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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夜市提供了獨特的夜間休閒生活體驗，匯集了逛街、購物、餐飲、觀光

瀏覽、散步、街頭表演及地方文化特色，成為當地民眾及外來遊客夜間休閒

活動的重要一環（蘇影倫，2006）。詹月雲、黃勝雄（2002）在研究中提到，

夜市不僅能夠提高社會經濟價值，亦具有觀光休閒價值，亦能夠突顯傳統地

方特色，其商品多樣化足以滿足消費者的心理價值，促進情感交流。夜市雖

為其傳統文化的傳承，卻也益充實內涵，將其發展為具有觀光魅力景點加以

行銷，強調以夜市、美食等之魅力，代表台灣地方特色之具吸引力的旅遊產

品。 

    夜市是台灣人重要的觀光遊憩資源，因此本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來分析

遊客的幸福感、消費體驗與滿意度之影響，並滿足遊客們新奇追求與體驗夜

市購物，以能使台灣的夜市文化更加繁榮並發展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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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的轉變，今日台灣人本土意識提高，夜市成為台灣夜生活中的

一項特色，夜市提供遊客獨特的夜間休閒遊憩生活體驗，匯集了逛街、購物、

餐飲、觀光瀏覽、散步、街頭表演及地方文化特色，成為當地民眾及外來遊

客夜間休閒活動的重要一環。 

夜市不僅與台灣人民緊緊連結，在全球文化中也能代表眾多台灣文化的

特色之一，他所蘊含的地方小吃、購物、娛樂都呈現了在地文化，歷年來在

台灣觀光景點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是台灣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休閒場所，更以

台灣縮影獲得國外旅客的青睞。夜市文化包含了傳統與現代、本土文化與外

來文化、歷史的保留、地方的特色風采、人們的真性情和社會變遷的軌跡。 

台灣的夜市極為興盛，許多的觀光宣導短片常有所謂的台灣夜市小吃及

夜市等介紹，故台灣夜市吸引眾多國外觀光客來台旅遊，不僅可品嚐台灣小

吃，更能體驗及認識到台灣豐富多元的文化。對地方而言，小吃攤販店家的

聚集，使夜市成為一個觀光的據點，不但增加當地民生消費活動也帶動了城

市的發展，使經濟大幅成長，可見夜市經營的好壞對地方發展與商機影響甚

大。 

台灣的夜市又分成三種型態：商圈夜市、觀光夜市、流動夜市，商圈夜

市就是周邊的商家吸引一些攤販的聚集而形成的夜市；觀光夜市是以市府規

劃為主的夜市，開闢一個地方可以讓攤販有規劃性的在此地設攤；流動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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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此地只有每週兩天才會有擺攤，此種稱為流動夜市。 

若是來台灣觀光，不可或缺的重點之一就非夜市莫屬了，逛夜市可以體

會到台灣特有的人文風情、熱情的招呼和一吃就上癮的道地美味。因此台灣

夜市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小吃。各個夜市都有其著名的重點小吃，台灣道地美

食是賣點之一，還有能夠引人注意的創意小吃，但其實台灣夜市裡不只有台

灣的美食，其更有包羅萬象的異國美食。 

第二節、研究動機 

詹月雲、黃勝雄（2002）研究中提到，夜市不僅能夠提高社會經濟價值，

亦具有觀光休閒價值，亦能夠突顯傳統地方特色，商品多樣化足以滿足消費

者的心理價值，達到促進情感交流。並隨著時代的轉變，夜市雖為其傳統文

化的傳承，卻也益充實內涵，因此夜市除了可以提升國人的休閒遊憩品質，

更可以進一步的吸引遊客振興地方經濟。這樣的夜間活動場所，便成為世界

眾多國家中，特別在亞洲國家（如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

等）的重要觀光遊憩資源之一！夜市不僅促進台灣觀光及經濟的繁榮，更是

成為台灣地區的一項特色，也逐漸變成了國內外旅遊行程當中，絕對不缺少

的一項行程。旱溪夜市裡的飲食、娛樂、百貨等各種服務業，正是休閒娛樂

及吃飯的好去處，更在物質需求及精神方面滿足了來往的消費族人群，讓人

感覺身處於日本廟會、基隆廟街的夜市，不但加深我們探索旱溪夜市的熱情，

也欲了解其經營特色並進一步探討其所擁有的優勢、劣勢與可能面對的機會

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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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旱溪夜市是許多遊客到台灣必遊的景點之一，夜市也是展現台灣地方文化

特色的一種媒介，此研究的目的想了解遊客對廟會型夜市的意象方面與感

受，與探討遊客對夜市體驗的程度，並以滿意度為中心來研究其顯著性！其

研究問題如下：   

（一）分析旱溪夜市的的經營特色與現況。 

               （二）了解遊客旱溪夜市的消費動機、消費體驗。 

                （三）分析旱溪夜市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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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蒐集過去研究的文獻進行文獻探討，以瞭解時間管理的定

義、概念及方法等方面之研究內容及研究發現，作為建立本研究架構及研究

假設之參考，提出最適合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綜合文獻探討之結果來進行問

卷設計和發放，經過收集與整理後，依循研究方法進行問卷的資料統計分析，

最後依據分析的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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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夜市的定義 

一、夜市的起源 

    台灣早期的夜市大都是因廟會或地緣之便等因素而產生，而漸漸形成一

個夜市，最早在舊市中心（如台北大稻埕）出現，開始由小吃攤的聚集逐漸

聚集而形成夜市。因此夜市開始在台灣形成時，即以每晚皆開市的型態出現，

而非由趕集式的定期市逐漸增加開市日期轉變而來（楊嵐鈞，2004）。現今在

都會區邊緣及鄉下地區盛行的流動夜市（即定期市），則是 1970 年代後期交

通發達後才盛行的現象，而到 1980 年代，台灣夜市才開始蓬勃發展。 

    夜市攤販的商圈主要由高密度集中的攤販聚集而成，對於消費者來說可

及性高、方便消費。夜市攤販不但提供了都市中另一種的休閒遊憩空間，在

台灣的許多都市之中，所以夜市往往成為一個觀光的據點，在生活上除了基

本的消費之外，並且兼顧了休閒與觀光的意義；在許多的觀光宣導短片中常

有所謂的台灣夜市小吃或夜市演變至今日，夜市已轉化可產生休閒消費的習

性，夜市的商品項目也由單純的日常用品增加為飲食遊樂、藥品等等之各式

各樣的攤位，除了純粹買賣的商業功能之久，更進供了民眾一項休閒的方式。 

根據李佳虹（2006）可知，夜市具有下列特色： 

1. 夜市為台灣傳統文化，且在 2008 年起漸已發展成為台灣觀光重點之一。 

2. 夜市並非正式經濟體制，是攤販聚集體。 

3. 夜市營業時間在於夜晚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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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夜市的消費屬於一種隨性消費。 

5. 夜市，是消費者於休閒消費時討價還價的過程。 

綜合上述，可以瞭解夜市在台灣的重要性，而夜市經濟型態與一般行業經濟

型態大不相同，無論是營業時間或是消費者之消費型態都不盡相同，故對於

夜市進行其關鍵成功因素的探討實為重要。 

二、夜市的定義 

    夜市與攤販商圈型態在台灣的都市發展中已成為特有的活動之一，由小

吃攤聚集逐漸聚市而形成了夜市，因此在形成時即以每晚皆開市的型態出

現，而非由定期市逐漸增加開市日期轉變而成」，夜市與攤販是一體兩面，夜

市是由攤販聚集而成的，隨著攤販數量的增加而繁榮。所以夜市行程原因除

了是流動攤販之聚合體，其形成的因素尚可分為下列幾點： 

（1） 經濟因素：因為所得增加致使人民之消費能力提升，刺激生產，流動攤 

          販們以成本低、利潤高之消費品來因應人民需求，進而促使 

          夜市的形成。 

（2） 法律因素：因法令不足，相關單位執行公權力不嚴格，造成流動攤販增 

          加，而使其趨於固定，以致形成夜市。 

（3） 社會因素：由於城市發展快速致使城鄉差距大，使原務農人口無法適應 

          都市快速發展而無一技之長，逐漸已排攤販為生，才會進一 

          步促成夜市。 

（4） 消費者需求：夜市由許多不同攤販形成，提供消費者多樣性的選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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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由市場自由運作，使攤販們致力創新提升夜市品質，再 

            輔以由自治會統籌規劃使其更具系統，讓消費者可在住家 

            附近享受到物美價廉的商品，因此消費者需求為夜市形成 

            之一大主因。夜市具有歷史、社會及經濟意義，提供消費 

            者獨特的夜間休閒遊憩生活體驗，匯集逛街、購物、餐飲、 

            觀光瀏覽、散步以及地方文化特色於一堂，已成為當地民 

            眾及外來旅客夜間休閒活動中重要一環（蔡長清、張雪 

            玲、黃淑貞，2001）。夜市通常形成於一個容易辨認、人 

            口緊密聚集的區域，在空間分佈上，夜市常位於商業區外 

            的邊緣地帶，城市內的夜市常位於廟口、菜市場等舊社區 

            中心或主要街道旁的側巷裡，即使在鄉下地區，亦常在較 

            不阻礙交通的廟埕上舉辦，與一般商業區的空間分佈有明 

            顯的差異（李佳虹，2006），因此夜市在台灣形成時，以 

            每晚皆開市的型態出現，而非趕集式的定期市則是逐漸增 

            加開市日期轉變而來（楊嵐鈞，2004）。 

    另外詹月雲、黃勝雄（2002）在觀光夜市發展之課題與對策探討中將夜

市歸納出幾點特性：依照攤販管理規則第五條之規定，夜市需有攤販許可證，

在一定場所販賣物品者，且具有非正式的自治組織，由各縣市的市場管理處

管轄；其營業位置於室外的空地上，營業時間以夜晚的時間為全；提供民眾

休閒、社交的場所，且能鮮明地反應一個國家、地區之生活文化，並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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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人們物質需求之功能。綜合以上眾多學者對夜市之定義，可由此得知，

夜市即為於夜間營業之市集，其乃由許多攤販在固定的時間地點共同聚集而

形成，並具有其自治組織，主要為提供民眾隨性消費、休閒、社交及放鬆的

一個場所。 

三、夜市的特性 

    提到夜市一詞通常都會聯想到熱鬧、小吃、擁擠和低價的便宜貨的傳統

印象，夜市除了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的消費功能外，也提供了都市中另一種的

休閒遊憩空間，在台灣的許多都市之中，夜市往往成為一個休閒的據點，在

生活中除了基本的消費之外，並且兼顧了休閒的意義，以下分類幾點夜市的

特性： 

（1）夜市的特性 

1. 安全性：開始營業時間應禁止車輛進入，改以徒步方式以保護顧客的安全。 

2. 吸引力：為了招攬更多的遊客會在夜市入口處放上顯目的招牌，來吸引顧 

           客。 

3. 多樣性：匯集了餐飲、休閒、逛街、購物滿足了許多的顧客需求。 

4. 舒適性：垃圾桶及公共廁所，而且夜市採光明亮度適中，讓遊客在逛夜市 

           時也能感到很輕鬆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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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為活動特性 

1. 商業活動：商業活動即購物活動，是所有活動的主軸，其他活動伴隨商業 

             活動而來，其他活動尚有促銷活動及展示活動。 

2. 民俗表演及公益活動：舉行公益活動及活動表演，具體表現出地方特性， 

                       以讓遊客對夜市的形象價值提高。 

3. 生活資訊情報收集：遊客逛夜，就像在零售業中，朋友或親人們共同聚集 

                    交換生活上的各種資訊，無形之中，增加強了市民之  

                    間彼此相互了解與關係（郭嘉倫，2004）。 

四、夜市的功能 

    一般大部份的人不論是在自己的居住地進行觀光或者是到外地去旅都會

先到當地的夜市去走走逛逛，因為夜市比較容易使人先了解當地的文化風

情。透過夜市，人們對於當地的地方文化會有進一步的了解夜市提供了多樣

化的商品，不但可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在逛夜市的過程中還能接近不同的人

群，而促進情感的交流。 

    夜市主要的經濟功能主要在於其分佈廣泛的銷售網絡使得這個以攤販為

主所形成，並與其他行業皆有密切的連結！它不但提供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銷

售管道，將民生用品販賣到全島各個角落，並提供國內製造及零售業應對市

場競爭的彈性，讓設計不受消費者歡迎、退流行、訂單退貨、有瑕疵、及換

季庫存貨底等產品，能夠經由夜市攤販（再次）進入市場，這個特殊的經濟

角色在經濟不景氣時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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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部份的夜市攤販曾從事別的工作或仍持有白天的工作，亦不乏中

產階級的參與，許多人主動選擇此項行業，期望以勞力及時間的付出，經營

攤販生意來突破本身缺少創業資本的束縛，達到社會流動的目標，使得一般

民眾可以用低資本的投入，達到創業的目標，以加速市場上資本的流動；同

時藉由低廉的價位，吸引消費者的聚集，並得以將倉庫中的存貨予以有效的

清除，形成低價消費的次級市場。除了經濟功能外還整理出以下幾點： 

    1. 為日常生活添加一些樂趣；2. 享受購物以求自我滿足；3. 了解新的流

行趨勢；4. 把購物當作一種休閒；5. 去夜市購物時順便「挖寶」；6. 藉由接

觸商品享受感官刺激；7. 追求社交經驗；8. 享受討價還價和殺價的快感。 

五、夜市的價值 

    夜市提供了獨特的夜間休閒遊憩生活體驗，匯集了逛街、購物、餐飲、

觀光瀏覽、散步、街頭表演及地方文化特色，成為當地民眾及外來遊客夜間

休閒活動的重要一環，因此夜市不僅能夠提高社會經濟價值，亦具有觀光休

閒價值，亦能夠突顯傳統地方特色，其商品多樣化足以滿足消費者的心理價

值，達到促進情感交流。夜市雖為其傳統文化的傳承，卻也益充實內涵。 

    夜市裡有傳統與現代、有本土與外來文化、有歷史的源流、有土地的風

采、有人們的真性情和以及社會變遷等等；夜市遠比我們所看到的，來得更

有深度，且蘊含豐富的生命力；不僅僅熱鬧喧嘩，其中也有自成一格的生存

鏈。觀光夜市除了吃的之外，還有服飾、飾品等現代流行商品擺攤，來自各

國、各地的美食，讓我們能品嘗到各式各樣的美食，其中台中、高雄當地的



 

11 

小吃，道地的口感更是讓國外來的遊客讚不絕口。 

    夜市是一種行人徒步區之夜市，雖影響交通、環保等問題，但對市民休

閒活動及都市景觀有著部分正面價值（郭嘉倫，2004）： 

1. 促進地區商業再發展：因商業再發展，投資意願提高，而促進土地間的發 

                    展，相互循環，以提供一個良好的休閒場所。 

2. 改善都市景觀：更改不明確的指標，增設燈光照明，使過去遊客對少部分 

              的夜市，不再認為是個不良場所之地，而是個優良休閒的 

              場所。 

3. 促進社區居民之認同感：夜市在附近居民的住所下成立，帶動了商業發展，  

                     但避免附近居民認為夜市的成立會影響生活品質 

                     ，所以需增進附近居民的認同感，促進社區意識 

                     之發展，使社區居民更重視，提升更好的生活品質。 

4. 提供市民休閒場所：夜市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遊客夜間正當休閒的娛樂場 

                  所，藉由逛街及購物來紓壓工作疲勞或課業壓力，增 

                  進朋友或親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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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顧客滿意度 

一、顧客滿意度 

    Phillip et al.（2003）指出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對於服務過程整體滿意與滿足

的程度。Kolter（2000）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認為滿意度是顧客對於產品

功能特性的期望所形成愉悅或失望的程度。因此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簡單定義為：只要是找出顧客的需要，然後加以滿足；更進一步

地說：必須深入顧客的內心找出對公司、產品及員工的期望，以最快、最直

接、最符合顧客意願的作法，且比競爭者更早滿足顧客的需要。還要透過來

自顧客角度的認知評估，不斷持續改進這個過程，以獲得顧客的信任，使之

成為終生顧客，進而達成共存共榮的目標。因此顧客滿意是最終結果，顧客

滿意與過往經驗及事前預期相關、顧客滿意是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事後評估、

顧客滿意為顧客主觀價值認定，而顧客對產品績效的認知與個人期望差異之

程度，差異程度愈大，滿意度愈低，差異程度愈小，滿意度則愈高。因此若

要增進「顧客滿意度」，應縮短個人認知與期望之差異，換言之應重視每位顧

客的感覺（鄒文恩，2005），才能達到改進滿意度之目的。 

二、顧客滿意度之重要性 

    隨著產品的多樣化，顧客的滿意度也愈來愈取決於服務，而不是產品或

服務的差異性，Kolte（1991）認為高的顧客滿意度是企業未來獲利的最佳指

標，所強調產品之價格優勢不會在顯著，顧客滿意才是唯一有意義的競爭利

器，要能擁有最多滿意的顧客，便必須以顧客為導向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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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滿意度的構成要素 

    根據上述重點所整理，顧客滿意度的構成要素有三大點，其中又可細分

出不同性質的影響要素因子，而那五點分別是形象因素（間接要素）、環境因

素（間接要素）、便利因素（間接要素）、服務因素（直接要素）、商品因素（直

接要素）。 

1. 形象因素（間接要素）：形象可分為所營造的形象和社會大眾的認知兩種， 

                     營造的形象稱為形象觀感，社會大眾的認知稱為刻 

                     版印象。 

2. 環境因素（間接要素）：環境則分為環境、設施、整潔…等因素。 

3. 便利因素（間接要素）：便利則分為購買便利性、交通便利性、設施便利性… 

                      等因素。 

5. 服務因素（直接要素）：服務則分為服務人員購買前的資訊服務；服務人員 

                     購買後的售後服務；服務人員的專業態度…等因 

                     素。 

5. 商品因素（直接要素）：商品則是指商品的價值、價格、品質…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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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滿意度的因素 

    Cardozo（1965）是最早提出顧客滿意度之觀念的學者，他指出顧客滿意

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的行為，且會購買其他的產品，乃是顧客再度購買的重

要因素之一，但由於每個人的特質不同、背景也不同，而對同一件事可能會

產生多種不同的態度、偏好及動機。Hempel（1977）認為顧客滿意程度是決

定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或服務之實現程度，反應出「預期服務績效」與「實

際服務績效」結果的一致性。葉柏林（2005）顧客滿意度是指顧客事後可感

知的結果與事前的期望值之間進行比較後的一種差異函數！滿意度及是顧客

的「預期服務」與「實際服務」的差異度，消費者對於夜市滿意度影響有五

項因素（服務、產品、價格、環境、個人），這些因素會影響遊客逛夜市的回

流度！由上可知滿意度定義主要是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間之一致性做為基

準，可由兩者之間的差距量測顧客是否感到滿意。 

    滿意度一直是各研究用來測量人們對產品、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品

質…等方面之看法的工具，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衡量行為指標，相當多研究滿

意度的文獻中都發現，遊客在不同的背景、文化、經濟、印象…等因素影響

下，產生多樣的態度、偏好及動機，並以不同的方影響滿意度。而影響事前

期待的因素有以下幾項： 

（1）個人來源：家人、親友、同事、鄰居。 

（2）經驗來源：操作、印象、認知、使用過的親身經驗。 

（3）商業來源：廣告、包裝、產品、推銷員、陳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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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訊來源：網際網路、傳播媒體、報章雜誌。 

（5）公共來源：環境、整潔、設備、便利 

 

第三節、幸福感 

一、 幸福感的定義 

    幸福感的原則在於自我實現、體驗感受兩部份，是屬於個人主觀的體驗

感受、正向情緒，而非外在客觀的評估標準，與滿意度不同的是在於滿意度

可針對商品、服務的品質、價格、性能來做依據。 

二、 幸福感的理論 

幸福感的產生依照心理學分為需求、人格、體驗三部份： 

( 一 )滿足需求 

    幸福感源自於滿足需求，Maslow（1970）馬斯洛提出的需求理論，

生理、慾望、物質、情愛、關懷、自尊、實現…等需求，而一旦達到

目的後的體驗感受為正向情緒就是幸福感，這種需求滿足是提升幸福

感的最佳動力。 

( 二 )人格特質 

    從人格特質觀點來看待幸福感比較偏向個性，外向型人格的人具

有較高的幸福感，而神經質人格則與幸福感呈現負相關，主要是因為

思考的邏輯不一樣；外向型人格比較偏向活潑開朗、積極客觀，而神

經質人格則比較偏向緊張焦慮、優柔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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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體驗感受 

    體驗感受來自於消費、使用過程對於認知、記憶的觀點有所感

受，也就是當一個人擁有懷舊、新鮮、有趣的記憶為核心，就比較容

易誘發幸福感的產生。而個人過去的人生觀、價值觀，所造成的生活

型態、生活目標比較的結果來看，當個人的理想、期望目標情況高於

標準時則會產生幸福感，相反的當個人的理想、期望目標情況低於標

準時則會導致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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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構成要素 

幸福感根據需求滿足、人格特質、體驗感受理論所構成的要素，其中又可

分出不同型的要素： 

表 2-1 需求滿足、人格特質、體驗感受要素 

理論 類型 

需求滿足 生活需求 個人生理、個人自尊、個人安全、教育學習 

生活型態 每月收入、婚姻家庭、身體健康、休閒娛樂 

自我實現 目標計畫、追求理想、個人期待、物質享受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 活潑開朗、樂觀積極、緊張焦慮、優柔寡斷 

幫助他人 心靈感受、互相交流、幫助他人、協助他人 

情緒感受 知足常樂、情感交流、關懷關愛、自我認同 

體驗感受 消費體驗 服務品質、飲食過程、記憶認知 

職場工作 工作壓力、工作負荷、責任承擔、工作成就 

使用行為 使用便利、使用體驗、使用習慣、興趣專長 

針對幸福感主要在於多層面的思考，所以對於幸福感的差異可以區分為，

滿意度注重物質、幸福感注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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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質化取向的研究法，也是蒐集、組織和分析資料的

特殊策略。它具有特殊性、描述性、啟發性、歸納性、探索性和解釋性等特

性。個案研究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個案與不同層次的分析；個案研究法通常

合併多種資料收集方法，例如：檔案資料、訪談分析、問卷統計，以及觀察

研究、田野調查…等。所以個案研究法可以分為回溯性或追溯性與現實性、

單一性與多重幾個不同性質的研究方法。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代表一個普遍而具體化的操作化過程，必須透過客觀、有系

統的科方法，在應用上必須要了解實施的過程與程序，才能蒐集到可靠、有

效的資料。並讓利用網路問卷讓填答者可以利用最方便的時間填答、問卷，

具匿名性、題目標準化、實施的範圍較廣！藉由問卷的設計，來瞭解消費者

的館反應與意見，以達到用後評估的目的。 

第二節、問卷抽樣 

    本文問卷設計參照幸福感、消費體驗、顧客滿意度的三個部份，並以本

文由文獻探討中的定義出並訂定問項題目，本研究以「旱溪夜市」為研究範

圍，並進行網路問卷調查，發放 200 份問卷樣本填寫，然後以 SPSS17.0 進行

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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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數據分析 

  本文調查樣本數為 200 份回收率為 100％，針對有去過旱溪夜市的遊客進

行問卷調查，並利網路問卷調查發放填寫，然後以隨機方式抽取樣本進行問

卷調查，在以 SPSS17.0 進行統計分析。 

 

第一節、 敘述統計 

                          表 4-1 敘述統計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08 54％ 

女性 92 46％ 

年齡 12 歲以上 3 1.5％ 

16～20 歲 35 17.5％ 

21～25 歲 81 40.5％ 

26～30 歲 31 15.5％ 

31～35 歲 17 8.5％ 

36～40 歲 11 5.5％ 

41～45 歲 4 2.0％ 

46～50 歲 5 2.5％ 

51～55 歲 10 5.0％ 

56～60 歲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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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額 1000 元以下 67 33.5％ 

1000～2000 元 72 36.0％ 

2000～4000 元 37 18.5％ 

4000～6000 元 4 2.0％ 

6000～8000 元 2 1.0％ 

8000～10000 元 3 1.5％ 

10000 元以上 15 7.5％ 

請問您一個月內

來過旱溪夜市的

次數？ 

1 次 26 13.0％ 

2 次 44 22.0％ 

3 次 47 23.5％ 

4 次 16 8.0％ 

5 次 7 3.5％ 

6 次以上 60 30.0％ 

晚上 6～8 點 68 34.0％ 

消費時段（夜間） 晚上 8～10 點 110 55.0％ 

夜間 10～12 點 22 11.0％ 

1 小時內 25 12.5％ 

遊玩時間 1～1.5 小時 80 40.0％ 

1.5～2 小時 6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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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小時 22 11.0％ 

2.5～3 小時 5 2.5％ 

3 小時以上 3 1.5％ 

美食料理 107 53.5％ 

消費動機 服務態度 25 12.5％ 

物美價廉 25 12.5％ 

環境衛生 18 9.0％ 

親友推薦 14 7.0％ 

廣告口碑 9 4.5％ 

促銷活動 2 1.0％ 

服務效率 0 0% 

小吃美味且多樣

化 

80 40.0％ 

請問您是被夜市

的哪一特點吸引

而來的？ 

夜市具有知名度 54 27.0％ 

服飾風潮且流行 29 14.5％ 

娛樂有趣好玩 16 8.0％ 

報章雜誌的報導

吸引好奇心 

13 6.5％ 

物價合理便宜 6 3.0％ 



 

22 

店家服務態度親

切   

2 1.0％ 

美食小吃 56 28％ 

夜市哪項讓你感

到幸福？ 

情侶相處 56 28％ 

同伴相處 54 27％ 

記憶認知 12 6％ 

熱鬧有趣 12 6％ 

服務品質 10 5％ 

美食料理 128 64.0％ 

個人消費所在 娛樂遊戲 26 13.0％ 

飲料飲品 17 8.5％ 

精品服飾 14 7.0％ 

日常用品 7 3.5％ 

音樂唱片 3 1.5％ 

紀念用品 2 1.0％ 

書籍雜誌 2 1.0％ 

五金用品 1 0.5％ 

家電用品 0 0% 

個人喜好 69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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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消費原因 消費預算 38 19.0％ 

攤位人氣 36 18.0％ 

等待時間 13 6.5％ 

服務態度 12 6.0％ 

商品品質 7 3.5％ 

商品價格 7 3.5％ 

選購時間 6 3.0％ 

親友意見 6 3.0％ 

環境衛生 4 2.0％ 

服務效率 2 1.0％ 

商品外觀 0 0.0％ 

網際網路 68 34.0％ 

您對夜市的資訊

來源？ 

親友推薦 27 13.5％ 

旅行資訊 24 12.0％ 

書籍雜誌 23 11.5％ 

報章雜誌 18 9.0％ 

媒體資訊 15 7.5％ 

新聞媒體 14 7.0％ 

電視廣告 11 5.5％ 



 

24 

您對夜市的刻板

印象 

人潮擁擠 84 42.0％ 

環境熱鬧 48 24.0％ 

環境髒亂 42 21.0％ 

攤位很多 14 7.0％ 

物美價廉 12 6.0％ 

處夜市的改進之 夜市人潮擁擠 75 37.5％ 

夜市環境髒亂 65 32.5％ 

夜市動線不良 30 15.0％ 

夜市飲食衛生 15 7.5％ 

街道很不通暢 8 4.0％ 

行動很不方便 7 3.5％ 



 

25 

第二節、交叉分析 

本文透過交叉分析將兩種同性質的問題逐步比對，以 200 份問卷樣本填寫

進行交叉比對出人數和比例上的差異做出推論。 

一、 基本資料 

表 4-2 交叉分析－性別 v.s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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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12 歲以上 3 － 

100％ － 

16～20 歲 20 15 

57.15％ 42.85％ 

21～25 歲 52 29 

64.2％ 35.8％ 

26～30 歲 16 15 

51.61％ 48.39％ 

31～35 歲 9 8 

52.94％ 47.06％ 

36～40 歲 6 5 

54.55％ 45.45％ 

41～45 歲 － 4 

－ 100％ 

46～50 歲 － 5 

－ 100％ 

51～55 歲 2 8 

20％ 80％ 

56～60 歲 － 3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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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交叉分析－性別 v.s 消費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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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晚上 6～8 點 34 34 

50％ 50％ 

晚上 8～10 點 64 46 

58.18％ 41.82％ 

夜間 10～12 點 10 12 

45.45％ 54.55％ 

       6~8 點為正常用餐時間，所以男女比例較相同。8~10 點男性比例 

   較高可能是因為女性想回家收看連續劇。10~12 點女性比例較高，可 

   能是因為女性看完連續劇肚子餓了所以出來吃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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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屬性 

表 4-4 交叉分析－消費時段 v.s 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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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6～8 點 晚上 8～10 點 夜間 10～12 點 

1000 元以下 18 49 － 

26.87％ 73.13％ － 

1000～2000 元 31 41 － 

43.05％ 56.95％ － 

2000～4000 元 19 18 － 

51.35％ 48.65％ － 

4000～6000 元 － 2 2 

－ 50％ 50％ 

6000～8000 元 － － 2 

－ － 100％ 

8000～10000 元 － － 3 

－ － 100％ 

10000 元以上 － － 15 

－ － 100％ 

      對於夜市的消費時段來說，以晚上的 6～8 點、8～10 點為主，而消 

  費金額都在 1000～6000 元左右，夜間 10～12 點的消費金額則在 6000～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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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交叉分析－消費時段 v.s 到訪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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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6～8 點 晚上 8～10 點 夜間 10～12 點 

1 次 31 41 － 

43.05％ 56.95％ － 

2 次 19 18 － 

51.35％ 48.65％ － 

3 次 16 24 7 

34.04％ 51.06％ 14.9％ 

4 次 － 8 8 

－ 50％ 50％ 

5 次 － － 7 

－ － 100％ 

6 次以上 30 30 － 

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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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交叉分析－消費時段 v.s 遊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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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6～8 點 晚上 8～10 點 夜間 10～12 點 

1 小時內 25 － － 

100％ － － 

1～1.5 小時 20 60 － 

20％ 80％ － 

1.5～2 小時 23 42 － 

35.38％ 64.62％ － 

2～2.5 小時 － 8 14 

－ 50％ 50％ 

2.5～3 小時 － － 5 

－ － 100％ 

3 小時以上 － － 3 

－ － 100％ 

     對於夜市的消費時間來說，以晚上的 6～8 點、8～10 點為主，而停 

  留時間都在 1～2.5 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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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幸福感受 

表 4-7 交叉分析－幸福感 v.s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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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美食小吃 36 28 

56.25％ 43.75％ 

人際相處（情侶、同伴） 19 31 

38％ 62％ 

服務品質 30 10 

75％ 25％ 

記憶認知 12 12 

50％ 50％ 

熱鬧有趣 11 11 

50％ 50％ 

      對於夜市飲食的幸福感來說，女性比較偏向美食小吃、人際相處， 

  男性則比較偏向服務品質、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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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交叉分析－幸福感 v.s 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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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小吃 人際相處 服務品質 記憶認知 熱鬧有趣 

1000 元以下 18 45 － 4 － 

26.87％ 67.16％ － 5.397％ － 

1000～2000

元 

25 5 22 20 － 

34.72％ 6.94％ 30.56％ 27.78％ － 

2000～4000

元 

19 － 18 － － 

51.35％ － 48.65％ － － 

4000～6000

元 

2 － － － 2 

50％ － － － 50％ 

6000～8000

元 

－ － － － 2 

－ － － － 100％ 

8000～10000

元 

－ － － － 3 

－ － － － 100％ 

10000 元以上 － － － － 15 

－ － － － 100％ 

      對於夜市消費金額和幸福感來說，幸福感越高則消費金額越高；並以 

  美食小吃、服務品質、環境品質為消費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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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滿意度的昇華就是幸福感，對於夜市的幸福感來說以美食小吃、人際相

處為關鍵，80%幸福感的體驗與體驗行銷最大差異在於過程與結果，而以滿意

度昇華為幸福感的項目主要有服務品質、美食小吃、環境品質…等，另外記

憶誘發幸福感的部份則有記憶認知、熱鬧有趣，人際相處的體驗感受則包括

同行對象、人際相處；因此要將滿意度昇華為幸福感，則必須加強服務品質、

環境品質兩部份，而同行對象、人際相處的情感體驗為創造消費者愉快情緒

的需求。 

第二節、研究建議 

    夜市對於刻板印象來說總是無法脫離髒亂、污穢、不衛生，只要再配合

著商家推動和民眾的配合，便可輕易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降低它對環境的

衝擊；若是能在「維護」與「保存」兩方面的取捨上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

就能改善民眾對夜市的刻板印象而永續發展下去。為了讓夜市的空間不要在

空間小、空氣悶的環境下，改善環境整潔、設置移動式垃圾桶，如此的競爭

環境更應當努力提昇遊客滿意程度，讓夜市觀感的環境滿意度提昇成為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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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問卷 

先生、女士您好： 

 我們是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遊憩系三年級學生，非常感謝您為了我們停留

您的腳步，協助我們填寫這份問卷 ! 這是一份探討「夜市遊客體驗對幸福感

與顧客滿意度調查」以旱溪夜市為例的問卷，藉此研究了解遊客對於旱溪夜

市的幸福感與顧客滿意度。此調查純屬學術探討性質，沒有絕對的答案，所

有的問卷以匿名的方式處理，研究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感謝您的幫忙，

謝謝 ! 

 

敬祝 

 

一切順心 ! 身體健康 ! 萬事如意 ! 

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遊憩管理系三年級學生上  

 

基本資料 

□ 男  □ 女 

年齡 

□ 12 歲以上  □ 16 ~ 20 歲  □ 21 ~ 25 歲  □ 26 ~ 30 歲   

□ 31 ~ 35 歲  □ 36 ~ 40 歲  □ 41 ~ 45 歲  □ 46 ~ 50 歲   

□ 51 ~ 55 歲  □ 56 ~ 60 歲  □ 61 ~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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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額 

□ 1000 元以下 □1000 ~ 2000 元 □2000 ~ 4000 元  

□ 4000 ~ 6000 元 □ 6000 ~ 8000 元 □ 8000 ~ 10000 元 □ 10000 以上 

請問您來過夜市的次數 

□ 1 次 □ 2 次 □ 3 次 □ 4 次 □ 5 次 □ 6 次以上 

消費時段 ( 夜間 ) 

□ 晚上 6 ~ 8 點 □晚上 8 ~ 10 點 □夜間 10 ~ 12 點  

遊玩時間 

□ 1 小時內 □ 1 ~ 1.5 小時 □ 1.5 ~ 2 小時  

□ 2.5 ~ 3 小時 □ 3 小時以上 

消費動機 

□ 美食料理  □ 服務態度  □ 物美價廉  □ 環境衛生   

□ 親友推薦  □ 廣告口碑  □ 促銷活動  □ 服務效率 

請問您是被夜市的哪一特點吸引而來的？ 

□小吃美味且多樣化 □夜市具有知名度 □服飾風潮且流行 

□服飾風潮且流行 □娛樂有趣好玩 □報章雜誌的報導吸引好奇心 

□物價合理便宜 □店家服務態度親切 

夜市哪項讓你感到幸福？ 

□ 美食小吃 □ 情侶相處 □ 同伴相處 □ 記憶認知 □ 熱鬧有 

□ 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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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消費所在 

□美食料理 □娛樂遊戲 □飲料飲品 □精品服飾 □日常用品  

□音樂唱片 □紀念用品 □書籍雜誌 □五金用品 □家電用品 

影響消費原因 

影響消費原因 

□個人喜好 □等待時間 □服務態度 □商品品質 □商品價格 

□選購時間 □親友意見 □環境衛生 □服務效率 □商品外觀 

您對夜市的資訊來源？ 

□網際網路 □親友推薦 □旅行資訊 □書籍雜誌 □報章雜誌  

□媒體資訊 □新聞媒體 □電視廣告  

您對夜市的刻板印象 

□人潮擁擠 □環境熱鬧 □環境髒亂 □攤位很多 □物美價廉 

夜市的改進之處 

□夜市人潮擁擠 □夜市環境髒亂 □夜市動線不良 □夜市飲食衛生 

□街道不通暢 □行動不方便 

 

 

 



 

39 

參考文獻 

一、書籍雜誌 

邱皓欣（2007）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 中文視窗版資料分析範例

解析，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吳明隆（2006）SPSS 統計應用學習實務：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第三

版），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刊與碩博士論文 

林韋豪（2007）觀光夜市設置發展之分析與探討－以士林、花園街、饒

河街以及圓環、寧夏夜市為例，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研究所碩

士論文。 

楊素美 ( 2014 )高雄市林園高中國中部學生夜市參與行為與幸福感之研

究 

李佳虹（2006）外籍人士對台灣夜市體驗與意象之研究，逢甲大學景觀

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慕潔（2009）建構觀光夜市顧客滿意度模型，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

所。 

顏家芝、林子傑、盧遠平、李志仁、邱怡傑（1999）夜市消費者消費行

為之比較－景美、士林、華西街三夜市之探討，造園學報，5（2），39

～56 頁。 

黃鈞亭（2007）觀光整合行銷策略之研究：以士林觀光夜市及週邊商店



 

40 

街為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郭嘉倫（2004）士林夜市顧客滿意度分析－以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消費行

為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市暨環境規畫系碩士論文。 

陳慧姍 ( 2013 ) 觀光夜市遊客滿意度之研究-士林夜市為例 

【1】 楊嵐鈞（2004）夜市文化地景之地域性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

都市設計 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影倫（2006）國際觀光客對台灣觀光夜市之觀光意象、旅遊體驗與旅

遊購後行為關係之研究，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月雲、黃勝雄（2002）觀光夜市發展之課題與對策探討－以高雄六合

觀光夜市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