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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美國 Discovery 節目曾於 2007 年間評選台灣燈會的節慶活動為

「全球最佳慶典活動」之一，而 2019 年於國境之南主辦台灣燈會的屏

東縣，卻依然能把燈會辦得有聲有色，並揚名國際！因此，本研究以「2019

年大鵬灣燈會」為分析個案，並以層級架構分析法來建構「燈會活動關鍵

成功因素」之架構。本研究建構出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的三大構面：1.

「活動企劃因素」，2.「實行傳播因素」，3.「周遭認同因素」以及十二個

項目評估。 

研究結果顯示各構面的項目評估前五名依序是在「實行傳播」構面

項下的「提高參與意願」，在「周遭認同」構面項下的「地方文化意識」、

「地方產業特點」、「活動正向意義」，以及在「活動企劃」構面項下的

「活動規劃創新」。 

本研究結果希望可提供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相關人員在舉辦燈

會活動時，能作為推動節慶活動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參考，而相關的後

續建議也可提供給後續研究者使用。 

關鍵詞：節慶活動、台灣燈會、關鍵成功因素、AHP層級分析法 

 
 
 

 

 

 

 

 

 

 



 
 
 
 
 
 
 
 
 
 
 
 

 

II 
 

 

英文摘要 

 

In 2007, Discovery channel have selected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best worldwide festival. Pintung county which is located in south of Taiwan, can hold 

it successfully. This is the study of Dapeng Bay Lantern Festival and appl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structure the successful key element of Lantern Festival. The three scopes of 

successful key element are 1. the element of planning activity. 2. the element of implement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3. the element of approving of the surroundings plus 12 evaluating ite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shown that the top 5 among these elements are “increase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 approval of local cultures”, ” Features of local culture 

industry”, ”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innovative design for activitie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some proper 

suggestions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activities of cultural when holding festival, being 

deeply acquaint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developing trends. 

 

Keywords：Festival activities, Taiwan Lantern,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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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依據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簡稱 

UNWTO)統計，2015 年全球國際旅客為 11.89 億人次規模，外滙收入為 1 兆 1960

萬美元；2016 年旅客數達 12.35 億人次規模，外滙收入為 1 兆 2200 萬美元，相

較於 2015 年，2016 年不管是在旅客人數，或是外匯收入方面，皆有著顯著的成

長。亞太地區 2016 年與 2015 年相較的國際旅客人數和觀光外匯收入，更是分別

成長了 8.6%和 4.8%，由此可見，亞太地區的觀光發展實力雄厚，在全世界佔有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 2016 年亞太地區前 10 大國際旅客旅遊目的地，台灣還排

名在第十名（交通部觀光局，2017）。 

在 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2017 Edition 內容中更指出，台灣在 2016 年

入境旅客 10,690,279 人次，名列為全球第 31 名，締造了約 134 億美元的觀光外

匯收入，名列全球第 26 名。UNWTO 訂 2017 年為「國際永續觀光發展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而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7

年 12 月研擬「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秉持著打造在地幸福產

業，創新永續等核心目標，透過推廣體驗觀光、開拓多元市場等五大行動計畫綱

領，期待臺灣能成為「智慧、友善、體驗」之亞洲重要旅遊地點（交通部觀光局，

2017）。 

2019 年 12 月 16 日交通部觀光局所召開的「Tourism 2030 全國觀光政策發展

會議」中更指出，臺灣千萬旅客人次已達連續五年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再創歷

史新巔峰，迎接第 1111 萬人次來臺旅客，由此可見，臺灣在觀光旅遊業已蓬勃發

展，深具潛力。此次的會議更期待以務實作法、創新的思維，共同解決當前觀光

產業發展的課題，並致力於規劃台灣未來 10 年的觀光發展藍圖，促進臺灣觀光

產業的永續性發展，進而開創臺灣觀光發展的新紀元。臺灣近幾年的觀光發展成

長快速，不僅是「量」呈現穩定的成長，在「質」的提升上更是不遺餘力。交通

部長林佳龍更指出未來觀光發展的政策將會以「觀光立國」，「觀光主流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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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拚觀光不僅是各部會致力於推動的目標，也將是全民一起來響應的「全民運

動」（交通部觀光局，2019）!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文化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明顯提升對經濟的貢獻率，而很多國家的政

府在文創支持度和投資也是不遺餘力!例如：日本政府傾全力打造「動漫王國」，

而蔚為時尚的韓流，其文化產業幕後推手則是韓國政府。各國所舉辦的文化性慶

典常使得該國的觀光業蒸蒸日上，創造了無限的商機，例如：澳洲的阿德萊德藝

術慶典、加拿大的加勒比海嘉年華會、日本舉辦的北海道雪祭等（APEC 議題研

究精選系列 2，2001），而台灣每年所舉辦的慶典活動，例如：每年三月的大甲媽

祖遶境活動、屏東縣黑鮪魚文化觀光季，以及最近聞名國際的屏東縣燈會等。 

各個國家的文藝慶典活動都常具有地區性及歷史的起源，這些活動在某些程

度上是可以反映出主辦地區的重要性和當地民眾對傳統價值的傳承，參與的遊客

們不僅能陶醉在嘆為觀止的表演中，也能從這些活動中獲得新的文化體驗及認知。

但並不是每一個慶典活動都有著具體的觀光業發展的目標和方法，因此我們必須

要謹慎的規劃如何結合文化活動與觀光業的發展（APEC 議題研究精選系列 2，

2001）。 

位處國境之南的屏東縣，將 2019 年台灣燈會辦得有聲有色，不只媒體爭相

報導，而且還揚名國際！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為從「主辦者的角度」探討，主辦單

位掌握此次燈會活動的關鍵成功因素是哪些項目？俾使往後燈會活動的進行能

更順利且成功的辦理，是否有哪些建議事項可以再進行修正？ 

本研究從主辦者的角度整理出「2019 年大鵬灣燈會活動」的關鍵成功因素，

並提供此次燈會的實務建議，對於所做的研究結果與建議期能對往後承辦燈會，

或是相關節慶活動的籌辦，給予實質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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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自從台灣於 2001 年全面實施週休二日以來，民眾休閒時間增加，不管是依

傳統民俗、宗教慶典、地方文化特色等之節慶活動，在政府及地方人士努力下相

繼舉辦，提供了民眾多樣性的旅遊選擇。 

但昰為何有些節慶活動卻如「曇花一現」，甚至有些節慶活動年年辦，可是卻

無法吸引大眾。一般的地方節慶活動通常規模較小，且較不商業化，經過數年台

灣的節慶活動運作下來，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已有為數不少的活動面臨危機，

在中國時報（2006）「全台飆節慶」專題報導中也曾指出舉辦節慶活動所面臨的困

境，像是表演內容空洞、輪為政治角力、徒具表演形式等。元宵節提燈籠原本是

臺灣傳統的民俗活動，而臺灣燈會在融合本土風情及新科技後，更打造出國際級

觀光盛會的氣勢，美國 Discovery 節目製作人於 2007 年間曾來臺參訪臺灣燈會元

宵的節慶活動，且該節目評估臺灣燈會的節慶活動內容已具世界級水準，值得向

全世界的人推薦，因而將其評選為「全球最佳慶典活動」之一 （交通部觀光局，

2019），尤其在屏東縣所舉辦的 2019 台灣燈會更有著亮眼的表現！ 

大型節慶活動若是要辦成功，主辦單位的行銷策略與管理將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因為成功的節慶活動不只可帶動地區的觀光發展，更可提昇與增加地方知名

度，達到更佳的經濟效益。這些具有地方原始產業與地方特色的節慶活動，不僅

讓國內外遊客印象深刻，且打響了地方產業知名度，為地方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效

益。因此，打造成功的節慶活動所該具備的重要條件，即是主辦單位該努力籌畫

的重要課題！ 

以下為本研究目的： 

1、將舉辦地方節慶活動之重要項目依照不同性質、內容、等級予以架構化。 

2、分析「2019 年屏東縣大鵬灣燈會活動」之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性及排序。 

3、探究本研究與其他研究節慶活動之關鍵成功因素相關性及差異性。 

4、針對「2019 年屏東縣大鵬灣燈會活動」提出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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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步驟 

以下是本研究的六個步驟： 

一、研究主題、目的的確立： 

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步驟、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及限制的確立。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構面的建立： 

針對研究主題、相關節慶活動、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等相關文獻資料，

為本研究之參考及基礎，透過文獻探討擬定初步研究構面及項目評估。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的確立： 

研究方法、研究流程以及研究架構的確立。 

四、問卷的實施： 

問卷的設計以及實施。 

五、研究結果與分析： 

透過問卷回收、資料統計分析與解釋，歸納舉辦燈會活動之關鍵成功因素。 

六、結論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結果希望可提供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相關人員在舉辦燈會活動時，

能作為推動節慶活動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參考，而相關的後續建議也可提供

給後續研究者使用。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過程共計九個步驟，自研究主題確立、文獻的彙整與探討，擬定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項目評估初擬架構表」後，再與専家學者進一步討論初

擬的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各因素，之後確立修正後的層級架構圖，再針對收回層級

分析問卷的分析與整理，最後則依據此研究做出結論與建議，並撰寫研究成果及完

成論文，其詳細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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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主題 

文獻彙整、探討 

擬定研究架構以及層級架構圖 

修正専家的建議，確立層級架構圖 

設計層級分析問卷 

發出與收回層級分析問卷 

問卷的分析與整理 

針對此研究做出結論與建議 

撰寫研究成果並完成論文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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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下是本研究進行之範圍及研究限制，敘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針對「2019年屏東縣大鵬灣燈區之燈會活動」，並以「主辦及執行單位」

為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僅以「屏東縣大鵬灣燈區」為研究範圍，至於其他地區之燈會活動，

其規模、組織方式、以及活動的內容有別於屏東縣大鵬灣地區，因此不在本研究範

圍之內。 

（二）、因本研究樣本數有限制，且各主辦地區的燈會活動，其規模、內容、在

地文化風情、風格等，皆各有其規畫和特色，因此，本研究僅做為舉辦燈會活動

大方向參考，其餘細節部分需根據地區的實際狀況再給予斟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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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透過蒐集、整理、分析以及歸納相關文獻整理出本次研究所需資料，並

取得本研究領域所需要的理論基礎。關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有：「節慶活動」、「關

鍵成功因素」、「層級分析法 AHP」，詳如以下各節說明。 

 

2.1 節慶活動 

2.1.1 節慶活動的定義 

二十一世紀最有潛力的明星產業非觀光業莫屬，但是資源有限性以及季節性

始終是觀光業所必須面臨的課題，然而節慶觀光就像及時雨般，不僅解決了這個問

題，還讓觀光旺季的時間延長甚至更將觀光產業推向高峰。根據許多國際間的研究

資料顯示，節慶活動不僅是目前成長最快速的觀光項目，更是觀光業發展的最新趨

勢（王育群，2000）。 

Hawkins & Goldblatt (1995) 曾表示：「因為節慶類型繁多，因此定義特殊活動

並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在《牛津字典》中也有說明，節慶一詞是來自於拉丁

文 festa， 意思是豐盛的宴會，尤其是指熱鬧慶典的盛宴。下表 2-1 是研究者整理

自 1991 年至 2008 年幾位中、西學者對節慶活動的定義。 

節慶活動的內容與主題的呈現也會因節慶名稱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風貌，下表 

2-2 與表 2-3 分別為郭鑑（2007）以及楊小玲（2005）對各節慶名稱、定義的整理

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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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者對節慶活動的定義 

 

 

 

 

學 者 (年份) 定      義 

鄭健雄 (2012) 節慶活動可以帶來大量的人潮，創造經濟利益，並帶動地

方經濟成長。 

Litvin and Fetter 

(2006) 

對遊客有吸引力的節慶活動，遊客的數量以及重遊意願都

會提高。 

林秋雄 (2001) 地方條件環境的差異性，在長時間的發展醞釀下，所各自

發展出屬於當地文化特色的活動 

游瑛妙 (1999) 節慶活動的內容分為商業類、宗教活動類、文化活動類等

三種。 

Mc-Donnell 

(1999) 

節慶活動多元且涵蓋層面廣，若僅用一定義來解釋節慶活

動，則會有失偏頗。 

Getz (1997) 將節慶活動的定義以二個視野角度來區分: 

1.以活動主辦者的視角來看，認為主辦單位對於節慶活動

中異於例行性且不常舉辦的活動。 

2.以活動參與者的視角來看，參與者會希望不僅從節慶活動中

可以體驗在地文化、休閒、社交且希望主辦單位提供的是正向

且是寓教於樂，適合全家同樂的活動。 

Willim (1997) 節慶的活動應該是有主題性，且是大家共同慶祝的一個

活動，此外多數的節慶活動不但可以激發當地居民的使命

感，也能創造社區本身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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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者對節慶活動的定義（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 者 (年份) 定      義 

Jackson (1997) 

 

1.透過事先規劃設計活動、時間是有期間性的，且需要志

工的服務和支援。 

2.具備特殊型的主題，例如像：文化、產品、服務、資訊

等。 

3.內容多元、豐富，可讓遊客體驗、參與、學習，且寓教

於樂。 

Hinch (1996) 

 

屬於地方性的節慶活動，若能以最具體、直接的宣傳方式，

明確的將地方的文化特色展演出來，其在效益上往往能吸

引大量的觀光人潮湧進。 

Getz (1991) 對節慶活動定義為「一般例行性活動以外，在組織運作與

經費贊助兩者運用之下所形成的一次性的特殊活動或非

經常性發生的活動」，且須符合七項特徵： 

1.對一般社會大眾公開 

2.僅針對某一個特定主題展覽活動或慶祝 

3.舉辦的次數可能是每年一次或數年才舉行一次 

4.活動時間已事先決定 

5.本身不具硬體建築或結構特性 

6.活動內容經過設計且內容豐富多元 

7.舉辦的活動地點常固定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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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節慶名稱及定義 

名   稱 中  文 定      義 

Festival 節日或節

慶活動 

有節日、慶典之意思，具有一個公開性且有

主題性的活動。 

Fair 展覽會、市

集 

具傳統市集商業交易的本質 

Event 事件 任何經過設計的活動都可稱事件，因此，

Festival、Fair 也皆屬於 Event。 

Mega-event 大型節慶

類活動 

世界級的大型節慶活動，雖然投入了大量的

經費，可是往往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潮和錢

潮。 

Special event 

Hallmark event 

特殊類節

慶活動 

很少舉辦或是一定期間於每年固定舉辦一

次的活動，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某些觀光

地區的知名度和收入。 

資料來源：郭鑑（2007） 

 

表 2-3 各研究節慶活動之定義 

名   稱  定      義 

活動(event) 任何一個經過特別設計的活動皆稱之 （游瑛妙，1999） 。 

特殊節慶或活動

(special event) 

可稱為特殊活動，或特殊節慶，只有在重要的時刻以儀式

和典禮慶祝，以滿足特殊性的需求（徐瑞穂，2004）。 

嘉年華或慶典

(festival) 

具有公開性主題的慶祝活動（陳比晴，2003）。 

大型的活動 

(major event) 

視其規模及媒體的影響力，吸引重要的觀光成員、經濟利

益、媒體的響應等（徐瑞穂，2004）。 

市集(fairJ) 交易會、展售會、市集或廟會，具商業交易本質比較不含

慶祝意味（駱焜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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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活動 
Minor event 

特殊性節慶 
Special event 

經常性活動 
Ordinary event 

節慶活動 
Event 

超大型活動 
Maga event 

特殊型活動 
Hallmark event 

主要活動 
Major event 

慶典活動 
Festival 

表 2-3 各研究節慶活動之定義（續） 

名   稱 定      義 

特殊型活動 

(hallmark event) 

已幾乎等於舉辦城市、地區之代名詞的活動，且能和主辦

城市、地區的特色、精神、名稱相契合，能得到當地人的

支持和認同（Allen, O’Toole，McDonnell，Harris，2002；

引自陳希林、嚴蕙群，2004）。 

超大型活動 

(mega-event) 

超大型活動的規模大，不僅在國內知名，更會吸引國際媒

體爭相一致的報導。（Allen, O’Toole，McDonnell，Harris，

2002；引自陳希林、嚴蕙群，2004）。 

資料來源：楊小玲（2005） 

Jago & shaw（1998）進一步統整關於節慶的詞彙與內涵，並建立初步的架

構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Jago & shaw 節慶活動的類型 

資料來源﹕Jago L.K., and Shaw, R.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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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節慶活動相關研究 

本研究整理（2018~2010） 關於節慶活動各學者所做的研究內容，內容如下表 

2-4 所示。 

表 2-4 節慶活動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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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節慶活動相關研究(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傳統節慶活動自古流傳至今，總是具有著濃濃的地方習俗和代表著台灣

文化，舉凡農曆春節、台灣燈會活動、端午節、中秋節……等，這些傳統節慶活動

對一般的台灣人深具意義，因為這些節日不只是深具歷史意義，更是家人團聚的美

好時刻，而這些傳統節慶活動中的「台灣燈會」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國際節慶活動。

下表 2-5 整理自 2019 年交通部觀光局網站上所列目前「台灣傳統節慶活動」，如

下所述（交通部觀光局，2019）： 

 

 

學 者 （年份） 主 要 內 容 

洪玉姿、林裕涵、 

蔡錫濤（2012） 

節慶活動的策略規劃之研究－以花在彰化為例 

郭品束（2012） 
居民節慶活動參與動機與活動效益認知關係之研究─以

屏東萬丹紅豆節為例 

許哲禎（2012） 探討遊客參與節慶活動之遊憩動機、忠誠度關係以及滿

意度之研究。 

陳秀華（2012） 透過深入的訪談、並運用層級分析法建構出舉辦美食節

慶活動的關鍵成功因素。 

鍾政偉、陳桓敦、 

杜欣芸（2012） 

利用文獻蒐集以及深入訪談法建立初步發展指標，並透

過層級分析程序的方式，建構節慶活動永續發展指標。 

黃哲鎮（2010） 
運用層級分析法探討縣市政府文化創意產業之關鍵成功

因素 

朱盈蒨，汪文政

（2010） 

社區意識與節慶文化活動認同之研究－以澎湖乞龜活動

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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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台灣傳統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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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台灣傳統節慶活動（續） 

 

 

台灣除了上述的傳統節慶活動外，還有很多具有代表地方性的節慶或特色文

化活動，例如：客家桐花祭、大甲媽祖文化節、阿美族豐年祭、2019 台灣好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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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美食嘉年華……等，這些節慶活動不僅內容豐富多元，也深受著台灣人民

的喜愛和參與，尤其是每年三月的大甲媽祖遶境盛況，更是代表著多數台灣人對

宗教信仰的虔誠。本研究整理自 2019 年交通部觀光局網站上的「傳統節慶」、

「宗教慶典」、「原住民活動」、「臺灣觀光雙年曆」等資料，歸納出目前臺灣

節慶系列五大主題活動，如表 2-6 所示。 

 

表 2-6 臺灣節慶系列主要活動分類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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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臺灣節慶系列主要活動分類之整理（續） 

 

 

2.1.3 節慶活動效益 

近年來國內在推動觀光節慶活動方面，不管是宗教慶典，還是深具地方特色的

節慶活動，各地方政府莫不卯足全力的拼觀光，因為藉由觀光節慶的活動推廣，不

僅可行銷地方、發展觀光，還可增加當地的就業機會，帶來了無限的商機。 

節慶活動對觀光客的吸引力也昰不容小覷的，例如像澳洲「阿德萊德藝術慶

典」、加拿大的「加勒比海嘉年華會」；在國內像每年三月的大甲媽祖遶境活動、

台灣燈會等，諸如此類的活動，皆因節慶活動帶來了可觀的人潮和觀光財。（Morgen，

1996）認為成功的節慶活動包含了三項效益： 

一、主要價值效益（core benefit）：指可滿足參與者的需求及體驗 

二、實體效益（tangible benefit）：指主辦單位所提供的硬體設施，例如佈罝、座

位、場地等。 

三、附加性產品（augmented product）：指所具有的獨特性，有別於一般的，可

明顯分辨出區別的特色，例如像服務品質、便利的停車或交通設施、商品的特殊

性、限定版、舒適的動線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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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2-7 是整理自葉碧華（1999）舉辦節慶活動「國內效益評估相關研究之

因素」以及「為地方所帶來的效益」，內容如下所述：  

表 2-7 國內效益評估相關研究之因素與效益 

國內效益評估相關研究之因素 為地方所帶來的效益 

1.文化傳承效益 

2.宣傳推廣效應 

3.情感融合效應 

4.觀光吸引力效應 

1.經濟方面 

2.包含文化之層面 

3.提升觀光關注力 

4.加強地區正向形象 

5.特殊活動辦理可增加地區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葉碧華（1999） 

Hall （1989）指出在節慶活動所帶來的效益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方面：有助於國際聲望、形象提升，對外資引進、社會向心力及政府施政

成熟度都有正面的提升。 

二、觀光旅遊方面：有助於提升觀光客人潮，對收入、稅收及工作機會都有正面的

影響力。 

三、實體環境方面：有助於提升環保模式、增進環保意識、改善交通與通訊以及都

會轉型及更新。 

四、文化與社會方面：有助於全民對文化傳統的維護，而創新點子的引進，更可

凝 聚社區居民意識、增進地方參與，活化地方文史工作團體、喚起全民對地方

文化的重視。 

2.1.4 燈會概述 

每年年節活動的最尾聲，即是正月十五的元宵節，而元宵節又有「小過年」之

稱，在這一天，家家戶戶熱鬧歡度元宵，故有「鬧元宵｣之說法。在每年的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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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五日這天，各地無不張燈結綵的舉辦各項元宵節活動，例如：像臺灣燈

會、平溪天燈、臺北燈節、高雄燈會旗鼓嘉年華、鹽水蜂炮、各地寺廟慶祝儀式，

以及臺東炸寒單等活動。 

廖炯志（2007）指出元宵節的熱鬧節慶氛圍具有典型的特色文化，有別於其他

節慶活動，不只一般臺灣民眾參與度高，每年往往還吸引了無數國外的觀光客來臺

觀光，因此臺灣政府於 1978 年即將每年元宵節訂定為「觀光節」。交通部觀光局

（2009）在《台灣燈會 20 週年回顧専輯》中指出以前的花燈展示常展示於各地大

大小小的廟宇，例如像：臺北龍山寺、北投關渡宮、萬華青山宮等，但花燈雖引人

入勝，但民眾往返於各廟宇之間觀賞花燈，仍是造成諸多不便，為了讓民眾更便於

觀賞花燈，於 1989 年 9 月，時任交通部長張建邦部長，特別指示應在每年的元宵

節時，集中分置於各地寺廟的花燈，而同時也為了發展臺北的節慶觀光，在同年將

元宵節定名為「臺北燈會」，同時也開啟了臺灣花燈的新境界。 

臺北燈會於 1999 年的元宵節的主題燈組是「龍騰虎躍、兔起鶻落」，此次的

燈會作品展示與往年在廟宇所展示的作品面貌截然不同，以科技兎為主題，而雙手

搗藥，腰間配帶行動電話的造型，模樣不僅摩登喜氣，在當時更被譽為歷年來最炫

的主燈；2000 年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主燈名稱「金龍現千禧」，以歷年來最強

之 60 瓦雷射，結合了工研院光電所研發之全像特效，呈現出千禧金龍霸氣環抱地

球，更象徵全民萬福、國泰民安；2001 年之後移師高雄，正式更名為「臺灣燈會

｣，自此臺灣燈會的主辦權則由各縣市向中央爭取，不再只侷限於以往的臺北市，

而燈會活動也為各縣市帶來了觀光人潮，以及龐大的旅遊商機! 

王紹旬（2010）指出，在進行台灣燈會策略行銷時，不管是活動前、規劃與執

行中，甚至是到活動結束後，公部門都隨時進行一連串的評估工作，目的是希望能

在內部即能做好內控的管理與運作，且能將公私資源透過不同的組織網絡整合，最

終攜手打造屬於該縣市精采絶倫的台灣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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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燈會所締造出來的觀光實力，已不容小覷，近年來各縣市承辦的燈會活動

已具國際水準，而台灣燈會活動的永續承辦方式，也確實能讓各縣市不只揚名於國

際間，更帶來了可觀的觀光財。關於臺灣各縣市歷屆主燈資料如下表 2-8 所示。 

表 2-8 臺灣各縣市歷屆主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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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臺灣各縣市歷屆主燈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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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鍵成功因素 

2.2.1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  

「關鍵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 CSF）此名詞源自於企業管理，

1961 年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Danel 以管理資訊系統的觀點發表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論文「關鍵成功因素」，並指出成功要素（Success 

Factors）的定義為：為了成功必須做得最投入且最好的重要工作（方威尊，1996；

劉思治，2003）。 

關鍵成功因素的主要核心即是成功，成功即是達成原設定的目標與使命，因

此，成功的定義也會隨著所設定的目標而有所不同；關鍵（Key or Critical）就是

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缺少了就無法成功，因此，換言之，關鍵成功因素即是

要成功完成目標所必需具備的主要因素。現代管理學之父 Drucker（2004）曾指

出：「『搞清楚什麼是當務之急即是管理的第一關鍵，而了解『需要做什麼工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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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要務，而管理成功的關鍵要素，即是思考『需要做什麼」。下表 2-9 是本

研究整理各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的相關定義。 

 

表 2-9 各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 

學 者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 

王啟光（1999） 由關鍵、成功、因素所組成，關鍵指的是最重要的意思，

成功指的是達到預設的目標，因素指的是造成任一事

件的所有因子。 

黃營杉（1996）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係指產業最重要的競爭能力或資

產，廠商若想維持永久性的競爭優勢，就必須隨時把握

產業的關鍵因素，否則就算有良好的策略，也是徒勞無

功。 

Hofer & Schendel

（1978） 

一些會影響管理當局決策的變數，而這些決策也深遠

的影響產業中各種不同企業的整體競爭地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2 關鍵成功因素相關研究 

黃秋瑛（2014）指出各產業及研究者會因為工作本身之特性的不同，對成功

的定義、構面、關鍵成功因素的考量等，也會有所不同。本研究彙整「關鍵成功

因素」相關之研究內容，內容如下表 2-10 所示。 

表 2-10 關鍵成功因素之相關研究 

學 者（年份） 主 要 內 容 

蔣佩芸（2019） 社區發展農產行銷策劃關鍵成功因素之初探。AHP 

蔡昇憲（2018） 節慶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以台東元宵節為例。AHP 

吳幸如（2016） 
攤販集中區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以通霄慈惠宮前

攤販集中區為例。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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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關鍵成功因素之相關研究（續） 

學 者（年份） 主 要 內 容 

葉瑞其（2015） 舉辦地方文化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以清境火把節為例 

吳婉韻（2015） 節慶活動導入體驗行銷之研究－以鹽水蜂炮為例。AHP 

張秋華（2014） 民宿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以緩慢為例。深度訪談 

蔡文榮（2013） 旅遊業執行品質保證之關鍵成功因素。AHP 

鍾依政（2013） 汽車售後服務品質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AHP  

蔡雨軒（2013） 個性化咖啡館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AHP 

孔毓翔（2009） 台北市職業工會導入TTQS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AH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3 舉辦活動的關鍵成功因素  

各行各業以「關鍵成功因素」為主軸的相關研究數量頗多，例如：表 2-10 

中所列民宿業、旅遊業、農產行銷策劃、汽車售後服務品質……等，但對於舉辦

節慶活動關鍵因素之研究，相對的數量也較少，表 2-11、表 2-12 是本研究彙整

國外、內學者所提出與本研究相關之「節慶活動關鍵成功因素」。參酌各學者所

提出的關鍵成功因素後，再歸納整理出本研究所需第二層相關構面及第三層項目

評估，以作為本研究初擬之層級分析問卷之基礎。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xdKj0/record?r1=8&h1=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xdKj0/record?r1=9&h1=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xdKj0/record?r1=19&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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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國外學者 

國外學者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 

Sanders and Lankford

（2006） 

1.觀光業者的協力合作         

2.完整的觀光套裝行程         

3.技術的資源 

4.優質的觀光當局 

5 有計劃的規劃 

6.活動的選擇 

7.地方政府的支持 

8.企業的贊助 

9.充裕的資金 

10.節慶活動的管理 

11.社區的支持 

12.志工的支援 

Palmer（2004） 1.脈絡（關於城市文化、歷史、不同階段經濟發展

的考量） 

2.地方參與度 

3.關係 

4.長程的規劃 

5.確定的宗旨與目標 

6.有特色的內容 

7.藝術自主與政治獨立 

8.有計劃的行銷與傳播 

9.充裕的經費 

10.優秀的領導人與團隊 

11.政治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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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國外學者（續） 

國外學者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 

Lade and Jackson

（2004） 

1.行銷策略   

2.規劃與管理   

3.社區參與 

Catherwood and 

Van Kirk（1992） 

1.活動的核心價值及可行性  

2.規劃和辦理活動的能力  

3.社區的支持 

4.足夠的基礎設備 

5.足夠的資金 

6.活動對遊客的吸引力 

7.媒體的報導與支持 

8.持續的資金挹注與經濟效應 

9.活動評量效標的合理性 

10.活動辦理的應變能力 

11.有效克服活動期間衍生的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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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國內學者 

國內學者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 

葉瑞其（2015） 
1.活動主軸 2.執行能力 3.財務規劃 4.空間氛圍 

5.行銷推廣 

吳英偉、陳慧玲          

（2014） 

1. 結構 2. 活動 3. 參與者 4. 環境 5. 策略  

郭惠珠（2014） 1. 擁有願景 

2. 目的或使命 

3. 善用歷年活動的獨特性和優勢 

4. 有策略性規劃，建立學習型組織 

5. 社區的強烈支持 

6. 保有優良的傳統 

7. 有創新性 

8. 爭取適宜的資源，力求創造利潤 

9. 發揮專業精神：活動的規劃與執行，應由具備活動

管理能力者擔任。 

10. 活動內容、節目執行和人員服務品質，應力求滿足

活動者的需求。 

11. 除目標消費者，應培訓具忠誠度的志工，協助活動

籌備執行。 

12. 提升活動與目的地的形象。  

13. 行銷不應只受到市場氛圍的驅使，宜謹記願景。 

    黃金柱（2014） 
1.活動目的 2.活動主題 3.所需的資源 4.活動場所 5.

活動的時間 6.籌辦團隊的技能 

鍾政偉、張哲維

（2013） 

1.活動設計 2.活動宣傳 3.活動服務 4.活動設施 

5.教育價值 6.整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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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國內學者（續） 

國內學者 節慶活動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 

郭品束（2012） 1.地方情感 2.產業經濟效益 

陳秀華（2012） 1.活動主題 2.媒體行銷 

鍾介凡（2006) 
1.經營規劃 2.活動內容 3.社區涉入 4.遊客滿意  

5.市場行銷 6.經濟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層級分析法（AHP） 

楊日融（2003）指出，國內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中，多數是以因素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複迴歸，以

及德爾菲法等方法為主要運用統計及分析的方法，而其中又以「層級分析法｣及

「因素分析法」為多數人所採用。本研究是以「層級分析法」為主要運用統計及

分析的方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主要應用在情況不確定時，

且同時具有多數個評估準則需做決策的問題上（曾國雄、鄧振源，1989）。AHP

理論是 Saaty（匹茲堡大學教授）於 1971 年為因應多準則的決策問題所發展出

來的理論。自 1974~1978 年間，此理論經過不斷的研究、修正以及證明後，使得

理論更臻成熟完備，之後 Saaty 在 1982 年至 1987 年間，陸續出版了三冊關於

AHP 的理論専書。自 AHP 理論發展以來，以此理論應用的範圍相當的廣泛，而

相關研究的論文、期刊更是不可勝數1（維基百科）。AHP 法是以兩兩相互比較的

層級架構模式，給予決策者對構面指標的相對重要性作權重分析判斷必須前後一

致，因此認為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必須透過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

與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e Raatio, C.R.）來檢定較為嚴謹（張奕華、許正妹，

2008）。 

                                                
1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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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ty，1980）指出層級架構的建立不僅可解決複雜的問題，且同時具有以

下的特色： 

1. 利用要素建立的層級架構，有利於工作的完成。 

2. 層級架構的建立有利於解釋系統的構面及功能面。 

3. 層級架構的建立有利於解釋要素之間影響的程度。 

4. 層級架構是一種有效的方式，而自然系統也通常是以層級的方式組成。 

5. 層級架構具有彈性（Flexibility）與穩定性（Stability）的優點，意即一般來

說，極少量的改變會造成極少量的影響，然而若是架構良好的層級，即使再加入一

個層級也不會對整個層級架構造成太大的影響力。 

一般來說，大群體若考慮決策性問題時，較適合以統計抽樣方式再配合計量的

方式來計算出決策結果，但小群體専家決策並不適合用統計抽樣及計量的方法，因

小群體専家樣本數以一般來說均小於 10。小群體専家決策的方式，通常會透過少

數的三、五位専家的意見交流後，彼此達成共識後再做決策。層級分析法是適用於

解決不確定問題及群體較小的決策性問題（吳成仁，2004）。 

透過 AHP 的使用，可以規範群體思考的過程，但問題中每個變數都必須有一

個數值，以協助決策者透過縝密周詳的思考而做出正確的決策，群體決策後的決定

除了可增加判斷的一致性，也提高 AHP 作為決策工具的信賴度（楊芳昇，2015）。 

 

2.4 小結 

綜合 Lade and Jackson（2004）、Palmer（2004）、黃金柱（2014）、葉瑞其

（2015）等研究與論點，承辦節慶活動的關鍵性因素涵蓋廣泛，例如：活動的目的、

主題、資源、活動的內容設計、營造的周遭氛圍、行銷、效益、活動辦理的應變能

力、服務、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等，而節慶活動的籌劃往往涉及到各個層面，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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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的狀況，更使得如何成功的承辦節慶活動變得更富有挑戰性，因此找出承辦活

動的「關鍵成功因素」，亦即掌握了承辦活動的方向。 

在活動的辦理與實行的過程中，對於所有關係人的意見都應予以尊重，此外也

應隨時檢視活動的本身，而能隨時的調整與修正。 

締造成功的節慶活動實屬不易，然而若能掌握關鍵性因素，相信帶來的絶不僅

只是單純的經濟效益，而是往往能激發起在地人的文化意識與信念，一起共同為地

方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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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再考量已確立的研究目的，進而擬

定初步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以第一階段的文獻探討為始，至第四階

段的結果討論為結束，共計四個階段，以下是各階段的內容說明： 

階段一：依據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擬出與本研究相關的關鍵因素細

項以及層級架構。 

階段二：為確立明確的評估項目以及層級架構，再與専家學者進一步討論階段

一所擬訂的項目，是否依在地風土人情的不同，而需在項目評估、構面，以及內容

等方面，再作適當的修正。 

階段三：以 AHP（層級分析法）依據所確立的層級架構、各構面的項目評估

等，編擬「燈會活動關鍵因素探討之層級分析問卷」。填寫問卷者為 2019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3 日間，曾參與大鵬灣燈會活動的 9 位在屏東縣某國小服務的老師。

此問卷可透過評估各關鍵成功因素之間的相對權重，進而對各項目評估間做重要

性的排序。 

階段四：回收問卷並對資料做進一步的分析與結果的研究和討論。 

本研究依據以上的四個階段建構出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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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對象 

「2019 台灣燈會」即第 30 屆台灣燈會，於 108 年 2 月 19 日至 108 年 3 月 3

日舉辦於屏東，以「屏安鵬來，光耀三十」為主題，有別於以往風格且具承先啟後

的意義。此次燈會有三大燈區，分別是大鵬灣燈區、屏東燈區以及東港燈區等三大

燈區。 

本研究的「大鵬灣燈區」即主燈所在，場地面積廣達 42 公頃，並具有三大特

色2： 

一、 燈會舉辦結合了三方之力 

首次結合三方之力—觀光局、屏東縣政府、民間企業（大鵬灣國際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於國家風景區舉辦燈會，竭力行銷與推展屏東地區觀光。 

二、首次主燈設計以當地特色物產為主題 

                                                
2 2019 台灣燈會網站 

構面、項目評估的確認 

實施 AHP（層級分析法） 

資料分析、研究、討論 

専家學者 

専家學者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文獻彙整、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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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幾乎年年皆以該年生肖為主燈造型，但 2019 台灣燈會的造型，有別於

歷年以生肖為主燈，毅然的改以東港鮪魚為主燈造型—「巨鮪來富｣，代表的是屏

東在地的特色以及豐收滿溢的祥兆。 

三、 視覺饗宴的海上賞燈 

燈區充份利用當地潟湖地景、地貌規劃，此次欣賞燈會的民眾可從陸、空，甚

至是海上賞燈，不僅多了份來自海的味道，更是場視覺上的饗宴﹗ 

此次的燈會活動，不僅令民眾驚艷，而史無前例的創新元素更是令民眾一飽眼

福，例如像英特爾（Intel）無人機在天空中所展現的「屏東」、「TAIWAN」字眼、

水上海洋歌劇的精彩演出，開幕時千人傳唱在地民謠……等，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

活動更是讓此次的燈會活動成為國內外眾所矚目的焦點！關於 2019 年大鵬灣燈區

的簡要說明、創新燈會的作品與展演、小提燈介紹等，參閱附錄一。 

3.3 研究工具及執行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透過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以及修正後的層級

架構，歸納出「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以 2019 年大鵬灣燈會為例」之因素構面，

並進而運用層級分析法，整理出各項目評估的重要性排序。 

3.3.1 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透過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以做為本研究相關

的理論依據。文獻探討的具體作法為蒐集、整理、歸納以及分析關於「節慶活動」 、

「關鍵成功因素｣，以及「層級分析法」等相關之文獻，並分析整理出本研究初擬

的「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初擬表」。 

3.3.2 確認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 

透過諮詢専家學者的意見，能以更客觀的角度檢核各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也

能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和實用價值，此階段研究執行的方式分為「諮詢専家學者

意見」、「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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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諮詢専家學者意見 

「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初擬表｣每一項目列有「刪除｣、「保留｣、「専家意見

修正｣三個選項，為使本研究結果具較高可信度與實用價值，於是再與學者専家進

一步討論初擬的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各因素，依各地風土人情的不同，而在項目評

估、構面，以及內容等方面，再作適當的修正。擔任本次研究諮詢之二位専家學者，

其相關經歷分別為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副教授，以及南華大學旅遊管

理學系助理教授。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內容所擬定的「層級構面與項目評估初擬表｣，包含四大

構面，分別是「A 活動企劃因素」、「B 實行傳播因素」、「C 周遭認同因素」、

「D 財務規劃因素」等四大構面，「A 活動企劃因素」構面，則再細分為 A1 活動

策略企劃、A2 活動主題明晰、A3 活動規劃創新、A4 時間規劃安排等四項評估項

目;「B 實行傳播因素」構面，則再細分為 B1 活動實行能力、B2 活動推銷組合、

B3 提高參與意願、B4 媒體曝光傳播等四項評估項目;「C 周遭認同因素」構面，

則再細分為 C1 整體周遭氛圍、C2 地方文化意識、C3 地方產業特點、C4 活動正

向意義等四項評估項目;「D 財務規劃因素」構面，則再細分為 D1 政府専款補助、

D2 民間企業贊助、D3 燈會活動收入、D4 活動成本控管等四項評估項目。表 3-

1 為「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項目評估初擬架構表，內容所述如下。 

表 3-1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項目評估初擬架構表 

主 要 構 面 關鍵因素項目評估 文 獻 參 考 

A 活動企劃因素 A1 活動策略企劃 黃金柱（2014）; 鍾政偉、張哲維

（2013） 

A2 活動主題明晰 鍾介凡（2006） ; 葉瑞其（2015） ; 

黃哲鎮（2010） 

A3 活動規劃創新 李青松、車成緯（2009）; 鍾政偉、 

張哲維（2013）; 郭惠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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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項目評估初擬架構表（續） 

主 要 構 面 關鍵因素項目評估 文 獻 參 考 

 A4 時間規劃安排 黃金柱（2014） 

B 實行傳播因素 B1 活動實行能力 葉瑞其（2015）; 鍾介凡（2006） 

B2 活動推銷組合 葉瑞其（2015）; 鍾介凡（2006） 

B3 提高參與意願 張和然、張菁敏（2011）; 鄭天明、

陳美存（2007）; 黃哲鎮（2009） 

B4 媒體曝光傳播 黃哲鎮（2010）; 鍾政偉 張哲維

（2013） 

C 周遭認同因素 C1 整體周遭氛圍 鍾政偉、張哲維（2013）; 葉瑞其

（2015） 

C2 地方文化意識 譚光鼎（1998）; 湯昌文（2002） 

C3 地方產業特點 劉照金、劉一慧、孟祥仁（2008）; 

許興家、曾聖文、柳金財（2008） 

C4 活動正向意義 鍾政偉、張哲維（2013）; 李青松、

車成緯（2009） 

D 財務規劃因素 D1 政府専款補助 葉瑞其（2015） 

D2 民間企業贊助 葉瑞其（2015） 

D3 活動收入管理 葉瑞其（2015） 

D4 活動成本控管 葉瑞其（2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3 運用層級分析法 AHP 

本研究透過學者専家修正後的層級構面和項目評估，再運用層級分析法編製

問卷。此 AHP 理論是 Saaty 於 1971 年為因應多準則的決策問題所發展出來的理

論，（Saaty，1990）指出層級架構的建立不僅可解決複雜的問題，且同時具有以下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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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要素建立的層級架構，有利於工作的完成。 

2. 層級架構的建立有利於解釋系統的構面及功能面。 

3. 層級架構的建立有利於解釋要素之間影響的程度。 

4. 層級架構是一種有效的方式，而自然系統也通常是以層級的方式組成。 

5. 層級架構具有彈性（Flexibility）與穩定性（Stability）的優點，意即一般來

說，極少量的改變會造成極少量的影響，然而若是架構良好的層級，即使再加入一

個層級也不會對整個層級架構造成太大的影響力。 

此階段研究執行方式分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對象為屏東縣某國小等九位老師，其相關資料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問卷成員資料表 

問卷成員 教 學

年 資 

參與此次燈會活

動的工作或原因 

曾參與的大型節慶活動 

柯ｏｏ 15 志工（交通引導） 1.高雄燈會 2.台北燈會 3.全國星空吶喊

活動（2013 年~2019 年）4. 國際民謠節 

（2011 年~2019 年） 

陳ｏｏ 6 年 志工（交通引導） 國際民謠節 （2017 年~2019 年） 

李ｏｏ 5 年 志工（交通引導） 國際民謠節 （2016 年~2019 年） 

陳ｏｏ 5 年 志工（交通引導） 國際民謠節 （2016 年~2019 年） 

黃ｏｏ 14 年 學校指派 2019 年國際民謠節 

 



 
 
 
 
 
 
 
 
 
 
 
 

 

37  

表 3-2 問卷成員資料表（續） 

問卷成員 教 學

年 資 

參與此次燈會活

動的工作或原因 

曾參與的大型節慶活動 

林ｏｏ 12 年 學校指派 國際民謠節（2015 年~2019 年） 

李ｏｏ 8 年 學校指派 2019 年國際民謠節 

劉ｏｏ 4 年 學校指派 1.高雄燈會 2.台北燈會 3.恆春搶孤活

動 4. 101 跨年煙火秀 

賴  ｏ 3 年 學校指派 1.佛光山新春煙火祈福活動 2.屏東跨

年晚會 3.花卉博覽會 

 

二、研究工具 

此研究工具為「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層級分析問卷—以 2019 年大鵬

灣燈會為例」（如附錄二），此份問卷是透過學者専家修正後的層級構面和項目評

估，再運用層級分析法（AHP）編擬而成。問卷計有兩大部份，分別是「問卷填寫

範例說明｣與「問卷內容｣。「問卷填寫範例說明｣主要在說明如何依評估準則做出

重要性排序和勾選。問卷內容分為二個層級、三大構面、十二個項目評估，問卷填

答的部份則設計成四大部份，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層級分析問卷四大題項 

四 大 部 份 內 容 概 要 

第一大部份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以 2019 年大鵬灣燈會為例」，

三大構面因素之重要性比較 

第二大部份 「A 活動企劃因素」構面之項目評估重要性比較 

第三大部份 「B 實行傳播因素」構面之項目評估重要性比較 

第四大部份 「C 周遭認同因素」構面之項目評估重要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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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問卷的評比尺度表，主要是讓填問卷者評估各項因素之間相對重要性的

比較，因此評比尺度表是以成偶比對且採用九個名目尺度的方式，讓所有項目評估

作兩兩重要性的比較，此份透過層級分析法所編擬的評比尺度表，如下表 3-4 所

示。 

表 3-4 層級分析問卷之評比尺度表 

A 因素與 B 因素

相對重要性比較 
意    義 解 釋 說 明 

1 同等重要 A 與 B 對該主題有相同等級

貢獻 

3 稍微重要 A 較 B 對該主題稍微重要 

5 頗為重要 A 較 B 對該主題頗為重要 

7 極為重要 A 較 B 對該主題極為重要 

9 絶對重要 A 較 B 對該主題絶對重要 

2、4、6、8 界於此數相鄰兩數之

間 

當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Thomas, L. Saaty（1980） 

 

3.4 權重資料處理與分析 

依據層級分析問卷所得的資料與結果，Saaty 對於各層級之成對偶矩陣，建議

使用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與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e Ratio, C.R.）

來檢核一致性。 

一致性的篩檢原則即當 C.I.=0 時，顯示資料前後判斷具完全一致性，若 C.I.

＞0 時，顯示資料前後判斷具不一致性，然而在真實的世界中人類的想法是多元的，

並非一成不變，完成一致性是幾乎不可能的，雖然所有問卷都須透過一致性指標

（C.I.）與一致性比例（C.R.）的檢核，因此若一致性指標 C.I.＜0.1，而一致性比

例 C.R.＜0.1 時，代表的是在可容許的誤差值內，且結果一致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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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層級架構初擬及専家修正後說明 

本研究依據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再考量已確立的研究目的，進而

擬定初步的研究架構，經過與學者専家的討論後，將關於此次研究的層級構面、

項目評估修正如下： 

1.「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所轄第一層級四個構面修正，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所轄第一層級四個構面修正表 

第一層級四個構面 刪

除 

保留 専家意見修正 

A 活動企劃—是指活動策

略企劃、活動主題明晰、活

動規劃創新，時間安排等因

素。 

無 ○ 無 

B 實行傳播—是指活動實

行能力，活動推銷組合，提

高參與意願，媒體曝光傳播

等因素。 

無 ○ 無 

C 周遭認同—是指整體周

遭氛圍，地方文化意識，地

方產業特點，活動正向意義

等因素。 

無 ○ 無 

D 財務規劃—是指政府専

款補助、民間企業贊助、燈

會活動收入、活動成本控管

等因素。 

v △ 専家建議修正： 

D「財務規劃」此構面，可

併入 A「活動企劃」構面中

的「相關經費挹注」評估項

目中，故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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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留，『△』為保留但須修正 

 

經過學者専家的意見修正後，將此研究第一層級構面由原本的四個構面，修

正為三個構面，分別是 A 活動企劃、B 實行傳播、C 周遭認同等三個構面。  

2. 第二層級「活動企劃」構面，項目評估修正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A 活動企劃」所轄第二層級項目評估修正表 

第一層級「A 活動企劃｣的四個

項目評估 

刪

除 

保

留 

専家意見修正 

A1 活動策略企劃—是指以創

新的燈光秀、在地文化特色與

連結、推銷地方產業為主要目

的，吸引國內外遊客參與燈

會，創造屏東人的歷史和驕

傲。 

無 ○ 無 

A2 活動主題明晰—是指今年

交通部觀光局以「屏安鵬來 

光耀 30」為台灣燈會布展主

題，共分為屏東、東港、及大

鵬灣三大燈區，各自展現其特

色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 

無 ○ 無 

A3 活動規劃創新—是指以

「巨鮪來富」黑鮪魚為主燈、

Intel 300 架無人機燈光秀、國

際級的藝術燈件……驚豔現

場所有觀眾。 

無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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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時間規劃安排—是指燈會

活動日期、時段的選擇，以及

活動期間的規劃安排。 

v △ 専家建議修正： 

1. A4「時間規劃安排」因屬

性可歸類於 A1「活動策略

企劃」中，因此建議予以刪

除。2. D「財務規劃」此構

面，可併入 A「活動企劃」

構面中的評估項目中，故原

A4 評估項目中的「時間規

劃安排」刪除後再增列「相

關經費挹注」。 

『○』為保留，『△』為保留但須修正 

 

經過學者専家的意見修正後，將此研究修正為： 

（1）A4「時間規劃安排」因屬性可歸類於 A1「活動策略企劃」中，因此建議予

以刪除。 

（2）D「財務規劃」此構面，可併入 A「活動企劃」構面中的評估項目中，故

原 A4 評估項目中的「時間規劃安排」 刪除後再增列「相關經費挹注」。 

3. 第二層級「B 實行傳播」，項目評估修正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B 實行傳播」所轄第二層級項目評估修正表 

第一層級「B 實行傳播｣的

四個項目評估 

刪

除 

保

留 

専家意見修正 

B1 活動實行能力—是指

5600 名的志工投入、専業工

作人員的規劃和執行，讓活

動的細節皆有人投入，除了

發揮集體智慧及創意，也讓

燈會活動更臻完美。 

無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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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活動推銷組合—是指首

推《燈會限定美食》，更新

印製有中、英、日文的菜單，

及必遊的「推薦行程」；晚

上再至燈會欣賞精彩的主

燈秀和無人機燈光秀。 

無 ○ 無 

B3 提高參與意願—是指客

家文化體驗工作坊」的成

立、小提燈的贈送、一系列

在地文化的表演活動等，讓

活動參與的人不僅欣賞了

一場不一樣的陸、海、空燈

會饗宴，更可從活動中體驗

了屏東人「與在地連結」的

理念，成功的提升了遊客們

參與此燈會活動的動機，也

讓活動參與的人範圍更廣，

影響更為深遠。 

無 ○ 無 

B4 媒體曝光傳播—是指經

由各項媒體(新聞、報紙、臉

書、LINE、MV.)管道的宣

傳，讓更多的人接收到活動

訊息而前來參與活動，讓活

動更圓滿熱鬧。 

無 ○ 無 

『○』為保留，『△』為保留但須修正 

 

經過學者専家的意見修正後，此部份均為保留，且無須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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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層級「C 周遭認同」，項目評估修正如下表 4-4 所示。 

表 4-4 「C 周遭認同」所轄第二層級項目評估修正表 

第一層級「C 周遭認同｣的四

個項目評估 

刪除 保留 専家意見修正 

C1 整體周遭氛圍—是指此次

的燈會活動，活動前以人為本

出發，不斷從各族群、年齡層

的角度，模擬遊客的可能需

求，不只成功激起在地人熱

情，和公務體系一起總動員，

因此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無 ○ 無 

C2 地方文化意識—是指屏東

縣的燈會活動呈現當地文化

民俗特色，例如：燈會開幕儀式

時千人傳唱的「恆春民謠」，不

僅是在地文化特色，更是台灣珍

貴的無形文化資產，也讓遊客們

在熱鬧又有趣的活動中，接受地

方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 

無 ○ 無 

C3 地方產業特點—是指屏東

縣的燈會活動展現了濃濃的地

方產業特點，例如：六堆客家燈

區、屏東特產蓮霧林區、12 米橋

-黑鮪吉祥門…等。 

無 ○ 無 

C4 活動正向意義—是指一段

段我們所不知道的屏東故事，

透過創新的藝術、精雕細琢的

無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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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會作品、屏東的在地文化風

情，以及屏東人的熱情與堅

持，完成了這場堪稱為 30 年

來史上最美的燈會盛宴，也讓

大家了解關於「台灣燈會在屏

東」的感動與美好。 

『○』為保留，『△』為保留但須修正 

 

經過學者専家的意見修正後，此部份均為保留，且無須做修正。 

 

4.2 層級架構之建立 

本研究依據相關的文獻彙整、探討、分析，再考量已確立的研究目的，擬定初

步的研究構面以及項目評估，經過學者専家的意見修正後，建立了本研究的層級架

構。第一層級共分為三大構面，分別是「A 活動企劃因素」、「B 實行傳播因素」、

「C 周遭認同因素」等三大構面，而「A 活動企劃因素」構面，則再細分為 A1 活

動策略企劃、A2 活動主題明晰、A3 活動規劃創新、A4 相關經費挹注等四個項目

評估;「B 實行傳播因素」構面，則再細分為 B1 活動實行能力、B2 活動推銷組合、

B3 提高參與意願、B4 媒體曝光傳播等四個項目評估;「C 周遭認同因素」構面，

則再細分為 C1 整體周遭氛圍、C2 地方文化意識、C3 地方產業特點、C4 活動正

向意義等四個項目評估。 

本研究的層級架構經由學者専家的建議修正後，建構出本研究的「燈會活動關

鍵成功因素之層級架構圖」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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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此份層級架構圖，再設計「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以 2019 年大鵬

灣燈會為例」之層級分析問卷，如附錄（二），以下是問卷實施的結果。 

 

4.3 層級分析問卷回收 

本次研究問卷共發出 9 份，收回 9 份，雖然全部收回，但因為有 2 份問卷資

料填答不全為無效問卷，故予以刪除。7 份問卷透過層級分析法獲得各構面、各評

估項目間相對權重值，以及各項目的重要性排序。透過這些數據，可以歸納出關於

此次研究的關鍵成功因素。 

圖 4.1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層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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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層級分析問卷一致性檢定表 

本次研究依據有效的 7 份問卷的填答數據，按序輸入 AHP Excel 試算表中，

整體構面、A、B、C 等構面各項目之一致性指標（C.I.）、一致性比率（C.R.）值

皆小於 0.1，顯示這 7 位填問卷者的判斷是前後一致，問卷的結果通過一致性檢定。

下表 4-5 是層級分析問卷（主構面）一致性檢定表。 

表 4-5 層級分析問卷一致性檢定表 

 整體構面 A 構面項目 B 構面項目 C 構面項目 

一 致 性 指 標

（C.I.） 
0.050 0.070 0.008 0.056 

一 致 性 比 率

（C.R.） 
0.087 0.077 0.009 0.062 

通過／没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4.3.2 層級分析問卷—主構面之權重分析 

透過層級分析法運算主構面之相對權重，依所得相對權重值於下表 4-6 所示。 

表 4-6 層級分析問卷—主構面分析 

構 面 A 活動企劃 B 實行傳播 C 周遭認同 權重值 

A 活動企劃 1 1.06961 0.543946 0.278 

B 實行傳播 0.93492 1 1.309945 0.353 

C 周遭認同 1.838416 0.763391 1 0.369 

（λ=3.100   C.I. = 0.050   C.R. =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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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層級分析問卷—項目評估之權重分析 

透過層級分析法運算各項目評估之相對權重，依運算所得相對權重值分別列

於表 4-7、表 4-8、表 4-9。 

表 4-7 層級分析問卷—「A 活動企劃」項目評估分析 

項目

評估 

A1 活動策

略企劃 

A2 活動主

題明晰 

A3 活動規

劃創新 

A4 相關經

費挹注 

權重值 

A1

活動

策略

企劃 

1 0.677611 0.436648 0.802742 0.167 

A2

活動

主題

明晰 

1.475773 1 0.421685 0.79048 0.200 

A3

活動

規劃

創新 

2.290172 2.371441 1 0.55329 0.319 

A4

相關

經費

挹注 

1.245731 1.265054 1.80737 1 0.314 

（λ= 4.209  C.I. =0.070   C.R. =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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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層級分析問卷—「B 實行傳播」項目評估分析 

項目評估 B1 活動

實行能力 

B2 活動

推銷組合 

B3 提高

參與意願 

B4 媒體

曝光傳播 

權重值 

B1 活動

實行能力 
1 1.718772 0.644394 1.164659 0.239 

B2 活動

推銷組合 
0.581811 1 0.245341 0.789185 0.129 

B3 提高

參與意願 
1.551846 4.075966 1 2.713085 0.454 

B4 媒體

曝光傳播 
0.858621 1.267129 0.368584 1 0.178 

（λ= 4.025  C.I. =0.008   C.R. = 0.009） 

 

表 4-9 層級分析問卷—「C 周遭認同」項目評估分析   

項目評估 C1 整體

周遭氛圍 

C2 地方

文化意識 

C3 地方

產業特點 

C4 活動

正向意義 

權重值 

C1 整體

周遭氛圍 
1 0.543946 0.571986 0.321383 0.137 

C2 地方

文化意識 
1.838416 1 1.475773 2.177906 0.363 

C3 地方

產業特點 
1.748296 0.677611 1 1.332447 0.255 

C4 活動

正向意義 
3.111554 0.459157 0.750499 1 0.245 

（λ=4.167   C.I. =0.056   C.R.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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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本研究燈會關鍵成功因素之三個主構面和十二個項目評估分析結果如

下表 4-10 所示。     

表 4-10 層級分析問卷—項目評估權重表 

構 面 構面權重值 關鍵因素項目評估 項目評估權重值 

A 活動企劃 
0.2777 

 

A1 活動策略企劃 0.04639 

A2 活動主題明晰 0.05554 

A3 活動規劃創新 0.08858 

A4 相關經費挹注 0.08721 

B 實行傳播 
0.3533 

 

B1 活動實行能力 0.08430 

B2 活動推銷組合 0.04572 

B3 提高參與意願 0.16036 

B4 媒體曝光傳播 0.06287 

C 周遭認同 
0.3690 

 

C1 周遭環境氛圍 0.05073 

C2 地方文化意識 0.13388 

C3 地方產業特點 0.09400 

C4 活動正向意義 0.09041 

 

4.4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排序與討論 

4.4.1 主構面評估相對權重分析 

本研究在構面評估上可分為三大項目，分別為 A 活動企劃、B 實行傳播、

C 周遭認同等三種項目。透過層級分析法運算各構面評估之相對權重，各權重值

的排序依序為：第一「C 周遭認同」，權重值為 0.369，第二「B 實行傳播」，權

重值為 0.353，第三「A 活動企劃」，權重值為 0.278，依運算所得結果，如下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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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層級分析問卷—構面評估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構面評估 構面權重值 構面權重值排序 

C 周遭認同 0.369 1 

B 實行傳播 0.353 2 

A 活動企劃 0.278 3 

 

 

依據表 4-11 顯示，在「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以 2019 大鵬灣燈會為例」

三項構面評估中，「C 周遭認同」這個構面評估所佔的權重值最高，其次是「B 

實行傳播」構面評估，最後則是「A 活動企劃」構面評估，故主辦燈會活動應多

強化在「周遭認同」，在活動中融入在地文化的元素。然而「B 實行傳播」構面

評估權重值雖居於第二，但其實與「C 周遭認同」這個構面評估權重值差距並不

大，顯示「C 周遭認同」與「B 實行傳番」這兩個構面在「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

素—以 2019 年大鵬灣燈會為例」中佔有著重要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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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各項目評估相對權重分析 

一、「A 活動企劃」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在「A 活動企劃」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因素評估項目，透過 Excel 運算得出

的項目評估權重值排序依序為：第一「A3 活動規劃創新」，權重值為 0.319，第

二「A4 相關經費挹注」，權重值為 0.314，第三「A2 活動主題明晰」，權重值為

0.200，第四「A1 活動策略企劃」，權重值為 0.167，依運算所得結果，如下表 4-

12 所示。 

表 4-12「A 活動企劃」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構 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項目評估權重值 
項目評估權

重值排序 

A 活動企劃 

A1 活動策略企劃 0.167 4 

A2 活動主題明晰 0.200 3 

A3 活動規劃創新 0.319 1 

A4 相關經費挹注 0.3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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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 活動企劃」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因素項目評估中，以「A3 活動規劃創

新」、「A4 相關經費挹注」，權重值分別為 0.319 和 0.314，居於第一與第二， 

顯示「活動規劃創新」與「相關經費的挹注」這兩項評估項目在「A 活動企劃」構

面項下佔有著幾乎同等重要的比重，反觀「A2 活動主題明晰」、「A1 活動策略

企劃」權重值分別為 0.200 和 0.167 ，在「A 活動企劃」構面項下顯得重要性較

低。 

二、「B 實行傳播」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在「B 實行傳播」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因素項目評估，透過 Excel 運算得出

的項目評估權重值排序依序為：第一「B3 提高參與意願」，權重值為 0.454，第二

「B1 活動實行能力」，權重值為 0.239，第三「B4 媒體曝光傳播」，權重值為 0.178，

第四「B2 活動推銷組合」，權重值為 0.129，依運算所得結果，如下表 4-13 所示。 

表 4-13「B 實行傳播」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構 面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 項目評估權重值 
項目評估權

重值排序 

B 實行傳播 

B1 活動實行能力 0.239 2 

B2 活動推銷組合 0.129 4 

B3 提高參與意願 0.454 1 

B4 媒體曝光傳播 0.17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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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 實行傳播」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評估項目中，以「B3 提高參與意願」

權重值為 0.454 居於第一，而其他「B1 活動實行能力」權重值為 0.239，「B4 媒

體曝光傳播」權重值為 0.178，「B2 活動推銷組合」權重值為 0.129，此後三項的

權重值顯然均與居於第一的「B3 提高參與意願」的權重值有一段明顯的差距，也

更凸顯出「B3 提高參與意願」的重要性。 

三、「C 周遭認同」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在「C 周遭認同」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因素項目評估，透過 Excel 運算得出

的項目評估權重值排序依序為：第一「C2 地方文化意識」，權重值為 0.363，第二

「C3 地方產業特點」，權重值為 0.255，第三「C4 活動正向意義」，權重值為 0.245，

第四「C1 整體周遭氛圍」，權重值為 0.137，依運算所得結果，如下表 4-14 所示。 

表 4-14 「C 周遭認同」項目評估相對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構面 關鍵因素項目評估 項目評估權重值 
項目評估權重

值排序 

C 周遭認同 

C1 整體周遭氛圍 0.137 4 

C2 地方文化意識 0.363 1 

C3 地方產業特點 0.255 2 

C4 活動正向意義 0.2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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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 周遭認同」構面項下的四個關鍵因素項目中，以「C2 地方文化意識」、

「C3 地方產業特點」，權重值分別為 0.363 和 0.255，居於第一與第二，而「C4 

活動正向意義」權重值為 0.245，在此構面項下雖居於第三，但與居於第二的「C3 

地方產業特點」僅有些微的差距，而居於第四的「C1 整體周遭氛圍」這個項目評

估權重值為 0.1375，顯然與前三項關鍵因素評估項目差距較大，顯示在「C 周遭

認同」構面項下，「C2 地方文化意識」、「C3 地方產業特點」、「C4 活動正向

意義」此三項評估項目佔有著重要的比重，尤其「C2 地方文化意識」更是居於第

一，由此可見，「地方文化意識」因素在舉辦燈會活動中，是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 

4.4.3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分析 

依據本研究問卷所得的資料，透過 Excel 運算得出的三大主構面以及各關鍵因

素項目評估的權重值，依整體權重排序及整體權重值累計，整理成以下表 4-15 及

表 4-16。經由表中各關鍵因素權重值的排序，可得知各主構面以及各關鍵因素項

目評估之間相對的重要性，也可提供給承辦燈會活動的主辦單位做為參考。 

表 4-15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構面和項目評估整體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構 面 構面權重 
構面

排序 
評 估 項 目 

評估項目

局部權重 
評估項目

整體權重 

評估

項目

整體

排序 

A 

活動

企劃 

0.2777 

 

3 A1 活動策略企劃 0.1670 0.04639 11 

A2 活動主題明晰 0.2000 0.05554 9 

A3 活動規劃創新 0.3190 0.08858 5 

A4 相關經費挹注 0.3140 0.087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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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構面和項目評估整體權重排序與雷達圖 (續) 

構 面 構面權重 
構面

排序 
評 估 項 目 

評估項目

局部權重 
評估項目

整體權重 

評估

項目

整體

排序 

B 

實行

傳播 

0.3533 

 

2 B1 活動實行能力 0.2386 0.08430 7 

B2 活動推銷組合 0.1294 0.04572 12 

B3 提高參與意願 0.4540 0.16036 1 

B4 媒體曝光傳播 0.1780 0.06287 8 

C 

周遭

認同 

0.3690 

 

1 C1 整體周遭氛圍 0.1375 0.05073 10 

C2 地方文化意識 0.3628 0.13388 2 

C3 地方產業特點 0.2547 0.09400 3 

C4 活動正向意義 0.2450 0.090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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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值累計與排序表 

關鍵因素項目評估 

關鍵因素項

目評估整體

權重值 

關鍵因素項

目評估整體

權重值累計 

關鍵因素項目評

估整體排序 

B3 提高參與意願 0.16036 0.16036 1 

C2 地方文化意識 0.13388 0.29424 2 

C3 地方產業特點 0.09400 0.38824 3 

C4 活動正向意義 0.09041 0.47865 4 

A3 活動規劃創新 0.08858 0.56723 5 

A4 相關經費挹注 0.08721 0.65444 6 

B1 活動實行能力 0.08430 0.73874 7 

B4 媒體曝光傳播 0.06287 0.80161 8 

A2 活動主題明晰 0.05554 0.85715 9 

C1 整體周遭氛圍 0.05073 0.90788 10 

A1 活動策略企劃 0.04639 0.95427 11 

B2 活動推銷組合 0.04572 0.99999 12 

 

依據以上結果顯示，12 項關鍵因素項目評估的整體權重值排序，前五名依序

是在「B 實行傳播」構面項下的「B3 提高參與意願」（0.16036），在「C 周遭認

同」構面項下的「C2 地方文化意識」（0.13388）、「C3 地方產業特點」（0.09400）、

「C4 活動正向意義」（0.09041），以及在「A 活動企劃」構面項下的「A3 活動

規劃創新」（0.08858）。 

透過以上的資料顯示，在舉辦燈會活動關鍵因素中，居於第一名的「提高參與

意願」，是本次研究結果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居於第二名的「地方文化意識」與第

三名的「地方產業特點」，也都與「在地文化、產業」有著高度的相關。屏東縣政

府在此次燈會中以「在地理念」做連結，此次的燈會活動不但得到了屏東縣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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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更得到了參與民眾的廣大迴響﹗ 

「C2 地方文化意識」、「C3 地方產業特點」、「C4 活動正向意義」這三項

關鍵因素評估項目皆屬於「C 周遭認同」構面，此三個項目評估的累計權重值為

0.31829，幾乎佔了整體權重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C 周遭認同」構面在舉辦燈

會活動關鍵因素中的重要性。「A3 活動規劃創新」（0.08858）雖居於第五名，但

與居於第四名的「C4 活動正向意義」（0.09041），僅些微的差距，尤其在此次大

鵬灣燈會中所加入的創新元素，不管是國際級的燈會藝術作品、還是 Intel 300 架

無人機燈光秀，皆屢屢讓遊客們驚艷不已，也突顯了活動規劃創新的重要性﹗ 

第六名至第十二名依序是「A4 相關經費挹注」、「B1 活動實行能力」、「B4

媒體曝光傳播」、「A2 活動主題明晰」、「C1 整體周遭氛圍」、「A1 活動策略

企劃」、「B2 活動推銷組合」，其中在「B 實行傳播」構面項下的「B2 活動推

銷組合」在整體權重值最低，顯示本研究在「2019 大鵬灣燈會活動」中所附加的

產品性行銷，其所佔的重要性最低。 

4.4.4 本研究關鍵性因素與其他研究之比較 

下表 4-17 是本研究列出與其他學者在舉辦節慶活動中，各關鍵性因素排序

差異性的比較，內容如下所示。 

 

表 4-17 關鍵因素排序差異比較表 

項目評估名稱

（本研究） 

項目評估整體排

序（本研究） 

項目評估整體排序

（楊芳昇，2016） 
排 序 差 異 

B3 提高參與意願 1 6 +5 

C2 地方文化意識 2 1 -1 

C3 地方產業特點 3 11 +8 

C4 活動正向意義 4 2 -2 

A3 活動規劃創新 5 9 +4 

A4 相關經費挹注 6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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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關鍵因素排序差異比較表（續） 

項目評估名稱（本

研究） 

項目評估整體排

序（本研究） 

項目評估整體排序

（楊芳昇，2016） 
排 序 差 異 

B1 活動實行能力 7 4 -3 

B4 媒體曝光傳播 8 8 相同 

A2 活動主題明晰 9 3 -6 

C1 整體周遭氛圍 10 7 -3 

A1 活動策略企劃 11 5 -6 

B2 活動推銷組合 12 10 -2 

資料來源：楊芳昇（2016）、本研究整理 

 

1. 排序差異相似之因素：分別為「地方文化意識」、「活動正向意義」、「媒體曝

光傳播」、以及「活動推銷組合」等四項因素，其中「地方文化意識」因素在本研

究中雖居於第 2，而在（楊芳昇，2016）中的排序為第 1，其差異並不大，可見得

「地方文化意識」因素在燈會活動中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2. 排序差異最大正值因素：「地方產業特點」此項關鍵因素於本研究中居於第 3

名，可是在（楊芳昇，2016）中的研究中卻居於第 11 名。 

3. 排序差異最大負值因素：「活動主題明晰」、「活動策略企劃」兩項因素在本研

究中排序分別居於第 9 和第 11，顯示其重要性偏低。 

綜合以上資料顯示，不管是依據本研究或者是與（楊芳昇，2016）比較的結果，

舉辦節慶活動時，「地方文化意識」仍是關鍵因素中排序為屬一屬二的重要，可見

得這些彌足珍貴的「文化資產」，不僅可以顯現出當地特殊的風土人情，也代表著

當地先民們一步一腳印努力傳承的心血，因此也唯有深度的了解和秉持永續經營

在地歷史與文化的決心，將「地方文化意識」的因素注入在燈會節慶活動中，如此

方能引起遊客們的的共鳴，而成功而又完美的燈會節慶活動，也才能亮麗的呈現在

眾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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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參與意願」是本研究關於 2019 大鵬灣燈會活動問卷資料中，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由本研究中可看出「地方文化意識」的因素雖然是佔了重要性的比重，

然而「提高遊客參與意願」在承辦燈會節慶活動時卻是首要之務，而主辦單位在此

次大鵬灣燈會中所投入的努力和用心，例如像客家文化體驗活動、絶美的藝術燈件

作品、方便的交通運輸、規畫完善的動線、精彩吸睛活動的呈現……等，都有助於

提升遊客們對屏東留下美好的印象，不只提升了此次燈會的參與意願，更可能造就

了往後屏東地區龐大的旅遊商機。 

4.5 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據問卷所得的資料，再運用層級分析法 AHP，整理出「2019 年大鵬

灣燈會活動」前五名關鍵因素依序為「提高參與意願」、「地方文化意識」、「地

方產業特點」、「活動正向意義」、「活動規劃創新」等，以下對這關鍵前五項因

素再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一、提高參與意願 

「提高參與意願」是本研究關於「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以 2019 年大鵬灣

燈會活動為例」問卷資料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張和然、張菁敏（2011）指出消

費者會因本身在旅遊過程中參與程度和動機的不同，而對體驗價值和評價有不同

的感受。鄭天明、陳美存（2007）在其研究中也指出遊客參與活動的意願越強烈，

對活動的評價就越高。 

    在此次大鵬灣燈會中，不僅是絶美燈會藝術作品的呈現，屏東縣府更以屏東特

色「黑鮪魚」為燈會主題、「海之女神」花燈展現對特定族群的關心……，不僅成

功獲得在地人的認同，且「客家文化體驗工作坊」的成立、小提燈的贈送、一系列

在地文化的表演活動，讓活動參與的人不僅欣賞了一場不一樣的陸、海、空燈會饗

宴，更可從活動中體驗了屏東人「與在地連結」的理念，成功的提升了遊客們參與

此燈會活動的動機，也讓活動參與的人範圍更廣，影響更為深遠。 

二、地方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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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意識」是本研究關於 2019 大鵬灣燈會活動問卷資料中，第二重要

的關鍵因素。譚光鼎（1998）認為文化認同是個人對價值與行為的評價，在透過某

特定族群文化的影響後，能持續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湯昌文（2002）指出「文化

認同」可以讓自我定義與世界觀之間產生連結，Yeoman（2013）認為地方的節慶

活動往往在呈現地方文化主體性時，也同時也帶來了體驗經濟的商機。 

在此次大鵬灣燈會中，活動內容中有多個面向呈現當地文化特色，例如：燈會

開幕儀式時千人傳唱的「恆春民謠」，不僅是在地文化特色，更是台灣珍貴的無形

文化資產；台灣燈會「靚靚六堆燈區」呈現的客家文化之美；由黑鮪魚、絢櫻以及

王船組成副燈的「東港故事」……等，都讓遊客們在此次燈會中，接受了屏東在地

文化的薰陶。 

三，地方產業特點 

許興家、曾聖文、柳金財（2008）研究地方特色產業驅動模式，指出由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團體在彰化花卉產業中所做的努力，除了定期舉辦花卉

博覽會外，更成功轉型花卉產業制度，吸引許多遊客參與。 

在此次由中央與地方承辦的大鵬灣燈會中，燈區也呈現了濃濃的地方產業特

點，例如：展現客家元素的花布燈籠隧道、巨型甕、代表屏東特產之一的蓮霧林區、

12 米橋—黑鮪吉祥門、主燈「巨鮪來富」、以小琉球珊瑚為主題的「珊瑚光海」……

等。這些皆以屏東在地特點、產業做為設計的藝術燈件，透過此次燈會活動的完美

呈現，不但讓遊客們對屏東的在地產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對於屏東的在地產

業推動，更是一個不容錯過的行銷佳機！ 

四、活動正向意義 

    在節慶活動中，該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打造出屬於該縣市的特色和風格，創

造出無限的教育價值和意義，進而達到永續經營，是承辦未來節慶活動非常重要的

方向。遊客透過活動，不僅可增進親子間的情感，更能從中學習當地的風土人情與

歷史文化，對該承辦活動的地區有更進一步的理解（鍾政偉、張哲維、2013）。遊



 
 
 
 
 
 
 
 
 
 
 
 

 

61  

客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透過活動的設計可以學習到當地環保理念、家庭親子間同

遊的機會教育，以及增廣見聞等（李青松、車成緯，2009）（李青松、車成緯，2009；

黃建超，2008；陳宏斌，2011；2013 高雄燈會藝術節（高雄市政府）。 

    在此次大鵬灣燈會中，一段段我們所不知道的屏東故事，透過創新的藝術、精

雕細琢的燈會作品、屏東的在地文化風情，以及屏東人的熱情與堅持，完成了這場

堪稱為三十年來史上最美的燈會盛宴，不僅深富活動正向價值和意義，更讓大家了

解關於「2019 大鵬灣燈會活動」的感動與美好。 

五、活動規劃創新 

    節慶活動中活動設計的內容、安排的節目、行銷方式、在地文化特色的呈現，

以及內容是否創新等，都會影響遊客對節慶活動的滿意度（李青松、車成緯，2009）。

若要吸引參與者再次前往參加活動，那麼節慶活動整體的規劃也要更創新，讓人有

耳目一新的感覺，而不是一成不變（鍾政偉、張哲維，2013）。 

    在此次 2019 大鵬灣燈會中，主辦單位捨棄歷年來燈會活動以生肖為主燈，改

以「巨鮪來富」黑鮪魚為主燈，除了代表著屏東在地特產文化，更展現了臺灣人民

旺盛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Intel 300 架無人機燈光秀在空中令人如癡如醉的完美

演出、令人目不睱給的國際級藝術燈件……這些創新的規劃不僅驚豔現場所有遊

客，更揚名國際，吸引了無數的觀光客慕名前來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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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第四章「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以 2019 年大鵬灣燈會為例」的數據

資料，可以了解承辦燈會活動時，應特別在哪些關鍵成功因素上加強，而可及早

規劃、管理活動的整體架構，進而累積成功的燈會活動經驗，此外，此份研究的

探討內容其研究結果，可以給予後續承辦類似節慶活動的承辦者參考，希望在舉

辦節慶活動時，能透過較客觀的資料分析，以及嚴謹的態度和規劃，建構出完美

而又滿意度高的燈會節慶活動。 

 

5.1 研究結論 

5.1.1 三大構面權重比例圖 

依據三項主要構面評估所得的權重值排序，其順序分別為「C 周遭認同因

素」、「B 實行傳播因素」、「A 活動企劃因素」等三大構面，「C 周遭認同因

素」居首，但「C 周遭認同因素」與「B 實行傳播因素」兩者權重值相近，三大

構面權重值比例如下圖 5.1 所示。 

 

 

 

 

 

 

 

 

 

 

圖 5.1 主要構面權重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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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各項目評估相對權重值排序 

本研究之十二個項目評估依權重值大小排序及分佈如下圖  5.2 所示。 

     

圖 5.2 十二個項目評估權重橫條圖 

 

本研究之十二個項目評估依權重值排序，前五名依序是「B 實行傳播」構面

項下的「B3 提高參與意願」（0.16036），在「C 周遭認同」構面項下的「C2 地

方文化意識」（0.13388）、「C3 地方產業特點」（0.09400）、「C4 活動正向意

義」（0.09041），在「A 活動企劃」構面項下的「A3 活動規劃創新」（0.08858），

在本研究中權重值最低的是「B 實行傳播」構面項下的「活動推銷組合」，顯示

在本研究中所佔的重要性最低。綜合以上的資料，本研究結果顯示如何「提高參

與意願」是首要之務; 而與「周遭認同」有關的「在地元素」更是在燈會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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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活動規劃創新」的部份則頗有畫龍點睛之效，可

讓活動的內容更加出色和精彩。 
 

5.1.3「2019 年大鵬灣燈會活動」的實務建議 

此次的燈會活動結合屏東在地文化特色，不管在活動的安排、燈區的展示，以

及創新的展演上都有著令人驚豔的世界級演出，然而籌辦大型節慶活動困難度高，

必須考慮各層面的問題，除了事先對活動的企劃、各資源間的整合，以及該如何應

變突如其來的困難等，考驗著主辦單位籌劃活動以及應變的能力。以下依據本研究

結果，對「2019 年屏東縣大鵬灣燈會」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參觀展區 

（一）強化參觀展場動線引導 

展場的參觀動線較無明確的動線指引，可在展場明顯標注清楚的標示，以方便

遊客參觀展區。 

（二）得獎作品區分類化 

建議得獎作品的內容可分類化，以突顯作品主題性的差異性。 

（三）強化展區人潮疏散動線引導 

    因參觀的遊客人數眾多，建議若能在展區增加人員引導參觀定點的動線與疏

散，不僅能顧及遊客的參觀品質，也能避免踩踏等的危險意外發生。 

（四）設置特殊觀眾席 

    因參觀的遊客人數眾多，若能在某些展區設置「階層式觀眾席」，不僅方便民

眾的觀賞，也能顧及表演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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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交通動線引導與分流 

（一）區別表演團體専車與一般民眾接泊車的停車與疏散動線的安排 

建議可在表演團體的専車與一般民眾接泊車的停車與疏散動線上，能有所區

別，以方便人潮的疏散。 

（二）加派接泊車與增加接泊地點的設置 

若能在人力與交通資源上擴大與各城鄉的結盟，增加接泊車與接泊地點的設

置，相信對人潮的疏散更為有利，也更加的便民。 

三、教育方面 

此次燈會展區有許多具創新科技以及在地特色的藝術創作，教育部、文化部若

能攜手與在地政府機構將此主題發展為推廣的課程、教材，將能有效傳遞美感意識、

環境議題給學生，以延伸燈會的教育價值與效益。 

5.2 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以「2019 年屏東縣大鵬灣燈會」為個案研究，研究的結果僅限於此個

案，並不適用於所有燈會節慶活動，以下幾點為本研究建議： 

一、可參酌本研究架構 

後續研究若有與本研究相關的議題，可參酌本研究架構，及其他更多的個案研

究進行比較，再針對所研究的個案進行客觀而深入的探討，以做為提供未來承辦單

位在承辦燈會節慶活動時參考的方向。 

二、考量不同立場的角度 

本研究主要從主辦單位的角度，建議後續研究可從多方立場來進行研究，例如

像表演者、參觀者、贊助單位、媒體等，俾使能對相關主題､具體的解決方法、資

料的蒐集及研究等，提供更具客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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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化研究 

建議後續研究學者可以經由量化研究方式進行相關議題的分析，如以重要度

—績效分析法探討服務品質的改善，或以 logit 模型建立個體選擇行為模型來探討

影響遊客參加燈會活動的效用函數等不同類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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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9 年大鵬灣燈會簡介 

（資料來源取自：2019 台灣燈會：https://2019taiwanlantern.taiwan.net.tw/） 

第 30 屆於屏東縣舉辦的台灣燈會自 108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3 日為止，此次

燈會造型有別於歷年以生肖為主燈，主辦單位毅然的改以東港鮪魚為主燈造型—

「巨鮪來富｣，代表的是屏東在地的特色以及豐收滿溢的祥兆。開燈日的表演活動，

除了有吸睛的主燈秀外，並結合水幕水舞、炫麗燈光秀、各國精彩的表演團隊以及

Intel 無人機在空中令人讚嘆的藝術展演。此次燈會帶給觀眾們別出心裁的感官震

撼，堪稱是 30 年以來創舉，一系列的精采演出，也贏得了現場觀眾們絡繹不絕的

掌聲和讚嘆聲﹗除了有精彩絶倫的燈會演出外，屏東縣府也精心籌劃了在地特色

餐點以及觀光特色行程，讓遊客們在觀賞燈會之餘，也能透過品嚐當地的特色小吃，

與在地的深度旅遊，對屏東的在地文化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下表 1 是關於本研究 

2019 台灣燈會—「大鵬灣燈區」的地點說明。 

表 1  2019 台灣燈會—「大鵬灣燈區」地點說明

 

https://2019taiwanlantern.taiwan.net.tw/informationlist?u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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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灣燈區包含主燈、副燈以及其他特色的燈區等，共計二十五大燈區，此

次燈會作品不僅以當地特色物產為主題並做了很多創新的設計，下表 2 再針對主

燈—巨鮪來富、副燈—豐豬屏安等四大燈區，以及新住民藝術主燈與珊瑚之心等

燈會創新作品，透過照片、內容的介紹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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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燈會創新作品說明（續） 

燈  區 說  明 照  片 

傳 統 副

燈 － 點

亮屏安  

 

以「自然包覆人文，人文訴說故事搭

配以及居民共創」為主題，以恆春南

門為造型基礎，透過紙雕手法鏤空

呈現，不僅搭配迎王祭典、東港三

寶、跨海大橋等主題，隧道內長廊、

外側立面、中段城牆，以及上部牌樓

上的圖騰和詩句等，都有著特殊的

象徵和意義。  

新住民藝

術主燈 

「國際交流燈區」裡的「新住民藝術

主燈」運用鋼骨及 30 萬顆蚵殼，打

造 15 米高的新住民藝術主燈，展現

族群你容我融，代表的正是台灣尊

重多元文化。  

珊瑚之心 台灣燈會作品「珊瑚之心」入圍

A'design award 2019 國際設計大

獎賽。  

 

 

 

 

此次的燈會活動不僅在燈會作品上力求創新，而在歷屆燈會展演中史無前例

所加入的創新元素，例如像英特爾（Intel）無人機在天空中所展現的「屏東」、

「TAIWAN」字眼、空軍飛機開幕的衝場演出、開幕時千人傳唱在地民謠、水上海

洋歌劇的精彩演出等，這些創新的燈會展演，讓「屏東」躍上國際星空。下表 3 再

以上述四項創新展演為例，透過照片、內容的介紹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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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燈會創新展演 

創新展演   說  明 照  片 

英 特 爾

（ Intel）

無人機 

無人機空中所展現的「屏

東」、「TAIWAN」等創新

展演。  

 

空軍飛機

衝場 

開幕當天由空軍經國號戰

機以「空軍飛機衝場」，以

令人震撼的演出揭開序幕

盛況。 

 

 

 

 

民謠千人

傳唱 

開幕時千人傳唱恒春、滿

州等當地民謠。 

 

 

 

 

水上海洋

歌劇 

開幕時，法國烏托邦水上

劇團演出《第 7 幕》鯨藝奇

航美麗島。 

 

 

 

 

2019 台灣燈會 30 週年所特別設計的小提燈，不僅造型和色彩深受小朋友的

喜愛，同時還可當小豬撲滿，深具行銷企業公益形象並兼具收藏的價值。表 4.是

關於小提燈的介紹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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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小提燈介紹 

2019 屏安豬 

紙雕小提燈 .

（每天約 6000

個，每人限領 1

盞）。 

 

發放時間 說 明 照 片 

108年 2月 19日至

3 月 3 日，於大鵬

灣燈區 3 號聯合服

務站、企業燈區發

放時間每日下午 3

時起至當日發放

數量送完為止。 

 

本次提燈設計以屏

東風豬爺為原型，同

時融入數種元素：福

到（蝙蝠）、春到（牡

丹鄉之野牡丹）、雙

錢的吉祥鏤空以及

屏東在地排灣族的

精彩紋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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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層級分析問卷 

   【問卷填寫說明】 
敬啟者，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問卷。 
這是一份純粹學術性研究的問卷，旨在以「2019年大鵬灣燈會」為例，探討

舉辦「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希望藉由您的寶貴經驗，提供本研究建立

地方文化活動規劃與決策之參考依據。敬請惠予賜教，謹致上萬分之謝意！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昱凱  博士 
研 究 生：洪育裕  敬上 
中華民國：108 年 10  月 

 
本研究發展出「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探討」之構面與層級項目如圖一： 

 
 
 
 
 
 
 
  
 
 
 
 
 
 
 
 
 
 
 
 
 

圖 4.1 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層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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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各題項分為左側的X指標與右側的Y指標，採對偶比較矩陣之設計。

若您認為左側的X指標比右側的Y指漂重要，請在左側的尺標中(9:1、7:1、5:1、
3:1)合適的空格內打勾。相對的，若您認為右側的Y指標比左側的X指標重要，則

請在右側的四個空格中(1:3、1:5、1:7、1:9)依其重要性比重勾選。 
    越靠近左右兩側，表示X指標或Y指標的重要性越大，中間的空格(1:1)則表示

兩個指標一樣重要。 
    邏輯一致性是本研究的必要條件，填答時務請注意同組指標間的邏輯一致

性，例如選填結果應符合「甲＞乙，乙＞丙，則甲＞丙」的邏輯。如果填答結果

違反了邏輯一致性的假設（填答結果為丙＞甲），將導致填答內容失敗。 
 
 

【問卷填寫範例】 
一、假設您購買手機時的評估準則有三：A美觀；B功能；C價格 
二、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 
例如您認為：B功能≧A美觀≧C價格；則填寫為 B ≧ A ≧ C 
三、評估準則相對重要性勾選（如下表） 
例如：第一列將勾選「B功能」比「A美觀」重要，且您評估其重要程度是「頗為

重要」，因此勾選右邊「頗為重要 1:5」的欄內。 
例如：第二列將勾選「A美觀」比「C價格」重要，且您評估其重要程度是介於

「頗為重要」，因此勾選左邊「頗為重要 5:1」的欄內。 
例如：第三列依照邏輯應勾選「B功能」比「C價格」重要，且您評估其重要程度

是「絕對重要」，因此勾選左邊「絕對重要 9:1」的欄內。 
 

 

X 指 標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Y 指 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要重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美觀       
√ 

  B 功能 

A 美觀   √       C 價格 

B 功能 √         C 價格 

請依據上述說明填答下列各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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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開始】 

◎基本資料：（請於適當的欄內打 v√） 

1. 您的性別：□女性  □男性  
2. 您的年齡：□30歲以下  □31-40歲  □41歲以上 
3. 教育程度：□専科  □大學  □碩士(含)以上 
4.您參與此活動的原因是（可複選）： 

□上級指派 □回饋地方 □個人興趣 □增廣見聞 □趁機參觀 
□其他 

 
一、屏東縣地區舉辦燈會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性比較(第一層) 

＊您對以上三方面因素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    ≧     ≧    。(請填代號)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  

•  

•  
 
 
 
 
 
 
 
 

 

構 面 內 容 說 明 

A 活動企劃因素 活動策略企劃，活動主題明晰，活動規劃創新，相關經費挹注 

B 實行傳播因素 活動實行能力，活動推銷組合，提高參與意願，媒體曝光傳播 

C 周遭認同因素 整體周遭氛圍，地方文化意識，地方產業特點，活動正向意義 

 

X 指標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 

活動企劃 

         B 

實行傳播 

A 

活動企劃 

         C 

周遭認同 

B 

實行傳播 

         C 

周遭認同 

 

X 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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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執行難度中填上1-5分的任一個數字，1表示不困難，5表示很難 

評估項目 
執行

難度 
內  容  說 明 

A 活動企劃因素  活動策略企劃，活動主題明晰，活動規劃創新，相關經費挹注 
B 實行傳播因素  活動實行能力，活動推銷組合，提高參與意願，媒體曝光傳播 
C 周遭認同因素  整體周遭氛圍，地方文化意識，地方產業特點，活動正向意義 

 

二、「A 活動企劃因素」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  容  說 明 

A1 活動策略企劃 以創新的燈光秀、在地文化特色與連結、推銷地方產業為主要

目的，吸引國內外遊客參與燈會，創造屏東人的歷史和驕傲。 

A2 活動主題明晰 
今年交通部觀光局以「屏安鵬來 光耀 30」為台灣燈會布展主
題，共分為屏東、東港、及大鵬灣三大燈區，各自展現其特色

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 

A3 活動規劃創新 
以「巨鮪來富」黑鮪魚為主燈、Intel 300 架無人機燈光秀、國

際級的藝術燈件、、千人唱民謠、精彩水上歌劇演出等，驚豔

現場所有觀眾。 

A4 相關經費挹注 除了中央的經費補助、地方政府的自籌、募款，以及企業、社

團等的大力支持，才能讓國人見識到世界級的科技燈光秀。 

 
＊您對以上四方面項目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     ≧   ≧     ≧     。 (請填代
號) 
 
 
 
 
 
 
 

 

 

 

 

 



 
 
 
 
 
 
 
 
 
 
 
 

 

83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X 指標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A-1 
活動策略企劃 

         A-2 
活動主題明晰 

A-1 
活動策略企劃 

         A-3 
活動規劃創新 

A-1 
活動策略企劃 

         A-4 
相關經費挹注 

A-2 
活動主題明晰 

         A-3 
活動規劃創新 

A-2 
活動主題明晰 

         A-4 
相關經費挹注 

A-3 
活動規劃創新 

         A-4 
相關經費挹注 

 

X 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請在執行難度中填上1-5分的任一個數字，1表示不困難，5表示很難 

評估項目 
執行

難度 
內  容  說 明 

A1 活動策略企劃  
以創新的燈光秀、在地文化特色與連結、推銷地方產業為主要目的，吸

引國內外遊客參與燈會，創造屏東人的歷史和驕傲。 

A2 活動主題明晰  
今年交通部觀光局以「屏安鵬來 光耀 30」為台灣燈會布展主題，共分

為屏東、東港、及大鵬灣三大燈區，各自展現其特色吸引國內外遊客到

訪。 

A3 活動規劃創新  
以「巨鮪來富」黑鮪魚為主燈、Intel 300架無人機燈光秀、國際級的藝
術燈件、千人唱民謠、精彩水上歌劇演出等，驚豔現場所有觀眾。 

A4 相關經費挹注  
除了中央的經費補助、地方政府的自籌、募款，以及企業的大力支持，

才能讓國人見識到世界級的科技燈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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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 實行傳播因素」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  容  說  明 

B1 活動實行能力 5600名的志工投入、専業工作人員的規劃和執行，讓活動的細節皆
有人投入，除了發揮集體智慧及創意，也讓燈會活動更臻完美。 

B2 活動推銷組合 
首推《燈會限定美食》，更新印製有中、英、日文的菜單，及必遊的

「推薦行程」；晚上再至燈會欣賞精彩的主燈秀和無人機燈光秀。 

B3 提高參與意願 
客家文化體驗工作坊」的成立、小提燈的贈送、一系列在地文化的表

演活動等，讓活動參與的人不僅欣賞了一場不一樣的陸、海、空燈會

饗宴，更可從活動中體驗了屏東人「與在地連結」的理念，成功的提

升了遊客們參與此燈會活動的意願，也讓活動參與的人範圍更廣，影

響更為深遠。 

B4 媒體曝光傳播 
經由各項媒體(新聞，報紙，臉書，LINE、MV….) 管道的宣傳，讓

更多的年輕人接收到活動訊息而前來參與活動，讓活動更圓滿熱鬧。 

＊您對以上四方面項目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     ≧   ≧     ≧     。 (請填代
號) 
＊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X 指標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B-1 
活動實行能力 

         B-2 
活動推銷組合 

B-1 
活動實行能力 

         B-3 
提高參與意願 

B-1 
活動實行能力 

         B-4 
媒體曝光宣傳 

B-2 
活動推銷組合 

         B-3 
提高參與意願 

B-2 
活動推銷組合 

         B-4 
媒體曝光傳播 

B-3 
提高參與意願 

         B-4 
媒體曝光傳播 

 

X 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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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執行難度中填上1-5分的任一個數字，1表示不困難，5表示很難 

評估項目 
執行

難度 
內  容  說 明 

B1 活動實行能力  
5600名的志工投入、専業工作人員的規劃和執行，讓活動的細節
皆有人投入，除了發揮集體智慧及創意，也讓燈會活動更臻完美。 

B2 活動推銷組合  
首推《燈會限定美食》，更新印製有中、英、日文的菜單，及必遊

的「推薦行程」；晚上再至燈會欣賞精彩的主燈秀和無人機燈光

秀。 

B3 提高參與意願  

客家文化體驗工作坊」的成立、小提燈的贈送、一系列在地文化

的表演活動等，讓活動參與的人不僅欣賞了一場不一樣的陸、海、

空燈會饗宴，更可從活動中體驗了屏東人「與在地連結」的理念，

成功的提升了遊客們參與此燈會活動的動機，也讓活動參與的人

範圍更廣，影響更為深遠。 

B4 媒體曝光傳播  
經由各項媒體(新聞，報紙，臉書，LINE、MV….) 管道的宣傳，

讓更多的年輕人接收到活動訊息而前來參與活動，讓活動更圓滿

熱鬧。 

 
四、「C 周遭認同因素」構面之評估項目重要性比較(第二層) 

評估項目                內  容  說  明 
C1 整體周遭氛圍 從未承辦過台灣燈會的屏東縣，活動前以人為本出發，不斷從各族群、年齡層的角

度，模擬遊客的可能需求，不只成功激起在地人熱情，和公務體系一起總動員，因

此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C2 地方文化意識 
屏東縣的燈會活動呈現當地文化民俗特色，例如：燈會開幕儀式時千人傳唱的「恆春

民謠」，不僅是在地文化特色，更是台灣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也讓遊客們在熱鬧又有

趣的活動中，接受地方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 

C3 地方產業特點 屏東縣的燈會活動展現了濃濃的地方產業特色，例如：六堆客家燈區、屏東特產蓮霧

林區、12 米橋-黑鮪吉祥門…等。 

 
C4 活動正向意義 

一段段我們所不知道的屏東故事，透過創新的藝術、精雕細琢的燈會作品、屏東的

在地文化風情，以及屏東人的熱情與堅持，完成了這場堪稱為 30 年來史上最美的

燈會盛宴，也讓大家了解關於「臺灣燈會在屏東」的感動與美好。 

＊您對以上四方面項目評估其重要度排序為：   ≧      ≧      ≧      。 (請
填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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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評估構面重要度分析(請依據上述排序，比較各構面的相對重要程度。 
 

X 指標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C-1 
整體周遭氛圍 

         C-2 
地方文化意識 

C-1 
整體周遭氛圍 

         C-3 
地方產業特點 

C-1 
整體周遭氛圍 

         C-4 
活動正向意義 

C-2 
地方文化意識 

         C-3 
地方產業特點 

C-2 
地方文化意識 

         C-4 
活動正向意義 

C-3 
地方產業特點 

         C-4 
活動正向意義 

 

X 指標 

9:1 7:1 5:1 3:1 1:1 1:3 1:5 1:7 1:9  

Y 指標 絕對 
重要 

極為 
重要 

頗為 
重要 

稍微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微 
重要 

頗為 
重要 

極為 
重要 

絕對 
重要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請在執行難度中填上1-5分的任一個數字，1表示不困難，5表示很難 

評估項目 難度 內  容  說 明 

C1 整體周遭氛圍  
從未承辦過台灣燈會的屏東縣，活動前以人為本出發，不斷從各族群、

年齡層的角度，模擬遊客的可能需求，不只成功激起在地人熱情，和公

務體系一起總動員，因此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C2 地方文化意識  
屏東縣的燈會活動呈現當地文化民俗特色，例如：燈會開幕儀式時千人傳

唱的「恆春民謠」，不僅是在地文化特色，更是台灣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

也讓遊客們在熱鬧又有趣的活動中，接受地方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 
C3 地方產業特點 

 
屏東縣的燈會活動展現了濃濃的地方產業特點，例如：六堆客家燈區、屏

東特產蓮霧林區、12米橋-黑鮪吉祥門…等。 

C4 活動正向意義  

一段段我們所不知道的屏東故事，透過創新的藝術、精雕細琢的燈會作

品、屏東的在地文化風情，以及屏東人的熱情與堅持，完成了這場堪稱

為 30 年來史上最美的燈會盛宴，也讓大家了解關於「臺灣燈會在屏東」

的感動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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