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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運動觀光客行為意圖之研究 

 

吳政隆 1、何篤光 2* 

 

[摘要]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是探討台南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運動觀

光客之行為意圖。以103年台南「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運動觀

光客為研究對象，採立意抽樣方式抽取260位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現場運動觀光客為研究樣本，總計回收260份，回收率達100%；而

有效問卷數量為230份，有效問卷達88.5%。資料處理以AMOS19.0進

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一、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

響。二、態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三、認知行為對行為意圖

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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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人們旅遊量的增加與多元觀光市場的趨勢，逐漸讓運動與觀光兩者之間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Gibson 1998)。許多的運動活動，包含了旅遊的特質，也有

不少的觀光活動，突顯了運動的特徵(黃金柱，2006)。例如：大部分奧運會賽觀

光客的旅遊動機和運動有關，而運動員從事旅遊的動機，是為了要參加比賽為國

爭光。此外，還有大量國內、外觀光客從事旅遊的動機，是為了要觀賞一場具有

國際水準的運動會賽。就名詞定義而言，運動觀光(sport tourism)可被定義為：

在有限的時間內，個人以偶發機會或組織性的方式，暫時離開住家或工作

地點，主動或被動從事以運動為基礎/目的的旅遊活動(Standeven& Knop 

1999;Hinch&Higham 2001)。因此，運動與觀光應是有互利共生(Symbiotic)的關係

存在；運動能提供一些具有價值的體驗(如：引導遊客感受新奇與刺激的潛能)來

滿足遊客的需求，並豐富其旅遊經驗；另一方面，透過觀光亦可促進運動的發展

(Standeven& Knop 1999；Terry 1996；李銘輝，2000)。藉由運動與觀光共生關係，

在各地舉辦大型運動活動並結合觀光，也能為地方帶來各種經濟上與文化的效益

(游瑛妙，1999)。故觀光可以說是運動發展的媒介，而觀光也因為運動投入而更

具吸引力與附加價值。尤其是臺灣週休二日政策的實施與民間團體的推動，進而

帶動假日運動的風氣，也讓我國「運動觀光」市場逐漸成形，並呈現相當多元化

的發展空間。在研究議題上也逐漸受到臺灣學者的重視，例如運動會賽與觀光(馬

上閔，2001；湯擷嘉，2003；劉家瑜，2003)、運動觀光參與體驗 (張孝銘、林

樹旺，2003a)、運動觀光吸引力(張孝銘、林樹旺，2003b)、運動觀光發展趨勢(高

俊雄，2003)。然而，針對身障運動觀光為主題的研究卻很少見，為能進一步剖

析相關行為意圖之構成因素，本研究將以計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基礎(Ajzen,1991)，並以 103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的選

手與遊客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結果將可提供相關運動觀光研究與發展之參考依

據。 

貳、文獻探討 

計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1985;1991)，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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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行 動 理 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Ajzen, 1975; 

Ajzen&Fishbein, 1980)的延伸；TRA主張人類的行為表現，是由行為執行者的意識

所控制，且何乎於理。但經過多年之驗證後，Ajzen發現行為在合乎於理的條件

之下，會有更多外在非意識控制的因素，影響行為表現的發展。因此，為了能更

貼切地提升TRA對行為的預測及解釋力，TPB主張除了態度(Attitude, AT)與主觀規

範(Subjective Norm, SN)之外，還由一個非意識控制因素，稱之為認知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會影響行為及意圖的發展。此外，諸多相關

研究之應用亦證實了，TPB因認知行為控制概念的導入，而大幅度地提升了行為

的預測效果(Ajzen& Madden, 1986; Taylor & Todd,1995; Sheeran&Orbell, 1999; 

Sheeran et al.,2002; Ryu et al.,2003; Lee, 2010)，其預測效果亦可被應用於運動行為

相關之研究(Suzanne et al., 1996; Hagger, et al., 2002; Brickell et al., 2006)。 

根據TPB的描述可知，實際行為表現的決策要素是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 BI)，也就是個人執行該行為的意願程度，而意圖的背後影響因素則是

主觀規範、態度與認知行為控制；主觀規範可反映出某程度上的社會壓力，意即

個人所知覺到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或團體(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

對其行為的認同與支持程度。因此，主觀規範是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與依

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乘積和(當行為的認同與支持程度越高時，則越能

促進意圖的產生)；態度是指個人對目標行為的喜好程度與正、負面評價的結果，

可藉由行為信念(behavioral belief)及行為結果評價(outcome evaluation)的乘積和

評量之(當個人對行為抱持著越正向的態度時，則越能促進意圖的產生)(Lee & 

Green, 1991)；認知行為控制可反映出，個人對行為的控制力與必需資源是否容

易被取得的認知，是由控制信念 (control belief)及知覺促進條件 (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乘積和所組成(Ajzen, 1991)。其控制力更反映出行為表現上的認知自

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會直接影響行為意圖的形成與具體行為的產生

(Ajzen, 2002a)。反之，當人們缺乏能力、資源或機會時，則會降低意圖與實際行

為的產生機會。 

以TPB探討行為意圖相關之研究非常廣泛，其中包含了運動活動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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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 et al., 2003)、消費者行為(Liao, 2007; Taylor & Todd, 1995)、觀光行為(Lam., & 

Hsu, 2004)、休閒行為(Ajzen., & Driver, 1992)以及科技接受模式(Davis, 1989)之應用。

此外，相關的國外文獻(ABI/ INFORM, EBSCO~BSP)已過200篇，並有持續增多的趨

勢(施雅惠、陳學琳、莊琬佩，2009)。綜合前述可知，TPB是具有相當完整的概

念化(conceptualization)架構(Sutton, 1998；Armitage & Conner, 2001)，並適用於各

領域相關之研究議題。因此，本研究採用TPB之理論基礎，以進一步了解身心障

礙運動觀光之參與行為意圖，並提出下列之研究假設。 

H1：態度對運動觀光參與行為意圖有顯著之影響。 

H2：主觀規範對運動觀光參與行為意圖有顯著之影響。 

H3：行為知覺對運動觀光參與行為意圖有顯著之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文根據理論架構的建立與假設關係的推論，發展出如圖1所示的研究架構。 

圖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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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103 年台南「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運動觀光客為研究對象，

採立意抽樣方式抽取260位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現場運動觀光客為研究樣本，

總計回收260份，回收率達100%；而有效問卷數量為230份，有效問卷達88.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部份主要參考鄭桂玫、吳建宏、何篤光(2012)彰化全運會運動觀

光客行為傾向問卷，並參考國內有關運動觀光文獻與前述文獻加以整理修訂後編

製而成。Bollen (1989)主張七點尺度因變異程度較大，適合做驗證式研究，建議

量表最好為七點量表，以減少資料過度偏態。故本研究採Likert七點量表，從1到

7分，量表分為四個構面，分別為態度(3題)、主觀規範(3題)、行為知覺(4題)、行

為意圖(4題)等構面，共14題。 

肆、研究結果 

一、性別 

本研究之樣本在性別分布資料得知，有效樣本230人，其中男性122人，佔有

效樣本數53.0%；而女性108人，佔47.0%，顯示參與10 年台南「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參與者以男性較多。 

二、年齡 

在參與者年齡分佈得知，有效樣本230人，其中以21歲~30歲，66人為居多，

佔有效樣本數28.7%；而20歲(含以下)，55人為次知，佔23.9%，依順序排下來為，

51歲以上，共53人，佔23.0%；31歲~40歲，29人，佔12.6%；41歲~50歲，27人，

佔11.7%；顯示參與者以21~30歲的人數較多。 

三、參與運動觀光次數 

在參與運動觀光次數方面以「第一次參與」佔大多數135人最高，佔有效樣

本的58.7%；「參與兩次以上」50人次之，佔有效樣本的21.7%；而「第二次參與」

45人第三，佔有效樣本19.6%。顯示第一次參與103年台南「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運動觀光賽會為居多。 

四、未來是否參與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lib.tajen.edu.tw/Publication/Index/23048921-201203-201211080017-201211080017-8-19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lib.tajen.edu.tw/Publication/Index/23048921-201203-201211080017-20121108001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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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是否繼續參與運動觀光部份以「會繼續參與」180人最高，佔有效樣

本的78.3%；「不會繼續參與」50人為最少，佔有效樣本的21.7%。 

五、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部分，有效樣本數為230人，其中以「大學」學歷的人為居多，人

數為73人，有效樣本31.7%，以「研究所」學歷為居次，人數為53人，有效樣本

23.0%，而以「國小」學歷為最低，人數為9人，有效樣本數3.9%。 

六、居住地 

居住地部分，有效樣本數為230人，其中以「南部」的人為居多，人數為111

人，有效樣本48.3%，以「中部」為居次，人數為64人，有效樣本27.8%，而以「離

島」為最少，人數為3人，有效樣本數1.3%。 

七、職業 

職業部分，有效樣本數為230人，其中以「學生」的人為居多，人數為100

人，有效樣本43.5%，以「工商服務業」為居次，人數為39人，有效樣本17.0%，

而「其他行業」為最少，人數為1人，有效樣本數0.4%。 

 

表1 研究樣本背景資料描述統計摘要表 

背景變項 分類標準 樣本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122 53.0% 53.0% 

女 108 47.0% 100.0% 

年齡 

 20 歲以下 55 23.9% 23.9% 

21~30 歲 66 28.7% 52.6% 

31~40 歲 29 12.6% 65.2% 

41~50 歲 27 11.7% 77.0% 

51 歲以上 53 23.0% 100.0% 

參與運動觀光

次數 

一次 135 58.7% 58.7% 

兩次 45 19.6% 78.3% 

兩次以上     50 2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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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否繼續

參與 

會 180 78.3% 78.3% 

不會 50 21.7% 100.0% 

教育程度 

國小 9 3.9% 3.9% 

國中 11 4.8% 8.7% 

高中職 42 18.3% 21.0% 

專科 42 18.3% 45.2% 

大學 73 31.7% 77.0% 

研究所(含以上) 53 23.0% 100.0% 

居住地 

北部 47 20.4% 20.4% 

中部 64 27.8% 48.3% 

南部 111 48.3% 96.5% 

東部 5 2.2% 98.7% 

離島(金、馬、澎) 3 1.3% 100.0% 

職業 

學生 100 43.5% 43.5% 

家管/退休 17 7.4% 50.9% 

工商服務業 39 17.0% 67.8% 

農林漁牧業 13 5.7% 73.5% 

軍公教 38 16.5% 90.0% 

自由業 22 9.6% 99.6% 

其他 1 0.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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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驗證性因素分析架構 

二、違犯估計 

由表 2 得知，本研究模式中所估計之誤差變異數值為正值，模式中誤差變異

數的值為 0.02 到 0.17；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標準化係數為 0.54 到 0.95，皆

未超過 0.95，各題項之標準誤無過大或過小之極端值。結果顯示本研究模式並無

違犯估計的問題，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檢驗。 

表 2 違犯估計檢驗表 

題項代號 
標準化 

迴歸係數 

誤差 

變異數 

1. B1<---態度 0.93 0.02 

2. B2<---態度 0.95 0.02 

3.B3<---態度 0.86 0.03 

4. C1<---主觀規範 0.88 0.04 

5.C2<---主觀規範 0.9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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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3<---主觀規範 0.87 0.04 

7.D1<---行為知覺 0.74 0.08 

8. D2<---行為知覺 0.76 0.08 

9. D2<---行為知覺 0.73 0.09 

10.D4<---行為知覺 0.54 0.17 

11. EE1<---行為意圖 0.79 0.06 

12. EE2<---行為意圖 0.83 0.05 

13. EE3<---行為意圖 0.80 0.05 

14. EE4<---行為意圖 0.60 0.09 

三、測量模式分析 

(一)收斂效度的驗證 

本研究所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在0.74~0.95之間；組成信度在0.80~0.93之間，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在 0.60~0.83之間 (如表 3)符合Hair, Anderson, Tatham與

Black(1998)的標準。顯示量表具有收斂效度。 

表3 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構面 指標 
因素 

負荷量 

非標準化

負荷量 
S.E. 

C.R. 

(t-value) 
P SMC C.R. AVE 

態度 B1 0.93 1.00    0.87 0.93 0.83 

 B2 0.95 1.02 0.04 25.57 *** 0.89   

 B3 0.86 0.89 0.04 20.02 *** 0.74   

主觀規範 C1 0.88 1.00    0.77 0.91 0.78 

 C2 0.90 0.99 0.05 18.30 *** 0.80   

 C3 0.87 0.99 0.06 17.55 *** 0.75   

行為知覺 D1 0.78 1.00    0.60 0.80 0.60 

 D2 0.75 0.99 0.10 10.36 *** 0.56   

 D3 0.74 1.02 0.10 9.92 *** 0.55   

行為意圖 EE1 0.80 1.00    0.64 0.85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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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2 0.85 1.00 0.08 12.83 *** 0.73   

 EE3 0.78 0.91 0.08 11.57 *** 0.61   

(二)區別效度的驗證 

本研究的區別效度驗證採信賴區間法(吳明隆，2009)，由表四可知科技接受

模式中95%信賴區間之bootstrap相關係數未包含1，故科技接受模式具區別效度。 

表4 研究模式-Bootstrap相關係數95%信賴區間表 

Parameter Estimated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態度 < -- > 主觀規範 0.45 0.26 0.65 0.26 0.65 

態度 < -- > 行為知覺 0.44 0.28 0.60 0.28 0.59 

態度 < -- > 行為意圖 0.51 0.34 0.67 0.34 0.67 

主觀規範 < -- > 行為知覺 0.51 0.36 0.67 0.35 0.66 

主觀規範 < -- > 行為意圖 0.71 0.60 0.81 0.61 0.82 

行為知覺 < -- > 行為意圖 0.60 0.44 0.74 0.43 0.73 

四、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吳明隆(2009)等人之建議，針對以χ
2檢定、χ

2與自由度的比值、GFI、

AGFI、RMSEA 8、CFI及PCFI等七項指標對研究模式的配適度進行檢定。結果

顯示，χ
2與其自由度的比值為2.30，GFI、AGFI、RMSEA、CFI、PCFI分別為0.93、

0.88、0.08、0.97、0.70，模式的配適度分析指標都達通過之標准，本研究模式配

適度良好，如表五。 

表5 模式的配適度分析 

配適指標 

(Fit Indices) 
可容許範圍 修正模式 模式配適判別 

χ2(Chi-square) 越小越好 110.21 

2.30 

0.93 

0.88 

 

χ2與自由度比值 <3 通過 

GFI >0.80 通過 

AGFI >0.80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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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0.08 0.08 

0.97 

0.70 

通過 

CFI >0.90 通過 

PCFI >0.50 通過 

圖3 模式圖 

表6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 

假設 路徑關係 路徑值 假設成立 

H1 行為意圖<---態度 0.16* 是 

H2 行為意圖<---主觀規範 0.50* 是 

H3 行為意圖<---行為知覺 0.27* 是 

*p <.05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果與諸多的研究發現一致(Ajzen,1985;1991;Taylor & Todd,1995; 

Sheeran&Orbell, 1999;Hagger, et al., 2002; Sheeran et al.,2002; Ryu et al.,2003; 

Brickell et al., 2006; Lee, 2010)。在態度對意圖所造成的影響力可知，身心障礙運

動觀光參與者，對觀光行為所抱持的正、負面態度評價，會左右其意圖傾向的發

展。也就是，態度表現越正面，越能促進從事觀光活動的意願；而身邊親朋好友

的支持與認同程度，亦會對促進正向觀光意圖的形成；最後，個人在從事觀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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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也會適度的考量到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財力、時間與機會，去從事運動觀

光，而影響了意圖的發展。若缺乏這些外在非意圖所能控制的因素時，則會降低

意圖的產生機會。 

對身障者而言，運動是一種休閒活動，也可以是一種身體復健的方式，在技

巧純熟之後更可以是一種競技運動。然而，身障者除了身體四肢上的不便以外，

其餘跟一般人並無多大的差異，但因外觀上的缺陷使得社會大眾對他們存有異樣

眼光及偏誤想法，也造就其負面自我概念的形成。但從本研究之發現可知，「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的運動觀光參與者，並未對選手的運動表現有所懷疑。

相對的，也因為會賽的精彩程度與運動員表現，讓社會大眾支持身心障礙運動的

發展，並正向地提升了民眾與參賽選手運動觀光參與的意願。故建議政府相關單

位，須積極發展相關的運動會賽，並爭取國際會賽之主辦權，方能促進地方之運

動觀光發展，進而達到真正的「全民」運動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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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sport tourists for the 2014 National Disabled 

Games in Tainanas the research object. Purposive sampling approach was 

employed and a total of 26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with a 100% 

rate of return. The 23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with valid rate 

was 88.5%.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MOS19.0.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subject norm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2) attitude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3) cognitive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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