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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
往探討臺灣港口觀光交通旅遊設施的文獻中多著重在國際港口，較少

研究國內商港 (如布袋港 )，布袋港擁有發展離島船舶運輸與港區觀光

發展的優勢，本研究以布袋港利用 83 份有效旅客問卷，透過重要度滿意度

分析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布袋港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聯外交通

便利性、無障礙服務設施及醫療服務屬於重要度高但滿意度相對較低的項

目，建議港口管理單位、地方與中央單位共同合作，針對到訪旅客的旅遊需

求與屬性規劃客製化的行程，並強化人本交通發展 (如無障礙動線設施 ) 與機

動性的醫護站服務，研究成果可供後續相關單位進行港市合作的策略分析與

提升布袋港服務品質與發展當地旅遊產業。

關鍵詞： 布袋、港埠、重要度滿意度分析、策略

Abstract

Past studies on Taiwan,s transportation travel facilities in port tourism have 

mostly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ports, yet relatively few of th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domestic commercial ports (e.g. Budai Port). Nevertheless, such 

航 運 季 刊 
第二十九卷　第四期 
民國  109 年  12 月

頁 1～頁 25

Maritime Quarterly
Vol. 29 No. 4

December 2020
pp. 1–25

* 通訊作者：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助理教授；聯絡地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
路 2 號，電話：02-24622192 #3432；E-mail: phtseng@mail.ntou.edu.tw。本文感謝科技部研
究經費補助 (MOST-109-2410-H-019-027)。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碩士。



航運季刊 第二十九卷 第四期 民國 109 年 12 月

2

ports, and Budai Port is one of these,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ble to develop 

island shipping and port tourism. Based on 83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this paper 

takes Budai Port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n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vel advisory service of the Budai Port 

Visitor Center, convenient outgoing transport links, barrier-free facility services, 

and medical service are all high importance and low satisfaction indicator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ities (e.g. port authorities,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 should collaborate to explore visitors, travel needs and attributes and 

then organize customized travel schedules.  Also, human-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e.g. accessibility routes facilities for visitors) and dynamic medical 

service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help the TIPC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strategically analyze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Budai Port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ies.

Keywords: Budai, Port, IPA, Strategy

壹、緒論

現今國人開始注重國內旅遊的品質，

加上國內商港貨物運輸需求發展仍有瓶

頸，國內商港的業務從以往追求貨物吞吐

量，也開始轉向觀光休憩為其目標。港口

觀光發展是近年港埠管理單位所重視的議

題 (林谷蓉，2010)，港埠營運商除讓自身

港口競爭力維持甚至向上提升外，亦會開

發人文觀光資源與當地政府合作來吸引遊

客的造訪，以利提高港口的附加價值並能

為當地觀光產業帶來更多的產業效益。

過往有不少針對國內外港埠觀光或休

閒漁業的研究，江勁毅等人 (2015) 指出

在港埠功能應多元化發展的今日，發展郵

輪產業除了可增進港埠功能外，又可帶動

周邊極大的經濟效益 (Athina and Dimitris, 

2009)。除了郵輪觀光外，休閒漁港不乏

是觀光發展之重點。Huang et al. (2014) 指

出近年來，許多臺灣漁港已經著手轉型為

休閒漁港，許多縣市政府積極將其境內的

漁港朝觀光漁港的方向進行規劃及建設。

林士民 (2007) 認為隨著臺灣漁業發展面臨

資源枯竭，提升漁產品質及漁港之價值功

能是必然之趨勢。侯彥筠、楊清喬 (2017)

以高雄港棧二埠為例，探討影響其設施轉

型再利用之各項關鍵因素。周聰佑等人

(2009) 強調漁業轉型的必要性與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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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趨勢，認為應將傳統漁業轉為高附

加價值之觀光遊憩，以創造漁村自給自足

的經濟能力，進而改善漁村生活環境及提

高漁民收益。

布袋港位於臺灣西海岸嘉義縣，其具

有山海景觀的觀光優勢，然而過往針對布

袋港之觀光發展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擬

探討布袋港觀光交通旅遊設施重要性與滿

意度之調查，藉由重要性與滿意度問卷調

查提出應改善的重點項目，進而提出適合

發展布袋港之發展策略供相關單位 (如交

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及嘉義縣政府等 ) 參考。

貳、文獻回顧

2.1 布袋港整體現況與發展

布袋港可區分為布袋商港、布袋漁港

及布袋遊艇港如圖 1所示，根據臺灣港務

股份公司高雄分公司 指出現有港埠設

施在岸側方面包含導航設施燈塔 2座、

港池警示燈浮及航道導航燈浮 4座、進港

疊標 1組。航道寬度為 100公尺，長度

為 1,430公尺，航道設計水深為 -7.5公

尺，可供 5,000噸級貨輪進出港；遊艇港

設施東、西側 2座浮動碼頭、停泊船席 14

 https://kh.twport.com.tw/chinese/。
 Google Map：https://reurl.cc/dr2ZYy。

資料來源：Google Map (2018)。

圖 1　布袋港港區配置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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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陸側碼頭方面共有 5座碼頭，客運為

E3碼頭有四處登船位置分別為 B1、B2、

B3及 E3，其中 B1船席可提供兩艘船舶

停靠如圖 2所示，碼頭後線設施則有旅客

服務中心候船室一間，可容納 500人 (陳

秀政，2004)。

布袋港周邊主要觀光景點為高跟鞋

教堂及觀光漁市，而往東則可到達故宮南

院，假日期間布袋港引進大量車流，然而

其海埔新生地腹地有限，因而常常衍生停

車空間不足及車輛壅堵，造成高跟鞋教

堂及觀光漁市周邊的交通衝擊 (江明益等

人，2020)，因此嘉義縣政府規劃開闢「布

袋商港第二聯外道路」，在布袋商港大門

口至第三漁港附近興建跨海聯絡道路，以

紓解布袋港海埔新生地「中山路 - 布新橋

路段」假日壅塞的車流 。

聯外大眾運輸交通方面，可分為國

道公路客運、一般公路客運及嘉義縣市公

車，國道公路客運有一條路線營運業者為

統聯客運路線為布袋往返臺北，經由太

保、朴子、東石；一般公路客運有五條路

線，四條路線為嘉義市往返布袋港，一條

路線則是由臺南新營往返布袋商港；嘉義

縣市區公車有一條路線為高鐵站往返布袋

商港。布袋港平日船班大多為 5班，啟程

時間皆為早上 10點，航行時間約在 80分

鐘內即可抵達澎湖，航運公司會視旅客

多寡及假日或旅遊旺季期間來開航機動班

次，因此一天最多會有 10個班次，而在

 布袋港旅客服務中心：http://60.249.177.142/KHBS/BDWebPort.aspx。
 布袋商港第二聯外道路：https://www.cyscc.gov.tw/chinese/Discussing_Detail.aspx?s=901&n=40。

資料來源：布袋港旅客服務中心 (2018)。

圖 2　布袋商港登船碼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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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期間 11月至 2月間，因氣候因素，

多數航運公司會停開客運航班。

2.2 重要性與滿意度分析
(Importance-Perform-
ance Analysis) 相關研究

IPA分析法應用在港口分析上已有許

多案例可參考，Joppe et al. (2001) 研究造

訪多倫多之遊客對其整體意象及城市內之

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性和滿意度，並將結果

應用於 IPA模型中，其找出服務優勢。

Caber et al. (2012)利用 IPA分析找出旅遊

目的地之競爭力關鍵決策因素。Coghlan 
(2012)對澳大利亞大堡礁的遊客進行滿意

度及其與旅遊屬性的關係分析，分析結果

得出重要且具有滿意之潛力的屬性，例如

海洋生物的多樣性、與其他乘客的互動、

船的舒適性、娛樂品質及有相當基礎知識

的船員，待改善的包含受訪者服務、旅行

舒適度、天氣、珊瑚品質及旅行費用等。

Lirn et al. (2013)針對亞洲永續港口之綠色

績效標準進行探討，提出 17個綠色港口

指標。國內案例如楊鈺池、沈方源 (2014)

以高雄港發展散裝物流園區為例，藉由

文獻回顧與物流、裝卸業者的訪談，研究

歸納出 24項評量因素探討其關鍵成功因

素。Chen et al. (2016)基於模糊重要性－

績效分析以提高臺灣自由貿易港競爭力的

策略。巫重平 (2016)利用 IPA分析法來

做高雄港之現況與未來發展，是以透過分

析文獻及問卷調查報告結果，問卷調查以

高雄港港埠建設、航政改革、港口安全、

自由貿易區、城市觀光五個構面探討高雄

港的前景，並借重可倫坡港、釜山港的優

點，提出高雄港未來發展策略

在港口服務品質或觀光發展方面，吳

守從等人 (2009) 以 IPA 分析法探討淡水與

旗津地區渡輪之運輸服務品質，以利未來

經營管理單位研擬相關策略，更能有效提

升兩地渡輪之服務品質。余姿慧 (2009) 以

興達港情人碼頭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

忠誠度之研究以探討興達漁港局部轉型情

人碼頭，發展觀光之現況與問題。

2.3 IPA衡量指標

布袋港近年積極發展觀光服務並強化

旅客服務中心的軟硬體設施，並結合當地

休閒漁業、在地文化與美食特色，以期能

滿足旅遊目的的旅客與在地居民、工作者

的需求，由於涉及港口觀光發展的服務內

容議題眾多，為能便於受訪者能藉由 IPA

衡量指標來填答問卷內容，本研究參考高

俊雄 (1999) 的觀點，將衡量指標區分成觀

光行銷及服務設施兩類，如下所述。

2.3.1　觀光行銷

1. 港區內景觀

指在布袋港附近所設置之景觀設施

(如：高跟鞋教堂 )。薛宇初等人 (2010) 提

到在觀光旅遊的決策過程中，觀光目的地

意象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林錦玲

等人 (2015) 以遊客的旅遊動機、目的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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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與美食體驗探討漁港港區遊客的重遊

意願中，對目的地吸引力加以作解釋，遊

客的旅遊動機之一是因為旅遊地具有吸引

人的事物。Girard (2013)提到港口城市的

永續發展必須得對該地之景觀有所探究。

Sorensson and Friedrichs(2013)提到國際遊

客與國內遊客對觀光旅遊景點之選擇取決

於當地之旅遊吸引力及景觀是否具有代表

性，Jeevan et al.(2019)認為馬來西亞海港

發展是當地扮演觀光發展的重要要素。Lu 

et al. (2020)在探討港口美學如何影響目的

地形象，指出遊客滿意度和遊客忠誠度對

其忠誠度有顯著相關，因此觀光目的地之

景觀必須要有其自身之代表意象，才能有

效吸引遊客之到來。

2. 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

指布袋港在平面媒體或網路平台所提

供的即時船班與旅遊資訊，余姿慧 (2009)

提到網路資訊之宣傳指標對興達港情人碼

頭遊客忠誠度、滿意度有相關性。周聰佑

等人 (2009)於島嶼休閒漁業體驗行銷策略

之研究中指出旅遊資訊來源多以網路媒體

所獲得。張志清、張婉君 (2011)在基隆市

港發展觀光旅遊行銷策略研究中指出完善

的旅遊諮詢服務能增加遊客到訪之意願，

遊客使用旅遊文宣及旅遊書籍也可增進其

觀光景點之曝光度。Griffin and Edwards 
(2012)對城市旅遊目的地管理評估研究認

為觀光旅遊諮詢服務是對於旅遊管理之重

要指標。Lu et al.(2020)指出網路資訊對

觀光客之影響性極大。綜合來說，網路資

訊的宣傳對其觀光目標是具有緊密的相關

性。

3. 在地文化意象

指具有在地文化且能展現其獨特之

漁業文化推廣，例如：沿海鹽田之導覽、

參與漁撈、乘坐遊艇等活動。蔡進發等人

(2004) 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之嘉義布

袋地區的遊客遊憩行為研究發現體驗豐富

的漁村文化是可突顯出在地文化意象之特

徵，林谷蓉 (2010) 以臺灣的海洋觀光與地

方發展 以休閒漁業為例，發現海洋

觀光與地方休閒漁業發展具有密切關聯，

沈進成等人 (2011) 在休閒漁業顧客認知

價值、體驗、旅遊意象與忠誠度關係之研

究認為若能針對遊客需求，創造顧客價值

提供難忘的體驗，形塑優質的旅遊意象，

可提升遊客的重遊率，Griffin and Edwards 
(2012) 指出文化意象是吸引遊客到來關鍵

因素，Chen et al. (2019) 在郵輪旅遊對港

口社群經濟發展研究中認為擁有在地文

化之觀光景點是郵輪選擇目的地之一。

Domènech and Gutiérrez (2020) 在 郵 輪 遊

客前往港口城市的支出的決定因素的研究

發現在地文化是遊客作為觀光消費之其中

因素。Lu et al. (2020) 認為觀光發展應具

在地之文化才可能提高遊客之忠誠度。因

此若布袋港需發展觀光產業勢必要創造出

其在地文化意象且需具有在地文化之獨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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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

指布袋港遊客服務中心所提供之各

項服務，如旅遊、交通、餐飲及住宿諮詢

等。陳玉釧 (2007)在遊客對玉山國家公

園塔塔加遊客中心解說媒體滿意度研究發

現遊客中心之服務扮演重要角色。賴怡臻

(2009)認為遊客中心服務品質是發展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重要因素。沈進成等 (2011)

針對布袋漁港之研究提到受訪者對布袋港

遊客中心觀光資訊敏感度較低，顯示出遊

客中心之觀光資訊較為不足，因遊客中心

觀光資訊是影響遊客對此地之資訊量是否

足夠。Ballantyne et al. (2009)對於澳大利

亞旅遊之要素中便有提及遊客中心存在之

必要。Sorensson and Friedrichs (2013) 提到

觀光旅遊服務中心影響遊客對目的地資訊

是否充足。Herman et al. (2019)以羅馬尼

亞為研究對象認為遊客中心是影響整體遊

客來訪之感受，可提高目的地之影響力，

因此遊客服務中心在觀光產業發展上是占

有極大的重要性。

2.3.2　服務設施

1. 旅客候船室

指旅客服務中心候船室之品質，如：

候船空間或購票之流暢程度。吳守從等

人 (2009)探討淡水與旗津地區渡輪之運

輸服務品質，認為候船處的整潔度為重要

之評估指標。林谷蓉 (2010)針對臺灣的

海洋觀光與地方發展以休閒漁業為例之研

究中建議改善漁港之候船室與周邊環境。

Pantouvakis (2006) 以探索性分析港口服務

品質維度和旅客資料之研究中提及候船室

也是其審查指標之一。Khan et al. (2018)

則採用候船室作為對渡輪服務品質之衡量

模型。

2. 碼頭出入動線規劃

指遊客於碼頭陸側進行登、離船之便

利及安全性。賴瑞應等人 (2004) 在澎湖

港之整合發展研究一文中對馬公港區配置

方案評比項目中便有針對旅客安全性及便

利性，其旅客於馬公港旅客碼頭登船之安

全與便利皆是影響港口其評量因素。吳守

從等人 (2009) 探討旗津地區之渡輪服務

品質便有針對碼頭出入動線做評量指標。

Stupalo et al. (2013) 以旅客視角對港口做

服務品質指標分析，其中有針對旅客於上

下船之動線流暢進行指標評量。Sun and 

Hou (2017) 於上海對郵輪母港之遊客滿意

度進行測評與提升之研究，提到許多要素

須注意，其中有針對需加強港區內出入動

線之安全保障。Krile et al. (2018) 則是利用

智慧技術預測海上客運碼頭的營運活動，

可提前預知船班及旅客數，對其出入有助

於效率之提升。因此布袋港在碼頭設施也

應針對旅客登船之出入動線規劃加以評

估。

3. 港區聯外交通便利性

指以私有運具或大眾運輸工具往返布

袋港之便利性。Lee and Lee (2009) 對韓國

和日本休閒旅行者對關島旅遊分析中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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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聯外交通便利性是其重要關鍵指標。

Fan et al. (2014)在高雄市旅遊碼頭研究中

發現便利的聯外交通將可使更多遊客到此

造訪。Hącia (2014)在對波蘭港口城市旅

遊研究中就有提到其交通便利性對其觀光

景點有著重大影響。陳聖雰 (2016) 在澎湖

發展郵輪觀光策略之研究中提到郵輪母港

的發展必要性，當中交通的便利性便是其

中之發展因素，Sun and Hou (2017) 以郵輪

母港之遊客滿意度分析也提到交通是主導

郵輪選擇泊靠之為重要因素，因此對布袋

港進行整體分析時仍要考慮交通要素。

4. 港區登船安檢服務

指旅客登船之載客人數管制、危險品

查驗等服務措施。黃登福 (2009)以高雄

港觀光船發展策略所做研究所得其中之建

議有簡化安檢便民措施並協調簡化內河航

行安檢作業。王志祥 (2019)提到目前國

內商港之旅客安檢勤務由海巡署所執行。

Pantouvakis (2006)分析港口服務品質維度

和旅客資料之研究中便提及安檢服務也是

列為港口服務品質之評量指標，Stupalo et 

al. (2013)以旅客視角對港口做服務品質

指標分析中有提及安檢服務也是屬於重要

之指標，Antara et al. (2020)以印尼峇厘

島貝諾阿港之郵輪遊客服務品質研究，其

中安檢的效率和旅客的忍耐程度有一定之

關聯，效率太差將使旅客感受到差勁的服

務態度進而影響其心情。綜合上述，安檢

是乘船服務品質重要之因素，而布袋港近

年旅客搭乘人數逐年提升，為應重視之指

標。

5. 港區無障礙設施

指為便利身心障礙或高齡者等旅客進

出港區，所設置無障礙坡道及告示牌等相

關設施。王儷蓉、施慈航 (2010) 提到無

障礙旅遊是要建構一個無障礙環境，客觀

來說是指人和人都可以使用，且物理上的

障礙條件是不能出現的，而臺灣現面臨高

齡化社會結構，若觀光風景區未規劃無障

礙設施，對於行走不便或高齡長者實屬不

友善，因而須建構好完善的無障礙設施以

保障其所有到訪之遊客能不受阻礙。賴阿

蕊等人 (2013) 針對澎湖縣之身心障礙旅客

之交通運輸服務現況作為研究，搭乘交通

工具包含陸路、空路及水路，其中水路則

是以布袋港至馬公港客船運輸，研究指出

除了往返高雄馬公之臺華輪因其船體較大

且附渡板，因此身心障礙者在登、離船時

皆較為便利，而往返布袋馬公之客船就無

法提供身心障礙者完善之登、離船空間。

Cordovez and Fuero (2016) 探討西班牙第

三大城市瓦倫西亞之無障礙旅遊可行性，

身心障礙者應等同於一般人享有旅遊之權

利，因此如何將城市智慧化無障礙化是持

續精進目標。布袋港規模雖不及於國內其

他國際商港，但其國內離島馬公布袋航線

搭乘旅次仍是逐年成長中，故陸側碼頭和

候船室之無障礙設施為本研究評量項目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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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港區綠化措施

綠化可以是指環境保護之綠色港口

目標亦或是景觀美化之意，本研究對綠化

之定義兩者皆涵蓋在內。節約各式資源、

提高能源利用率是目前港口所推動之方向

以期望達成綠色港口之目標，布袋港管理

單位以結合相關部會針對裝備節約能源設

施、港埠能量、敦親睦鄰活動、賦稅優息

與獎勵及廢棄物傾倒管理並依各港之業務

差異，研擬綠色港口發展策略，並加強執

行成果的宣導。張嘉賢 (2014)針對環境植

栽綠化豐富做滿意度調查提到環境植栽綠

化可增加遊客對港埠景觀之滿意度。陳秀

育 (2015)以港埠美學內涵為例，指出港埠

應以適量花草綠化周邊環境，可讓港埠擺

脫重工業之刻板印象。

Lam and Voorde (2012)於永續發展之

綠色港口策略中指出環保和經濟是難以兼

顧的，但為了環保仍是得付出適當的成

本。Bukša et al. (2019)以生態旅遊港營運

為探討之方向，期盼船隻於港區排放污染

最少為最終目標，Ruiz-Guerra et al. (2019)

針對西班牙巴塞隆納港以預測乘坐郵輪旅

遊的城市對空氣實質之影響。綜合上述所

提之文獻皆與環保脫離不了關係，布袋港

也應效仿其他綠色港口或港口轉型成功案

例以提升自身價值。

7. 港區醫療服務設施

指布袋港之醫療服務設施完善程度，

如： 設 置 AE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

brillator)、急救包、救護站等醫療設施。蔡

進發等 (2004) 於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遊

客遊憩行為之研究所提及醫療服務之重要

指標。朱美依 (2012) 針對安平水域遊憩提

出之應改善之處包含應設立救護站及配置

急救員等。廖耀宇 (2017) 針對臺灣商港所

應具備的項目便有提及醫療救護設備，急

救設施之設立對觀光景區之評估具有重大

之影響，布袋港具備旅客運輸之功能，其

醫療急救設施是否完善有其必要性。

8. 港區環境衛生

指布袋港區內整體環境衛生乾淨程

度，如定期清潔及查核。余姿慧 (2009) 調

查興達港情人碼頭之忠誠度、滿意度便有

提及環境衛生此項指標。黃登福 (2009) 對

高雄港區觀光船進行調查，有提出維持港

區水域與周邊環境衛生之清潔繼續維持觀

光吸引力。Alegre and Cladera (2009) 分析

決定重新造訪旅遊目的地的遊客意願的決

定因素，當環境衛生已無法維持應有水準

後，會來再次造訪的遊客已不再出現。

Bukša et al. (2019) 在生態旅遊港之研究發

現環境衛生是會影響遊客是否造訪之重要

因素，因此為提升布袋港港區發展與吸引

更多旅客到訪，強化環境衛生應為重要指

標之一。

9. 港區無線上網服務

指布袋港區所提供免費快速無線網

路服務，如 iTaiwan wi-fi服務。周聰佑等

人 (2009) 針對島嶼休閒漁業體驗行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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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研究中提及網路的互動性與便利性可

刺激遊客到訪意願。郭進財等人 (2010) 以

觀光吸引力、遊憩體驗、滿意度、與重遊

意願之研究提及因網路發達的關係使得觀

光休閒產業出現激烈的競爭情勢，加上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網路勢必要隨時存在。

Jadrijević et al. (2013)針對克羅埃西亞共

和國航海旅遊港口競爭力提出決定因素，

內文指出網路的普及是可提升其競爭力。

Stupalo et al. (2013)以旅客視角對港口做

服務品質指標分析中提及網路的不可或缺

性。Sun and Hou (2017)對郵輪母港之遊客

滿意度進行研究，若郵輪以上海為泊靠母

港，其網路資訊服務是能夠吸引郵輪到此

地靠港。綜上，網路科技已是普及化，故

提升布袋港之網路技術發展應為未來重要

發展趨勢。

10. 港區餐飲服務設施

指布袋港區之餐飲選擇種類和店鋪

多元性以及價格是否合理。林錦玲等人

(2015) 以遊客的旅遊動機、目的地吸引力

與美食體驗探討為研究，而美食體驗便是

其中之要素。施君翰等人 (2017) 探討離島

休閒漁業地方創生景點與遊程熱點規劃、

旅遊策略研究，規劃景點與制定策略應考

慮到各個方面之要素，而餐飲服務就是其

重要之要素。Jadrijević et al. (2013) 郵輪之

景點規劃也必須考慮到餐飲服務。Chen et 

al. (2019) 認為飲食會直接影響遊客對此地

之再訪點。Domènech and Gutiérrez (2020)

指出郵輪遊客到港口城市消費的決定因

素，必定有餐飲之誘因。

本研究參考上述過去相關研究，彙

整為 14個評量指標以供後續問卷調查使

用，詳如表 1所示。

表 1　問項說明
第一部分：布袋港觀光行銷

問項 說明 參考來源

港區內景觀設施
指港區之人文或自然風景之景觀以吸
引遊客前往。

薛宇初等 (2010)、林錦玲等 (2015)、 Girard 
(2013)、Sorensson and Friedrichs (2013)、
Jeevan et al. (2019)、Lu et al. (2020)

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
廣

指布袋港使用平面媒體或網路平台所
提供的船期與旅遊資訊。

余姿慧 (2009)、周聰佑等 (2009)、張志清、
張婉君 (2011)、Griffin and Edwards (2012)、
Lu et al. (2020)

在地文化意象
指具有在地文化且能展現其獨特之漁
業文化推廣，例如：沿海鹽田之導
覽、參與漁撈、乘坐遊艇等活動。

蔡進發等 (2004)、林谷蓉 (2010)、沈進成等
(2011)、Griffin and Edwards (2012)、Chen et 
al. (2019)、Domènech and Gutiérrez (2020)、 Lu 
et al. (2020)

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
服務

指遊客服務中心之服務，如：旅遊、
交通、餐飲及住宿等諮詢服務。

陳玉釧 (2007)、賴怡臻 (2009)、沈進成等
(2011)、Ballantyne et al. (2009)、Sorensson and 
Friedrichs (2013)、Herma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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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3.1 IPA分析法

IPA分析法是 Martilla and James (1977)

所提出的重要性－表現績效分析法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藉由「重要 (Importance)」(受訪者所認為

的 重 要 性 ) 和「表 現 (Performance)」(受

訪者對於表現情形的測度 ) 將特定評估

項目進行相對位置比較的方法。早期是

由 Cardozo (1965) 將消費者滿意概念運用

於行銷學的領域。根據 Kotler and Keller 

(2016) 定義，重要度是指個人對一項產品

表 1　問項說明 (續 )
第二部分：布袋港服務設施

問項 說明 參考來源

港區旅客候船室
指旅客服務中心候船室之品質，如：
候船空間或購票之流暢程度。

吳守從等 (2009)、林谷蓉 (2010)、Pantouvakis 
(2006)、KHAN et al. (2018)

港區碼頭出入動線規
劃

指遊客於碼頭陸側進行登、離船之便
利及安全性。

賴瑞應等 (2004)、吳守從等 (2009)、Stupalo 
et al.(2013)、Sun and Hou (2017)、Krile et al. 
(2018)

港區聯外交通便利性
以私有運具或大眾運輸工具之遊客到
此地之便利性。

陳聖雰 (2016)、Lee and Lee (2009)、Fan et al. 
(2014)、Hącia (2014)、Sun and Hou (2017)

港區登船安檢服務
指旅客登船之載客人數管制、危險品
查驗等服務措施。

黃 登 福 (2009)、 王 志 祥 (2019)、antouvakis 
(2006)、Stupalo et al. (2013)、Antara et al. 
(2020)

港區無障礙設施
指身心障礙與高齡者之進出港區便
利，如設置電梯、無障礙坡道及告示
牌等。

王儷蓉、施慈航 (2010)、賴阿蕊等 (2013)、
Cordovez and Fuero (2016)

港區綠化措施

指節約各式資源，提高能源利用率並
朝向港口與自然和諧之發展如：使用
綠建築、營造港區親水空間及種植適
量植栽等。

張嘉賢 (2014)、許鉅秉等 (2014)、陳秀育
(2015)、Lam、Voorde (2012)、Bukša et al. 
(2019)、Ruiz-Guerra et al. (2019)

港區醫療服務設施
指於布袋港之醫療服務設施完善程
度，如：設置 AED、急救包、救護站
等醫療設施。

蔡進發等 (2004)、朱美依 (2012)、廖耀宇
(2017)

港區環境衛生
指布袋港區內整體環境衛生乾淨程
度，如：定期清潔及查核。

余 姿 慧 (2009)、 黃 登 福 (2009)、Alegre、
Cladera (2009)、Bukša et al. (2019)

港區無線上網服務
指布袋港區之免費快速無線網路服
務，如：iTaiwan wi-fi服務。

周聰佑等 (2009)、郭進財等 (2010)、Jadrijević 
et al. (2013)、Stupalo et al. (2013)、Sun and 
Hou (2017)

港區餐飲服務設施
餐飲選擇之種類和店鋪多元性以及價
格是否合理。

林錦玲等 (2015)、施君翰等 (2017)、Jadrijević 
et al. (2013)、Chen et al. (2019)、Domènech 
and Gutiérrez (20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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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其整體使用表現後所占個人認知之

程度，滿意度是指個人愉快或失望的感

受，是由於比較產品或服務功能產出 (或

特性 )的知覺和個人對產品或服務的期望

之間差異而來。

O,Sullivan (1991)將 IPA分析分為以

下四步驟執行：第一列出休閒活動或服務

項目的各項屬性。第二請使用者針對屬性

分別在「重要性」、「滿意度」二方面評定

等級。第三以重要程度為橫軸，滿意程度

為縱軸，並以各屬性的評定等級為座標，

將各項屬性標示於二維空間中。第四則是

以等級中點為分隔點，將空間分為四個象

限。

3.2 問卷設計

研究之問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含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到此地之利用

交通工具等 )，第二部分為重要度滿意度

資料，14個問項測量皆採用五點量表，以

單選題為勾答方式，重要程度選項為「非

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滿意程度選項為「非常

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

「非常滿意」，以上選項依序為 1分到 5

分，作為測量之基準。

3.3 問卷預試

本研究問卷預試日期為 2020 年 4月

1日至 4月 5日，共發出 30份問卷，由

於旅客於布袋港候船時間有限，且為能兼

顧蒐集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受訪者，本研

究於布袋港區之旅客中心內之乘船旅客

採便利抽樣作為調查方式，目前便利抽

樣已為常見的問卷調查方式 (Speak et al., 

2018)，預試內容主要分析問卷每一個問項

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數有無極端值並進行信

度分析。

本問卷預試量表對布袋港觀光行銷

面之重要性指標的 Cronbach,s alpha係

數為 0.817；滿意度指標之 alpha係數為

0.763。布袋港服務設施面之重要度指標

的 Cronbach,s alpha係數為 0.791；滿意度

指標之 alpha係數為 0.960。顯示本問卷的

各個量表已達一定的信度水準 (皆已達 0.7

以上 )。

肆、研究發現

4.1 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時間為 2020年 4

月 18日至 6月 1日，調查地點為布袋港

旅客服務中心發放，不限於特定船班。由

於旅客候船時間有限，本研究為廣泛蒐集

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受訪者意見，採便利

抽樣進行問卷調查 (Speak et al., 2018)，

調查時間為 2020年 4月 18日至 6月 1

日，調查日期包含平常日與週末，以期

能廣泛蒐集不同搭乘目的與社會經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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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客意見 (如觀光、工作、訪友、探親

或其他 )，使分析結果能更具有代表性。

共發出 100份問卷，扣除 17份無效問卷

(如填答不完整、漏題或一致性選答的問

卷 )，共 83份有效問卷，有效樣本回收

率為 83%。性別部分，男性較女性多，

占 73%；年齡部分，青年及中壯年之占比

較高合計有 77%；教育程度，以擁有高中

學歷及大專學歷最多共占了 75%；職業部

分，分布較為平均各職業都占有一定之比

例；居住地區部分，以南部地區及離島地

區占比最高，各為 35%、30%；到此地之

交通方式部分，以自行開車 (含親友接送 )

比例最多有 51%；到此地之目的部分，以

觀光比例為最高，有 70%；過去五年，

來過布袋港次數部分有 54% 是第一次造

訪，如表 2所示。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基本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1 73%

女 22 27%

小計 83 100%

年齡

18歲 (含 )以下 0 0%

18-30歲 23 28%

31-40歲 21 25%

41-50歲 20 24%

51-60歲 16 19%

61-70歲 3 4%

71歲 (含 )以上 0 0%

小計 83 100%

教育程度

國小 (含以下 ) 0 0%

國中 16 19%

高中 (職 ) 32 39%

大學 (專 ) 30 36%

碩士 5 6%

博士 0 0%

小計 83 100%

職業

學生 15 18%

資訊或科技業 4 5%

服務業 11 13%

金融業 3 4%

製造業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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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續 )

軍公教人員 12 14%

自由業 10 12%

農林漁牧業 8 10%

退休人士 10 12%

待業中 0 0%

其他 0 0%

小計 83 100%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10 12%

中部地區 16 19%

南部地區 29 35%

東部地區 3 4%

離島地區 25 30%

其他 0 0%

小計 83 100%

到此地之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含親友接送 ) 42 51%

機車 24 29%

自行車 0 0%

計程車 4 5%

公車 13 15%

遊覽車 0 0%

其他 0 0%

小計 83 100%

到此地之目的

觀光 58 70%

工作 4 5%

訪友 7 8%

探親 10 12%

其他 4 5%

小計 83 100%

過去五年，來過布
袋港次數

1次 45 54%

2 ~ 5次 24 29%

6 ~ 9次 4 5%

10次以上 10 12%

小計 83 10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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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分析

布袋港觀光行銷面之重要性與滿意度

指標的 Cronbach,s alpha係數各落在 0.708

及 0.753；布袋港服務設施面之重要性與

滿意度指標的 Cronbach,s alpha係數各落

在 0.675及 0.953，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之

信度。

4.3 IPA研究發現

本研究受訪者填答的資料逐一進行重

要度及滿意度之統整分析，並依平均數進

行排序。共計 14項問項，其重要度多落

於普通 ~重要範圍中，平均數介於 3.723 

~ 4.386分間，其中重要度高的前三名依序

為「布袋港旅客候船室」、「布袋港區登船

安檢服務」、「布袋港區聯外交通便利性」；

重要度低的前三名則為「布袋港在地文化

意象」、「布袋港區內景觀設施」、「布袋港

區綠化措施」。

由重要度平均數最高排名之前三名可

發現，遊客對於布袋港之發展著重在乘船

的過程與聯外交通便利性，而其他指標的

重要性相較之下並不高，因遊客到布袋港

最重要的目的仍是以搭乘客船為主，並非

以觀光或其他目的來到此地，因此布袋港

在未來發展就得以遊客之感受認知為其出

發點，對「布袋港旅客候船室」、「布袋港

區登船安檢服務」、「布袋港區聯外交通便

利性」等三項指標持續改進或維持亦或是

立即改善。

在重要度低的前三名分別為「布袋

港在地文化意象」、「布袋港區內景觀設

施」、「布袋港區綠化措施」，就受訪者認

知，「布袋港在地文化意象」較無法突顯出

代表性，「布袋港區內景觀設施」並沒有讓

多數受訪者感到有其必要性，而「布袋港

區綠化措施」對受訪者認知之觀光也沒有

其關聯性。綜上，當管理單位於政策規劃

時，這三項問項 (布袋港在地文化意象、

布袋港區內景觀設施、布袋港區綠化措

施 ) 其改善之優先順序可往後推移甚至在

未來規劃中盡可能尋找出可取代的方案。

在滿意度方面，落於普通 ~ 滿意範圍

間，平均數介於 3.47 ~ 3.879分間，滿意

程度高的前三名為「布袋港區環境衛生」、

「布袋港旅客候船室」、「布袋港船期與旅

遊資訊之推廣」；滿意度低的前三名為「布

袋港區醫療服務設施」、「布袋港在地文化

意象」、「布袋港區餐飲服務設施」，樣本

結果之重要度及滿意度調查，詳表 3。

由滿意程度最高的前三名可知，遊

客對於「布袋港區環境衛生」最屬滿意，

顯示港區致力於整體環境乾淨程度上的成

功。「布袋港旅客候船室」滿意度排序居

次，前段所提遊客到布袋港之目的多是搭

乘客船至澎湖，本研究顯示，受訪者對候

船環境呈現高度的肯定。在滿意度排序第

三的「布袋港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代

表布袋港相關旅遊資訊及船班資訊能讓遊

客有更多管道獲得，像是船班資訊在旅客

中心有所公告，於網路上也得以查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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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返澎湖的船班皆能有效掌握，因此讓

多數受訪者也感到相當滿意。

在滿意度低的前三名分別為「布袋港

區醫療服務設施」、「布袋港在地文化意

象」、「布袋港區餐飲服務設施」，就受訪

者認知對布袋港區醫療服務設施感到不滿

意，雖有公共場所必要之 AED傻瓜電擊

器，但相關診療設施，如診所、醫院或是

急救站等皆未在港口附近，須到鄰近的布

袋鎮約 2.3公里才得以獲得醫療服務，對

於有需求的旅客來說不太便利。布袋港

在地文化意象並沒有讓多數受訪者感到滿

意，因布袋港在地文化意象較無法傳達在

地獨特性，而受訪者對布袋港區餐飲服務

設施感到不滿意，其可能因素為布袋港區

餐飲設施目前僅有簡易的餐飲。綜上，針

對不滿意度較高之問項，管理單位應評估

改善措施，以提供遊客更佳的服務。

本研究將總樣本的各問項平均數彙

整於圖 3，象限 I (右上角 ) 得出觀光行銷

面之「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及服務設

施面之「旅客候船室」、「碼頭出入動線規

劃」、「登船安檢服務」、「無線上網服務」

等五項問項，屬於重要度高且滿意度高之

繼續保持區，管理單位只需維持現行管理

方針即可。

表 3　樣本結果之重要度及滿意度調查

問項
重要度

排序
滿意度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區內景觀設施 3.750 0.958 13 3.698 0.879 7

2. 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 4.271 0.842 5 3.783 0.963 3

3. 在地文化意象 3.723 0.860 14 3.506 0.831 13

4. 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 4.241 0.673 6 3.662 0.815 8

5. 旅客候船室 4.386 0.729 1 3.819 0.718 2

6. 碼頭出入動線規劃 4.289 0.552 4 3.759 0.849 4

7. 港區聯外交通便利性 4.325 0.782 3 3.638 0.742 9

8. 港區登船安檢服務 4.349 0.550 2 3.747 0.763 5

9. 港區無障礙設施 4.228 0.816 7 3.602 0.697 10

10. 港區綠化措施 3.771 1.107 12 3.578 0.798 11

11. 港區醫療服務設施 4.108 0.924 9 3.518 0.704 12

12. 港區環境衛生 3.891 1.024 10 3.879 0.755 1

13. 港區無線上網服務 4.144 0.898 8 3.711 0.834 6
14. 港區餐飲服務設施 3.843 0.943 11 3.470 0.721 14

平均值 4.094 0.832 3.669 0.7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7

布袋港觀光交通旅遊設施重要性與滿意度之調查

象限 II (左上角 )得出觀光行銷面之

「港區內景觀設施」及服務設施面之「環

境衛生」等二項問項，屬於重要度低但滿

意度高之過度重視區，亦即管理單位於政

策制定時，應重新找出方向以針對問題去

做改善。

象限 III (左下角 )得出觀光行銷面之

「在地文化意象」及服務設施面之「綠化

措施」、「餐飲服務設施」等三項問項，是

屬重要度低且滿意度低的次要改善區，不

需做過多改善或是制定任何政策。

象限 IV (右下角 )得出觀光行銷面之

「布袋港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及服

務設施面之「布袋港區聯外交通便利性」、

「布袋港區無障礙服務設施」及「布袋港

區醫療服務設施」等四項問項為重要度高

但滿意度低，管理單位應即時改善，以利

於布袋港整體觀光的發展。

本研究所得結果被認為重要但卻不滿

意得亟需改善之問項為觀光行銷面之「布

袋港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及服務設

施面之「聯外交通」、「布袋港區無障礙服

務設施」及「布袋港區醫療服務設施」等四

個問項。在布袋港遊客搭船處欠缺較具規

模的旅遊諮詢服務站，大多數旅客於購票

處進行搭船或旅遊諮詢服務，在人潮壅擠

時，較難有充裕的時間來獲取較多的旅遊

資訊，因此嘉義縣政府或港務公司應對布

袋港區之旅遊諮詢服務進行完整的規劃及

考量，找出其中的問題或是所缺乏功能來

A  港區內景觀設施
B  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
C  在地文化意象
D  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
E  旅客候船室
F  碼頭出入動線規劃
G  聯外交通便利性
H  登船安檢服務
I  無障礙設施
J  綠化措施
K  醫療服務設施
L  環境衛生
M  無線上網服務
O  餐飲服務設施

3.7

3.7 3.8 3.9 4.0

3.8

3.9

重要度

象限 II

象限 III 象限 IV

滿
意
度

A

J

C

O

K

I

D
G

M

F
B

E

H

L 象限 I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３　重要度 -滿意度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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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改善，如增加人力駐點可幫助遊客之

獲取更多資訊。

聯外交通之改善也是觀光發展成功關

鍵因素之一，現況由市區開往布袋港之公

車最短班距僅一小時一班車 ，顯見其大

眾運輸仍有待改善，若具備完善之大眾運

輸將使更多遊客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如依據旅客運量調整公車班次。布袋港區

無障礙服務設施方面，如無障礙坡道等設

備，交通部航港局於 2014年 4月 1日成

立「通用無障礙海運環境推動小組」，

以使用者角度思考，全面檢視旅客從停車

場、購票、通關至搭乘船舶整體流程之無

障礙環境，期能讓身心障礙旅客從海運至

陸運皆能通行無礙，未來可結合船舶重要

資訊以 QR code查詢將無障礙服務充分揭

露。布袋港區醫療服務設施在分析結果是

屬亟需改善之問項，雖旅客候船中心已有

設置 AED電擊器與簡易急救箱服務，對

於隨著未來旅客運量提升，有必要再強化

醫療服務設施。

伍、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依據 83份有效問卷，針對布

袋港觀光交通旅遊設施的 14個問項進行

調查，最重要及最滿意問項的說明如下：

1. 布袋港觀光行銷構面中，多數受訪者認

為最重要問項為布袋港船期與旅遊資訊

之推廣，此問項亦為我國觀光發展之重

要議題，尤以推廣之要素是影響整體觀

光之發展，而布袋港船期因會對要規劃

出外旅遊行程之遊客有直接之影響，譬

如在每年冬季期間 (10月至隔年 3月 )

航班常受東北季風影響而停航，或者旅

客須配合航班的時間 來調整行程規

劃，因此該問項為觀光行銷構面中相對

重要的；最滿意之問項同樣也是布袋港

船期與旅遊資訊之推廣，布袋港於網路

推廣 (如線上航班查詢與提供 Budai-

Freewifi與 i Taiwan Wfi) 及船期資訊皆

有完整呈現，對遊客查詢相關資訊之需

求有極大的幫助。

2. 布袋港服務設施構面中，布袋港區候船

室為最重要問項，因旅客於候船室之

整體感受 (如冷氣空調、座位安排與博

愛座、遮蔽空間規劃等 ) 會影響遊客旅

行之品質，其次之重要度為布袋港登船

安檢服務，布袋港登船安檢由海巡署執

行該勤務，良好安檢之效率有助於船舶

進出港口時間的掌控，亦能改善服務品

質；在最滿意問項中，多數人對布袋港

 布袋港旅運中心接駁車資訊：http://163.29.117.27:6060/RW1.aspx。
 交通部航港局：https://www.motcmpb.gov.tw/Article?siteId=1&nodeId=338。
 航班多以早上與下午 (或傍晚 ) 為主，中午甚少有航班。
 交 通 部 航 港 局：https://www.motcmpb.gov.tw/PassengerShip/Schedule?SiteId=1&NodeId=610&ShipLaneNo= 

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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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衛生表達出相當高之滿意度，肯

定管理單位對於環境清潔工作的付出。

在各項構面中，最不重要及最不滿意

問項分別說明如下：

1. 布袋港觀光行銷構面中，多數受訪者認

為布袋港在地文化意象問項較為不重

要，推測遊客到此地進行搭船活動時都

已有確切目的性，對於布袋港在地文化

意象的看重程度相對而言沒有很高；再

者，多數受訪者對布袋港在地文化意象

不滿意，推測他們尚未深入瞭解布袋港

在地文化意象且無法明確將此意象與遊

客之認同做連結。

2. 布袋港服務設施構面中，布袋港區綠化

措施問項被多數受訪者認為最不重要，

推測受訪者比較重視進出港口的便利

性，相較於港口綠化的感受可能比較不

受到重視；再者，受訪者對布袋港區餐

飲設施目前僅有簡易的餐飲與紀念品銷

售，種類較少，相比之下較不滿意，因

餐飲設施多服務於漁市周遭，一般旅客

可能欠缺這方面資訊或者並不會特地前

往漁市進行餐飲消費。

由上述結果可發現，港務公司、航港

局及地方政府於布袋港觀光交通旅遊設施

發展策略上，可著重在各構面之重要度高

但滿意度相對較低的問項進行加強，如布

袋港遊客中心之旅遊諮詢服務、聯外交通

便利性、無障礙服務設施及醫療服務等，

針對旅客重視的人本交通服務需求來加以

改善，並結合港區周遭景點及資源來帶動

布袋港觀光發展。

5.2 研究建議

5.2.1　對業者之建議
受訪者多數認為布袋港船期與旅遊資

訊之推廣十分重要，為提升旅客搭乘客船

的服務滿意度與拓展潛在的市場商機，建

議航運業者在購票處與候船區指派專責的

服務諮詢人員，解決旅客的疑問 (如購票

方式、方向指引、旅遊服務諮詢等 )，並

張貼旅客常問的問題與回應於明顯的布告

欄處，供旅客查詢。此外，候船室的環境

也是旅客重視的項目，在夏天旅遊旺季期

間，業者主動派員與政府單位合作巡視旅

客的候船空間，落實環境清潔整理，並於

官方網站與社群媒體定期收集旅客與相關

單位的意見回饋，加以積極回應與改善，

以建構人本、友善、舒適的候船空間。

5.2.2　對政府機關之建議
在調查中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布袋

港在地文化意象較為不重要與不滿意，然

而布袋港鄰近漁港、牡蠣養殖區與紅樹林

等天然資源，擁有發展港區休閒旅遊的優

勢，建議嘉義縣政府 (如文化觀光局 )可

利用在地資源活絡當地產業，規劃開發漁

業休閒活動或養殖漁業體驗行程活動，並

吸引觀光與教育相關業者參與，藉此提升

資源教育或觀光成效。在商港開發方面，

交通部 (或港務公司 ) 可將布袋港遊艇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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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以 ROT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模

式經營 ，對於遊艇碼頭開發可參考國內

高雄港遊艇碼頭的成功案例，透過不同的

開發模式 來吸引潛在的業者投資與建

設；再者，受訪者也認為現行布袋港區之

聯外大眾運輸仍較為不便，建議交通相關

單位 (如交通部或嘉義縣政府交通處 ) 應

對到訪當地的旅客進行旅運行為調查與意

見分析，進而規劃彈性的大眾運輸 (如臺

灣好行 )與班次以提升聯外交通便利，並

規劃深度旅遊方式，針對布袋港及周遭觀

光景點開行臺灣好行巴士，提供多元的導

覽服務以強化旅遊體驗 (Akhavan, 2017)。

再者，可規劃在適宜大眾運輸場站與觀光

景點設置公共自行車，以吸引更多潛在族

群到訪布袋港。

再者，受訪者認為現行銷售紀念品服

務仍有待改善，建議地方政府單位 (如嘉

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可結合中央政府單

位 (如航港局、觀光局雲嘉南濱海風景管

理處、臺灣港務公司 )與相關船運與旅遊

業者，製作簡介布袋港及其周遭特色的歷

史文化廊道，說明當地重要的節慶活動與

觀光景點特色，進而針對到訪布袋港的旅

遊特性推出具有紀念意義的商品，透過資

源整合與平台行銷宣傳，以創造更多的旅

遊商機與旅運量。

目前布袋港正進行港區多項公共設

施改建 (如旅客服務中心設施、小型船渠

延建、專用區基礎設施新建、港區綠美化

工程等 )，管理機關除針對旅客碼頭服務

外，可提供誘因招商以吸引餐飲業或食品

業進駐，未來應視營運情況改善相關客運

設施以提升港埠服務水準，以朝向具觀光

及親水性港口為主要發展目標。

5.2.3　對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問卷調查以旅客為主，然調

查期間受訪旅客的想法無法代表所有旅客

的想法，無法全面推論遊客及整年的遊憩

狀況，問卷受訪對象後續可進一步針對其

他公私部門的利害關係人，如船舶業者、

觀光旅遊業者、政府部門、學術專家等進

行調查。此外，後續研究方式可採用質化

深度訪談調查來探討專家 (如服務於布袋

港的政府官員或船運業者或旅遊相關業

者 ) 的觀點及想法，同時可將地方耆老列

為訪談對象，使相關研究完整性能更全面

(Chang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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