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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輪旅遊愈來愈受到年輕旅客的歡迎，為了提高他們的參與意願，郵輪業者必

須了解影響年輕旅客搭乘郵輪旅遊意願的因素。知覺風險被視為影響消費者

購買意願的因素之一，但鮮少有研究探討從知覺風險的角度來看待郵輪旅遊。因此，

本研究從年輕旅客的觀點，探討郵輪旅遊的知覺風險。研究結果顯示，年輕旅客認

為遊輪旅遊風險包括旅遊行程瑕疵的問題、船舶航行安全、船上健康問題、恐攻戰

爭局勢和突發緊急事件等五個方面。此外，研究還發現，旅客的性別、居住地和旅

遊經驗對風險的知覺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結果有助於了解年輕旅客對郵輪旅遊的

知覺風險，並為郵輪旅遊的知覺風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概念框架，彌補了現有的知

識差距。 

關鍵字：年輕旅客、郵輪旅遊、知覺風險 

 

Abstract 

    Cruise tourism is currently a very popular form of travel, and the number of young 

passengers is increasing.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 passengers to participate 

in cruise tourism, cruise operators must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vel by cruise. Perceived risk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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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ffect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but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that explore 

cruis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ived risk. Therefore,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perceived risks of cruis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ng 

passeng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types of perceived risks of cruise 

tourism among young passengers mainly include itinerary defects, ship safety, onboard 

health issues, fear of terrorist attacks or war situations, and emergencies. In addi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mean differences, the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risk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travel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erceived risks of young passengers 

towards cruise tourism, but als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perceived risks of cruise tourism and fill the knowledge gap that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 existing cruise tourism literature. 

Keywords: Young tourists, Cruise tourism, Perceived risk 

 

壹、前言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報告指出，旅遊業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服務業，且歷年的全

球旅客數量持續增長，2019 年全球國際旅

客人數約 14.66 億人次，相較 2018 年增長

4%(UNWTO, 2021)，其中郵輪旅遊更是全

球旅遊業中增長最快的旅遊類型(Radić et 

al., 2020)。根據國際郵輪協會(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LIA) 發 布 的

2020 年全球郵輪市場報告，2019 年全球

郵輪業接待了近 2,970 萬旅客人次，且為

全球經濟貢獻超過 1,540 億美元(CLIA, 

2021)。郵輪旅遊除了對旅遊地和區域經濟

產生了諸多影響，更因為郵輪旅遊市場的

高附加值，突顯了發展郵輪旅遊和保障郵

輪對當地旅遊相關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Kerswill and Mair, 2015)。而值得注意的是，

隨著全球郵輪旅遊業快速之發展，郵輪旅

遊的客群型態也正在逐漸改變，尤其年輕

的郵輪乘客愈來愈多，導致郵輪業者在經

營與管理上，面對旅客的服務需求內容和

期待也愈來愈複雜(Le and Arcodia, 2018)。 

長久以來，郵輪旅行一直是旅客認為

最安全的旅遊方式之一(Liu-Lastres et al, 

2018)，而且郵輪上的安全環境也一直被視

為旅客滿意度重要條件和整體郵輪重要

的體驗之一(Radić, 2019; Radić et al., 2019)。

然而，2019 年底的 Covid-19 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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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疫情使全球旅遊業陷入停滯的狀

況(Holland et al., 2021)，郵輪業也受到極

為嚴重的影響(Chou et al., 2020)。雖然郵

輪業過去曾多次發生由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和諾羅病毒(Norovirus)等傳染

病引起的健康危機，但是當全球媒體對此

次疫情事件的高度關注的影響下，整體郵

輪旅遊業也面臨著各種安全問題帶來的

一些挑戰。 

儘管郵輪服務品質(邱明仁，2022)、顧

客滿度(孟祥民，2011；翁祥凱，2014；楊

季倉，2021)及顧客價值(王盈潔，2022)等

因素已被驗證對旅客郵輪搭乘意願與行

為有顯著影響關係存在，然而過去的研究

亦指出，知覺風險在影響消費者體驗、整

體滿意度和購買意願上有著極為關鍵的

作用(何美娥，2017；Le and Arcodia, 2018; 

Holland, 2020)，在塑造購買意願和調解消

費者決策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

近年受到疫情影響，消費者對旅遊安全更

加重視，因此，郵輪營運商必須從知覺風

險觀點，確定哪些風險因素涉及郵輪乘客

的決策過程以及它們如何影響郵輪使用

意圖和滿意度(Liu-Lastres et al., 2018)。然

而除少數研究有觸及旅遊風險課題外(張

愛蘭，2022；Baker and Stockton, 2013; 

Bowen et al., 2014)，關於潛在郵輪乘客知

覺風險的研究是較缺乏的，且這些研究主

要關注在個別類型的郵輪相關風險(如新

冠疫情、食物過敏、食物中毒或恐怖主義)，

並沒有全程以郵輪旅遊行程中可能知覺

到的風險種類進行探討。此外，這些研究

的目標對象是實際在船上的郵輪旅客，這

明顯忽略了對郵輪潛在旅客的相關討論

與研究，而這群被忽略的研究對象包括了

新興的年輕旅客。 

儘管近幾年郵輪產業在營運上受到

新冠疫情影響，然而其潛在龐大的市場仍

受到全球郵輪營運商的重視，面對後疫情

時代，營運商更應重視與瞭解消費者之需

求，尤其是年輕旅客族群。因此，本研究

將從知覺風險觀點，探討年輕旅客對郵輪

旅遊可能衍生的知覺風險進行認知調查，

此有助於郵輪營運商了解年輕旅客對於

郵輪旅遊的參與行為和對於郵輪旅遊的

知覺風險。通過研究年輕郵輪乘客的知覺

風險調查，郵輪運營商可以更好地滿足客

戶的旅行意圖，幫助郵輪業者實施風險管

理計畫，以應對這日益受到關注的重要細

分市場。故，本研究目的主要透過實證調

查研究，探討年輕旅客對郵輪旅遊的知覺

風險種類，並進一步比較不同填答者屬性

在郵輪知覺風險之認知程度上是否有顯

著差異從在。 

本研究架構除第一章的研究背景、動

機與目的外，第二章將就旅遊知覺風險以

及郵輪旅遊風險進行文獻回顧，並提出相

關研究假設；第三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

法；第四章為本研究的結果；最後一章則

為本研究的結論以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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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2.1 旅遊知覺風險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存在多種安

全與健康的風險，旅遊期間也不例外

(Cavlek, 2004)。旅遊業對於旅客安全和健

康的議題非常敏感，無論風險是真實的還

是認知的存在，尤其是當出現的風險會直

接影響人們的旅行決定和目的地選擇的

時候，都會影響旅遊計畫和旅行行為

(Bratić et al., 2021)。因此，當旅行服務存

在不確定性，缺乏對旅行產品評價的訊息

時，旅客就會產生各種疑慮和問題，如旅

行行程不符合預期、變更、延誤和取消

(Saggerson, 1999)，進而引起旅客對於行程

的修改或延遲，甚至取消他們的購買意向

(Tsaur and Wang, 2001)。當旅遊服務存在

相關風險時，了旅遊行程中發生的人身安

全和財產損失外，亦會對旅客的相關權益

造成損失(Yang and Liu, 2016)。因此，風

險因素亦被視為影響消費者旅遊購買意

願的重要因素之一(何美娥，2017；Le and 

Arcodia, 2018; Holland, 2020)。 

有關旅遊期間所可能發生的風險種

類，包括由於設備、自然、傳染病、商品

等原因導致人身傷害的個人健康與安全

的風險(Liu and Gao, 2008; Zhang, 2012)；

而旅遊途中與各景點相關設施與設備的

不安全性，所衍生的設施風險也是重要風

險種類(Liu and Gao, 2008; Zhang, 2012)。

此外，消費者對旅遊服務過程中各項服務

品質之認知落差也常常產生不愉快與糾

紛情事，因此，服務瑕疵的風險在近幾年

的旅遊研究中亦常被探討(Zhang, 2012; 

Park et al., 2016)。而除了上述有關人為與

設施風險因素外，旅遊中所可能面對不可

抗力之自然災害風險(Fuchs and Reichel, 

2011; Ritchie and Jiang, 2019)與恐攻及戰

爭(Adeloye and Brown, 2018; Ritchie and 

Jiang, 2019)等風險亦應該被考慮。本研究

將過去的相關研究中，旅遊期間所可能發

生的風險種類整理如表 1 所示。 

2.2 郵輪旅行的風險 

郵輪旅行就像陸地旅行一樣，旅客可

能會面臨疾病(例如：暈船、食物性傳染疾

病或高感染性傳染病等)或是一些突發事

件的影響(包括惡劣天氣，行程延誤及取

消)，甚至是旅遊期間遭遇恐怖攻擊或是海

盜挾持等嚴重事件，導致身體或財產遭致

危險的威脅。此外，郵輪運營商有義務保

護所有乘客免受因船上設備維護或航行

失誤所引起的各種事故(如火災、觸礁、擱

淺、失去動力及船舶對撞等)(Isom et al., 

2018; Radic, 2019)。郵輪可以搭載數以千

計的郵輪乘客和船員，風險管理對於郵輪

上的乘客及船員的健康和郵輪航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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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至關重要，如果發生一些意外，如

此集中的人群可能會造成不可預測的災

難(Wang et al., 2016)。因此，郵輪旅客如

果在郵輪旅遊期間生病或受傷，郵輪運營

商必須提供旅客在與陸上環境相似的醫

療條件與標準(Baker and Stockton, 2013)。 

而就郵輪旅行所可能衍生之風險，可

從(1)郵輪設施本身、(2)航行途中以及(3)

服務傳遞過程等三個面向來看。就郵輪上

設施可能造成的人身或財產損失等風險

種類，常見的有暈船(Hill, 2019; Le and 

Arcodia, 2021)、落海或滑倒(Isom et al., 

2018; Radic, 2019)、食物過敏及中毒(Din et 

al., 2015; Vuksanović et al., 2016; Soulard 

and Petrick, 2016; Dahl, 2018; Serdar, 2020)、

竊盜事件(Klein, 2016; Papathanassis, 2017; 

Panko and Henthorne, 2019)、爆發傳染病

(Kak, 2015; Liu and Chang, 2020; Mallapaty, 

2020)、船上醫療急救設施不足(Kalbfleisch, 

2009; Isom et al., 2018; Aoki et al., 2021)以

及岸上觀光所衍生的交通事故或延誤登

船等意外(Navarro-Ruiz et al., 2020)。 

表 1 一般旅遊期間可能發生的風險種類表 

風險類型 說明 參考文獻 

個人健康與安全

的風險 

由於設備、自然、傳染病、商品等原因導

致人身傷害的風險 

Liu and Gao (2008); 
Zhang (2012) 

旅遊相關設施的

風險 

風險源於旅途中各類設施設備的安全 Liu and Gao (2008); 
Zhang (2012) 

遭遇自然災害的

風險 

指發生自然災害和事故的可能性 Fuchs and Reichel (2011); 
Ritchie and Jiang (2019) 

遭遇恐怖攻擊與

戰爭的風險 

包括發生恐怖事件的可能性、恐怖組織

的目標、恐怖事件反復發生、戰爭和全國

騷亂 

Adeloye and Brown 
(2018); Ritchie and Jiang 
(2019) 

服務瑕疵的風險 
風險由旅遊產品和服務質量低劣或旅遊

產品和服務質量不符合消費者期望引起 

Zhang (2012); Park et al. 
(2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郵輪航行或彎靠港口期間，可能造

成旅客人身或財產損失主要係航行安全

風險所產生，此航行或彎靠期間的航行安

全風險主要可歸咎於人為與自然災害，相

關研究顯示，主要的郵輪航行安全事件包

括火災、觸礁擱淺、船舶碰撞、喪失動力

等人為因素風險(Cho et al., 2018; Ibrion et 

al., 2021)；以及在巡航期間可能遭遇無法

預期的惡劣天氣的自然風險(Cho et al., 

2018; Ritchie and Jiang, 2019)；此外，受到

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郵輪在航行中亦可

能遭受恐怖攻擊事件(Radic et al., 2020; Le 

and Arcodia, 2021)、海盜襲擊或脅持事件

(Ringer, 2017; Holland, 2020; Roord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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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巡航或彎靠地發生戰爭或政變等政

治風險(Holland, 2020; London et al., 2021)。 

最後，在郵輪服務傳遞過程中，常因

營運商的疏失或失誤造成郵輪旅客的損

失，包括服務提供過程中人員的行政疏失

(Le and Arcodia, 2021)，以及郵輪營運商在

行程上所做的臨時變更、取消以及延誤

(Wang et al., 2013; Park et al., 2016)等服務

瑕疵相關風險。 

2.2 知覺風險的重要性 

風險會干擾消費者的日常行為和決

策，因此，知覺風險在日常生活行為中起

著非常重要作用(Bauer, 1967; Sharifpour et 

al., 2014)。在旅遊中，知覺風險是指對特

定風險引起的不確定性的主觀信念，因此

在進行旅遊行程規劃時，旅客須對旅遊行

程中所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認知，當旅客

對郵輪旅遊知覺風險有更多之訊息與掌

握時，可做為調整他們的假期計劃或完全

取消他們的假期計劃(Chiu et al. , 2019)。

而旅遊者知覺風險取決於特定的風險類

型，會因旅遊者個體特徵、以往旅遊經歷、

性別、教育水平、國籍和文化差異等不同

而影響他們對風險的知覺程度(Bratić et 

al., 2021)。 

許多學者一致認為，知覺風險已成為

旅遊者考慮出行的重要因素(何美娥，

2017； Ritchie and Jiang, 2019; Wang et al., 

2019; London et al., 2021)。就郵輪旅遊行

程而言，服務傳遞的失誤或是可能衍生的

風險主要受到郵輪設施本身、航行途中以

及服務傳遞過程等面向影響，且不同的人

格特質屬性，在對郵輪旅遊風險知覺上亦

會有顯著的差異存在(Bratić et al., 2021)。

因此，本研究依據上述相關文獻，提出以

下之假說與假設： 

假設1：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會有不同

的知覺風險種類。 

假設2：不同性別、教育水平、職業的年輕

旅客對於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在認

知上會有顯著的差異。 

假設3：搭乘郵輪旅遊的經驗對年輕旅客

的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在認知上會

有顯著的差異。 

假設4：搭乘郵輪旅遊的意願對年輕旅客

的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在認知上會

有顯著的差異。 

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變項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經相關文獻整理及專家訪談

彙整後，考量郵輪設施本身、航行途中以

及服務傳遞過程等三個面向，共研擬出17

項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問項(詳見表3)，並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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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成問卷進行資料收集。研究問卷共

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

問項，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區域、

職業、郵輪旅遊經驗與意願等問項；第二

部分則是就17項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問項

進行認知同意性評比，1表示非常不同意，

5則表示非常同意。 

3.2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主要針對年輕旅客族群進行

郵輪旅遊知覺風險調查，參考過去的研

究，將年輕旅客的年齡界定於1995年後至

2005年出生的族群(Le and Arcodia, 2021; 

Tseng et al., 2021)。由於1995年至2005年之

間出生的族群至今大致年齡為16至26歲，

為顧及研究的倫理問題，本研究對象不涉

及18歲以下的研究對象，僅針對18歲至26

歲的參與者。 

本研究問卷調查於2021年7月15日至

8月15日之間進行。通過便利抽樣方式，分

別於臺灣北部、中部及南部等三個地區對

18-26歲之年輕旅客發放450份問卷。經問

卷回收、整理並刪除漏答或錯誤的無效問

卷後，實際回收問卷393份，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87.33%。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利用基本敘述統計的平均

數與標準差來了解填答者對各項知覺風

險問項之認知外，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來進行

關鍵郵輪旅遊知覺風險之萃取，藉以達成

假設一之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是多變

量分析方法中相依分析方法(analysis of 

interdependence)的其中一種技術，透過最

大變異旋轉法達成直交轉軸，並以凱莎準

則作為因素個數選取，最後可得出關鍵的

郵輪旅遊知覺風險種類。為進一步進行研

究假設二~四之驗證，本研究利用平均數

檢定中的T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假設驗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樣本結構背景資料分析 

經問卷回收整理後，相關受訪者背景

變項簡述如表 2 所示。本研究的有效問卷

中，男性樣本數共 157 份，占整體樣本數

的 39.9%，女性樣本數共 236 份，占整體

樣本數的 60.1%，女性樣本大於男性樣本

的比例。受訪者多數為大學及碩士以上學

歷(85.5%)；職業以學生為主(69.2%)；居住

地多數為南部地區(40.2%)、中部地區次之

(24.7%)；受訪者多數沒有搭乘郵輪旅遊經

驗(65.9%)，但是多數受訪者(78.9%)表示

未來有意願參加郵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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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背景變項表 

問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57  39.9  

女性 236  60.1  

教育程度 

高中(職) 57  14.5  

大學(專) 314  79.9  

研究所或以上 22  5.6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84  21.4  

中部地區 97  24.7  

南部地區 158  40.2  

東部地區 18  4.6  

離島地區 32  8.1  

海外地區 4  1.0  

職業 

學生 272  69.2  

農漁牧 7  1.8  

軍公教 19  4.8  

一般上班族 42  10.7  

服務業 47  12.0  

其他 6  1.5  

郵輪旅遊經驗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34.1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65.9  

郵輪旅遊意願 
有參加郵輪旅遊意願 310  78.9  

無參加郵輪旅遊意願 83  21.1  

4.2 敘述統計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為了解年輕旅客對郵輪旅遊知覺風

險之認知程度，透過平均數統計如表3所

示，整體而言，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可

能出現的知覺風險因素，同意性最高的前

五項知覺風險分別是「傳染病爆發

(M=4.44)」、「遭遇惡劣天氣(M=4.35)」、

「行程取消 (M=4.32)」、「行程變更

(M=4.31)」以及「行程延誤(M=4.24)」。相

對的，同意性較低的五項知覺風險分別是

「戰爭或政變(M=2.86)」、「遭遇海盜劫

持(M=2.92)」、「遭遇恐攻事件(M=3.07)」、

「船隻對撞(M=3.19)」以及「船體發生觸

礁(M=3.37)」。詳細分析結果如表3。 

為了進一步了解年輕旅客在郵輪旅

遊上之主要知覺風險種類，本研究利用探

索性因素分析(EFA)進行關鍵知覺風險因

素之萃取。依據表4資料顯示，知覺風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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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整體的KMO 值為0.762，且Bartlett球形

檢定卡方值為4610.936，達0.000的顯著

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並依

據凱莎準則，本研究共萃取出五個關鍵知

覺風險因素構面，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5.710%。本研究根據過往的文獻探討內

容以及各問項之因素負荷值進行因素構

面的命名，因素構面一命名為「旅遊行程

瑕疵」構面(共包含三個知覺風險問項)；因

素構面二命名為「船舶航行安全」構面(共

包括四個問項)；因素構面三命名為「船上

健康問題」構面(共包括三個問項)；因素構

面四命名為「恐攻戰爭局勢」構面(共包括

三個問項)；以及因素構面五命名為「突發

緊急事件」構面(共包括三個問項)。

表 3 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問項統計 

風險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A1 暈船 3.98 .872 9 

A2 發生食物過敏 3.92 .947 10 

A3 意外的錢財損失(竊盜) 4.14 .831 6 

A4 傳染病爆發 4.44 .740 1 

A5 發生食物中毒 4.06 .820 7 

A6 船上醫療缺乏 4.00 .929 8 

A7 遭遇恐攻事件 3.07 .930 15 

A8 船體發生火災 3.39 .889 12 

A9 船體發生觸礁 3.37 .992 13 

A10 船隻對撞 3.19 .956 14 

A11 船體動力喪失 3.41 .938 11 

A12 遭遇惡劣天氣 4.35 .820 2 

A13 遭遇海盜挾持 2.92 .919 16 

A14 戰爭或政變 2.86 .893 17 

A15 行程延誤 4.24 .750 5 

A16 行程取消 4.32 .728 3 

A17 行程變更 4.31 .738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測量各因素構面之內部一致性，本

研究利用Cronbach’s Alpha值來進行信度

檢測，如表4所示，可發現五個知覺風險因

素 構 面 之 Cronbach’s Alpha 值 分 別 為

0.968、0.837、0.866、0.887以及0.518，除

因素構面五之信度值較低外，其他因素構

面之信度值均高於0.8，整體而言，五個因

素構面之Cronbach’s Alpha值均大於0.5，

就探索性研究而言，Cronbach’s Alpha值達

0.5即可接受(吳明隆，2009)。顯示本研究

所得之五個知覺風險因素構面具有內部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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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年輕旅客郵輪旅遊知覺風險因素分析表 

構面名稱 題目內容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可解釋

變異量

(%) 

構面平

均數 

信度

Cronbach’s 
Alpha 值 

旅遊行程

瑕疵 

A17 行程變更 .982 

4.766 29.788 4.308 .968 A16 行程取消 .967 

A15 行程延誤 .944 

船舶航行

安全 

A11 船體動力喪失 .804 

2.946 18.411 3.303 .837 
A9 船體發生觸礁 .779 

A10 船隻對撞 .743 

A8 船體發生火災 .725 

船上健康

問題 

A2 發生食物過敏 .932 

2.038 12.738 4.009 .866 A1 暈船 .918 

A5 發生食物中毒 .728 

恐攻戰爭

局勢 

A13 遭遇海盜挾持 .899 

1.345 8.405 3.019 .887 A14 戰爭或政變 .841 

A7 遭遇恐攻事件 .810 

突發緊急

事件 

A4 傳染病爆發 .816 

1.019 6.369 4.260 .518 A12 遭遇惡劣天氣 .662 

A6 船上醫療缺乏 .491 

KMO = 0.762   p<0.000   累積解釋變異量=75.710%    量表總信度=0.808 

4.3 獨立樣本 T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來檢定年輕

旅客的人口統計變項次數中兩組資料的

變項(性別、郵輪旅遊經驗及郵輪旅遊意

願)對於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的差異情

形，並探討平均數差異之顯著性。 

4.3.1 以「性別」為自變數進行獨立樣

本 T檢定 

為瞭解「性別」對郵輪旅遊風險認知

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影響，當T值呈現顯著

時(p<0.05)，則表示性別的平均數有顯著

差異，檢定結果如表5所示。經由檢定結果

得知，年輕的女性旅客對於船舶航行安全

及突發緊急事件的風險認知均大於年輕

的男性旅客，這也代表年輕的女性旅客對

於郵輪旅遊時船舶的航行安全及旅遊途

中所發生的突發緊急事件更為重視。 

4.3.2 以「郵輪旅遊經驗」為自變數進

行獨立樣本 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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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郵輪旅遊經驗」對郵輪旅遊

風險認知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影響，當T值

呈現顯著時(p<0.05)，則表示郵輪旅遊經

驗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檢定結果如表6

所示。經由檢定結果得知，有搭乘郵輪旅

遊經驗的旅客對於船舶航行安全、船上健

康問題、恐攻戰爭局勢及突發緊急事件的

風險認知均小於沒有搭乘郵輪旅遊經驗

的旅客，這也代表有搭乘郵輪旅遊經驗的

旅客對於郵輪旅遊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有

相當的認識與了解，並且更能認同郵輪旅

遊的安全性。

表 5 以性別為分組變數的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名稱 性別 
樣本數 

(n=393)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值 

(t) 

P 值 

(p) 
旅遊行程

瑕疵 

男 157 4.295 0.754 
0.114  .910 

女 236 4.287 0.691 

船舶航行

安全 

男 157 3.185 0.791 
-3.304  .001** 

女 236 3.445 0.747 

船上健康

問題 

男 157 3.977 0.899 
-0.017  .986 

女 236 3.997 0.775 

恐攻戰爭

局勢 

男 157 2.949 0.821 
-0.254  .799 

女 236 2.951 0.758 

突發緊急

事件 

男 157 4.155 0.607 
-2.964  .003** 

女 236 4.335 0.577 

註：**<p<0.05。 

表 6 以郵輪旅遊經驗為分組變數的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名稱 
郵輪旅遊經驗 

樣本數 

(n=393)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值 P 值 

旅遊行

程瑕疵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4.368 0.699 
1.558 .120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4.250 0.723 

船舶航

行安全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3.056 0.064 
-5.436 .000**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3.488 0.047 

船上健

康問題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3.831 0.068 
-2.910 .004**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4.071 0.048 

恐攻戰

爭局勢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2.600 0.734 
-6.350 .000**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3.131 0.813 

突發緊

急事件 

有郵輪旅遊經驗 134 4.112 0.055 
-3.521 .001** 

無郵輪旅遊經驗 259 4.341 0.035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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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以「郵輪旅遊意願」為自變數進

行獨立樣本 T檢定 

為瞭解「郵輪旅遊意願」對郵輪旅遊

風險認知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影響，當T值

呈現顯著時(p<0.05)，則表示郵輪旅遊意

願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檢定結果如表7

所示。經由檢定結果得知，有搭乘郵輪旅

遊意願的旅客對於船上健康問題的重視

度，會略低於沒有郵輪旅遊意願的旅客，

而無論有無搭乘郵輪旅遊意願的年輕旅

客，在其他四個風險構面則對沒有顯著的

影響。

表 7 以郵輪旅遊意願為分組變數的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名稱 
郵輪旅遊意願 

樣本數 

(n=393)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值 P 值 

旅遊行

程瑕疵 

有郵輪旅遊意願 310 4.288 0.735 
-0.102 .919 

無郵輪旅遊意願 83 4.297 0.646 

船舶航

行安全 

有郵輪旅遊意願 310 3.316 0.767 
-1.230 .220 

無郵輪旅遊意願 83 3.434 0.800 

船上健

康問題 

有郵輪旅遊意願 310 3.936 0.791 
-2.639   .009** 

無郵輪旅遊意願 83 4.189 0.720 

恐攻戰

爭局勢 

有郵輪旅遊意願 310 2.920 0.822 
-1.372 .171 

無郵輪旅遊意願 83 3.060 0.833 

突發緊

急事件 

有郵輪旅遊意願 310 4.269 0.597 
0.379 .705 

無郵輪旅遊意願 83 4.241 0.590 
註：**<p<0.05。 

 

 

4.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加以

探討，目的是瞭解不同教育程度、居住地

區及職業類別的年輕旅客在搭乘郵輪旅

遊風險認知的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並

以雪費法(Scheffe's Method)進行判斷其群

組之間的差異程度。 

4.4.1 以「教育程度」為自變數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下就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輕旅客對

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進行分組變數的

描述性統計量，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經由

分析結果得知，不同的教育程度對年輕旅

客的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均沒有顯著

的影響。 

4.4.2 以「居住地區」為自變數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 

經由分析結果得知，除了南部的年輕

旅客在恐攻戰爭局勢這個構面顯著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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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的年輕旅客之外，其他不同居住地的

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並

沒有顯著的影響，如表9所示。

表 8 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輕旅客對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表 9 不同居住地區的年輕旅客對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註：**<p<0.05。 

 
 

4.4.3 以「職業」為自變數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以下就不同職業的年輕旅客對郵輪

旅遊風險認知構面進行分組變數的描述

性統計量，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經由分

析結果得知，不同的職業對年輕旅客的郵

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均沒有顯著的影響。 

伍、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年輕旅客做為研究對

象，探討郵輪旅遊風險認知及旅遊意願。

研究過程經由問卷資料收集並進行統計

分析，對有效樣本進行檢驗實證，並對分

析結果提出完整說明。依據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與研究之假設內容，將在此整理出研

究結論與重點，並提出建議以供未來從事

相關議題的研究者或是經營郵輪旅遊相

關產業的業者參考。

郵輪旅遊風險認知

構面 

平均數 

F 值 P 值 高中職

(n=57) 
大專(n=314) 

研究所以上

(n=22) 

旅遊行程瑕疵 4.374 4.289 4.091 1.248 .288 

船舶航行安全 3.320 3.334 3.500 .497 .608 

恐攻戰爭局勢 2.977 2.933 3.121 .567 .568 

船上健康問題 4.053 3.988 3.833 .623 .537 

突發緊急事件 4.164 4.278 4.303 .945 .389 

郵輪旅遊風險

認知構面 

平均數 

F 值 P 值 
事後 

檢定 

Scheffe 

北部

(n=84) 

中部

(n=97) 

南部

(n=158) 

東部

(n=18) 

離島

(n=32) 

海外

(n=4) 

旅遊行程瑕疵 4.385 4.275 4.200 4.259 4.552 4.250 1.680 .138  

船舶航行安全 3.253 3.369 3.426 3.056 3.180 3.750 1.622 .153  

恐攻戰爭局勢 2.937 2.763 3.101 2.833 2.771 3.750 3.280 .007** 南>中 

船上健康問題 3.810 3.938 4.051 4.093 4.219 4.250 1.886 .096  

突發緊急事件 4.238 4.296 4.253 4.056 4.396 4.250 .852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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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職業的年輕旅客對輪旅遊風險認知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重要假設及結論如下： 

1. 郵輪旅遊知覺風險認知程度 

整體而言，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可

能出現的知覺風險因素，同意性最高的前

五項知覺風險分別是「傳染病爆發

(M=4.44)」、「遭遇惡劣天氣(M=4.35)」、「行

程取消(M=4.32)」、「行程變更(M=4.31)」以

及「行程延誤(M=4.24)」，可知年輕旅客對

於郵輪旅遊之評價，認為主要的知覺風險

除目前受疫情影響所衍生的相關傳染病

風險外，另外可能是長期受新聞媒體報導

之影響，因惡劣天候因素常造成行程延誤、

變更與取消等風險。相對的，同意性較低

的五項知覺風險分別是「戰爭或政變

(M=2.86)」、「遭遇海盜劫持(M=2.92)」、「遭

遇 恐 攻 事 件 (M=3.07) 」、「 船 隻 對 撞

(M=3.19)」以及「船體發生觸礁(M=3.37)」，

顯示年輕旅客認為郵輪旅遊發生航行安

全與恐怖攻擊事件之風險是較低的。 

2. 假設 1：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會有不

同的知覺風險種類 

本研究針對年輕旅客進行問卷調查，

並透過探索項因素分析共萃取出五項郵

輪旅遊知覺風險，分別為「旅遊行程瑕疵」、

「船舶航行安全」、「船上健康問題」、「恐

攻戰爭局勢」以及「突發緊急事件」等五

項知覺風險，顯示就潛在之年輕旅客市場，

這些消費族群對於郵輪旅遊存在著上述

五項知覺風險，因此，本研究假設一成立。

其中年輕旅客在「旅遊行程瑕疵(M=4.308)」

風險之認知同意性最高，其次依序為「突

發緊急事件(M=4.260)」、「船上健康問題

郵輪旅遊

風險認知

構面 

平均數 

F 值 P 值 學生

(n=272) 

農漁牧 

(n=7) 

軍公教

(n=19) 

上班族

(n=42) 

服務業

(n=47) 

其他

(n=6) 

旅遊行程

瑕疵 
4.311 4.857 4.263 4.135 4.262 4.056 1.478 .196 

船舶航行

安全 
3.359 3.500 3.250 3.387 3.271 2.833 .761 .578 

恐攻戰爭

局勢 
3.001 3.000 2.825 2.937 2.731 2.778 1.022 .404 

船上健康

問題 
4.021 4.191 4.175 3.833 3.865 3.378 1.054 .386 

突發緊急

事件 
4.222 4.048 4.579 4.373 4.340 4.000 2.234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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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09)」、「船舶航行安全(M=3.303)」、

「恐攻戰爭局勢(M=3.019)」。 

3. 假設 2：不同性別、教育水平、居住地、

職業及旅遊經驗的年輕旅客對於郵輪

旅遊風險認知會有顯著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旅客的性別會顯

著影響郵輪旅遊風險認知。其中，年輕的

「女性」旅客對於郵輪旅遊時「船舶的航

行安全」及旅遊途中所發生的「突發緊急

事件」會對於年輕的男性旅客更為重視。

此外，「南部」的年輕旅客對於郵輪旅遊期

間「遭遇恐怖攻擊或戰爭」的風險構面重

視度大於「中部」的年輕旅客。但不同的

教育水平或職業的年輕旅客在各項郵輪

旅遊風險認知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4. 假設 3：搭乘郵輪旅遊的經驗對年輕旅

客的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會有顯著的差

異 

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旅客有無搭乘郵

輪旅遊的經驗，在「船舶航行安全」、「船

上健康問題」、「恐攻戰爭局勢」及「突發

緊急事件」等四個郵輪風險構面有顯著的

差異，沒有搭乘郵輪旅遊經驗旅客在風險

重視度上明顯高於有搭乘郵輪旅遊經驗

旅客，但是在「旅遊行程瑕疵」構面上兩

者則無明顯差異。 

5. 假設 4：搭乘郵輪旅遊的意願對年輕旅

客的郵輪旅遊風險認知會有顯著的差

異 

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旅客搭乘郵輪旅

遊的意願僅在「船上健康問題」的風險構

面上有顯著差異，且有意願搭乘郵輪旅遊

的旅客在這個風險構面的重視度，會低於

沒有意願搭乘郵輪旅遊的旅客。 

5.2 建議 

過去的研究指出，旅遊費用支出及整

體安全考量都是導致旅客不願意接受郵

輪旅遊的重要因素。在摒除旅遊費用的個

人因素之後，郵輪公司希望每位旅客在郵

輪旅遊期間都能都有一個安全且愉快的

旅程，因此極度重視旅客及船員的安全保

障。 

經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年輕旅客對於

「傳染病的爆發」、「遭遇惡劣天氣」及「行

程取消」的知覺風險較為重視。因此，提

出以下相關建議供郵輪營運商未來在營

運管理與行銷上參考： 

1. 在郵輪上預防傳染病最好的方法就是

注重清潔，尤其最好的防禦措施是勤洗

手，尤其是諾羅病毒。對於大多數郵輪

旅遊來說，旅行時實際被感染傳染病的

風險其實是很小的。郵輪公司通過採取

預防措施，遊客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感

染諾羅病毒和流感的機會。此外，多數

郵輪公司也會建議旅客，如果生病了，

可立即在船上就醫，要多喝水及勤洗手，

並遠離其他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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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上航行的安全狀況複雜且具有一定

的不確定性，這是威脅郵輪安全的重要

前提。實際上，現代的船舶已經具備了

很多高靈敏度的提示報警系統，因此許

多預先判斷都可以交給儀器設備來完

成，比如天氣系統、衛星通訊設備及船

上火警提示等，能夠保證及時發現和處

理。但，一旦緊急事故發生，船長的指

揮調度及船員團隊的素質，往往才是規

避災難性後果的重要前提。因此，強化

船上人員的緊急事件處理能力，絕對是

減低事故發生或降低事故損是最重要

的方法。 

3. 郵輪旅遊是否可以按照預定航程走，取

決於非常多的因素(例如天氣狀況及航

道安全等)，且多數的郵輪旅遊的預定

會比一般的團體旅遊的時間早很多，因

此旅遊是否可以如期進行真的是很多

旅客擔心的問題。因此建議在計畫郵輪

旅遊時一定要注意旅遊時間的安排及

地點的選擇，例如避免七八月搭乘臺灣

出境的郵輪，及航行於臺灣周邊海域的

航線，因為此時期為颱風容易發生的時

間，勢必會影響郵輪的航行甚至是延後

或取消。 

5.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從旅客觀點就郵輪旅遊之

知覺風險進行調查，希冀此結果做為業者

後續在營運管理上以及行銷策略研擬上

參考，並未從營運策略觀點來評估各個風

險的發生頻率及相關的影響幅度，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風險管理觀點，透過

風險矩陣就郵輪旅遊風險進行評估與風

險管理策略研擬。此外，本研究從消費者

端僅探討知覺風險課題，後續在探討影響

郵輪旅遊參與意願之因素上，可將郵輪旅

遊意象、郵輪搭乘滿意度及郵輪品牌忠誠

度等納入考慮，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式建構

因果關係模式，期望的後續研究能讓郵輪

旅遊相關理論可以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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