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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參與、遊憩體驗及生態旅遊認知—以二仁溪為例 
楊英欽1 陳嫣芬1 

 

摘要 

 

[摘要] 本研究探討二仁溪遊憩發展過程中志工參與、遊憩體驗及生

態旅遊認知，針對志工人員以現場問卷發放方式於2014年12月至2015

年3月間，結合高雄市茄萣區舢筏協會舉辦之導覽解說活動進行。研

究結果顯示，超過85%的受訪者認為，乘船體驗二仁溪遊憩有助於喚

起人們對生態環境保育的重視；82%的受訪者贊成政府應撥預算改善

水岸生態環境，87%的受訪者認為志工工作能使他們親近大自然。此

外，遊憩體驗對志工參與有顯著影響，志工參與對生態旅遊的認知有

顯著影響。  

 

關鍵詞：志工參與、遊憩體驗、生態旅遊認知。 

 

                                                      
1 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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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仁溪位於高雄及台南地區，是南臺灣的主要河川。過去數百年間，二仁溪

曾經扮演台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受工業發展影響，河水受到嚴重污

染。在1970年代，有人從美國進口廢五金，在此地從事廢五金海拋作業買賣，從

此也展開灣裡地區的廢五金污染史。早期廢五金產業以露天燃燒廢電線、電纜，

再以酸洗來回收銅為主，漸漸的回收種類增加，舉凡電器廢料、IC 板、電話交

換機…等。在廢五金產業全盛時期，在灣裡地區近80%的人口與此行業有關，並

沿著二仁溪蔓延到茄萣區、湖內區與仁德區。  

為整治二仁溪污染，政府在1983年於灣裡成立廢五金專區。當時有近百家廠

商進駐，含重金屬污染之廢水持續排放，導致二仁溪口綠牡蠣事件爆發，二仁溪

污染問題始獲得各方重視。1993年環保署及地方政府執行強力拆除違章廢五金熔

煉廠，並配合禁止廢五金進口，灣裡的廢五金處理業才逐漸外移到其他國家。2000

年環保署宣誓加強執行二仁溪流域環境品質管制。2001年環保署動員數百名警

力，強制拆除位於臺南市二仁溪流域的熔煉業，總共在臺南市共計拆除57家的非

法工廠。在拆除行動結束後，臺南市環保局持續配合嚴密監控與稽查，防止熔煉

業者死灰復燃。隨著政府實際作為，三十年來的空氣污染終於得到舒緩，二仁溪

下游污染也大幅削減，進一步改善二仁溪河川水質，生態亦隨之日趨豐富（行政

院環保署二仁溪整治網站，2016）。 

最近二十餘年來，在地方有心人士、環保團體及地方政府的努力之下，二仁

溪流域生態環境品質已大為改善。從歷年的生態環境調查與監測資料看出，早期

堆積的含毒廢五金及大量垃圾等已大都清除，二仁溪流域的土地與水質大幅改

善。二仁溪流域的生物多樣性隨後持續增加，包括魚類、招潮蟹、蝦類、水生植

物、水岸植物、鳥類等相繼增多，並已開始從事遊船及獨木舟水上活動，未來的

水域活動將朝向自然及生態旅遊方向進行。二仁溪流域的土地、社區及其環境災

害，在台灣近幾十年的工業化過程中不斷的在許多地區上演。透過探討二仁溪的

遭遇，尤其是生態環境的遭受嚴重破壞與污染，即可看出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

人們對待自然生態環境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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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漫長的生態保育復育過程，多位有心人士的不斷的、長期的喚起社會

注意，關心二仁溪周邊生態，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善二仁溪生態環境的志工

們，功不可沒。本研究即是以茄萣區舢筏協會舉辦的遊船活動為基礎，試圖了解

志工遊客對二仁溪遊憩區志工參與，遊憩體驗及生態旅遊認知，並進一步提出建

議與改善之道。  

 

 
圖一 二仁溪流域圖（台灣河川復育網） 

貳、文獻探討 

一、志工服務參與 

在人力服務方面，北美洲的研究指出，在公園與遊憩的領域中長期間依賴大

量志工的支持。在公園與遊憩形成的年代中，志工服務有著極大作用，特別是那

些有影響力的志工(Andrew et al. 1994; Stormann 1991)。根據學者布來比爾

（Brightbill）觀察指出，那些有錢及有閒的人們能引領社會的走向(Brightbill， 

1963)。 

目前志工服務更傾向在地化，例如服務社區的庭園(Glover et al. 2005)及觀光

景點(Wearing , 2002)，因為志工服務能轉變社區到達更高層次的參與、承諾及犧

牲奉獻(Kelley ,1997)。李普( Lepp, 2009) 指出，志工受訪者認為參與野生生物保

育或社區活動是一種義務，而他們將這些活動當作休閒而非工作。不同領域的學

者們研究組織的志工策略及經營管理志工關係，包括:招募，培訓及留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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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man 2007; Kim et al. 2007; Leiter 2008)。更多的研究探討和志工參與度有關的

動機及滿意度(Finkelstein 2007; Mayer et al. 2007; Rehberg 2005)。 

目前的研究顯示，志工精神在北美洲正在下滑，這是個警訊，特別是對遊憩

及運動組織與機構(Putnam 2000; Hall et al. 2006)。有些研究認為或許志工主義的

衰減，並非由於他們缺乏興趣，而是由於這些志工服務的機構與組織所用的管理

方式不當所引起。或許應設法找出如何「讓志工們動起來」的方法並分派他們足

夠的工作 (Allen ,2006)。 

從事志工工作的定義可從最直接的「為一個團體或組織從事無償的工作」

(Hall et al. ,2006)，到更複雜的四個的面向分類:自由選擇、酬勞、組織結構及企

圖獲得的益處(Cnaan et al., 1996)。斯查哈特 (Tschirhart et al. 2001) 等學者認

為，以志工活動的各種結果，可以把志工的「功能」分為五種:利他、機構性的(利

己)、社交、自尊及逃避。普魯托及沃夫 (Prouteau L and Wolff F.C., 2008) 針對1578

名志工及2631位協會成員的研究指出，許多志工們經由參與志工活動尋求交朋友

並認識他人。 

柳智文（2007）研究博物館導覽志工的工作特性、角色扮演與工作滿足--以

高雄市立美術館為例，指出導覽志工這個介於館員與觀眾之間的特殊角色若可以

在工作場域克盡職守、發揮所長，其實是可以讓博物館得到更多觀眾的價值認

同。陳明國 (2013)對台灣參與國際志工的研究指出，提昇國際志工的服務學習

動機和工作價值觀，則參與志工的滿意度也越高。翁千惠(2010)對高雄地區慈濟

志工參與動機與幸福感研究顯示，志工的身心健康與經濟狀況較佳，參與後的幸

福感高於一般志工。參與服務時數的愈多的志工參與的幸福感也越高。 

蘇文瑜、掌慶琳與魏芷彤 (2012)對博物館志工的休閒特質及其休閒滿意度

的研究指出，志工內在的休閒動機越高，志工的參與蘋次會越高，也會進一步影

響其休閒特質及其休閒滿意度。陳美杏(2013) 研究彰化地區銀髮族的志工參與

及志工服務的快樂感發現，銀髮族的志工參與時數愈多，其志工服務的快樂感也

愈高。而楊英欽與陳玉美（2011，2014）分別研究高雄市洲仔溼地及半屏湖溼地

後指出，遊客的遊憩體驗與園區志工參與息息相關，也與園區的經營管理極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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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二、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 (Ecotourism) 根據國際生態旅遊協會的定義：生態旅遊乃一種負

責任的旅遊，尊重與保育當地環境與文化，並為當地人帶來經濟的利益(TIES, 

2015)。 

在生態旅遊管理中承載量 (carrying capacit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學者

Mathieson and Wall (1982) 將承載量定義為，使用一個景點而不對該物質環境造

成無法承受的改變，並且不降低遊客體驗的品質造成無法承受的最大人數量。

Wearing and Neil (1999) 指出承載量包括三個部份：與自然環境有關的生態承載

量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與當地人的影響有關的社會文化承載量 (social 

carrying capacity)，與遊客體驗有關的設施承載量 (facility carrying capacity)。生

態旅遊最吸引人的地方即是，它能將資源保護與開發相結合。Brandon (1996) 出

版的[生態旅遊與保護：主要問題回顧] 闡述了作為保護工具的生態旅遊與經濟

發展和自然資源保護之間的關係，並指出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收益的旅遊是存

在一定條件之下。生態旅遊發展重視當地社區在生態旅遊決策和經營中的參與。

Mackinnon (1995) 對墨西哥的數個社區發展生態旅遊進行研究，證明生態旅遊通

過很多草根方法 (grassroots approach) 越能成功融入社會。 

以下的一些例子是國內對生態旅遊的相關研究。林金韻（2008）研究生態旅

遊地遊客體驗與價值。結果顯示，遊客從生態旅遊體驗中，達成五種有意義的價

值追求（珍惜環境、增廣見聞、豐富生活、促進生活動力、學習提升）。其中最

顯著的連結是，遊客透過賞鳥活動，放鬆心情之後，能學習自我提升。陳素琴

（2007）研究生態旅遊者環境行為，指出態度對行為意向有最大影響力。因此欲

改變其環境行為態度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從教育著手，藉提高國人對環境親善態

度，增加環境保育在國人心中的價值，以達到環境資源永續利用。 

劉宗穎及蘇維杉 (2009) 研究塔塔加遊憩區生態旅遊發展指出，遊客的環境

態度會顯著的直接影響其遊憩體驗。潘翠萍（2010）研究「人工濕地之生態旅遊

發展評估研究--以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為例」指出大鵬灣人工濕地的生態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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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著重在：1.在生態環境及生態資源上，必須強化棲地多樣性，以增加資源種類，

並發展各濕地專屬特色，創造不同的生態旅遊體驗。2.管理服務上，透過在地化

生態旅遊經營管理模式將社區與濕地相結合，由社區進行長期環境監測及濕地管

理。林佳璇（2012）研究「探討參與生態旅遊的遊客之行為決策結構：發展計畫

行為理論之延伸模式－以墾丁社頂生態旅遊為例」指出遊客滿意度、態度、主觀

規範、整體意象及生態意識分別對行為意向具有顯著正面影響。 

林愷茵 (2012) 研究「計劃行為理論探討遊客對於生態旅遊之行為意圖－以

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保護區為例」指出，從事生態旅遊的遊客具有保護自然生

態的意識，能提高再次參與生態旅遊的行為意圖。張煜權及吳吉祥（2014）研究

「應用模糊德爾非法評估海岸生態旅遊指標」指出海岸濕地生態旅遊之發展是在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遊客旅遊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為了使遊客獲得相當的滿意程

度，而設計具有教育意義且引導遊客深入體驗生態遊憩的活動，最後則將經濟利

益回饋當地社區。周宜鞍及李俊鴻 (2016) 研究「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經營管

理模式建構及其願附價值」指出，遊客普遍偏好增加活動體驗、提升解品質、劃

設社區回饋等。 

生態旅遊是目前的旅遊趨勢，具有三種意義：(1)旅遊與環境的關係，生態

旅遊是在對環境最小的干預下進行，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2)旅遊可帶來當地

的經濟效益，以為保育基金，達到永續發展；(3)旅遊提供學習機會，讓遊客增

進對自然生態與人文的瞭解。 

三、遊憩體驗 

遊客的遊憩體驗一般可分為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等三方面探討。郭進財、

謝凱雯、黃文成(2010) 研究觀光吸引力、遊憩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指出

女性觀光客的遊憩體驗高於男性觀光客，觀光吸引力會直接影響觀光客的遊憩體

驗與滿意度。 

張淑青（2008）研究遊憩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以澎湖觀光休閒

漁業園區為例，指出遊憩體驗與遊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皆呈正向關係，即遊憩體

驗越高其遊客滿意度也越高，而重遊意願也越高。何秉燦、蔡欣佑、吳滿財（2010）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6%9E%97%E6%84%B7%E8%8C%B5%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8%A8%88%E5%8A%83%E8%A1%8C%E7%82%BA%E7%90%86%E8%AB%96%E6%8E%A2%E8%A8%8E%E9%81%8A%E5%AE%A2%E5%B0%8D%E6%96%BC%E7%94%9F%E6%85%8B%E6%97%85%E9%81%8A%E4%B9%8B%E8%A1%8C%E7%82%BA%E6%84%8F%E5%9C%96%EF%BC%8D%E4%BB%A5%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9%BB%91%E9%9D%A2%E7%90%B5%E9%B7%BA%E4%BF%9D%E8%AD%B7%E5%8D%80%E7%82%BA%E4%BE%8B%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8%A8%88%E5%8A%83%E8%A1%8C%E7%82%BA%E7%90%86%E8%AB%96%E6%8E%A2%E8%A8%8E%E9%81%8A%E5%AE%A2%E5%B0%8D%E6%96%BC%E7%94%9F%E6%85%8B%E6%97%85%E9%81%8A%E4%B9%8B%E8%A1%8C%E7%82%BA%E6%84%8F%E5%9C%96%EF%BC%8D%E4%BB%A5%E5%8F%B0%E6%B1%9F%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9%BB%91%E9%9D%A2%E7%90%B5%E9%B7%BA%E4%BF%9D%E8%AD%B7%E5%8D%80%E7%82%BA%E4%BE%8B%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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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休閒農場遊憩體驗滿意度與顧客保留：以松田崗休閒農場為例，指出遊客的

「年齡」、「平均月收入」與「職業」在遊憩體驗滿意度達顯著差異，「性別」

與「教育程度」在遊憩體驗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胡俊傑（2009）研究服務品質、服務價值、休閒體驗、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

影響、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影響-以2008 年澎湖菊島海鮮節為例，指出休閒體驗

與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間有顯著影響，亦即遊客的休閒體驗及滿意度越高，其對

行為意向也有正面影響。 

夏榕文、徐嬌春（2010）研究休閒農業遊客遊憩動機、遊憩體驗及遊憩滿意

度之關連性分析－以飛牛牧場為例，指出遊客遊憩動機與遊憩體驗有正向關係，

遊憩體驗及遊憩滿意度有正向關係，亦即遊憩體驗愈佳，其遊憩滿意度也越高。 

莊鎧溫、李宏洲（2013）研究遊憩吸引力、遊憩體驗與遊客滿意度－以高雄

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為例，發現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有正向影響。遊憩體驗對

遊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亦即遊憩體驗越高其滿意度也愈高，遊憩吸引力透過遊憩

體驗對顧客滿意度有中介效果。遊憩體驗可分為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其中

以環境體驗較為明顯，亦即遊客的環境體驗是最直接的。社會文化次之，而經濟

面是較不明顯的(Yang and Chen，2008，Yang，2008)。而楊英欽、陳嫣芬與陳玉

美 (2014) 研究高雄市半屏湖溼地指出，遊客的遊憩體驗與園區志工經營息息相

關，也與園區的經營管理極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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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二仁溪的志工人員志工參與，遊遊憩體驗對及生態旅遊的認知的

關係，企圖能為二仁溪水域發展生態旅遊找到新的契機。以下針對研究資料收集

方式、抽樣、資料分析等做說明。 

一、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有三個假設，欲找出遊憩體驗和志工參與的關係，並檢驗這兩者是否

對於提升遊客生態旅遊認知有所幫助。 

H1:遊憩體驗對志工參與有顯著影響 

H2:遊憩體驗對生態旅遊認知有顯著影響 

H3:志工參與對生態旅遊認知有顯著影響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使用問卷為資料收集方式。問卷共分幾大部分：一、遊客的遊憩體驗；

二、志工參與；三、生態旅遊發展的認知；四、遊客個人社經資料。 

遊憩體驗指遊客至二仁溪進行遊憩活動時的感受與看法，並可包含三個方

面，即經濟、社會與環境。經濟面可涵蓋居民的收入、就業及基礎建設。社會面

包含居民的生活品質、社區凝聚力、對當地文化的認同等。環境面則包括遊客能

親近水域、降低水域汙染及居民重視生態環境保育等。量表共有17題。 

志工參與，指志工人員參與二仁溪生態維護及保育活動的感受與看法，並包

含美化濕地景觀增進生態保育知識、平衡生活作息、認識更多人、家人的支持與

否、鼓勵更多人來當志工等。量表共有9題。 

生態旅遊認知包含生態旅遊的正負面影響，諸如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生

態旅遊的經濟效益、生態旅遊的社會教育功能及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的平衡等。

總共有7題。以上三個部份的題目，皆採用Likert Scale 5分量表衡量，其中，非

常同意=5分、同意=4分、無意見/不確定=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  

H2 

H1 
志工參與 

H3 

生態旅遊認知 遊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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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部份是遊客個人社經資料，包含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兒時居

住地、目前居住地、平均月收入、參與活動內容及合理收費等。另外還有旅遊經

驗的題目，如遊憩活動資訊取得、參與活動原因、對二仁溪遊憩之建議等。總共

有7題。 

三、問卷發放 

本問卷採用問卷發放期間為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於高雄市茄萣區舢筏

協會進行。以乘坐遊船的志工遊客為問卷發放對象，於遊客完成遊船旅遊後，在

協會教室休息並進行填答。經由舢筏協會志工人員及濕地保護聯盟志工的幫忙，

共回收問卷86份，有效問卷81份。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SPSS 18版，針對有效回收問卷，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填

答者背景資料，並以迴歸分析檢測三個假設。 
 

肆、結果與建議 

ㄧ、個人資料分析 

有效樣本數為81人。受訪者大部份是女性 (59.3%)；年齡差異頗大，有37%

為29歲以下的年輕人，有32.2%為30-49歲的成壯年，但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也有

30.9%；職業為公教 (24.7%) 最多，其次是學生 (18.5%) 和從事工業 (14.8%)。

教育程度以大學及研究所較多，分別為35.8%及19.8%。兒時居住地以台南地區

71.6%最多，高雄21%。平均月收入以4-6萬及6-8萬為最高，分別為30.9%及

29.6%。顯示出受訪者有南部地緣關係、工作穩定、教育程度高，且收入不錯。 

大部份的受訪者，得知二仁溪遊憩活動的管道，以「學校」最多，佔51.9%，

「政府宣傳」次之 (18.5%)，再來是「保育團體宣傳」 (12.3%)。來參加二仁溪

活動的原因，以「志工服務」最多 (67%)。 

二、志工參與、遊憩體驗、生態旅遊認知 

遊憩體驗有11題，信度為0.920，受訪者的回答傾向為非常同意。對於二仁

溪生態遊憩活動「能使遊客親近水域生態」最為贊同，平均分數為4.58，「能觀

賞多樣的水生動植物種」及「能讓遊客重視生態環境保育」次之，皆為4.5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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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平均數最低的「能增加當地居民收入」，也達3.94（表4-1）。表示遊客至二

仁溪的遊憩體驗很正面。 
表 4-1  遊客的遊憩體驗 

問項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RE2 能使遊客親近水域生態 4.58 0.756 

RE1 能觀賞多樣的水生動植物種 4.54 0.759 

RE3 能讓遊客重視生態環境保育 4.54 0.822 

RE7 可提高在地人對山岸文化的認同 4.46 0.856 

RE11 會使得當地基礎建設更好 4.40 0.861 

RE4 可以讓我放鬆心情 4.38 0.681 

RE13 政府應投入生態遊憩活動的設施 4.37 0.858 

RE6 能了解水岸生活的歷史 4.30 0.928 

RE12 可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4.26 0.818 

RE8 能提升當地社區凝聚力 4.16 0.873 

RE9 能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 3.94 1.166 

 

志工參與有7題，信度0.848，顯示受訪者對於二仁溪濕地志工傾向於正面看

法。對於「當志工讓我可以親近大自然」最為贊同，平均分數為4.68（表4-2）。 
 

表 4-2  志工參與 
問項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V1 當志工讓我可以親近大自然 4.68 .823 

V7 志工的工作能讓我心情愉快 4.62 .681 

V4 志工工作使我增進生態保育知識 4.58 .668 

V3 擔任志工可美化濕地景觀 4.58 .630 

V10 我願意鼓勵更多人來當志工 4.51 .709 

V2 志工工作能使我了解地水岸生態 4.49 .635 

V6 當志工可以認識更多人 4.43 .741 

 

生態旅遊認知有6題，信度為0.765。「經由專業導覽可使生態旅遊內容更豐

富」及「生態旅遊是欣賞當地的自然、人文景觀」平均數為4.56最高（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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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生態旅遊認知 

問項                        N=80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態旅遊是欣賞當地的自然、人文景觀 4.56 .689 

經由專業導覽可使生態旅遊內容更豐富 4.56 .742 

水岸濕地遊憩也是生態旅遊的一種 4.49 .727 

生態旅遊可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4.42 .788 

環境保育與生態旅遊可以取得平衡 4.25 .874 

生態旅遊具有經濟發展的利益 4.09 .977 

三、假設驗證 

本研究之目的為檢驗遊憩體驗、志工參與，與生態旅遊認知的關係，以迴歸

分析驗證三個研究假設。以下為分析結果。 

 

H1:遊憩體驗對志工參與有顯著影響 

H2:遊憩體驗對生態旅遊認知有顯著影響 

H3:志工參與對生態旅遊認知有顯著影響 

結果顯示，假設一與三成立，遊憩體驗對志工參與有正向影響，及志工參與

會正向影響生態旅遊認知。而假設二不成立，即遊憩體驗對生態旅遊認知沒有顯

著影響。 
 
 
 
 
 

 
圖 4-1. 研究結果 

*** p<0.001 

圖中所示為標準化係數 

 

為了進一步檢驗志工參與是否為「遊憩體驗」與「生態旅遊認知」的中介變

項，故先使用Baron & Kenny (1986) 的三步驟檢測，結果顯示遊憩體驗會影響志

工參與，透過志工參與，再影響生態旅遊認知。之後再用Sobel檢定，得出t=6.11390 

(>1.96)，顯示志工參與的中介效果是顯著的，且為完全中介。意思也就是說，遊

H1 .610*** 

H2  ns 

H3 .695*** 

R2=.373 

 

遊憩體驗 

志工參與 R2=.591 

生態旅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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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體驗原能提升生態旅遊認知，但當加入志工參與時，遊憩體驗對生態旅遊認知

的直接影響就消失，轉而必需透過志工參與，再影響生態旅遊認知。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教育程度較高，對志工參與持正面態度，對溼地

生態議題及生態旅遊認知也較關注。交叉分析顯示，遊憩體驗對志工參與有正面

影響，受訪者的遊憩體驗與他們對園區志工服務及專業有正面關係。亦即，受訪

者若愈認同園區志工的服務與專業，他們的遊憩體驗也愈正面。受訪者的生態旅

遊認知，則需透過志工參與才能影響他們對生態旅遊的觀感。志工們對志工的工

作大多抱持正面看法，且願意對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幾十年來，二仁溪的生態樣貌更替與整治過程，充分反映出台灣在經濟發展

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從最初的漠視、利用、破壞、摧殘等，及最近二十餘年又試圖

去整治及改善生態環境的縮影。台灣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及對生態旅遊的認知，仍

嫌不足，需要政府及民間團體的重視與努力，喚起社會大眾，並投入更多的志工

人員，以改善我們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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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Involvement, Recreation Experience and 
Recognition of Ecotourism: Case study of Er-Jen River, 

Kaohsiung 
 

Joe Ying Chin Yang1  Ien-Fen Chen1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olunteer 

involvement, recreation experience and recognition of ecotourism in Er-Jen 

River, Kaohsiung. The on-sit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during 

December 2014 and March 2015 for voluntary workers at Cie-Ding Boat 

Association in Kaohsiung.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 87%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boat-riding in Er-Jen River would make them 

being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round 82%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provide budget for 

improving river-bank’s environment; also about 82%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voluntary work would make them get close to the natur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ecreation experience had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volunteer involvement and volunteer involvement 

would contribute to recognition of ecotourism. 
 

Keywords: Volunteer involvement, recreation experience, recognition of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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