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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態系，提供臨海居民重要的生態系服務，包括防災、

食物來源，以及觀光資源。研究顯示，缺乏適當管理的潛水活動將會對珊瑚礁

生態系造成影響。有鑑於此，對潛水活動進行管理相當重要，然而要管理潛水

者，首要任務是瞭解參與者的動機，以及他們願付費態度與願付金額之探究。

本研究於以問卷作為研究方式，於臺灣東北角龍洞灣潛水區蒐集了 346份有效

問卷。結果顯示，受測者的主要潛水動機為社會網絡動機與休閒動機，其次為

欣賞海洋及技術訓練。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發現在潛水資格方面，技術訓練

動機於初級潛水者之強度顯著高於潛水長；潛水歷程在 100次內之技術訓練動

機顯著高於 100次以上之潛水者；潛水年資與技術訓練動機呈負相關，表示年

資越淺其技術動機越強。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女性在付費管理態度方面顯著高

於男性，與許多環境態度之研究相符，但原因仍需進一步探究。在願付費研究

之業者影響認知方面，休閒動機為主要的影響構面，即以休閒為主要動機之潛

水者認為若收取費用則可能影響業者及自身的潛水參與。研究簡單地估算受測

者的願付費金額，受測者願意以約新臺幣 50元接受潛水簡報課程；以及願意以

約 140元貢獻海洋保育管理。本研究結果可供未來潛水活動之管理政策作為依

歸，像是規劃相對應不同動機地潛水課程、規劃合理價格地付費潛水簡報，或

是對於潛水者進行收費管理，都可以讓臺灣的潛水活動更朝向環境永續的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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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珊瑚礁生態系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生產力，提供臨海居民重要的生態

服務，包括保護海岸線、漁業資源、海洋遊憩等(Bellwood, Hughes, Folke, & 

Nyström, 2004; Moberg & Folke, 1999; Rogers et al., 2015)。珊瑚礁生態系是重要

的觀光景點，亦是許多珊瑚礁臨海地區居民的重要經濟來源(Bax et al., 2022; 

Cinner, 2014; Lew, 2013)。但是在許多的調查中，珊瑚礁正在快速的消失，逐

漸影響海洋生態系以及人們的生存權益。研究顯示，過漁、汙染及氣候變遷是

最主要影響珊瑚礁減少的因素 (Brown, 1997; Gardner, Côté, Gill, Grant, & 

Watkinson, 2003; Hughes et al., 2003; Hughes et al., 2018; Mumby, Hastings, & 

Edwards, 2007)，而人類觀光活動的增加也對珊瑚礁生態系的減少帶來相當的

威脅(Bellwood et al., 2004; Gil, Renfro, Figueroa-Zavala, Penié, & Dunton, 2015)。 

在過去，相較於其他在珊瑚礁的遊憩活動，或是對於珊瑚礁的漁業活動而

言，「休閒水肺潛水活動」被認為是對珊瑚礁生態系較為環境友善的旅遊行為

(Salvat, 1987; Talge, 1992; Tongson & Dygico, 2004)，亦是推廣環境教育的重要

途徑之一(Aswita, Suryadarma, Suyanto, & Herawan, 2020; de Gusmão Pedrini, 

Kremer, Brotto, & da Silva, 2019)。但是隨著水肺潛水及其他海洋遊憩逐漸發展

的同時，人們潛入海洋的頻率逐漸增加，對於珊瑚礁生態系的破壞也就日趨嚴

重(Hawkins & Roberts, 1992, 1993; Lamb, True, Piromvaragorn, & Willis, 2014; 

Zakai & Chadwick-Furman, 2002)。對於海洋生態破壞之不適當的海洋遊憩行為

有許多，例如浮潛及休閒水肺潛水之前的準備作業會於淺礁上行走、水上摩托

車、為了遊憩於海岸開發相關設施、對珊瑚礁會產生直接觸碰、揚起海底沈積

物覆蓋珊瑚、增加珊瑚的疾病發生機率，或是海岸遊憩人們所製造的汙染物，

皆會造成珊瑚礁環境的負面衝擊(Bellwood et al., 2004; Hawkins & Roberts, 1993; 

Lamb et al., 2014; Neil, 1990; Rogers, 1990; Sumanapala, Dimmock, & Wolf, 2022)。

在 20 世紀末，密集潛水的區域如加勒比海地區、紅海、泰國和澳大利亞、以

色列等地，已經有多項研究指出潛水者會造成珊瑚礁的碎裂與死亡，而且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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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連續的接觸與磨損更會造成珊瑚礁的破壞(Fishelson, 1995; Hasler & Ott, 2008; 

Hawkins et al., 1999; Luna, Saayman, & van der Merwe, 2009; McClanahan & 

Muthiga, 1997; Riegl & Velimirov, 1991; Tratalos & Austin, 2001; Worachananant, 

Carter, Hockings, & Reopanichkul, 2008; Zakai & Chadwick-Furman, 2002)。

Wilkinson(1992)在第七屆國際珊瑚礁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ral Reef Symposium)

中提出警語，如果海岸旅遊的管理方法沒有改變，在未來的 20 年間珊瑚礁將

要崩潰。因為海洋旅遊過度的開發與利用將造成海洋生態環境的破壞、環境品

質的降低與觀光客吸引力的低落(Hughes, 2002; Musa, 2002; Shafer & Inglis, 

2000)。 

有鑑於此，有效的管理水肺潛水遊憩活動以及對於珊瑚礁的保護刻不容緩，

在管理的初期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參與者的瞭解，對於水肺潛水員的參與動

機探究為瞭解水肺潛水員的第一步(Lucrezi, Saayman, & van der Merwe, 2013)。

對於潛水員的社會科學研究可以增進對於珊瑚礁的管理，其原因是可以預測潛

水者的行為(Anderson & Loomis, 2011; Giglio et al., 2022; Ong & Musa, 2012)，

也可以促進潛水者對於海洋保育與管理的參與意願(Sorice, Oh, & Ditton, 2009; 

Uyarra, Gill, & Côté, 2010)。參與動機(Motivations) 為許多教育學與行為科學研

究的重要領域，因為動機將可能驅動後續的學習以及行為，甚至不同的動機及

強度會影響學習的成效(Brown, 1961; De Young, 1985; Gopalan, Bakar, Zulkifli, 

Alwi, & Mat, 2017; Harlen & Deakin Crick, 2003)。此外，參與動機亦是政策管

理，或是組織營運的重要指標(Hsu & Lin, 2021; Pak et al., 2019)。在許多研究顯

示，水肺潛水者的參與動機有許多，不論是內在動機或是外在動機，亦可能是

兩者混和，例如刺激、挑戰與冒險、體驗或欣賞海洋、學習、名聲、社會互動、

逃離與休閒等(Dearden, Bennett, & Rollins, 2007; Edney, 2012; Kler & Tribe, 2012; 

Meisel-Lusby & Cottrell, 2008; Todd, Graefe, & Mann, 2002)。Todd et al. (2002)研

究顯示，不同潛水階段之動機不同，主要六動機為學習、冒險、逃離、社會互

動、聲望、個人挑戰，其中冒險與學習的改變會因為初學者進階為專家的階段

增加，但成為專家後則會降低，個人挑戰動機會隨著潛水資格發展而減少，聲

望與逃離動機會隨著潛水發展而增加。Fitzsimmons(2008)研究指出，參與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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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享受潛水的前五項動機為喜歡在水下的感覺、欣賞有魅力的物種、與他人

分享快樂、有好的潛水夥伴，以及有許多的潛水者一起潛水。Meisel-Lusby 

與 Cottrell(2008)探討在美國佛羅里達群島的潛水者發現，其主要動機是為了好

玩、觀察水下動植物、探索新事物、刺激，以及創造可以回憶的經歷。

Edney(2012) 研究指出，在楚克潟湖(Chuuk Lagoon) 的潛水員之前五項主要動

機為參觀具有歷史意義的沉船、看海底文物、看海洋生物、穿越沈船，以及享

受水下環境與寧靜。Perera, Jayewardana, Creswell, & Newsome (2022) 的研究報

告指出，在斯里蘭卡的資深潛水者之潛水動機主要是享受、欣賞海洋生物以及

冒險。由上述回顧可知，不同研究地點之動機量表皆不盡相同，可能為了依照

當地實際狀況而針對動機量表進行設計，所以得到的研究結果也不同。然而不

同動機可能會對於潛水者的行為或是認知有所關聯，例如研究指出，與潛水經

歷相關的動機、對環境的特殊興趣、社交互動和逃避可能與潛水員對環境的感

知及海洋保育義務有顯著正相關，而與技能、地位、挑戰和行動相關的動機沒

有相關(Cottrell & Meisel, 2004; McCawley & Teaff, 1994)。此外，在過去研究顯

示，曾於潛水時目睹珊瑚礁被破壞的參與者，比起未目睹任何破壞的潛水者，

會更有動機參與保育的相關活動(Dearden et al., 2007)。 

參與特定活動的動機可以用期望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來解釋，

該理論指出動機取決於結果的吸引力和參與將產生預期結果的期望 (Eccles, 

1983)。在期望值理論中，會影響行為選擇的主要有兩大要素，分別為對於成

功的期望，以及主觀任務的價值(Eccles, Wigfield, & Schiefele, 1983)。而成功的

期望以及主觀任務的價值在許多動機理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在期望值理

論中此兩項被認為是動機層面(Eccles et al., 1998; Pintrich & Schunk, 2002)。期

望值理論還指出，個人參與一項活動可能有多種動機，而參與該活動的人可能

會尋求完全不同的結果(Eccles, 1983)。Feather (1982) 將期望值理論的動機分

為兩大因素，分為期望(expectancy) 與價值(value)。其中期望為信心、經驗、

重要性與成功，價值為外在動機、社會動機、成功動機與內在動機(Feather, 

1982)。本研究主要依據 Feather (1982) 理論中的「價值」，進行潛水者之動機

研究，將外在動機、社會動機、成功動機與內在動機分別詮釋為潛水者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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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動機、社會網絡動機、訓練動機以及休閒動機(圖 1)，由於期望值理論較

常用於企業或學習，但對於本研究的潛水參與動機中，其外在動機 (例如獲得

獎品、名聲、金錢等)較少。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的欣賞海洋動機及社會網

絡動機較屬於「混合型動機」，其被海洋的美麗所吸引或朋友的邀約算是屬於

「外在動機」；而發自內心的欣賞或是交朋友屬於「內在動機」，在此特別提

出其差異的不同。 

圖 1 Feather (1982) 所提出期望值理論之動機要素，以及本研究所提出之探討

潛水者的動機面向。 

為了降低海洋遊憩對於珊瑚礁的破壞行為，許多發展休閒潛水的國家為了

水肺潛水活動的永續經營，針對休閒水肺潛水行為進行相關研究，來擬定管理

措施，研究結果顯示，例如測試潛水及潛水活動前執行潛水簡報 (Camp & 

Fraser, 2012; Krieger & Chadwick, 2013; Medio, Ormond, & Pearson, 1997; 

Worachananant et al., 2008)、潛水收費制度(Dixon, Fallon Scura, & van't Ho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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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kins, Roberts, Kooistra, Buchan, & White, 2005)，以及導潛的干預行為 

(Barker & Roberts, 2004) 等。以上行為皆能夠有一定的效果減少對於珊瑚的傷

害，除了讓美麗的海洋環境吸引更多觀光客到訪外，更讓當地居民獲得豐富的

經濟效益(Miller & Auyong, 1990; Miller & Auyong, 1991)。 

付費意願(Willingness to pay) 為消費者願意購買某項商品的最高價格

(Varian, 1992)。有效管理珊瑚礁在運營和執法方面可能代價高昂，而且通常涉

以珊瑚礁管理部門之間的權衡(Hicks, McClanahan, Cinner, & Hills, 2009)。有效

的權衡管理可以提高物種豐富度和生態質量，並為不同部門提供淨經濟收益

(Kittinger, Finkbeiner, Glazier, & Crowder, 2012)。評估願付費意願的方式及預測

有很多，有一些研究使用非市場估值技術(non-market valuation techniques) 來

估計在海洋保護區內潛水員的願付費意願(Grafeld et al., 2016; Parsons & Thur, 

2008)。而願付費意願可以視為一種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 behaviors)，因

為參與者認同了環境的價值而進行的行為(Schultz et al., 2005)。潛水簡報付費

亦可視為潛水環境教育願付金額的一環，其原因在於大多的潛水簡報除了講述

安全須知外，亦會涵蓋環境友善行為的面向，像是宣導禁止觸摸、減少揚沙等

破壞行為。 

在臺灣有關於潛水者的研究也有許多，其中亦有與潛水者動機相關之研究。

林秉毅與覃群博(2019) 的研究中發現，在小琉球潛水者的主要參與動機為刺

激逃避構面最高，而在休閒涉入的面向上，以吸引力為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休

閒涉入更是參與動機與地方依附的中介角色。宋一夫、湯慧娟與宋壬夫(2008) 

研究中顯示，在墾丁男性之初級潛水者的刺激避免及休閒放鬆動機皆高於女性，

意指男性較會藉由挑戰潛水活動紓解壓力、放鬆心情。蔡鋒樺(2011) 於墾丁

進行大學生潛水者的參與動機研究顯示，身心健康動機、刺激避免動機、知識

需求動機為主要參與動機。在經營管理方面，李海清、戴有德與巫昌陽(2010) 

的研究顯示，基本上潛水者對於臺灣潛水業者的經營管理是認同的，但是受測

者認為離島潛水業者的經營管理還是較佳。在潛水教育方面，王嘉淳與蔡毓貞 

(2018)以回顧文獻的方式歸納出，將保育觀念作為潛水前的課程，可以喚起潛

水者對於珊瑚礁破壞的自覺性。陳文喜、葉時碩與曾冠暾(2010)研究顯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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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專業化程度對於環境知識與環境行動會有正向影響，而潛水者的環境知識與

環境行動間也有顯著關聯。有鑑於以上回顧，臺灣潛水的動機研究雖然多，但

大多是以遊憩導向進行研究。本研究較是以環境教育的觀點，將願付費意願納

為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一環，並且也是首次探討休閒潛水者之願意付費的潛水

簡報及環境管理之實際價格多少。 

因此根據本章回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標問題有四個： 

1. 瞭解臺灣東北角龍洞灣休閒潛水者的主要潛水動機為何？ 

2. 不同類別的潛水者(例如性別、潛水資歷、潛水身份等) 在參與動機的

強度上有何不同？ 

3. 不同動機之潛水者對於付費管理態度及業者影響認知為何？ 

4. 對於海洋管理願付價格及潛水簡報願付價格分別為多少，以及認為應

該負責管理的單位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 調查時間與地點 

調查時間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止，選定潛水人數較多

的假日(週六、日)為調查日，總計調查 10個假日。調查對象為龍洞灣潛水區內

的休閒水肺潛水員，主要是龍洞灣海洋公園、和美國小海岸或是鄰近這兩地的

區域。本研究會先行觀察調查對象上岸後是否有攜帶工程裝備或科學調查器材，

以排除水下施工人員、水下研究人員，或是採集海菜及漁獵為生的漁民。接著

再進一步的詢問受測者是否有意願，以符合本研究所定義之「休閒水肺潛水員」

為調查對象；研究同時透過龍洞灣周邊潛水氣瓶租借數來推估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間該區域內潛水總人數。 

二、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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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搜集了 346 份問卷，刪除無效問卷後，剩下 336 份有效問卷。問

卷共分為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潛水年資、潛水資

格、潛水歷史次數。其中潛水資格、潛水歷史次數是參照潛水教練專業協會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PADI) 潛水系統所作之分級。 

本研究將動機分為四個子面向，分別為休閒動機、社會網絡動機、欣賞海

洋動機，以及技能訓練動機。評分方式是以勾選動機的程度，動機程度使用李

克特氏量表，包括 0，分別是：0＝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同意、4＝非常同意、5＝完全同意。接著將問卷進行信度測試，排除不適

用的題項，其 Cronbach's α 於各個面向介於 0.6~0.9 間，總問卷 (動機面向 13

題) 之 Cronbach's α 為 0.81 (表 1)。雖然個別動機面向的 Cronbach's α 值並不如

預期的高，但仍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 (Bland & Altman, 1997)。 

在管理及潛水收費相關探討方面，本研究規劃了幾個題項，特別針對休閒

潛水者的付費管理態度、業者影響認知、願付費金額以及管理責任歸屬，來瞭

解龍洞灣休閒潛水者的付費管理相關的面向 (表 2)。由於收費管理面向皆為 1 

個題項以及類別選項，因此此部分不適合進行信度分析。 

表 1 本研究探討休閒水肺潛水者的動機構面以及相對應題項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題項 
Cronb

ach's α 
各構面之參考文獻 

整體構面之 

Cronbach's 

α 

動機

構面 

休閒

動機 

 享受沉浸在清涼海水中的感覺

 為了紓解工作壓力而來 

 增加不同的生活體驗 
0.62 

(Fitzsimmons, 2008; Meisel-

Lusby & Cottrell, 2008; Todd et 
al., 2002) 

0.89
0.81 

欣賞

海洋

動機 

 潛水點海底底質具吸引力 

 多樣化的地形有探險的吸引力 

 有很高的珊瑚礁覆蓋率 

 有多樣的魚類物種 

0.86 

(Edney, 2012; Lucrezi et al., 2013; 

Meyer, Thapa, & Pennington-

Gray, 2003) 

社會

網絡

動機 

 可以和好朋友共同潛水並分享

潛水的喜悅 

 可以認識新朋友
0.67 

(Fitzsimmons, 2008; Meisel-

Lusby & Cottrell, 2008; Todd et 
al., 2002) 

技能

訓練

動機 

 測試潛水或攝影裝備 

 訓練個人潛水技巧 

 為了提升照相及攝影技巧而來 

 為了考取潛水執照而來 

0.61 
(Meisel-Lusby & Cottrell, 2008; 

Schreyer et a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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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潛水收費相關探討面向之問卷題向與回答設計 

面向 題目內容 回答選擇 

1. 付費管理態度 
 題項：透過潛水者付費制度，能

有效管理海洋環境 

(1＝無關、2＝影響極小、3＝影響

小、4＝可能有效、5＝應該有效、6

＝非常有效) 

2. 業者影響認知 
 題項：潛水付費會降低潛水者

來此意願，影響潛水經營 

(1＝無關、2＝影響極小、3＝影響

小、4＝可能有影響、5＝影響大、6

＝影響很大) 

3. 願付金額 

 題項：你願意付多少錢接受潛

水簡報？ 

(0=不願意、1=50 元以下、2=50~100

元、3=101~150 元、4=151~200 元、

5=201 元以上) 

 題項：你願意付多少費用到經

妥善管理的區域潛水？ 

(0=不願意、1=50 元以下、2=50~100

元、3=101~150 元、4=151~200 元、

5=201 元以上) 

4. 合理收費的管理

單位歸屬？ 

 題項：如果由特定單位收費進

行環境保護與管理，你認為應

該由何單位負責？ 

(1=國家風景管理處、2=縣市政府、

3=非營利民間組織、4=觀光協會、

5=當地漁會、6=國家公園管理處、

7=民間公司、8=BOT、9=其他) 

三、 分析 

本研究使用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IBM SPSS Version 25)進行統計分析，並輔以西格瑪繪圖軟體

(SigmaPlot Version 14.0)及 IO 繪圖工具(Draw. io)進行後製繪圖。 

本研究先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受測者之基本人口學資料，例如性別、潛水年

資、教育程度、潛水資格及潛水歷史次數，先瞭解本研究的人口組成結構。接

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不同類別變項，如性別、教育程度、

潛水資格、潛水歷史次數作為自變數，不同的動機作為依變項，探討不同類別

與動機上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本研究以雪費法(Scheffe's Method)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之事後分析，倘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有顯著差異，但檢定之雪

費法並無顯著差異，則改用杜凱氏顯著性差異檢定(Tukey HSD)找到相互有顯

著差異之變項。而潛水年資為連續性變項，因此本研究以線性迴歸分析探討動

機強度與潛水年資上是否有關連。 

針對管理面向的探討，本研究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類別與付費管

理態度及業者影響認知是否有差異，同樣以雪費法作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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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析。而願付費金額則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受測者對於願意付費的金額約為多

少錢(新臺幣)。 

由於各個動機變項及付費管理態度、業者影響認知皆為連續變項，因此本

研究利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以探討不同動機間對於付

費管理態度及業者影響認知之影響程度 

參、結果 

一、 受測者基本資料描述性統計 

依據潛水氣瓶統計，龍洞當地 2009 年七月到 2010 年六月一年間有約

20299 潛水人次。本研究共蒐集了 336 份有效問卷，但由於有些項目並非所有

受測者皆有填答，因此描述性統計方面的實際樣本數會有與有效問卷數有所不

同。描述性統計主要分析本研究問卷之基本資料，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潛水年資、潛水資格以及潛水歷史次數。結果顯示，問卷調查人口之男性多於

女性；主要參與年齡為 30-39 歲；主要學歷為大學畢業；潛水年資大多為 0~2

年；大多數受測者為初級潛水員；受測者潛水次數大多為 200 次以上(表 3)。 

表 3 本研究之受測者人口資訊組成表。 

項目 人口資訊 樣本數 

1. 生理性別 男(68%)；女(32%) 332 

2. 實際年齡 20 歲以下(1.6%)；20-29 歲(23%)；30-39 歲 53.4%)；40-

49 歲(16.6%)；50-59 歲(5.1%)；60 歲以上(0.3%) 

313 

3. 教育程度 國中(0.3%)；高中(12.6%)；大學(58.6%)；研究所(28.5%) 333 

4. 潛水年資 0~2 年 (35.4%)；2~5 年 (31.2%)；5~9 年 (18.2%)；10 年

以上 (15.3%) 

314 

5. 潛水資格 體驗潛水員 (6.3%)；初級潛水員 (30.2%)；進階潛水員 

(28.4%)；救難潛水員  (13.3%)；潛水長  (5.4%)；教練 

(13.3%)；教練指導員 (3.0%) 

331 

6. 潛水歷史次數 < 10 次 (18.1%)；11~20 次 (8.1%)；21~40 次 (14.5%)；

41~60 次  (7.8%)； 61~100 次  (13.6%)； 101~200 次 

(9.3%)；>200 次 (28.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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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機面向與不同類別之單因數變異數分析 

由 336 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受測者之主要潛水動機為社會網絡

動機及休閒動機，其次是欣賞海洋動機，最後才是技術訓練動機 (p<0.001, 

ANOVA) 。僅社會網絡動機與休閒動機並無顯著差異，其餘各項間皆有顯著

差異(p<0.001, ANOVA, Scheffe post test) (圖 2)，各面向之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

4。 

圖 2 所有受測者之不同動機面向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圖(p<0.001, ANOVA)。 

長條圖代表平均值(mean)，誤差線(error bar) 代表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相互間有顯著差異，虛線代表問卷程度之平均

數 2.5。 

表 4 各個動機面向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資訊表，不同字母代表事後

檢定有顯著差異。 

動機面向 社會網絡 休閒 欣賞海洋 技術訓練 F (3,1344) η2 

M SD M SD M SD M SD 

動機強度 3.44a 0.89 3.37a 0.93 2.77b 1.02 2.34c 0.97 100.7*** 0.1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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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訓練技術動機強度與潛水資格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資訊表，不

同字母代表事後檢定有顯著差異。 

*<0.05 

表 6 訓練技術動機強度與潛水歷史次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資訊

表，不同字母代表事後檢定有顯著差異。 

潛水歷史次數 <10 11~20 21~40 41~60 61~100 101~200 >200 F (6,331) η2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訓練技術 

動機強度 
2.7a 0.81 2.45a 0.76 2.27a 0.95 2.36a 1.07 2.42a 0.8 2b 1.09 2.2b 1.1 2.62* 0.05 

*<0.05 

在分析性別與動機的差異方面，由於有 4 份問卷並未填寫性別，因此僅分

析 332 份問卷。結果以 t-test 分析顯示，各個動機面向對於性別都沒有顯著差

異，也就是在性別因子上，其動機的趨勢是一致的。 

接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學歷作為自變項，各個動機面向作為依變數，

結果顯示各個面向與學歷並無顯著性；潛水資格作為自變項，各個動機作為依

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在技術訓練動機上有顯著差異(p=0.02<0.05, ANOVA)，以

事後檢定顯示，體驗潛水員在技術訓練動機上顯著高於潛水長(p=0.03<0.05, 

ANOVA, Turkey HSD) (圖 3)，其平均值與標準差於表 5；在潛水歷史次數作為

自變項，各個動機作為依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在技術訓練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p=0.02<0.05, ANOVA)，潛水歷史次數於 101~200 次以及大於 200 次之潛水者，

其技術訓練動機顯著小於潛水次數 100 以下之潛水者(p=0.02<0.05, ANOVA, 

Turkey HSD) (圖 4) ，其平均值與標準差於表 6。 

潛水

資格 

體驗潛水

員 

初級潛水

員 

進階潛水

員 

救難潛水

員 
潛水長 教練 

教練指導

員 

F 
(6,330) 

η2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訓練

技術 

動機

強度 

2.83a 0.79 
2.3 

a,b
0.95 

2.34

a,b
0.97 

2.21

a,b
0.96 

1.86

b
0.96 

2.6 

a,b
1 

1.95

a,b
1.36 2.5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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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潛水資格與訓練技術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圖(p=0.02<0.05, 

ANOVA)。長條圖代表平均值(mean)，誤差線(error bar) 代表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相互間有顯著差異。 

圖 4 不同潛水歷史次數與訓練技術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圖(p=0.02<0.05, 

ANOVA)。長條圖代表平均值(mean)，誤差線(error bar) 代表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相互間有顯著差異。 

三、 線性迴歸分析 

由於潛水年資是連續變項，因此以潛水年資與各個動機變項以線性迴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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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顯示，僅發現潛水年資與技術訓練動機呈顯著負相關(p=0.04<0.05, R=0.12, 

linear regression) (圖 5)，也就是潛水年資越少，其技術訓練動機越強。除此之

外，其他動機面向與潛水年資並無顯著相關。 

圖 5 以線性迴歸分析潛水年資與技術訓練動機有顯著負相關 

(p=0.04<0.05, R=0.12, linear regression)。 

四、 付費管理態度及業者影響認知 

在付費管理態度方面，女性認為付費可以有效管理海洋的態度顯著高於男

性 (p<0.01, t-test) (圖 6)，其統計資訊於表 7；而對於潛水付費會影響業者的認

知並沒有顯著差異，其平均值介於 3.81(mean) ± 1.14 (SD) 間，代表不論男女

都認為付費管理對於業者可能有影響。以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顯

示，在學歷與收費管理態度並無顯著差異，學歷與業者影響認知上亦無顯著差

異；潛水資格與收費管理態度並無顯著差異，潛水資格與業者影響認知亦無顯

著差異；而潛水歷史次數與收費管理態度並無顯著差異，潛水歷史次數與業者

影響認知亦無顯著差異。 

從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結果顯示，不同動機面向之休

閒潛水參與者對於付費管理態度沒有顯著相關 (p=0.42, F=0.99,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但是在不同動機面向與影響業者認知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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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0.05, F=2.9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圖 7 (a)］，其中僅休閒動機

與響業者認知達顯著性(p<0.05, t=2.57,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圖 7 (b)］，

且各個面向並沒有共線性。 

圖 6 性別與付費管理態度之 t 檢定分析圖，女性對於付費管理態度顯著高於

男性(p < 0.01, t-test)。長條圖代表平均值 (mean)，誤差線 (error bar) 代表標

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虛線代表問卷程度之平均數 3.5。 

表 7 付費管理態度與性別差異分析資訊表，女性之付費管理態度顯著大於男

性 (t-test)。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男性 226 3.1 1.35 

女性 106 3.54 1.25 <0.01 

總 332 3.2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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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休閒潛水參與者之不同動機面向對於付費管理態度及

業者影響認知之關聯性：(a) 各個動機動與付費管理態度；(b) 各個動機與業

者影響認知之結果呈現圖。虛線代表沒有顯著相關，實線代表有顯著相關。 

五、 願意付費價格與權責單位分析 

在願付價格方面，性別、教育程度、潛水資格、潛水歷史次數對於不論是

簡報及管理之願付價格的多寡並無顯著差異。以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願意付

費潛水簡報的價格為 50~100 元最多，占了 40% (n = 334) (表 8)；若以李克特氏

量表估算願付費價格，其平均值大約是在新臺幣 50 元。而願意付費至妥善管

理潛水區域之願付費價格亦是落在 50~100 元的價格為大宗，占了 44% (n = 321) 

(表 9)；若以李克特氏量表估算願意至妥善管理區域的價格大約落在接近新臺

幣 1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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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潛水簡報之願付費價格百分比分析表。 

付費區間 樣本數 百分比(%) 

不願意付費 47 14.1 

50 元以下 67 20.1 

50~100 元 134 40.1 

101~150 元 41 12.3 

151~200 元 29 8.7 

201 元以上 16 4.8 

總 334 100.0 

表 9 妥善管理潛水區域之願付費價格百分比分析表。 

付費區間 樣本數 百分比(%) 

不願意付費 20 6.2 

50 元以下 9 2.8 

50~100 元 142 44.2 

101~150 元 35 10.9 

151~200 元 64 19.9 

201 元以上 51 15.9 

總 321 100.0 

此外，本研究分析休閒潛水之受測者認為所收取費用進行環境保護之權責

單位應為哪個單位，有 57%受測者認為應由風景管理處負責，其次是國家公園

管理處 15.5%，接著是非營利民間組織 14.5% (有填寫此題樣本數為 330 份)；

其他單位依次如圖 8 所示。 

圖 8 受測者認為收費進行環境保護之權責單位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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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 受測者人口學資料比較 

在本研究結果顯示，龍洞灣水肺潛水者的受測者比例為男性(68%) 大於女

性(32%)，主要年齡區間於 30-39 歲(53.4%)，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占 87.1%，初

級潛水員(Open water)最多(30.2 %)。與加勒比海的聖盧西亞潛水者的性別比例

差不多(58.4% : 41.6%)，但其年齡中位數為 40-49 歲相較於本研究較年長 

(Barker & Roberts, 2004)。與楚克群島潛水者的性別趨勢一致(73% : 27%)，但

該研究之受測者較多年齡區間於 45-49 歲(43%) 相較於本研究年長；不過學歷

與本研究相符，大學學歷以上占 75%，較多受測者為進階潛水員(26%) (Edney, 

2012)。在南非索德瓦納灣(Sodwana Bay) 的潛水員研究亦顯示，受測者的男性

多於女性(62% : 48%)，年齡 35 歲以下與以上占了各半，32% 受測者擁有碩士

以上學位，35%受測者為初級潛水員與本研究比例相近(Geldenhuys, Van der 

Merwe, & Slabbert, 2014)。 

由於有關於潛水者的研究眾多，大多(如上段所提及之加勒比海的聖盧西

亞、楚克群島、南非索德瓦納灣) 的潛水研究之受測者男性比例高於女性

(Barker & Roberts, 2004; Edney, 2012; Geldenhuys et al., 2014)。而本研究的受測

者年齡區間較為其他研究還要年輕。除了 Lucrezi et al. (2013) 相似外，潛水者

的資格較其他研究略低一些，可能與本研究的年齡層有關。而教育程度方面，

大多潛水研究之受訪者教育程度皆偏高，本研究也不例外。教育程度高可能與

經濟水平成正比，推測潛水活動有著較高的經濟門檻，所以才會有此結果。 

二、 潛水者之動機 

研究之休閒潛水受訪者中，參與動機最高的為社會網路動機及休閒動機，

其次是欣賞海洋動機，再者是技術訓練動機。本研究的結果與 Fitzsimmons 

(2008) 之結果類似，在前五項動機中有三項為社會網絡動機。休閒、體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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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海洋生物皆是各個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會提及的主要動機，只是根據不同的

受測者的背景脈絡，其排名會有所不同(Edney, 2012; Fitzsimmons, 2008; Lucrezi 

et al., 2013; Meisel-Lusby & Cottrell, 2008)；相對的，技術訓練動機確實較少被

提及，或也不是主要動機的前幾名，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這個動機是最不是受測

者進行潛水的動機。這說明了技術訓練動機較為特定動機，本研究的結果提出

了非常明確的結果，其越為初學的潛水者，其技術動機顯著高於潛水長；而潛

水歷史次數在 100 次以下，其技術訓練動機顯著高於 100 次以上之潛水員；技

術動機與潛水年資呈現顯著負相關，亦即代表潛水年資越資淺，其訓練動機越

強。可見得不同的潛水身分、潛水歷程與潛水年資的不同，對於技術訓練的動

機強度也有所不同。這與 Todd et al. (2002)的研究發現類似，該研究的學習動

機與本研究的技術訓練動機類似，發現學習及冒險動機會因為初學者進階為專

家的階段增加，但成為專家後則會隨之降低。不過本研究發現除了技術訓練動

機外，其它的動機對於參與身份、時間與經歷並無顯著差異。 

潛水者的參與動機會與保育行動有關，過去研究指出，與潛水經歷相關的

動機、對環境的特殊興趣、社交互動和逃避可能與潛水員對環境的感知及海洋

保育義務有顯著正相關(Cottrell & Meisel, 2004; McCawley & Teaff, 1994)。以及

在過去曾於潛水時目睹珊瑚礁被破壞，比起未目睹任何破壞的潛水者，會更有

動機參與保育的相關活動(Dearden et al., 2007)。由此可見，潛水者的動機研究

對於保育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潛水者為海洋的直接接觸者，對於未來潛

水者於海洋保育的行動盼能有更多研究。 

三、 潛水者參與動機與付費管理態度及對業者程度認

知之影響 

探討性別對於環境的態度及認知，經常是重要的研究問題(Liere & Dunlap, 

1980; McCright, 2010)。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在付費管理態度方面顯著高於

男性，即是女性認為潛水者付費可以對環境有正面影響。有許多關於環境態度、

環境關懷或是環境覺知的研究大多都顯示女性在這些方面顯著高於男性，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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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核廢料及健康風險的態度議題(Davidson & Freudenburg, 1996; Greenbaum, 

1995)。由於其真正影響的因素每個案例之背景不同，造成的原因亦不同，須

要進一步探究。 

此外，本研究以多元迴歸進行付費管理態度及業者影響認知之分析，發現

休閒動機與業者影響認知有顯著相關。這說明了休閒動機潛水者較為在乎體驗

的價格，若增加了付費 (不論對簡報或是管理)，自身進行潛水的意願可能會

受到影響，則會直接影響業者。在其他研究顯示，潛水者為了欣賞較受歡迎的

物種，較傾向同意以更嚴格的干預管理措施，例如減少潛水員人數以及增加潛

水成本(Moscardo, 1999; Rudd & Tupper, 2002)；另一方面，水肺潛水員對「特

定」稀有物種的興趣可能具有破壞性，導致增加珊瑚礁以及野生動物受到的干

擾(Uyarra & Côté, 2007)。在未來管理上，型塑明星物種，增加欣賞海洋動機的

參與者，對於管理來說有較正面的影響。那麼要怎麼與利益關係者進行權衡的

溝通，以及讓潛水者瞭解休閒所帶來的環境成本，是需要施政單位面對的課題。 

四、潛水者之願付費金額 

在潛水潛的簡報方面，過去許多研究認為是可以降低潛水員對於環境的破

壞(Camp & Fraser, 2012; Krieger & Chadwick, 2013)。例如 Worachananant et al. 

(2008) 研究顯示潛水前對潛水員的能力進行潛水點的配對、並提醒潛水員的

狀況，以及在潛水前實施潛水簡報，可以有效降低潛水者對於珊瑚礁的破壞；

但也有少數研究顯示，潛水簡報對於潛水者的環境破壞並無顯著效果(Barker & 

Roberts, 2004)。站在本研究作者的立場，若能發展精要、不枯燥且實用的潛水

簡報教案，可能才是潛水者是否願意付費，以及影響學習成效的關鍵。本研究

結果顯示有 40% 潛水者願意以 50~100 元的價格接受潛水簡報，若以百分比及

價格來估算，整體參與者願意付費簡報的價格為新臺幣 50 元。此價格筆者認

為非常合理，也貼近現今的臺灣物價，若未來有機會亦建議施政單位發展相關

模組，供潛水業者施作，以增加潛水者對於潛水環境及相關不友善環境之行為

的瞭解。 

而付費管理之價格方面，本研究有 44% 受測者願意提供 50~100 元潛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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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行海洋管理，而有 47% 受測者願意支付每次 100 元以上進行海洋管理。

以百分比於願付費價格之平均數進行換算後，得到平均約每人每次願意支付

140 元進行海洋保護管理。其參與者的願付費價格可能會與當地的潛水狀況有

關，Kittinger et al. (2012) 於關島進行環境經濟及願付費價格研究，預估每年

會有 256,000–340,000 次的潛水次數，若魚類密度從每平方公尺有 25 克的魚

增加至 60 克每平方公尺，可以每年賺進 200 萬美元；若同時可以看到鯊魚及

海龜，每年可以收益 1500 萬~2000 萬美元；而以每年願意提供 90 萬美元進行

降低水域的淤泥並提升潛水的質量，若簡單換算下來，每次潛水願意花費 3 美

元進行環境管理。Kittinger et al. (2012) 亦建議若每年每次潛水收取 2.5~7.5 美

元，以 10 萬次保守估計來算，每年可以 62.5 萬 ~ 250 萬美元作為保育及管理

支出使用。事實上在東南亞地區對潛水員收取費用以作為海洋管理及保護的經

費越來越普遍(Depondt & Green, 2006)，例如菲律賓的海洋管理費用有 28% 經

常性成本和 40% 核心成本來自於潛水者(Tongson & Dygico, 2004)。在泰國及

哥倫比亞的例子中議提及潛水者的付費制度，提供了海洋國家公園足夠的經費

進行管理 (Asafu-Adjaye & Tapsuwan, 2008; Thur, 2010) 。Roberts, Hanley, & 

Cresswell (2017) 研究顯示若是以跨越陸地及海洋的生態系保育來增加其願付

費意願，其效果會更好；而潛水者若認為保育陸地可以增進珊瑚礁保育，亦會

有付費意願。由此可知，將環境的變化與經濟活動聯結，是非常好的管理方式 

，亦是未來的趨勢(Farber et al., 2006)。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94% 受測者願意付費支持海洋保育管理，代表潛水者

皆能接受潛水所帶來的環境成本。不過經費是否能妥當被運用，於問卷的意見

欄中較常被提出，是受測者較關心的重點，而有近 58% 的受測者認為應由東

北角國家風景管理處進行海洋保育管理。東北角國家風景管理處屬於交通部觀

光局管轄，雖仍有些生態敏感區域進行管理，但多仍以觀光為導向；而排序第

二的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則是由內政部營建署管轄，其目的較以生態保育、研

究為主軸。因此藉由本研究結果所示，大部分受測者希望由東北角國家風景管

理處進行管轄，某方面反應了受測者仍是希望休閒潛水活動的限制及相關規範

盡量不要太繁瑣，是以觀光休閒的面向作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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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研究利用 13 年前的資料，不過進行不同面向的重新分析，仍具有

相當的參考價值。像是在過去的資料即顯示，受訪者當時已有付費管理及實行

潛水簡報的意願，並提出適當的理想價格，因此在後續政策的擬訂上可以有所

依據。除此之外，本研究用不同的分析方式瞭解動機及影響付費管理態度之關

聯性，皆是以舊資料重新詮釋新的知識。本研究亦可作為未來研究的基準值 

(baseline)，未來若有相關潛水動機的研究，可以做時空背景上的比較研究。也

因此，筆者們皆篤信 「資料不怕舊，只怕沒有發表」，只要用適當的方法重新

詮釋舊資料，相信皆能對學術界及社會有所貢獻。 

潛水遊憩是讓臺灣國民親近海洋的重要途徑之一，也能藉此瞭解臺灣的海

洋之美，以及以親身的方式直接瞭解海洋目前所遭受的問題。我國於 109 年 6

月 8 日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中，其中六大政策目標之一的「型塑全民

親海風氣，培養海洋國家思維」，水肺潛水正是直接親近海洋的水域活動；而

向海致敬的四大要點「淨海」、「知海」、「近海」及「進海」中，協助清理

海洋、瞭解海洋、親近海洋以及進入海洋，水肺潛水更是充分詮釋與涵蓋了這

四大要點。郭正德(2009)研究顯示，休閒潛水者對於擔任海洋環境保育志工有

正向態度，並且認為這是潛水者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海洋保育署支持與培力

許多公民科學計畫，藉由對某些環境議題有興趣的參與者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

集，其資料可以作為科學研究的素材或是施政的依據 (許嘉軒，2020)。而水

肺潛水者亦可以作為海洋公民科學的重要貢獻者，例如以海龜為主要記錄對象

的「海龜點點名」公民科學社群 (Hoh et al., 2022)。而參與公民科學是個很重要

的環境學習方式，可以突破同溫層並增加環境與科學素養(Hsu & Lin, 2023; Hsu, 

Chang, & Liu, 2019; Hsu, Lin, Fang, & Liu, 2018)。在未來的研究中，關於潛水相

關公民科學參與者之動機研究，亦是可以發展以及與本文做比較的研究。更重

要的是，希望未來這些在地的海洋環境教育之相關研究，可以作為海洋保育署

推動政策與法令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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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al reef is a critical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mitig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 

food sources, and tourism resources for the people living adjacent to the sea.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 was considered a relatively eco-friendly tourism activity 

before. However, more and more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scuba diving without 

proper management can have a severe impact on the coral reef ecosystem. Thus, 

understanding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willingness to pay attitude, and price 

pre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hould be the first priority for scuba

diving managemen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t Longdong in north-western 

Taiwan, and we used questionnaires as survey instruments, collecting 346 

valid samples.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primary motivations of divers were 

social networking and leisure, followed by ocean appreci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motivation.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he skill training motivation of exploratory 

div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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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of divemasters. Divers with less than 100 dives had a higher skill-training 

motivation compared to those with more than 100 dives. The number of diving years 

and the extent of skill training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linear regression. In 

terms of the willingness-to-pay attitude, we found that fe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willing to pay than males. Through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we discovered 

that leisure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perceptions of the industry. The 

willing-to-pay price survey revealed that the subjects were willing to pay 50 NT for 

dive briefing and 140 NT for marin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policies of future diving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t can 

help in designing corresponding diving courses for different motivations, devising 

reasonable pricing strategies for diving packages, or implementing management fees 

for divers. By incorporating these findings, Taiwan's diving activities can move 

towards a mor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willing-to-pay 

attitude, willing-to-pay pri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