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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淡水漁人碼頭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研究 

A Study o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ourists in Tamsui Fisherman’s W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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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msui Fisherman’s Wharf is a successful case of transformation into a multi-functional fishing port. In 

addition, the nearby Danhai Light Rail Station connects essential points, which will attract more tourists. 

Therefor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tors and the wharf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people's attributes in Tamsui Fisherman’s Wharf. The 

correlation among people’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is further 

investigated. A total of 4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difference 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some people's attribut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Furthermor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Providing more 

diverse guide materials,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and surrounding facilities, and improving public feedback 

channels are recommended. Thes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by management units, other fishing port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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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淡水漁人碼頭是轉型為多功能漁港的成功案例，加上附近淡海輕軌站串聯重要點位，吸引更多觀

光人潮，因此，本研究透過環境識覺的理論觀點，探討到訪遊客與碼頭的人地關係，討論不同屬性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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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淡水漁人碼頭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的現況與差異性，以及遊客環境識覺、滿意度及行

為意向的相關性。共計回收 420 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差異檢定及皮爾森相

關分析。研究發現部分不同屬性遊客在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上有顯著差異，並且環境識覺、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有顯著相關。研究建議為可以提供更多元的解說導覽媒材，並且改善交通工具、周

邊設施滿意度，強化遊客建議提供管道。研究結果可提供經營管理單位、其他漁港參考，以及後續學

術利用。 

關鍵詞：淡水漁人碼頭、環境識覺、滿意度、行為意向 

前 言 

由於臺灣過去的經濟蓬勃發展與觀光政策的推動，遊客對生活品質、休閒遊憩的需求與重視度皆

有所提高（林貝珊、張長義，2009；郭進財、謝凱雯、黃文成，2010；鍾佩伶、仲崇毅、廖少威，2016），

並且觀光產業的發展時常視作評估一地的軟硬實力指標與競爭力核心，而淡水區除了有老街美食、河

岸風景，更有悠久的古蹟與歷史建築，能滿足遊客多元的休閒需求，其中淡水漁人碼頭是新北市相當

重要的觀光景點。由於淡水區淡海新市鎮快速發展，除了原有連接新北市與臺北市的道路與大眾捷運

系統，近幾年更陸續興建各項交通建設以因應來往淡水區的人潮，例如淡海輕軌已建成的綠山線與部

分通車的藍海線，以及正在興建的淡江大橋與規劃中的淡北道路，淡海輕軌藍海線因在淡水漁人碼頭

設站，為淡水漁人碼頭帶來更多人潮，根據新北市觀光局 2022 年的遊客人次統計報告，淡水金色水岸

全年遊客數約 338 萬人次，占新北市遊客總人次 9.89%（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2023）。淡水漁人碼

頭是新北市淡水區重要觀光遊憩據點，為多功能漁港轉型之成功案例，因此有許多遊客的到訪紀錄，

後續隨著淡海輕軌藍海線持續通車，將方便更多遊客前來，因此，本研究選擇淡水漁人碼頭作為研究

區，探討現階段不同屬性遊客對此區的看法，以及分析可以改進的部分。 

過去有關淡水漁人碼頭的研究面向主要從遊憩體驗、遊憩行為、願付價格與觀光吸引力等角度切

入（張文龍，2005；鄭雅芳，2015；鍾宜庭，2005），較少探討人地雙向的互動關係，應從地理學者的

角度切入，考慮人（包含遊客、遊客、管理者等等）與環境（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等）的關係與相互

之間的影響（黃躍雯、韓國聖，2014）。國內環境識覺的相關學術研究，主要為災害識覺及行為調適、

生活環境品質認知、環境變遷衝突等面向，有關遊憩發展與遊客行為等則較少探討，因此，本研究透

過環境識覺理論觀點，探討人類是如何感知、覺察外在環境，進而形成獨特的理解，並且受到不同個

體的特有經驗與記憶，反應在環境以及行為決策上，分析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雙向交流狀態，並以淡水

漁人碼頭為例，分析人地互動關係，聚焦於遊憩發展與遊客行為面向，尤其是淡水漁人碼頭成功轉型

成多功能漁港後，在近年交通發展引入更多人潮之下，現階段遊客對此區的認知、態度與主動行為現

況，對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周邊設施與管理環境的看法，以及行為意向。 

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到訪遊客對淡水漁人碼頭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現況，以及不

同屬性遊客在這三者是否具有差異性，以及遊客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間的關聯性，提出

經營管理建議，可供其他港口、碼頭與休閒遊憩區參考，以及後續學術研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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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一）臺灣海洋觀光遊憩與淡水漁人碼頭相關研究 

為建立海洋資源永續利用基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推動相關建設，根據「漁業多元化經營

建設（中長程）第五期計畫」，考量臺灣目前漁業狀況、未來氣候變遷趨勢，讓漁業得以永續經營，因

此汰換漁港內老舊的設施，整合運用周圍的各項環境資源，包含相關漁業、觀光休閒、海洋文化、餐

飲服務等面向，不僅改善漁港整體環境，也提供轉型的新就業機會給漁民（許文聖，2005；焦正清，

1999），讓漁港具有生命力、生產力且顧及生態的功能。根據 2022 年新北市漁港基本資料，淡水漁人

碼頭即在相關的漁港多功能改造計畫下，逐步轉型成為兼具多功能的漁港。發展永續休閒漁港不僅需

了解漁港本身的優劣勢，更需整合周圍資源，促進地方政府與遊客的溝通，規畫回饋機制（曾雅羚，

2015）。 

（二）行為地理學 

空間中的行為研究，Tolman（1948）首先提出「認知地圖」，透過實驗探討探討老鼠如何有選擇

地從環境提取信息（Stea and Downs, 1970）。Gold（2009）將頭腦中的地圖（map in the mind）概念與

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比較，認為地理學家將其運用在個體如何通過這些過程整合有關環境的信

息。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計量革命影響後續地理學家的研究與方法，地理學家從跨領域中獲得

新的靈感，行為地理學即是代表案例之一，認為地理學家應從各種角度研究地理知識，並且在考慮人

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時，更需注意人類心理學的重要性，強調環境認知（environmental cognition）和行

為之間聯繫的重要性（Golledge, 2008）。 

過去將人視為黑箱（black box），代表環境與行為之間的未知關係，行為研究則在嘗試了解環境中

的空間行為，即以白箱（white box）取代，將研究關注轉變為三個焦點：環境、個體與空間行為，將

個體視為更重要的影響因素，這也彰顯行為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之間的緊密結合，進而將行為地理學

與環境識覺連結起來（Amedeo and Golledge, 2003; Downs, 1970; Gold, 2009）。 

（三）環境識覺 

環境識覺的定義為「個體在某一特定的時空中，由感官獲取外部環境的訊息，經由個體的認知、

態度、價值體系等主觀理解與經驗後，形成特定的環境意象與評價，進而產生情緒反應、體驗感受與

決策行為的過程」（Downs, 1970；林貝珊、張長義，2009；林郁欽、王秋原，2005）。 

識覺早期是心理學家的研究範圍，個體透過感官刺激來吸收世界知識（Wood, 1970）。必須顧慮到

人類識覺與存儲信息的能力有限，即便在相同時空、相同訊息，仍會有不同行為表現，因此要考慮人

類對環境的看法，使學者重新審視傳統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進而關注更複雜的人地關係識覺（Downs, 

1970; Wood, 1970）。各社會體系會依據其特定的結構和需求來組織世界，每種文化以其特定視角來篩

選對環境的認知，個人會以不同方式面對環境中的選擇和刺激（Lowenthal, 1961; Smythies, 1960），生

活世界是由選擇性接收與過濾的環境訊息所構成（施添福，1980），換言之，識覺會因為不同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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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群體、年齡、時空而有差異（Stea and Downs, 1970）。由於人類會根據感知到的世界進行決策，進而

改變環境，因此對於此決策過程的機制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Saarinen, 1974）。Downs（1970）結合當

時環境識覺研究的基礎，針對地理空間識覺發展的研究，提出了較為完整的概念模式，將人視為一個

決策者，擁有複雜的訊息處理系統，並且其行為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Saarinen, 1974），Downs（1970）

認為環境識覺的研究應該專注於人類的認知對於環境的理解、真實世界的意象和空間行為的意象之間

的流通、人類和生活環境之間的連結。 

地理學者研究環境識覺是希望可以了解人們對環境的看法，進而提供訊息給政策制訂者、管理者，

以了解公眾的價值觀和關注焦點，進而對環境政策、規劃、設計和管理決策做出貢獻（Zube, 1999）。

近幾年國內有許多的環境識覺研究，主要針對災害識覺與行為調適、生活環境品質認知、環境變遷衝

突、遊憩發展與遊客行為等面向進行分析，其中遊憩發展與遊客行為的相關研究，認為此部分主要在

探討「人」（遊客、遊客、經營管理者等）與「地」（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等）之間的相互

影響關係，地理學者提出預測的方案，讓經營管理者可以更有效的去監管「人與地」的互動，可以有

更全面與動態的思考（黃躍雯、韓國聖，2014）。環境識覺研究方法以問卷發放或訪談調查的方式進行，

綜合各學者的看法，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衡量與分析，並將環境識覺衡量分為三個構面，

包括認知、態度與主動行為。 

（四）滿意度 

有關遊憩滿意度的定義根據不同的學術研究有不同的操作性定義。部分學者將滿意度定義統整為

「事前期待與實際體驗兩者之間一致的程度」（Driver, 1972; Ittelson, 1974; Dorfman, 1979; Chen and 

Chen, 2010; Sadeh et al, 2012; 侯錦雄、姚靜婉，1997）。一部分學者認為，滿意度是「將實際體驗與過

去經驗、其他相似經驗進行比較後的結果」（LaTour and Peat, 1979; Yoon and Uysal, 2005）。或是「付出

與回報的關係」（Howard and Sheth, 1969; 黃麗澤，2012）。根據以上可以歸納為一種個人體驗遊憩活

動後產生的心理狀態，將先前期望、過去經驗與實際體驗後的感受進行比較，受到各項個體因素、環

境因素影響，因此遊客活動參與的實際、親身體驗格外的重要。 

旅遊業逐漸成為一項重要的全球經濟和休閒活動（Gnanapala, 2015），其創造的經濟價值與就業機

會，不僅使旅遊業本身蓬勃發展，更在零售、交通運輸等面向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學者將遊憩滿意

度視為重要的研究課題（Sadeh et al., 2012）。Bowen and Clarke（2002）將滿意度視為消費者對旅遊服

務做出的關鍵判斷，Neal and Gursoy（2008）認為滿意度有助於提升商家競爭力。在許多探討遊憩滿

意度的研究文獻裡，發現到遊客背景屬性的多樣性，在不同情境、文化下，進而產生各異的態度、偏

好與動機，也會進而影響遊客對遊憩體驗的滿意度與品質知覺（侯錦雄、姚靜婉，1997）。許多研究指

出不同屬性遊客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並且滿意度與行為意向有顯著正向相關。綜合以上探討面向，

本研究聚焦在環境的滿意度上，歸納出四構面，分別為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周邊設施與管理環境。 

（五）行為意向 

本研究定義為「遊客在到訪淡水漁人碼頭之後所表現的行動傾向」，分三個面向評估，分別為重遊

意願、推薦意願與優先考量，因其概念源自於行銷概念中的忠誠度（loyalty）。Oliver（1997）認為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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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滿意度評價會影響忠誠度的表現。休閒遊憩中有關行為意向的討論，常以重遊意願與推薦意願的

概念進行分析（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 Baker and Crompton, 2000; Santoso, 2019; He and 

Luo, 2020; Zeng and Li, 2021）。 

Oliver（1999）認為過去研究主要以純滿意度調查為主。後續有研究提出新的思考面向，Reichheld, 

Teal, and Smith（1996）提出滿意陷阱（the satisfaction trap）的概念（Oliver, 1999），認為即使顧客表

達滿意、非常滿意，仍有一部分的顧客會離開，因為只讓顧客滿意並無法維持忠誠度（Deming, 1986; 

Jones and Sasser, 1995; Stewart, 1997; Oliver, 1999），因此開始將關注重點從滿意度轉向忠誠度（Oliver, 

1999）。Oliver（1997）認為顧客在態度發展結構中的不同要素階段逐漸形成忠誠度，即消費者會先在

認知意義變得忠誠，再來是情感的忠誠，接著是意圖上的忠誠，最後是行為的忠誠。Chen and Chen

（2010）指出帶有偏好的行為意向可以顯示消費者的意圖忠誠度，會影響到其產業的競爭力與長期規

劃，而透過衡量顧客忠誠度可以更有效的了解顧客保留率，因為相較於尋覓新的顧客，保留現有的舊

顧客會容易許多，且具有忠誠度的顧客會願意向親朋好友等潛在客戶推薦商品或服務，達到拓展客源

的效果。國外學者對於遊客行為意向的探討，已有多年的研究討論。主要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屬性遊客

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差異，且滿意度與行為意向有顯著正向相關。 

（六）環境識覺、滿意度、行為意向 

國內外有許多關於環境識覺、滿意度、行為意向等相互關係之研究。林貝珊、張長義（2009）探

討纜車觀光對地方帶來的衝擊影響，分析民眾對實際環境、產業發展與社會文化層面的環境識覺，認

為政府在執行相關規畫時，應納入地方民眾的識覺研究結果，以創造多贏的成效。廖學誠、林鴻忠、

林香㿨（2009）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民眾對森林步道的環境識覺，包含使用現況、想法與滿意

程度。梁寧恩（2015）在民眾對自行車道的環境識覺研究，發現不同背景屬性的民眾在環境識覺上有

顯著差異，環境識覺與環境滿意度為顯著中度正相關，與行為意向為高度正相關。此外，葉淑芬（2017）

在民眾對日月潭步道的環境識覺研究中，發現民眾不同年齡、到訪次數在環境識覺上有所不同，並且

環境識覺對滿意度、行為意向有正向影響。上述有關遊憩發展與遊客行為的研究中，指出不同屬性遊

客的環境識覺有顯著差異，並且環境識覺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環境識覺對行為意向也有顯著正向

影響。 

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域 

淡水漁人碼頭位在新北市淡水區沙崙里觀海路（圖 1），位於淡水河出海口的右岸（紅色線範圍為

淡水漁人碼頭）。新北市淡水區的淡水漁人碼頭，其法定名稱為「淡水第二漁港」，於 1978 年動工，於

1987 年完工，為了發展近海漁業以及取代受泥沙淤塞而功能日漸退化的淡水第一漁港。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推動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中長程）計畫，致力於更新漁港老舊設施，並整合漁港各方面的資源，

例如漁業、觀光休閒、海鮮餐飲等，結合異業、跨域合作，進行多元化加值運用，讓漁港晉升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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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活、生態活力」兼具的多元服務性設施，達成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港區內周邊的休閒設施包

含戶外寬敞草坪、雕塑公園、河岸觀景劇場平台、木棧道、情人橋、情人塔、幾米溜溜帽遊樂場等（圖

2），滿足不同民眾的休閒需求。隨疫情的緊張局勢減緩，預期未來將會有更多遊客到訪淡水漁人碼頭，

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遊客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以了解目前現況並提供經營管理者後續可

以參考的改善方向。 

 

圖 1 淡水漁人碼頭地理位置圖 

 

圖 2 淡水漁人碼頭平面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2022）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到訪淡水漁人碼頭滿 18 歲以上之遊客為研究對象。根據文獻回顧的內容，提出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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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3）與研究假設，包括：不同到訪遊客屬性對淡水漁人碼頭的環境識覺是否有顯著差異（H1）、

不同到訪遊客屬性對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H2）、不同到訪遊客屬性的行為意向是否有顯著差異

（H3）、遊客的環境識覺與滿意度是否有顯著相關（H4）、遊客的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是否有顯著相關

（H5）、遊客的滿意度對行為意向是否有顯著相關（H6）。 

 

圖 3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根據上述文獻回顧的探討與分析，據此設計問卷調查之內容題

項，並經過三位專家學者審視，逐題討論、修改以建立專家效度。問卷填答方式依照李克特（Likert Scale）

五等量表設計。問卷內容共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遊客屬性調查，主要為受訪遊客之個人背景屬

性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居住地點、到訪交通工具、停留時間以及到訪次數。

第二部分為遊客環境識覺概況調查，主要透過遊客對淡水漁人碼頭的認知、態度與主動行為此三大構

面來衡量。第三部分為滿意度調查，包含遊客對淡水漁人碼頭的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周邊設施、管

理環境四個構面。第四部分行為意向調查，包含遊客的重遊意願、推薦意願與優先考量。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採用方便抽樣，針對在淡水漁人碼頭遊憩之民眾，徵詢其受訪意願並獲得同意

後發放問卷，共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預試，於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下午 5:00 至 7:00 兩小

時期間進行，共計回收 39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採用項目分析法，刪除未達顯著性之題項（p>0.05）（吳

明隆，2009）。項目分析結果，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的題項全數保留，滿意度題項刪除一題未達顯著性

之題項，預試結果信度達到標準，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三部分的 Cronbach α 值皆在 0.80 以上。

第二階段正式問卷，根據預試分析結果，於七月中至八月中，每日（包含平日與假日）下午四點到六

點，發放正式問卷，共計回收 420 份有效問卷。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之資料蒐集完成後，執行問卷編碼與登錄工作，並以 SPSS 23 軟體進行統計分

析。本研究採用專家效度，共找了三位專家學者進行效度檢核。先根據理論假設編制成問卷量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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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相關的實務工作者、研究經驗者與有學術背景之學者加以評估，確認題項內容是否可以反映欲量測

之構面內涵，並根據專家的詞句修改建議進行問項修正（吳明隆，2013）。為確認個別題項之適切度與

可靠度，本研究採用項目分析（臨界比值法、同質性考驗），根據量表總分區分成高低兩組，再比較此

兩組在平均數差異的顯著性，保留達顯著水準的題項，刪除未達顯著水準的題項，此外，也採用同質

性考驗，檢驗個別題項與總分的積差相關係數。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係數作為信度分析衡量指標，

以檢視整份量表與各構面之可靠性、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經由描述性統計，利用次數分配、百分

比等來分析問卷內容，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交通工具、停留時間、到訪次數

之八個項目，用以了解到訪民眾之背景屬性概況。另外，透過平均數差異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 Scheffe 法事後比較）與皮爾森相關分析，以探討不同屬性遊客的環境識覺、滿意度

與行為意向是否有顯著差異，或高度相關性。上述統計方法主要參考邱皓政（2006）、吳明隆（2009）。 

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遊客屬性資料分析 

受訪遊客屬性資料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在性別方面，女性受訪人數多於男性，女性遊客佔五成

以上。年齡以 21-30 歲的人數最多。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為主，可能原因為較高的教

育程度更能提升遊客對休閒活動的正確認知與重視態度，也較有承擔休閒活動中各項花費的經濟能力

（吳佩蓉，2009）。職業類別以學生人數最多。居住地點以北部區域之人數最多，推測受到距離的影響

（吳星怡，2017）。交通工具部分，主要以汽車、輕軌／捷運，可能原因為有容量足夠之停車場，因此

遊客不用擔心停車問題，且因淡水漁人碼頭輕軌站臨近、班次明確，使許多遊客有意願搭乘輕軌到訪，

至於沒有遊客搭乘遊覽車，推測為受到 2020 年至 2022 年的 COVID-19 疫情影響，較少大規模的旅遊

團到訪。停留時間以 1 小時為主，到訪次數以四次以上為主，推論淡水漁人碼頭對遊客具有再次到訪

的吸引力（吳星怡，2017；鄭雅芳，2015），因此願意到訪四次以上比例高居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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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遊客屬性組成統計 

基本屬性 人數 % 基本屬性 人數 % 

性別 
男 177 42.1 

居住地點 

北部區域 390 92.9 

女 243 57.9 中部區域 18 4.3 

年齡 

18-20 歲 46 11.0 南部區域 9 2.1 

21-30 歲 126 30.0 東部區域 3 0.7 

31-40 歲 69 16.4 

交通工具 

汽車 157 37.4 

41-50 歲 54 12.9 機車 81 19.3 

51-60 歲 70 16.7 公車 53 12.6 

61 歲以上 55 13.1 輕軌/捷運 104 24.8 

教育程度 

國小、國中 10 2.4 遊覽車 0 0.0 

高中/職 78 18.6 腳踏車 16 3.8 

專科/大學 216 51.4 步行 9 2.1 

研究所以上 116 27.6 

停留時間 

半小時 29 6.9 

職業 

學生 93 22.1 1 小時 169 40.2 

軍警 2 0.5 2 小時 153 36.4 

公務人員 21 5.0 3 小時 39 9.3 

教育相關 55 13.1 4 小時以上 30 7.1 

農 0 0.0 

到訪次數 

一次  88 21.0 

工 35 8.3 二次 54 12.9 

商 54 12.0 三次 54 12.9 

服務業 62 14.8 四次以上 224 53.3 

醫療 14 3.3   

家管 17 4.0 

退休 53 12.6 

無  1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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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識覺分析 

1. 構面分析 

環境識覺全量表信度（α）為 0.89，認知構面為 0.80，態度構面為 0.80，主動行為構面為 0.84（表

2），認知、態度及主動行動三個構面的信度檢測α值皆大於 0.80，符合甚佳的標準（吳明隆，2009）

（表 2）。 

表 2 環境識覺量表信度 

 全量表 認知構面 態度構面 主動行為構面 
信度（α） 0.89 0.80 0.80 0.84 

認知構面上，各題項之平均數值顯示偏向環境識覺正面評價，可得知受訪遊客認為到訪淡水漁人

碼頭可以有效放鬆身心與減輕壓力，也可以觀賞自然與人文美景，同時增進家人、親友或情人的情感，

享受舒適的戶外活動場域。態度構面結果顯示到訪遊客認為淡水漁人碼頭周邊環境需要全民共同維

護，應該保護環境生態上的多樣性，也認為維護漁人碼頭周邊海岸景觀很重要，當碼頭環境被人為蓄

意破壞時，會感到難過，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漁人碼頭的海岸休閒產業。主動行為構面之平均數區間

為 3.81-4.66，偏正向之評價，遊客大多願意配合管理規範（表 3）。 

表 3 環境識覺各構面分析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認知 4.22 0.52 

態度 4.56 0.46 

主動行為 4.04 0.63 

2. 遊客屬性的環境識覺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年齡（表 4）與職業（表 5）上達到顯著差異。遊客的環境識覺在年齡上有顯著差

異，推測原因為隨著年齡增長，對環境整體變化的覺察也隨著生活經驗增加而提升（周芳如，2016；

梁寧恩，2015），吳星怡（2017）認為年齡較長的遊客更願意透過行為來表達想法，也較能夠勸阻他人

不負責任之環境行為。職業的環境識覺平均數在主動行為上，退休的遊客顯著大於學生，推測原因為

已退休的遊客在識覺敏銳度上更高，並且對環境維護具有較高的責任感與主動行為力，因此比受訪職

業為學生的遊客更願意提供改善建議與採取行動，以及有勇氣勸阻他人的破壞環境行為（吳星怡，

2017；周芳如，2016；梁寧恩，2015）。至於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點、交通工具、停留時間與

到訪次數，在環境識覺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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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年齡的遊客環境識覺統計分析 

構面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認知 

18-20 歲 4.10 0.52 

4.47 0.00 

21-30 歲 4.12 0.49 

31-40 歲 4.17 0.47 

41-50 歲 4.30 0.51 

51-60 歲 4.26 0.52 

61 歲以上 4.46 0.57 

態度 

18-20 歲 4.22 0.52 

5.33 0.00 

21-30 歲 4.32 0.58 

31-40 歲 4.49 0.44 

41-50 歲 4.61 0.44 

51-60 歲 4.59 0.44 

61 歲以上 4.62 0.42 

主動行為 

18-20 歲 4.73 0.37 

11.11 0.00 

21-30 歲 4.56 0.46 

31-40 歲 3.77 0.67 

41-50 歲 3.82 0.62 

51-60 歲 4.17 0.64 

61 歲以上 4.2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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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職業類別的遊客環境識覺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職業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認知 

學生 4.13 0.52 

1.82 0.06 

軍警 4.10 0.99 

公務人員 4.21 0.44 

教育相關 4.29 0.47 

工 4.12 0.53 

商 4.23 0.54 

服務業 4.19 0.49 

醫療 4.17 0.30 

家管 4.22 0.57 

退休 4.45 0.56 

無 4.03 0.56 

態度 

學生 4.44 0.51 

1.68 0.08 

軍警 4.80 0.28 

公務人員 4.52 0.42 

教育相關 4.59 0.46 

工 4.54 0.46 

商 4.61 0.46 

服務業 4.52 0.43 

醫療 4.43 0.38 

家管 4.65 0.38 

退休 4.70 0.41 

無 4.67 0.44 

主動行為 

學生 3.84 0.59 

3.57 0.00 

軍警 4.90 0.14 

公務人員 3.91 0.53 

教育相關 4.03 0.63 

工 3.98 0.64 

商 4.09 0.67 

服務業 4.04 0.66 

醫療 3.90 0.52 

家管 4.33 0.57 

退休 4.36 0.50 

無 4.14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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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滿意度分析 

1. 構面分析 

本研究滿意度分析整體信度大於 0.90，表示信度檢測結果為非常理想；實質環境、周邊設施、管

理環境信度皆大於 0.80，表示信度檢測結果為甚佳；社會環境信度大於 0.70，表示信度檢測結果為佳

（吳明隆，2009）（表 6）。 

表 6 滿意度量表信度 

 全量表 實質環境 社會環境 周邊設施 管理環境 
信度（α） 0.93 0.85 0.74 0.85 0.84 

實質環境構面之平均數區間為 3.80-4.12，表示遊客認為對實質環境構面中的淡水漁人碼頭的漁

船、碼頭風景感到滿意，對淡水河口風景也感到滿意，對於碼頭中的休閒設施多樣性與體驗皆感到滿

意。社會環境構面之平均數區間為 3.72-4.18，表示遊客認為到訪淡水漁人碼頭對增進家人、親朋好友

的情感部分感到滿意，也認為遊客人數適中，不會感到特別擁擠，且觀察其他遊客維護周邊環境的行

為表現也是正面評價。周邊設施構面之平均數區間為 3.36-3.81，各題項之平均數皆高於中間值 3 分，

可得知遊客對周邊設施整體上感到滿意。管理環境構面之平均數的區間為 3.67-3.84，表示遊客對於大

眾運輸系統如公車、輕軌的動線規劃、整體環境衛生、周邊生態環境與景觀維護為正向評價。在解說

牌與警告標示牌明確度方面，可以增加與教育意義相關的解說，讓到訪遊客不僅可以欣賞漁人碼頭的

美景，還可以獲取到更多關於淡水漁人碼頭的知識。在停車場動線規劃、容納量與收費管理方面，停

車場的動線規劃有些複雜，因此在尋找出入口上比較不方便，需要進一步改善（表 7）。 

表 7 滿意度各構面分析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實質環境 3.95 0.61 

社會環境 3.94 0.65 

周邊設施 3.60 0.63 

管理環境 3.74 0.62 

2. 遊客屬性的滿意度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表 8）、年齡（表 9）、教育程度（表 10）、職業類別（表 11）上達到顯著差

異。性別對滿意度平均數的影響，在實質環境構面中女性顯著大於男性，表示女性對淡水漁人碼頭實

質環境中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休閒設施多樣性與體驗之滿意度高於男性。年齡的研究結果與葉淑

芬（2017）相符，皆發現 61 歲以上遊客在實質環境與社會環境滿意度上，皆顯著高於 21-30 歲的遊客。

教育程度在周邊設施上，高中／職遊客的平均數顯著大於研究所以上的遊客，推論可能原因為隨著教

育程度越高，對周邊設施的管理要求越高（何黎明等，2009）。職業類別在周邊設施上，退休遊客顯著

高於教育相關的遊客，管理環境上，退休遊客也顯著高於服務業的遊客。至於不同居住地點、交通工

具、停留時間與到訪次數，在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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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性別的遊客滿意度統計分析 

構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構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實質環境 
男 3.84 0.60 

-3.11 0.00 周邊設施 
男 3.54 0.63 

-1.67 0.09 
女 4.03 0.60 女 3.65 0.63 

社會環境 
男 3.89 0.69 

-1.38 0.17 管理環境 
男 3.69 0.58 

-1.39 0.17 
女 3.98 0.61 女 3.78 0.65 

表 9 不同年齡的遊客滿意度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構面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實質環境 

18-20 歲 3.89 0.72 

2.47 0.03 周邊設施 

18-20 歲 3.67 0.71 

3.08 0.01 

21-30 歲 3.87 0.59 21-30 歲 3.50 0.59 

31-40 歲 3.86 0.58 31-40 歲 3.50 0.65 

41-50 歲 4.01 0.57 41-50 歲 3.61 0.58 

51-60 歲 4.03 0.57 51-60 歲 3.68 0.58 

61 歲以上 4.15 0.62 61 歲以上 3.84 0.68 

社會環境 

18-20 歲 3.96 0.66 

4.73 0.00 管理環境 

18-20 歲 3.91 0.67 

2.51 0.03 

21-30 歲 3.76 0.74 21-30 歲 3.70 0.60 

31-40 歲 4.09 0.63 31-40 歲 3.59 0.67 

41-50 歲 3.94 0.53 41-50 歲 3.72 0.51 

51-60 歲 3.92 0.52 51-60 歲 3.73 0.58 

61 歲以上 4.20 0.57 61 歲以上 3.91 0.67 

表 10 不同教育程度的遊客滿意度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構面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實質環境 

國小、國中 4.15 0.70 

2.23 0.09 周邊設施 

國小、國中 3.70 0.79 

3.55 0.01 
高中/職 4.05 0.62 高中/職 3.79 0.60 

專科/大學 3.96 0.62 專科/大學 3.60 0.66 

研究所以上 3.85 0.56 研究所以上 3.49 0.56 

社會環境 

國小、國中 4.10 0.63 

1.10 0.35 管理環境 

國小、國中 3.88 0.71 

2.18 0.09 
高中/職 4.05 0.60 高中/職 3.87 0.62 

專科/大學 3.92 0.71 專科/大學 3.74 0.65 

研究所以上 3.90 0.56 研究所以上 3.65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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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同職業類別的遊客滿意度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職業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構面名稱 職業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實質環境 

學生 3.91 0.65 

1.82 0.06 周邊設施 

學生 3.63 0.64 

2.03 0.03 

軍警 3.63 0.88 軍警 3.10 0.14 

公務人員 3.89 0.52 公務人員 3.47 0.57 

教育相關 4.03 0.51 教育相關 3.48 0.57 

工 3.86 0.63 工 3.50 0.64 

商 3.93 0.62 商 3.60 0.52 

服務業 3.87 0.62 服務業 3.60 0.77 

醫療 3.63 0.36 醫療 3.31 0.40 

家管 4.21 0.78 家管 3.68 0.68 

退休 4.17 0.54 退休 3.89 0.59 

無 3.89 0.58 無 3.63 0.62 

社會環境 

學生 3.90 0.66 

1.56 0.12 管理環境 

學生 3.85 0.65 

2.04 0.03 

軍警 3.33 0.47 軍警 3.50 0.71 

公務人員 3.81 0.60 公務人員 3.71 0.45 

教育相關 3.89 0.52 教育相關 3.64 0.57 

工 3.91 0.61 工 3.69 0.66 

商 4.03 0.59 商 3.79 0.56 

服務業 3.83 0.84 服務業 3.57 0.70 

醫療 3.86 0.60 醫療 3.63 0.34 

家管 4.16 0.68 家管 3.86 0.67 

退休 4.18 0.54 退休 3.94 0.60 

無 3.93 0.67 無 3.46 0.61 

（四）行為意向分析 

1. 構面分析 

行為意向總題項之信度為 0.87，大於 0.80，表示達到甚佳的標準（吳明隆，2009）。總量表平均數

為 4.12，各題項中平均數最高的為重遊意願，平均數為 4.32，其次為推薦意願，平均數為 4.25，接下

來為優先考量意願，平均數為 3.80。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遊客對整體行為意向為正向評價，表示遊客

願意再次到訪淡水漁人碼頭，也願意推薦親友到訪淡水漁人碼頭，以及淡水漁人碼頭是未來旅遊優先

考慮的景點（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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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行為意向之統計分析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α） 

行為意向 

願意再次到訪淡水漁人碼頭 4.32 0.66 

0.87 願意推薦親友到訪淡水漁人碼頭 4.25 0.72 

淡水漁人碼頭是未來旅遊優先考慮的景點 3.80 0.86 

2. 遊客屬性的行為意向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年齡（表 13）、職業（表 14）與到訪次數（表 15）上達到顯著差異。年齡的行為

意向平均數，61 歲以上的遊客顯著大於 21-30 歲的遊客；職業的行為意向平均數，退休遊客顯著大於

學生；到訪次數的行為意向平均數，四次以上遊客顯著大於到訪一次的遊客，表示遊客對淡水漁人碼

頭的忠誠度高。至於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點、交通工具與停留時間，在行為意向上並無顯著

差異。 

表 13 不同年齡的遊客行為意向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行為意向 

18-20 歲 3.93 0.70 

4.34 0.00 

21-30 歲 3.99 0.73 

31-40 歲 4.08 0.64 

41-50 歲 4.23 0.64 

51-60 歲 4.27 0.58 

61 歲以上 4.36 0.56 

表 14 不同職業類別的遊客行為意向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職業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行為意向 

學生 3.90 0.79 

2.62 0.00 

軍警 3.83 1.18 

公務人員 4.06 0.54 

教育相關 4.12 0.63 

工 4.15 0.56 

商 4.24 0.63 

服務業 4.16 0.67 

醫療 3.93 0.44 

家管 4.31 0.74 

退休 4.40 0.56 

無 4.02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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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同到訪次數的遊客行為意向統計分析 

構面名稱 到訪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行為意向 

一次 3.94 0.76 

4.09 0.01 
二次 4.23 0.63 

三次 4.01 0.63 

四次以上 4.20 0.64 

（五）相關分析 

1. 環境識覺與滿意度相關分析 

環境識覺與滿意度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16 所示。認知構面與實質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社會

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周邊設施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管理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態度

構面與實質環境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與社會環境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與周邊設施構面呈現低度正

相關，與管理環境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主動行為構面與實質環境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與社會環境

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周邊設施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管理環境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 

整體環境識覺與實質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與社會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

整體環境識覺與周邊設施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與管理環境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

滿意度與認知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滿意度與態度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整體滿意度與主動行為

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與滿意度呈現中度正相關。根據以上檢驗結果，到訪淡水漁人碼

頭的遊客，環境識覺與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表 16 環境識覺與滿意度相關分析統計表 

檢驗項目 認知 態度 主動行為 環境識覺 

實質環境 0.605** 0.331** 0.361** 0.520** 

社會環境 0.536** 0.305** 0.421** 0.513** 

周邊設施 0.464** 0.293** 0.418** 0.479** 

管理環境 0.501** 0.287** 0.376** 0.471** 

滿意度 0.614** 0.361** 0.472** 0.582** 

**：p<0.01 

2. 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 

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17 所示。整體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呈現中度正相關，認知

構面與行為意向呈現中度正相關，態度構面與行為意向呈現低度正相關，主動行為構面與行為意向呈

現中度正相關。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呈現正相關。 

 

 



74 

 

表 17 環境識覺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統計表 
檢驗項目 認知 態度 主動行為 環境識覺 
行為意向 0.618** 0.339** 0.420** 0.556** 

**：p<0.01 

3.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18 所示。整體滿意度與行為意向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從滿

意度各構面來看，實質環境與行為意向二者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社會環境與行為意向二者呈現顯著

中度正相關，周邊設施與行為意向二者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管理環境與行為意向二者呈現顯著中度

正相關。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滿意度對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 18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相關分析統計表 

檢驗項目 實質環境 社會環境 周邊設施 管理環境 滿意度 

行為意向 0.570** 0.495** 0.468** 0.467** 0.587** 

**：p<0.01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表示淡水漁人碼頭是個老少咸宜的遊憩場所，設有多樣的休閒設施可供不同年齡

遊客使用。由於到訪遊客教育程度較高，並且學生人數也較多，遊客的主要為 1-2 小時的短暫停留，

建議可以增加更多互動性、教育性與知識性的體驗學習機會，呼應遊客對休閒活動的重視態度以及正

確認知的需求（林貝珊、張長義，2009），也可以提高遊客增加停留時間的意願。另外由於許多遊客到

訪漁人碼頭四次以上，可以定期舉辦不同的小型活動，讓到訪多次的遊客每次到訪都有不同的體驗與

新鮮感，進而期待下一次的旅遊。 

遊客整體環境識覺為正向評價，皆願意配合漁人碼頭的相關遊客管理規範，認為維護漁人碼頭周

邊海岸景觀很重要，且需要全民共同努力，表示遊客重視海岸景觀的維護，也對此有認同的態度。不

過在體驗漁人碼頭文化與增廣見聞的得分較低，漁人碼頭中有硬體設施與設備，但知識、教育性的部

分較少，實屬可惜。因此可以針對此部分增加更多互動性與知識性的內容，讓遊客在旅遊的同時，也

能學習新知。 

遊客對淡水漁人碼頭的整體滿意度為正向評價，多數遊客對於到訪淡水漁人碼頭增進家人、親朋

好友情感的程度感到滿意，以及對淡水河口、漁船與碼頭風景感到滿意。遮陽避雨設施得分較低，由

於淡水漁人碼頭屬於戶外悠閒場所，為方便遊客觀賞自然與人文風景，因此在遮陽避雨設施上較無大

面積建置，造成夏季白天相對炎熱而遊客要少，相關單位針對此部分，將焦點轉移到傍晚夕陽欣賞與

夜間活動來吸引遊客參與，例如 2022 年 8 月的新北市河海音樂季，於當月週末六日下午四點至九點，

邀請多位樂團歌手到場表演，9 月的中秋煙火釋放，於 9/9、9/11、9/18、9/25，以及 7-9 月「光雕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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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夜間水舞燈光秀，管理單位將夏季重點聚焦在傍晚到晚上，引導遊客於氣溫較舒適的時段到訪。

遊客對目前的大眾運輸系統（公車、輕軌）的動線管理感到滿意，目前是第二多使用之交通工具，且

預估未來將會承載更多的遊客。行為意向整體為正向評價，表示遊客願意再次到訪、也願意推薦親友

到訪淡水漁人碼頭，以及「淡水漁人碼頭」是未來旅遊優先考慮的景點。 

不同年齡與職業類別的遊客在環境識覺上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點、交通工具、

停留時間與到訪次數上皆無顯著差異。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上有顯著差異。在居

住地點、交通工具、停留時間與到訪次數上皆無顯著差異。不同年齡、職業類別與到訪次數在遊客對

淡水漁人碼頭的行為意向上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點、交通工具與停留時間上皆無

顯著差異。 

在環境識覺認知構面上，與滿意度各構面皆呈現中度正相關；態度構面與滿意度各構面上皆呈現

低度正相關；主動行為構面在社會環境與周邊設施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在實質環境與管理環境構面

呈現低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與滿意度各構面上皆呈現中度正相關；整體滿意度與認知、主動行為

構面呈現中度正相關，與態度構面呈現低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與整體滿意度呈現中度正相關。環

境識覺認知與主動行為構面與行為意向呈現中度正相關，態度構面與呈現低度正相關，整體環境識覺

與行為意向呈現中度正相關。滿意度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周邊設施與管理環境構面皆與行為意向為

中度正相關，整體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二者呈現中度正相關。 

（二）建議 

有關經營管理建議，首先，增加解說媒材的生動性、多樣性與吸引力。因為在環境識覺認知中漁

人碼頭文化與增廣見聞的得分較低，滿意度中解說與警告標示明確度的滿意度也較低，建議可以增加

更多知識性、互動性的學習機會，並不定期推出趣味活動讓遊客常保新鮮感，以提高遊客的環境識覺

與滿意度。例如結合擴增實境（AR）技術開創數位觀光多元實踐可能性，目前 AR 已有許多方式應用

於觀光業，希望提升與豐富旅遊景點的吸引力，並發掘更多潛在的遊客市場，AR 技術的運用是一種

連結人與環境的新方式，透過智慧型手機、平板或者穿戴裝置，突破時間、空間的各種限制，創造了

更多人地互動的可能性（Rivero et al., 2021）。 

如此一來可以增加旅遊時吸收新知的機會。為提升遊客參與互動學習的機會以及意願，結合淡水

漁人碼頭內的實體設施，搭配擴增實境技術來增加旅遊時吸收新知的機會，讓遊客在真實世界享受旅

遊的同時，也能達到與環境互動的充實學習效果。例如將與海洋生物、垃圾減量與回收的資訊整理成

短文，並製作成可被 AR 軟體辨識的圖片，展示在園區內垃圾桶的附近，讓遊客可使用 AR 軟體掃描

圖片，在丟垃圾、做回收的同時，也能了解這些垃圾的產出對海洋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將有關

淡水漁人碼頭的歷史故事、地理位置與意義，製作成圖片與短文，並把辨識的圖片或文字與實體的漁

船、捕魚設施結合，透過擴增實境呈現，讓遊客在欣賞今日的碼頭美景時，在原地掃描 AR 辨識圖，

進而看見過去漁港的歷史故事與漁民繁忙的身影，以及了解港口、淡水河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感

受超越時空、真實與虛擬兼具的人地互動旅程。 

為提升淡水漁人碼頭觀光遊憩的競爭力，結合 AR 技術，打造專屬的數位觀光旅遊體驗，讓遊客

感受新科技為旅遊帶來的互動與趣味回憶。例如可以透過 AR 技術製作各點位的專屬打卡數位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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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成可供掃描的圖示，張貼在情人橋、木棧道、漁船等設施附近，遊客掃描後可以與場景互動、拍

照，提供多樣化的打卡照片樣式；也可以與不同的節日、慶典作結合，或是不定期在漁人碼頭內更新

辨識圖，將互動內容製作成辨識物件，展示在固定或不固定的點位，發展趣味尋寶、抓寶活動，讓遊

客每次的到訪都有新的驚喜。融合漁人碼頭內部實體設施與擴增實境的技術，在不增加過多、過大解

說、警示牌等實體設備情況下，達到具有更多互動性、知識性、趣味性的體驗效果，提高到訪淡水漁

人碼頭遊客的環境識覺與滿意度，進而提高重遊意願，透過數位觀光的技術實踐人地互動的更多可能。 

另外，需要優化交通運輸工具之滿意度。遊客主要使用汽車，其次為搭乘輕軌／捷運，然而在滿

意度管理環境構面中，停車場動線規劃、容納量與收費管理的評價較低，在停車場動線規劃上可能因

為與附近飯店共有，因此出入口較多，對不熟悉路線的遊客而言有些複雜，可以加強方向告示牌的引

導。 

而對於周邊設施的改善建議，針對滿意度周邊設施構面中，遮陽避雨設施評價較低的部分，由於

淡水漁人碼頭主要為戶外活動場域，遮陽避雨實體建物確實因為考量到風景觀賞而無法大量增加，管

理單位在夏季比較炎熱的月份改推傍晚到夜間的活動，因此管理單位需要留意夜間照明設備的充足與

否。 

可以強化遊客建議提供管道。管理單位需要提供更明確的溝通管道，讓遊客便於操作，可以在各

點位採用 QR code 電子表單的方式，讓遊客隨時可以提供改善建議，而管理單位需要定期針對遊客的

想法提供回覆，讓遊客感受到建議有被重視，也可以了解到管理單位的作法與決策，達成雙向的有效

溝通，使淡水漁人碼頭朝更符合遊客需求的方向發展。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方便抽樣的方式，於 2022 年 7 月中至 8 月中每日下午 16:00-18:00 期間，到淡水漁人

碼頭進行問卷調查，考量到研究的人力資源、時間與經費有限，以及取樣的特殊性可能，因此，僅可

適用於相同時空背景的結果推論，不同季節、時段與研究區的情況有待進一步比較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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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民眾對淡水漁人碼頭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為了解民眾對淡水漁人碼頭的環境識覺、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以提供未來淡水漁人碼頭經營管理

之參考，本研究設計此問卷以了解現況。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絕不會對外公開，敬請安心填寫。

非常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敬祝您旅遊愉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廖學誠 教授 鄭偲妙 研究生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生理性別 □男   □女   □不便透露 

2 年齡 
□18-20 歲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國小、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 

4 職業類別 
□學生  □軍警 □公務人員 □教育相關 □農 □工 □商 
□服務業 □醫療 □家管 □退休 □無 □其他：         

5 居住地點 

□北部區域（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宜蘭縣） 
□中部區域（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區域（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區域（花蓮縣、臺東縣） 
□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其他：            

6 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  □公車  □輕軌∕捷運  □遊覽車 
□腳踏車 □步行  □其他：            

7 停留時間 □半小時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以上 

8 到訪次數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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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環境識覺量表 
 
請根據您在淡水漁人碼頭中，從事各種行為活動時的實際感受，勾選適合

的選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可以體驗漁人碼頭文化與增廣見聞 □ □ □ □ □ 

2 可以放鬆身心、減輕壓力 □ □ □ □ □ 

3 可以增進家人、親友及情人的感情 □ □ □ □ □ 

4 可以享受舒適的戶外活動場域 □ □ □ □ □ 

5 可以觀賞自然、人文美景 □ □ □ □ □ 

6 我們應該保護漁人碼頭環境生態的生物多樣性 □ □ □ □ □ 

7 我認為維護漁人碼頭周邊海岸景觀很重要 □ □ □ □ □ 

8 我認為漁人碼頭周邊環境需要全民共同來維護 □ □ □ □ □ 

9 當碼頭環境被人為蓄意破壞時，我會感到難過 □ □ □ □ □ 

10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漁人碼頭的海岸休閒產業 □ □ □ □ □ 

11 我願意配合漁人碼頭相關遊客管理規範 □ □ □ □ □ 

12 當發現有人出現破壞環境的行為時，我會主動勸阻 □ □ □ □ □ 

13 發現漁人碼頭受到汙染破壞時，我會主動通知管理單位 □ □ □ □ □ 

14 我會採取實際行動以維護漁人碼頭的環境景觀 □ □ □ □ □ 

15 我願意提供改善漁人碼頭環境景觀的建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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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滿意度量表 
 
請根據您對淡水漁人碼頭的滿意度，勾選適合的選項。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我對於淡水漁人碼頭的漁船、碼頭風景 □ □ □ □ □ 

2 我對於漁人碼頭中的淡水河口風景 □ □ □ □ □ 

3 我對於淡水漁人碼頭休閒設施多樣性與否（木棧道、情人橋等） □ □ □ □ □ 

4 我對於這些休閒遊憩設施（木棧道、情人橋等）的體驗 □ □ □ □ □ 

5 我對於到訪淡水漁人碼頭增進家人、親朋好友情感的程度 □ □ □ □ □ 

6 遊客人數適中，不會感到擁擠 □ □ □ □ □ 

7 遊客維護周邊環境的行為表現 □ □ □ □ □ 

8 夜間照明設備 □ □ □ □ □ 

9 無障礙設施數量、位置分布（例如扶手、導盲磚、斜坡道等） □ □ □ □ □ 

10 遮陽避雨設施 □ □ □ □ □ 

11 公共廁所清潔程度 □ □ □ □ □ 

12 休息座椅數量、位置分布 □ □ □ □ □ 

13 停車場動線規劃、容納量、收費管理 □ □ □ □ □ 

14 大眾運輸系統（公車、輕軌）動線管理 □ □ □ □ □ 

15 解說與警告標示牌明確度 □ □ □ □ □ 

16 周邊生態環境與景觀維護 □ □ □ □ □ 

17 整體環境衛生管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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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行為意向 
 
請根據您在淡水漁人碼頭從事各種行為活動後的實際感受，勾選適合的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願意再次到訪「淡水漁人碼頭」 □ □ □ □ □ 

2 願意推薦親友到訪「淡水漁人碼頭」 □ □ □ □ □ 

3 「淡水漁人碼頭」是未來旅遊優先考慮的景點 □ □ □ □ □ 

 

 

 

投稿日期：112 年 05 月 10 日 

修正日期：112 年 09 月 02 日 

接受日期：112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