研究以南台灣具有歷史意義的「紅毛港」地區為研究主題，瞭解遊客對於紅毛

港漁村文化的認識，並透過蒐集資料及發放問卷的方式，分析遊客對於園區體驗之

感受及探討遊客的真實性知覺、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間的關聯性。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遊客對於紅毛港文化園區之整體滿意度。 

 

(二)、探討遊客對於紅毛港文化園區之重遊意願。 

 

(三)、針對研究結果對紅毛港文化園區提出有助於園區發展的建議。 

 

三、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回顧 

重遊意願 滿意度 紅毛港文化園

問卷設計 

問卷分析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發放問卷 

題目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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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 

 

(一)滿意度 

 

「滿意度」是用來測量人們對產品、服務、工作、社區、生活品質或戶外遊憩

品質等方面的認知工具（侯錦雄、姚靜婉，1997），因此滿意度是研究者用來衡量對

於整體服務的品質、看法及行銷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邱煌達，2004）。Bmmel 

and Burrus-Bammel（1996）認為休閒活動的參與者可從事畫畫、音樂、跳舞與自然景

象中，獲得心靈的充實進而感到滿足，是個體因從事休閒活動而獲得正面良好的感

受，也是個人及自己目前從事的休閒活動裡的休閒經驗及情境所感受的滿意程度。

簡而言之，滿意度是個體從經驗中得到個人需求滿足程度的多寡（ Beard an Ragheb，

1980）。 

 

Kotler（1999）認為『滿意度』是消費者比較消費前對產品以及服務品質的期望

與實際體驗後，認知產品或服務的表現，藉以判斷實際體驗後的認知表現程度與期

望之間是否有差異性存在，如果實際表現超過期望，則產生滿意，如果實際的表現

不如預期，則產生不滿意。而顧客滿意度決定於顧客所期望的產品利益實現程度，

它反映出期望與實際的一致性結果（Hemple，1977）。 

 

「滿意度」也是取決於期望和實際體驗間一致性的程度（Bultena&Klessing，

1969）。顧客在使用或購買產品之後，會對產品績效與購買或使用之前的信念做一致

性的評估，當兩者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時，顧客則會感到滿意。所以「滿意度」乃是

顧客所感覺滿意程度的高低，源自於對產品功能特性或結果的知覺，以及個人對產

品的期望，也是功能與期望兩者間的差異所致（Kotler，1997）。 

 

上述理論指出，大部分的人對未來的事都會有所預期，而在行動之前會先分析

預測所能得到的結果與報酬。倘若這個結果和報酬能夠令人感到符合期待才會有所

動作；而行動動機的強弱與否，則是行為產生的結果及吸引力和預期兩者的總和。

因此，滿意度常被用來衡量人們對於產品、生活品質，乃至於戶外遊憩品質的看法、

行為表現、認知的一種測量工具（林晏州、陳惠美、顏家芝，1998）。 

 

        (二)、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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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萩（2004）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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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人們對某行為化

為實際行動。 

 

王伯文（2005）則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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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影響到旅遊活動的參與，而參與活動的整

體滿意程度就影響遊客再次參與的 重遊意願。王惠芬（2001）研究中認為遊客的重

遊意願和其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收入、教育程度有相關，且遊客的重遊意願會

和其居住地、前往遊憩地點的交通方式、同行對象、出遊頻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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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遊客從事不同的活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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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聖榮、張集毓（1995）針對四種類型的遊憩區進行調查，發

現無論是那一種類型的遊憩區，遊客的重遊意願與滿意度間的關係是明顯存在的。

也就是遊客的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間有正向相關，因此，遊客可能對於遊憩體驗

感到滿意，而產生下次重遊的意願。 

總結上述學者之論點，研究者認為重遊意願是指從事觀光旅遊者會同意針對相同

之觀光旅遊景點在將來重遊一次或多次之行為表現，另外，重遊意願對於地區發展

觀光而言是相當程重要的參考依據，而當地帶給遊客的整體印象則是遊客思考會否

願意重遊當地的考量之重要條件。 

 

        (三)、紅毛港文化園區 

 

曾是日治時期全台灣面積最大的紅樹林，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早期為漁民帶

來許多漁產資源，自清朝以來，紅毛港已是著名的蝦苗養殖區，最興盛時期，全台

七成的蝦苗皆由此地供應，還被稱為「蝦苗的故鄉」。但隨著民國後經濟建設，紅

毛港被開闢為高雄第二大港口，過度開發及海水汙染，造成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蝦

苗養殖業也因汙染而衰落，美麗的紅樹林美景逐漸消失(紅毛港文化園區， 2015)。 

 

2007 年高雄市政府將紅毛港遷村，改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留下一隅成立

「紅毛港文化園區」，由原來就有的高字塔結合週邊環境資源整建而成，總面積有

3.42 公頃。園區展示以聚落意象，分為六大區域，並展示紅毛港人世居在此所累積下

來的「潟湖」、「蝦苗養殖」、「捕烏魚與卡越仔」、「角頭廟」、「帆筏風華」

五大文化特色。( 高雄市文化局，全球資訊網，2015 ) 

 

二、研究分析 
 

1.遊客的基本資料 

            圖 2-2-1-1 性別分析    圖 2-2-1-2 年齡分析 

 

 圖 2-2-1-1 分析可知，受訪者之性別以女性（55%）居多。 

 圖 2-2-1-2 分析可得知，受訪者年齡以 21~30 歲（26%）居多。 

 

男

45%女

55%

性別 20歲

(含)以

下25%

21~30

歲26%

31~40

歲25%

41~50

歲14%

51歲

(含)以

上10%

年齡



4 

   

 

 
         圖 2-2-1-3 婚姻狀況分析                                            圖 2-2-1-4 職業狀況分析 

 

圖 2-2-1-3 分析可得知，本次受訪遊客皆以未婚無小孩(59%)居多。 

圖 2-2-1-4 分析可得知，本次受訪遊客職業以學生(36%)居多。 

 
          圖 2-2-1-5 居住地分析                                                 圖 2-2-1-6  教育程度分析 

 

圖 2-2-1-5 分析可得知，本次受訪遊客居住地以高雄市(61%)居多。 

圖 2-2-1-6 分析可得知，本次受訪遊客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66%)居多。 

圖 2-2-1-7 個人每月收入分析       圖 2-2-1-8 交通工具分析 

 

        圖 2-2-1-7 分析可知，受訪者個人每月收入金額以 20001~30000 元(21%)居多。 

        圖 2-2-1-8 分析可知，受訪者參加此活動的交通工具以自用汽機車(84%)居多，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意願低，也許是因方便性不高。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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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客的旅遊特性 

       圖 2-2-2-1 該園區的景觀環境之分析                              圖 2-2-2-2 透過何種方式之分析  

 

       圖 2-2-2-1 分析可知，受訪遊客對該園區的景觀環境之滿意度以滿意 (62%)居多。 

       圖 2-2-2-2 分析可知，受訪者造訪此地以親友介紹(68%)居多。 

 圖 2-2-2-3 整體環境整潔乾淨分析                                        圖 2-2-2-4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分析 

 

圖 2-2-2-3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的整體環境整潔乾淨以滿意 (68%)居多。 

圖 2-2-2-4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以滿意 (57%)居多。 

 

3.遊客對於紅毛港文化園區之滿意度及重遊意願 

圖 2-2-3-1 該園區的內容能體驗歷史分析                         圖 2-2-3-2 該園區整體氣氛分析 

 

      圖 2-2-3-1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能了解漁村文化的歷史以滿意(54%)居多。 

圖 2-2-3-2 分析可知，受訪遊客對該園區整體氣氛之滿意度以滿意(56%)居多。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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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3-3 該園區內垃圾桶設置分析                                   圖 2-2-3-4 該園區內廁所簡潔分析 

 

圖 2-2-3-3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整體氣氛以滿意(54%)居多，次為普通(30%)

本小組將建議園區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圖 2-2-3-4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內廁所整潔衛生之滿意度以滿意(60%)居多。 

圖 2-2-3-5 該園區內指示牌標誌設置分析                          圖 2-2-3-6 有提供充足遊憩資訊分析 

 

         圖 2-2-3-5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內指示牌標誌設置明顯以滿意 (49%) 居

多  ， 但仍有 (4%)的受訪者呈反向意見，園區可考慮在設計上或標

示 的位置多加改善。 

         圖 2-2-3-6 分析可知， 受訪者對該園區內有提供充足遊憩資訊以滿意(61%) 居多。 

圖 2-2-3-7 商家所提供餐飲價格分析                                    圖 2-2-3-8 展示館內動線規畫分析 

 

圖 2-2-3-7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該園區內商家所提供餐飲價格合理以滿意(44%)

居多， 但仍有 5%的受訪者持反向意見，33%的人認為園區價格普通。   

        圖 2-2-3-8 分析可知，受訪者對園區內展示館內動線規畫良好以滿意(57%)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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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3-9 願意和他（她）分享之分析                                 圖 2-2-3-10 會有意願重遊此地分析 

 

 圖 2-2-3-9 分析可知，當親朋好友跟你提起紅毛港文化園區，您願意和他(她) 分享 

                   之滿意度以滿意(51%)居多。 

 圖 2-2-3-10 分析可知，受訪遊客對該園區內會有意願再次重遊此地之滿意度以滿 

                     意 (55%)居多。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參●結論 

 

        (一)結論 

 

        1.遊客基本資料分析 

 

        遊客基本資料分析可知，參觀的遊客以 21 歲~30 歲的未婚女性居多，且皆以高

雄本地的大專院校學生最為普遍（佔 66%），收入以 20,001~30,000 元（21%）居多。 

 

        2.遊客旅遊特性分析 

 

        遊客旅遊特性包含主要的同行成員、為何會來參觀紅毛港文化園區及參加此次

的交通工具三個項目進行分析，遊客以「朋友、同學、同事」為 52％最多；其次為

「家人、親戚」佔 42％；本研究推論，遊客參觀紅毛港文化園區皆是結伴同行，較

少自己獨自前往，表示參觀園區是可以聯絡感情並發展人際關係的；而統計顯示出

遊客主要是以旅遊觀光為動機來參觀紅毛港文化園區；參加此次的交通工具以自用

汽機車（84%）居多，次為大眾交通運輸（15%），表示雖然園區有提共完善的大眾

運輸服務，但遊客仍以自用汽機車為主，顯然對於園區所提共的大眾交通工具仍顯

不足。 

 

3.遊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分析 

 

        遊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分析，顯示出遊客對於紅毛港文化園區整體滿意度皆為

滿意居多，而紅毛港文化園區之遊客對該園區內會有意願再次重遊此地之滿意度以

滿意（55%）居多，次為非常滿意（30%）；當親朋好友跟你提起紅毛港文化園區，

您願意和他（她）分享之滿意度也以滿意（51%）居多，顯然滿意度的高低對遊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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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普通

10%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

意

0%

當親朋好友跟你提起紅毛港文化園

區，您願意和他（她）分享？



   

8 

重遊意願是有連帶影響的，雖有少部分遊客覺得不滿意，但多數人仍對園區感到滿

意並且願意再次重遊此地。 

 

 (二)、建議 

 

1.交通便利性不足 

 

    雖有接駁車到小港捷運站接旅客至園區，由於班次不多，一旦錯過又要等上一段

時間，造成遊客不便。 

【研擬之建議】 

(1)利用平假日的尖峰、離峰時間，增加接駁車班次，縮短遊客等待時間。 

 

(2)加強文宣廣告，其交通往返訊息。 

 

2.園區垃圾桶數量不足，造成部分環境髒亂。 

   

【研擬之建議】 

(1)在各地方增設垃圾桶，讓遊客方便丟垃圾。 

 

3.園區內指示牌標誌不明顯，造成遊客對於園區的動線不清楚。 

 

【研擬之建議】 

(1)各出口擺設指示牌，做明確指引及動線引導。 

(2)將指示牌做出符合此園區特色，引人注目。 

(3)可於各景點出入處或中途增加人員引導。 

 

4.觀光遊艇價格偏高 

 

   觀光遊艇全票 400 元，對一般學生而言大略偏貴。可能會降低其到訪意願。 

【研擬之建議】 

(1)示出學生證即可享有學生票的方案。 

(2)平假日價格調整，增加吸引力。 

(3)與企業行號訂定合約價格，增加公司行號或企業到訪。 

 

5.餐飲價格偏貴 

   高字塔旋轉餐廳低銷 249  元以上，對一般學生而言，價錢較高較無法負擔。 

 

【研擬之建議】 

(1)和公司行號簽約。 

(2)示出學生證可享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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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異業結盟，可與大眾運輸合作，搭乘大眾運輸者可享折扣。 

 

6.園區內天空步道身障者不便 

 

   園區內的天空步道只設有階梯，並沒有設立無障礙坡道，身障者無法上步 

   道觀賞風景。 

【研擬之建議】 

(1)設立無障礙坡道，方便身障者行動。 

(2)設立電梯供老年人、行動不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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