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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自消費者的觀點思考，以夜市為實證對

象。本研究研究目的為了解消費者到訪台南夜市之

消費體驗和消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便

利抽樣方式，以人員訪問在台南地區花園、大東、

武聖、小北四個夜市進行調查，問卷發放時間為民

國 97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共計發放 180 份問卷，

剔除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大東 3份、花園 4份、

小北 4份、武聖 1份，共得有效問卷 168 份，有效

問卷率 93.3%。本研究發現：由消費者觀點來說，可

能發展成觀光夜市總平均次數為 3.58，這樣的機率

是有可能發展成觀光夜市的，那分別來看的話，第

一名為花園夜市 3.91、第二名為大東夜市 3.84、第

三名為武聖夜市 3.80、最不能可能發展成觀光夜市

的是小北夜市 2.76。對於夜市的攤販滿意度選項

裡，滿意度最高為「整體而言對夜市的消費情境我

很滿意」(3.69)，最低則為「整體而言對夜市的規

畫我很滿意」（ 3.48 )。故「消費體驗對消費滿意

度有影響」之假設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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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觀光是台灣需要推動的產業，遺憾的是，目前

卻有很大改善空間。根據統計台灣去年入境旅次比

前年成長百分之三點五，增加十三萬人次；出境則

下降百分之五點五，減少五十萬人次。台灣的入境

旅次只占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六，而香港、澳門、新

加坡則是人口數的二至三倍。比較起來，台灣的觀

光事業仍是未開發的處女地。外國人來台灣，會想

看大甲媽祖進香、士林夜市、鹽水蜂炮等傳統民俗

活動，不會仍然選擇去吃麥當勞、跳迪斯可。 

台灣觀光業者目前仍只是著眼於硬體建設，輕

忽人文景觀的發展。 

 

2008 年 1 至 6月來臺旅客共計 1,912,611 人，

與 2007 年同期 1,812,108 人次比較，增加 100,503

人次，成長率為 5.55%，其中外籍旅客計 1,510,521

人次，較上年同期 51,461,197 人次增加 49,324 人

次即 3.38%，華僑旅客計 420,090 人次較去年同期

350,911 增加 51,179 人次即 14.58%。台北市有士林

夜市、臨江街夜市、華西街夜市、饒河街夜市，台

中市有逢甲夜市、一中街夜市，台南市有花園夜市、

大東夜市，高雄市有六合夜市。 

夜市在其生活上除了基本的消費之外，並且兼

顧了休閒的意義，其往往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觀光據

點（郭維倫，2002）。夜市在生活上除了基本的消費

之外，並且兼顧了休閒與觀光的意義；在許多的觀

光宣導短片中常有所謂的「台灣夜市小吃」或「觀

光夜市」，作為夜市之行銷上的手法(侯錦雄、莊士

瑩，1997)。 

所以夜市不但提供消費者獨特的夜間休閒遊憩

生活體驗，其匯集逛街、購物、餐飲、觀光瀏覽、

散步以及地方文化特色之外，現已成為當地民眾及

外來旅客夜間休閒活動的重要一環（蔡長清等人，

2001）。  

夜市是台灣所特有的文化，且最能代表台灣吃

的文化，並呈現了台灣食物的多樣性，也反映了部

分台灣人民的夜生活，因此成為國際觀光客必遊之

地（夜市大搜查，2004）。但回顧了相關夜市之文獻，

多為對夜市之景觀建築，或是區域之規劃等研究（楊

嵐鈞，2004），鮮少有關於消費者意象之研究。又鑒

於我國觀光夜市之相關研究十分稀少，大都集中於

探討夜市作為都市開放空間的利用與環境互動的問

題，而有關夜市或傳統市集的研究中，發現過去大

部分的研究均以探討夜市之空間形成（侯靜華，

1985；陳文欣，1990；徐旭誠，1996），或是對社會

經濟之影響（宋欽增，1990；戴伯芬，1993；徐旭

誠，1996）為主。另有一針對遊客逛夜市動機及購

買行為為主題，但從未由遊客之意象與體驗作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