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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旅遊網站使用者持續採用行為，以「期望確認理論」（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ECT）為基礎，並透過整理過去有關旅遊網站特性、科技採用

與資訊系統成功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影響旅遊網站持續採用之相關因素，藉以提出一

套能夠適用於旅遊網站情境之理論模式。在「期望確認理論」相關文獻中，尚未有研

究以「背包客」（Backpackers）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系統使用者之持續採用行為，本研

究延伸期望確認理論之相關變數，以讓此理論應用在旅遊網站的情境上更臻完整。本

研究以臺灣地區的背包客為研究對象，指非透過旅行社安排，曾經進行國內、外自助

旅遊者為主，經由網路問卷的方式，共回收 251 份有效問卷，並使用 LISREL 軟體進

行統計分析資料，結果顯示多數假說均獲得支持。本研究有以下發現：(1)旅遊網站品

質特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對「確認程度」有正向顯著之影響；(2)

「確認程度」對旅遊網站使用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者滿意度」

有正向顯著之影響；(3)旅遊網站使用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使用者滿

意度」有正向顯著之影響；(4)旅遊網站使用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持

續使用意願」沒有正向顯著之影響；(5)「使用者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

顯著之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旅遊網站業者一些有效管理旅遊網站系統營

運之實務建議。 

關鍵字：背包客、旅遊網站、期望確認理論、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持續使用意願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backpackers’ continuing use in travel 

websites based on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ECT). Efforts are made to generaliz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ntinuing use behavior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topic of 

websites´ characteris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So far, there hasn’t been any research in ECT investigating continuing use in subjects of 

backpackers. Therefore, we extended the variables of ECT to better explain the continuing 

use of travel website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 This research subject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backpackers in Taiwan who used to travel domestically or internationally on their own 

rather than traveling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travel agency. Data analysis is conducted 

via LISREL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251 valid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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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es five main results with using travel websites, including: (1) Perceived qu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of travel website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2)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xtent of perceived use characteristics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of travel websites and use satisfaction. (3) Perceived use characteristics of travel websit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se satisfaction. (4) Perceived use characteristics of travel 

websites have not a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ing usage intention. Finally, use satisfaction 

of travel websites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on continuing usage intention. On the whole, 

most of hypotheses were supported. Implication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Backpackers, Travel Websit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IS Success 

Model, Continuing Usage Intention 

壹、緒綸 

自助旅行在臺灣，是從 1980 年代才逐漸萌芽，先在大眾化旅遊發展下，才開始

出現較具有品味與體驗意識的遊客；其旅行方式通常是在有限的預算下進行，所以對

於行程的規劃、時間的安排、與他人的互動、旅遊地點的選擇、冒險與體驗的追求等

自有一套看法與做法。Poon（1989）就指出近年來旅遊方式有明顯的改變，有別於以

往大眾觀光的模式，多數的旅客越來越喜歡彈性、自由和深度體驗的新型渡假旅遊模

式。採取這種新型渡假旅遊模式的遊客，可稱為自助旅行者（independent travelers）、

青年旅客（youthful travelers）及背包客（backpackers）（Riley, 1988；Ross, 1993；

Loker-Murphy & Pearce, 1995）。背包客在國外觀光旅遊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澳洲、

紐西蘭和中南美洲等，而且在這些國家中的背包客被視為長假期或工作假期的年輕旅

遊者（Loker, 1993；McCulloch, 1992；Pearce, 1990）；Lyon（1997）亦認為自助旅行

者包含背包客旅遊的型式。 

近幾年來，國人因週休二日的實施，不論是在國內從事休閒旅遊次數或進行國外

旅遊人數皆有明顯上升的趨勢，根據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12）在 2011 年國人

旅遊狀況調查報告顯示，2011 年國內年滿 12 歲及以上的國民，國內旅遊總次數約為

15,227 萬旅次，相較於 2010 年成長了約 22.9%；而國外旅遊總人次為 9,583,873 人次，

相較於 2010 年成長了約 1.8%。其中採自助旅行的方式進行國內及國外旅遊各占 88.3%

及 64.9%；未委託旅行社辦理而進行國內及國外旅遊分別占 96.1%及 14.1%。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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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報告可發現，背包客或自助旅行者不論對於台灣國內或是國外旅遊市場都是一

個比重相當高且重要的新興族群，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調查與分析以瞭解背包客此一

特殊族群，俾做為擬定市場策略之參考。 

此外，背包客在國內旅遊已幾乎不再透過旅行社安排，大多數採取自行規劃旅遊

行程的方式，而國外旅遊行程的安排與規劃也逐漸降低對旅行社的依賴。因此，所有

的旅遊規劃大都需由自己設計、安排調整、掌握和執行，故在規劃旅遊行程上有一定

的困難度，尤其是擬定旅行前的步驟最為重要，往往決定了整個旅遊行程的成敗關

鍵。根據王瑋萱、劉麗娟（2005）研究指出，自助旅行的所有事情必需自行規劃，所

以對旅遊資訊的需求較高，所從事的旅遊資訊蒐集活動也較為頻繁，以利從事旅遊行

程的決策。旅遊行程的決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因為在整個旅遊行程中涉及多個

採購決策（Dellaert, Ettema, & Lindh, 1998）。學者也提出相關模型來探討旅遊度假決

策中的多面性與過程（Decrop & Snelders, 2005；Jeng & Fesenmaier, 2002；Woodside, 

Caldwell, & Spurr, 2005）。Hyde（2008）的研究就指出，旅遊前的行程規劃其決策過

程包括資訊蒐集、形成旅遊計畫、旅遊行程的預訂等三個階段；個人可以透過蒐集來

的資訊，決定旅遊的相關行程，制訂一個最可能採取行動的旅遊決策集合。近年來國

外對於背包客的研究包括旅遊行為動機的探討（Loker-Murphy, 1996；Murphy, 2001）；

背包客旅遊住宿設施的需求（Doorne, 1994；Spreitzhofer, 1998）；背包客社會互動與

學習的研究（Murphy, 2001；Pearce & Foster, 2007；Ryan & Mohsin, 2001），背包客

旅遊偏好與需求的研究（Hecht & Martin, 2006；Thyne, Davies, & Nash, 2004）；背包

客定義的討論（Richards & Wilson, 2004）；以及背包客體驗及商品化之議題（Huxley, 

2004；Sorensen, 2003）。而目前國內針對背包客相關研究並不多，探討背包客依靠何

種方式或媒介來規劃執行其行程的研究更少，若要為旅遊產業帶來正面的效益，深入

瞭解背包客的旅遊決策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是相當重要且刻不容緩的。 

隨著網路日益普及，藉由網際網路獲取旅遊資訊的人越來越多；在旅遊領域中研

究消費者行為，旅遊資訊搜尋是最廣泛被探討的議題之一（Chen & Gursoy, 2000；

Gursoy & McCleary, 2004）；Holbrook and Hirshman（1982）曾提出，當旅遊者在搜

尋旅遊資訊時，除了因資訊而獲取較良好之決策之外，也會獲得心理的愉悅；因為網

際網路具有傳播資訊快速與易於更新內容的特性，因此業者在其旅遊網站上，可即時

更新各項旅遊相關資訊並提供最新的服務，以方便消費者進行旅遊規劃（Kvist & 

Klefsjo, 2006；Chang, 2009）。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2）之 201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

查結果顯示，國人旅遊資訊來源以透過「親友、同事或同學」得知的比例最多（52.9%），

其次是透過「電腦網路」（36.6%）取得。創市際（InsightXplorer）市場研究顧問公

司在 2003 年八月公佈台灣網友在 6 月份使用旅遊類型網站服務的不重覆訪客有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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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不包含入口網站提供的旅遊服務），佔所有網路使用者的 40%；在 2005 年十

一月公佈針對台灣旅遊網站的調查中發現，有 86%的受訪者表示目前有使用旅遊網

站，所使用的旅遊網站服務，主要以蒐尋旅遊資訊（92.2%），其次為購買旅遊商品

（59.3%）；在 2010 年五月，創市際公司針對 3,112 位網友進行的旅遊調查結果發現，

會上網參考旅遊網站資訊的人數最多（佔全體網友 27.8%）。 

依據上述多項資料顯示，旅遊網站已成為國人蒐集旅遊資訊以進行旅遊決策的重

要參考來源之一。在現今資訊網路普及的環境下，旅遊網站結合了傳統旅行社的功能

及網路通路的便利，旅遊業者藉由網站提供消費者即時且豐富的旅遊資訊，儼然成為

一種新的旅遊消費管道。由此可知，旅遊網站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創新功能、活動與

資訊的豐富性，將會帶給旅遊者高度吸引力與興趣，藉此提高對旅遊網站的滿意度及

使用意願。背包客的旅遊行程通常包含多個目的地（Sorensen, 2003），在選定目的地

之前，需要蒐集資訊以做為決策的依據（Grant, Clarke, & Kyriazis, 2008；Vogt & 

Fesenmaier, 1998），而行程規劃所需要的資訊來源主要藉助於網路、旅遊手冊及地圖

（Nash, Thyne, & Davies, 2006）。但目前以背包客為研究對象來探討背包客使用旅遊

網站之相關議題的研究並不多，希冀結合資訊系統之相關理論來加以研究探討，以利

提供旅遊網站業者經營之參考。 

期望確認理論（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ECT）是由 Oliver（1980）於

行銷領域所提出，一般也稱為期望落差理論（Bhattacherjee, 2001a）；為一般的消費

者滿意度研究模型之基礎架構，廣泛被運用於評估消費者滿意度與購買後之行為。

Bhattacherjee（2001a）為了要能有效預測與解釋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使用行為，改

良 ECT，提出 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ECT 理論可運用在行銷學、電子商務、e-learning、資訊科技及應用系統使用等不同領

域的研究，雖然 ECT 之相關研究頗為豐富，但目前使用 ECT 來探討背包客使用旅遊網

站之相關議題尚缺乏，因此有必要擴展 ECT 的適用範圍，以增進 ECT 理論的解釋能力。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持續使用之行為，以「期

望確認理論」（ECT）為理論基礎，透過整理過去與網站品質特性、使用特性、科技

採用以及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影響持續採用之重要影響因素及關

係，據以建構提出一套能夠適用於背包客使用情境之理論模式，希望獲得可供旅遊產

業參考的研究成果，對國內旅遊網站之經營規劃與政府相關策略能有所助益。本研究

的目的如下： 

一、探討背包客所知覺到的確認程度是否會受到旅遊網站的品質特性（資訊品質、系

統品質和服務品質）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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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背包客所知覺到的旅遊網站使用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者

滿意度是否會受到背包客知覺到的確認程度所影響？ 

三、探討背包客使用者滿意度是否會受到背包客知覺旅遊網站之使用特性所影響？ 

四、探討背包客的持續使用意願是否會受到背包客的使用者滿意度所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背包客（Backpackers） 

Cohen（1972）曾提出旅客可分為制度化旅客（Institutionalized tourist）與非制度

化旅客（Non-Institutionalized tourist）兩類；非制度化旅客是探索者（Explorer）、漂

流者（Drifter），具有探險家性格的旅行者，通常是發現新景點的先驅；而制度化旅

客則通常是非制度化旅客的追隨者，包含了團體與個人的大眾遊客。一般情況多為少

數的非制度化旅客先出現，而後出現為數較多的制度化旅客。Uriely, Yonay, and 

Simchai（2002）認為 backpacking 並不是一種旅遊種類，應該被視為一項非制度化旅

遊的方式，而採取這種形式的旅客可稱為背包客。Pearce（1990）在其學術研究中，

首先使用 Backpacker 一詞，他認為背包客符合五種條件：偏好平價住宿、重視認識其

他旅客、獨立安排彈性的旅遊行程、比一般假期還長的旅程、喜歡非正式與參與非正

式的假期活動。Gibbons and Selvarajah（1994）也指出背包客是一種具有好奇心與追

求真實性體驗的冒險型旅客。 

Loker-Murphy and Pearce（1995）定義背包客為：不同於過去主流大眾的觀光客，

年輕且有預算限制的旅客、偏好經濟平價的住宿與交通設施服務、注重與當地或外地

人的互動交流、獨立規劃安排及富於彈性的旅遊行程、旅遊期間較長、喜歡非正式的

及參與式的環境與文化體驗活動等。Sorensen（1999）認為背包客是具有自我組織行

程並旅遊多重目的的旅客，從事的活動偏向大自然、文化與冒險活動，喜好接觸並融

入當地的生活，追尋人生各種事物等。Maoz（2007）指出背包客是具有自我組織能力，

旅遊許多不同的地點，停留時間較長且行程較有彈性，想要與當地人交朋友並體驗當

地的風土民情，試圖讓自己融入並像是當地人一樣。 

彙整學者對背包客之研究，雖然對於背包客尚未有一致性的定義，但可發現有以

下三點特徵常被強調：(1)獨立自主的精神：背包客是獨立自主的，具有自我組織及規

劃能力，不像制式化旅行團凡事都有人打點，Clarke（2005）指出在澳洲的背包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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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擁有獨特的旅行經驗、敘述故事能力的背包客，才能讓人印象深刻，並決定其

在社群中的地位。(2)深度旅行：相較於制式化的旅行團，背包客可以對當地的人文與

民情有更深度的接觸，穿透虛假的觀光文化，看到當地的真實面貌。Noy（2004）指

出，背包客認為一般的觀光客只能接觸到商業化的表象，是虛假的、包裝且不實的，

但背包客卻可以看到當地實際的部分，追求不同文化的真實面（Maoz, 2006）。(3)特

殊的體驗：相較於制式化的旅行團，背包客擁有更精采、特殊、值得一提的個人化旅

行經驗，而且這趟旅程必定是充滿意義的。Jenkis（2003）認為，背包客常自我認同

為「旅人」（Travelers），而非「觀光客」（Tourists），並且和制式化旅行團的觀光

客最大的不同點是，認為自己的旅行經驗較多且豐富。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定義的「背包客」是具有獨立組織與規劃行程能力，旅遊目

的在於追求對當地的人文、風土與民情有更深度的接觸、互動與體驗，以增進自己的

成長及旅遊經驗與生命豐富性的旅遊者。 

二、旅遊網站（Travel Websites）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各家旅遊業者紛紛架設旅遊網站，以利消費者快速蒐尋想

要的資訊，因為網際網路具有傳播資訊快速與易於更新內容的特性，因此業者在其旅

遊網站上可即時更新各項資旅遊相關資訊，以方便消費者旅遊規劃的服務（Chang, 

2009；Kvist & Klefsjo, 2006）。陳瑞麟（2000）在探討網際網路策略的研究中，對旅

遊網站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以旅程規劃、旅程管理、旅程資訊等提供方式，幫助

消費者找來不同類型之直接產品提供者，使消費者直接獲取資訊，以及比較分析，並

做出購買決策的機構或業者，通常本身並不擁有售予旅遊者的服務或產品。而在葉雅

慧（2000）的應用網際網路推動觀光產業之研究中，依照旅遊網站的功能將其分成電

子商務型旅遊網站、內容供應型旅遊網站及社群式旅遊網站三大類。電子商務型旅遊

網站包括：(1)旅遊業者間所成立的網站：由旅行社、航空公司或飯店等業者所成立的

電子商務網站，例：易飛網等。(2)網路科技公司成立的旅遊網站：網路科技公司與旅

行社共同合作成立的旅遊網站，例：Ezhotel 飯店訂房網等。(3)入口網站的旅遊頻道：

入口網站業者以策略聯盟的形式與其他旅遊網合作，並販賣旅遊產品，例：Yahoo!奇

摩旅遊和 Eztravel 易遊網合作等。(4)集團合資成立的旅遊網站：本身並不以旅遊業起

家。例：燦坤集團投資的燦星旅遊、裕隆集團投資的行邦旅遊等。內容供應型旅遊網

站包括：(1)媒體轉型的旅遊網站：由旅遊雜誌轉型成立的 Mook 自遊自在旅遊網、ToGo

旅遊雜誌轉型成立的 ToGoTravel 等。(2)以旅遊內容出發的旅遊網站：與媒體轉型的

旅遊網站功能性質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大部分是由觀光業者所建置的網站或是政府單

位建置的觀光旅遊網，例：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社群式旅遊網站：以社群型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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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經營旅遊網站，採用社群經營的原因，主要是因旅遊同好喜歡將旅行經驗在網路

上與大眾分享，或是網友想在網路上尋找共同成行旅伴的需求。這類網站主要是提供

與旅遊相關的資訊、組團∕湊票、會員、溝通等功能給消費者，例：背包客棧、休息

一夏及玩時間（FunTime）等。 

一般而言，旅遊業者除了提供旅遊資訊之外，大都會在其網站上規劃出各種不同

類型的旅遊行程，因此消費者可在旅遊網站上找出最適合自己的行程，再據此決定是

否購買旅遊商品（Yang & Jun, 2009；Heung, 2008；Ruiqi & Adrian, 2009）。根據旅遊

研究所網站（2015）台灣旅遊網站發展史之資料顯示，依據旅遊網站的不同屬性，可

分為「旅遊媒體內容網站」、「旅遊社群網站」及「旅遊 EC 網站」等；因此，旅遊

網站一詞是一個概括性的統稱，凡是只要有提供與旅遊相關的資訊、產品、社群功能、

交易機制的網站，皆可稱為旅遊網站（林秋芬，2007）。在現今資訊網路普及的環境

下，旅遊網站結合了傳統旅行社的功能及網路通路的便利，旅遊業者藉由網站提供消

費者即時且豐富的旅遊資訊，儼然成為一種新的旅遊消費管道。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定義的「旅遊網站（Travel Websites）」係旅遊業者透過網

際網路的方式，以提供與旅遊相關的資訊功能、排程功能、團購功能、代辦功能、交

易功能、會員功能、溝通功能等給消費者的網站，包括電子商務型旅遊網站、內容供

應型旅遊網及社群式旅遊網站等，皆屬之。 

三、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ISSM） 

電子商務網站源自於資訊系統的發展，資訊系統的成功與否，常受到資訊系統效

能的影響，此議題長久以來一直被資訊管理領域的學者熱烈討論著。DeLone and 

McLean（1992）審視了 180 篇探討資訊系統效益的重要文獻，並綜合 Shannon（1949）

的溝通研究與 Mason（1987）所提出的資訊影響理論，以及 1981 年至 1987 年間的管

理資訊系統相關實證研究，發展出「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ISSM）。之後，DeLone and McLean（2003）提出修正模式，使得解釋與應

用的層面更加廣泛；此修正模式指出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會影響系統使用∕使用意圖（Use/Intention to Use）

及使用者滿意度（Use Satisfaction），進而影響系統淨效益（Net Benefits），以此評

估及解釋資訊系統的成功與否。 

後續一些學者，在探討資訊系統品質的相關研究中，亦將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

服務品質列為重要的品質評估變數（Roca, Chiu, & Martínez, 2006；Ahn & Han, 2007；

Ramayah, Noor, & Lo, 2010）。Wang and Liao（2008）利用其模式深入探討政府網站

之成功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均對使用者的使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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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意度有正面的影響。陳建文、李有仁、嚴秀茹與鄭江宇（2008）在探討消費者使

用購物網站之行為模式研究中，表示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均對滿意度有正

向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分別針對不同的使用情境，分別對資訊系統的三個品質構面

進行研究，實際去探討不同的資訊系統是否會有其他不同的因素去影響資訊品質、系

統品質、以及系統的服務品質，進而暸解使用者的滿意程度（Bharati & Chaudhury, 

2006；Cheung & Lee, 2008；Landrum & Prybutok, 2004；Rodgers, Negash, & Suk, 

2005）。根據上述的研究中發現，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是網站品質的重要

評估指標，故本研究嘗試將過去其他網站型態上的品質評估指標，擴展延伸至旅遊網

站的環境中，並採用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做為本研究旅遊網站品質特性之

變數。 

四、期望確認理論（ECT） 

期望確認理論（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ECT），最初是由 Oliver（1980）

提出的，常被用來評估及衡量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滿意度及購後行為等。ECT 主要

的概念為消費者購買前或使用前的期望會影響對產品或服務的態度（Attitude），態度

則影響使用者的購買意圖（Intention），當消費者實際使用後將會與原先購買前或使

用前的期望進行比較的動作，進而產生消費者的不確認（Disconfirmation），因滿意

度是暫時對使用經驗的感受，會與消費前的態度共同調整為消費後的態度，並影響後

續的消費意圖。當實際使用產品或服務的績效高於期望時，就會產生正向不確認

（Positive Disconfirmation）的感受，正向不確認程度越高，消費者的滿意度就越高，

再購買意願相對也就越高；反之，當期望高於實際使用產品或服務的績效時，則會產

生負向不確認（Negative Disconfirmation），負向不確認程度越高，消費者的不滿意

度就越高，再購買意願相對也就越低。 

Bhattacherjee（2001a）研究網路銀行系統使用的議題中，認為過去的 ECT 有些爭

議及不合理之處，為了準確預測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的持續使用行為，將 ECT 模式以

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境修改調整，提出了「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A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近年來陸續有學者以 ECT 來解釋各種資訊系統持續採

用行為因素之理論基礎（McKinney, Yoon, & Zahedi, 2002；Lin, Wu, & Tsai, 2005；

Chiu, Hsu, Sun, Lin, & Sun, 2005；Roca et al., 2006）；或是以 ECT 理論，結合知覺易

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及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來探討使用後的

知覺績效（perceive performance）（Oliver & DeSarbo, 1988；Bhattacherjee, 2001a；

Hsieh & Wang, 2007；Huang, Hsu, & Yen, 2008）。除此之外，亦有學者將期望理論

（ECT）與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合併應用於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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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相關研究，此兩理論在定義上不同的是，ECT 係指使用前的期望結合使用感覺績效

而產生使用後持續使用的意願，TAM 則係以使用者的感受而預測使用者對資訊系統

的接受度（Recker, 2007），換言之，ECT 係探討使用者對資訊系統在未使用之預期

至使用後的態度一個使用過程探討，TAM 理論則以目前的感受去預測使用者未來的

使用態度。期望確認理論在資訊系統研究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採用

Bhattacherjee（2001a）修正 ECT 後，所提出之「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不但可

避免衡量期望的困難，採用後之滿意度與事後期望也會影響使用者持續採用之意圖，

因此便能夠合理的運用 ECT 去預測持續使用行為。 

參、研究模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持續使用之行為，以「期望確認理論」

（ECT）為理論基礎，透過整理過去與網站品質特性、使用特性、科技採用以及資訊

系統成功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影響持續採用之相關因素及影響關係，據以建構提出一

套能夠適用於背包客使用情境之理論模式（如圖 1 所示）。 

二、研究假說推導 

本研究內容根據上述所彙整之文獻，針對所提出之理論模型的形成原因，以及各

項變數間的因果相互關係進行推導，並藉由在過去研究結果的實證與理論基礎的支持

下，提出本研究之各項假說，說明如下： 

(一)旅遊網站品質特性與確認程度之關係 

ECT 相關研究之文獻指出，消費者體驗產品或服務後所感受到的知覺績效會影響

到確認程度，其因是消費者所感受到的知覺績效大於先前之期望，並與確認程度形成

正向不確認（Positive Disconfirmation），進而影響消費者滿意度（Spreng & Chiou, 

2002）。在資訊系統研究領域中，已有研究以資訊品質、系統品質以及服務品質來衡

量並解釋知覺績效。先前也有研究認為，知覺績效構面包含了資訊品質、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並對滿意度與確認程度皆有顯著影響，例如：Chiu et al.（2005）以 ECT

為基礎並針對數位學習的持續性進行研究探討，發現知覺品質對確認程度有顯著影

響；Roca et al.（2006）探討使用者持續使用數位學習之意圖的研究中，結果證實資訊

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對確認程度也有顯著的影響。劉惠雯（2010）探討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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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研究中，推薦型部落格之資訊品質會正向影響使用者對其確認的

一致程度。Lin and Wang（2012）在探討 e-learning 持續採用意圖研究中，證實系統成

功因素正向影響系統接受之確認程度，其包含資訊品質、知識品質與系統品質。就本

研究情境而言，背包客透過使用旅遊網站來規劃旅遊行程，當他（或她）覺得網站上

的資訊內容經常更新、內容豐富、完整且正確、對其有實質上的幫助，背包客會感到

網站之資訊品質比預期的還要好。此外，背包客覺得該旅遊網站之功能運作維持正常

穩定、錯誤資訊能及時更正、使用者資料具備隱私性等，背包客會感到網站之系統品

質比預期的還要好。當背包客覺得該旅遊網站聯繫方式多元化、回應效率快且有效、

符合使用者需求且關懷使用者，背包客會感到網站之服務品質比預期的還要好。因此

綜合上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本研究假說 H1、H1a、H1b、H1c。 

H1：背包客知覺到的旅遊網站品質特性，對於背包客的「確認程度」有正向影響 

H1a：背包客知覺到的旅遊網站「資訊品質」，對於背包客的「確認程度」有正向影響 

H1b：背包客知覺到的旅遊網站「系統品質」，對於背包客的「確認程度」有正向影響 

H1c：背包客知覺到的旅遊網站「服務品質」，對於背包客的「確認程度」有正向影響 

H2 H5 

H6 H3 H1 

H4 

使用者滿意度

知覺旅遊網站品質特性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旅遊網站品質特性的知覺 旅遊網站持續使用 體驗後期望的增進 

持續使用意願 

知覺旅遊網站使用特性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確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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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程度與知覺旅遊網站使用特性之關係 

與期望確認理論有關的文獻中，曾有學者主張知覺使用性（Perceived Usability）

構面的主要因素為知覺有用性及知覺易用性（Roca et al., 2006），並在操作化「知覺

使用性」構面時，分別從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之題項萃取而成（Chiu et al., 2005）；

此外，Davis（1989）認為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是科技接受模式（TAM）中重要

之信念，且在 Taylor and Todd（1995）提出的解構計畫行為理論（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DTPB）時，將行為態度的前置因素解構成知覺有用性、知覺易

用性，並從過先科技採用與創新擴散之文獻來支持該兩項信念會影響行為態度。

Bhattacherjee（2001a）以認知不一致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來支持確認

程度會影響知覺有用性的假說，其認為使用者初期因為無任何使用經驗，無法得知採

用系統後會帶來什麼樣的好處，因此初期知覺有用性的程度會比較低並且較容易被確

認，而當體驗過系統後，使用者將漸漸確認系統帶給他的好處，因此先前的期望也漸

漸修正成事後期望（即知覺有用性），且該研究結果也證實確認程度對知覺有用性有

顯 著 之 影 響 ， 之 後 有 關於 ECT 理論 之 研 究 也 都 證 實 確 認 程 度 會 影 響 知 覺 有 用性

（Bhattacherjee, 2001b；Lin et al., 2005；Roca et al., 2006；Thong, Hong, & Tam, 2006；

Hung, Hwang, & Hsieh, 2007）。此外，已有研究指出確認程度會影響知覺易用性，例：

Thong et al.（2006）延伸 ECT 構面，將使用後之信念另外加入知覺易用性，研究結果

顯示確認程度對知覺易用性有顯著之影響；Roca et al.（2006）研究使用者持續採用數

位學習之意圖時，也證實確認程度對知覺易用性有顯著影響。許麗玲、何晉滄與黃文

楷（2008）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持續採用行為之研究中，結果證實使用者使用部落格之

後所感受到的確認程度，正面影響使用者對於該部落格的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

劉惠雯（2010）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研究中，使用者對特定的推薦型部落

格之確認程度越一致，越會正向影響其認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Lin and Wang（2012）

在探討 e-learning 持續採用意圖研究中，證實其系統接受之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有

正向的影響。由上可知，背包客透過使用旅遊網站來規劃旅遊行程，當他（或她）覺

得網站上品質特性（包括資訊、系統及服務品質）比預期的還要好時，背包客會認為

使用旅遊網站將有助於其完成旅遊行程的規劃。此外，背包客覺得該旅遊網站之品質

特性（包括資訊、系統及服務品質）比預期的還要好時，背包客會認為旅遊網站在操

作、使用及查詢上是相當容易的。因此綜合上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本研究假說 H2、

H2a、H2b。 

H2：背包客的「確認程度」，對於背包客之旅遊網站使用特性有正向影響 

H2a：背包客的「確認程度」，對於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H2b：背包客的「確認程度」，對於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易用性」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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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認程度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關係 

在研究網際網路相關領域與情境下，也有研究指出確認程度對使用者滿意度有顯

著的影響。McKinney et al.（2002）在探討網站消費者的研究中，以期望確認理論（ECT）

為基礎，認為網站顧客滿意度會受知覺品質確認程度的影響。Lin et al.（2005）在使

用者持續採用入口網站之研究指出，使用者對入口網站確認之程度會直接影響使用者

之滿意度；Roca et al.（2006）針對探討數位學習持續使用意願研究中，當使用者確認

數位學習系統後，其將會影響使用的滿意度；Hsu, Yen, Chiu, and Chang（2006）針對

電子商務採購網站的持續採用意圖的研究中，也證實確認程度對滿意度的具有顯著影

響。許麗玲等（2008）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持續採用行為之研究中，結果證實使用者使

用部落格之後所感受到的確認程度，對於使用者滿意度影響最為顯著。Hung et al.

（2007）研究行動商務消費者的持續行為，也證實確認程度對滿意度具有顯著影響。

劉惠雯（2010）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研究中，使用者對特定的推薦型部落

格之確認程度越一致，越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Lin and Wang（2012）在探討

e-learning 持續採用意圖研究中，證實其系統接受之確認程度對使用者滿意度有正向

的影響。就本研究情境而言，背包客透過使用旅遊網站來規劃旅遊行程，當他（或她）

覺得網站上品質特性（包括資訊、系統及服務品質）比預期的還要好時，背包客會認

為使用旅遊網站符合期待並樂於使用、是正確的選擇而感到心理愉悅與滿意。綜合上

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本研究假說 H3。 

H3：背包客的「確認程度」，對於旅遊網站的「使用者滿意度」具有正向影響 

(四)知覺旅遊網站使用特性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關係 

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滿意度之間的因果關係，已經獲得一些研究的證實與

支持：在資訊系統成功模式之文獻中，已有學者提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會影響

使用者滿意度（Seddon & Kiew, 1996），且由後續學者再次證實之間具有顯著關係（Rai, 

Lang, & Welker, 2002）；在科技採用的文獻中，Devaraj, Fan, and Kohli（2002）則證

實顧客對網站的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重要變數；另外，在 ECT

文獻中，Bhattacherjee（2001a）提出採用後的知覺有用性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之後

有學者證實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滿意度的影響（Roca et al., 2006；Thong et al., 

2006），此外，Chiu et al.（2005）將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相容性操作化成為知

覺使用性，並證實其會影響 e-Learning 使用者的滿意度。許麗玲等（2008）的結果也

證實使用者知覺有用性及易用性對使用者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由上可知，背包客透過

使用旅遊網站來規劃旅遊行程，當他（或她）覺得使用旅遊網站可以更快速、蒐集更

多更好的資訊，並有助於其完成旅遊行程的規劃，背包客會認為使用旅遊網站符合期

待並樂於使用、是正確的選擇而感到心理愉悅與滿意。此外，背包客覺得該旅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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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使用及查詢上是相當輕鬆且容易上手，背包客也會認為使用旅遊網站符合期

待並樂於使用、是正確的選擇而感到心理愉悅與滿意。綜合上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

本研究假說 H4、H4a、H4b。 

H4：背包客知覺的旅遊網站使用特性，對於「使用者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H4a：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有用性」，對於「使用者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H4b：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易用性」，對於「使用者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五)知覺旅遊網站使用特性與持續使用意願之關係 

Lin and Lu（2000）認為知覺有用性是影響使用者重複使用網站的重要因素；

Bhattacherjee（2001a）也指出，當使用者認為能從某種行為得到好處或是有用性的幫

助，則會持續該行為且不會受到時間改變的影響，而該研究也證實知覺有用性對持續

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影響；諸多學者的實證研究已經證明此一關聯，並應用於入口網

站（Lin et al., 2005）、數位學習服務（Lee, 2010；Liao, Chen, & Yen, 2007）、社群

網路（Kang, Hong, & Lee, 2009；Kim & Han, 2009）、行動網路服務（Hong, Thong, & 

Tam, 2006；Kim, 2010；Thong et al., 2006）等。在 TAM 的模式中認為知覺易用能增

加使用者持續使用的行為，研究中並證實知覺易用性對資訊系統持續使用的意圖的影

響（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Venkatesh, Morris, Davis, & Davis, 2003）。近

年來，有研究者採用 TAM 中的知覺易用性的概念於 ECT 的理論上，其結果亦證實知

覺易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Bhattacherjee & Premkumar, 2004；Hong et al., 2006；

Thong et al., 2006）。基於上述，ECT 的相關研究中均證實知覺有用性對於持續使用意

圖有其影響，而延伸 ECT 的文獻中，知覺易用性也被證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影響。

就本研究情境而言，背包客透過使用旅遊網站來規劃旅遊行程，當他（或她）覺得使

用旅遊網站可以更快速、蒐集更多更好的資訊，並有助於其完成旅遊行程的規劃，背

包客會樂於持續使用該旅遊網站並積極推薦他人來使用。此外，背包客覺得該旅遊網

站在操作、使用及查詢上是相當輕鬆且容易上手，背包客也會樂於持續使用該旅遊網

站並積極推薦他人來使用。綜合上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本研究假說 H5、H5a、H5b。 

H5：背包客知覺的旅遊網站使用特性，對於「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H5a：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有用性」，對於「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H5b：背包客的旅遊網站「知覺易用性」，對於「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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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願之關係 

根據過去 ECT 之文獻指出，滿意度是影響持續採用意圖之重要因素之一，其指出

消費者對於先前體驗產品或服務所感受的滿意程度，將會影響下次是否再購買產品或

持續採用服務之意圖（Anderson & Sullivan, 1993；Oliver, 1980）。品質影響滿意度研

究也指出，滿意度在顧客長期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忠誠度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因素（Bitner, 

1990；Teas, 1993）。資訊系統持續採用之相關研究也指出，使用者之持續採用意圖

主 要 是 由 他 們 對 體 驗 系 統 後 而 感 受 到 的 滿 意 度 所 決 定 （ Bhattacherjee, 2001a ；

Bhattacherjee, 2001b），在 ECT 的文獻，有不少研究再次驗證滿意度對持續採用意圖

具有顯著影響（Hung et al., 2007；Hong et al., 2006；Roca et al., 2006；Thong et al., 

2006；Hsu et al., 2006；Chiu et al., 2005；Lin et al., 2005）。許麗玲等（2008）探討部

落格使用者持續採用行為之研究中，結果證實使用者滿意度，將會正面影響使用者對

於該部落格的持續使用意願。劉惠雯（2010）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研究中，

證實使用者對特定的推薦型部落格之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其持續使用意圖。陳宜棻、倪

家雄與蕭登泰（2011）在探討旅遊網站消費者之購買意願研究中，證實旅遊網站的滿

意度與購買意願有正向關係。Lin and Wang（2012）在探討 e-learning 持續採用意圖研

究中，證實其使用者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向有正向的影響。由上可知，背包客覺得使

用旅遊網站符合期待、是正確的選擇而感到心理愉悅與滿意時，背包客會樂於持續使

用該旅遊網站並積極推薦他人來使用。綜合上述文獻推導下，遂形成本研究假說 H6。 

H6：背包客的「使用者滿意度」，對於旅遊網站的「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調查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之使用意圖。基於旅遊網站使用者實際之

母體不易精確衡量，故本研究採行非隨機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中的立意

抽樣（Purposive Sample），研究樣本以國內 2004 年創立的知名自助旅行論壇網站－

「背包客棧」（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中的註冊會員為主，依據國外

知名 Alexa 網站（提供各種網站的相關資訊與網頁訪問量）分析，截至 2012 年為止，

背包客棧之瀏覽人數排名臺灣第 108 名，是台灣最大的社群式旅遊網站。此外，

Sorensen（2003）認為背包客是一種不斷在遷移的自助旅行者（Independent Traveler），

故本研究將有效樣本設定為，因為需自助旅行，曾經使用過網際網路蒐集旅遊相關資

料之背包客，希冀能夠準確測量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的使用者意圖。因此，為了確實

過濾受訪者為本研究之合適樣本，在問卷開始時將詢問填答者是否有使用旅遊網站蒐

集資訊，且為自助旅行之背包客。本研究將線上問卷連結至背包客棧的論壇以利收集

問卷，作為評估及驗證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使用意向之依據。另外，本研究所有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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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題目中所提及的”該網站”是指背包客在規劃旅遊行程時最常使用的旅遊網站，並依

使用的情形來填答問卷上的題目，而非特指背包客棧這個網站。 

四、問卷設計與問卷回收 

研究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採取學者專家及產業高階主管訪談法，目的是使

本研究假設能夠符合理論基礎及產業現況。針對研究主題先行訪談三位專門研究電子

商務的資管學者專家及三位經營旅遊網站之高階主管，確定本研究之研究假設以及問

卷發展的內容。於問卷內容確定後，邀請 7 位曾經進行國內、外自助旅行，並使用過

旅遊網站蒐集資訊的資深背包客再進行前測前的試測，並提供修改意見，以提升問卷

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初步檢定衡量變項順序、內容與語意的清晰、邏輯的一致性、

及衡量尺度的信度與效度之後，第二階段再進行正式問卷施測。本研究在正式發放問

卷之前，邀請曾使用網路蒐集旅遊相關資訊的網友們，共回收 81 份問卷，刪除 5 份

無效問卷後，剩餘 76 份有效前測問卷，並針對其量表進行信度之分析。首先運用

Lawshe（1975）之內容效度比（Content Validity Ratio，CVR）做為其研究評估各題項

的必要性或有用性，之後再計算各變項之 Cronbach’s α 值作為信度的檢視標準。經由

題項評鑑後收錄大於 0.7 以上的題目，因此在旅遊網站服務品質 6 題項中，有二題

SEQ_1 及 SEQ_5 未超過 0.7，因此予以刪除；其他變項之題項皆超過 0.7，因此全部

予以收錄。刪除二題項後，最後之變項量表題項共 42 題；在去除不佳題項後之所有

變數，其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82~0.92，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相當不錯的信度。 

本研究之線上問卷開放時間從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期初設置

時透過線上問卷功能設定，填答者必需回答完所有問題後才可提交送出，因此所有已

回收問卷皆完整回答，並無缺漏。最後回收問卷總數共 307 份，在經過資料整理與篩

選後，將非曾自助旅行背包客之填答問卷以及不合理的問卷刪除後，剩餘 251 份為正

式有效問卷，其有效回收率約為 82%。為了檢視可能的無回應偏誤（non-response bias）

及樣本代表性，我們比較較早回收的樣本（73 份）與較晚回收的樣本（68 份），進

行兩個子樣本在所有潛在變項之平均值差異檢定，結果沒有呈現出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Armstrong & Overton, 1977），代表無反應偏誤在本研究中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影響。 

五、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之問卷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使用行為，

主要使用比較式量表與名目尺度作為衡量方式；第三部份為問卷測量問項，則是使用

區間尺度，以李克特七點式量表（Seven-Point Likert Scales）作為測量工具，並以結

構式問卷方式設計讓受測者從一組固定的選項中選擇比較符合的答案，以降低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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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差異。在問卷記分方式主要使用正向記分方式，選擇「非常不同意」者給予 1

分，依序增加 1 分，選擇「非常同意」者給予 7 分。本研究之變數操作化定義及參考

文獻來源如表 1 所示，所使用之衡量題目及尺度詳如附錄表 1 所示。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的核心主題為探討背包客使用旅遊網站的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願，如何受

到旅遊網站之品質特性及使用特性的影響之因果關係，因此，為同時驗證整體概念結

構以及每一概念下，具有多個衡量變數的模型，所以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SEM 包含測量模式分析（Measurement Model）和結構模

式分析（Structure Model）。測量模式分析用來說明潛在構面與衡量變數間的關係，

並進行衡量變數的信效度檢驗；待測量模式達到適配的水準後，再來進行整體結構模

式的評估（Bagozzi & Yi, 1998）。結構模式分析則說明潛在構面間的因果關係，並計

算出解釋與未解釋的變異量（Jöreskog & Sörbom, 1993）。首先，先進行樣本的基本

資料分析及旅遊網站使用行為分析。 

一、基本資料分析 

個人基本資料之統計分析可以看出男女性比例為各 50%；在年齡層分佈上，本研

究最多的是 21~30 歲；在教育程度方面，主要分佈在大學（專）64%最多，其次是碩

士 29%；在職業分佈上，學生佔 45%為最多，顯示學生是旅遊網站使用者最大的族群；

在平均月所得方面，有 53%是在 20,000 元（含）以下，與研究樣本大多為學生有關，

顯示出月所得落在 20,000（含）以下的年輕族群較常會使用旅遊網站蒐集旅遊相關資

訊，詳細資料如表 2 所示。 

二、旅遊網站使用行為之分析 

根據表 3 結果顯示，本研究 251 份有效問卷中，使用網路經驗以 4 年以上之使用

者最多，佔全體有效樣本 82%。透過網路並使用旅遊網站查詢旅遊資訊的經驗 1~4 年

為最多，約佔 39%；其次為使用 4 年以上的使用者，約佔 35%。每月使用旅遊網站查

詢旅遊資訊以 2~5 次為最多，約佔 46%。有效樣本大部份的使用者使用旅遊網站目的

皆為旅遊與觀光，約佔 96%，以背包客而言，最常使用的旅遊網站為背包客棧，約佔

整體有效樣本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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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來源表 

構面 操作型定義 參考量表來源 

資訊品質

（IQ） 
背包客對該旅遊網站資訊品質之評價，包含資訊內容

經常更新、內容豐富、內容完整、內容正確、對背包

客之實質幫助。 

DeLone and McLean (1992)；
Wu and Wang (2006)； 
Kim, Namho, and Lee (2011) 

系統品質

（SQ） 
背包客對該旅遊網站系統品質之評價，包含使用功能

穩定運作、錯誤資訊能及時更正、使用者隱私性資料。

服務品質

（SEQ） 
背包客對該旅遊網站服務品質之評價，包含聯繫方

式、有效回應、符合需求、關懷性。 
DeLone and McLean (2003)；
Zeithaml and Bitner (2003)；
Kim et al. (2011) 

確認程度

（CF） 
背包客使用該旅遊網站後，感到先前對旅遊網站的期

望與體驗旅遊網站後所得到之績效之間的一致程度。

Bhattacherjee (2001a)； 
許麗玲等（2008）； 
Lin and Wang (2012) 

知覺有用性

（PU） 
背包客是否主觀地認為使用旅遊網站將有助於使用

者完成特定任務。 
Davis (1989)； 
Taylor and Todd (1995)； 
許麗玲等（2008） 

知覺易用性

（PEOU） 
背包客是否主觀地認為旅遊網站操作使用容易程度。 Taylor and Todd (1995)； 

Moore and Benbasat (1991)；
許麗玲等（2008） 

使用者滿意度

（SAT） 
背包客對該旅遊網站滿意度之評價，包含樂於使用、

期待感、正確的選擇、整體滿意度。 
Bhattacherjee (2001a)； 
許麗玲等（2008）； 
Kim et al. (2011) 持續使用意願

（CI） 
背包客在未來想要持續使用旅遊網站的意願，包含持

續使用、推薦他人。 

表 2 本研究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變數分析表 

項目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26 50% 
女性 125 50% 

年齡 

20 歲（含）以下 26 10% 
21~30 195 78% 
31~40 26 10% 
41~50 4 1% 

教育程度 

博士 3 1% 
碩士 74 29% 
大學（專） 161 64% 
高中（職） 11 4% 
國中及以下 2 1%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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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職業 

學生 112 45% 
軍∕公∕教人員 19 8% 
傳統製造業 6 2% 
服務業 39 16% 
資訊∕電子業 16 6% 
金融∕保險∕證券業 8 3% 
旅遊業 3 1% 
SOHO 族 11 4% 
媒體出版 3 1% 
一般批發∕零售業 3 1% 
藝術工作者 11 4% 
網站經營者 2 1% 
醫療服務 8 3% 
其它 10 4% 

平均月所得 

20,000元（含）以下 133 53% 
20,001~30,000元 63 25% 
30,001~40,000元 25 10% 
40,001~50,000元 15 6% 
50,001元（含）以上 15 6% 

表 3 本研究樣本之旅遊網站使用行為變數分析表 

項目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網路經驗 
1 年以內 25 10% 
1~4 年 19 8% 
4 年以上 207 82% 

使用旅遊網站查詢旅遊資訊 
的經驗 

1 年以內 65 26% 
1~4 年 97 39% 
4 年以上 89 35% 

每月使用旅遊網站查詢旅遊 
資訊 

1 次以下 86 34% 
2~5 次 115 46% 
6 次以上 50 20% 

使用旅遊網站目的 
商務、洽公 7 3% 
旅遊、觀光 242 96% 
探訪網友 2 1% 

最常使用的旅遊網站 
背包客棧 123 49% 
易遊網 48 9% 
其他 8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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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量模式分析 

首先，對所有衡量變項的測量值進行偏度與峰度的檢測，所有的測量值均低於建

議的水準（偏度 <2.0 且峰度 <7.0），此結果代表衡量變項的資料沒有顯著的偏離常態

分配（Yuan, Bentler, & Zhang, 2005）。由於衡量變項的共線性會影響到潛在變項的

被衡量效果，因此，我們先利用 LISREL8.7 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檢

驗測量變項的信度與效度，及潛在變項的收斂效度與區辨效度。 

在本研究中，測量模式之整體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的結果顯示，測量變項與所

要反應的潛在變項間具高度一致性的關係。所有觀測變項的完全標準化因素負荷值，

經 t 檢定後，均與對應的潛在變項呈顯著相關，詳細資料的如表 4 所示。 

(一)信效度分析 

在信度及效度方面，本研究採取 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and Tatham（2009）

所提出的判斷準則，考量個別觀測變項的信度、潛在變項組成信度（CR）及 Cronbach’s α

與平均變異萃取量（AVE）等三項指標，依次驗證如下：(1)個別觀測變項的信度：Hair 

et al.（2009）建議觀測變項的因素負荷都應該在 0.5 以上，本研究觀測變項之因素負

荷均大於 0.5，表示本研究之觀測變項具有良好的信度。(2)潛在變項組成信度（CR）

及 Cronbach’s α： 

Hair et al.（2009）建議 CR 值及 Cronbach’s α 須大於 0.7，本研究潛在變項之 CR

值及 Cronbach’s α，從 0.873 到 0.953，皆大於 0.7（見表 4），表示本研究的潛在變項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3)收斂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AVE 值大

於 0.5，表示具有收斂效度，本研究潛在變項之 AVE 值，從 0.622 到 0.821，皆大於

0.5（見表 4），表示本研究的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4)區辨效度：Hair et al.

（2009）建議潛在變項 AVE 之平方根值需大於其他不同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本研究

各變項 AVE 之平方根值，從 0.789 到 0.906，皆大於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值，顯示

本研究各潛在變項明顯不同，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見表 5）。(5)內容效度：內容效

度是指測量工具內容的適切性，若內容涵蓋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內容及範圍，即可說具

有良好的內容效度。本研究之問卷經由專家學者評估、建議及修訂，確認整體的完整

性與適切性，因而保有一定水準的內容效度。 

綜合上述對於潛在變項之驗證性分析結果，本研究在信度、收斂效度、區辨效度

及內容效度上均能符合學者建議的標準要求，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之測量變項有相當

好的適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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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測量模式整體結果 

變項及衡量指標 觀測變項 完全標準化因素負荷值 Cronbach’s α CR AVE 

資訊品質 
（IQ） 

IQ_1 0.755* 

0.881 0.910 0.628 

IQ_2 0.788* 
IQ_3 0.734* 
IQ_4 0.883* 
IQ_5 0.771* 
IQ_6 0.814* 

系統品質 
（SQ） 

SQ_1 0.728* 

0.878 0.908 0.622 

SQ_2 0.805* 
SQ_3 0.804* 
SQ_4 0.719* 
SQ_5 0.849* 
SQ_6 0.818* 

服務品質 
（SEQ） 

SEQ_2 0.769* 

0.807 0.873 0.632 
SEQ_3 0.821* 
SEQ_4 0.805* 
SEQ_6 0.784* 

確認程度 
（CF） 

CF_1 0.873* 

0.915 0.936 0.746 
CF_2 0.823* 
CF_3 0.866* 
CF_4 0.882* 
CF_5 0.873* 

知覺有用性 
（PU） 

PU_1 0.845* 

0.939 0.952 0.767 

PU_2 0.896* 
PU_3 0.903* 
PU_4 0.896* 
PU_5 0.869* 
PU_6 0.844* 

知覺易用性 
（PEOU） 

PEOU_1 0.785* 

0.882 0.914 0.680 
PEOU_2 0.796* 
PEOU_3 0.848* 
PEOU_4 0.834* 
PEOU_5 0.858* 

滿意度 
（SAT） 

SAT_1 0.869* 

0.941 0.953 0.771 

SAT_2 0.890* 
SAT_3 0.892* 
SAT_4 0.897* 
SAT_5 0.829* 
SAT_6 0.890* 

持續使用意圖 
（CI） 

CI_1 0.912* 

0.927 0.948 0.821 
CI_2 0.933* 
CI_3 0.911* 
CI_4 0.869* 

註1：χ2/d.f. = 2.26、GFI = 0.91、AGFI = 0.85、NFI = 0.95、CFI = 0.96、SRMR = 0.048、RMSEA = 0.052。 

註2：顯著水準：*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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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潛在變項的相關係數矩陣 

構面名稱 AVE IQ SQ SEQ CF PU PEOU SAT CI 
IQ 0.628 0.792        
SQ 0.622 0.543 0.789       
SEQ 0.632 0.334 0.518 0.795      
CF 0.746 0.436 0.423 0.289 0.864     
PU 0.767 0.424 0.401 0.314 0.494 0.876    
PEOU 0.680 0.368 0.314 0.201 0.432 0.365 0.825   
SAT 0.771 0.501 0.365 0.229 0.626 0.533 0.521 0.878  
CI 0.821 0.416 0.315 0.183 0.496 0.464 0.462 0.721 0.906 

註：對角線是AVE的開根號值，非對角線為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此開根號值若大於水平或

垂直欄的相關係數值，則代表具備區辨效度。  

(二)衡量模式適配度分析 

透過不同的適配度指標的計算，研究者可以研判假設模型與實際觀察資料的契合

情形，本研究根據學者之建議指標進行測量模式之適配度分析，本研究之數值皆符合

學者所建議的理想數值（見表 6），因此測量模式的契合度良好。 

四、結構模式分析 

(一)結構模式適配度分析 

在結構模式整體適配方面，可發現適配度指標皆在可接受的範圍，GFI 雖未達

0.9，但 Jöreskog and Sörbom（1993）建議 GFI 在 0.8 以上即是合理的適配度。其指標

如下：χ2/d.f.=2.82、GFI=0.89、AGFI =0.84、NFI =0.94、CFI=0.96、SRMR=0.064、

RMSEA=0.068，皆符合學者所建議的數值標準（見表 6），代表本研究結構模式的整

體適配情況十分良好。 

(二)結構模式實證結果 

接下來進行結構模式的分析，利用 LISREL 8.70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潛在變數間的

因果關係分析與檢定，並且以 R2 判斷研究模型的解釋能力（Pavlou & Fygenson, 2006）。

在確認模式具有相當的適配度及解釋力之後，需進一步進行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分

析與檢定；根據研究架構所提出的 6 個假設，由整體模式關係路徑檢定的結果顯示，

除了 H5：背包客知覺的旅遊網站使用特性，對於「持續使用意願」的影響未達 0.05

的顯著水準外，其餘 5 條路徑關係均呈現顯著。檢定結果整理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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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衡量模式之適配度分析 

適配度指標 測量模式 結構模式 建議值 

(χ2 / d.f.) 2.26 2.82 ≦3.00 
GFI 0.91 0.89 ≧0.90 
AGFI 0.85 0.84 ≧0.80 
NFI 0.95 0.94 ≧0.90 
CFI 0.96 0.96 ≧0.95 
SRMR 0.048 0.064 ≦0.08 
RMSEA 0.052 0.068 ≦0.08 

表 7 結構模式徑路分析結果表 

變數 估計參數 確認程度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者滿意度 持續使用意願 
資訊品質 徑路係數 

t-value 
0.335*** 

(4.770) 
    

系統品質 徑路係數 
t-value 

0.161* 
(2.044) 

    

服務品質 徑路係數 
t-value 

0.347*** 
(6.018) 

    

確認程度 徑路係數 
t-value 

 
0.728***

(20.702) 
0.736***

(21.528) 
0.378*** 

(6.399) 
 

知覺有用性 徑路係數 
t-value 

   
0.255*** 

(3.522) 
0.057 

(0.951) 
知覺易用性 徑路係數 

t-value 
   

0.319*** 
(5.679) 

0.127 
(1.902) 

使用者滿意度 徑路係數 
t-value 

    
0.725*** 

(11.652) 

註：*表示 t-Value > 1.96（P < 0.05）；**表示 t-Value > 2.58（P < 0.01）；***表示 t-Value > 3.29

（P < 0.001）。 

R2 值指的是外生變數對內生變數所能解釋變異量的百分比，代表研究模型的預測

力，其值介於 0 至 1 之間，當值愈大時，表示此模型的解釋能力愈佳。本研究之結果

發現，確認程度受到旅遊網站品質特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的正向顯

著影響，確認程度的變異解釋力為 59%；知覺有用性受到確認程度的正向顯著影響，

知覺有用性的變異解釋力為 53.1%；知覺易用性受到確認程度的正向顯著影響，知覺

易用性的變異解釋力為 54.1%；滿意度受到確認程度、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的正

向顯著影響，滿意度的變異解釋力為 74.8%；持續使用意願受到滿意度的正向顯著影

響，持續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力為 76.4%。顯示本研究模型的解釋力是相當不錯，符

合學者 Cohen（1988）的建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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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經由上述分析所獲得之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說多數獲成立，以下將根據分析之結

果，分述如下： 

背包客感受到旅遊網站的知覺品質，包括「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

品質」，對背包客的「確認程度」均具有正向顯著之影響，此證實結果與 Roca et al. 

（2006）；劉惠雯（2010）與 Lin and Wang（2012）之結果相符，然而在本研究中發

現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對背包客的「確認程度」影響效果較大（分別為 0.335***與

0.347***），但是系統品質的影響效果較小（為 0.161*）。分析其因，乃背包客在自助

旅遊之行前準備工作，對於行程規劃、預訂機票、住宿資訊及蒐集旅遊當地相關資訊

必須自行一手包辦，因此資訊的完整與正確性相當重要；此外，背包客可能會規劃不

同的旅遊路線與行程，因此會有各種不同的問題需要事前詢問，背包客會期望旅遊網

站能迅速回應背包客所提出的問題，給予適時的協助並提供最新的旅遊資訊，主動關

心背包客旅遊規劃進度。所以旅遊網站之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對於背包客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實際使用旅遊網站後，若符合或超越背包客先前對其旅遊網站的期望，

會讓背包客滿意程度提高。再者，對背包客而言，旅遊網站之系統品質相較於資訊品

質及服務品質之重要性來的不高，因為背包客屬非制式化的旅遊者，在使用旅遊網站

主要以資訊取得與問題詢問為主，實際在旅遊網站進行交易行為的頻率較低，故較不

會有安全及隱私上的疑慮，因此系統品質對於旅遊網站的確認程度之影響較資訊品質

及服務品質為低。 

背包客感受到的「確認程度」對背包客旅遊網站的「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

性」具有正向顯著之影響，其路徑係數皆約達 0.7 以上，表示影響效果非常顯著。此

證實結果與 Bhattacherjee（2001a）；許麗玲等（2008）及劉惠雯（2010）相符，

Bhattacherjee（2001a）指出 ECT 應包含採用後期望，才能夠更清楚的詮釋使用者持

續採用的行為，並將採用後期望視為認知信念（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因背包

客認為相較於其他旅遊資訊取得來源（例：旅遊書、個人 blog、Facebook 等），旅遊

網站更能有效率的完成旅遊資訊蒐集的動作，更快速掌握旅遊當地最近資訊；此外，

因背包客認為相較於其他旅遊資訊取得來源，旅遊網站的使用較符合平常蒐集資訊的

習慣，且認為其旅遊網站之操作介面是輕鬆簡單、容易上手的。 

背包客使用旅遊網站之後的確認程度、知覺旅遊網站使用特性（知覺有用性、知

覺易用性）皆為影響旅遊網站使用者滿意度之因素。此結果與許多 ECT 之研究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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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是一致的，即 Bhattacherjee（2001a）當初所主張：採用後之信念（Beliefs）與

確認程度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先前 ECT 文獻有頗多均已證實確認程度會影響使用者

對系統的滿意度（Spreng & Chiou, 2002；Bhattacherjee, 2001a；McKinney et al., 2002；

Lin et al., 2005；Thong et al., 2006；Roca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認為，背包客

在蒐集旅遊資訊時，對於旅遊網站的功能性期望高，使用時要能確實蒐集到有用的資

訊才能達到背包客的目的，所以旅遊網站越有用對於背包客的滿意度就會越高。此

外，背包客認為其旅遊網站之操作介面是輕鬆簡單、容易上手的，亦會提高背包客的

使用滿意度。所以，旅遊網站介面、功能的簡易性對於保留原有的使用者是非常重要

的，相對旅遊網站越容易上手，也較容易吸引新的背包客來使用。 

研究結果發現背包客對於旅遊網站之「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並不會顯

著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願」，其標準化路徑係數分別為 0.057（t =0.951）及 0.127

（t=1.902），這與先前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本研究推測其原因極可能是因目前旅遊

網站為數眾多，且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旅遊網站，彼此之間競爭日趨激烈，在內容與資

訊的提供上也越來越多元與豐富，在操作使用的功能上也越來越簡易方便，使得使用

者急速增加中；然而，這只是吸引背包客們一開始使用的誘因。我們認為使用者可能

已經將旅遊網站之有用性及易用性視為必要條件，所以背包客使用旅遊網站的時候，

若是知覺到有用性及易用性很低，使用者根本就不會想要再使用旅遊網站。旅遊網站

的有用性及易用性只是基本要求，並不能提高背包客持續使用意願；為促進背包客在

旅遊網站增加停留時間、保持與旅遊網站的黏度並持續使用，可能還需透過其他激勵

措施的建立，包括旅遊同好社群的連結、旅遊經驗的分享等網路社群因素來增進背包

客持續使用的行為意向。此外，背包客可能會因行程規劃的不同，而使用不同類型的

旅遊網站，對於旅遊網站的「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要先影響「使用者滿意

度」，當背包客使用旅遊網站獲得滿意之後才會進而影響其「持續使用意願」，因此

導致在本研究實證結果中該假說並未獲得支持。 

背包客感受到的「使用者滿意度」對旅遊網站的「持續使用意願」具有正向顯著

之影響，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725***（t =11.652），表示影響效果非常顯著。此證實

結果與先前頗多 ECT 之研究所證實的結果是一致的，皆呈現滿意度對持續採用意圖具

有非常正向顯著之影響（Bhattarcherjee, 2001a；Chiu et al., 2005；Roca et al., 2006；

Thong et al., 2006；Lin et al., 2005；Lin & Wang, 2012）。此外，行銷領域相關研究也

指出，若消費者對於購買（使用）產品之後的體驗是滿意的，將會影響之後的再購買

意圖願（Oliver, 1980；Anderson & Sullivan, 1993；Patterson, Lester, & Richard, 1997；

Olsen, 2002）。因此不論是在行銷上或資訊科技的應用上，滿意度反映的即是使用者

是否持續使用之因素。因此，如何增加背包客的滿意度則是旅遊網站之經營業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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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的課題，唯有增加背包客的滿意度，背包客才越會願意持續使用旅遊網站，企業

才有獲利的機會。 

二、研究之貢獻 

近年來，雖然已有不少學者採用期望確認理論（ECT）來探討各種資訊系統情境

下使用者之持續使用意願（Bhattacherjee, 2001a；Lin et al., 2005；Roca et al., 2006；

Kim, 2010；Lee & Kwon, 2011），但是在旅遊網站之情境下，尚未有藉由 ECT 來探討

背包客族群之持續使用意願之研究文獻。因此，本研究以期望確認理論為基礎，並結

合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深入探討背包客對旅遊網站之持續使用意願，以發展能夠準確

預測背包客持續使用意願之模式。藉由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後的資料結果顯示，

本研究之使用者滿意度的解釋力達 74.8%，持續使用意願之解釋力 76.4%。由此可見，

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亦能有效的預測與解釋在旅遊網站情境之下背包客的持續使用

意願。 

三、實務上之建議 

現今藉由網際網路來獲取旅遊資訊的人日益多，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2）之 2011

年國人旅遊狀況研究調查顯示，旅遊資訊來自「電腦網路」佔約 36.6%，僅次於親朋

好友的推薦；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在 2005 年十一月公佈針對台灣旅遊網站的調

查中發現，將近約九成的受訪者表示目前有使用旅遊網站，其目的主要以「蒐尋旅遊

資訊」；在 2010 年五月，創市際針對 3,112 位網友進行的旅遊調查結果，表示會以「參

考旅遊網站的資訊」為最多，約佔近三成使用者。因此，如何讓使用者能繼續使用原

先使用的旅遊網站，已成為目前市場上各家旅遊網站業者最重視的部分。有鑑於此，

本研究以 ECT 做為理論基礎，探討背包客持續使用願意，並提出以下建議，供業者實

務上之參考。 

(一)旅遊網站結合行動裝置服務以增進網站之整體品質 

科技發達與進步，促進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持有者逐年增加，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研究發現，當旅遊者在度假時，在當地使用無線網路上網，比待

在家時的使用頻率還要高。對背包客而言，行前蒐集旅遊相關資訊是必要的功課，但

如果能透過行動裝置來蒐集並更新旅遊資訊，想必可大幅提高旅行之便利性。因此本

研究建議旅遊網站業者可開發行動裝置版之網頁或是相關旅遊應用軟體（APPs），在

外地旅遊有網路環境時，能讓背包客即時查詢當地交通、天氣、景點、住宿等旅遊相

關資訊，以提升自助旅行之流暢度並增進背包客對旅遊網站的確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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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豐富網站使用環境 

在社群式旅遊網站（如：背包客棧、旅遊經、休息一夏等）中，或已有社群功能

的旅遊網站中，為了讓使用者在建置自己的旅遊分享文時，能感受到更多的樂趣及新

鮮感，本研究建議業者應提供更多元之編輯方式，除了文字編輯與張貼圖片外，可添

加個人化版面設計、嵌入影片等功能，豐富使用環境，增添使用的有趣性與個性化，

提供使用者在使用上的獨特體驗，彌補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的不足，進而提高使

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 

(三)增加業者與使用者之互動性，提供社群的功能與服務 

以商務導向之旅遊網站（如：易遊網、燦星旅遊、雄獅旅遊網等）及以內容供應

導向之旅遊網站（如：大台灣旅遊網、自遊自在旅遊網、台灣旅遊聯盟等）而言，大

部份只提供制式化的套裝行程，較不符合背包客需求，因背包客特徵是屬於較獨立、

自由的，不像一般制式化旅行團凡事皆有人安排。因此本研究建議業者，可提供社群

的功能與服務，來提升業者與背包客間、及背包客之間的互動程度；除了可提高網站

對背包客需求的瞭解之外，也提升了背包客對網站的黏度，只要旅遊網站能深耕社

群、提供符合社群需求的解決方案，並透過社群互動，快速提供完整詳實的資訊以解

答背包客的各種問題，定能增加背包客對旅遊網站持續使用的意願。 

四、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採用線上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在有效問卷樣本數 251 份當中，有高達 88%

年齡層居於 30 歲以下之區間，且職業別以學生最多。因此，本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可

能僅侷限於解釋 30 歲以下之年輕背包客使用旅遊網站之行為，尚無法涵蓋至全年齡

層區間之分析。 

研究樣本主要針對台灣背包客進行調查，如要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國外，在問卷設

計上必須考量當地國家文化上的差異，基於時間與經費上的限制，故本研究未進行其

它國家背包客之研究調查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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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表 1 本研究所使用之衡量題目及尺度 

構面 衡量題項 參考量表來源 

資訊品質 
（IQ） 

1.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會定期更新旅遊參考資訊及數據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資訊內容相當豐富（例：住宿、交通、美食等）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資訊是可信的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您需要的資訊 
5.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資訊呈現的方式令您滿意 
6.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資訊具有實質效益及幫助 

DeLone and McLean 
(1992)； 
Wu and Wang (2006)；
Kim et al. (2011) 
 

系統品質 
（SQ） 

1.您覺得該旅遊網站中的各項功能均可正常穩定運作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呈現的網頁資訊是快速順暢的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資訊有錯誤時，能快速即時更正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設有隱私權保護措施，對使用者個人資料進行加密

保護 
5.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資訊更新的速度很快 
6.您覺得該旅遊網站的品質是可靠的 

服務品質 
（SEQ） 

1.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有提供多種不同的聯繫方式（例如：TEL、FAX、

E-Mail等），好讓您傳達意見與需求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能快速且有效回應您的詢問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所提供的功能服務符合您的需求（例：機票比價、

住宿比價、行程規劃、聊天室等）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會員相關服務頗佳 
5.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會員快報或電子報等服務內容，符合您的需求 
6.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能為我提供充份的旅遊知識 

DeLone and McLean 
(2003)； 
Zeithaml and Bitner 
(2003)； 
Kim et al. (2011) 

確認程度 
（CF） 

1.您覺得在使用該旅遊網站之後的經驗，比您的預期還要好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所提供的功能、服務等，比您的預期還要好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的資訊蒐集效率，跟預期一樣好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確實達到如您想要的結果 
5.整體而言，您覺得該旅遊網站大致上有符合您先前對該旅遊網站的期待 

Bhattacherjee (2001a)；
許麗玲等（2008）； 
Lin and Wang (2012) 

知覺 
有用性 
（PU） 

1.相較於其他旅遊資訊取得來源（例：旅遊書、個人blog、facebook等），

您覺得該旅遊網站可幫助您完成更多的事情（例：線上比價、即時詢

問網友、掌握旅遊當地最新資訊等）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能幫助您將上述相關事情做的更好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能幫助您完成上述相關事情，較為快速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能幫助我完成上述相關事情，較有效率 
5.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功能，對您在蒐集資訊時是非常有用的 
6.整體而言，您覺得該旅遊網站對您而言，是很有幫助的 

Davis (1989)； 
Taylor and Todd (1995)；
許麗玲等（2008）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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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錄表 1 

知覺 
易用性

（PEOU） 

1.您覺得使用該旅遊網站是容易上手的  
2.相較於其他旅遊資訊取得來源（例：旅遊書、個人blog、facebook

等），您覺得該旅遊網站較符合我蒐集資訊的習慣 
3.您覺得使用該旅遊網站讓蒐集資訊比較容易 
4.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操作介面是簡單的 
5.整體而言，我覺得該旅遊網站是可以輕鬆使用的 

Taylor & Todd (1995)；
Moore & Benbasat (1991)；
許麗玲等（2008） 

使用者 
滿意度 

（SAT） 

1.您樂於使用該旅遊網站 
2.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整體表現接近我的期待 
3.您覺得該旅遊網站提供的資訊能符合我的需求 
4.您覺得使用該旅遊網站是正確的選擇 
5.您覺得很容易找到想找的旅遊資訊 
6.整體而言，我對該旅遊網站是感到滿意的 

Bhattacherjee (2001a)； 
許麗玲等（2008）； 
Kim et al. (2011)  

持續使 
用意願 
（CI） 

1.您在未來仍然會繼續使用該旅遊網站  
2.您覺得您在未來會推薦親友們使用該旅遊網站 
3.您覺得您在未來會告訴親友們有關該旅遊網站良好的感受 
4.您覺得就算有其他的旅遊網站可選擇，您仍然會繼續使用目前在

使用的旅遊網站。 

註：依下列所描述您對於使用旅遊網站的情況，請您依尺度大小來表示認同之程度。尺度 1=

非常不同意，尺度 4=普通，尺度 7=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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