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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日月潭旅遊者環境契合度、沉浸體驗與地方依戀之相關情形，並

探討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及沉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影響。本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以臺灣日月潭觀光風景區遊客為研究對象，針對日月潭遊客對於日月潭的「環境

契合度」、「沉浸體驗」、「地方依戀」之問卷進行分析，採便利抽樣方式進行抽樣，

問卷發放 400 份，回收 351 份，有效回收率為 87.75%，所得資料經典型相關與多元逐

步迴歸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有正向

相關情形；經營管理、專注、環境資源、環境功能、時間扭曲感為迴歸方程式的顯著

變項，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40%。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經營管理」層面的

預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 25.5%，其次為「專注」、「環境資源」、「環境功能」、「時

間扭曲感」，其解釋量分別為 6.9%、4.9%、1.5%、1.3%。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

合度之「經營管理」、「環境資源」、「環境功能」以及沉浸體驗之「專注」、「時

間扭曲感」對於預測地方依戀有達顯著，結論顯示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對環境契合度之

「經營管理」、「環境資源」、「環境功能」以及沉浸體驗之「專注」、「時間扭曲感」

為預測地方依戀之主要因素。

關鍵詞：典型相關、多元迴歸、國內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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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觀光局 (2015) 的統計，歷年來臺

旅客人數有逐漸攀升的跡象，在 2011 年

來臺人次達六百多萬人、2012 年達七百多

萬人、2013 年達八百多萬人、2014 年達

九百多萬，2015 年更高達一千萬人，其中

在觀光部分達 7,505,457 人次，共占來臺

人數的 71.89%，觀光收入 ( 包含本地與來

臺旅客 ) 之總收入高達 8,190 億元，由此

可知觀光旅遊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小，

也顯示出觀光旅遊時代的來臨。在觀光局 

(2015) 的統計資料分析中可看出，中國大

陸的旅客占我國主要客源首位，在 104 年

達 4,184,102 人次；位居第二為日本，在

104年達 1,627,229人次；港澳則位居第三，

在 105 年達 1,513,597 人次，由此可知中

國大陸占我國來臺旅客主要客源，讓位居

二、三者望其項背，更顯示出中國大陸旅

客占我國觀光業的主要客源，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分析觀光局 2015 年針對來臺旅客消

費動向所做的研究中顯示出，「風光景

色」、「菜餚」、「購物」與「臺灣民情

風俗和文化」為吸引旅客來臺觀光的主要

因素。研究中也指出，來臺遊客主要遊覽

景點分別為「夜市」、「臺北 101」、「故

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與「日月潭」；

而在受訪旅客最喜歡的熱門景點排名中，

「日月潭」則位居第 5。日月潭為臺灣知

名觀光旅遊景點之一，交通部日月潭管理

處詳列出日月潭之美的形成以及由來，並

從日治時期開始娓娓道出日月潭的歷史，

日月潭不僅具有優美的觀光景色，其也為

臺灣的經濟以及在外國旅客的心中奠定了

重要地位，因此本研究選以日月潭做為研

究之地區。

環境契合度最早被應用於心理學上，

指個人與環境上互相得利的供給和需求平

衡，近年來則被應用於管理學中。廣泛的

個人─環境契合度被解釋為當個人具

有與環境相適配的特性及與環境有一致

性，是可被用來預測個人行為的 (Kristof-

Brown, Zimmerman, & Johnson, 2005)。

Kristof (1996) 認為，契合度是個人與所屬

環境在彼此互動下所產生的結果，而高度

契合會對個人帶來正面影響。Pervin (1968) 

指出個體和環境若有好的契合度則有較高

的成果產出、較佳的滿意度與較低的壓力。

遊客前往日月潭旅遊是否會有較佳的環境

契合度則是引發研究者想要探討的動機之

一。

Csikszentmihalyi (1975) 首次提出沉

浸理論，亦稱心流理論 (flow theory) ，以

解釋當人們在進行某些日常活動時將進入

一種特有的經驗模式，包括窄化的知覺注

意力、過濾掉所有不相關的感覺和想法、

喪失自覺、指對明確目標與具體的回饋作

出反應，並對於環境產生控制感。Bakker 

(2008) 指出，沉浸即為個體於工作中所體

驗之經驗，會產生一種忘我的專注感，其

特徵在於個人專注工作當中，且有較高完

成工作之動機。陳慧玲與廖佳慧 (2011) 指

出，沉浸之定義為從事活動時受到挑戰性

個人技巧的影響獲得相同愉悅的體驗，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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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持續提升個人之活動技巧，而更專精於

該活動。陳慧玲與林安庭 (2011) 亦指出，

個體從事活動時，在個人的技能與挑戰達

到平衡之下，產生控制感，獲得正向的情

緒，而達到愉悅滿足的經驗為沉浸體驗。

胡俊傑、林鎮鑑與吳明忠 (2012) 則指出，

沉浸體驗之定義為活動參與者行為之發

生，首先建立參與者之人格特質，經由從

是該活動的過程中學習技巧，挑戰並克服

其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障礙，獲得愉悅達

到自我表現與成就感等。月潭環境優美是

旅遊的好景點，因此本研究另一研究動機

在探討日月潭遊客對日月潭之沉浸體驗情

形為何。並瞭解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之

間相關性為何，是值得探究之問題。

Hummon (1992) 提出，地方感是環

境與情境互動產生的反應，因個人記憶和

情感重複互動，與場所資源的功能性及歸

屬感產生的依戀行為，這種依戀為人與特

殊場所的重要連結，即所謂的地方依戀。

Bricker 與 Kerstetter (2000) 指 出， 地 方

依戀是個人對於某場所的一種情感歸屬，

是個人感覺到自己與地點的結合程度。

Shannon 與 Edward (1995) 則提出，地方

依戀的產生是當場所被賦予的意義是正向

時，這些正面意義能促使人與場所產生正

向情感連結。郭香瑜 (2014) 針對冒險遊憩

者的研究中發現，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冒

險活動遊憩者在環境契合度、沉浸體驗及

地方依戀等變項具有顯著差異且環境契合

度與沉浸體驗具有正向影響；環境契合度

與地方依戀具有正向影響。研究者從數次

至日月潭實地考察發現，多數至日月潭遊

覽之旅遊者為中國籍旅客，而從與旅客的

交談中發現大多數的旅客，皆對於日月潭

充滿好奇與興趣。日月潭為國家遊樂風景

區，近年來旅遊事業蓬勃發展，更是深受

大陸遊客之喜愛，為提升日月潭遊客的品

質以及更瞭解日月潭遊客的心理狀態，讓

日月潭成為更具休閒放鬆之秘境，因此本

研究以日月潭為例，試圖理解國內旅遊者

( 包含本地與國外旅遊者 ) 對於日月潭之環

境契合度、沉浸體驗以及地方依戀之關聯，

進而提升臺灣觀光旅遊業的品質以及做為

休閒觀光產業發展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

度、沉浸體驗之間的相關情形。

（二） 探討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

及沉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影響。

三、名詞釋義

（一）環境契合度

根據 Muchinsky 與 Monahan (1987) 提出

個人─環境契合度兩種類型，即補充性

與互補性契合度，本研究依據 Muchinsky

與 Monahan (1987) 提出契合度中的補充係

契合度來定義，將環境契合度定義為為日

月潭國內旅遊者與日月潭觀光景點之間的

互動關係。

（二）沉浸體驗

根據 Chen, Wigand, and Nilan 在 1998

年提出的「沉浸理論」，其將「沉浸理論」

分為三個依循階段：1. 事前階段；2.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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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階段；3. 效果階段，人們需達到第三個

階段才會出現自覺喪失和時間感的改變情

形。因此本研究將沉浸體驗定義為日月潭

國內旅遊者在日月潭觀光旅遊的過程中達

到愉悅、滿足的情緒甚至到忘我的狀態。

（三）地方依戀

本研究所定義之地方依戀係根據

Moore 與 Grefe 於 1994 年所提出的，地方

依戀是經由情感及行為的互動而展現出來

的，因此被概念化為個體對於特殊地點的

認同與評價。本研究參考其定義，將本研

究之操作型定義為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對日

月潭觀光景點所感受到的評價和認同感。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前往日月潭旅遊者。預

視問卷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採用便利取樣做為研究的抽樣方法，

只要是前往日月潭旅遊的旅客皆為取樣之

一，預試問卷發放 150 份，回收後進行統

計資料軟體輸入剔除無效問卷後得 129 份

問卷進行資料分析，有效率達 86%，針對

日月潭遊客對於日月潭的「環境契合度」、

「沉浸體驗」、「地方依戀」之問卷進行

分析，於民國 104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發放正式問卷，正式施測問卷數量發放

為 400 份，回收後進行統計資料軟體輸入

剔除無效問卷後得 351 份進行分析資料，

有效率達 87.75%。

二、研究工具

（一）環境契合度量表

本研究問卷參考 Tsaur, Liang, and Lin 

(2012) 所發展的遊憩者－環境契合度量表

以及 Kristof (1996) 所發展之量表，作為

衡量工具，為配合本研究需求，參考後修

編成五個構面共 20 題。

（二）沉浸體驗量表

浸體驗量表問卷則參考巫喜瑞與陳廷

忠 (2012) 探討冒險遊憩活動人格特質、沉

浸體驗與滿意度之沉浸體驗量表為參考依

據，為配合本研究需求，參考後修編成四

個構面共 16 題。

（三）地方依戀量表

地方依戀的衡量方式則參考 Williams 

與 R o g g e n b u c k  ( 1 9 8 9 ) 及 H a m m i t , 

Backlund, and Bixer (2004) 提出的地方依

戀之量表，作為衡量工具，為配合本研究

需求，參考後修編成四個構面共 18 題。

三、量表鑑別度、建構效度及信度
分析

（一）量表鑑別度分析

環境契合度方面，各題項之決斷值介

於 (t = 7.53 ~ 17.18, p < .001)，相關係數介

於 (r = .41 ~ .67, p < .001)；沉浸體驗量表方

面，各題項之決斷值介於 (t = 5.72 ~ 20.09, 

p < .001)，相關係數介於 (r = .38 ~ .72, p < 

.001)；地方依戀量表方 面，各題項之決斷

值介於 (t = 12.61 ~ 21.04, p < .001)，相關

係數介於 (r = .54 ~ .87, p < .001)。 王俊

明 (2000) 指出，應取決斷值大於 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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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達統計的顯著水準；邱皓政 (2002) 指
出，量表與總分相關係數一般要求應在 .3 
以上方可接受。

（二）建構效度 
本研究以探索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檢驗本研究的量表之效

度，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因素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抽 取 因 素， 以 最 大

變異法 (varmax) 正交轉軸，取特徵值 
(eigen values) 大於 1 及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 大於 .5 以上，作為建構效度之取

捨標準 ( 吳明隆，2000)。 

環境契合度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發

展成「環境資源」、「社交機會」、「環

境功能」、「環境設施」與「經營管理」

等五個構面，特徵值分別面，因素負荷

量分別介於 .59 ~ .78、 .73 ~ .85、 .61 ~ 
.82、 .78 ~ .81 及 .52 ~ .69 之間，特徵值

分別為為 3.89、3.08 、2.73、2.32 及 1.92，
解 釋 變 異 量 分 別 為 19.46%、15.41%、

13.65%、11.58% 及 9.58%，累積解釋變

異量分別為 19.46%、34.87%、48.52%、

60.10% 及 69.68%。沉浸體驗量表，經因

素分析後共發展成「專注」、「控制」、「樂

趣」與「時間感扭曲」等四個構，因素負

荷量分別介於 .59 ~ .84、 .74 ~ .78、 .73 ~ 
.80 及 .63 ~ .83 之間，特徵值分別為 3.47、
2.53、2.51 及 2.42，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21.67%、15.82%、15.68% 及 15.10%，累

積解 釋變異量分別為 21.67%、37.49%、

53.17% 及 68.24%。地方依戀感量表，經

因素分析後共發展成地方依戀分為「地方

熟悉」、「地方歸屬」、「地方認同」與「地

方依賴」等四個構面，因素負荷量分別介

於 .57 ~ .83、 .69 ~ .73、 .68 ~ .88 及 .65 
~ .82 之間，特徵值分別為 5.62、3.58、2.87 
及 2.71， 解 釋 變 異 量 分 別 為 31.21%、

19.89%、 15.71% 及 15.05%，累積解釋變

異量分別為 31.21%、51.09%、66.80% 及

81.85%。

（三）信度檢驗

環境契合度量表、沉浸體驗量表及地

方依戀感量表係以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

性來衡量所 測驗的內容是否趨於一致性

及穩定性，依 Nunnally (1978) 的建議，

Cronbach’s α 係數若達 0.7 以上，則具有

良好的信度。環境契合量表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7、.86、.85、.85 及 .75；沉浸體

驗量表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8、.75、82 
及 .79；地方依戀量表 Cronbach’s α 分別 
為 .93、.92、.90 及 .89。

四、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 研 究 採 用 統 計 軟 體 (SPSS for 
Windows 18.0) 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的各

種統計考驗方法說明如下：

（一）典型相關：以典型相關分析來瞭解

日月潭旅遊者環境契合度、沉浸體

驗與地方依戀之間的關係。

（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以多元逐步迴

歸分析來瞭解日月潭旅遊者環境契

合度與沉浸體驗是否能有效預測地

方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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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日月潭國內旅
遊者之統計分析

本研究受試者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性

別分布上以女性為居多，此與陳智仁、陳

文雅與許天路 (2011) 年研究結果相符，研

究顯示，男性較喜歡從事競爭性之休閒活

動，而本研究顯示女性居多原因可能為女

性較偏好靜態活動；而在年齡分布上以 31 
~ 44 歲居多，推估係因為在此年齡之旅遊

者不論在年紀或經濟方面，都有較良好的

條件從事旅遊活動；在教育程度上以大學

居多，推估係因為目前國民普遍學歷皆有

大學畢業，且因有普遍教育水準，對於休

閒活動也較注重；在月收入上以 30,001 ~ 
40,000 元居多，推估係因為目前國民月收

入平均未超過 4 萬，此正符合本研究年齡

層之薪資收入。如表 1

二、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
度、沉浸體驗之間的相關情形

研究變項以環境契合度的五個變項  
( 環境資源、社交機會、環境功能、環境

設施、經營管理 ) 做為控制變項 ( X變項 )，
以沉浸體驗的四個變項 ( 專注、控制、樂

趣、時間扭曲感 ) 做為效標變項 ( Y變項 )，
以求二組變項線性組合的相關情形。此結

果與郭香瑜 (2014) 研究結果相同，環境契

合度與沉浸體驗呈正向相關。如表 2、表 3
所示。

由表 2 及表 3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

契合度與沉浸體驗典型相關檢定結果表與

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中發現：

有三個典型相關達 .05 以上之顯著水

準，典型相關係數 ρ = .000 (p < .05)、ρ = 
.000 (p < .05)、ρ =.014 (p < .05)，五個控

制變項主要透過三個典型因素影響到效標

變項。控制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
可以說明效標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η1)
總變異量的 65.8%，而效標變項的第一個

典型因素 (η1)，又可以解釋效標變項變異

量的 55.38%，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重疊部

分為 36.439%，因而控制變項透過第一典

型因素 (χ1 與 η1)，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總變

異量的 55.38%。控制變項的第二個典型因

素 (χ2)，可以說明效標變項的第二個典型

因素 (η2) 總變異量的 15%，而效標變項的

第二個典型因素 (η2)，又可以解釋效標變

項變異量的 14.059%，控制變項與效標變

表 1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分析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生 123 35%
女生 228 65%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30 歲以下 112 31.9%
31 ~ 44 歲 202 57.5%
45 歲以上   37 10.5%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高中以下   67 19.1%
大學 260 74.1%

研究所以上   24 6.8%
月收入 人數 百分比

20,000 元以下   54 15.4%
20,001 ~ 30,000 元   99 28.2%
30,001 ~ 40,000 元 131 37.3%
40,001 ~ 50,000 元   31 8.8%

50,001 元以上   36 10.3%
總和 351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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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疊部分為 2.111%，因而控制變項透過

第二典型因素 (χ2 與 η2)，可以解釋效標變

項總變異量的 14.059%。

環境資源、社交機會、環境功能、

環境設施、經營管理等五個控制變項經由

此典型因素可說明日月潭國內旅遊者之專

注、控制、樂趣、時間扭曲感的變異量

53.812%，而此典型因素可直接解釋日月

潭國內旅遊者沉浸體驗總變異量 55.38%，

在控制變項中此與典型因素 (χ1) 之相關較

高者有環境資源及環境功能，其結構係數

介於 .524 ~ .872 之間；在效標變項中，與

此典型因素 (η1) 之相關密切者為專注、時

間扭曲感、控制、樂趣，其結構係數均在 
.645 ~ .803 之間。因此在此典型因素分析

中，主要控制變項中的環境資源及環境功

能與專注、時間扭曲感、控制、樂趣，其

結構係數均為負數，負負為正，呈現正相

關，可見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的環境資

源、環境功能越高，其沉浸體驗程度越高。

而若以環境契合度為控制變項，而沉浸體

驗為效標變項，則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在

此典型因素重疊部分為 36.44%。換言之，

環境資源、社交機會、環境功能、環境設

施、經營管理可說明日月潭國內旅遊者於

表 2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典型相關檢定結果表

典型

相關
特徵值

特徵值解釋變

異量百分比

累積變異量

百分比

典型相關

係數

典型相關

係數平方
Wilks Λ F 值 p 值

1 1.924 55.38% 55.38% .811 .658 .278 26.781* .000
2 .1767 14.06% 69.44% .388 .150 .811 6.218* .000
3 .0445 9.79% 79.23% .206 .043 .955 2.683 .01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表 3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典型因素 效標變項 典型因素

(X 變項 ) χ1 χ2 χ3 (Y 變項 ) η1 η2 η3

環境資源 -.635 -.573 -.023 專注 -.645 .426 .472
社交機會 -.702 .444 .418 控制 -.750 -.648 .016
環境功能 -.780 .328 -.523 樂趣 -.803 .425 .108
環境設施 -.782 -.176 .199 時間扭曲感 -.728 .398 -.505
經營管理 -.807 -.199 .040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53.812 23.515 12.229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55.380 14.059 9.786
重疊量數 35.407 3.532 .521 重疊量數 36.439 2.111 .417

ρ2 .658 .150 .043

ρ .811 .388 .206

p 值 .00* .00*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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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控制、樂趣、時間扭曲感之總變異

量的 55.38%。休閒涉入與遊憩專門化典型

相關分析徑路圖，如圖 1 所示。

根據曹勝雄與林濰榕 (2012) 針對玉

山登山者環境契合度之前因與後果研究指

出，環境契合度會正向影響遊憩者的心流

體驗、遊憩滿意度與目的地忠誠度；郭香

瑜 (2014) 針對冒險遊憩者環境契合度、沉

浸體驗與地方依戀的研究指出，環境契合

度與沉浸體驗具有正向影響關係，上述皆

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因此日月潭國內旅遊

者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有正向相關情形

獲得證實。

三、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
及沉浸體驗可預測地方依戀

（一）環境契合度及沉浸體驗預測地方
熟悉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環境契合度及沉

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地方熟悉」預測情

形，透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將環境契合

度 ( 共五個變項 ) 以及沉浸體驗 ( 共四個

變項 ) 進行分析，共萃取出三個模式。其

中環境契合度之變項「環境資源」、「經

營管理」以及沉浸體驗的「專注」對於預

測地方熟悉有達顯著。

由表 4 發現，九個預測變項中有三個

預測變項 ( 環境資源、經營管理、專注 ) 

圖 1　休閒涉入與遊憩專門化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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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多元相關係數

為 .505，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25.5%，亦

即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地方依戀 25.5

的變異量。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

「環境資源」層面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

量為 17.2%。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地方

熟悉 = .41 × 環境資源 + .31 × 經營管理 + 

.16 × 專注。

（二）環境契合度及沉浸體驗預測地方
歸屬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環境契合度及沉

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地方歸屬」預測情

形，透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將環境契合

度 ( 共五個變項 ) 以及沉浸體驗 ( 共四個

變項 ) 進行分析，共萃取出三個模式。其

中環境契合度之變項「環境資源」、「經

營管理」以及沉浸體驗的「樂趣」對於預

測地方歸屬有達顯著。

由表 5 發現，九個預測變項中有三個

預測變項 ( 環境資源、經營管理、樂趣 ) 
為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多元相關係數

為 .589，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34.7%，亦

即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地方依戀 34.7
的變異量。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

「經營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

量為 23.7%。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地方

熟悉 = .487 × 經營管理 + .32 × 樂趣 + .197 
× 環境資源。

（三）環境契合度及沉浸體驗預測地方
認同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環境契合度及沉

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地方認同」預測情

表 4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預測地方熟悉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釋量

ΔR
F 改變量 (ΔF) t 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1. 環境資源 .414 .172 .172 72.33 8.51* .41
2. 經營管理 .483 .233 .061 27.83 6.17* .31
3. 專注 .505 .255 .022 10.39 3.22* .16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表 5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預測地方熟悉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釋量

ΔR
F 改變量 (ΔF) t 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1. 經營管理 .487 .237 .237 108.46 10.414* .487
2. 樂趣 .561 .315 .078 39.550 6.289* .320
3. 環境資源 .589 .347 .032 17.279 4.157* .197
4. 專注 .611 .373 .025 14.054 3.749 .198
5. 環境功能 .625 .391 .018 10.152 3.186 .179
6. 時間扭曲感 .634 .402 .011 6.500 2.550 .147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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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透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將環境契合

度 ( 共五個變項 ) 以及沉浸體驗 ( 共四個

變項 ) 進行分析，共萃取出四個模式。其

中環境契合度之變項「環境資源」、「經

營管理」以及沉浸體驗的「樂趣」、「專

注」對於預測地方認同有達顯著。

由表 6 發現，九個預測變項中有四

個預測變項 ( 環境資源、經營管理、樂

趣、專注 ) 為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多

元相關係數為 .604，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36.5%，亦即表中四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地

方依戀 36.5 的變異量。就個別變項的解釋

量來看，以「經營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

佳，其解釋量為 25.8%。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地方熟悉 = .508 × 經營管理 + .279 

× 專注 + .195 × 環境資源 + .124 × 樂趣。

（四）環境契合度及沉浸體驗預測地方
依賴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環境契合度及沉

浸體驗對地方依戀的「地方依賴」預測情

形，透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將環境契合

度 ( 共五個變項 ) 以及沉浸體驗 ( 共四個變

項 ) 進行分析，共萃取出四個模式。其中

環境契合度之變項「環境資源」、「經營

管理」、「環境資源」以及沉浸體驗的「專

注」對於預測地方依賴有達顯著。

由表 7 發現，九個預測變項中有四個

預測變項 ( 環境資源、經營管理、環境功

能、專注 ) 為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多

元相關係數為 .546，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29.9%，亦即表中四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地方

依戀 29.9 的變異量。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

表 6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預測地方認同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釋量

ΔR
F 改變量 (ΔF) t 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1. 經營管理 .508 .258 .258 121.223 11.01* .508
2. 專注 .569 .323 .066 83.199 5.81* .279
3. 環境資源 .596 .356 .032 63.872 4.17* .195
6. 樂趣 .604 .365 .009 49.628 2.19* .12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表 7　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驗預測地方依賴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釋量

ΔR
F 改變量 (ΔF) t 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1. 經營管理 .452 .205 .205 119.631 10.94* .505
2. 專注 .511 .262 .057 35.160 5.93* .285
3. 環境資源 .532 .284 .022 27.041 5.20* .240
6. 環境功能 .546 .299 .015 7.614 2.76* .15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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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以「經營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20.5%。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

地方熟悉 = .505 × 經營管理 + .285 × 專注

+ .240 × 環境資源 + .151 × 環境功能。

日月潭國內旅遊者在環境契合度及沉

浸體驗對地方依戀預測情形，透過多元逐

步迴歸分析，將環境契合度 ( 共五個變項 )
以及沉浸體驗 ( 共四個變項 ) 進行分析，

共萃取出五個模式。其中環境契合度之變

項「經營管理」、「環境資源」、「環境

功能」以及沉浸體驗之變項「專注」、「時

間扭曲感」對於預測地方依戀有達顯著。

由上述結果得知，環境契合度的五個

變項中，有三個變項達到顯著影響，依序

為「經營管理」、「環境資源」、「環境

功能」，亦即此三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地

方依戀，所以日月潭國內旅遊者之環境契

合度可以預測地方依戀。而沉浸體驗的四

個變項中，有兩個變項達到顯著影響，依

序為「專注」與「時間扭曲感」，亦即此

兩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地方依戀，所以日

月潭國內旅遊者之沉浸體驗可以預測地方

依戀。

根據沈潔姮 (2008) 針對墾丁春吶遊

客之研究指出，心流經驗越深，對場所依

戀程度越高，而涉入程度越高，對心流經

驗與依戀影響程度越高；陳寬裕、林士豐

與歐人豪 (2012) 針對自行車參與者之研究

指出，自行車活動的遊憩涉入程度會正向

影響地方依戀；陳寬裕、李仕琴、林士豐

與林瓊芬 (2012) 針對登山健行者之研究指

出，涉入程度越深之登山健行者，對遊憩

地的依戀程度也越高；戴有德、黃文雄、

李海清與陳冠仰 (2012) 針對潛水活動者之

研究指出，環境屬性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場

所依賴與場所認同，上述皆與本研究結果

相符，因此日月潭國內旅遊者環境契合度

與沉浸體驗可以預測地方依戀獲得證實。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日月潭國內旅遊者之環境契合度與

沉浸體驗有典型相關存在，且呈現

正向相關，顯示日月潭國內旅遊者

環境契合度越高，越容易有沉浸體

驗之感。

（二）國內旅遊者之環境契合度與沉浸體

驗可有效預測地方依戀，顯示日月

潭國內旅遊者對環境契合度及沉浸

體驗之感受程度愈高，亦可預測愈

高的地方依戀。

二、建議

（一）實務建議

日月潭為臺灣著名的觀光風景區，因

中國遊客的來訪，使的名氣大大提升，但

在遊客眾多的情況下，容易產生凌亂之感，

超出原本日月潭訪客的規劃數，對於日月

潭風景區未嘗有益，多數遊客的到來皆因

車水馬龍無法盡賞美景而留憾，雖可能會

因此再度重遊，但對於地方更加深沉的心

靈體驗，甚至對地方感到依戀就頗為困難。

根據研究結果中發現經營管理構與環境資

源面為影響地方依戀的主要因素之一，所

以本研究認為日月潭風景管理處應多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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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或服務員維護區內環境，甚至採取治

本方式，規劃限制旺季或假日遊客人數，

以避免遊客不盡興，甚至有抱怨產生。

日月潭以景色為著名，但面對日新月

異、求新求變的時代，雖早已有駐腳的知

名店家林立，但若每次前往所看到的都是

一樣的景色商店建築，遊客對於再度前往

或心生眷戀之感，亦難以增加。因此研究

者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環境契合度中環境功

能構面為影響地方依戀主要因素之一，建

議日月潭風景管理處應規劃相關活動，不

定期推出如親子共遊、文創活動等吸引遊

客時常對日月潭有所期待，抱持著期望心

態，進而提升日月潭遊客對依戀之感。

透過以上研究結果中分別提出景點維

護以及創新旅遊之建議，並期望藉由環境

契合度提升讓來日月潭之遊客在遊玩日月

潭時能更沉浸在其中，提昇其沉浸體驗，

目的在於有效的提升遊客對於日月潭之地

方依戀。

（二）未來研究建議

量表之編製係關於一份調查能否順利

且有績效的完成，研究者認為，問卷之參

考和編制，需考慮受試者的特性以及對於

當地情形的掌握度，如目前日月潭風景區

遊客主要來源為陸客，來臺觀光旅遊可能

不會時常來訪日月潭，因此本研究之問卷

變項在陸客受試者的答題下可能不會有預

期效果。

問卷發放時機一直是諸多研究者考量

的要素之一，由其在觀光旅遊業，旺季、

淡季之分更讓容易產生問卷答題之偏誤，

因此研究者依照從事旅遊業的經驗選擇於

五月發放，以避開旺季、淡季，建議後續

研究者對於問卷的施測與發放，需考量問

卷題項與研究題目的特性，以避免研究之

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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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the relation among Recreationist-Environment Fit, Flow Experience 

and Place Attachment of Sun-Moon Lake travelers and the affection from the former two to 
place attachment. The metho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was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ing 
Sun-Moon Lake travelers as objects, analyzing questionnaires aiming at those recreationist-
environment fit, flow experience, and place attachment. 4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351 were returned (87.75%).

After statistic analysis, which includ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anonical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ed that Sun-Moon 
Lake travelers’ recreationist-environment fit and flow experiment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Management, attenti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nvironmental function, and distorted 
sense of time are the significant variables of regression equations, whose joint explained 
variance is 40%. In terms of each variable, the best predictive power is management whose 
variance is 25.5%, and sequentially followed by attention (6.9%), environmental resource 
(4.9%), environmental function (1.5%), and distorted sense of time (1.3%).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function in recreationist-environment fit as well 
as both attention and distorted sense of time of flow experience of Sun-Moon Lake trave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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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ignificant. In conclusion,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function in recreationist-environment fit as well as both attention and distorted sense of time 
of flow experience of Sun-Moon Lake travelers are the main elements of prediction to place 
attachment.

Keywords: canonical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domestic tra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