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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旅遊廣告目的不外乎吸引潛力遊客之注意並增加遊客的到訪。所有的廣告媒體中，最能善

用文字與畫面的莫過於平面廣告，當網際網路風行的同時，廣告摺頁仍廣為觀光地區所運用。

摺頁廣告之評估有助於為了解廣告之效率，同時也可根據摺頁廣告之效用以發展旅遊市場之預

測模式，本研究以「台南府城旅遊摺頁」為範例，針對「高職生」對此「旅遊摺頁」的「滿意

度」做調查，探討什麼樣「旅遊摺頁」之內容最能吸引高職生的注目以及興趣。

隨著觀光產業的發達，旅遊目的地逐漸地被視為一種商品，在我們現今的生活無不充斥

在廣告的世界裡，觀光旅遊活動也在旅遊摺頁的推展下更顯活躍，並透過旅遊摺頁傳達旅遊

目的地之訴求內容，建立起遊客對於旅遊目的地之正面意象，藉由旅遊摺頁、旅遊廣告促銷

來行銷台南府城之觀光，而台南市政府及鄉鎮市單位亦備有旅遊摺頁冊、旅遊地圖、當地活

動訊息傳單等旅遊資訊，提供給當地民眾與遊客免費索取，在旅遊摺頁豐富的圖片以及詳細

深刻的文字表訴，使遊客產生了對於旅遊目的地的好奇與情感，因而，遊客對於目的地之資

訊的來源變得更為豐富。

「觀光活動已逐漸成為台灣極力推廣的產業，觀光業有利於提升本土形象與認同且相較

於傳統產業對環境的污染較少。「觀光」已成為許多國家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全球觀光產

業及觀光活動的發展正處於活潑的嶄新階段」（交通部，2002），透過旅遊摺頁加上資訊科技

的無遠弗屆，遊客在觀光的訊息內容的取得上更為便捷，來自多方的旅遊訊息不但拉近了遊

客與旅遊目的之間的距離，旅遊摺頁的觀光目的地形象也得已展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台南各

鄉鎮市將地方的特色展現在其旅遊摺頁冊內容的文字與非文字的訊息上，遊客可以透過這些

旅遊摺頁冊訊息來解答其對於旅遊目的地的旅遊需求，希望透過旅遊摺頁廣告吸引更多的外

地觀光客到台南府城觀光，此本小組欲透過此研究了解以下內容：

一、探討旅遊摺頁是否能提昇高職觀光科學生前往台南府城的觀光意願。

二、探討高職生觀光科學生對於府城觀光旅遊摺頁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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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本章針對下述三個部份分別加以探討：「旅遊摺頁」、「台南府城」、「滿意度」。

一、旅遊摺頁

(一)旅遊摺頁之定義

「遊客對於某一旅遊地區之意象越強烈越深刻及良好，澤影響前往造訪的意願越

高，因此如何創造旅遊地區自身在遊客心中正面意象，平面媒體傳播的吸引力必然不

可缺少；而『摺頁』是顧客與觀光市場之間普遍運用的資訊媒體之一，為探討其扮演

的功能，應了解摺頁的內容與觀光市場的名詞界定、觀光系統、觀光市場行銷面的內

涵」。(王月鶯，2000)

透過平面廣告傳播的媒介，誘導消費者改變其對於商品的態度與想法，以期達

到廣告的目的，廣告之告知與說服過程能夠提昇消費者購買動力針對目標視聽眾執行

溝通任務的一系列活動，塑造有利於商品銷售的環境，達成目標消費者「潛在顧客」

購買的最終結果。

(二)旅遊摺頁之構成

1、摺頁內容與設計

「好的摺頁設計應運用AID A 的準則來設計」（Coltm an，1979）。應該做到以下

幾點：

(1)能引起顧客未來（預期）的注意(A ttention)

(2)能提起顧客對產品（旅遊）的興趣(Interest)

(3)創造顧客購買（旅遊消費）的慾望(D esire)

(4)顧客產品初步購買（消費）的行動(A ction)

指出圖片可取代或補充文字的訊息。圖片「部份」取代文字會有正面的回應，

若是完全取代，則因解釋的不同，會呈現分歧的訊息傳達。換言之，廣告中的圖

文搭配得宜是造成良好溝通效果的主因Lutz& Lutz(1978)。

旅遊摺頁冊(brochures)，是推展觀光行銷策略不可少的廣告媒體。旅遊摺頁冊

一般均以摺頁或小冊子的方式呈現，規格大小、內容文案、色彩設計依旅遊地區

訴求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其傳遞的訊息以該旅遊地區觀光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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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諮詢、交通路線、活動流程等方式呈現，以方便遊客能夠快速的獲取

他們所需要的資訊。

而在摺頁冊的製作上會考量(吳美賢，2008)：

(1)編制手冊之目的

(2)訊息著重的訴求為何

(3)發行的時機

(4)內容訊息編排以及格式的設計

(5)手冊的發放

(6)手冊製作經費等問題

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旅遊摺頁冊則選用台南府城之相關旅遊摺頁來做研究。

二、台南府城

(一)台南府城起源歷史

台南市是台灣的發祥地，是全台歷史最悠久的都市。台南市位在台灣本島之西

南部，處於台南縣及台灣海峽之間，地理形勢約呈半圓形，平原、鹽田、漁塭分佈期

間。由於台南市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城府，不僅具有濃厚歷史色彩，而且保存不少文化

資產，是台灣開發史上極具意義的起點。

臺灣府城為臺灣府（今臺南市）在清朝所建築之城池，是臺灣最廣闊之城池，共

有城門十四座。臺灣割日後，府城城池逐漸傾毀，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將部分城牆拆毀

闢建為新式道路，今仍僅有部分殘存至今。1887 年後亦稱臺南府城。「府城」地名

考古時台南一帶，由浩瀚的台江內海區隔為東、西兩地，台江西岸在明代地圖上、文

獻上稱之為「台員」或「台灣」，而台江東岸稱之為「赤崁」。

「根據學者推論，入清後，因全台僅台南一地較為發達，因此襲用『台灣』稱

呼全島，今台南市則成為全台首府『台灣府城』所在，此稱沿用至清末，約達200 年。

1887 年（清光緒13 年），因應台灣設省，省內行政區重新規劃，原始『台灣府』

改稱『台南府』。1920 年，日台灣總督府又將全台行政區重新劃分，『台南市』之

稱自此而始，使用至今」（王明雪，2003）。

隨著移民的增加和交通的開發，台南市的發展也歷經幾個階段；

1、原住民與早期漢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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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據時期

3、明鄭時期

4、清代

5、日治時期

6、光復後

台南府城是漢人開發台灣落腳最早的地方，至今已有三百多年的歷史，其

間歷經了荷蘭、明鄭、清朝、日治及民國的統治，其多元文化顯現無疑。清末

以前一直是全台首邑，為政治、經濟、文化的重鎮，歷經三世紀政權交替及文

化激盪的涵養與蓄積，文化資產可謂全台之冠，這些文化不論是建築、美食、

傳統節慶或歷史等，將成為台南市重要的「文化觀光資源」。

(二)研究範圍界定

「過去的『城』事實上蘊含著城鎮與城牆的意思，具歷史記載府城城池的出現於

1725 年（清雍正3年），此為狹義的定義，若依整體歷史發展的範圍定義府城含括整

個台南市，此為廣義定義，但鑑於府城城池的範圍並未涵蓋整個府城發展史的文化資

源，緣此，本研究採取廣義的定義，將府城界定為目前的台南市，以利探討府城文化

觀光資源在觀光上的應用」（顏曉玲，2008）。

台南府市，民國九十八年由內政部審核通過台南縣籍台南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後，時任台南市市長許添財所宣布的暫定名稱 。

三、滿意度

(一)滿意度之定義

自從(Cardozo，1965)「將『消費者滿意度』的概念導入行銷學的領域後，學者們

對於『消費者滿意度』的定義乃有不同的觀點，但一般而言，可以分成兩大角度，第

一是以範疇來界定，可分為特定交易與累積性觀點；第二則是以性質來界定，可分為

認知性平價觀點與情感性評價觀點」。

1、以「範疇」來界定

(1)特定交易觀點（Transaction-Specific）(O liver，1981)「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由一

特定交易所產生的情緒性反應，這種反應主要是來自顧客在購買經驗中所獲

得的驚喜」；而(W oodruff，1993)也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消費者在一個特定使

用情形下，對產品傳達的價值所產生的一種力及性反應。因此，消費者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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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說是顧客對過去在一特定購買地點或經驗的購後評估，可提供特定產品

或服務績效診斷的資料。大多是研究消費者滿意度的學者多偏向於特定交易

觀點。

(2)累積性觀點(Cum ulative)

學者(W oodside& D aly，1989)、(Beardden& Teel，1983)、(Churchill& Surprenant，

1982)「等認為消費者滿意是一種消費的態度成，反映出消費者在經驗後喜歡

或不喜歡的程度。也就是說，消費者滿意度是決定於消費者針對產品或服務

之所有購買經驗的整體評估，他是企業在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的經營績效

指標」。

2、以「性質」來界定

(1)認知性觀點(Cognitive)

(W estbrook，1980)「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消費者將實際從產品中所獲得的與先

前產品表現的期望作一比較的認知過程評價，所以消費者滿意必定要消費者親

自去體驗產品或服務才能產生」；也就是(K olter，1991)「所提出的，消費者滿

意是一種構前期望下對產品品質的購後評價」；(O liver，1980)「認為消費者滿

意是期望加上期望失驗(disconfirm ation)所產生」；(Churchill& Surprenant，1982)

「指出消費者滿意度是一種購買何使用產品的結果，是由購買者比較購買成本

與預期效益的比較結果，可以函數表示為滿意=f（期望，績效）。當購後的任

之譏笑高於或相符於購前期望，消費者產生滿意；反之，若低於購前期望，消

費者則會產生不滿意」。

(2)情感性觀點(A ffective)

這派的學者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消費者心中主觀的感覺，(W estbrook，1980)

「認為消費者滿意的情感性定義，代表消費者主觀覺得好則產生滿意」；

(O liver，1981)「亦認為消費者滿意是一種暫時性、情緒性的反應」；(W oodruff，

1983)「在其研究中也指出，消費者會使用情緒性的語句來表達出其對產品的

感覺，以代表產生『消費者漫意』時所感覺的情緒」。(李孟陵，2003)

(二)滿意度對旅客引響因素

(W oodruff et al，1993)「認為消費者對產品體驗的看法方面，價值與滿意是互

相影響的」。「愈來愈多的企業瞭解到分析顧客滿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如企業

的經理人能找出影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滿意度的因素，那麼企業也許可以去改變



高職觀光科學生對台南府城旅遊摺頁滿意度調查－以Ｓ家商為例

6

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或服務時的體驗，使得消費者能獲得最大的滿意」(Petrick, M orais

and N orm an，2001)。

四、研究方法

(一)對象

本專題主要是以 S 家商觀光科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方法

本專題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本研究小組在平日於學生下課期

間進行調查。問卷發放方式採隨機抽樣，由有意願之學生協助填寫問卷。問卷

發放期間於 2009.11.24~2009.11.27進行，共計發出 100份問卷

(三)問卷設計

本專題是以問卷調查作為測量的工具，問卷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的問題是有

關學生對於看完台南府城摺頁介紹後的觀光意願；第二部分是學生對於台南府城摺頁

設計及內容上的滿意度；第三部分為學生個人基本資料。問卷各部份說明如下：

1、個人基本資料

部分將收集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年級、性別、居住地、是否

有參考摺頁之習慣。

2、對台南府城摺頁設計滿意度

此部分問題主要是了解高職觀光科學生對台南府城摺頁整體的外觀設計、資訊提

供之滿意度，以「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五個

等級來衡量受訪者的滿意度。

3、對台南府城摺頁之觀光意願

此部分問題主要是了解高職觀光科學生在閱讀完摺頁後，摺頁內容是

否能吸引學生前往觀光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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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透過對觀光科高職生的問卷調查，得到在旅遊摺頁的設計內容上，對高職生滿意度上的

影響、旅遊摺頁的解說對高職生是否前往遊憩體驗的影響。本章即針對上述研究之成果與第

二章文獻相結合，作綜合之討論；同時，依據研究成果，對於台南觀光旅遊單位作價值性的

建議；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如下：

一、結論

(一)旅遊摺頁冊所傳達之訊息有助於台南觀光之推展

對於台南的觀光推展而言，旅遊摺頁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透過旅遊摺頁冊，

各鄉鎮的地方特色，以及所欲傳達之目的地形象訊息，因旅遊摺頁冊之方便攜帶及

隨時翻閱的特性，得以傳播出去，而達到觀光行銷宣傳之目的。

也因旅遊摺頁冊的特性，觀光科高職生對其旅遊目的地之旅遊摺頁冊，需求與

詢問度都很高。而重視旅遊摺頁冊功能的推廣者，更在旅遊摺頁冊的內容編排中，

以文字、圖片、標語來展現地方旅遊的特色。

然而研究結果顯示，高職生最常參考的是台北市及宜蘭縣，以及高雄市的旅遊

摺頁冊，對於其他鄉鎮甚至是台南的旅遊摺頁冊，卻無法順利的獲得。探究其原因，

在於旅遊摺頁冊擺放地點的因素上，此點也是目前台南旅遊摺頁冊推廣上最需改善

與檢討的地方。

(二)旅遊摺頁的設計製作，對於高職學生滿意程度之影響方面

在「摺頁圖片大小」、「摺頁字體大小」、旅遊摺頁設計方面，是高職學生滿意程

度較低的項目；同時，本研究小組對於摺頁重新檢視後，的確還是可以發現本研究

之旅遊摺頁，其解說內容稍嫌過長，圖片配置的格式確實有點小，所以比較容易會

讓高職學生出現無法長時間維持注意力，是值得往後相關單位在旅遊摺頁設計上需

注意的地方。

(三)摺頁內容所介紹到府城慶典及自然生態

觀察旅遊摺頁對於吸引高職學生前往遊憩體驗的分析，可以發現高職學生使用

過摺頁後，對於「文化慶典」、「自然生態」等吸引程度較低，甚至在「自然生態」

介紹方面，有高達 25% 的高職學生認為不足以吸引他們前往府城遊玩，由此可知在

慶典以及生態方面相關單位可以思考往後如何多推銷此兩者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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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旅遊摺頁冊擺放地點應重新考量

對於旅遊摺頁冊擺放的位置，建議能與各地禮品中心合作，在台南著名的觀光景

點都設有禮品中心，若能在這些地點擺放各鄉鎮所發行的旅遊摺頁冊，相信對地方的

觀光必能帶來幫助。

再者，火車站、機場、便利商店、各大飯店，亦都是可考量的地方，這些地點

為遊客經常會接觸到的地方，對於各鄉鎮旅遊資訊的傳遞亦更為便捷。

(二)在解說摺頁設計製作方面

「一份摺頁若以冗長繁雜的字句來做為結構，再加上字型的大小屬於偏小型字

體，有時反而會造成閱讀者的閱讀障礙，進而不願使用旅遊摺頁，解說摺頁，解說

出版品的內容表現必須具備：一目瞭然、強調解說重點、簡明、使用對象常用的話、

有趣、易懂、內容正確、易接近遊客、引人注目的句子等原則」（李青峰，1987），

因此一份好的摺頁在結構上倘若能架構完整、排版恰當、圖片與文字搭配得宜，想

必會是幫助閱讀者了解府城觀光的一大幫手。

(三)旅遊摺頁可配合地方活動來推行

在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章節中可以知道，有些鄉鎮的觀光旅遊推

展，會以搭配產業推廣活動來進行。如 2009七股潟湖觀光，所舉辦的系

列活動，搭配了觀光護照，表現活動內容、住宿、產業介紹等訊息。遊客

通常會在受到地方活動的宣傳下，提高其旅遊的意願，而旅遊摺頁冊搭配

地方活動的推行，相信能讓遊客更願意花時間在地方上從事觀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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