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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之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關係之研究 
 

蔡智欣 1*、黃志成 2、卓庭宜 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三者間之

因果關係，研究對象以九份老街之遊客為主，採用便利抽樣法加以調

查，取得 350 份有效問卷。問卷所得資料以 SPSS 12.0 進行敘述性

統計分析、信度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受測者以 21-30 歲女性、學歷為大學或大專、職業是學生、居住地

北部、旅遊停留時間 2.5 個小時內、交通時間以 2 小時以內多、至今

造訪九份次數為 4 次以上居多。研究結果顯示，遊憩涉入與目的地意

象及地方依附之間，均有部份呈顯著正相關，而具有因果關係。 

關鍵詞：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地方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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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問題與目的 

   在休閒、遊憩領域的研究中發現，涉入程度的不同，會使參與者在從事休閒

活動時的遊憩行為、消費行為及滿意度上均有所不同(Bryan, 1977; Hwang, Lee, & 

Chen, 2005; McQuarrie & Muson, 1987)。謝宗恆（2003）提出遊客遊憩涉入程度

的不同會影響對遊憩活動的滿意程度甚至於行為的選擇。因此，涉入程度即成為

影響遊憩行為的原因之一。陳明輝（2004）以溫泉遊客為例，提出溫泉旅遊活動

遊憩涉入較高的人，所注重的溫泉區之目的地意象會比涉入程度低的人來得複

雜。根據上述，涉入程度愈低，對目的地意象愈模糊；涉入程度愈高，則會對感

到有興趣之事物投入較多的注意力，也因此對目的地意象較為清晰，進而產生較

正面之遊憩行為。 

Baloglu and McCleary(1999)指出影響遊客旅遊目的地意象的因素有很多，其

中以個人因素及刺激因素最易影響目的地意象。更有學者明確指出目的地意象的

形成，主要是透過旅遊資訊來源獲得之相關資訊所建構的(Baloglu & McCleary, 

1999; Beerli & Martin, 2004; Gartner, 1993)。宋威穎、雷文谷、熊婉君（2008）提

到旅遊資訊來源確實會對旅遊目的地意象的形成有一定程度之影響。林綺瑩

（1999）提到遊客對旅遊活動的涉入程度會影響遊客在相關旅遊資訊的收集與訊

息的處理，而對旅遊地點的屬性認知與評價產生差異，進而影響遊客心目中對目

的地意象的觀感。因此，探討遊憩涉入與目的地意象間之關係，可使旅遊景點的

相關管理單位在資訊的處理上更謹慎，以期建立目的地行銷策略。另外，過去研

究雖證實了旅遊資訊會影響目的地意象的形成，但對涉入與目的地意象形成間之

關係尚不明確。故本研究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探討遊客之遊憩涉入與目的地意

象之關係為何？  

  Moore and Graefe(1994)認為地方依附是人類對於自然及特殊地點的依附。地

方依附會隨著時間而增強，不僅代表對物理位置本身的依附，也包含對於在當地

所發展的社會關係網的依附（曾秉希，2003）。過去許多實證研究發現，涉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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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依附前因變項之一，即個人涉入程度會直接影響其對地方情感的強度 

(Bricker & Kerstetter, 2000; Gross & Brown, 2008; 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3; McFarlane, Boxall, & Watson, 1998; Moore & Graefe, 1994)。然而，有研究抱

持不同的看法，亦即涉入與地方依附間之關係，會因其衡量方式、環境屬性及活

動種類的不同而有所差異(Kyle et al., 2003)。 

  劉俊志（2004）提出休閒遊憩者對於地方在情感上之建立，主要決定於地方

對個人本身的意義價值，因涉入程度之不同，認為地方上所賦予的意義及情感都

會有程度上的不同。因此，探討遊憩涉入與地方依附相互間之影響關係，對瞭解

遊客在九份老街從事休閒旅遊活動時是否有著不可被觀察到的激發、覺醒或是感

到有趣之心理狀態，以做為旅遊景點情感的評估。故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問

題，探討遊客之遊憩涉入與地方依附之關係為何? 

  Peter and Olson(2008)提到，地方依附在旅遊或休閒中扮演的角色，如同承諾

感在消費者行為中扮演的角色，有助於得知部分遊客偏好選擇某個地方進行休閒

遊憩活動的理由。地方依附包含個人對某地方意識的情感象徵，亦即遊客與環境

所產生的一種情感連結之表現(Hwang et al., 2005)。Hou, Lin & Morais(2005)研究

中發現目的地吸引力會影響地方依附，而構成目的地吸引力的兩種屬性，包括核

心吸引力與附加吸引力，可作為形成意象的基本要素。因此，遊客對一旅遊目的

地意象評價愈正面，亦或是此目的地的屬性對遊客有強烈的吸引力，則對該地之

地方依附則愈強。根據上述，觀光意象的內部結構與地方依附之組成間有相關

性，且是互相影響的關係（陳慧蓉，2006）。   

  Altman and Low(1992)認為地方依附是個人對某特定環境的認知或情緒的連

結，並對地方有情感的投入。因此，人們對於觀光景點的連結不只是對於特別的

物理條件和環境的認知，也會對觀光景點產生情感方面的評估與意義(Stokols & 

Shumaker, 1981)。地方依附是多方面複雜的現象，這些現象包括了人與地方之連

結的不同面向，且涉及了對一地方的情緒影響、知識和信念及行為和活動的交互

作用(Altman & Low, 1992; Chow & Healey, 2008)。遊客會隨著對旅遊地直接或間

接的意象而產生出情感的依附作用，這種關係使得旅遊過程中人與地方意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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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複雜的現象(Shumaker & Taylor, 1983; Williams, Patterson & Roggenbuck, 

1992)。故本研究提出第三個研究問題，探討遊客之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之關

係為何？ 

    歸納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包括以下三項： 

一、探討遊客之遊憩涉入對目的地意象之關係。 

二、探討遊客之目的地意象對地方依附之關係。 

三、探討遊客之遊憩涉入對地方依附之關係。 

 

貳、文獻回顧 

 

一、遊憩涉入 

  涉入的觀念最早於「社會判斷理論」的研究中提出(Sherif & Cantril, 1947; Sherif & 

Hovland, 1961)。此理論提出「自我涉入」的概念，用以預測一個人因其地位或角色對於

說服或相反意見的態度(Gursoy & Gavcar, 2003)。Selin and Howard(1988)將自我涉入變項

解釋為人們對休閒活動消遣的一種依附，認為這是一種存在於個體和遊憩活動間的狀

態，是指在同一時間點上，個體能從活動過程中感到享受和使具有自我表現的一定程

度。大多數學者以 Rothschild(1984) 與 Havitz and Dimanche(1997)所提出的遊憩涉入定

義為基準，定義涉入為個體與遊憩活動、旅遊地點、或是相關遊憩設備及產品間無法觀

察出的刺激、興趣之覺醒的心理狀態，並可藉由特定的刺激或情境的影響來驅動自身之

行為。 

  從「心理狀態描述」的角度中定義遊憩涉入，是指個人從事喜好的休閒活動時對行

動與意識的認知程度（方怡堯，2002）。也就是說，當人們投入喜好的休閒活動時，所

感受到的興奮、投入、專注等心理狀態的程度。McIntyre(1989)提出涉入的概念可適用

於休閒遊憩領域，指出當人們在參與活動過程中得到愉悅，將活動視為對本身是重要

的、有自我意涵且為生活的中心時，參與者對活動的涉入就逐漸產生。McIntyre and 

Pigram(1992)對遊憩涉入分為三個構面，並將此三個構面之意涵分述如下：（一）吸引力：

意指參與者或消費者知覺到活動或產品的重要性或興趣；（二）自我表現：等同於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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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是藉由參與休閒活動的行為，來傳達個人本身；（三）生活型態中心性：即指生

活方式圍繞著活動和社交圈（如朋友或是家人），並在參與者的生活中扮演著中心的角

色。 

本研究將遊憩涉入定義為，遊客對遊憩活動產生的情感投入及興奮、喜悅的程度，

且能透過此活動的刺激或情境激發個人心理與行為反應之狀態。 

二、目的地意象 

意象(Image)概念已被社會、環境心理學、行銷與消費者行為等學科研究了數

十年，而在1970年代將此概念導入觀光研究上，並已成為該領域最多人研究的主

題(Gunn, 1972; Hunt, 1971; Mayo, 1973)。Boulding(1956)首先提出意象的概念，

探討其在人類經濟活動與其它領域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人類的行為除了受知識

與資訊所引導之外，更是個人所知覺到的意象產物（蔡郁芬，2005）。Fridgen(1987)

定義意象為一個物體或地方的心理圖像而不是實際上觀察到的。Milman and 

Pizam(1995)定義意象為「一種氛圍、一種觀點、一種主觀知覺，並伴隨著相同

訊息卻有不同的心理投射 」。綜合上述研究可看出意象是透過個體認知和情感的

評價而產生的，且意象會受到資訊來源的影響而對目的地產生不同的觀感。因

此，意象會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的(Beerli & Martín, 2004)。 

  Kim and Yoon(2003)在建立目的地意象的影響時，結果顯示情感影響比認知

大，且認知意象與情感意象會因地點不同或環境屬性的關係，影響整體觀光意象

的構成。換言之，知覺與情感的評估會影響旅遊整體意象(Baloglu & McCleary, 

1999; Beerli & Martín, 2004、龐麗琴，2004)。Woodside and Lysonski(1989)則提出

目的地意象為觀光地與消費者心理的情感連結，包括有正面、中性與負面的感

覺；意指，目的地意象是指個人對某一特定地區的知識（信仰）、感受與整體知

覺的內在表現(Fakeye & Crompton, 1991)。 

因此，本研究將目的地意象定義為，遊客對於某一旅遊地點，透過對目的地

屬性的認知與情感而產生的信念與想法，並隨著個人經驗的累積總合所逐漸形成

的一個整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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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依附 

  地方依附是多方面複雜的現象，它結合了聯結人與地方間的不同方面，且涉

及人與地方間之情感、知識和信仰及關於地方的行為和行動的相互影響關係

(Altman & Low, 1992; Chow & Healey, 2008; Rollero & Piccoli, 2010)。依附在個人

與特定地方間是一個正向的情感連結，主要特徵之一是與此地方維持著密切的關

係，因此，我們可以定義地方依附為人們與特定地方間建立的情感連結，此地方

會使我們感到舒適和安全(Hidalgo & Hernandez, 2001)。這種情感聯結在不同大

小、功能的地方都可發展，例：房子、鄰近地區、城市、遊憩場所、社區、鄉村

地區等(Altman & Low, 1992; Hay, 1998; Tuan, 1974)。 

    Low and Altman(1992)定義地方依附為個體對於特定場所的一種情感性的涉

入與歸屬，後來廣泛用來探討參與者在從事休閒活動所在地方的依附，進一步

被概念化為個體對於特殊地點的認同與評價，或想要持續接近特定地點之需求

(Bricker & Kerstetter, 2000; Moore & Graefe, 1994; 林宗賢，2008)。Kyle et 

al.(2003)、Moore and Graefe(1994)、Williams & Roggenbuck(1989)指出社會連結

在地方依附中扮演連接情感和分享經驗的功能，地方依附應包含社會連結

(social bonding)概念。 

本研究採用 Kyle, Graefe and Manning(2005)對此一概念用於遊憩場所上，提

出地方依附應包含「地方認同」、「地方依賴」與「社會連結」三構面。 

四、遊憩涉入與目的地意象 

在休閒遊憩領域上，人們對於活動的涉入程度可以分高涉入與低涉入，而不

同涉入程度的休閒活動會對人們的行為產生影響。當參與者的涉入程度有所差異

時，所產生的旅遊行為、態度和決策過程均不相同（方怡堯，2002）。一般來說，

涉入與知識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Havitz & Dimanche 1999)。 Kim et al.(1997)表

示，涉入程度愈高，遊客就愈有可能注意任何有關目的地資訊的傳入。而過往研

究也證實旅遊資訊會影響目的地意象的形成(Baloglu & McCleary, 1999; Beerli & 

Martin, 2004)。 

Gursoy and Gavcar(2003)探討國際遊客的涉入情形，研究結果顯示涉入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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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會正向影響國際遊客對於目的地的知識。表示涉入程度愈高，遊客對目的地的

資訊就會愈了解，因而會影響其對目的地的觀感，因此也可推論出涉入程度的不

同對目的地意象會有所差異，這使得人們對於旅遊目的地所具有的個別屬性的認

知與評價上都會產生影響（陳明輝，2004）。 

綜合上述學者之研究，可得知涉入與目的意象有相關性，即遊客之遊憩涉入

會影響目的地意象，故本研究提出假設H1：遊客之遊憩涉入正向顯著影響目的

地意象。 

五、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 

  地方依附源於個人與環境產生特殊的情感與記憶的經驗，並與地方的物理條

件和環境，產生情感和評估的知覺反應(Stokols & Shumaker, 1981；Williams et al., 

1992)。Altman and Low(1992)指出，一個地方的歷史和文化經過時間歷程後會影

響個人對地方的評價。劉俊志（2004）提到隨著時間累積，經由意象、觀念及符

號等等意義的賦予，空間即轉換為一個具有情感意義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中充滿

了獨特的情感經驗，而對於地方的情感表現也會隨著時間的進行而累積，變得更

深入、強烈。因此，遊客會對目的地所呈現的景觀或氛圍產生情感連結與依附感。 

Gartner(1986)認為旅遊目的地意象本身具有類似品牌的功能，結合了遊客

及旅遊業者對於旅遊目的地內的旅遊景點與各種活動等屬性的知覺。而目的地各

種屬性的集合可作為吸引遊客的特徵(Hu & Ritchie, 1993)。Beerli and Martin(2004)

認為目的地意象會強烈影響遊客行為，進而對旅遊的成功與否產生關鍵作用。是

故遊客對目的地有較好的意象，則愈有可能選擇此目的地(Goodrich, 1978； 

Gartner, 1989；Leisen, 2001)。亦即，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偏好，會受到目的地意象

的影響。 

  陳慧蓉（2006）以高雄縣美濃鎮為例，研究發現觀光意象與地方依附間有正

向且直接的關係存在，亦即遊客知覺到觀光意象的組成因素會影響地方依附的形

成。因此，可將認知意象與情感意象視為目的地內的屬性，若此屬性具有強烈的

吸引力，則會影響遊客行為，並對此目的地產生地方依附。故本研究推論出目的

地意象將會影響遊客之地方依附，並提出假設 H2：遊客之目的地意象正向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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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地方依附。 

六、遊憩涉入與地方依附 

Moore and Graefe(1994)的研究指出，地方依附至少分為地方依賴及地方認同

兩構面，且個人在短時間內會對活動相關設施形成依賴感，隨後便會對與活動相

關的遊憩環境產生認同感。同時，遊客的涉入程度不同，也會影響遊客對旅遊場

所的認同與依賴(Kyle et al., 2003；謝宗恆，2003；彭逸芝，2005)。 

過去許多研究皆指出，涉入為地方依附之前因(Kyle et al., 2003; Hou et al, 

2005 ; Gross & Brown, 2008; 徐逸涵，2009)。遊憩使用者對於地方的依附程度會

因涉入程度不同而有所改變(Kuentzel & McDonald, 1992；McIntyre & Pigram, 

1992；Bricker & Kerstetter, 2000)。 

Kyle et al. (2003)在登山健行活動中發現，遊客活動涉入程度的高低可以有效

用來預測地方依附。Moore & Scott(2003)指出使用者參與活動的頻率與涉入程度

會影響地方依附。由此可知遊憩涉入與地方依附間存在著某種程度的關連性，故

本研究提出假設H3：遊客之遊憩涉入正向顯著影響地方依附。 

七、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目的為對觀光客之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及地方依附等三個變項進行

完整的探討。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設計問卷及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並進一步了解三個變項之關連性。 

 

 

 

 

 

圖１ 研究架構圖 

 

 

遊憩涉入 目的地意象 地方依附 
H1 

H3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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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客之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三者間關係，其研

究範圍以新北市瑞芳區之「九份老街」為研究基地。瑞芳風景特定區位於新北市

東北方的瑞芳區，含括九份老街、金瓜石、黃金瀑布、陰陽海等各具特色的景點，

由於豐富多元的遊憩內容，易吸引國內外遊客到此駐足（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

局，2011）。交通部觀光局（2010）調查「臺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月

別統計」，顯示近 4 年來遊客到達瑞芳風景特定區的人數逐年上升，也顯示出遊

客到九份老街佔有一定的比例，且 2005 至 2010 年間，到訪瑞芳風景特定區之遊

客人數排名均為前三名。因此，本研究以新北市瑞芳區之「九份老街」為研究地

點。 

二、研究對象  

  問卷發放對象為到九份老街的遊客，並挑選已結束旅遊，且為 18 歲以上具

有填答能力的遊客作為本研究問卷之受測對象。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便利抽樣方式(convenience sampling)進行，共計發

放 400 份問卷，若受訪者有任何問題可現場立即反應，並在旁協助受訪者填答問

卷，以期減少無效問卷的產生及提高回收率。預試時間為 2011 年 3 月 5 至 6 日

共 2 天，正式抽樣於 2010 年 3 月 12 日至 4 月 9 日的例假日。 

四、問卷設計  

    問卷之對象為到訪九份老街之遊客，問卷共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採用 

Kyle, Bricker, Graefe, and Wickham(2004)及傅小珊（2007）所提出的量表來測量

遊憩涉入，並分為「吸引力」、「中心性」與「自我表現」三構面，共 13 題問

項；目的地意象則採用 Kim and Yoon(2003)的量表，分為「情感意象」與「認知

意象」；地方依附入是以 Kyle et al.(2005)的量表分為「地方依賴」、「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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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連結」三構面，共 12 題問項。本研究採用 Likert 量表，由 1 至 5 分

表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至「非常同意」；第四

部份為遊客的社經背景及旅遊特性，社經背景包括性別、居住地、年齡、教育程

度、職業；而旅遊特性包括停留時間、交通時間、九份老街花費、到訪次數與同

伴，共 10 個題項。 

五、分析方法  

    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架構及假設進行研究假設之檢測，採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中文版進行敘述性統計、信度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皮

爾森分析等，並驗證各項假設之分析結果以歸納出結論、提出建議。 

 

肆、結果與討論 

 

一、樣本基本資料 

    本研究正式施測樣本中九份老街遊客以女性居最多數(62.0%)；年齡層多分

佈於 21-30 歲(75.7%)；受訪者學歷以大學居最多數(60.7%)；職業主要是學生(31.3 

%)；居住地為台北市及新北市(43.8 %)；旅遊停留時間多為 2.5 小時內(24.3%)；

所需交通時間以 2.5 小時以上居多(28.3%)；在九份老街花費多介於以 500-1000

元(31%)；過去造訪九份老街次數為 6 次以上居多(22.3 %)；交遊同伴則多是朋友

(65.0%)。 

二、問卷信度與敘述性分析  

    本研究共回收 350 份有效問卷，以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數值來衡量各變

項量表之一致性，並檢驗各變項量表的信度，其結果如下：遊憩涉入量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850；目的地意象量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815；地方依附

量 Cronbach’s α 值為 0.887，顯示本問卷具有高信度水準。 

  以遊憩涉入的構面而言，受訪者對於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涉入程度 13 題的

問項之平均數大多集中在 3.41 到 4.08 之間，顯示大多數遊客到九份老街遊玩

時有一定的涉入程度。得分較高的問項依序為「我對九份老街感到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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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8，SD=0.63)、「我在九份老街覺得非常愉快」(M=4.01，SD=0.76)、「我非

常享受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M=3.91，SD=0.79)、「我樂於和朋友分享在九

份老街的點點滴滴」(M=3.76，SD=0.80)、「我的朋友均曾來過九份老街」(M=3.73，

SD=0.93)等問項；反之，得分較低的問項，為「九份老街對我的休閒生活有著重

要的角色」(M=3.37，SD=0.90)、「九份老街對我而言是重要的」(M=3.41，

SD=0.82)。詳如表 1。  

就目的地意象而言，受測者對於九份老街所感受到的目的地意象 11 題的問

項之平均數大多集中在 3.60 到 4.23。得分較高的問項依序為「我願意將九份老

街推薦給親朋好友」(M=4.23，SD=0.61)、「九份老街的風景優美」(M=4.21，

SD=0.67)、「九份老街具有古色古香的氣氛」(M=4.13，SD=0.71)。得分較低的問

項則有「九份老街的美食吸引人」(M=3.80，SD=0.79)、「九份老街附近可以找到

適合的住宿」(M=3.62，SD=0.74)、「九份老街讓我不必擔憂自身安全」(M=3.60，

SD=0.80)。詳如表 2。 

    就地方依附而言，受訪者對於九份老街地方依附 12 個問項之平均數分佈在

3.21 到 3.97 之間，顯示大多數遊客對九份老街有一定的依附程度。得分較高的

問項依序為「我之後會帶親友到九份老街」(M=3.97，SD=0.63)、「我不會與他人

談論到九份老街」(M=3.92，SD=0.62)；反之，得分較低的問項，則依序為「在

九份老街從事的活動，比在其他地方更重要」(M=3.38，SD=0.93)及「我在九份

老街所從事的活動勝過其它地方」(M=3.27，SD=0.85)。詳如表 3。而就各個構

面之平均數而言，受測者對於九份老街的地方依附中，「社會連結」居高

(M=3.89)，其次為「地方認同」(M=3.63)和「地方依賴」(M=3.42)。 

 

表 1 遊憩涉入題項之描述性分析 

 遊憩涉入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 我對九份老街感到有興趣 4.08 0.63 1 

2. 我在九份老街覺得非常愉快 4.01 0.76 2 

3. 九份老街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3.41 0.82 13 

4. 當壓力開始產生時，到九份老街能使我放鬆心情 3.63 0.83 7 

5. 我非常享受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 3.91 0.79 3 

6. 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我感到非常滿足 3.71 0.86 6 

242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2012.6）。3（2） 
觀光客之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關係之研究 

7. 九份老街對我的休閒生活有著重要的角色 3.37 0.90 12 

表 1 遊憩涉入題項之描述性分析（續） 

 遊憩涉入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8. 我樂於和朋友分享在九份老街的點點滴滴 3.77 0.80 4 

9. 我的朋友均曾來過九份老街 3.73 0.93 5 

10. 

當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我能夠真實表現出自己

的個性（例如:喜愛傳統美食或對人文史蹟感到有興趣…

等）。 

3.53 0.82 10 

11. 
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可彰顯出我個人風格（例如:

喜愛具復古風、懷舊等等的人文事物）。 
3.52 0.86 11 

12. 當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可以很快融入當地生活。 3.54 0.79 9 

13. 我樂於別人看到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的樣子。 3.58 0.72 8 

構面 Mean=3.67; SD=0.51; Cronbach’s α=0.871 

 

表 2 目的地意象題項之描述性分析 

 目的地意象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 九份老街具有古色古香的氣氛 4.13 0.71 4 

2 九份老街可以讓我感到心情放鬆 3.97 0.74 6 

3 九份老街的風景優美 4.21 0.67 2 

4 九份老街的天氣陰涼多雨 4.09 0.62 5 

5 我願意將九份老街推薦給親朋好友 4.23 0.61 1 

6 九份老街的旅遊資訊是容易取得的 4.15 0.67 3 

7 九份老街讓我不必擔憂自身安全 3.60 0.80 11 

8 九份老街的美食吸引人 3.80 0.79 9 

9 九份老街附近可以找到適合的住宿 3.62 0.74 10 

10 九份老街當地居民友善、親切 3.83 0.69 8 

11 九份老街的建築風格別具特色 3.96 0.65 7 

構面 Mean=3.96; SD=0.44; Cronbach’s α=0.844 

 

表 3 地方依附題項之描述性分析 

 地方依附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 九份老街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3.66 0.72 8 

2 我對九份老街的情感勝於其他地方 3.46 0.93 9 

3 我對於九份老街有強烈的認同感 3.68 0.82 7 

4. 九份老街對我而言可有可無 3.71 0.72 5 

5. 我在九份老街所從事的活動勝過其它地方 3.27 0.85 12 

6. 相較其他地方，九份老街讓我得到較多滿足感 3.39 0.9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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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九份老街從事的活動，比在其他地方更重要 3.38 0.93 11 

表 3 地方依附題項之描述性分析（續） 

 地方依附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8. 我在九份老街所從事的活動是在別的地方無法取代的 3.70 0.97 6 

9. 我對九份老街充滿美好的回憶 3.82 0.72 4 

10. 我願意主動告訴別人有關九份老街的旅遊資訊 3.87 0.63 3 

11. 我不會與他人談論到九份老街 3.92 0.62 2 

12. 我之後會帶親友到九份老街 3.97 0.63 1 

構面 Mean=3.65; SD=0.53; Cronbach’s α=0.883 

 

三、因素分析 

    遊憩涉入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將原先的 13 題項，刪除第 1、3 題因素負荷量

過低之題項，而各構面之特徵值吸引力、自我表現、中心性，分別為 4.462、1.372、

1.023，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介於 0.7 上下；累積解釋變異量達到 62.333%； 

KMO 取樣適切性數值達到 0.872，且經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 P 值為 0.000，

代表此量表的效度是相當良好的。詳細結果請參考表 4。 

目的地意象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將題項第 6、8、11 刪除，而情感意象及認

知意象之特徵值分別為 3.592 及 1.239，而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介於 0.7 上下；

累積解釋變異量達到 60.395%；KMO 取樣適切性數值達到 0.843，且經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 P 值為 0.000，代表此量表的效度是相當良好的。詳細結果請參

考表 5。 

地方依附量表之 12 題項經因素分析後將題項全保留，各構面之特徵值地方

認同、地方依賴、社會連結，分別為 5.495、1.308、1.038，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

皆介於 0.7 上下；累積解釋變異量達到 64.511%；KMO 取樣適切性數值達到

0.888，且經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 P 值為 0.000，代表此量表的效度是相當良

好的。詳細結果請參考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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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遊憩涉入之因素分析 

  吸引力 中心性 自我表現

2 我在九份老街覺得非常愉快 0.81   

5 我非常享受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 0.81   

4 當壓力開始產生時，到九份老街能使我放鬆心情 0.79   

6 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我感到非常滿足 0.67   

9 我有許多朋友都曾來過九份老街  0.79  

8 我樂於和朋友分享在九份老街的點點滴滴  0.69  

7 九份老街對我的休閒生活有著重要的角色  0.68  

13 我樂於別人看到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的樣子。   0.77 

12 
當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可以很快融入當地生

活。 
  0.77 

10 

當我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我能夠真實表現出自

己的個性（例如:喜愛傳統美食或對人文史蹟感到有興

趣…等）。 

  0.73 

11 
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可彰顯出我個人風格（例

如:喜愛具復古風、懷舊等等的人文事物）。 
  0.63 

 解釋變異量（％） 23.76 21.51 17.06 

 累積解釋變異量（％） 23.76 45.28 62.33 

 

表 5 目的地意象之因素分析 

  情感意象 認知意象 

3 九份老街的風景優美 0.81  

1 九份老街具有古色古香的氣氛 0.81  

2 九份老街可以讓我感到心情放鬆 0.80  

5 我願意將九份老街推薦給親朋好友 0.72  

10 九份老街當地居民友善、親切  0.78 

7 九份老街讓我不必擔憂自身安全  0.75 

9 九份老街附近可以找到適合的住宿  0.74 

 解釋變異量（％） 36.84 26.42 

 累積解釋變異量（％） 36.84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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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地方依附之因素分析 

  地方認同 地方依賴 社會連結

1 九份老街對我而言有特別的意義。 0.75   

2 我對九份老街的情感勝於其它地方。 0.67   

3 我對九份老街有強烈的認同感。 0.66   

4 九份老街對我而言，可有可無。 0.62   

7 在九份老街所從事的活動比在其他地方更重要。  0.80  

5 我在九份老街所從事的活動勝過其它地方。  0.79  

6 相較其他地方，九份老街讓我得到較多滿足感。  0.78  

8 
我在九份老街所從事的活動是在別的地方無法取代

的。 
 0.74  

10 我願意主動告訴別人有關九份老街的旅遊資訊。   0.73 

11 我不會與他人談論到九份老街。   0.71 

12 我之後會帶親友到九份老街。   0.71 

9 我對九份老街充滿美好的回憶。   0.70 

 解釋變異量（％） 24.72 19.48 18.59 

 累積解釋變異量（％） 24.72 44.20 62.79 

 

四、皮爾森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用來測量兩個連續變數間是否具有顯著相關，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係數檢定，利用雙尾檢定且 p 值小於 0.05 時，即判定為二個變數間具有顯

著相關的關係存在。本研究為驗證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各變數間的

相關性，先將各變數作 Pearson 相關分析，所得之相關矩陣如下表 7。從表 7 可

看出各變項間皆有顯著相關，結果顯示：H1、H2、H3 之假設皆成立。 

 

表 7 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地方依附之相關分析 

 遊憩涉入 目的地意象 地方依附 

遊憩涉入    

目的地意象 0.70*   

地方依附 0.75* 0.65*  

註：N=350；*表示 p<.005 

 

 

246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2012.6）。3（2） 
觀光客之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關係之研究 

五、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試圖透過階層迴歸分析檢驗研究架構中之研究假設，分析檢測遊憩涉

入、目的地意象以及地方依附三者間之影響。 

（一）遊憩涉入對目的地意象之影響 

  為了解遊憩涉入對目的地意象之影響，本研究以迴歸分析來檢測，預測變數

為遊憩涉入，依變數為目的地意象。檢定結果顯示具有顯著影響，表示遊憩涉入

中之「吸引力」愈高則對目的地意象正面感受愈高，其 β 值分別為 0.53(p<0.05)

與 0.26(p<0.05)；「自我表現」與目的地意象也具有顯著影響，其 β 值分別為 0.20 

(p<0.05)與 0.235(p<0.05)，另外 VIF<10，故無共線性問題。以上結果顯示：H1

之假設成立。如表 8 所示。 

 

表 8 遊憩涉入構面與目的地意象之迴歸分析 

目的地意象（標準化 β 係數） 
構面 

情感意象 認知意象 

吸引力 0.53* 0.26* 

中心性 0.08 0.11 遊憩涉入 

自我表現 0.20* 0.24* 

VIF 1 1 

R2 0.48 0.24 

Adjusted R2 0.48 0.24 

F 檢定 93.94 31.66 

顯著性 0.00* 0.00* 

註：依變項為目的地意象；*表示 P<0.05。 

 

（二）目的地意象對地方依附之影響結 

   為了解目的地意象對地方依附之影響，本研究以迴歸分析來檢測，預測變數

為目的地意象，依變數為地方依附。檢定結果顯示具有顯著影響，表示目的地意

象中之「情感意象」對地方的依附感愈高，其 β 值分別為 0.43(p<0.01)、0.43 

(p<0.05)與 0.53(p<0.05)；而「認知意象」對地方依附則呈現低度相關，其中對

「社會連結」是呈無顯著相關。另外 VIF<10，故無共線性問題。以上結果顯示：

H2 之假設成立。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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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目的地意象構面與地方依附之迴歸分析 

註：依變項為地方依附；*表示 P<0.05。 

 

（三）遊憩涉入對地方依附之影響 

  為了解遊憩涉入對地方依附之影響，本研究以迴歸分析來檢測，預測變數為

遊憩涉入，依變數為地方依附。檢定結果顯示具有顯著影響，表示出遊憩涉入中

之「吸引力」愈高則對地方之依附感愈高，其 β 值分別為 0.43(p<0.05)、0.37 

(p<0.05)與 0.28(p<0.05)；而中心性對地方依附則呈低度相關，尤以對地方依附之

「社會連結」呈無顯著相關；自我表現則對地方依附均呈顯著正相關，其 β 值

分別為 0.16(p<0.05)、 0.26(p<0.05)與 0.32(p<0.05)。另外 VIF<10，故無共線性問

題。以上結果顯示：H3 之假設成立。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遊憩涉入構面與地方依附之迴歸分析 

地方依附（標準化β係數） 
構面 

地方認同 地方依賴 社會連結 

吸引力 0.43* 0.37* 0.28* 

中心性 0.17* 0.22* 0.11 遊憩涉入 

自我表現 0.16* 0.26* 0.32* 

VIF 1 1 1 

R2 0.41 0.47 0.34 

Adjusted R2 0.40 0.47 0.33 

F檢定 67.27 87.58 50.11 

顯著性 0.00* 0.00* 0.00* 

註：依變項為地方依附；*表示 P<0.05。 

地方依附（標準化β係數） 
構面 

地方認同 地方依賴 社會連結 

情感意象 0.43* 0.43* 0.53* 
目的地意象 

認知意象 0.20* 0.21* 0.07 

VIF 1 1 1 

R2 0.30 0.31 0.32 

Adjusted R2 0.29 0.30 0.32 

F檢定 62.67 65.81 70.53 

顯著性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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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整體而言，九份老街之觀光客遊憩涉入、目的地意象與地方依附之影響方面，

遊憩涉入之「吸引力」與「自我表現」對於地方依附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遊憩涉

入之「吸引力」與「自我表現」對目的地意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目的地意象之

「情感意象」及「認知意象」對地方依附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認知意象」

對地方依附之「社會連結」並無具影響性。由此可知九份老街之觀光客對於在九

份老街所從事的遊憩活動是具有高度興趣的，除了在遊憩涉入之「中心性」這一

構面對其它構面呈不顯著，這可表示觀光客的休閒重心可能並不是放在此方面。

而目的地意象之「認知意象」對「社會連結」呈不顯著，可表示觀光客對所感受

到的認知意象與他人互動時所產生的連結性並無「情感意象」的功能性來的大。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遊客的遊憩涉入對其目的地意象有正向影響 

  過去研究尚未證實涉入與目的地意象之關連，根據本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涉入

與目的地意象是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遊憩涉入之「吸引力」構面對目的地意

象最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遊客的目的地意象對其地方依附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遊客的目的地意象對地方依附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與過去研究結果是一致的，例如陳慧蓉（2006）提出目的地意象對於地方依附有

正向的預測效果。 

（三）遊客的遊憩涉入對其地方依附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遊客的遊憩涉入程度對地方依附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與過去研究結果是一致的，例如Kyle et al.(2003)以阿帕拉契山的健行者為研

究對象，探討「遊憩涉入」與「地方依附」間的關係，提出涉入對於地方依附有

正向的預測效果。換言之，對於九份老街有高涉入程度者，對九份老街亦會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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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地方依附。 

二、研究建議 

（一）吸引力與自我表現應相互結合  

  本研究遊憩涉入中以吸引力與自我表現最為顯著。McIntyre and Pigram(1992)

研究發現「自我表現」是遊憩者整體活動之中心，活動的主要觀點是來自於個人

生活，且自我表現與自我態度相關。因此，本研究認為可將自我表現構面與觀光

景點行銷結合，意即九份老街應提供豐富的旅遊行程，並將具有歷史文化特色之

描述融入生活，作為一部份的資訊，當遊客獲取有關九份老街旅遊資訊時，應嘗

試與遊客的自我表現結合，再透過媒體來增強吸引力，強化參與者對此景點之涉

入，使更加引起對目的地之興趣及認識。   

（二）強化目的地意象之認知意象與社會連結之關係 

  本研究目的地意象中以「九份老街讓我不必擔憂自身安全」及「九份老街附

近可以找到適合的住宿」得分最低，顯示受測者在九份老街從事遊憩活動時，可

能由於遊客人潮過多，必須時時注意自身的物品等，另一方面，九份老街的階梯

綿延不絕、路面較狹窄，因此遊客之安全性有改善的空間。此外，九份老街周圍

住宿方面，大多遊客可能為一日遊，並無住宿經驗，且不少遊客反應住宿資訊缺

乏，因此平均數偏低。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網路資訊、旅遊摺頁提供住宿資訊給

遊客索取。若遊客在九份老街附近能找到合適的住宿，或許可以增強與朋友間之

互動，也較能對此景點產生情感之連結。 

（三）加深地方依賴以強化地方依附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地方依賴得分最低，因此，如要強化遊客對九份老街之

依附，首先應加深其地方依賴感受，例如：懷舊場景、景觀設施、壓力紓解、休

閒樂趣等，其次則是地方認同。建議有關單位可透過專業的地方規劃，讓遊客更

深入了解九份老街之歷史內涵及文化特色，此外可設計多元豐富的活動、營造良

好的休閒氛圍、提供釋放壓力的管道，藉此讓遊客能對九份老街產生強烈的地方

依賴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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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ecreation Involvement, 

Destination Image and Place Attachment 
 

Chih-Hsin Tsai1*, Chih-Cheng Huang2, Ting-Yi Juo3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ecreation involvement, destination image, and place attachment. For this 

purpose, tourists visiting JiouFen Street were selected to be the subject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fter a total of 3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descriptive statistic, reliabil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Demographic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tourists visiting JiouFen Street were females aged 

between 21-30, holding a bachelor’s/associate degree or in 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and residing in northern Taiwan. Most of them 

had visited JiouFen over four times.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their stay in 

JiouFen was 2.5 hours, the average expenditure NT$1,001 to NT$1,500, 

and the average transportation time 2 hours. The study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exis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recreational involvement, destination image and place attachment. 

Keywords: recreation involvement, destination image, place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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