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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91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曹勝雄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研究助理：黃瓊慧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之回顧，確立評估架構為「以調查當地社區、觀光客、

資源三個評估主體對於彼此關係的認知，來作為衡量永續發展成效的指標」，以
衡量出永續觀光發展所強調的內涵。運用德爾菲法探訪學者專家對於指標系統之
意見，並以此作為修正指標之依據，經過兩階段之問卷調查，建構出永續觀光發
展指標系統及其權重。系統可分成遊客對觀光資源的影響、觀光資源對遊客的影
響、遊客對當地社區的影響、當地社區對遊客的影響、當地社區對觀光資源的影
響、觀光資源對當地社區的影響等六個關係構面，每個關係構面各包括經濟、社
會及環境三個評估層面，而各評估層面之下再分別有數項指標。接著選取嘉義縣
山美村作實證研究，以檢討指標在實際操作上之可行性。結果發現本指標系統能
夠衡量出較為全面的觀光整體發展現象，也能夠彈性的適用在不同類型的觀光地
區，而對於許多需要長期監控的中小型觀光區來說，更具有實際操作上的可行性
與方便性。

關鍵辭：永續觀光、觀光指標、生態觀光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residents’, tourists’, and resource 

administration persons’ percep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is applied. Using a two 

round Delphi survey to conduct into expert opin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cators. As a 

result,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indicators and their weights are developed. The indicator 

system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like tourist-to-resource impact, resource-to-tourist impact, 

resident-to-tourist impact, tourist-to-resident impact, resource-to-resident impact, and 

resident-to-resource impact. Furthermore,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social, 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each dimension, and there are several indicators in each aspect. The 

study perform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utility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status of tourism in Saviki. To compare with past studies, this indicator 

system can evaluate wider aspects of the status in tourism attractions, but it can’t assess more 

insightful into the problems. So we may need to make further literature survey or file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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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rect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administrations.

Key word: Sustainable Tourism, Tourism Index, Ecotourism
二、緣由與目的

完整的永續發展應同時包含環境、經濟以及社會三個面向，因為三者互相依
存與影響所以必須同時被考量，而永續發展的最終狀態則是三個體系皆達到持續
得以維持的狀態(Young, 1992; 龐元勳，1999)。永續觀光發展探求的就是觀光地
區在環境、經濟、社會三個層面的永續發展。McCool (1995)指出，就觀光地區
來說，環境層面的永續性指的是觀光資源所包含環境因子的組成、交互作用及循
環未受到顯著的變化，社會層面指的是當地社區傳統文化、社會秩序、社會結構
的維持與不劇變，經濟層面指的則是當地合理的工作所得、民生物價穩定、就業
機會公平；三個層面之間環環相扣，彼此互相影響。

永續觀光發展追求的除了多面向的均衡發展外，也尋求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
衡，但是平衡點會因各地區不同的需求而有所差異。如此，若希望能夠建立一套
評估方法來協助管理單位做出永續規劃與決策，則該採用何種方法來評估，方能
衡量出這些內涵呢？

指標在測度的方法上可以分成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客觀指標指的是在同樣
的定義和方法下，別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在永續觀光相關評估方法中，常
由研究者蒐集二手資料，再依據資料數據評定永續發展的成效，如永續觀光中心
指標(WTO, 1996)、生態觀光評估指標(Ross and Wall, 1999a, 1999b)等評估系統中
皆有採用此類指標，在這些指標中，雖然原始數據涵蓋客觀的量化資料，研究者
卻很難訂出一套標準來判斷數值所代表的永續性，因為隨著觀光地區的不同，對
於保育與發展之平衡點的要求也會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個地區也會因發展時期的
不同，而可能隨著規劃完備與否而有不同的承載能力，導致衡量標準的差異。另
外，就生態環境系統的多面向、複雜性來看，永續發展是全方面的，包含了環境、
社會、經濟各層面的細項訊息，評估系統若要以客觀量化之數據來衡量所有訊
息，除了具有一定的難度外，也不是每個觀光地區都能有如此完整的指標數據，
所以這樣的評估方法似乎並不具完整性及實用性。

主觀指標係指基於個人感受、態度和評價而建立的指標，而個人的認知、態
度則是接收所處社會中複雜的訊息，再組織成一種簡單又有意義的形式(Sears, no 
date/1989)，以主觀指標來衡量永續觀光發展的狀態，正好符合永續發展多面向、
複雜性之意涵，能夠將評估者所接受到的複雜訊息都表現在認知上。在相關評估
方法中可分成由專家學者評估法(他評法)及自我評估法(自評法)。常使用的專家
評估法，因為操作較容易且能夠彈性的適用在不同地區，所以常被採用，但是學
者專家雖然具有足夠的專業性，卻可能對該觀光地區的瞭解並不深入，而且要遴
選哪些學者來加入評估團隊，並沒有客觀的標準，這些都可能會造成評估結果有
所差異。

而以自評法來衡量，或許能夠克服這些議題。實際身處各地區的評估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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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將所處環境中複雜且多面向的訊息接收，然後轉化成簡單又有意義的形式，表
現在他的認知上，亦即，藉著這樣的方法能夠將各個地區所特有的資訊都包含進
該地區指標評估結果之中，如此不但能量測出該地區實際發展情形，也可以處理
地區差異的問題(Miller, 2001)。而且，經由適當之抽樣方法對該地區評估者進行
調查，也避免了遴選評估團隊所可能造成的偏差，而評估者的主觀意識問題則能
夠藉由妥善設計的評估架構及較大的調查樣本來加以避免。因此以實際身處該地
區評估者之認知態度來衡量永續觀光發展的成效，便成為本研究所採取的評估途
徑。

本研究嘗試以調查當地社區(居民)、觀光客、資源(管理單位)三個評估主體
對於彼此關係的認知，來作為衡量永續發展成效的指標，以求能達到觀光地區社
會、經濟、環境三個層面的永續發展。然而，在建構一個適合我國國情使用的指
標系統時，究竟要採用哪些指標來衡量？而以這樣的方法來實際評估觀光地區之
永續發展狀況是否確實可行？則待本研究深入探討。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就觀光系統而言，建構綜合評估指標，以衡量該觀光地區永續發展之趨勢與

狀況。
2. 以建構之指標實際評估永續發展狀況，來探討永續觀光指標在操作上之可行

性。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討論
1.理論架構之建立

第一階段為指標系統之建立，首先回顧相關文獻，確立本研究架構為「以調
查當地社區(居民)、觀光客、資源(管理單位)三個評估主體對於彼此關係的認知，
來作為衡量永續發展成效的指標，以求達到觀光地區社會、經濟、環境三個層面
的永續發展」，再以此架構為基礎，由文獻中蒐集相關指標，以建立初步指標系
統；隨後運用德爾菲法探訪學者專家對於指標系統之意見，並以此作為指標修正
之依據，經過兩階段之問卷調查，最後建構出永續觀光發展指標系統及其權重。
系統可分成遊客對觀光資源的影響、觀光資源對遊客的影響、遊客對當地社區的
影響、當地社區對遊客的影響、當地社區對觀光資源的影響、觀光資源對當地社
區的影響等六個關係構面，每個關係構面各包括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評估層
面，而各評估層面之下再分別有數項指標，總共有 47 項指標。

各關係構面中以「遊客對觀光資源的影響」之權重(20.88)最高，此結果符合永
續觀光發展所主張「任何觀光發展都應在資源得以永續的前提下進行」之原則，
亦即觀光的發展應首重各項人為因素對資源所造成之影響，因為資源若因此造成
不可回覆之破壞，不但居民的生活環境直接受到衝擊，遊客也將減低再來的意
願，從而又影響居民的經濟情況，可見資源的保育與維護確實是最需嚴密監視的
一環。
2.實證研究

研究之第二階段則選取山美村進行實證研究，以檢討指標在實際操作上之可



6

行性。首先依不同類型之指標設計成居民、資源管理人員及遊客等三個部分問
卷，再以各部分問卷來實際調查此三個評估主體對於相關指標之認知態度，以衡
量山美村永續觀光發展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三個主體之間，以「資源對當地居民的影響」這個構面存在著
最好的永續互動關係，依據 Prescott-Allen (1997)提出的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
模型，已達到永續發展，而「觀光客對資源的影響」則表現最差，已算是潛在的
不永續發展，顯見在這個層面上有許多項目需要再作加強。

以本研究之永續觀光指標可衡量出山美村當地社區面、資源管理面及遊客面
三個面向間之互動關係是否良好，並藉此評估了經濟面、社會面及環境面等三種
層面之議題，與過去研究作一比較，可以發現本指標系統能夠衡量出較為全面的
觀光整體發展現象，唯無法對相關現象有較深入的評估與剖析，所以在執行問卷
調查之後，尚須針對評估結果再作進一步的文獻調查、田野調查及深入訪談，才
能夠對評估結果有更深層的探討，以對管理單位提出未來政策擬定上更具體的參
考。
(二)建議
1.以事後比較驗證指標系統之有效性

德爾菲法為分析研究法(analysis method)之一種，而學者曾經指出分析研究相
當依賴研究者本身之內部邏輯以解決問題，亦即研究之邏輯流程必須足夠明顯與
詳細，使得其他人可以一步一步跟著執行與檢視，然而，分析研究卻只能建立理
論，它絕對沒有理論證明，只能依賴事後的實際現象來證實理論的有效性(Buckley, 
Buckley, and Chang, 1976, 引述自張紹勳，2001)。本研究便依循上述原則，詳細
的說明德爾菲法之進行過程，以使後續研究者能夠依同樣步驟對研究結果加以測
試。另外，建議後續研究者能夠持續以本指標系統進行觀光地區之實際評估，以
為指標系統作事後之比較，方能證實系統之有效性。
2.對環境面指標再做增修

整個指標系統之中，以遊客對觀光資源的影響及當地居民對觀光資源的影響
兩個構面所佔權重值較高，而其中又以環境面最受學者專家重視，如此意謂著觀
光資源之環境面相關因素在永續發展中居於最重要的角色，不過，本指標系統對
於此類因素之細項衡量較不足夠，後續研究或可針對環境面之認知指標再做增
修。
3.永續評值之分級標準

本研究參照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 模型，將永續觀光發展指標總得分分成
四個階段，分別為不永續發展(20.0-40.0 分)、潛在不永續發展(40.1-60.0 分)、潛
在永續發展(60.1-80.0 分)及永續發展(80.1-100 分)，但這樣的分級標準應只能列
為初步參考，需再選取數個具代表性的觀光地區作模擬評鑑，以充分了解各地區
在得分上的分佈情形，方能採用適當的方法來進一步計算出分級標準。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之相關研究結果，將可提供觀光相關單位制訂政策之參考。相關之研
究結果已經投稿至國際期刊審查中。發表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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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ur, Sheng-Hshiung, Lin, Yu-Chiang, and Chung-Huei Hua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Submitted to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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