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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了解馬場騎乘遊客涉入程度對馬術騎乘體驗的關係。研究採用敘迴歸分析，呈現出

馬場騎乘遊客的涉入程度對體驗的影響情形關係程度。研究對象為馬場騎乘遊客，共發出200份問卷，回

收有效問卷192份。研究發展出涉入程度量表、體驗量表，共兩組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量表的建構效度及

內部一致性係數均良好，將所收集的資料以SPSS 18.0 for Windows進行統計分析與檢定以敘述性統計、項

目分析、t 檢定、因素分析、信校度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馬場騎乘

遊客涉入程度偏低。2、馬場騎乘遊客涉入程度對體驗無直接正向影響。3、不同區域與不同性別之馬場

遊客騎乘體驗無顯著差異存在。 

關鍵詞：馬術騎乘、涉入程度、體驗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生活型態的快速變化， 使得國人每日都面極大的工作壓力與快節奏的生活步調（李君如；陳

凱文，2010）。而工作繁忙與社會的進步，所導致的壓力，使得人們忽略正常的休閒與運動。因此，更容

易使壓力繁重的現代人精神失衡或罹患“文明病”與“辦公大樓症候羣”（梁子安；王敏幸，2004）。陳

金冰（1991）認為國人對休閒的需求日益昇高，休閒產業的發展已在國內掀起一陣熱潮，並認為由於國

民消費水準的提昇，人們也愈來愈重視休閒活動的品質水準。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的變遷，生活型態的快

速變化， 許多人處於快節奏的生活模式，心理壓力及負擔逐漸加重，為了平衡工作壓力，對休閒活動的

需求日益漸增 （李君如；陳凱文，2010）。所以適切的休閒活動儼然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點之ㄧ。

吳尚書、陳睿穎、陳俊湰（2007）表示，馬術治療可以用治療、教育、運動、休閒與遊憩的四種取向介

入，讓騎乘者達到心理、身體、社會互動、行為等目標的提升。此外，馬術是一項具有冒險性的活動，

參與者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能，同時更可能在持續的挑戰下，吸引參與者提升自我能力，不斷迎接具有難

度的技巧，在此挑戰與參與者能力相互激盪的循環中，個人參與的次數也將持續增加，甚至由原本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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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參與，演變為認真、執著地參與這項休閒活動。（黃心佳，2008）。而榮總復健部醫師指出，馬術

運動的治療對神經科,骨科及學習障礙的病患，如:唐氏症、自閉症、中風、腦性麻痺、肌肉萎縮 、多發

性硬化症、關節炎、肢障…等病患，具有極佳的治療成效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網站，2011）。因此馬術

不但是項健康的休閒，更是一種兼具休閒與競技運動的優良活動。 

    Havitz and Dimanche（1990）指出，休閒涉入（leisure involvement）意指遊客對特定的休閒活動產生的

感情投入及動機、興奮等心理狀態。而且當個體認知某件事物的重要性或興趣程度越高時，其涉入程度

就越高（Slama & Tashchian , 1985）。國內學者陳弘慶（2007）亦提出參與者之涉入程度會顯著影響體驗行

銷、滿意度及忠誠度。此外 Gunter and Gunter 則認為休閒涉入的衡量方面應包括心理情感與行為層面來衡

量。（Gunter &Gunter, 1980; Kim et al., 1997）。根據鍾志強、林晏新、高小芳（ 2009）表示，在涉入構面上，

許多的研究均以 Mclntyre（1989）所提出的涉入四個構面（重要性、愉悅程度、自我表現及中心性）做為

衡量涉入時的參考，因此本研究歸納衡量涉入眾多文獻後亦參考並使用 Mclntyre（1989）所提出的涉入四

個構面。 

Owens（ 2000 ）認為在新科技時代的來臨與競爭者的增加及消費者日益富有的情況下，將改變過去

以提供服務為主的經濟產業，朝向滿足體驗為主的消費趨勢。而較早時期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

認為體驗是個人主體帶有重要的情感意義而專注投入的事件。Pine and Gilmore（1999）認為體驗是可自由

記憶的，是人們用一種個人化的方式來度過一段閒暇時間並從中體會整個過程。李仲廣與盧昌崇（200 4）

提出體驗具有「親歷性」、「情感性」、「獨特性」、「誘發性」、「個人性」、「緘默性」、「持續性」、「參與性」、

「創新性」、「高附加價值性」等。根據李仲廣盧昌崇（2004）、段兆麟（2006）等人將體驗劃分為七類型，

第一種是依據人們的意願分為主動體驗與被動體驗兩種;第二種是一具體驗的次序分為原體驗與再體驗;

第三種則是按體驗層次分為世俗體驗與審美體驗;第四種是從人們是否親自體驗的方式分為直接體驗與間

接體驗;第五種依體驗內容的時序層次劃分為體驗過去、體驗現在、體驗未來三種;第六種以體驗型態劃分

成封閉性體驗與開放性體驗;第七種以參與和融入的程度做區隔，分別為娛樂體驗、較育體驗、遁世(跳脫

現實)體驗、美學體驗四種。體驗經濟的來臨，認為經濟核心價值的進展過程，依序為貨品、商品、服務

及體驗，體驗經濟的類別是屬於高獲利的經濟型態，因此企業將提供最終的體驗，給顧客留下難忘的愉

悅回憶（Pine& Gilmore，1999）。Schmitt（1999）也提出策略體驗模組及體驗媒介二層面概念，作為管理

顧客體驗的架構，將兩者結合，建構出體驗矩陣，也確立了體驗行銷的策略基礎與執行工具。其中體驗

模組包含感官體驗（sense experience）、情感體驗（feel experience）、思考體驗（think experience）、行動體

驗（actexperience）以及關聯體驗（relate experience）等五種體驗。將以上兩者結合，建構出體驗矩陣，用

以作為體驗行銷的策略規劃工具。 

Slama and Tashchian（1985）提出涉入代表個體對於某活動或相關產品所投入的程度，當個體認知某

件事物的重要性或興趣程度越高時，其涉入程度就越高。此外，Zaichkosky（1985）認為涉人是個人基於

內在需求價值及興趣等因素，而對某項事物所知覺到的個人攸關程度可表達出個體對某項產品產生興趣

的程度。方怡堯（2002 ）發現遊憩涉入與遊憩體驗有顯著正相關且遊憩涉入為了解遊憩體驗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國內、外學者研究可得知遊客涉入程度將直接影響體驗。 

 

二、研究目的 

  騎馬屬於全身性有氧運動，除了在休閒上能給予其他休閒運動所無法給予的專業性調適功能外，更

有體力與耐力高度培養性，非一般休閒運動所能比擬。但礙於政治、經濟等因素，一直未獲得良好的發

展機會(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網站，2011)。希望藉研究發現可提供國內馬場經營者參考，並可為往後馬術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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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學術研究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因此，本研究以馬場場遊客為對象，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馬場遊客參與者對於馬場活動涉入程度之情形。 

二、瞭解馬場遊客參與者於馬術活動後之體驗情形。 

三、探討馬場遊客參與者之涉入程度對體驗的影響。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馬場騎乘遊客為研究對象，以 2012 年 3 月份於公有后里馬場（台中）與私人漢諾威馬場

（台北）進行騎乘活動的遊客為樣本，而為建構一份有效的問卷，本研究樣本大小的決定參考 Hair et al. 

（1998）的建議，有效樣本個數採問卷題項的「5～20」倍，此外，因考慮到廢卷率及拒答率，故發放 200

份樣本。因顧及每位受試者均需實際體驗過馬術騎乘活動後始可有效填答問卷，故選擇遊客參與馬術騎

乘活動後，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計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192 份，有

效問卷回收率為 9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含涉入程度量表、體驗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三個部份，量表的資料分析方法包

含：描述統計分析、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回歸分析。第一部份為涉入程度量表，主要係參考鍾志強、 林

晏新、高小芳（2009），小型賽車參與者涉入程度、流暢經驗與行為意圖之研究中涉入程度的量表，再衡

量馬術騎乘遊客參與的特性編制而成，共15題，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予以評分，分數愈高表示馬術騎乘參

與者的涉入程度愈高。第二部份為體驗量表，主要參考鍾志強（2008），職業棒球消費者體驗模式之建構

將體驗分成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及關聯等五個體驗模組，共23題。以及馬場遊客的人口統計變項：

包括性別、學歷、收入與同行者，共4 題。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針對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量表、馬場遊客體驗量表，以題目總分、相關法及 t 檢

定進行項目分析（如表 1、表 2 所示）。各量表所有題目 t 檢定均達顯著水準（p<.05），在遊客涉入量表

中 CR 值為 -13.29 至 -7.95，馬場遊客體驗量表中 CR 值為 -3.18 至 -7.41，顯示題目皆具鑑別力；此

外在遊客涉入量表中題目與總分之相關值均高於 0.62 以上，且 p<.05 達統計顯著水準之要求，故保留全

部題項，在馬場遊客體驗量表中題目與總分之相關值均高於 0.3 以上，且 p<.05 達統計顯著水準之要求。 

 

表一 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CR 值 相關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覺得騎馬與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 -11.11 0.74* 2.45 0.90 

2 我覺得騎馬在我生活中是一個重心 -11.95 0.76* 2.55 0.94 

3 騎馬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休閒活動 -12.03 0.77* 2.49 0.87 

4 我身邊有許多與馬術有關的好朋友 -9.46 0.69* 2.55 0.96 

5 我非常關心與馬術相關的訊息 -10.27 0.71* 2.89 0.89 

6 我很喜歡主動的與朋友討論馬術相關話題 -11.87 0.76* 2.64 0.89 

7 騎馬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 -13.29 0.80* 2.56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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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非常享受騎馬這項休閒活動 -11.11 0.74* 2.08 0.85 

9 騎馬是讓我感到最滿足的休閒活動 -11.88 0.74* 2.14 0.80 

10 騎馬是讓我覺得最快樂的休閒活動 -11.71 0.76* 2.11 0.81 

11 從騎馬的過程中讓我獲得許多樂趣 -9.86 0.70* 2.05 0.75 

12 騎馬對我而言是相當有意義的休閒活動 -9.66 0.69* 2.05 0.82 

13 當別人知道我會騎馬時，我感到很驕傲 -9.84 0.70* 2.49 0.83 

14 我會盡情的去展現自己的騎馬技巧 -7.95 0.62* 2.33 0.83 

15 參加馬術相關活動讓我可以展現個人的休閒風格 -8.87 0.66* 2.05 0.88 

＊P<.05     

 

表二 馬場遊客體驗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CR 值 相關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騎馬改變我的運動習慣 -7.02 0.57* 2.34 0.92 

2 騎馬增進我的運動技能 -7.29 0.59* 2.26 0.88 

3 騎馬讓我產生運動的動機 -6.52 0.55* 2.32 0.89 

4 騎馬改變我的運動方式 -6.27 0.53* 2.29 0.91 

5 騎馬使我想與同伴一起來運動 -6.00 0.51* 2.26 0.89 

6 騎馬喚起我想運動的動力 -7.41 0.59* 2.26 0.89 

7 騎馬讓我思考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4.22 0.39* 2.39 0.84 

8 騎馬讓我和別人產生新的社交關係 -4.41 0.40* 2.32 0.78 

9 我與其他人分享在馬場的趣聞 -3.93 0.36* 2.18 7.54 

10 騎馬讓我與其他人的關係更密切 -4.64 0.42* 2.33 0.80 

11 騎馬讓我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5.66 0.49* 2.23 0.84 

12 騎馬使我得到壓力的舒解 -6.60 0.55*   

13 騎馬使我感受到歡樂的氣氛騎馬使我感到很快樂 -4.89 0.44* 1.79 0.70 

14 騎馬使我擁有感官上的享受 -5.67 0.49* 1.85 0.79 

15 騎馬讓我喜歡馬術活動 -5.07 0.45* 1.88 0.71 

16 騎馬增進我的馬術或其他運動的相關知識 -4.39 0.40* 2.19 0.79 

17 騎馬讓我產生對馬術或其他運動的好奇心 -4.14 0.38*   

18 騎馬引發我一些對馬術的想法 -4.78 0.43*   

19 騎馬使我思考馬術選手的專業性 -3.18 0.30*   

20 騎馬運動場地有良好的設計風格 -5.01 0.45* 2.10 0.69 

21 騎馬讓我欣賞到馬術運動的美感 -4.00 0.37*   

22 馬術運動能吸引我的注意 -5.80 0.50* 1.90 0.69 

23 馬術運動是富有趣味的 -4.53 0.41* 1.83 0.68 

＊P<.05    



 5 

 

    本研究針對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量表之 15 題項進行因素分析（如表三所示）。在進行因素分析前先進

行 KMO 值檢定，發現其 KMO 值為 0.92，Bartle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結果顯示資料適合進行因素

分析。通過檢定後，繼續以因素分析中之主成份法分析其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0 之因素來萃取出

共同因素，並以陡坡檢驗（scree test）決定因素數目，在經過直接斜交轉軸法進行轉軸後抽取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大於 0.4 之涉入程度因素，共萃取出三個主要因素構面。並依據各個因素所含題項內容

予以命名，分別命名為「重要性」、「愉悅程度」、「自我表現」，（如表三所示）。 

 

表三.馬場遊客涉入程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2 我覺得騎馬在我生活中是一個重心 

重要性 愉悅程度 自我表現 

0.85   

3 騎馬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休閒活動 0.82   

4 我身邊有許多與馬術有關的好朋友 0.81   

6 我很喜歡主動的與朋友討論馬術相關話題 0.81   

1 我覺得騎馬與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 0.78   

5 我非常關心與馬術相關的訊息 0.77   

7 騎馬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 0.73   

11 從騎馬的過程中讓我獲得許多樂趣  0.94  

12 騎馬對我而言是相當有意義的休閒活動  0.83  

10 騎馬是讓我覺得最快樂的休閒活動  0.79  

9 騎馬是讓我感到最滿足的休閒活動  0.71  

8 我非常享受騎馬這項休閒活動  0.71  

14 我會盡情的去展現自己的騎馬技巧   0.79 

15 參加馬術相關活動讓我可以展現個人的休閒風格   0.72 

13 當別人知道我會騎馬時，我感到很驕傲   0.63 

構面平均數 2.55 2.08 2.29 

構面標準差 0.76 1.06 0.71 

Cronbach’α值 0.93 0.92 0.79 

解釋變異量 54.88 10.93 7.23 

解釋總變異量 54.88 65.80 73.04 

整體 Cronbach’α值 0.94 

＊P<.05  

 

    另外針對馬場遊客體驗量表之 23 題項進行因素分析（如表 4 所示）。在進行因素分析前先進行 KMO 

值檢定，發現其 KMO 值為 0.91，Bartle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結果顯示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通

過檢定後，繼續以因素分析中之主成份法分析其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0 之因素來萃取出共同因素，

並以陡坡檢驗（scree test）決定因素數目，在經過直接斜交轉軸法進行轉軸後抽取因素負荷量（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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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大於 0.4 之體驗因素，共萃取出三個主要因素構面，其中第 17、18、19、21 題之因素負荷量未

達 0.4，故予以刪題。並依據各個因素所含題項內容予以命名，分別命名為「動機體驗」、「社交體驗」、「感

覺體驗」，（如表 4 所示）。 

 

表四 馬場遊客體驗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動機體驗 社交體驗 感覺體驗 

3 騎馬讓我產生運動的動機 0.90   

4 騎馬改變我的運動方式 0.84   

6 騎馬喚起我想運動的動力 0.81   

5 騎馬使我想與同伴一起來運動 0.78   

1 騎馬改變我的運動習慣 0.73   

2 騎馬增進我的運動技能 0.72   

8 騎馬讓我和別人產生新的社交關係  0.86  

10 騎馬讓我與其他人的關係更密切  0.82  

7 騎馬讓我思考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0.78  

9 我與其他人分享在馬場的趣聞  0.78  

11 騎馬讓我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0.74  

16 騎馬增進我的馬術或其他運動的相關知識  0.65  

23 馬術運動是富有趣味的   0.85 

14 騎馬使我擁有感官上的享受   0.82 

22 馬術運動能吸引我的注意   0.81 

13 騎馬使我感受到歡樂的氣氛騎馬使我感到很快樂   0.70 

15 騎馬讓我喜歡馬術活動   0.62 

12 騎馬使我得到壓力的舒解   0.60 

20 騎馬運動場地有良好的設計風格   0.50 

構面平均數 13.72 13.64 11.35 

構面標準差 0.77 0.66 0.48 

Cronbach’α值 0.93 0.90 0.79 

解釋變異量 49.61 10.03 9.01 

解釋總變異量 49.61 59.64 68.74 

整體 Cronbach’α值 0.94 

＊P < .05  

 

 

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量表各因素以 Cronbach 's α 值檢驗信度（如表三所示），其中「重要性」（α＝0.93）

最高、「愉悅程度」（α＝0.92）次之、「自我表現」（α＝0.79）最低，整體α 值為 0.94。本研究量表整

體信度水準高於邱浩政（2006）建議的 0.7，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效度檢驗方面，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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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根據鍾志強、 林晏新、高小芳(2009)，小型賽車參與者涉入程度、流暢經驗與行為意圖之研究中涉

入程度的量表，修改而成；顯示本研究量表來自專家理論與實證經驗，具合理之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而本研究總解釋變異量達 73.04％，顯示量表亦具有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馬場遊客體

驗量表各因素以 Cronbach 's α 值檢驗信度（如表四所示），其中「動機體驗」（α＝0.93）最高、「社交體

驗」（α＝0.90）次之、「感覺體驗」（α＝0.79）最低，整體α 值為 0.94。本研究量表整體信度水準高於

邱浩政（2006）建議的 0.7，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效度檢驗方面，馬場遊客涉入程度量表是根據鍾志強

（2008）職業棒球消費者體驗模式之建構，修改而成；顯示本研究量表來自專家理論與實證經驗，具合

理之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而本研究總解釋變異量達 68.74％，顯示量表亦具有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參、研究結果 

 

一、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馬場遊客性別方面女性所佔比率為 58%（111 人）學歷上大專院校 78%（150 人）；收入以

60000~99999 占 24%為最多（46 人）；而同行者則以單獨到馬場所占比率 46%（88 人）為最高 。

遊客收入 40001 元以上之高收入族群占 54%然而中有 14%為無收入者，另外，在學歷上國中、小學

暫 4%；高中、職則 16%；此外，在同行者方面，亦有 28%為與家人同行，合理推論，14%無收入者，

為家長攜帶學齡兒童參與馬術活動。 

 

二、 騎乘遊客涉入與體驗之因素分析: 

馬場遊客涉入程度因素分析摘要表中所萃取之三構面平均數，分別為「重要性」2.55；「自我表現」

2.29 與 「愉悅誠度」2.08（如表三），以「重要性」為最同意之構面，雖然網路發達在台灣搜尋與

馬術相關之訊息已日益簡便不若以往困難而稀少，然而多數與馬術相關網站介紹仍以外文為主，致

使馬術相關知識與學習人口增長緩慢，合理推測馬術騎乘休閒活動雖有次文化之形成但卻仍略嫌不

足。而在「自我表現」上，由於自古馬術皆被比喻為貴族活動，中、外皆然，且馬術是挑戰與技巧

並存而相互交錯具高度技巧之休閒活動，因此容易使人有表現的機會，然而台灣馬術相關專業教練

人數稀少且學習價格偏貴，合理推論解釋此乃致使馬術騎乘遊客較不易感受自我風格與驕傲感之重

大因素。 

 

三、 騎乘遊客涉入與體驗之項目分析: 

而在馬場遊客涉入程度之構面平均數中得知，以「重要性」之平均數（M=2.55）為最高，其中「我

非常關心與馬術相關的訊息」（M=2.89）、「我很喜歡主動的與朋友討論馬術相關話題」（M=2.64），

為消費者最同意之項目。而在馬場遊客體驗量表中所萃取出之「動機體驗」、「社交體驗」、「感覺體

驗」三個構面中（如表四），所得之標準差數值均不高。 

 

四、 馬場遊客之體驗程度分析: 

不同區域馬場遊客體驗程度之構面平均數中得知以台中在動機（M=2.32）與感覺（M=1.90）之平均

數均雖較台北為高（如表 5 所示）但平均數未達 3 分無法解釋不同區域之遊客有顯著差異。由不同

性別馬場遊客之體驗程度構面平均數中，得知，在體驗程度中女性不管是動機（M=2.31）、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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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4）或感覺（M=1.90）平均數雖均高於男性（如表 6 所示），卻不足以解釋女性體驗程度與

男性體驗程度之差異。 

 

表表五五  不不同同區區域域馬馬場場遊遊客客體體驗驗程程度度差差異異分分析析 

構面 台中 台北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動機 2.32 4.93 2.23 4.31 0.67 

社交 2.10 4.53 2.45 2.80 -3.85* 

感覺 1.90 4.76 1.88 2.72 0.17 

人數 

百分比 

100 

53% 

100 

47% 

 

*P<.05 

 

表六 不同性別馬場遊客體驗程度差異分析 

構面 男 女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動機 2.25 4.65 2.31 4.64 -0.52 

社交 2.18 4.43 2.34 3.50 -1.62 

感覺 1.88 4.39 1.90 3.54 -0.19 

人數 

百分比 

81 

42% 

111 

58% 

 

*P<.05 

 

表七 馬場遊客涉入程度對體驗回歸分析摘要表 

 β R² F 值 t 值 P 值 

涉入程度  0.44 48.6*   

動機 0.12   1.61 0.11 

社交 0.22   2.70 0.00 

感覺 0.41   5.78* 0.00 

*P<.05 

 

五、 針對馬場遊客進行之迴歸分析，為了遊客涉入程度對體驗影響之預測力。以體驗為依變項，並以馬

場遊客涉入程度 15 個問項，總計三個構面為自變項，運用迴歸分析，所得結果（如表七所示），分

析如下：在涉入程度方面，本研究採用迴歸方式的建立模式，顯示三個遊客涉入程度變項對於體驗

的影響，整體的 R² 達到 0.44（如表七所示），表示三個變項可以解釋行為意圖 44％的變異量，F

值為 48.6（p<.05）。以個別預測力來看，涉入程度以「感覺體驗」預測力最為高。本研究得結果與

沈進成(2008) 「遊客休閒涉入、體驗、依附影響之研究-以南投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為例」研究所



 9 

得-休閒涉入對體驗有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陳慧玲、林安庭(2011)登山運動參與者涉入程度、流暢體

驗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顯示登山運動參與者的涉入程度對體驗面具有正向預測效果。結果不一致。

馬場遊客參與者之涉入程度在迴歸模式中對體驗的影響(如表 7 所示)，馬場遊客之涉入程度對體驗，

僅有「感覺」（β=.41）預測力最高、「社交」（β=.22）、「動機」（β=.12）均較低，不足以預

測，涉入程度皆對馬場參與者之體驗具影響力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馬場騎乘遊客涉入程度對體驗程度之影響並透過敘述性統計、t 檢定、項目分析、因

素分析、信校度分析、迴歸分析等進行分析，所得之學術結果可瞭解兩者間的關係，以提供往後研究者

多一分參考資料，並提供馬場業者在行銷經營與管理上多面向之參考。結論如下： 

一、 馬術騎乘活動之遊客多為高學歷高收入之高社經地位人士。 

二、 在馬場遊客之休閒涉入程度對體驗無直接顯著之正向影響。 

三、 不同區域馬場遊客體驗程度並無不同。 

四、 不同性別之馬場遊客體驗程度無異。 

 

二、 建議 

    綜合以上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已初步探究馬場騎乘遊客涉入程度對體驗的影響經由以上的研究結果分

析討論， 

一、 對於馬場業者可有以下的建議： 

1. 參與馬術活動之國中國小學童所佔比率為4%。因此，可多方向與政府合作未來國家對於

奧運或亞運奪牌重點方向可朝培養加強馬術選手栽培而行。 

2. 加強馬術在台灣之推廣，以及多觸角運用多媒體介紹馬術活動與知識，以刺激增進馬術

休閒人口。 

二、 給未來研究者建議: 

1. 本研究在背景變象之區域上研究現於研究經費不足研究僅限於北部一家規模最大私人與

與中部各唯一一家公有馬場進行研究而台灣省育中華民國馬術協會中友登記之馬場有33

家之多，期望未來研究者可擴大研究範圍。 

2. 本研究之餐與研究對象僅為馬場之一般騎乘遊客，未來後續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設定為

馬術深度參與者，其結過可與本研究相互比較探討一般遊客與深度參與者是否有所差異。 

3. 本研究採用量化之研究，為求深入瞭解馬術涉入程度對體驗之關係與影響，在後續研究

上可採用量化研究，輔以深度訪或團體焦點訪談等之質性研究方法，使量的分析與質的

探究與相互驗證相左，使研究結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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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volvement of experienc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as the method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intensity of involvement of experience. 2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research subject , horse riding, and 192 were retrieved as valid samples.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with 2 parts which were involvement, experience, and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frequency, factor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em analysis, t-test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Analysis used by SPSS 18.0 for Windows this research had found that : (1) There was low involvement of tourists 

riding.. (2) There has an in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ve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ce with. 

(3)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sex that the Racecourse tourists horse riding had not differences experience exist. 

Key words :Horse Riding, involvement,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