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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溫泉泡湯活動被包裝成具有紓解壓力療效的『休閒產品』，這股風

潮已成功地豎立起另一種新生活休閒風貌及形象。當要去泡湯住宿於溫泉旅

館時，想要立刻獲得資訊，上網查詢是最快的方式。但國內的溫泉業者經營

素質參差不齊，以及網站上提供的資訊不足。當你想要了解這業者的溫泉，

有何療效、功用、價格及房間佈置等，業者網站卻沒有提供該有的足夠資訊；

或者有提供足夠的資訊，但網頁卻是很單調無趣或畫面排版雜亂，使消費者

會降低其住宿意願，而業者也少了許多客源。 

 

所以希望藉由此專題，由溫泉旅館網站提供消費者查詢和使用程度，來

進行改善。多數的業者並不清楚建立一個有品質的網站對其經營的重要性，

導致未能全完發揮網站的優勢以提昇顧客的住宿意願。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知覺感官的衡量方式，以知覺趣味、知覺易用、以及

知覺有用為研究目標，當民眾瀏覽網站時，讓人覺得很有趣、很開心、會喚

起對旅館的想像；瀏覽網站時，即使沒有別人的協助，可以很容易上手地學

會操作網站；瀏覽網站時，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得到很多且最新的資訊。

藉此來瞭解網站品質是如何影響網站瀏覽者的住宿意圖。 

 

樣本資料收集是經由網路問卷調查方法，經回收後獲得150份有效問卷。

根據最後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以優惠卷當作吸引填寫的誘因，因此填寫者

以南部大學生居多，然此族群也同時產生同屬性過高之問題，因而導致沒有

顯著的差異性。另外經由本研究得知，瀏覽者認為網頁的「趣味」比「易用」

或「有用」，更會增加瀏覽者想要住宿的意願。所以業者要提供有趣的網頁，

來吸引瀏覽者進入網頁瀏覽。 

 

關鍵字：溫泉網站、網站品質、住宿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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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1-1-1 台灣溫泉飯店民宿與旅遊的發展 
 
       溫泉是臺灣地區重要且珍貴的觀光資源之一，「觀光產業」已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產業，而且隨人們對休閒需求增高，快速成長中。而
隨著近年來全球觀光發展呈現三大趨勢：新興觀光旅遊地竄起、觀光
活動多樣化、觀光競爭白熱化，臺灣位處東亞及太平洋區域的中心地
帶，面對此一全球觀光主流市場移轉之時機，正是推動台灣觀光產業
的時機。            

 
  而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溫泉的密度比日本還高，擁有冷

泉、熱泉、濁泉、海底溫泉等種類，泉質更因露頭區不同的地質而有
不同，可說相當豐富，對於推展觀光而言，可說有相當大的助益。因
之，溫泉活動之推展，已被列入「觀光客倍增計畫」中的明星產業之
一。 

 
1-1-2 網際網路對溫泉飯店民宿產業的影響 
 
      對飯店及民宿產業而言，為了提高服務的效率並且開發潛在顧客，

經營網站更是勢在必行。業者可以在網站上建立留言板，讓顧客得以
在網站上提出疑問；而為了讓顧客能夠方便地繳付訂金，還可設置線
上訂房系統與揭露剩餘房間數目；甚至運用虛擬導覽的技術，呈現720
度的民宿景觀。這些都是運用科技的創新服務，與傳統的行銷方式截
然不冋。 

       以台灣著名的北投、知本、廬山溫泉產業為例，現今溫泉活動若
不是被形塑成由在地居民發起的大眾文化消費，就是被包裝成紓解壓
力療效的休閒產品（孫仁和，1999；林中文，2001；陳瑋玲，1996）。
這股風潮已成功地豎立起另一種新生活休閒風貌及形象，但是國內的
溫泉業者經營素質參差不齊，以及網站上提供的資訊不足。所以我們
希望藉由此專題，由溫泉飯店民宿網站供消費者查詢和使用程度，進
行改善。 

 
1-2 研究動機 
  
       近年來，溫泉飯店民宿產業對於網站的建立，其重視程度應當有

所增加，然而，當今許多台灣的溫泉飯店民宿業者仍然對網路環境感
到陌生。在Yahoo知識+、GOOGLE的網站搜尋「溫泉網站」這個關鍵字，
將網路上業者提出的問題加以歸納，發現這些問題主要是有關網路行
銷居多，例如：如何製作有品質的溫泉飯店民宿網站，請問有哪幾種
方法？如何建立吸引網友投宿的網站、如何在線上訂房並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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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為了強調網站品質的重要性，本研究將進一步地探討該網
站的品質，會如何影響網站使用者的再瀏覽意圖，以及瀏覽網站後所
產生的住宿意圖。 

 
       由於國內溫泉產業還在萌芽期，以至於研究溫泉網站的文獻並不

多，甚至經營民宿網站的相關文獻更是幾乎沒有。我國飯店民宿產業
仍然屬於未成熟的階段。因此更需要相關研究來描述國內溫泉網站業
者的經營現況，並藉由問卷統計出來的數據，來針對我國溫泉業者對
於現況該如何去改善、新增該網站的內容功能等；以達到使消費者和
使用者在網站上所獲得的服務品質及行銷的效果。 

 
       在研究資訊科技使用意圖的領域中，已有多位學者運用科技接受

模式(TAM) 來解釋網站使用者的行為。Ahn et al. (2007)所提出來衡
量網站品質的模型(知覺趣味、知覺有用、知覺易用)，是以購物網站
做為研究對象，是否能適用於衡量溫泉民宿網站的研究，則需要做進
一步的驗證。 

 
      根據Ahnet al. Model加以修改，加入信任和滿意度在研究模型之

後，能夠更完整地描繪出民宿網站品質是如影響到消費者本身的意圖。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以曾經在網路上瀏覽過，各溫泉飯店和民宿旅遊的網

站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從線上消費者的觀點，探討「溫泉飯店民宿
網站品質」對於消費者及業者的影響。讓消費者對於「網站使用滿意
度」以及「網站的服務品質」網站上使用後的結論，是否能增加其網
站使用者的再瀏覽意圖，以及瀏覽網站後所產生的住宿意圖。 
 

       希望最後研究結果可以讓業者知道網站上哪些服務和品質，可在
加以改進，以及對網站使用上提供的資訊更完整。讓線上消費者更可
提高其住宿意圖。 

 
       最終，期望經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提供學術上一個完整的研究

分析模型，以及協助各個溫泉飯店民宿業者能夠建立更完善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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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第一章為前言，旨在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並確立研究目

的；第二章為文獻探討，說明發展的理論依據與相關文獻之探討，並
且促成研究假說的建立；第三章為研究方法，說明本研究變數之操作
型定義以及資料蒐集方式；於第四章為資料分析，為報告統計的分析
結果；最後，於第五章歸納研究結論與建議，並說明研究貢獻、研究
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其相對應之研究流程請參照 (圖1-1)。 
 
 
 
 

 
確定研究方向  

 
 
 

 
收集相關文獻資料 

 
 
 

 
 

研究方法 
 
 
 

 
與業者合作 

 
 
 

 
 

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料分析 

 
 
 
 

結論與建議 
 
 

圖1-1：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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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網際網路發展歷史 

   自從2001年以來，國內開始正式實施周休二日的制度之後，由於

假期的延長促使民眾越來越注重休閒，國內旅遊人口亦逐年增加，根

據蕃薯藤網站的調查報告指出，除了入口網站之外，民眾最常瀏覽的

網站類別中，前三名分別為：瀏覽休閒資訊、通信（電子郵件）、閱

讀新聞及雜誌，因此旅遊活動在民眾心中的地位可見一般。(參照圖

2-1) 

       傳統上業者的行銷手法只限於口耳相傳、遊旅手冊，如今隨著網

路使用的普遍性，使得業者必需要建立屬於自己的網站，運用互動功

能和顧客導向的方式，才能夠吸引潛在顧客與保留現有顧客(Jeong, 

2004)。因此，為了讓顧客可以輕易地獲得資訊，建立網站這種新的行

銷手銷已經逐漸的比傳統的行銷方式來得重要(Jeong，2004；陸允怡

＆陳箴，2007)。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在2006年針對國人旅遊狀況的調查研究，發現民

眾取得國內旅遊資訊的方式，以透過親友、同事或同學告知最多，其次

則為電腦網路，再者是電子媒體以及平面媒體，其中又以電腦網路的成

長幅度最大。由此可見，網際網路已成為越來越多遊客搜尋旅遊資訊

的主要選擇。(參照表2-1) 

 

表2-1：民眾旅遊資訊來源(複選) 

    來 
    源 
 
 
 
 
年 
度 

親 
友 
、 
同 
事 
或 
同 
學 

電 
腦 
網 
路 
 

電 
子 
媒 
體 
 

平 
面 
媒 
體 
 

觀 
光 
遊 
憩 
單 
位 
 

旅 
行 
社 
 

旅 
遊 
展 
覽 
 

其 
他 
 

95 年 50.5% 27.0% 13.6% 12.8% 2.9% 0.9% 0.9% 1.4% 

94 年 49.9% 22.0% 14.6% 13.7% 3.3% 3.3% 1.6% 2.0% 

變動 +0.6% +5.0% -1.0% -0.9% -0.4% -2.4% -0.7% +0.6%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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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蕃薯藤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調查(2008年12月) 

 

2-2 旅館網站研究 

 

         網站對於旅館業者而言，是個強而有力的行銷工具，因為網站的

建立，可以讓業者有機會直接與潛在顧客連繫，為業者帶來商機增加

客源 (Jeong, 2004)。網站的建立不僅會促使業者本身的成長，甚至

還會吸引到國外觀光客的注意，然而很少業者能夠完全發揮網站的優

勢，並且未能夠透過網站來建立良好的顧客關係(Hudson & Gilbert, 

2006)。 

 

       根據Jeong (2004)對旅館網站的研究，從顧客觀點來探討網站應

該如何建立，最後歸納出下列三點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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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網站提供的資訊越完整，使用者滿意程度越高：網站的使用者對

資訊有高度的需求，會希望在網頁中得到完整且全面的訊息。對

網站上的資訊而言，又以是否有揭露業者的房間佈置、地點以及

其網站是否值得信任的相關訊息，這三項的資訊最能影響到網站

瀏覽者的滿意程度。 

   （2）網站的設計，是要讓使用者容易找到相關資訊為主要目的：業者

網站的設計必需要加以簡化，才能讓使用者容易找尋所需的飯

店、民宿資訊，而資訊的內容要以使用者的喜好為優先。 

例如：網站的使用者在瀏覽網頁之後，大多會使用電話聯絡的方

式與業者溝通，其次才會選擇使用網路工具(e-mail、msn、留言

板)。因此，業者的聯絡電話號碼必需列在網站之中較顯眼的地方。 

   （3）留言板的建立，有助於使用者做出訂房的決策：缺乏住宿經驗的

旅客會要想利用網站的留言板功能，才能進一步地了解到先前住

宿旅客的批評與回應，並且根據別人的經驗再來決定是否要做出

訂房的決策。 

 

2-3 網站品質之衡量構面 

 

2-3-1 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 

根據DeLone & McLean (1992)的定義，資訊品質是指：資訊系統

本身的產出；而對於網站的資訊品質而言，則是指：網站所呈現出

來的內容，讓使用者感受到其內容品質的優劣(Yang et al., 2005)。 

        對於資訊品質的衡量構面分類，根據「台灣民宿網站品質與信念

對消費者的住宿意圖與再瀏覽意圖之影響」的研究整理得知比較常見

衡量類別為：完整性(completeness) 、流動性（currency) 、正

確性(accuracy)、相關性(relevance)、以及易懂性等。 

 

2-3-2 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 

   根據DeLone & McLean (1992)的定義，系統品質是指：資訊系

統本身的處理能力；若套用在網站的系統品質，所指的是：使用者

在網站上接收 與傳送資訊時，所能感受到網站的執行效率(Yang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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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系統品質的衡量構面分類，根據研究的整理得知較常見衡量類

別為：有用性(usability)、  存取性(accessibility)、  安全性(security)、 

隱私性(privacy)、以及可靠性(reliability)等。 

 

2-3-3 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 

     由 Parasuraman et al.(1988)發展出來的服務品質衡量量表

(SERVQUAL) 得知，其衡量構面包含：回應性(responsiveness)、移

情性(empathy)、有形性(tangibles)、保證性(assurance)、以及可靠

性(reliability)；Negash et al. (2003) 則依據上述的五種分類方

式，用來分析網路上的顧客支援系統，更將原本的衡量構面重新定義

如下： 

    （1）回應性：業者回應顧客需求的速度。 

    （2）移情性：業者能夠透過網站提供顧客貼心的服務。 

    （3）有形性：業者能夠在網站上視覺呈現實體的設備和設施。 

    （4）保證性：業者能夠讓顧客相信業者是值得信任的。 

    （5）可靠性：業者能夠提供曾經承諾過的服務。 

 

2-4 文獻探討總結 

        根據先前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對於溫泉飯店、民宿網站的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以及服務品質，其衡量構面分別為完整性、流動性、

以及正確性；有用性、存取性、安全性、以及隱私性；回應性、移情

性、有形性、以及保證性。 

  本研究希望針對在於兩點，一是消費者對於溫泉飯店民宿網站

上資訊的使用以及網站內容有何使用上的好與壞，二是針對業者能對

他們自身的網站加強改善至使消費者使用便利與滿意，作深入的探

討，以瞭解到溫泉飯店或民宿網站上旅遊市場的消費方向。 

     並以其為研究範圍，對描述現況應極具參考價值。本研究期望能

獲得具體的結論，並提出可行之建議，以提供溫泉飯店或民宿業者做

為擬定行銷策略之參考，使其了解遊客之需求。且期望提供往後相關

領域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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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問項衡量 

 

       根據過去文獻的整理，依照研究後所提出的研究構面之操作型

定義以及問項來源，彙整如（表3-1），所有變數的衡量問項皆採用

Likert  (李克特) 7點尺度，由「非常不同意 = 1」到「非常同意 = 

7」，完整的問卷內容請參見附錄，其問項來源分述如下： 

 

       旅館(飯店、民宿)的住宿意圖、以及其網站再瀏覽意圖，參考Ajzen 

(2002)的問項。住宿意圖的定義為：瀏覽網站之後，會讓我有打算、

想要、計劃去住 此旅館(飯店、民宿)；再瀏覽意圖的定義為：當我

有住宿需求時，會有打算、想要、計劃去瀏覽此網站。 

 

    網站的瀏覽者對於網站的信任是依據Kim et al. (2008)的研究

問項，其定義為：網站的內容是得信任的，業者能以客為尊並遵守在

網站上的承諾。 

 

    網站品質的滿意度之衡量問項，參考  Solomon  et al. (2003) 

和 Yang et al.(2005) 的研究問項，其定義為：網站的品質，讓人

感到滿意、可以滿足需求、比想像中來得好。 

 

    知覺趣味、知覺易用、以及知覺有用，根據Moon & Kim (2001)

和Ahnet al. (2007)的衡量方式，再將其修改。其定義分別為：瀏覽

網站時，讓人覺得很有趣、很開心、會喚起對民宿的想像；瀏覽網站

時，即使沒有別人的協助，可以很容易上手地學會操作網站；瀏覽網

站時，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得到很多且最新的民宿資訊。 

 

       資訊品質衡量問項的來源，主要是依據Wixom & Todd (2005)，將

資訊品質分為完整性、流通性、以及正確性，這三個衡量構面。其定

義分別為：旅館(飯店、民宿)網站可以提供何種程度的必要資訊；旅

館(飯店、民宿)網站資訊可以被即時更新的程度；網站資訊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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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品質的衡量問項則是根據 Yang et al. (2005)，並且將衡

量構面分別為有用性、存取性、安全性、以及隱私性。其定義分別為：

網站具友善的使用者系統介面；旅館(飯店、民宿)網站的系統回應速

度快並且能夠正常顯示；可以安全瀏覽的承諾；保護個人資訊的制機。 

       服務品質是依據 Negash et al. (2003)的衡量問項以及分類方

式來加以修改，並且將服務品質分為回應性、移情性、有形性、以及

保證性，這四個衡量構面。其定義分別為：業者是否能夠透過網站即

時地回應顧客的需求；業者可透過網站給顧客個人化的服務；網站的

外觀看起來十分引人注目；業者會透過網站，讓顧客相信業者是值得

信任的。(請參照表3-1) 

 

3-2 問卷設計 

 

      本問卷參考 研究生 陳安迪 所著作的研究論文「台灣民宿網站品

質與信念對消費者的住宿意圖與再瀏覽意圖之影響」。 

      參考使用其研究生所研究探討出來的問項，而這論文內容依據

Wixom & Todd (2005)、Yang et al. (2005)、Negash et al. (2003)、

Parasuramanet al.(1988) 其四位學者所提出的衡量構面與問項所

設計的問卷。於專題討論時間，找專題老師經歷數次研究並討論問項

內容與其語句潤飾修辭，藉此以確保研究問卷的專家效度與內容效

度。 

       而前測由於時間上的限制，選擇其沿用其 研究生 陳安迪 所著

作的研究論文內的前測標準為基準。最終，參考其溫泉旅館業者網站

後，我們所依照網站內容填寫問卷後的意見，發放在「儷景溫泉會館」

網站上公告；問卷網；各即時通訊系統，總計共有63題問項，其中包

含：49題研究問項、6題人口統計問項、與8題一般問項。(參照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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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各研究變數之操作型定義 
 

 

變數 操作型定義 問項文獻來源 題數
 

住宿意圖 瀏覽網站之後，會讓我有打算、想要、計劃 

去住此民宿 
 
 

Ajzen (2002) 

 

3 

 

再瀏覽意圖 當我有住宿需求時，會有打算、想要、計劃 

去瀏覽網站。 

 

3 

 

信任 網站的內容是得信任的，業者能以客為尊並 

遵守在網站上的承諾。 
Solomon et al. 

（2003) 

 

3 

 

滿意度 網站的品質，讓人感到滿意、可滿足需求、 

比想像中來得好。 

 

Kim et al. (2008)

 

3 

 

知覺趣味 瀏覽網站時，讓人覺得很有趣、很開心、會 

喚起對此飯店及民宿的想像。 
 
 

 
Moon & Kim (2001)

Ahn et al. (2007)

 

3 

 

知覺易用 瀏覽網站時，即使沒有別人的協助，可以很 

容易上手地學會操作網站。 

 

3 

 

知覺有用 瀏覽網站時，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得到很 

多且最新的溫泉業者資訊 

 

3 

 

 

資 

訊 

品 

質 

完整性 溫泉業者網站可以提供何種程度的必要資訊。 
 

 
 

Wixom & Todd 

     (2005) 

 

3 

流動性 溫泉業者網站資訊可以被即時更新的程度。 
 

2 

正確性 溫泉業者網站資訊的正確性。 
 

2 

 
 
 

系 

統 

品 

質 

有用性 網站具備友善的使用者系統介面。  
 
 

Yang et al. 
(2005) 

 

2 

存取性 網站的系統回應速度快並且能夠正常的顯示。 
 

2 

安全性 可以安全瀏覽的承諾。 
 

2 

隱私性 保護個人資訊的制機。 
 

2 

 
 
 
 

服 

務 

品 

質 

回應性 業者是否能夠透過網站即時地回應顧客的 

需求。 
 
 
 
 

Negash et al. 
(2003) 

 

3 

移情性 業者可透過網站給顧客個人化的服務。 
 

3 

有形性 網站的外觀看起來十分引人注目。 
 

4 

保證性 業者透過網站，讓顧客相信業者是值得信任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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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假設 

3-3-1 人口統計問項對於服務品質 

 

        本問卷在人口統計問項和一般問項中選出部分的問項作為研究

假設，總共分為性別、職業、教育程度、年齡、個人月收入、使用網

路年齡、居住地、平均每年泡湯次數，在這些問項之中，有些問項之

間的互相影響力較大，所以我們決定將相似性較大的問項，選擇其一

做為我們的研究假設（例如：職業的不同對於個人月收入有正向的影

響）。 

 

   因此我們將這八個問項做篩選，選擇出性別、年齡、個人月收

入、網路年齡使用、居住地，這五項彼此之間並無較大影響的問項來

做為我們的研究假設，並針對服務品質的部份來進行交叉分析。因

此，本研究假設： 

 

   H1-1：會因個人性別的不同而對於服務品質會有顯著的差異 

    H1-2：會因個人年齡的不同而對於服務品質會有顯著的差異 

    H1-3：會因個人個人月收入的不同而對於服務品質會有顯著的差異  

    H1-4：會因個人網路年齡使用的不同而對於服務品質會有顯著的差異 

    H1-5：會因個人居住地的不同而對於服務品質會有顯著的差異 

  

3-3-2 知覺趣味、知覺有用、知覺易用對於住宿意圖 

 

        趣味在近期的研究中被視為一種信念，認為知覺趣味是使用者和

資訊系統的互動過程中，而產生出來的樂趣(enjoyment)、好奇

(curiosity)、以及專注(concentration)等感受，有學者發現網站使

者用的知覺趣味以及知覺有用會直接地影響到使用者的使用態度。 

   

        我們認為大部分瀏覽者會想要業者能夠提供淺顯易懂的網頁，讓

使用者可以方便的操作此網頁，並且可以更快的讓使用者找尋到所需

的資訊，因此網頁在設計時也要顧慮到易用性，如果使用者可以很容

易上手地操作網站，便可增加瀏覽者的住宿意願。因此，本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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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1：個人對於溫泉旅館網站的知覺趣味會正向影響到住宿意圖。 

    H2-2：個人對於溫泉旅館網站的知覺有用會正向影響到住宿意圖。 

    H2-3：個人對於溫泉旅館網站的知覺易用會正向影響到住宿意圖。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曾經使用過與瀏覽過國內的溫泉飯店旅館業者

「網站」的消費者為主，受測者根據過去瀏覽網站上的經驗，以個人

瀏覽此業者的網站後，對於「此網站所提供」的「資訊品質」以及網

站上所擁有的「服務品質」，依照個人的感想與喜好作為回答標準。 

        本研究以網路問卷為主要的資料收集方式，由於問卷受測者是曾

經瀏覽過此溫泉旅館網站的使用者，因此，發放網路問卷可以讓本研

究的樣本專注於線上使用者。 

 

3-4 研究操作 

3-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曾經使用過與瀏覽過國內的溫泉飯店旅館業

者「網站」的消費者為主，受測者根據過去瀏覽網站上的經驗，以個

人瀏覽此業者的網站後，對於「此網站所提供」的「資訊品質」以及

網站上所擁有的「服務品質」，依照個人的感想與喜好作為回答標準。

以網路問卷為主要的資料收集方式，由於問卷受測者是曾經瀏覽過此

溫泉旅館網站的使用者，因此，發放網路問卷可以讓本研究的樣本專

注於線上使用者。 

      使受測者填寫問卷的管道分為兩者，一是掛載在合作的溫泉飯店

業者網站上、供瀏覽者瀏覽後直接填寫。二是針對在PTT電子佈告欄

上，以及其各大部落格等眾多網路上的網友為主，並且透過網路問卷

的方式來填寫作答。 

3-4-2 提高填寫意願方式 

       若發放於網路上的問卷，該如何吸引人去填寫，因為放在網路上，

很少有人會願意花時間幫忙填寫，傳給網路上的網友可能會被誤以為

是病毒，且網友會覺得填不填並沒有什麼差別，所以需要一個誘因才

會使人有意願去填寫。 

       因此必須想個方式來提高瀏覽者的填寫意願，因此我們參考其他

網路問卷發放者，要如何增加其填寫意願的方式，發現到以提供獎項

來增加受測者的填寫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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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地區限制的票券。(如:電影票) 

  （2）實體獎品。(如:隨身碟) 

  （3）各大樂園票券 

  （4）優惠折價券 

       為了提高本研究問卷的填寫意願，所以我們想到與一個業者合

作，幫助提高其業者網路上的曝光率，並請求業者提供優惠折價券贈

與問卷填寫者，使雙方達到互利之效果。 

 

       所以我們就想到說，尋求其合作的業者，先鎖定關子嶺溫泉的幾

家民宿以及旅館，並以電話聯繫，聯繫的過程中受到很多業者的質疑

或以不需要為理由婉辭，我們認為民宿會比較有意願來跟我們合作，

增加其曝光率。 

 

3-5 分析流程 

 

       本研究主要分析工具為 SPSS 12.0  和 Office Excel  軟體，

資料分析方法包含敘述性統計分析、獨立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相關分析。 

      本問卷統計是以 SPSS 12.0為主，收集問卷完成後便將資料輸入至 

Excel 進行數據整理，並在 SPSS 設定問卷資料，設定完成後便將數據和

問卷資料進行整合，最後進行統計分析。        

       首先，將問卷資料進行敘述性統計分析，得知人口統計問項、一

般問項，總共13個基本資料之問項。再進行研究假設，以人口統計問

項對於服務品質來進行分析。 

       在人口統計問項中，性別對於服務品質部份是以獨立樣本T檢定

來進行分析，至於年齡、個人月收入、使用網路年齡、居住地

對於服務品質的部份，是使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最後在知覺

趣味、知覺有用、知覺易用對於住宿意圖來進行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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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 
4-1 研究對象介紹 
       我們是使用網路發放問卷，經由各大討論區與網站上發放，大部

分是吸引學生來填寫，所以網路使用年齡大多在 7-9 年，甚至於 10 年

以上。在加上是鎖定與關子嶺的相關業者合作，以致填寫的人大多是

以南部為主。 

 
4-1-1 飯店網站介紹 

       合作的業者是『關子嶺儷景溫泉會館』，位於台南縣白河鎮關子嶺

風景區內，由南二高速公路於白河交流道下，往關子嶺公路約二十分

鐘即可直達交通非常便捷。 

       儷景溫泉會館是當地第一家獲得『中華民國觀光協會溫泉水質認

證』的飯店，會館內共分「尊榮館」、「時尚館」、「生活館」及「荷楓

館」。 

       除了荷楓館為純泡湯屋外其餘均提供住宿服務，共設有七十八間

極具特色客房，客房內均有與義大利西西里島及日本鹿兒島齊名的泥

漿溫泉。（參照圖 4-1） 

   關子嶺儷景溫泉會館 地址：台南縣白河鎮關子嶺 61-5 號  

   電話：(06)6822588 傳真：(06)6823192  

   合法旅館專用標誌編號：046 

 
圖4-1：儷景溫泉會館網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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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優惠券設計： 

 
    業者把優惠券的樣式交由我們去設計，但因業者所講的設限不

多，只強調農曆春節連休假期不可使用外，其他並無特別限制。但因

為設想到優惠券可能遭到濫用，所以其餘項目並由我們組員共同討論

出來去設限，並讓儷景溫泉持有最後修正之權利，並討論出下列幾項

限制以防止遭到濫用。 

 

優惠券設限內容： 

 

（1）各館及設施價位已現場為主： 

   因為設施及各種價位可能會因節慶或其他因素有所變動，所以 

     想出以現場價位為主，讓業者可自由調整價位。 

（2）若有變動以儷景溫泉會館公告為主： 

    使業者可用公告方式告知優惠券使用內容及修改權利。 

（3）本券可折抵全館消費金額300元整，單次消費限抵一張： 

   因擔心遭到重複使用折價，設限在單次消費只能使用一張。 

（4）贈品優惠列印，不得販售： 

     因擔心遭到其他人的濫用販售，特此設限。 

  

 

圖4-2：儷景溫泉合作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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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樣本特徵 

    樣本資料回收後有效問卷共有 150 份。根據本研究樣本的敘述性

統計資料所示，在有效樣本之中，男性佔46%，女性有 54%；樣本的

年齡為20~25歲為最多佔 66.7%、網齡為7~9年佔 46%、以及個人月收

入20,000元以下為最多佔 62%，而形成這些樣本特徵可能和樣本的來

源，大部份是以學生為主有關佔59.3%，社會人士則佔有40.7%，教育

程度是大學的佔77.3%。並且，觀察瀏覽者有無瀏覽過溫泉旅館網站

的經驗，有的瀏覽者佔了81.3%。 

 

        由於我們的優惠券是以南部關子嶺溫泉的「儷景溫泉會館」所提

供的。所以從居住地的數據可看出填寫的人都以南部為主，佔了

56.7%、中部其次36%、北部較少為7.3%。(請參照 表4-1、表4-2) 

 

      因為填寫問卷時所參考的網站，設限於儷景溫泉會館(關子嶺溫

泉區)為例，所以填寫的人大多是以中南部地區為主，比較鄰近此溫

泉區。 

      填寫問卷後的獎項，是由儷景溫泉會館所提供的優惠券，原本

以為吸引的對象大部分是家庭或上班族，但從結果得知，比較有意願

填寫的族群以學生居多。 

 

     從樣本特徵之人口統計問項所產生的數據來看，大部分都是以南

部的學生為主，導致同屬性過高，使得統計後的結果比較沒有明顯的

差異性。 

 

        總共有超過七成的網友會透過溫泉網站來收集資料。因此民眾瀏

覽網站的行為將會成為一個未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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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樣本特徵之人口統計問項 

 
樣本特性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69 

81 

46 

54 

46 

54 

46 

100 

職業 軍、公、教  工   

商  

農、漁、牧  自由業

家庭主婦   

服務業  

學生 

其他 

17 

12 

6 

2 

1 

19 

89 

4 

11.3 

8.0 

4.0 

1.3 

0.7 

12.9 

59.3 

2.7 

11.3 

8.0 

4.0 

1.3 

0.7 

12.9 

59.3 

2.7 

11.3 

19.3 

23.3 

24.7 

25.3 

38 

97.3 

100.0 

教育程度 小學（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 

12 

12 

116 

9 

0.7 

8.0 

8.0 

77.3 

6.0 

0.7 

8.0 

8.0 

77.3 

6.0 

0.7 

8.7 

16.7 

94.0 

100.0 

年齡 19 歲以下  20~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 歲以上 

4 

100 

21 

10 

9 

5 

1 

2.7 

66.7 

14.0 

6.7 

6.0 

3.3 

0.7 

2.7 

66.7 

14.0 

6.7 

6.0 

3.3 

0.7 

2.7 

69.3 

83.3 

90.0 

96.0 

99.3 

100. 

個人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 元   

93 

41 

14 

2 

62.0 

27.3 

9.3 

1.3 

62.0 

27.3 

9.3 

1.3 

62.0 

89.3 

98.7 

100.0 

使用網路多久（年） 0~3 年  

4~6 年 

7~9 年 

10 年以上 

3 

22 

69 

55 

2.0 

14.7 

46.0 

36.7 

2.0 

14.7 

46.0 

36.7 

2.0 

16.8 

6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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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樣本特徵之一般問項 

 

 
樣本特性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瀏覽『溫泉旅館』 

網站的經驗 

無  

有 

28 

122 

18.7 

81.3 

18.7 

81.3 

18.7 

100.0 

瀏覽『假』溫泉 

旅館網站的經驗 

無  

有 

142 

8 

94.7 

5.3 

94.7 

5.3 

94.7 

100.0 

居住地 台灣北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11 

54 

85 

7.3 

36.0 

56.7 

7.3 

36.0 

56.7 

7.3 

43.3 

100.0 

平均每年 

泡湯的次數 

0~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107 

38 

2 

3 

71.3 

25.3 

1.3 

2.0 

71.3 

25.3 

1.3 

2.0 

71.3 

96.7 

98.0 

100.0 

「印象最深刻」的

一個「國內」溫泉 

『旅館網站』 

「部落格式的溫

泉旅館網站」  

「一般的溫泉旅

館網站」 

其他 

46 

 

101 

 

3 

30.7 

 

67.3 

 

2.0 

30.7 

 

67.3 

 

2.0 

30.7 

 

98.0 

 

100.0 

何時瀏覽『此溫泉

旅館』網站 

兩個星期內 

一個月內 

半年內 

一年內 

一年以上 

73 

16 

26 

17 

18 

48.7 

10.7 

17.3 

11.3 

12.0 

48.7 

10.7 

17.3 

11.3 

12.0 

48.7 

59.3 

76.7 

88.0 

100.0 

『此溫泉旅館』 

網站給您印象 

非常不好   

普通  

有點好  

好  

非常好 

1 

44 

33 

50 

22 

0.7 

29.3 

22.0 

33.3 

14.7 

0.7 

29.3 

22.0 

33.3 

14.7 

0.7 

30.0 

52.0 

8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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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溫泉業者網站的影響 

 

    透過數據來看，廣告(報

章媒體雜誌和溫泉入口網站)

的 資 料 收 集 方 式 則 佔 了

42.2%，比例佔了最重。 

(請參照圖4-3) 

    其次為參考他人意見的

佔39.4%(網友、部落格、親

友)。 

     最後約 18 % 的網友

會自行上網瀏覽溫泉網站，

來蒐集他們所需要的資料及

資訊。 

                                 圖4-3：民眾搜尋溫泉業者資訊方式 

    如今，傳統的行銷手法已經逐漸勢微，為了順應時代的潮流，建立

良好的網站，且建立良好的口碑，是業者必定要學習的課題。 

 

    而有39.4%的人通常都會參照別人的意見，除了口碑之外，現在比

較熱門的就是透過BBS或網友的文章來評斷，另一個現今火紅的部落客

文章，現在也會有很多業者都會邀請專業且人氣很高的部落客來為他

們發文，寫出他們來此旅館的心得感想。 

 

    因此民眾上網瀏覽網站和參照網友及部落格的行為將會成為一個

未來的趨勢，所以為了提高網站的曝光率，除了可將網站登錄在各溫泉

相關的入口網站，也可運用關鍵字廣告的網路行銷手法，登入關鍵字在

Yahoo!奇摩網站，來增加網站的點閱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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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樣本特徵對研究變數之影響 

 

    本問卷在人口統計問項和一般問項中選出部分的問項作為研究

假設，總共分為性別、職業、教育程度、年齡、個人月收入、使用網

路年齡、居住地、平均每年泡湯次數，在這些問項之中，有些問項之

間的互相影響力較大，所以我們決定將兩者相似性較大的問項，選擇

其一做為我們的研究假設。 

 

    我們將這八個問項進行篩選，我們認為會因年齡的不同對於教育

程度有正向的影響；會因職業的不同而對於個人月收入有正向的影

響，因此選擇出性別、年齡、個人月收入、網路年齡使用、居住地，

這五項彼此之間並無較大影響的問項來做為我們的研究假設，並針對

服務品質的部份來進行分析。 

 

    為了瞭解不同的樣本特徵在各研究變項的差異性，本研究針對

所收集的樣本資料來進行單因子變異數(One-way ANOVA)、獨 立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期望研究結果可供未來研究參考之用                                。            

  

                                   最後，本研究針對性別、年齡、個人月收入、使用網路年齡、

居住地，五項樣本特徵資料，分別對於服務品質來進行檢定，並以

顯著水準小於0.05作為判斷標準，其內容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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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統計量

69 72.41 10.319 1.242
81 71.02 10.652 1.184

性別
男
女

服務品質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獨立樣本檢定

.002 .964 .803 148 .423 1.38 1.720 -2.018 4.781
.805 145.547 .422 1.38 1.716 -2.010 4.772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

服務品質
F 檢定 顯著性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
定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4-3-1 服務品質之獨立樣本T檢定 

 

（1） 性別 

       假設：女生比男生在服務品質的感受上更加注重。 

       結果解釋：並不因瀏覽者的「性別」不同而在「服務品質」 

                  的感受上呈現顯著的差異（p=.964；p>.05）。所 

                  以並不因受訪者是男性或女性，而對於服務品質 

                  感到顯著的不同。(參照表 4-3) 

 

 

表4－3：性別對服務品質之獨立樣本T檢定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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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因為至少有一組別的觀察值少於兩個
，所以未執行 服務品質 的 Post hoc 檢
定。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服務品質

3.116 6 143 .007
Levene 統計量分子自由度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ANOVA

服務品質

706.032 6 117.672 1.073 .382
15683.628 143 109.676
16389.660 149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描述性統計量

服務品質

4 60.50 22.782 11.391 24.25 96.75 37 91
100 71.29 10.155 1.015 69.28 73.30 52 91
21 73.81 12.152 2.652 68.28 79.34 52 91
10 72.00 7.972 2.521 66.30 77.70 61 81
9 74.00 4.924 1.641 70.21 77.79 67 80
5 72.80 7.050 3.153 64.05 81.55 61 78
1 78.00 . . . . 78 78

150 71.66 10.488 .856 69.97 73.35 37 91

19歲以下
20~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 歲以上
總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4-3-2 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1）年齡 

      假設：26 歲~40 歲之間在職者會比 25 歲以下的學生族群更注重 

            網站上的服務品質。            

      結果解釋：並不因瀏覽者的「年齡」不同而在「服務品質」的感 

                受上呈現顯著的差異（p=.382；p>.05）。所以並不會 

                因瀏覽者年齡的高低，而對服務品質感到顯著的不同。 

                (參照表 4-4) 

 

 

表4-4：年齡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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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統計量

服務品質

93 70.76 10.659 1.105 68.57 72.96 37 91
41 73.10 10.735 1.677 69.71 76.49 52 91
14 74.50 8.410 2.248 69.64 79.36 59 85
2 64.00 4.243 3.000 25.88 102.12 61 67

150 71.66 10.488 .856 69.97 73.35 37 91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總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服務品質

.896 3 146 .445
Levene 統計量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ANOVA

服務品質

389.755 3 129.918 1.186 .317
15999.905 146 109.588
16389.660 149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2） 個人月收入 

 

       假設：我們認為收入越高者，會比個人月收入較低者更注重 

              服務品質。 

      結果解釋：並不因瀏覽者的「個人月收入」不同而在「服務 

                品質」的感受上呈現顯著的差異（p=.317；p>.05）。所 

                以並不會因瀏覽者個人月收入的高低，而對於服務品質 

                感到顯著的不同。 (參照表 4-5-1、4-5-2) 

 

 

 

表4-5-1：個人月收入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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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較

依變數: 服務品質

-2.33 1.962 .635 -7.43 2.77
-3.74 3.001 .599 -11.54 4.06
6.76 7.481 .803 -12.68 26.21
2.33 1.962 .635 -2.77 7.43

-1.40 3.240 .973 -9.82 7.02
9.10 7.581 .628 -10.60 28.80
3.74 3.001 .599 -4.06 11.54
1.40 3.240 .973 -7.02 9.82

10.50 7.913 .547 -10.07 31.07
-6.76 7.481 .803 -26.21 12.68
-9.10 7.581 .628 -28.80 10.60

-10.50 7.913 .547 -31.07 10.07
-2.33 1.962 .703 -7.88 3.22
-3.74 3.001 .671 -12.22 4.75
6.76 7.481 .845 -14.40 27.92
2.33 1.962 .703 -3.22 7.88

-1.40 3.240 .980 -10.57 7.76
9.10 7.581 .697 -12.34 30.54
3.74 3.001 .671 -4.75 12.22
1.40 3.240 .980 -7.76 10.57

10.50 7.913 .625 -11.88 32.88
-6.76 7.481 .845 -27.92 14.40
-9.10 7.581 .697 -30.54 12.34

-10.50 7.913 .625 -32.88 11.88
-2.33 1.962 .820 -7.76 3.09
-3.74 3.001 .627 -11.05 3.58
6.76 7.481 .798 -89.86 103.39
2.33 1.962 .820 -3.09 7.76

-1.40 3.240 .997 -9.33 6.52
9.10 7.581 .589 -40.63 58.82
3.74 3.001 .627 -3.58 11.05
1.40 3.240 .997 -6.52 9.33

10.50 7.913 .426 -20.19 41.19
-6.76 7.481 .798 -103.39 89.86
-9.10 7.581 .589 -58.82 40.63

-10.50 7.913 .426 -41.19 20.19

(J) 個人月收入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I) 個人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20,000 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Tukey HSD

Scheffe 法

Tamhane 檢定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95% 信賴區間

 

Post Hoc 檢定 

表4-5-2：個人月收入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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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服務品質

1.739 3 145 .162
Levene 統計量分子自由度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ANOVA

服務品質

70.881 3 23.627 .211 .889
16243.280 145 112.023
16314.161 148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3） 使用網路年齡 

 

       假設：我們認為使用網路年齡越久的人，會比使用網路年齡越  

               短的人對於服務品質的感受上會比較注重。  

       結果解釋：並不因瀏覽者「使用網路年齡」時間長短的不同而 

                在「服務品質」的感受上呈現顯著的差異（p=.889；    

                p 值＞.05）。所以並不會因使用網路年齡時間的長短， 

                而對於服務品質感到顯著的不同。 

                 (參照表 4-6-1、4-6-2) 

 

表4-6-1：使用網路年齡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描述性統計量

服務品質

3 68.67 4.509 2.603 57.47 79.87 64 73
22 72.77 8.118 1.731 69.17 76.37 56 85
69 71.28 11.385 1.371 68.54 74.01 37 91
55 72.02 10.545 1.422 69.17 74.87 52 91

149 71.72 10.499 .860 70.02 73.42 37 91

0~3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總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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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較

依變數: 服務品質

-4.11 6.514 .922 -21.04 12.82
-2.61 6.242 .975 -18.83 13.62
-3.35 6.275 .951 -19.66 12.96
4.11 6.514 .922 -12.82 21.04
1.50 2.591 .939 -5.24 8.23
.75 2.670 .992 -6.18 7.69

2.61 6.242 .975 -13.62 18.83
-1.50 2.591 .939 -8.23 5.24
-.74 1.913 .980 -5.72 4.23
3.35 6.275 .951 -12.96 19.66
-.75 2.670 .992 -7.69 6.18
.74 1.913 .980 -4.23 5.72

-4.11 6.514 .941 -22.53 14.32
-2.61 6.242 .981 -20.27 15.05
-3.35 6.275 .963 -21.10 14.40
4.11 6.514 .941 -14.32 22.53
1.50 2.591 .953 -5.83 8.83
.75 2.670 .994 -6.80 8.31

2.61 6.242 .981 -15.05 20.27
-1.50 2.591 .953 -8.83 5.83
-.74 1.913 .985 -6.15 4.67
3.35 6.275 .963 -14.40 21.10
-.75 2.670 .994 -8.31 6.80
.74 1.913 .985 -4.67 6.15

-4.11 6.514 .833 -18.96 10.75
-2.61 6.242 .968 -19.40 14.18
-3.35 6.275 .912 -19.80 13.10
4.11 6.514 .833 -10.75 18.96
1.50 2.591 .985 -4.55 7.55
.75 2.670 1.000 -5.38 6.89

2.61 6.242 .968 -14.18 19.40
-1.50 2.591 .985 -7.55 4.55
-.74 1.913 .999 -6.03 4.54
3.35 6.275 .912 -13.10 19.80
-.75 2.670 1.000 -6.89 5.38
.74 1.913 .999 -4.54 6.03

(J) 使用網路已經多久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7~9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7~9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7~9年

(I) 使用網路已經多久
0~3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0~3年

4~6年

7~9年

10年以上

Tukey HSD

Scheffe 法

Tamhane 檢定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95% 信賴區間

Post Hoc 檢定 

 

表4-6-2：使用網路年齡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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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統計量

服務品質

11 68.36 9.852 2.970 61.75 74.98 57 85
54 70.74 9.705 1.321 68.09 73.39 52 89
85 72.67 11.006 1.194 70.30 75.04 37 91

150 71.66 10.488 .856 69.97 73.35 37 91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總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服務品質

.363 2 147 .696
Levene 統計量分子自由度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ANOVA

服務品質

251.968 2 125.984 1.148 .320
16137.692 147 109.780
16389.660 149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4）居住地之服務品質檢定 

 

       假設：因為我們問卷是以儷景溫泉會館的網站為例，所以我們認 

             為住在相對偏遠地區的人，會比住在南部地區的人較注重 

             網頁上所提供的服務。 

       結果解釋：並不因瀏覽者的「居住地」不同而在「服務品質」 

                 的感受上呈現顯著的差異（p=.320；p>.05）。所以並 

                 不會因瀏覽者居住地的遠近，而對於服務品質感到顯 

                 著的不同。(參照表 4-7-1、4-7-2) 

 

 

表4-7-1：居住地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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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較

依變數: 服務品質

-2.38 3.466 .772 -10.58 5.83
-4.31 3.357 .407 -12.26 3.64
2.38 3.466 .772 -5.83 10.58

-1.93 1.823 .541 -6.25 2.39
4.31 3.357 .407 -3.64 12.26
1.93 1.823 .541 -2.39 6.25

-2.38 3.466 .825 -10.95 6.19
-4.31 3.357 .442 -12.61 4.00
2.38 3.466 .825 -6.19 10.95

-1.93 1.823 .569 -6.44 2.58
4.31 3.357 .442 -4.00 12.61
1.93 1.823 .569 -2.58 6.44

-2.38 3.466 .857 -11.16 6.41
-4.31 3.357 .489 -13.03 4.41
2.38 3.466 .857 -6.41 11.16

-1.93 1.823 .627 -6.24 2.38
4.31 3.357 .489 -4.41 13.03
1.93 1.823 .627 -2.38 6.24

(J) 居住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I) 居住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台灣南部

Tukey HS

Scheffe 法

Tamhane 

均差異 (I-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95% 信賴區間

Post Hoc 檢定 

 

表4-7-2：居住地對服務品質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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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聯性分析 

 

       知覺趣味是一種信念，是使用者和資訊系統的互動過程中，因為

網站如果能提供有趣的動畫或互動介面，會吸引瀏覽者想要更深入去

瀏覽網頁的內容，藉由瀏覽的過程讓使用者對網頁感到有興趣，盡而

提升瀏覽者的住宿意願。 

   

       知覺有用意指，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得

到很多且最新的溫泉業者資訊，所以我們認為大部分瀏覽者都想要在

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效益，如果網站能提供瀏覽者所需要的相關

資訊，讓瀏覽者能花費最短的時間而得到大量且正確的資料，就會增

加瀏覽者住宿的意圖。 

 

       我們認為大部分瀏覽者會想要業者能夠提供淺顯易懂的網頁，讓

使用者可以方便的操作此網頁，並且可以更快的讓使用者找尋到所需

的資訊，因此網頁在設計時也要顧慮到易用性，如使用者可以很容易

上手地操作網站，便可增加瀏覽者的住宿意願。 

 

       最後，為了瞭解各研究變項之間的差異性，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所

收集的研究變項來進行相關係數分析，期望研究結果可供未來研究參

考之用                                。           本研究針對知覺趣味、知覺有用、知覺易用，三項研究變項資

料，分別對於住宿意圖來進行檢定，並以顯著水準小於0.05作為判斷

標準，其內容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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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住宿意圖之相關分析 

 

 （1）知覺趣味 

 

           瀏覽者在「知覺有用」與「住宿意圖」上有其相關性存在； 

       即瀏覽者在知覺有用對於住宿意圖的相關係數之值為.707 

       （p＝.000；＊＊p <.01），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所以，表示 

       網站如果能讓瀏覽者感到很有趣，就會增加住宿的意願。 

       (參照表 4-8) 

 

表4-8：知覺趣味對住宿意圖之相關分析 

 

 

變項 知覺趣味 住宿意圖 

知覺趣味 1 .707＊＊ 

住宿意圖 .707＊＊ 1 

 

 

相關

1 .707**
. .000

150 150
.707** 1
.000 .
150 150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知覺趣味

住宿意圖

知覺趣味 住宿意圖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描述性統計量

16.10 2.785 150
17.09 2.743 150

知覺趣味
住宿意圖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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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統計量

16.77 2.962 150
17.09 2.743 150

知覺有用
住宿意圖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相關

1 .591**
. .000

150 150
.591** 1
.000 .
150 150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知覺有用

住宿意圖

知覺有用 住宿意圖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2）知覺有用 

       

       瀏覽者在「知覺有用」與「住宿意圖」上有其相關性存在； 

   即瀏覽者在知覺有用對於住宿意圖的相關係數之值為.591 

  （p＝.000；＊＊p <.01），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所以，表示瀏 

   覽者能在很快的時間內，得到很多且最新的資訊，就會增加住宿 

   的意願。(參照表4-9) 

 

 

表4-9：知覺有用對住宿意圖之相關分析 

 

 

變項 知覺有用 住宿意圖 

知覺有用 1 .591＊＊ 

住宿意圖 .5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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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知覺易用 

 

            瀏覽者在「知覺易用」與「住宿意圖」上有其相關性存在； 

       即瀏覽者在知覺有用對於住宿意圖的相關係數之值為.691 

      （p＝.000；＊＊p <.01），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所以，表示瀏 

       覽者能很容易上手操作網站，就會增加住宿的意願。 

       (參照表4-10) 

 

表4-10：知覺易用對住宿意圖之相關分析 

 

 

變項 知覺易用 住宿意圖 

知覺易用 1 .691＊＊ 

住宿意圖 .691＊＊ 1 

 

 

 

 

 

描述性統計量

17.63 3.066 150

17.09 2.743 150

知覺易用

住宿意圖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相關

1 .691**

.000

150 150

.691** 1

.000

150 150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知覺易用

住宿意圖

知覺易用 住宿意圖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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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當要去泡湯住宿於溫泉旅館時，上網查詢資訊是最快的方式，

當想要了解這業者的溫泉時，網站上卻沒有提供該有的足夠資訊；

或者有提供足夠的資訊，但網頁卻是很單調無趣或畫面排版雜亂，

使消費者會降低其住宿意願，而業者也少了許多客源。 

  因此民眾上網瀏覽網站和參照網友及部落格的行為將會成為

一個未來的趨勢，所以建立良好的網站或提高網站的品質，是業者

未來必定要學習的課題。經由分析過後的研究結果，分述下列幾點： 

  

 （1）填寫問卷誘因－優惠卷： 

            經由多次連絡願意合作的業者，儷景溫泉會館願意與我們

合作，與業者詳談後，尋求其優惠內容使其提高問卷填寫之誘

因。後來儷景溫泉會館願意提供優惠折價卷，來吸引瀏覽者來

填寫問卷。 

  （2）由人口統計資料得知，填寫者大多是南部大學生居多： 

     人口統計數據顯現出，填寫者多數為學生，且以南部人居

多，因我們是以網際網路發放問卷，使得填寫人大多是常上網

瀏覽的人，也得知常上網填寫問卷的人多數是學生。而吸引他

們填寫問卷的因素是儷景溫泉優惠折價券，所以使南部人的填

寫數量較高。 

  （3）樣本特徵同屬性過高： 

            填寫者大多是南部大學生居多，會影響樣本特徵的統計，

導致數據會過於極端，無法取得中間平均的數值，使分析變得

不夠精準且造成分析結果沒有顯著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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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宿意圖影響的程度為：知覺趣味>知覺易用>知覺有用 

    由關聯性分析統計數據得知，知覺趣味p值為.707、知覺

有用p值為.591、知覺易用p值為.691，從以上的數據來分析，

可以發現在知覺趣味、知覺易用、以及知覺有用比較住宿意圖

的影響力後，發現知覺趣味對住宿意圖的影響力最大。 

5-2 給業者的建議-建立網站的要點 

        經由本研究後的結果顯示出，會前往溫泉區去泡湯的學生不多，

大多是因為價格偏高，學生比較沒有經濟能力可以去消費。若業者藉

行銷手段(優惠券)的方式，可以吸引學生族群來溫泉區泡湯住宿。 

        而在網站的架設上，若使用較有趣的方式呈現(flash)，或者互動

式的介面可以提高瀏覽者來瀏覽網站的意願，也可提高其住宿的意願。 

    我們整理出以下幾點給業者可在網站上新增及修改的項目： 

    (1) 提供互動式介面：即時回應留言板、線上討論區 

    (2) 網頁動畫：如flash、Gif圖片動畫，增強網頁豐富度。 

    (3) 充足的旅館照片：房間、溫泉、餐廳，實際拍攝的照片。 

    (4) 線上影音系統 (如：房仲業者線上看房的程式) 

    (5) 經常性地更新首頁消息及活動和優惠內容 

    (6) 業者除了一般網站外，可同時建立部落格，並將旅館內與遊客互 

      動之趣事以生活化的方式呈現於網站上，吸引瀏覽者前來瀏覽。 

5-3 研究建議 

(1) 依據統計學簡單隨機抽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原理，來

進行統計分析，建議樣本數量在400份以上，數據才會接近平均

值且完整，但我們僅回收150份的問卷，未達理論上最少樣本

數，使得產生樣本數過少的嚴重問題。 

  (2) 增加填寫問卷的誘因，盡量以不分區域性的票券或獎品來贈送， 

      才可吸引更多地區的瀏覽者填寫，瀏覽者比較不會被限制於特定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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