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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台南市安平老街商圈重視度與滿意度 

比較之研究

黃建超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摘  要

台南市安平老街全台知名，是文化古蹟薈萃、人文涵養豐富的遊憩勝地，

茲因針對台南市安平老街的重視度與滿意度的調查研究非常罕見，而引發本研

究的調查動機。本研究目的想深入了解遊客對安平老街遊憩前的重視度期待

與遊憩後的滿意度感受之差異，並藉由差異分析來探討遊客的人口統計變項，

是否會影響重視度與滿意度之感受性，進而編製問卷調查遊客內心感受，以

有效問卷 550份進行各項統計分析。獲信度 Cronbach’s α係數 .942，效度分析
63.78%，由研究結果獲知遊客的知覺感受重視度高於滿意度。特別重視「食品
衛生」，且對「商街之熱鬧氣氛」感到最滿意。由因素分析結果得知「交通停

車」、「遊樂設施」和「商品多樣」3個因素重視度與滿意度相同。藉由差異分
析得知：婚姻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

差異、而在滿意度因素中的「遊樂設施」產生差異。年齡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

異，不會造成遊客對重視度之差異，但會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商街熱鬧」產

生差異。職業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重視度之差異，但會對

於滿意度因素中的「交通停車」產生差異。學歷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會造

成遊客在重視度因素中的「服務態度」出現了差異，但不會對於滿意度有所差

異。而性別和月收入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及滿意度

則無顯著差異。將萃取因素對安平老街評分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知，以「交通停

車因素（滿意度）」對於遊客評分行為最具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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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旅遊地經營成功的關鍵為吸引遊客持續前來，了解旅遊地遊客重遊行為意

圖的形成因素已成為經營業者關注的重點，因具重遊行為意圖的遊客將可能會

再次重遊，且會對旅遊地進行口碑宣傳。以發展觀光產業來提升經濟動能，其

對於自然環境、在地文化保存等造成之影響，是為觀光局的重要策略（交通部

觀光局，2018）。政府自民國八十四年起陸續推動塑造形象商圈與改善商業環

境的多項計畫，目的在協助傳統商圈或老街更新再造並提升競爭能力，使商品

增加選購性、流行性、趣味性，無形之中也增加了休閒、文化的消費體驗。在

經濟部的積極推動下，全台商圈因應地域性的差異性，各自努力發展出自己的

商圈特性。但商圈會沒落、新生或重生，商圈消費模式已不再單純地只為滿足

民生需求而購物，台灣各地的商圈隨著環境及消費行為的改變，不斷產生變動，

商圈的商家戰戰兢兢的經營，一方面擔心消費者流失、所在的商圈沒落，一方

面要努力行銷推廣和擴大來客數、形塑地方特色商圈發展與結合休閒活動、和

消費行為達到融入生活的體驗創造，以提供消費者舒適的購物環境與美好的體

驗，進而提升消費者再度重遊意願（蔡麗芬、黃孟立等，2017）。

都市人口密集，總體消費需求亦高，老街就是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以追求

最大的經營效益所聚集的消費場域，專門提供消費者所需的商品或服務，近年

來老街亦兼具休閒與娛樂的功能。台南府城積極推廣的安平形象商圈，擁有古

早味柑仔店與特色小吃、國定的一級古蹟「安平古堡」、附近街道充滿古色古

香的建築，具有濃濃的懷舊氛圍。台南安平老街曾是全台第一大港都，是個文

化古蹟薈萃、人文涵養豐富的地方，也因為它的內部的歷史空間，古蹟、歷史

建築、老街、舊巷道、遺址以及多樣的人文地景，獨特的歷史地位，與其它處

「老街」相比，更顯示出安平老街給人「古樸攸然」與「懷舊」的印象（陳怡茹，

2016）。對於一般民眾來說，老街代表的不只是有各種便宜的東西可看、可買

外，還是一種放鬆心情的休閒活動。隨著時代潮流的進步，遊客在逛街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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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包括：休閒、娛樂、消費等（唐綾彗、林俞樺等，2020）。台灣各地的老

街隨著消費者消費行為的改變，而不斷的變化與革新，店家的聚集程度也會影

響到人潮的吸引及步行動線，一來為避免消費者流失，而造成老街沒落；二來

為增加消費者購物的次數、停留時間及滿足其慾望，因而在購物環境中，對於

軟硬體的提供，不斷地要求與變化，以滿足消費者所需，卻進一步促使著消費

者對購物環境的要求更為提高（林長郁，2018）。老街為因應時代的變遷、遊

客的購物需求，在老街設置地點及地區特性上，將考量是否具備觀光價值，政

府部門也會將具有此特性的老街融入觀光商圈的規劃中，以吸引外國觀光客。

由於針對台南市安平老街的重視度與滿意度的調查研究非常罕見，從華藝線上

圖書館中查詢除了筆者長期所作的研究外，只有相關議題 3篇期刊而已、也從

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中查詢得知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只有 8篇、博士論文則無，

更引發本研究的高度興致，是故，希望透過本研究深入了解參與安平老街的遊

客的背景狀況，探討對於遊客的重視度與滿意度間之差異，並藉由差異分析來

探討遊客的人口統計變項，是否會影響重視度與滿意度之感受性，期許本研究

能提供台南市安平老街管理單位或台南市政府作為推動政策或調整經營策略之

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安平老街商圈意涵與存在重要因素

隨著時代之改變，在大都會的市中心或特定型態的商業地區，常有同類型

商店多家相鄰設立，為吸引特定購物目的的消費者，所群聚「聚集」的區域，

稱之為「商圈」，商圈也是眾多商店的集合體，商圈亦是由眾多流動人潮所構

成，是一種水平商店間共同擔任垂直連結的集合體。根據經濟部商圈廣泛的定

義為「經由不同商業機能的商店或商場聚集於某特定環境所形成，整體商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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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店家本身及其公共開放空間，資源投入及輔導對象包括其拓展腹地之資源腹

地及其商店街」（蔡麗芬、黃孟立等，2017）。再由研究得知，都市市中心的環

境與設施相對於其它地區是最適合步行者的，此特性直到目前仍是如此，而此

亦為市中心發展之潛力所在。雖然仰賴汽車作為交通工具所造成的空間擴散，

以及市中心地區的不斷擴大，但步行仍是活絡市中心所不可或缺之要素；黃幹

忠（2010）「以遊逛路徑評估商圈空間結構的一種簡易方法—以高雄市新堀江

商圈為實證」研究結果，提出都會區商圈存在的四點重要原因：（一）人潮優

勢可確保市中心之高密度本質有別於其它商圈之獨特競爭力。（二）步行對於

許多市中心商店的生存極為重要，特別是沿街商店（street-level shops），這些

店舖不論是零售業、服務業或餐飲業都仰賴路過的客人（walk-by customers）。

一個適宜的步行環境可使行人產生遊逛行為（excursion behavior），且能看到許

多店舖之展示。（三）人潮可強化市中心作為社區主要聚集點之角色，提供日

常使用及社區節慶活動之用，並對社區意識的培養大有助益。（四）人們對市

中心之「死（dead）」或「活（lively）」的認知取決於人行道上所見到之人潮多寡，

此種認知會直接影響到人們是否要前往意願。

都市商圈向來是一個都市中的經濟關鍵，其擔負著重要的市民經濟活動與

經濟動脈，在華人地區的國家及區域，商圈更可說是都市發展的根基，更是都

市最繁華的地區、是集約型土地使用和城市中最集中的經濟活動，代表著城市

的經濟和文化（Yang & Gou, 2021；陳耀峰，2019）。商圈係集中生存於城市

特定區域空間內，也是商店集群化的一種展現，其空間位置關係與行人行進慣

性對路徑選擇行為，是有選擇直行路徑及選擇與目的地形成較小夾角路徑傾向

之慣性（Hoff & Wall, 2020; Sofwan & Tanjung, 2020；黃幹中，2010）。董娟鳴

（2010）以西門町、士林、桃園車站商圈等作為實證地點，從逛街者活動行為

的角度探討逛街者逛選移動之特性，以及商圈環境特徵、逛街者特性對其逛選

移動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商圈環境特徵會影響逛街者之活動點選擇，逛街

能讓逛商圈的人們能自在消費，不受到昂貴消費的經濟壓力，商圈的創新模式



JOURNAL OF 
URBANOLOGY

209

城
市
學
學
刊及文創產業使得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相當重要的，顧客參與遊憩活動之體

驗，可獲得自身親自體悟的遊憩利益，是隸屬自身的感受，且能將其中的歷程

記憶在腦海中，成為自身旅遊經驗記憶之一環。對店家而言是謀生的工具、是

生活的一部分，若能吸引更多顧客，創造較完善的顧客滿意度，就能與顧客間

產生消費情誼的互動，進而能養家活口、維持生計，成為所有店家或攤商們注

重的重要課題（黃國峯、林慶全等，2017）。

台灣從北到南有諸多的老街，除了充滿歷史風情的街景及建築物之外，還

有代表當地的特色美食，每每吸引大批觀光客前來消費、旅遊，為地方創造非

常大的觀光產值。在當代多元的旅遊類型中，老街旅遊是一項結合休閒、娛樂

與教育功能的場域。老街旅遊已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觀光活動，通常和城鎮及

文化觀光是相互影響。近年來利用老街文化古蹟與旅遊相結合來帶動地區的發

展，在世界各地已成為風潮。老街古蹟是人類活動的遺跡，也是歷史文化的見

證，就實存的古蹟空間而言，刻劃著先民經年累月的足跡，也記載了物換星移

的蹤影，老街古蹟更是文化延續的象徵，世界各國政府都戮力推動老街歷史文

化的保護、城市歷史遺跡的保存，提振歷史街道的活力，為滿足人們現代化生

活的需求，更注入許多新科技的輔助，因此可知老街可帶給地方的附加價值是

難以估計的（Sun & Li, 2020）；而就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老街古蹟其實用性，

最大莫過於成為現代人休閒觀光的場所（柯耀宗、陳明石等，2018）。

台灣的老街甚多，幾乎每個縣市都有不只一條的老街路線。對台南而言，

最為人熟知的便是安平老街了。安平老街擁有獨特的歷史地位與價值，鄰近安

平古堡、安平樹屋、夕遊出張所等古蹟建築，深具歷史意義，是觀光客到台南

必去的景點之一。可說是居老街的龍頭地位。逛安平老街除了可以欣賞街道兩

旁極具特色的舊式建築外，這條老街兩旁更聚集了許多特色店家，其中不乏各

種道地小吃，還有充滿濃濃懷舊風情的古早味雜貨店、童玩店，賣的都是現在

幾乎找不到的零食與小玩具，加上百年的老字號蜜餞店所販售的商品，及護佑

遊客平安信念的劍獅文化，在在成為許多觀光客到此一遊的消費首選。但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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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不外乎古玩、零食、美食外，每條老街也都有，以文創觀念結合當地店家、

研擬相關的創意遊程，針對不同的客群，設計出不同於一般老街的遊玩方式、

闖關、體驗活動、限定商品，安平老街正善用台灣第一老街的名號，發展出獨

色的旅遊特色，相信更能吸引遊客的目光（曾琪耘，2019；陳怡茹，2016）。

漫步在安平老街周遭的觀光景點時，會發現劍獅的身影出現在古蹟的空間規劃

中，且有當地的業者進一步讓傳統劍獅成為文創商品的主角，使得原先象徵辟

邪的圖騰變身為主題式特色伴手禮，提供觀光客更多的消費選擇。在安平的商

圈中有多家名店商品獲選為府城十大伴手禮，例如同記安平豆花第一屆（2006

年）、安平老街蜜餞（番王伯）第四屆 ~第六屆（2009~2011年）連續三年獲獎，

也存在著台南金鑽百家知名商店。再例如一七二營本部連軍事主題餐廳、中華

小王子咖啡（Be two咖啡）、丸珍水產有限公司、丹橘人文藝術空間、老四川

巴蜀麻辣燙台南安平店、章成麥芽餅安平店、冰熊手作水果雪酪冰、南泉冰菓

室、卡莎兒天然酵母麵包小舖、府城食府、東興洋行德式古蹟餐廳等，都是吸

引遊客到訪的重要因素（洪上祐，2013；台南市政府官網，2021）。這些因素

亦是催促本研究探查前來安平老街的遊客，分析內心的真實感受。

二、重視度與滿意度

消費者在買賣雙方互動期間，以很多相關資源與活動作為注意和評估服務

品質的依據，服務品質是指：顧客是經由比較「事前對服務期望」以及「事

後對服務的知覺」間的差距，來評定其對服務品質高低的認知，其事前對服

務期望亦即「消費前的重視度」（周昱甫、戴貞德，2017；簡淑芬、林清壽，

2016）。顧客比較消費前對產品或服務品質的期望與實際消費後認知產品或服

務的表現，由此來判斷實際認知表現程度與期望是否存在差異。若實際表現超

過期望，則產生滿意；若實際表現比期望差，則產生不滿意（閔辰華、趙曼白等，

2013）。亦即若消費者所經歷的品質滿足了其當初的期望，則消費者就會感受

到產品的品質是良善的，即產生消費者對服務的品質感受而產生滿意（Ak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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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Kayani, et al, 2019）。顧客購買商品後對服務品質的實際感受會影響其對服務

滿意度的評價，而顧客滿意度則會進一步影響顧客的行為意向，當消費者購買

產品後，期望成為某產品績效一個判斷與衡量標竿。換言之，滿意度是由事前

期望與事後績效兩個過程相比較之結果；消費者先因購買而產生對產品績效的

期望，其購後實際獲得之績效水準與期望之水準差距來決定滿意與否，因此滿

意或不滿意的判斷則轉化成期望水準加減失真的大小（柳婉郁、汪俞靜等，

2014）。

觀光旅遊是種不同形式的商品，在事先缺乏體驗的情況下，旅遊目的地的

意象對於前去觀光的人就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更是表達遊客心目中對觀光

發展的態度和旅遊地感覺的重要指標。遊客對於旅遊目的地持有不同的意象，

這些意象會顯著影響遊客旅遊的決策以及實際旅遊後的滿意度，旅遊地點是否

能夠吸引大量的人潮來訪，端賴人們對這個地方的旅遊意象是否有正面的感受

及愉悅認知；如是，就愈能引發觀光意願與吸引遊客前去體驗。且現代人們

透過消費方式與商品的選擇，來表達自己身份與物品間的關聯及背後具有之象

徵，基於所屬群體與文化的認同來產生消費方式，而消費方式也會反過來建構

個人獨特的風格形象，如同選擇老街的休閒消費也是展現獨特消費風格（邱長

彥，2018；陳怡茹，2016）。娛樂性逛選動機主要是立基於逛選體驗本身的品

質，而非單純指向於資訊的蒐集或產品的購買。因此遊客前往消費前對該消費

場域，必定存在著「重視的心理期望」，亦即遊客在消費前都會存在著消費期

望，也就是顧客對企業「將會」提供服務的預測期待值；「消費者滿意」限定

於某種特定購買行為後之評價，而滿意度是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所有購買經驗

的整體評價，滿意度亦指消費者感到滿足和愉快的整體感受與評價，亦即對事

物作一種主觀的預測判斷，而此判斷是屬於態度或感情的情意取向，若消費者

呈現滿意傾向，除代表商家所提供的服務受到肯定外，亦會影響消費者再次消

費的意願。滿意度的體驗會因個人偏好、期望、知覺、動機等不同而有所差

異，且個人特質、社會和經濟背景不同、產業的差異也可能影響顧客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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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辰華、趙曼白等，2013），即使是遊客前往商圈消費也不例外（蔡玉玲，

2020; Muhammad Aksar, Muhammad Bilal, Murad, 2019；謝家豪、呂煒琳等，

2017）。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會受到親友的口碑影響，在進行購買活動時，主

要是為了滿足娛樂性的目的（recreational outcomes）與經濟性的目的（utilitarian 

outcomes），而正面情緒（positive mood）則是源自於人們在追尋上述兩種購買

價值時所獲得之結果（Shi、Tang等，2016）。遊客對觀光地區服務品質的知覺，

會影響其對整體觀光地區服務滿意度的評估，而遊客的滿意度會進而影響行為

意願。遊客印象的重要性與知覺彼此互相影響著滿意度，會影響遊客的態度、

也會影響商店的選擇和產品的購買，且消費遊客若呈現滿意度可以帶來幾個好

處：包括企業與顧客關係的和諧、為再購提供良好的基礎並建立顧客忠誠度、

並形成對消費遊客有利的口碑推薦（Novreza Henderson & Heryanto, 2020）。不

論是大小企業，都必須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增加收入。

且經營者必須明瞭，獲得新顧客的成本，比保留新顧客的成本高出五倍（Kuo 

& Hsieh, 2019）。Astrid Puspaningrum（2020）及 Yilmaz, Ari, et al（2018）研究

指出滿意度所感覺的愉悅或失望程度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有直接關係。更強調

滿意度是顧客對服務品質、服務態度、產品品質和產品價格等方面的滿意，滿

意度是由個人期望的程度與認知間差距而決定。「服務滿意度」是個人經過體

驗後的心理狀況，受到社會因素與心理狀況所影響，或是受到當時氣氛以及群

體互動等外在因素之影響，形成了一種態度或意象。「滿意度」更是 21世紀消

費型態改變以來，企業經營者非常關心的顧客反應，也是研究者用來測量人們

對產品、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之看法的工具，是一項

非常有用的衡量行為指標。而「顧客滿意」為消費者針對產品或服務購買與消

費的全部經驗，隨著時間的累積所形成的整體評價，消費者滿意度會促使消費

者產生再次購買的行為（黃品潔，2020；葉欣寧，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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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流程與統計軟體

在確定研究目的後，首先是針對於台南市安平老街商圈相關文獻進行探

討，進行問卷設計及調查。透過前測問卷發放之結果修改問卷，並發放正式

問卷。問卷回收後，使用 SPSS 17.0 for Window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套裝軟體來進行各項統計分析工作，探討各個統計量之結果，並整理

成研究結論。其研究流程：1.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2.文獻蒐集整理與探討。

3.確定研究對象。4.設計問卷。5.問卷預試。6.問卷預試回收與修改。7.問卷

正式發放與回收。8.資料分析。9.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調查地點與時間

本研究採估計無母數的樣本計算公式，問卷取樣採取便利抽樣法來進行

資料蒐集。先假設抽樣誤差小於 5%（即 e<.05），在信賴區間為 95%之條件

下，將問卷發放之計算以 p=.5，d=1/2，a=.05代入，計算出抽樣之樣本數為

N=384.16，知所需有效的樣數應至少為 384份。關於抽樣之樣本數量，若樣本

越大，雖然其統計值的可靠度越高，但所費的成本也越高。決定樣本大小，要

在可靠性和經濟性兩因素中，作適當的衡量。為不影響消費遊客的遊興及填答

問卷之可靠性，以非常禮貌的態度取得遊客同意後，再進行面對面訪問調查。

研究地點於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老街（延平街）素有台灣第一街之美名，形成於

荷治時期，是台灣本島的第一條商店街。本研究所劃定安平老街範圍，除了指

以延平街為中心外，並涵蓋週邊同樣具有安平老街特色的地區（延平街、效忠

街、中興街）及古蹟，本研究係以實地到安平老街遊憩的遊客為問卷發放對象。

問卷預試發放在 108年 7月 6日 ~108年 8月 14日，計獲 180份有效問卷，已

達統計有效數量，其預試 180份有效問卷信度值 Cronbach’s α>.80、效度分析

解釋變異量 >60.0%以上，每一問項標準差均 <1，表示問卷內容所有問項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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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可信度、穩定性高，故未刪除任何問項，繼續發放問卷進行蒐集更多的相關

數據，108年 9月 1日起，到調查活動 109年 3月 1日為止。抽樣時間有平日、

亦有假日，早、中、晚的時間都發放問卷調查。且調查對象只有針對親自前往

安平老街的遊客，非遊客不是調查對象，也不是進行網路填答問卷。因有晚上

調查，所以設計問卷時有「照明設備」這項。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800份，回收

630份，無效問卷 80份，有效問卷 550份。

三、研究工具與問卷內容架構

本研究係參考「口碑搜尋對旅遊意象形成與影響之研究—以台南安平老街

為例」（陳怡茹，2016）、「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影響消費者購買食品類伴手禮

之因素—以台南安平老街為例」（洪上祐，2013）、「從體驗行銷觀點探討形象

商圈的顧客價值、顧客滿意與重遊意願關聯之研究—以台南安平老街為例」（陳

虹伃，2010）、「逛街者特性、商圈環境與都市街廓商圈逛街者移動之關係」（董

娟鳴，2010）、「以遊逛路徑評估商圈空間結構的一種簡易方法—以高雄市新

堀江商圈為實證」（黃幹忠，2010）、「消費者對商圈重視度與滿意度比較之研

究—以高雄市新崛江商圈為例」（黃建超，2013）等文獻，並配合台南市安平

老街商圈的特質加以彙編，而編製成問卷之量表。

問卷內容主要調查以人口統計變數作為調查內容，成為調查受訪者的「基

本資料」，藉此來獲取遊客的性別、年齡、婚姻、職業、學歷、月收入、居住

地等七個問項，如表一所詳示。量表全部採用 Likert Scale的計量方式，「重視

度」的調查每題依「非常重視」（5分）~「非常不重視」（1分）；「滿意度」

的調查每題依「非常滿意」（5分）~「非常不滿意」（1分）等五種等距尺度，

來進行計分。最後再將實測所獲得之有效問卷樣本資料，依順序編號並進行資

料建檔與編碼，再利用 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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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一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設計內容

重視度 滿意度

1.商品價格便宜
2.商品品質
3.商品多樣化
4.飲食種類多樣化
5.食物美味
6.商街人員服務態度
7.商街的服務品質
8.食品衛生
9.商街地點適中性
10.商街地點安全性
11.交通便捷性
12.停車方便性
13.走道通暢

14.周遭環境整潔
15.攤位空間規劃
16.洗手間的提供
17.商街之熱鬧氣氛
18.商街之整體規劃
19.麥克風廣播音量
20.照明設備
21.遊樂設施安全性
22.遊樂設施的價格
23.遊樂設施多樣化
24.老顧客消費折扣
25.警察或巡守維護

1.商品價格便宜
2.商品品質
3.商品多樣化
4.飲食種類多樣化
5.食物美味
6.商街人員服務態度
7.商街的服務品質
8.食品衛生
9.商街地點適中性
10.商街地點安全性
11.交通便捷性
12.停車方便性
13.走道通暢

14.周遭環境整潔
15.攤位空間規劃
16.洗手間的提供
17.商街之熱鬧氣氛
18.商街之整體規劃
19.麥克風廣播音量
20.照明設備
21.遊樂設施安全性
22.遊樂設施的價格
23.遊樂設施多樣化
24.老顧客消費折扣
25.警察或巡守維護

背景 性別、年齡、婚姻、職業、學歷、月收入、居住地

肆、研究結果

一、效度與信度分析（Effectivenes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本研究所採用的衡量題目，除參考學者專家之量表整理而成外，並實際

在不同地區的商圈進行過施測（黃建超，2013），在「重視度」的構面，效

度分析解釋變異量達 63.89%；在「滿意度」的構面，效度分析解釋變異量達

63.68%，故整體效度均超過 63.80%。整體信度分析獲 Cronbach’s α係數 .955，

其中重視度的 Cronbach’s α係數 .930、滿意度的 Cronbach’s α係數 .954。表示

本研究的問卷內容所有問項之設計可信度極強，穩定性為高信度；顯示出問項

內容，具有一致性且可信賴。顯示問卷的設計內部信度與訪問調查填答的外部

信度，均達高的可信與有效。

二、受訪者人口背景統計分析

在有效問卷 550份統計結果，如表二所示。詳述如下：（1）性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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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51.6%高於男性 48.4%。（2）婚姻：未婚 79.1%高於已婚 20.9%。（3）年

齡：20~30歲 52.9%最多，其次 19歲（以下）24.4%。（4）學歷：大學最多

62.4%，其次高中（職）18.0%。其性別、年齡及學歷之調查也與洪上祐（2013）

所做調查相同，表示前往台南市安平老街遊憩活動深受女性、未婚、年輕、具

有大學學歷的遊客喜愛。（5）職業：學生最多 48.7%，其次商 /服務業 26.0%。 

（6）居住地：住南部 40.9%最多，其次住台南市 27.8%。（7）平均月收入：2

表二　受訪遊客社經背景分析表（N=550）

基本資料 人數 比例% 基本資料 人數 比例%

性

別

男 266 48.4

學

歷

國中 11 2.0

女 254 51.6 高中（職） 99 18.0

婚

姻

未婚 435 79.1 專科 65 11.8

已婚 115 20.9 大學 343 62.4

年

齡

19歲（以下） 134 24.4 研究所（含以上） 32 5.8

20~30歲 291 52.9

月

收

入

2萬元以下 298 54.2

31~40歲 51 8.3 2萬 ~4萬元 178 32.4

41~50歲 28 5.1 4萬 ~6萬元 32 5.8

51~60歲 19 3.5 6萬 ~8萬元 25 4.5

61~65歲 18 3.3 8萬 ~10萬元 13 2.4

65歲以上 9 1.6 10萬元以上 4 .7

職

業

學生 268 48.7

居

住

地

台南市 153 27.8

工 40 7.3 南部 225 40.9

商 /服務業 143 26.0 中部 87 15.8

軍 /公 /警 /教 51 9.3 北部 67 12.2

自由業 20 3.6 東部 10 1.8

農林漁牧 8 1.5 離島 3 .5

退休 6 1.1 其他 5 .9

其他 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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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萬元以下 54.2%最多，其次 2萬 ~4萬元 32.4%。調查結果與鍾美齡（2013）「遊

客對新北市三峽老街休閒遊憩活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探討」調查結果相似的

項目有女性、大學及學生為最高比例。

三、遊客對台南市安平老街重視度與滿意度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

如表三所示，在重視度平均數的排名順序，以「食品衛生」平均數 4.19

（SD=.86）排名第一；「食物美味」平均數 4.18（SD=.73）排名第二；「商品

多樣化」平均數 4.14（SD=.89）排名第三。而以「麥克風廣播音量」平均數

3.36（SD=.94）倒數第一、「老顧客消費折扣」平均數 3.67（SD=.97）倒數第二、

「照明設備」平均數 3.66（SD=.89）倒數第三。

在滿意度的排名順序，「商街之熱鬧氣氛」平均數 3.89（SD=.70）排名第

一，「食物美味」平均數 3.84（SD=.77）排名第二；「飲食種類多樣化」平均

數 3.82（SD=.79）排名第三。而以「麥克風廣播音量」平均數 3.29（SD=.82）

倒數第一、「老顧客消費折扣」平均數 3.32（SD=.89）倒數第二、「洗手間的

提供」平均數 3.33（SD=.97）倒數第三。並從整體評價結果可清楚看出，受訪

遊客對台南市安平老街重視度總平均數 3.92，高於滿意度總平均數 3.55，此一

結果與消費者對高雄市新崛江商圈調查結果相同（黃建超，2013）。

由表三可以研判出遊客對於安平老街消費前的期待是高於消費後的感受，

所以本問卷內容的期望重視度與實際滿意度，可以看出遊客對於安平老街是有

較高的期望服務品質，這個結論很值得當地的業主留心與調整。消費前、後差

異最小感受前五名排序是「麥克風廣播音量」.07、「商街之熱鬧氣氛」.11、「商

街地點適中性」.21、「商街之整體規劃」.21和「照明設備」.22；然而重視度

高於滿意度落差大於 .50的依序是「停車方便性」.80落差最大、「洗手間的提

供」.73落差為其次、「食品衛生」.67落差為第三、「交通便捷性」.65落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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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重視度與滿意度平均數分析表（N=550）

題

號
問項

重視度 滿意度
落差

落差

排序M SD 排名 M SD 排名

1 商品價格便宜 3.88 .85 16 3.64 .75 9 .24 20

2 商品品質 4.04 .79 9 3.65 .74 8 .49 6

3 商品多樣化 4.03 .76 10 3.77 .81 4 .26 16

4 飲食種類多樣化 4.08 .75 6 3.82 .79 3 .26 16

5 食物美味 4.18 .73 2 3.84 .77 2 .34 11

6 商街人員服務態度 4.10 .77 4 3.66 .76 7 .44 8

7 商街提供服務品質 4.07 .77 7 3.60 .75 11 .47 7

8 食品衛生 4.19 .86 1 3.52 .82 12 .67 3

9 商街地點適中性 3.88 .79 16 3.67 .76 6 .21 23

10 商街地點的安全性 3.94 .81 13 3.63 .79 10 .31 13

11 交通便捷性 4.09 .83 5 3.44 .97 19 .65 4

12 停車方便性 4.14 .89 3 3.34 .98 22 .80 1

13 走道通暢 3.90 .87 15 3.48 .90 15 .42 10

14 周遭環境整潔 4.01 .95 11 3.49 .82 13 .52 5

15 商街空間規劃 3.80 .81 19 3.47 .78 16 .33 12

16 洗手間的提供 4.06 .94 8 3.33 .97 23 .73 2

17 商街之熱鬧氣氛 4.00 .80 12 3.89 .79 1 .11 24

18 商街之整體規劃 3.91 .80 14 3.70 .78 5 .21 22

19 麥克風廣播音量 3.36 .94 25 3.29 .82 25 .07 25

20 照明設備 3.66 .89 23 3.44 .79 19 .22 21

21 遊樂設施安全性 3.80 .91 19 3.49 .78 13 .31 13

22 遊樂設施的價格 3.70 .87 21 3.40 .78 21 .30 15

23 遊樂設施多樣化 3.70 .88 21 3.45 .75 17 .25 18

24 老顧客消費折扣 3.67 .97 24 3.32 .89 24 .25 18

25 警察或巡守維護 3.88 .90 16 3.45 .84 17 .43 9

總平均 3.92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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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第四、「周遭環境整潔」.52落差為第五；探究其落差原因，就筆者之現況觀察

認為公有停車場只有一處且距離老街步行得花 8~10分鐘，若遇假日常面臨一

位難求之窘境；洗手間的設立不夠普及，標示也不夠多，且許多商家不會很友

善的提供洗手間給遊客使用；食品衛生與周遭環境整潔會造成落差，確實擺設

的攤商衛生及環境整潔的加強有待加強，況且許多商家對於服務人員的清潔設

備配戴明顯不足，例如配戴衛生手套、帽子、口罩等；而交通便捷性不足是台

南市尚未有捷運、若是親友邀集出遊大多開車，沒開車的遊客要到訪安平老街

只能倚靠公車而已，以上五項落差的現況，實可給管理單位參酌，進而促請台

南市政府在市政上多給予協助。

四、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重視度與滿意度因素分析

將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重視度問項25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如表四所示），

採主成分分析法，並透過最大變異法轉軸，萃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在「重

視度」構面將 25個變項縮減為 5個因素，累積變異量為 63.89%，詳如表四所

示，萃取結果 KMO值為 0.921屬高可信性範圍，Bartlett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

配值為 7698.199、自由度 300、顯著性為 0.000。茲將 5個因素命名如下：（一）

「遊樂設施」：係由第 21、22、23、24、25等 5題所組成，而特徵值 3.46為

5個因素中最高，解釋變異量為 13.86%。而因素中 5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

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遊樂設施重視度愈

高。（二）「麥克風廣播」：係由第 09、17、18、19、20等 5題所組成，而因

素中 5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

安平老街的麥克風廣播重視度愈高。（三）「商品多樣」：係由第 01、02、03、

04、05等 5題所組成。而因素中 5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

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商品多樣重視度愈高。（四）「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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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重視度因素分析表（N=550）

因素

名稱
問項內容 共同性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轉軸平方和

解釋變異量

遊樂

設施

22.遊樂設施的價格 .79 .82

3.46 13.86%

23.遊樂設施多樣化 .76 .81

21.遊樂設施安全性 .75 .77

24.老顧客消費折扣 .51 .61

25.警察或巡守維護 .58 .55

麥克風

廣播

19.麥克風廣播音量 .68 .75

3.27 13.08%

18.安平老街之整體規劃 .62 .68

09.安平老街地點適中性 .58 .63

20.照明設備 .60 .63

17.安平老街之熱鬧氣氛 .57 .60

商品

多樣

03.商品多樣化 .70 .77

3.22 12.87%

04.飲食種類多樣化 .67 .72

01.商品價格便宜 .61 .72

02.商品品質 .68 .68

05.食物美味 .63 .63

交通

停車

11.交通便捷性 .69 .74

3.16 12.62%

12.停車方便性 .71 .72

13.走道通暢 .66 .67

10.安平老街地點安全性 .63 .52

15.攤位空間規劃 .58 .51

14.周遭環境整潔 .50 .50

服務

態度

06.攤販人員服務態度 .76 .80

2.87 11.46
07.攤販提供的服務品質 .74 .79

08.食品衛生 .68 .70

16.洗手間的提供 .53 .50

總解釋變異量 %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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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捷」：係由第 10、11、12、13、14、15等 6題所組成，而因素中 6個題目的因

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交通停

車重視度愈高。（五）「服務態度」：係由第 06、07、08、16等 4題所組成，

而因素中 4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

對於安平老街的服務態度重視度愈高。服務與親切態度能讓顧客感到受重視。

而顧客滿意度以人員之感受最高，其中最明顯為主動服務（謝家豪、呂煒琳等，

2017）。

將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滿意度問項25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如表五所示），

在「滿意度」構面將 25個變項縮減為 4個因素，萃取結果 KMO值為 0.952屬

高可信性範圍，Bartlett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8793.809、自由度 300、顯

著性為 0.000。茲將 4個因素命名如下：（一）「停車方便」：係由第 06、07、

08、09、10、11、12、13、14、15、16等 11題所組成，而特徵值 4.96為 4個

因素中最高，解釋變異量為 19.83%。而因素中 11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

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交通停車滿意度愈高。

（二）「遊樂設施」：係由第 21、22、23、24、25等 5題所組成，而因素中 5

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

街的遊樂設施滿意度愈高。（三）「商品多樣」：係由第 01、02、03、04、05

等 5題所組成，而因素中 5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

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商品多樣滿意度愈高。（四）「商街熱鬧」：係

由第 17、18、19、20等 4題所組成，而因素中 4個題目的因素負荷均為正數，

表示受訪者在此因素的得分愈高，其對於安平老街的商街熱鬧滿意度愈高。

從上述之分析，可以獲知遊客對台南市安平老街重視度與滿意度之因素分

析結果，所萃取的因素構面「交通停車」、「遊樂設施」、「商品多樣」這 3個

構面相同，且其中「種類多樣」的因素與顏家芝（2002）所作研究在人們心目

中理想商圈的環境特質，主要影響的是愉快悠閒與多樣化的氣氛相類似；且愉

悅感與遊逛意向皆會正向地影響停留意向與再逛選意向（黃幹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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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遊客對台南安平老街滿意度因素分析表（N=550）

因素

名稱
問項內容 共同性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轉軸平方和

解釋變異量

交通

停車

12.停車方便性 .78 .78

4.96 19.83%

11.交通便捷性 .68 .74

10.商街地點的安全性 .66 .65

13.走道通暢 .61 .60

09.商街地點適中性 .59 .59

08.食品衛生 .58 .57

07.商街提供的服務品質 .57 .56

14.周遭環境整潔 .53 .54

15.商店空間規劃 .59 .53

16.洗手間的提供 .57 .51

06.商街人員服務態度 .54 .50

遊樂

設施

21.遊樂設施安全性 .75 .76

4.32 17.26%

23.遊樂設施多樣化 .70 .75

22.遊樂設施的價格 .73 .74

24.老顧客消費折扣 .67 .70

25.警察或巡守維護 .62 .67

商品

多樣

03.商品多樣化 .69 .78

3.80 15.19%

04.飲食種類多樣化 .67 .75

05.食物美味 .59 .69

02.商品品質 .61 .68

01.商品價格便宜 .60 .66

商街

熱鬧

17.商街之熱鬧氣氛 .74 .74

2.85 11.40%
18.商街之整體規劃 .64 .64

20.照明設備 .62 .62

19.麥克風廣播音量 .50 .50

總解釋變異量 %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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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五、人口統計變項遊客在重視度與滿意度之因素構面差異性分析

（一）在不同性別上

t考驗分析的結果顯示，如表六所示，不同性別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無

因素達顯著性差異；如表七所示，在滿意度構面上無因素達顯著性差異。結果

得知，性別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及滿

意度之差異。

表六　不同性別的遊客在重視度之 t考驗分析表（N=550）

因素 t檢定 顯著性 p值

遊樂設施 2.263 .133 .105

麥克風廣播   .318 .573 .937

商品多樣   .641 .424 .470

交通停車   .971 .325 .297

服務態度   .014 .904 .709

註：***p<.001；**p<.01；*p<.05。

表七　不同性別的遊客在滿意度之 t考驗分析表（N=550）

因素 t檢定 顯著性 p值

交通停車   .089 .766 .919

遊樂設施 3.723 .054 .228

商品多樣   .001 .995 .733

商街熱鬧 2.109 .147 .344

註：***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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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同婚姻上

t考驗分析的結果顯示，如表八所示，不同婚姻之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無

因素達顯著性差異；如表九所示，在滿意度構面上對於「遊樂設施」的因素達

顯著性差異。結果得知，婚姻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

老街在重視度之差異。不同婚姻在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遊樂設施」出現了差

異。

表八　不同婚姻的遊客在重視度之 t考驗分析表（N=550）

因素 t檢定 顯著性 p值

遊樂設施   .000 .997 .071

麥克風廣播 1.709 .192 .301

商品多樣 4.125 .043 .894

交通停車 2.663 .103 .176

服務態度   .010 .919 .544

註：***p<.001；**p<.01；*p<.05。

表九　不同婚姻的遊客在滿意度之 t考驗分析表（N=550）

因素 t檢定 顯著性 p值

交通停車 2.456 .118 .920

遊樂設施 3.272 .071   .038*

商品多樣   .165 .685 .639

商街熱鬧 2.802 .095 .980

註：***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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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三）在不同年齡上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再經 Scheffe法之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如表十所示，

不同年齡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沒有因素達顯著差異。如表十一所示，在滿意

度構面上對於「商街熱鬧」的因素上 31~40歲的遊客滿意度明顯高於 20~30歲

及 41~50歲的遊客滿意度。結果得知，年齡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

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差異，但會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商街熱鬧」出

現了差異。

表十　不同年齡的遊客在重視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遊樂設施 1.703   .118

麥克風廣播 1.968   .068

商品多樣 2.132     .048* 無

交通停車   .805   .566

服務態度 1.146   .334

註：1. ***p<.001；**p<.01；*p<.05。
　　2. （1）19歲（以下），（2）20~30歲，（3）31~40歲，（4）41~50歲，（5）51~60歲，

（6）61~65歲，（7）65歲以上。

表十一　不同年齡的遊客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交通停車 2.055 .057

遊樂設施 1.761 .105

商品多樣 1.490 .179

商街熱鬧 4.753       .000*** 31~40歲＞ 20~30歲、41~50歲

註：1. ***p<.001；**p<.01；*p<.05。
　　2. （1）19歲（以下），（2）20~30歲，（3）31~40歲，（4）41~50歲，（5）51~60歲，

（6）61~65歲，（7）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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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不同職業上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再經 Scheffe法之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如表十二所

示，不同職業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沒有因素達顯著差異。如表十三所示，在

滿意度構面上對於「交通停車」的因素達顯著差異，顯示出農林漁牧的遊客滿

意度明顯高於其他職業的遊客滿意度。結果得知，職業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

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影響，但會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交通

停車」出現了差異。

表十二　不同職業的遊客在重視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遊樂設施   .952 .466

麥克風廣播 2.468   .017* 無

商品多樣 1.543 .150

交通停車 1.490 .168

服務態度 1.927 .063

註：1. ***p<.001；**p<.01；*p<.05。
　　2. （1）學生，（2）工，（3）商 /服務業，（4）軍 /公 /警 /教，（5）自由業，（6）農林漁牧，

（7）退休，（8）其他。

表十三　不同職業的遊客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交通停車 2.905     .005** 農林漁牧＞其他

遊樂設施 2.516   .015* 無

商品多樣 2.256   .029* 無

商街熱鬧 1.522 .157

註：1. ***p<.001；**p<.01；*p<.05。
　　2. （1）學生，（2）工，（3）商 /服務業，（4）軍 /公 /警 /教，（5）自由業，（6）農林漁牧，

（7）退休，（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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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再經 Scheffe法之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如表十四所

示，不同學歷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對於「服務態度」的因素達顯著差異，同

時也顯示出高中（職）學歷遊客重視度明顯高於大學學歷遊客的重視度。如表

十五所示，在滿意度構面上沒有的因素達顯著差異。結果得知，學歷的人口背

景變項之差異，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因素中的「服務態度」出現

了差異，但不會對於滿意度有所差異。

表十四　不同學歷的遊客在重視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遊樂設施 1.420 .226

麥克風廣播   .806 .522

商品多樣 2.245 .063

交通停車   .658 .621

服務態度 4.669 0.001** 高中（職）＞大學

註：1. ***p<.001；**p<.01；*p<.05。
　　2. （1）國中（含以下），（2）高中（職），（3）專科，（4）大學，（5）研究所（含以上）。

表十五　不同學歷的遊客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交通停車 2.296 .058

遊樂設施 1.425 .224

商品多樣   .169 .954

商街熱鬧   .752 .557

註：1. ***p<.001；**p<.01；*p<.05。
　　2. （1）國中（含以下），（2）高中（職），（3）專科，（4）大學，（5）研究所（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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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不同月收入上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再經 Scheffe法之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如表十六所

示，不同月收入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沒有因素達顯著差異。如表十七所示，

在滿意度構面上沒有因素達顯著差異。結果得知，月收入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

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與滿意度之差異。

表十六　不同月收入的遊客在重視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遊樂設施 1.099 .360

麥克風廣播   .896 .484

商品多樣   .753 .584

交通停車 1.243 .288

服務態度 1.395 .224

註：1. ***p<.001；**p<.01；*p<.05。
　　2. （1）2 萬元以下，（2）2~4 萬元，（3）4~6 萬元，（4）6~8 萬元，（5）8~10 萬， 

（6）10萬元以上。

表十七　不同月收入的遊客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交通停車 2.296 .058

遊樂設施 1.425 .224

商品多樣   .169 .954

商街熱鬧   .752 .557

註：1. ***p<.001；**p<.01；*p<.05。
　　2. （1）2 萬元以下，（2）2~4 萬元，（3）4~6 萬元，（4）6~8 萬元，（5）8~10 萬， 

（6）1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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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再經 Scheffe法之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如表十八所

示，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在重視度構面上對於「商品多樣」因素達顯著差異，同

時也顯示出居住地為台南市的遊客重視度明顯高於住中部的遊客重視度。如表

十九所示，而在滿意度構面上無因素達顯著差異。結果得知，居住地的人口背

景變項之差異，會造成遊客對於台南市安平老街在重視度「商品多樣」出現了

差異，但不會造成滿意度之差異。

表十八　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在重視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遊樂設施 1.710 .116 ×

麥克風廣播   .183 .981 ×

商品多樣 3.205     .006** 台南市＞中部

交通停車 2.552   .019* 無

服務態度 0.491 .812

註：1. ***p<.001；**p<.01；*p<.05。
　　2.（1）台南市，（2）南部，（3）中部，（4）北部，（5）東部，（6）離島，（7）其他。

表十九　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在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50）

因素 F檢定 P值 Scheffe

交通停車   .542 .776

遊樂設施   .736 .621

商品多樣 1.525 .168

商街熱鬧   .525 .789

註：1. ***p<.001；**p<.01；*p<.05。
　　2.（1）台南市，（2）南部，（3）中部，（4）北部，（5）東部，（6）離島，（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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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遊客重視度、滿意度對台南市安平老街評價多元迴歸分析

先以描述性統性分析遊客針對台南市安平老街整體評價來評分：評價為 90

分以上 50位（9.1%）、80~90分 152位（27.6%）、70~80分 250位（45.5%）、

60~70分 922位（16.7%）、不及格 6位（1.1%），由上述可知 550位受訪的遊

客評價安平老街 80分以上共有 202位（36.7%）。以重視度 5個因素構面為預

測變數，評分為效標變數，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 5個變項

中只有 1個因素達到顯著水準；再以滿意度 4個因素構面為預測變數，評價評

分為效標變數，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 4個變項中有 4個達

到顯著水準，亦即使用這 4個因素共同作為預測變項來預測遊客的評價評分行

為是有意義的，且「交通停車因素（滿意度）」對於評分具有 .377的解釋變異量，

可預測「交通停車因素（滿意度）」變項對於安平老街共可解釋遊客評價評分

行為之變異量達 37.7%，亦即「交通停車因素（滿意度）」對於遊客評分行為

最具有影響力（如表二十所示）。

表二十　遊客重視度、滿意度對安平老街評價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550）

投入變項
標準化係數

β t 值 F 值 顯著性
判定係數

R2

交通停車因素

（重視度）
-.083 -2.077 .210 .038* .123

交通停車因素

（滿意度）
  .251 5.872 37.94 .000*** .377

遊樂設施因素

（滿意度）
  .106 2.491 6.21 .013* .047

商品多樣因素

（滿意度）
  .177 4.203 17.67 .000*** .133

商街熱鬧因素

（滿意度）
  .216 5.169 26.71 .000*** .199

註：1. ***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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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本研究以實地前往台南市安平老街商圈針對到訪遊憩的遊客，施行問卷調

查方式來探討遊客對於安平老街遊憩前的重視度期待，與實際遊憩後內在滿意

度感受間之差異。經以統計方法中的因素分析法分析結果得知，在重視度構面

萃取獲得「遊樂設施」、「麥克風廣播」、「商品多樣」、「交通停車」和「服務態度」

5個因素；在滿意度構面萃取獲得「交通停車」、「遊樂設施」、「商品多樣」和「商

街熱鬧」4個因素，在各因素構面中，個別觀察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均大

於 .50，顯示個別變項具有效度。在兩大構面重視度和滿意度相較下，得知「交

通停車」、「遊樂設施」和「商品多樣」3個因素相同。藉由差異分析結果得知：

（一）婚姻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差

異。不同婚姻在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遊樂設施」出現了差異。（二）年齡的

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差異，但會對於

滿意度因素中的「商街熱鬧」出現了差異。（三）職業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

不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之影響，但會對於滿意度因素中的「交通

停車」出現了差異。（四）學歷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會造成遊客對於安平

老街在重視度因素中的「服務態度」出現了差異，但不會對於滿意度有所差異。

（五）居住地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會造成遊客對於台南市安平老街在重視

度「商品多樣」出現了差異，但不會造成滿意度之差異。（六）然而性別和月

收入的人口背景變項之差異，對於安平老街在重視度及滿意度則無顯著差異。

上述結果與鍾美齡（2013）「遊客對新北市三峽老街休閒遊憩活動參與動

機與滿意度之探討」所進行之調查，結果得知遊客不同年齡的差異，也會造成

對於三峽老街在滿意度之差異相雷同。也和柳婉郁、汪俞靜等（2014）「觀光

意象對遊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影響之研究—以九份老街為例」，調查結果獲知，

不同的遊客社經資料對滿意度部分具有顯著差異結果相近。再將重視度與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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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的因素，對於消費地點台南市安平老街商圈評價評分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得

知，以「交通停車因素（滿意度）」對於遊客評價評分行為最具有影響力。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有關台南市安平老街商圈的研究調查文獻極為缺乏，而本研究僅以台

南市安平老街商圈進行實證研究，雖有將調查結果與相關文獻進行比較與討

論，但從消費面而言，各地區的商圈所擁有各別的文化與消費習性，若要將本

研究結果推論至台灣各地的商圈，還必須進一步驗證與比較。另外調查取樣時

間只有 6個月，這些調查的樣本數無法全部代表整個年度消費者的感受，是為

本研究不足之處。且安平老街商圈幅員廣大、結構複雜，加上人力、經費、時

間之限制，雖然筆者盡量克服其困難，然礙於節點流通性大不適合停駐下來作

問卷，造成廢卷高達 80份，甚有遺憾之感。因此筆者多會在節點附近可停留

的攤販或空間進行訪調，故在取樣方法上無法達到隨機，僅能以偶遇的便利性

隨機抽樣取代之，亦是為本研究不足之處。整體商圈涵蓋店家本身及其公共開

放空間，業種較無特別的限定、商圈內商店的大小不定、商圈整體吸引力大於

個別店家，商圈是高經濟效益的發展，融合了地方發展的需求與全球經濟的刺

激，要能滿足所有參與消費者的需求，更必須由公私部門共同協力所為之（陳

耀峰，2019）。觀光局不斷呼籲，期許廣大消費者共同監督商圈服務管理品質，

提升商圈的觀光價值、具有國際競爭力。商圈的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主要建於

商圈空間的營造、商店經營管理、商圈的服務品質、商圈行銷推廣、商圈專案

輔導及商圈組織運作此六方面皆是商圈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黃國峯、林慶全

等，2017）。

本研究從問卷調查分析數據結果得知，建議安平老街的管理單位可加強前

往遊憩消費的目標族群行銷，如針對女性、21~30歲、職業為學生等目標消費

族群辦理一系列的主題行銷活動，來增加來客數；也建議管理單位能重視本研

究所進行的調查結果，特別在前往安平老街遊客在消費前的「重視度」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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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後的「滿意度」的落差，建議應更積極與所有攤商、管理單位加強調整與改進，

以便能透過提升遊客消費滿意的口碑，進而吸引更多遊客前來遊憩，創造更豐

富的商機，也期待此一研究成果能引起台南市政府的重視，希冀安平老街能成

為觀光客，來到台南的首選旅遊採購聖地，進而開創及形塑成台南地區，擁有

府城特色兼具觀光內涵的休閒遊憩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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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Analysis to 
Anping Old Street Shopping District in Tainan City

Chien-Chao Huang

Abstract

Anping Old Street in Tainan City is well-known throughout Taiwan. It is a 
recreational destination with a coll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rich humaniti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f Anping Old Street 
in Tainan City is very rare, which triggered the investigation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urists’ 
expectations of the emphasis of Anping Old Street before recreation and their 
satisfaction after recreation, and use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ourists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Sensibility, and then compile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inner feelings of 
tourists, and use 550 valid questionnaires to conduct various statistical analyses. The 
credibility of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is .942, and the validity analysis is 63.78%. 
It is learned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that tourists’ perceptions and feelings are 
more emphasis than satisfaction.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food hygiene?. And 
I am most satisfied with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shopping stree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the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hree factors of 
“ transportation parking?,  “amusement facilities? and  “commodity diversity? are 
the sa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we know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marriage will not cause the difference in the 
importance of tourists to Anping Old Street, but the difference in the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the satisfaction factor. The difference in 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age will not cause differences in the emphasis of tourists, but will cause 
differences in the satisfaction factor of “shopping mall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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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occupations will not cause differences in the 
importance of tourists, but will cause differences in the “ transportation parking? in 
the satisfaction fact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ill cause differences in the “service attitude? of tourists 
in the factor of emphasis, but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in satisfac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f Anping Old Street in terms 
of gender and monthly income.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xtraction 
factors on the scores of Anping Old Street shows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parking 
factor (satisfaction)? has the most influence on the scoring behavior of tourists.

Keywords:　 Anping Old Street of Tainan City Shopping District, Questionnaires, 
Emphasis, Satisfaction,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