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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國人所得逐漸提高，工作時間的縮

短，因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與休閒態度，休閒遊憩活動漸漸成為

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於 2000年對國人的旅遊狀

況所做得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八成以上的國人曾經利用週休二日

與國定假日去從事休閒遊憩活動；台閩地區十二歲以上每年旅遊次數

約為七千三百萬人次，旅遊消費總額約為2,000億元。顯見休閒觀光

產業在未來將是一個具有十足發展潛力的事業。 

 Moore & Carter﹙1993﹚由於從事遊憩活動的人數增加、遊憩休

閒時間的延長以及觀光遊憩地使用的密集等因素，致使遊憩環境相對

地遭受無與倫比之破壞。政府當局與社會大眾太過於重視觀光發展所

帶來的經濟成長效益，忽略了觀光發展對實質環境、生態、社會、文

化等方面之衝擊，導致觀光發展與環境保護、社會發展的衝突點與矛

盾現象。在今日倡導遊憩用資源永續利用與自然環境保護的前提下，

在發展觀光事業時，如何去整合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及環境保護等相

關議題，發展臺灣為一個具有本土化、生態化、多元化價值均衡系統

的優質的觀光新環境，便成為永續觀光發展（Sustainabl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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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的一個重要課題。 

 Carter﹙1993﹚在高唱旅遊地永續發展的今日，「生態旅遊」已

經成為國際間可供遊憩發展、資源保育與新環境永續利用的相容概念

之一。一個地區觀光資源與環境品質與經濟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因為

遊憩區的資源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同時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也會

影響到遊憩區資源素質之優劣狀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當地自然

資源不當或過度的利用，將導致遊憩區資源的質量會急速下降。生態

旅遊是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成為重新塑造旅遊

目的地吸引力和推動旅遊市場需求潛力的一個新機會。 

 一九七 0 年代開始是世界環保風開始強調所謂的「全球思考，

在地行動」。當時人們開始注意所謂的地方性具體的環境問題，居民

更願意付出切身行動來注意與關心自己的家園，這種民眾參與的環境

活動，所產生的地方性實踐力量，便是永續發展的主要力量與動力。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從民國八十三年起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的理念，希望藉由社區意識凝聚，進而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並

建立社區文化特色，最後塑造新文化的理想。社區營造係以社區生命

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為基礎，透過當地居民的主動參與，由下而上創

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及環境。「社區」在因地制宜及提升地方發

展的優越性上，儼然已成為推廣資源永續發展之最佳運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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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發展永續觀光時，外界對社區本身所贊助之相關資源該

如何導入？社區得到外界相關資源贊助之後應該如何審慎並合理公

平地去分配這些資源？繼而或該如何評估其所產生的利益與效果？

環境、經濟、社區發展及景觀資源等相關構面，該如何去取得一個平

衡點？以上議題是社區居民、政府當局、社會大眾及相關團體所關注

的焦點。有鑑於此，本研究考量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區發展及景

觀資源整合等觀點來構建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來評估社區營

造永續觀光發展方案之評估基礎。並作為協助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資

源規劃與管理、組織運作及發展策略擬定之參考。 

  
 

1.2研究目的  

1. 本研究欲整合環境永續性、社區發展、經濟發展與景觀資源發展 

等四個構面，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 

2. 以阿里山鄉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住宿方案進行模式之實證 

分析，並探討其發展歷程成功要素與所面臨的問題。 

3. 透過文獻探討、專家訪談進行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之

SWOT分析。 

4.採用因素分析從 SWOT萃取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準則。  

5.採用 AHP法求解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評估指標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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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能深入瞭解社區營造與資源永續發展的影響，研究範圍

選定在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進行個案研究。因為山美社區的達娜

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之罟魚復育工作，帶動地方觀光事業的繁榮與

成長，是一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兼具的成功例子。 

 

1.4研究方法  

 

1.文獻回顧法  

蒐集社區營造與永續觀光相關研究資料，進行文獻回顧，並到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進行實地參觀，訪問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

員及當地居民，以瞭解山美社區營造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之歷程及

面臨的相關問題，以及社區發展永續觀光之效益，更清楚地界定問題

關鍵因素及研究範圍。 

2.專家訪談  

進行專家學者之訪談與調查，並長期進駐山美社區，從景觀資 

源分析、經濟發展特性及社區發展特性等方面，做更深入之探討，以

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 

3.問卷調查  

進行問卷之設計、訪問及調查，收集學者專家、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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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及相關團體對社區營造及永續觀光之相關評估準則重要性。 

    4.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採用 Saaty﹙1971﹚所提出之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來進行模式之評估。AHP 法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

下極具有多數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其目的是將複雜的問題系統

化，透過量化的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的資訊，降低

決策錯誤的風險。 

本研究從社區發展永續性、環境永續性、經濟發展永續性及景觀

資源整合性等四個構面，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該模式為

一多準則決策模式。為求資源公平分配、平衡觀光衝擊及系統整合等

原則，兼顧攸關永續觀光資源單位及個人目標之整合。相關評估準則

非常多，而 AHP法能透過層級分解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可以求取

各準則之權重以顯示各準則之重要性，同時能進行量化的綜合評估，

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的資訊。 

1.5 研究內容與流程  

本研究內容總共分為六大章，各章內容敘述如下： 

1.緒論：界定本研究之動機、範圍、方法與流程。 

2.文獻回顧：蒐集及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包括社區營造之意義與相關

理論基礎、永續觀光之意義與相關理論基礎，並作為評估模式擬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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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3.山美社區永續觀光之經驗探討：山美社區發展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

園之地理位置、民眾參與可能性之探討、保育計畫發展程序、山美社

區之實地訪談、探勘，對山美社區發展永續觀光作更深入分析。 

4.模式階層結構之建立：進行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等相關學者專家之訪

談，並構思環境、景觀資源、社區發展、經濟發展等構面，運用 SPSS

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建立起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準則架構。並

探討層級分析法（AHP）之理論內容。 

5.實證分析：問卷設計，專家學者的問卷訪問，與運用 AHP 法求得

各評估指標間的相對權重，進一步來進行方案綜合評估。 

6.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未來本研究模式之實際應用及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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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1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 

擬定研究目的 

  文獻資料回顧 
社區營造 
永續觀光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 

山美社區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經驗探討 

景觀資源分析 觀光衝擊評估分析 社區發展特性分析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準則層級結構之建立 

層級分析法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 

問卷設計與訪問 資料處理與分析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準則之權重分析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方案綜合評估 

結論與建議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相關學者專家之訪談與調查 

SWOT分析 

因素分析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蒐集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等相關資料並加以整理歸納，以

作為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依據與參考。 

 

2.1社區營造  

2.1.1社區營造特性  

    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工業化、都市化、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價

值觀的變遷等因素，都使社區發展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也致使社區

居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也逐漸冷淡，導致地區共同體的觀念逐漸

淡薄。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與實例﹙民86) 。社區營造之意涵，不

只是一個地緣社群而已，更代表著社區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價值觀念，

同時也是人性化的追求及創造性的理念，使社區裡面的每一個居民都

提供其創意與意見，並且營造出由當地生活者立場出發的思考模式，

創造出一個永續經營的生活家園。社區營造根據社區本身所具有的特

色，從不同角度去切入，最後再帶動其他相關議程的開發與發展，逐

漸整合成一個總體的營造計畫。 

     宮崎 清﹙民 80﹚，認為社區乃是各自其有固有歷史的人類生活

空間，任何的社區都有其歷史，承繼先人們所建立累積到今日的固有

生活文化，社區和人格一樣，都具有所謂的社區格。因社區格即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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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般的，決不容許受到任何的傷害。 

2.1.2 社區營造成功因素  

  呂嘉泓﹙民 87﹚提出居民、地區、共同的關係、社會的組織、

社區的意識，為社區內涵的五個要素。將社會的組織解釋為社區居民

必然有代表其若干關係的社會組織，此種組織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

的，以解決共同問題，達成共同目標的管道。 在許多工業化及資本

主義國家中，我們可以看見政府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乃提供許多的歷史

及自然資源，因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觀光規劃案並不是管

理不良而導致失敗，有時是因為缺乏與附近觀光據點或相關公、私部

門的支持，致使方案無法施展並落實。這也充分說明社區營造時，政

府、非營利性組織及私人企業等相關單位的聯結溝通之重要性。 

 

呂嘉泓﹙民 89﹚陳述社區資源可分為人文資源與自然資源兩大部

分。人文資源又可分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有形資源如：人力﹙包

括：社區領袖、專家、地方自願服務者等﹚，無形資源指的就是社區

居民意識的凝聚，此點理論乃是推動社區工作速緩成敗的一個關鍵要

素。其文中又提及社區營造之成功因素包括：社區菁英的領導、社區

人口特性、人口屬性、社區資源整合與開發、外部援助者﹙如：非營

利組織、企業、學者專家等，以及完善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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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秀雄﹙民 78﹚指出社區資源可分為人力資源及人文資源，人力

資源﹙包括社區團體與機構組織、社區居民、社區領袖或專業人員﹚

以及人文資源﹙包括歷史傳統、生活習俗、居民教育程度與文化生活﹚

﹙轉引自李瓊如，民 90﹚。其中人力資源也就是公、私部門與非營利

單位等所組成合作互助。在人文資源方面，強調居民的教育程度、生

活背景與歷史傳統等因素。對山美社區在從事達娜依谷溪資源管理

時，在整合社區意見與推展效率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鄭欽龍，古曉燕﹙民 88﹚認為「政府執行者應瞭解政府在民眾

參與上的角色，即政府在界定排它性權利、經費及技術的輔助上可促

成社區開始經營，但若政府過度介入，反會與公眾的自主性產生摩

擦，故應審慎介入」。而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所扮演的角色

是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橋樑，非政府組織能促進民眾與政府之間資訊的

交流與暢通，使非政府組織在社區營造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助益與

正面導向的。故在社區、國家與非政府組織三者間交流互助，能促進

彼此間的合作，其最終合作目的是使社區發展議題能具合作性與效率

性。﹙轉引自洪廣冀，民 90﹚。 

  

 賴慧儀﹙民 89﹚提及社區在形成與使用過程中，社區的實質環

境與人際關係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個好的社區環境的營造與保

護，是建立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上。研究認為檢驗社區環境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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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原則：1.社區環境應以居民為優先，要能支持社區內不同人的日

常生活使用，強調社區裡的每一位居民都是平等互惠的。2.社區環境

應該是提供完整而便利之服務設施的維生系統，服務設施的維生系統

是社區中的軟硬體公眾設施，具有人性化與永續性的。3.社區環境要

能凝聚及強化社區居民的互動，認為社區環境之營造活動，深深影響

著社區居民對社區參與的主動性與投入程度。4.社區環境必須能夠維

持人和自然的親密關係，社區營造觀光事業發展之際，應能融入永續

發展的理念，並注重居民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均衡關係。5.社區環境必

須可以經營，並容納成長的可能性。6.社區環境意象要能提供居民自

我認同等，社區周邊環境之營造，最好能具備社區本身的的自然與文

化特色，使社區居民能以自己的居住環境為榮，進一步使居民能認同

自己的居住環境。 

 林振春﹙民 88﹚一個好的環境，除了具備支持生活品質之維持

外，如：保持公眾的可及性、豐富文化體驗、意識與環境貼切結合、

民眾擁有自治權等基本要素之外，更是維持一個社區永續發展的重要

因素。「社區意識」就是聯結與統合社區的住民的共同意識，共同意

識之建立能促使社區的住民參與並且執行社區發展工作內容。社區意

識的增強受到社區的地理特性、居民間的互動與社會結構特性與住民

的心理狀況等影響。而環境因素需要後天的法律與政策來調節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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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1.3 社區資源整合  

    我們可知社區營造在從事永續觀光事業之時，資源分配與整合的

重要性﹙圖 2.1﹚。社區營造中公、私部門的配合是具關鍵性的。社區

營造工作係以居民參與為主軸，並從社區生活中不同的角度切入，

如：環境的改善、產業的振興、文化及民俗的提倡，涉及許多公私部

門。故社區、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彼此之間交流溝通，能消弭彼此之間

障礙進而促進彼此間的合作，最後使社區發展議題能具合作性，達到

社區發展的目的。 

所以資源整合之概念，顯得份外重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

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之負責單位，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資源分配與

整合部分，應該避免計畫經費重複申請與社區間資源的取得不均等差

距問題，所以我們得知公、私部門資源有效分配與整合，可以避免資

源的浪費，使社區推展活動能更具效率，並且有助於社區營造永續觀

光的成功。 

  
 
 
 
 
 
 
 

政府 

法令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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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資源整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社區營造」包括下列特點：1.以社區為主要運作對

象與範圍。2.強調社區生命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3.社區居民的主動

參與，由下而上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及環境。4.社區全面性發

展，包括有形的建設，及無形的文化、精神層面之發展。5.著重社區

內外有形及無形資源的有效利用。6.社區居民共同營造「產業文化

化、文化產業化」。7.社區目標的達成，凝聚社區共同意識，增進社

區自覺能力，建立更美好的居住環境。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與實例

﹙民 86) 

2.2永續觀光  

社區營造
永續觀光
資源整合

社會

大眾 

社會

團體 
非營利

機構 

社區

居民 
社區 

組織 

專家

學者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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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永續觀光之意義  

 在永續發展理念的倡導與發展之下，永續觀光之概念也因而開 

始醞釀成型 Nelson﹙1991﹚，因而以永續觀光為基礎之下，強調文化

觀光及生態觀光﹙Boo，1990；Cater，1993；Valentine，1993；王柏

青，1995﹚之理念也日漸受到世人的注意與重視。生態觀光這個名詞

近幾年來非常盛行，它是一種更新的概念，有人將它視為低度使用，

由少數訓練有素的旅客造訪野生自然地區，追求新的學習經驗，其需

要在資源保護及遊客使用量上做整合規劃，所以說生態旅遊也是一種

將旅遊市場趨勢和自然區域相配合的理念。 

 Fennell & Eagles﹙1990﹚建構資源維護及遊客使用的概念圖﹙圖

2.2﹚，此圖將資源保育與遊客所需服務區域之發展做緊密結合，圖中

居中得是資源之旅，而生態觀光的運作者必須知道其旅遊運作、資源

管理及社區發展動向；在規劃上面必須考量遊客市場、管理及態度的

變化，其中也再次強調生態旅遊之成功在於公、私部門的合作與溝

通，最後才能使永續發展得以進行。 

 
 
 
 
 
 

        服務工業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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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生態觀光概念圖  

資料來源：Fennell & Eagles﹙1990﹚  

   

     永續觀光發展強調以公平分配資源、平衡觀光衝擊、公開參與觀

光發展及系統整合等原則，循「永續的環境資源」、「永續的社會」、「永

續的經濟」三大目標發展觀光。所以以社區為基礎來發展永續生態觀

光，是一種具有平衡、價值導向、系統整合、和以政策為導向，並且

可融入以強調環境、社會及經濟情況的生態旅遊發展模式。因此，新

的生態觀光概念要意識到資源保護及觀光價值的相互關係—即經

濟、個人及社區的價值提升。       

2.2.2永續觀光之相關研究  

李素馨﹙民 85﹚將觀光地區有關連的人群，依其立場不同分為 

當地居民、觀光客、觀光發展組織﹙包括政府或風景區管理單位、民

  旅遊運作 

  資源管理 

  社區發展 

 資源之旅 

  旅客市場 

  遊客管理 

 遊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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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企業及旅行業、保育團體等﹚。內容提及在觀光環境中相關團體必

須以互相共生的態度協調彼此的需求，及對當地環境的自然及人文資

源合理的利用，以期達成生態保育、經濟效益發展、文化尊重的永續

觀光目標。並針對永續觀光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因應之策略工具及

評估準則。 

 郭岱宜﹙民 88﹚認為發展生態旅遊，也為保育、觀光與當地社

會發展三者之間的關係帶來新的契機與合作橋樑，重要論述包括如

下： 

1.維持地球的多樣性：觀光是人類追求多樣性生活與體驗的一種選

擇，多樣的觀光環境包括：自然景致、生物資源、文化遺產與特殊風

土民情等，觀光發展要注重維護地球觀光資源的多樣化，如此才能使

觀光產業永續發展。 

2.生態旅遊發展至今已成為國際保育和永續發展之基礎概念，反應出

與當地生態、經濟及社會共存的架構。 

3.生態旅遊也是一種仰賴當地資源的旅遊，也是一種強調當地資源保

育的旅遊，更是一種維護當地社區概念的旅遊。 

4.生態旅遊除了是一種提供自然遊憩體驗的環境責任型旅遊之外，也

是具有繁榮地方經濟、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同時尊重與維護當地

部落傳統文化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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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永續發展觀點來看，推動生態旅遊對環境的正面效益是明顯可

見的，可使觀光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建立起一種合諧的共生關係。 

 郭建池﹙民 88﹚認為觀光發展衝擊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實質

環境等三種層面之衝擊。觀光社會文化衝擊可分為三類：1.對觀光客

的影響：主要探討包括遊客服務之需求動機、態度及期望。2.對觀光

地區居民之影響：主要探討遊憩區之當地居民如何受到觀光活動及觀

光客的影響。3.觀光客與居民間之互動關係：探討當地居民與遊客經

由接觸所產生之互動關係。一般學理普遍認為遊客與居民在社經背景

的差異愈大之時，將使彼此之間衝擊的程度愈大。 

  趙良芝﹙民 85﹚強調生態旅遊之重要精髓，有下列三點陳述： 

1.環境倫理的教育觀：這些思想概念的本質，也正是生態旅遊興起的

基礎理念與基礎。2.資源的永續性：正由於生態旅遊是一種限制性長

期發展觀念，故要以長期永續發展利用的觀點去經營與管理它。3.社

區的利益回饋：生態旅遊中遊客的角色是透過勞力或經濟之方式，進

而對當地環境保育和當地居民的經濟福祉有直接的供獻。Boo

﹙1990﹚，則進一步指出生態旅遊回饋之目標主要有三點：﹙1﹚為保

護區籌設基金。﹙2﹚造就地區社會之就業機會。﹙3﹚提供環境教育等

對自然保護有貢獻的觀光。 

    隨著國內旅遊與旅遊次數的迅速成長，如何權衡開發遊憩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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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並且兼顧到環境保育、旅遊品質的提升與旅遊地區當中的社區發

展，已經成為現代國人的重要管理目標。進而我們也可以瞭解到遊憩

區經營管理理念也一直不斷演進與更新，圖 2.3當中顯示出旅遊發展

的理念一直朝向所謂的多元價值均衡系統發展之趨勢演進。 

    由於一些重要的資源地區數量有限，管理遊客承載量的政策是非

常的重要的，而遊客承載量的觀念即是遊客對環境影響的最高限度，

所以說觀光遊憩區之開發一方面不但需儘量滿足遊客參觀需求；另一

方面不致於對自然資源有所破壞。所以說遊憩環境若經由良好的設計

與經營管理不但能吸收大量的遊客，同時也把破壞環保的程度降至最

低，而才能達到永續發展的要求。當然良好的管理使得觀光遊客能經

由如：演講、書籍、導覽手冊、展覽等相關媒介教育與傳播，使得遊

客行為不致於損壞環境架構。 

    由圖 2.3中所顯示出旅遊發展之理念朝向多元價值的均衡系統發

展之趨勢演進，也將可驗證在實例中，如：阿里山鄉山美社區以社區

營造發展永續觀光，並且其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總共結合了生態保育、

原住民文化、觀光及社區發展等多項發展目標，綜將其本身之社區資

源及觀光資源整合為一多元目標發展系統。 

 
         
 
 

          遊憩機會序列（ROS）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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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遊憩區經營管理理念之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社區營造永續觀光  

吳敏惠、吳宗瓊﹙民89）探討山美社區觀光發展的過程及方式，

由山美村的發展經驗來論證社區參與運用在原住民觀光發展的適宜

環境所能承受遊憩容許量（RCC）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環境可接受最低程度改變（LAC） 
The  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 

遊客衝擊管理（VIM） 
Visitor  Impact  Management 

遊客體驗與資源保護（VERP） 
Visitor  Experience  ＆  Resource  Protection 

社區發展、遊客體驗與資源保護（CDVERP） 
Community  Development，Visitor  Experience  ＆  Resourc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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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該研究結果獲致下列幾點結論：1.如何審慎的將原住民社區及資

源納入觀光產業規劃中，將可增加原住民發展觀光產業的潛力。2.原

住民社區參與觀光發展較能平衡發展時所遭遇到不同的經濟、環境、

社會及文化的問題。3.社區營造四個成功的因素包括：領導者、社區

組織、社區控制觀光發展的程度。4.與外界團體建立良好的溝通合作

關係。 

魏源金﹙民 89﹚以九份與金瓜石之發展歷程為例子，說明社區

總體營造永續觀光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可行之解決方案。 

王培蓉、鄭欽龍、鄭祈全等人﹙民89）探討民眾參與之可行性，

並以六龜試驗林經營決策發展地方民眾參與之研究為例，從團體大小

與穩定性、團體成員之同質性及封閉性等方面，探討地方民眾參與的

可能性並且從當地自然資源發展歷程與產業現況，以及當地居民對森

林經營相關議題之看法，來分析當地民眾與森林經營之關係及態度；

以及社區意識成因之探討。進而用來評估當地民眾參與森林經營的可

行性。 

    卓文倩、華蓉﹙民 89）從社區主義探討古蹟保存法的落實，以

公民參與的角度來觀察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可行性，研究發現指出政

府當局應該與社區民眾建立起良好的伙伴關係，並且以當地文化語言

進行古蹟行銷，以落實古蹟保存及文化觀光之發展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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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嘉泓﹙民89）以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

進行個案研究，該論文對社區營造及永續發展的關係進行深入的文獻

回顧，並且分析山美村社區營造發展的緣由、發展歷程、發展過程中

所面臨的困難以及及現有的發展成果，最後並探討社區營造可能成功

的模式。研究認為社區菁英的領導、小團體易凝聚共識、群體面臨共

同問題或公共財貨與資源的損失問題、社區資源公平有效利用與發展

成果共享、外力的援助、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與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

的共識等因素，是社區營造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時也認為社區營造主

要是在解決社區共同的問題以提升社區生活品質，而生態資源的維護

也有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建立，並且同時對於景觀、旅遊事

業有相當的助益，所以若能有效結合永續生態發展與社區營造兩者之

間的關係，兩者互賴互生才能發展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永續觀光產

業。 

Blank﹙1989﹚提出幾點社區在發展觀光行動上所遭遇到的限制

如：1.缺乏相對的優勢﹙像基地、潛力的品質﹚。2.承載量的限制。3.

缺乏接受社區改變的意願，較傾向於安於現狀。4.權力結構之傾向於

其他發展。5.對觀光業的淺見。6.懼怕觀光業侵蝕性的特徵。7.環保人

士之抵抗任何發展。8.公共土地之狹窄且不能變通之政策。有鑑於

此，提出觀光據點的規劃案最好能由政府、非營利性組織及私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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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通力合作，繼而能使障礙減致最低的程度。 

呂嘉泓﹙民89﹚永續觀光發展強調以公平分配資源、平衡觀光衝

擊、公開參與觀光發展及系統整合等原則，循永續的環境資源、永續

的社會、永續的經濟等三大目標發展觀光。而社區營造(Community 

Development)係以社區生命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為基礎，透過居民的

主動參與，由下而上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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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等研究如表 2.1所示 

表 2.1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影響因素彙整表 

研究學者 研究領域 相關影響因素 
Blank﹙1989﹚ 社區在發展觀光行動上所

遭遇到的限制。 
1.缺乏相對的優勢﹙像基地、潛 
  力的品質﹚。 
2.承載量的限制。 
3.缺乏接受社區改變的意願，較 
  傾向於安於現狀。 
4.權力結構之傾向於其他發展。 
5.對觀光業的淺見。 
6.懼怕觀光業-侵蝕性的特徵。 
7.環保人士之抵抗任何發展。 
8.公共土地之狹窄且不能變通之 
  政策。 

Fennell & Eagles
﹙1990﹚ 

建構資源維護及遊客使用
的概念﹙生態觀光﹚。 

1.生態觀光的運作者必須知道其 
  旅遊運作、資源管理及社區發 
  展動向。 
2.在規劃上面必須考量遊客市  
場、管理及態度的變化。 

趙良芝﹙民85﹚ 

 
森林生態旅遊地選址評估
模式之研究 

1.環境倫理的教育觀。 
2.資源的永續性。 
3.社區的利益回饋。 

林振春﹙民88﹚ 終身學習社區的營造策略 1.保持公眾的可及性。 
2.豐富文化體驗。 
3.意識與環境貼切結合。 
4.民眾擁有自治權。 

郭岱宜﹙民88﹚ 

 
生態旅遊 1.生態旅遊的發展。 

2.生態保育、觀光與當地社會發 
  展三者之間的關係。 

郭建池﹙民88﹚ 
 

阿里山地區原住民對其觀
光發展衝擊認知與態度 

1.對觀光客的影響。 
2.對觀光地區居民之影響。 
3.觀光客與居民間之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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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慧儀﹙民88﹚ 都市原住民社區類型與環
境品質滿意度之研究。 
 

  檢驗社區環境品質的六項原
則理論： 
1.社區環境應以居民為優先，要 
  能支持社區內不同人的日常生 
  活使用。 
2.社區環境應該是提供完整而便 
  利之服務設施的維生系統。 
3.社區環境要能凝聚及強化社區 
  居民的互動。 
4.社區環境必須能夠維持人和自 
  然的親密關係。 
5.社區環境必須可以經營。 
6.社區環境意象要能提供居民自 
  我認同等。 

呂嘉泓﹙民89) 社區營造在永續發展中之
角色-以嘉義縣山美社區
為例。 

1.提出社區菁英的領導。 
2.小團體易凝聚共識。 
3.群體面臨共同問題或公共財貨 
  與資源的損失問題。 
4.社區資源公平有效利用與發展 
  成果共享及外力的源助。 
5.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 
6.社區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共 
  識。 

吳敏惠、吳宗瓊 
﹙民89) 

探討原住民觀光發展，分
析山美社區觀光發展的過
程及方式，藉由山美村的
發展經驗來論證社區參與
運用在原住民觀光發展的
適宜性。 

1.領導者。 
2.社區組織。 
3.社區控制觀光發展的程度。 
4.及與外界團體建立合作關係。 

魏源金﹙民89) 探討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
概念及發展趨勢，以及分
析觀光休閒活動結合社區
特性之展望。 

1.先鋒的宣傳者。 
2.媒體的因素。 
3.商業化的加速發展。 
4.社區居民自主性團體興起。 

卓文倩﹙民89) 從社區主義探討古蹟保存
法的落實，以落實古蹟保
存及文化觀光之推展。 
 

1.管理組織單位。 
2.個別觀光產業產品服務提供  
者。 
3.當地居民。 
4.旅客。 

王培蓉﹙民89) 以六龜試驗林經營決策發
展地方民眾參與之研究。 

1.團體大小與穩定性。 
2.團體成員之同質性及封閉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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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美社區永續觀光經驗探討 
 

3.1 達娜依谷－魚的故鄉  

 山美村是座落於阿里山鄉西南麓的一個山地村落，距離嘉義市約

有四十八公里的車程，山美村內著名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更是嘉

義鄰近地區中，遊客在週休二日與平常休閒遊憩日子中的一個新選

擇。山美社區是一個典型的鄒族部落，人口現在約有一百七十六餘

戶，總人口數共有六百餘人左右。居民分別散居於七個鄰，每個鄰各

具有其風俗民情之特色。山美社區其原住民部落文化更是吸引遊客的

一項人文傳統資源特色。 

     順著阿里山公路省道台十八線上去，蜿蜒而上由嘉南平原的出

入口「觸口」啟始，約再行半個鐘頭左右，就可到達了阿里山公路三

十六公里的地方，名稱為「龍美」，以前舊地名叫做「瀨頭」，由龍美

的阿里山公路旁向右轉入嘉義縣一二九線，延此路而行可以貫穿阿里

山鄉的「南三村」，也就是所謂的山美、新美、茶山等地方（圖 3.1）。 

    山美村是西順著阿里山公路右轉進入一二九縣道，便可進入了山

美村的第一鄰，由此順著山勢而下，便可到達第七鄰，這時地勢已是

降至海拔一千多公尺左右，也可感到空氣當中煦然許多，眼底所觸的

盡是綠意昂然的大自然景觀，「昏晚霧淘徑，露山風粹靈，延入鄒家

谷，淡出塵世名。」石之瑜﹙1996﹚，此五言絕句充分描繪了山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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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麗景緻。繼而再經一番的路程，便可到達山美村三、四、五鄰的

地方，此處為山美村的行政重心所在地，其中包括了有山美村辦公

室、山美社區活動中心、山美國小與山美派出所皆在此地，從山美村

第一鄰至第七鄰，車程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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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山美村之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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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美社區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中，秀麗的達娜依谷風

景，提供了觀光遊客在休閒時的一個好去處。其罟魚的生態保育活動

與推動永續觀光保育之精神，更是為國人所需學習與讚賞的地方。 

 山美，鄒語叫作 savigi，也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像山一樣的美

麗景致。在山美村當中有一條曾文溪的支流貫穿其中，溪的名稱就稱

作「達娜依谷」﹙Tanayiku﹚。達娜依谷溪，位於山美村的東側，是曾

文溪的上游支流。達娜依谷是依鄒語發音，意思是「一個沒有憂愁的

地方」，直譯為漢文意思是「名符其實美的像詩一樣」。在早期時代達

娜依谷溪是鄒族子民的傳統魚場，四周濃密的森林便是其狩獵場所。

從恆古以來鄒族子民就一直深信著「山有山神，河有河神」的精神，

鄒族人的老祖先便訂下了一個規定就是：「只取所需，過量不取」的

觀念。其實就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待這種想法其實它也就是一種適

度保育，永續利用的傳統精神理念。 

 達娜依谷溪傳統的使用模式，是以一個家族為單位來使用這一

條河川裡面的魚、蝦等自然生態資源，這也是鄒族傳統規定。總而言

之，鄒族子民對於河川之使用方法，可分為各家族個體使用，或是整

個部落集體使用的兩種方式。非常遺憾的是，自阿里山公路開通後，

雖然使得鄒族人民對外資訊聯絡越來越便利與快速，卻也使得達娜依

谷溪當中的資源開始遭受到外來人力的蓄意破壞，如：長期的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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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魚的不法的殘忍手段，漸漸地使得達娜依谷溪中豐富的魚類資源慢

慢地減少與消失。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溪中有些高經濟價值的鱸鰻魚

類資源，在其有利可圖的情況之下，連鄒族本身的一些族人也不顧其

傳統精神與溪中魚類的保育，也來瓜分這些魚類自然生態資源，使得

鄒族部落捕魚狩獵的傳統規範，漸漸地被打破與破壞了。 

 基於上述理由，再加上山美社區中精英份子為提倡村內之經濟

發展與魚類自然生態保育，山美社區開始進行所謂的達娜依谷溪的魚

類保育工作，其思想主軸開始是以開發觀光事業為主。山美的鄒族人

認為從具有發展潛力的觀光事業做起，才能突破傳統靠山吃山的窘

局。透過觀光事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發展，才可以進一步改善全村

人民的生活品質與改善其經濟狀況。由實地訪談與相關文獻分析，可

知整個達娜依谷的保育工作在初創時期，是由全村的幾位的菁英份子

所帶動與呼籲的，而在領導人的帶領與具體行動兼備的前因之下，觸

動全山美鄒族人的團體共識。也因為急需並期盼自己所居住之地能獲

得實質的經濟改善與幫助，山美鄒族人很快地凝聚起彼此的共識，並

帶動整個達娜依谷溪的魚類保育活動。 

 
 
 
 

3.2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山美村觀光推動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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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簡介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原因主要是山美村民為保育達娜伊谷的

自然生態景觀、發展當地觀光事業與山美社區本身業務之所需等因素

所促成的。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屬於非營利組織，有自發性、自主性之

特質。有企業組織的活動力，也能承擔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發展至今，已由當初的百廢待舉的狀況，一直

到現在的小有成就，誠屬難得。這歸功於山美社區的幹部、當地居民

與外界資源的幫助，才能使山美社區之營造工作能順利推展。 

3.2.2組織系統表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之組織制度可如圖 3.2所示，組織之最上層是

山美社區會員大會，會員的組成是由山美社區的居民自由參加，屬於

一種自發性行為。每兩年再從會員大會當中選出理事長、監事與總幹

事，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是山美社區營造發展主要的領導人物。 

    在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的業務單位包括：長壽俱樂部、農業組、文

化教育組、巡守隊等單位。其隸屬單位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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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系統表  

資料來源：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表 3.1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之隸屬單位  

一、長壽俱樂部 傳統手工藝⋯老人安養 
巴雅伊休閒農業 二、農業組 
綜合農業班 

 會員大會  

理事會  

理事長 
監事  

總幹事  

會計  

出納  採購

祕書  

文書  

主任  餐館管理

委員會  

達

娜

伊

谷

餐

館  

達
娜
伊
谷
自
然
生
態
公
園

管
理
站 

巡

守

隊  

文

化

教

育

組  

農

業

組  

長

壽

俱

樂

部  



 32 

原生植物草藥班 
茶葉班 
罟魚養殖班 
花卉班 
蔬菜班 

 

果樹班 
青年會 
社區童子軍 
傳統編織班⋯媽媽教室 
社區合唱團 
社區舞蹈隊 
爸爸交誼廳 
解說班 

三、文化教育組 

鄒族文化研究班 
四、巡守隊 社區守望相助 

環境衛生 
工程 
保育員 
美綠化 

五、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管理 
    站 

攤位 

資料來源：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3.3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發展歷程                       

    山美社區發展生態保育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其生態保育成績是社

會大眾所有目共賭的，當然其中不乏政府相關單位、媒體及學者專家

的協助。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因為社區居民動員力的凝聚與社區幹部的

的犧牲奉獻，才得以讓山美社區在生態保育、經濟發展、觀光事業及

社區營造等各方面的工作能順利的推展。對山美社區達娜依谷自然生

態保育公園之經歷發展沿革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本研究藉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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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專家的深入訪談、相關的文獻分析與實地探勘與瞭解，將山美社區

發展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劃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所希望達到的願景

與目標及成功因素，如表 3.2所示。 

表 3.2 山美社區永續觀光發展發展階段、成功因素及願景  

發展階段 居民覺醒期 
1989年代以前 

自力更生期      
1989~1990年 

成熟期
1995~2000年 

永續發展期 
2001年起 

願景 1. 自然生態景觀的 
維護。 

2.發展觀光事業，
促進經濟發展。 

1. 延續鄒族文化倫 
理傳統。 

2. 推展社區營造之 
觀念。 

1. 山美社區發 
展協會，使得
山美原住民
部落有運行
之機制。 

1. 社區服務品 
質提高，建立
社區識別系
統。 

2. 社區永續發 
展。 

因應策略 1.建立社區機制。 
2.加強居民對環境 
永續保育的認知
程度。 

1. 社區居民共識與 
主動參與。 

2. 社區居民對資源 
保育的認知。 

 

1. 社區民眾團 
體組織形 
成。 

2. 達娜伊谷自 
然生態公園 
成立。 

1. 積極培訓觀 
光人才。 

2. 加強與政府 
協調。 

3. 加強社區文 
化完整性。 

成功因素 1.菁英份子領導。 
2.居民的支持。 

1. 成立觀光促進協 
會及達娜伊谷巡 
邏隊。 

2. 制定生態保育計 
畫。 

1. 成立山美社 
區發展協會
及達娜伊谷
自然生態公
園。 

2. 推動社區宣 
傳工作。 

1. 社區發展協 
會與村辦公
室溝通協調
順暢。 

2. 社區發展協 
會各項業務
的推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民眾參與可能性探討  

我們可以瞭解山美村的社區營造與生態保育活動之所以能夠成

功，可以從下列幾點因素來分析，如：團體大小與穩定性、團體成員

的同質性與地理位置之封閉性等因素中，進一步來探討瞭解影響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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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可能性之因素： 

 

3.4.1 團體大小與穩定性  

 由表 3.3山美村歷年的人口統計資料觀察得知，山美村人口數量

很少歷年來人口數成長緩慢，屬於小團體。其人口數由 1980年至 2001

年，二十年期間人口數大約都在六百人左右，以 1981年的 640人的

人口數最多；1993年的 587人的人口數最少。由山美村這 20年來的

人口成長狀況，顯示出山美村的人口成長緩慢且穩定。 

山美村的男性由 1980年到 2001年的人口數一直都多於女性，但

差距不大，其男女之比率接近 1：1的比率，可說是男女分配平均的

團體。 

 

 表 3.3  1980－2001年山美村人口統計表  

 村里鄰戶口數 性別分 
年代 戶數 總人口數 男性 女性 
2001 176 625 332 293 
2000 180 626 331 295 
1999 166 610 327 283 
1998 155 619 333 286 
1997 156 635 337 298 
1996 144 639 346 293 
1995 140 621 341 280 
1994 131 594 325 269 
1993 129 587 323 264 
1992 124 593 321 272 
1991 121 603 321 282 
1990 122 617 324 293 
1989 117 628 323 305 
1988 117 622 322 300 
1987 115 619 318 301 
1986 111 601 31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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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09 607 314 293 
1984 110 597 313 284 
1983 109 632 335 297 
1982 105 632 334 298 
1981 101 640 343 297 
1980 96 624 338 286 

  資料來源：山美社區衛生室與阿里山鄉戶政事務所﹙2001﹚。         

 
 

3.4.2團體內成員之同質性  

 從山美社區的職業別、教育程度及族群結構來探討山美社區間

團體成員的同質性，可發現：山美社區居民的職業別大都以務農為

主，職業非常的單純。教育程度大部分為國中、高中學歷。 

 山美社區的鄒族人之所以可以成功的經營達娜依谷溪之自然生

態保育計畫，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山美社區是一個同質性高而且

屬性單一的族群，居民都以鄒族人為主體。由最新資料我們可以得知

山美村中現在共有 176戶，居民幾乎是鄒族子民，而漢人居民只佔三

戶﹙山美村衛生室，2001﹚。在族群種類單純的情況下，有助於山美

的村民在社區議題更容易凝聚團體的共識。相較於阿里山鄉的其他原

住民部落而言，例如：在茶山村當中，其族群屬性就呈現出多樣性與

複雜性的特色，茶山村的居民裡，便包含了鄒族、布農族及漢人等幾

種不同的族群分佈。由於不同種族在意識型態與信念上會有些許的差

異，在某些社區議題上若是想取得團體間的共識時，也比族群結構較

單純的團體更為困難。 



 36 

            

3.4.3地理位置之封閉性 

在阿里山公路對外開通後，不但創造了阿里山鄉的觀光事業發

展，也創造了阿里山居民與外界溝通橋樑，使得阿里山鄉居民與外界

雙方資訊的取得能更加便利與快捷。台 18線公路及縣 129號公路為

其聯外道路，山美社區是屬於一個地理位置較封鎖的環境。 

若沿達娜依谷北行，便可到達里佳村，沿線有許多觀光景點。山

美村若能結合里佳村河川保育成果，再加上既有的一些觀光景點，的

確具有開發成觀光事業的潛力與價值。另從山美社區的社會網絡來

看，本研究透過實質探勘與當地居民的深度訪談發現，山美村民彼此

間大部分都認識﹙由親戚或鄰居所組成﹚，其社會網絡的連結性質非

常的高。 

總而言之，山美社區其社會組成具有小團體、同質性高、交通狀

況封閉性高以及社會網絡連結性強。因而使它成為較封閉與穩定的社

會團體，使得它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民眾在公共參與的過程中，較

容易凝聚公共力量，而且在面對團體利益更能發揮其公共參與的效

能。 

 

3.5 山美社區達娜依谷之保育計畫發展程序  

山美社區達娜依谷溪之保育計畫，初期發展是由村落中少數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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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所倡導，並激起全村民眾之團體共識，所產生的一種全民參與的

過程。山美社區營造已經發展十幾年有餘，除了山美社區自己居民的

共識與社區幹部的努力之外，政府單位的輔導與補助、專業人士與媒

體的大力鼎助，才能使社區的業務工作順利的進行與各項發展活動能

推展開來。 

達娜依谷之保育計畫發展程序如表 3.4所示。推動至今之成績是

大家有目共賭的。保育工作當初以守護達娜依谷溪的生態平衡為主的

理念，發展至今，社區服務開始朝向多元化與現代化的目標前進。社

區工作包括有：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加強人才的培訓﹙人力資源的

發展﹚以及營造各項產業之發展等，在在顯示出山美社區不只是只有

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的罟魚生態保育做得非常出色，山美社區

發展協會與當地居民積極朝向多元目標發展，並且讓山美社區裡各鄰

里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社區的特色，共同去營造出屬於山美社區真正的

風格。 

 
 
 

   表 3.4 山美社區達娜依谷保育計畫之發展程序  

山美社區達娜伊谷之保育計畫發展程序 
1.對社區觀光資產的初步評估。 
2.觀光考慮事項（如：觀光考慮事項就是達娜依谷溪的保育）。 
3.觀光事業考慮事項的詳細紀錄（山美村本身的主觀與客觀條件之分析）。 
4.列出觀光事業的目標（山美社區的生態保育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5.發展觀光事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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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開始落實觀光事業的發展目標。 
7.觀光行動計畫草案之形成。 
8.在會議上尋求參與民眾的同意。（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大會） 
9.修改草案之計畫。 
10.從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及學者專家的協助。（尋找公、私部門的協助） 
11.加入政府機構的協助（再次修正草案）。 
12.在會議上尋求參與民眾的正式同意書。 
13.視情況而訂，進行最後修正。 
14.開始進行所有的行動的落實。 
15.監控方案的進行。 
16.向議會報告方案進行的程度。 
17.每年的方案的探討與回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3.6 山美社區發展觀光產業之優劣勢分析  

本研究針對山美社區本身內部的優劣情勢與對外在環境的衝擊

和機會作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瞭解，可更清楚山美社區其未來發展觀光

事業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之原因分析表 3.5所示。 

由表 3.5當中我們可得知山美社區在優勢方面擁有豐富的原住

民人文資源、動植物資源，有利於山美社區發展原住民觀光與生態旅

遊。山美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凝聚力強、山美社區發展協會與達娜

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等運行機制成立，都有利於山美發展觀光事

業。 

在劣勢方面山美社區所需注意的包括：社區內部的溝通、社區人

力資源的的不足、鄒族文化傳統之傳承與延續問題與觀光軟硬體方面

問題，這些因素是山美社區所需改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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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會方面如：政府政策的影響如：政府對原住民政策的支持、

2002生態旅遊年的提倡、週休二日制的實施都影響到山美社區的發

展前景並有助於當地觀光事業的發展。 

在威脅方面如：外界資訊傳入致使山美鄒族文化消逝、天災的影

響、山美與鄰近地區形成遊憩競爭環境等，都是山美社區現在所須面

臨的挑戰，也是山美社區在發展觀光所需注重的部分。 

表 3.5 山美社區發展觀光產業之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擁有周邊豐富自然資源、鄒族原住民 
部落人文資源、動植物資源等等，有
利於發展生態保育及休閒觀光的發
展。 

2.當地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之自主性高。 
3.可藉由社區發展觀光事業的方式，來
凝聚當地社區意識與重新活絡社區活
力與機會。 

4.當地居民配合度高。 
5.山美社區發展委員會自民國八十四年 
運作自今，已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運
行機制，並積極地帶領社區中的各項
活動的推動。 

6.山美村為典型的鄒族原住民部落，擁
有獨特的原住民文化資源且當地原住
民人情味濃厚、純樸、熱情好客。 

7.豐富農業產業，如：桂竹林、綠竹(甜
筍) 、高山茶、柿子、芋頭、愛玉子與
葉菜類等經濟作物的栽種。現在社區
內已成立蔬菜班、茶葉班，目前已有
許多農產品可直接銷售給上山旅遊的
遊客。 

8.隨著達娜依谷的開發，山美村的產業
結構也因而由單純的農業轉型為休閒
農業等相關產業，繼而帶動與改善了
當地居民的經濟生活。 

9.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民國八十

1.社區委員會領袖、幹部與社區居民三
者之間溝通管道的再加強。 

2.社區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欠缺觀光
專業人才及專業的管理人才。 

3.社區內生活品質與設施有待改善，以
便留給遊客良好的印象。 

4.面臨鄒族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如:母語
的傳承、加強精神倫理建設與弘揚鄒
族傳統文化的民俗技藝與舞蹈等
等) 。 

5.觀光設施有待改善，以提升顧客滿意
度： 
(1)軟體方面 
 a.解說人員的教育與訓練。 
 b.解說系統未建立。 
 c.園區內工作人員的職前訓練與專   
業知識的加強。 

 d.遊客對園區內自然環境的衝擊   
與破壞，因而需加強遊客對環境   
倫理的教育解說。 

 
  (2)硬體方面 
    a.達娜依谷園區中，資源不夠統一，

沒充分利用資源，無明顯的主題 
性。 

     
   b.園區規劃需重整，如：攤販區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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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中的罟魚生態保育活動的名
氣，吸引大批遊客入園觀賞。 

10.每年達娜依谷寶島罟魚節的舉行，加
強了達娜依谷的觀光宣傳的名氣。 

 
 

理與衛生安全管理、森林步道路線
流暢性與解說牌的設置、電子解說
媒體的設置、遊客盥洗設備不足、
售票亭內環境整頓有待加強、園區
內商店品質不一有待整體的規劃
與委員會的管制、展演場的可設置
為具鄒族風采的場地等。 

6.達娜依谷園區中的觀光客源，以週  
六、日人數較多，平日的遊客較少所 
  以觀光客源有待拓展。 
7.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中的土地係屬
私人土地(土地擁有者約七、八個人  
以上) ，整體開發凌亂且整體的意見不
一，也因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沒有足夠
的強制力量，造成社區開發達娜依谷
園區的業務不易推展。 

8.由於近年來遊客的大量增加，致使觀
光設施的嚴重不足，遊客的衝擊也造
成達娜依谷園區的環境衝擊與容納量
的不足。 

9.目前的民宿的住宿設施與服務無法提
供大量遊客的需求。  
 

表 3. 5 山美社區發展觀光產業之 SWOT分析（續）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政府對原住民活動的支持 如：富麗農
村、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的推行。 

 (1)公部門的支持，如: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嘉
義縣文化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等部門。 

 (2)私部門的支持，如：中國時報、7   
-11、南天書局、(株)守谷商會等等。 

 (3)山美社區獲得文建會之指導與協   
助，並獲得民國九十年度總統文化   
獎— 玉山獎。 

2.遊客對山美的鄒族原住民文化的興趣
與特殊體驗。 

3.週休二日制的實施，繼而帶動了觀光
人潮。 

4.2002年政府提倡生態旅遊年，山美社
區可思索進一步發展當地的生態旅

1.外界資訊的傳入，使得當地鄒族原住
民傳統文化、制度、傳統部落組織也
因而漸漸消失。 

2.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園區中土地開
發的限制，如：河流六里以內，是不
能隨便開發的。 

3.天災的影響，造成達娜依谷自然生態
保育園區中的設施一再的被損害，園
區重建工程不易。 

4.當地社區居民文化與生活品質跟不上
旅遊速度，這也是山美社區發展委員
會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5.山美村與鄰近的遊憩區的性質型態雷
同，造成遊憩競爭環境，無法具有獨
特性，以便吸引遊客。 

6.WTO﹙World Trade Origization﹚對原
住民產業的衝擊，可透過學術界的幫
助、當地原住民的團結與政府對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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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資訊旅遊、文化旅遊、健康旅遊
等旅遊發展重點。 

5.政府開放大陸對台觀光，因山美村臨
近阿里山國家級風景區，未來將有很
大的旅遊發展契機。 

6.阿里山公路之開通，使山美社區的交 
通便利性大為提高。  

7.臨近大阿里山風景區的範圍內。 
8.臨近遊憩資源豐富並與南三村(茶山
村、新美村、山美村)整合為一個整體
的觀光旅遊系統與整體的策略聯盟。 

民發展的配套措施使其衝擊降至最
低。 

7.山美鄒族人每年回饋族人的捕蝦、捕
魚等活動，是其族人的歷行大事，也
合乎鄒族人對河川永續利用的觀念；
但卻和平地人所強調的保育觀念有所
不同，這也許會造成一般人對山美鄒
族人的誤解，或許這也是山美鄒族人
需要解釋的部分。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3.7 山美社區永續觀光發展沿革與效益  

 山美社區近年來的發展已由當初開發山美地區的觀光事業，漸漸

地朝現代化、多元化及制度化前進。我們由實地訪談與山美社區之相

關資料可得知，山美社區的總體收益主要來自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

的收入、其次是政府歷年來的補助與其它活動的收入等等。由表 3.6

可知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從民國 83~88 年的收入方面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表示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知名度慢慢打開，遊客

來訪數量也逐年增加。 

 由表 3.6可知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的收入佔總收益的大部

分。由於山美社區在收入增加，使得社區有足夠的經費去推行相關業

務之發展。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的成立，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

給當地的人士，當地居民更能感受到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所帶

來的經濟利益與成果。在公部門方面，政府補助逐年增加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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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山美社區的營造永續觀光的工作，慢慢受到政府相關單位的大力

支持與肯定。 

 

表 3.6  社區發展永續觀光收入來源統計表  

年代  清潔規費收入（元） 其他活動收入（元） 政府補助收入（元） 總收益（元）  
83 51,5800 102,100 370,000 987,900 
84 839,398 150,961 20,000 1,010,359 
85 1,835,691 310,288 950,000 3,095,979 
86 1,557,435 437,294 3,576,000 5,570,729 
87 3,116,493 853,911 4,731,787 8,702,191 
88 6,810,901 73,017 4,640,900 11,524,818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由表 3.7，可知公部門單位，以嘉義縣政府的補助金額最大。在

私人部門方面贊助單位有中國時報文教基金會與統一企業 7－11，山

美社區寶島罟魚節時，中國時報大力宣傳，使山美社區寶島罟魚節聲

名大噪。公、私部門在推動社區活動時，是一項很重要的媒介與可運

用之贊助資源，社區應積極導入相關贊助資源，並合理分配及應用資

源，以協助社區活動之推展。社區相關人員能作正確與前瞻性的決

策，使這些相關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與運用，以達到社區發展的最大

的效益。 

 

表 3.7 社區發展永續觀光之相關補助單位  

補助單位 87年 88年 89年 總計 備註 
農委會 370,000 － － 370,000 每年核撥巡

邏人員保育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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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局 － 118,000,000 － 118,000,000 嘉 義 縣 道
129線拓寬 

環保署 200,000 － － 200,000 第七屆全國
十大環境保
護模範社區 

縣政府 5,050,000 6,000,000 500,000 11,550,000 公共設施等 
鄉公所 1,800,000 3,800,000 － 5,600,000 公共設施等 
環保局 － 1,200,000 － 1,200,000 廁所設備 
文建會 － 600,000 － 600,000 公共設備等 
水資源局 － 100,000 － 100,000 88 年罟魚節

補助款項 
原住民委員會 － 80,000 － 80,000 88 年罟魚節

補助款項 
原委會 － － 200,000 200,000 88 年罟魚節

補助款項 
歷年總計 7,420,000 129,780,000 700,000 137,900,000  
補助單位 年代 贊助方式 備註 
中國時報文教
基金會 

1996 中國時報寶島
版 宣 傳 與
TVBS 現場轉
撥。 

第一屆寶島罟魚節 

統一企業 7－11 1998 金額300,000元 第三屆寶島罟魚節 

資料來源：整理自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發展協會（1995，1996，

1997，1998，1999）與湯宏忠（2000）。  －表示欠缺資料。  

 
 

第四章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建立 

    本章節針對本研究所欲建立之評估模式準則與層級分析法作進

一步的探討與瞭解： 

4.1層級分析法﹙AHP﹚  

 

Saaty﹙1971﹚提出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進行多準則評估模式之評估。AHP 法主要應用在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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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極具有多數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其目的是將複雜的問題系

統化，透過不同的層級分解，透過量化的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

擇適當方案的資訊，降低決策錯誤的風險。本研究從環境永續性、社

區發展、經濟發展、景觀資源整合性等四個構面，建立社區營造永續

觀光評估模式，該模式為一多準則決策模式。為求資源公平分配、平

衡觀光衝擊及永續觀光資源整合等原則。AHP 法能透過層級分解將

複雜的問題系統化，可求取各準則之權重以顯示各準則之重要性，同

時能進行量化的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的資訊。 

 

4.1.1層級架構之建立  

假設在既定的決策總目標下，有 K個替代方案，依序為 1，2，3⋯⋯

K；有 I個決策主準則，依序為 C1，C2，⋯⋯，CI；第 i個主準則有

Ji個次準則 Ci1，Ci2，⋯⋯，CiJi。評估結構如圖 4.1所示。 

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及 AHP法求得準則權重Wi，次準則權重

Wij，第 K個方案在次準則 Cij之績效值 Pijk，可求第 K個方案的綜合

方案評估值 Ek，如﹙1﹚所示。 

EK=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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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k：替選方案 K綜合評估績效值 

Wi：主評估準則 Ci之權重值 

Wij：次評估準則 Cij之權重值 

Pijk：替選方案 k次評估準則 Cij之績效值 

 
 
 
 
 
 
 
 
 
 
 
 
 
 
 
 
最終目標 

 
 
 
主準則 

﹙第一層﹚         … … … … …         … … … … … . 
 
次準則 
﹙第二層﹚ 

  最終評估目標 

C1  Ci  CI 

Wi W2 W I 

W11 W1J1 Wi1 Wiji WI1 W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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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P11K⋯⋯⋯P1J1k         Pi1k⋯⋯⋯PiJik        PI1K⋯⋯⋯PIJIK 
                     ﹙替選方案 K績效指標﹚ 
   

圖 4.1  AHP法決策層級階層架構  

 
 

4.1.2 AHP分析  

    本研究針對 AHP法所闡述的內容如下﹙趙良芝，85；楊雅萍，

88；林國勝，90﹚： 

1.系統描述  

對於所欲評估的系統，其目標與機能宜儘量擴大考慮，對系統 

涵蓋的範圍加以界定。 

2.決定評估評估結構  

利用腦力激盪等方法找出影響系統方案的評估要因，將此初步 

結果來決定須刪減的項目，然後再區分數量化與非數量化的因素。對

於可數量化之因素，化成金錢數字為單位之共同基準、非數量化的因

素則須進一步定義各因素之內容、意義與包含範圍，圖 4.1。 

3.問卷設計與調查  

商討各項主要評估要因之內容，以達到對各項要因之認知。基 

本上可於每一層級要因在上一層的某一要因評估基準下，進行成對比

 C11 C1J1  Ci1 CiJi CI1  C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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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因此須設計問卷讓決策者與規劃群填寫，以決定各要因的相對重

要性。 

4.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AHP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將成對比較所須需之尺度劃分成等 

強、稍強、頗強、極強到絕強，再加上分別介於兩者間的強度，分別

給於訂定適當的比重值。決策者就此一此尺度，對於兩兩因素間的相

對重要程度比較，選取合適描述的尺度數字。以上所述假設之層級架

構中的第一層評估構面為例，其次，對於 m個評估構面共需進行 m

﹙m-1﹚/2次的重要性成對比較，而每次比較之比重值 aij填入成對比

較矩陣﹙A﹚內的上三角矩陣中，而 A矩陣內的下三角形矩陣內各元

素值為上三角形矩陣內各元素之對應倒數值 1/aij。再加上主對角線上

所有元素值均為 1，以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A如﹙2﹚式所示： 

 
 

    

          
.             

5.計算評估準則之權重值  

當成對比較矩陣建構完成之後，緊接著須計算成對比較矩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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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向量及最大特徵值，而優先向量之解法可先將成對比較矩陣各行

元素予以正規化，如﹙3﹚所示，再將正規化後之各列元素予以加總

如﹙4﹚式所示，最後求其算數平均數以求得權重，如﹙5﹚式所示： 

 

 
 

 
 

6、一致性檢定  

首先以完整成對比較矩陣 A乘以優先向量 W得一新向量 P，如

﹙6﹚式 

 

 
 
 
 
 

    再將 P 向量每一個元素分別對應除以優先向量 W 中每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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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最後將所得之數值求算算數平均數值，求出最大特徵值如﹙7﹚

所示： 

  

 
 
 

檢驗權重分配之合理性可用一致性檢定指標作為判斷依據，此 

指標如﹙8﹚式、﹙9﹚式： 

     
 

 

其中 

CR為判斷矩陣的隨機一致性比率 

CI為判斷矩陣的一般一致性指標 

RI為判斷矩陣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如表 4.1所示 

 

表 4.1 1-15階判斷矩陣的 RI值  

(階數)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資料來源：Saaty & Vargas﹙1991﹚ 
 

( )7............................................................................................
1

max
1

∑
=

=
I

i Wi
Pi

I
λ

( ) ( )8......................................................................................max
1

1
n

n
CI −

−
= λ

( )9........................................................................................................
RI
CI

CR =



 50 

4.2 社區發展永續觀光評估準則之建立  

    本模式之評估指標，茲將專家訪談內容及文獻回顧法之方式做

評估指標歸納分析，則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考量指標與註解

之建立表格如下列所述（表 4.2）。 

表 4.2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評估指標整理表 

考量指標 註解 
1. 交通網絡之便利性 如：山美社區對外之便利性 

2.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 如：當地居民參與社區營造之意願 
3.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 如：發展協會的帶頭發展之保育工作 
4.當地產業資源 如：當地各式資源之豐富性 
5.人力資源的發展 如：山美社區協會的觀光規劃人才與企 

業管理人才 
6.社區發展機制 如：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與運作 
7.政府政策的支持 如：政府對原住民活動的支持與推動 
8.社區文化的完整性 如：社區背景、資料與歷程之收集 
9.土地問題 如：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土地整合問題 
10.住宿供需問題 如：山美社區提供之住宿在質與量方面 

的改善 
11.居民對環境永續保育的認知程度 如：當地居民對社區環保議題認知程度 
12.遊客對環境永續保育的認知程度 如：外來遊客對當地環保議題認知程度 
13.觀光設施問題 如：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的觀光軟硬 

體設施方面的改善 
14.鄒族文化傳承的問題 如：外界資訊的傳入，致使鄒族文化之 

傳承面臨消逝問題 
15.生態的完整永續性 如：群落結構之完整永續 
16.遊憩系統整合 如：南三村遊憩系統整合 
17.觀光資源獨特性 如：資源與眾不同特性，固魚生態為例子 
18.景觀資源均衡利用 如：當地景觀資源設計得當並充分利用 
19.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 如：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程度 
20.觀光資源多元性 如：資源之多元特性 
21.居民所得增加 如：居民因社區發展，因造就所得的提高 
22.遊客數量增加  
23.居民就業增加 如：居民因社區發展之由，因而造就當 

    地之就業機會增加 
24.帶動社區未來發展的能力與機會 如：當地之經濟產業獲得提升與發展 
25.社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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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相關社會組織對於利益回饋之管理 
   態度 

如：公、私部門對於社區議題之發展是 
    否有回饋當地的經營理念 

27.社區居民的共識 如：當地居民之凝聚力 
28.觀光資源整合性 如：資源之整體整合程度 
29.社區居民之教育程度 如：當地居民教育水平之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1 因素分析  

  吳明隆﹙2001﹚因素分析具有簡化資料變項的功能，以較少的層面

來表示原來的資料結構，它根據變項間彼此的相關，找出變項間潛在

的關係結構，變項間簡單的結構關係稱為「成份」﹙component﹚或「因

素」﹙factors﹚。 

    因素分析在社會科學當中應用於三個層面，分別為： 

1.顯示變項間因素分析的組型﹙Pattern﹚。 

2.偵測變項間之群組﹙clusters﹚，每個組群所包括的變項彼此間相關

很高，同質性較大，亦即將關係密切的個別變項合併為一個子群。 

3.減少大量變項數目，使之成為一組涵括變項較少的統計自變項﹙稱

為因素﹚，每個因素與原始變項間有某種線性關係存在，而以較少

數個因素層面來代表多數、個別、獨立的變項。 

本研究利用因素分析法中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並使用最大變異法﹙Varimax﹚轉軸，設定特徵值大於 1。

經過分析過程當中，刪除當中不適當的指標與因素負荷量小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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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一並刪除。 

經由因素分析的結果分成四個構面，分別為：社區發展永續性、

環境永續性、經濟發展及景觀資源整合性等四個構面，與十八個指

標﹙表 4.3﹚。並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Community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Tourism Evaluation Model，CDSTEM）如﹙圖 4.2﹚

所示。 

 
 
 
 

 
 
 
 
 
 
 
 
 
 
 
 
 
 
 
 
 
 
 
 
 
 

環境永續性 

1.生態的完整永續性 
2.文化資源的傳承與保
存 

3.居民對環境永續保育
的認知程度 

4.遊客對環境永續保育
的認知程度 

社區發展 

1.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 
2.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 
3.人力資源的發展 
4.政府相關單位的支持 
5.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 

社 區 營 造 
永 續 觀 光 
評 估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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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架構  

 

表 4.3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因素分析表  

轉軸後平方和負荷量  構面  指標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變異數百

分比  
累積變異
數百分比 

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0.769 
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0.761 
生態完整永續性 0.619 

環境永續
性 

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承 0.562 

9.356 32.261 32.261 

當地居民的參與 0.823 
菁英份子的領導 0.747 
人力資源的發展 0.680 
政府相關單位支持 0.631 

社區發展 

社區生活品質提升 0.591 

5.273 18.182 50.443 

遊客數量的增加 0.908 
居民就業增加 0.872 
社區產業發展 0.706 
社區未來發展潛力 0.527 

經濟發展 

居民所得增加 0.500 

2.743 9.457 59.900 

遊客的滿意程度 0.661 景觀資源
整合性 觀光資源的多元性 0.611 

1.776 6.124 66.025 

經濟發展 

1.居民所得增加 
2.居民就業增加 
3.帶動社區未來發展的 
  能力與機會 

4.社區產業發展 
5.遊客數量增加 

景觀資源整合性 

1.景觀資源均衡利用 
2.觀光資源獨特性 
3.觀光資源多元性 
4.遊客對觀光資源的
滿意度 



 54 

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 0.592  
觀光資源的獨特性 0.5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信度分析  

在因素分析完後，為瞭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需進一步做信

度分析的考驗。根據學者 Gay﹙1992﹚觀點，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

係數如果在 0.90 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的信度甚佳。甚至於有如學

者 DeVellis﹙1991﹚、Nunnally﹙1978﹚等人則認為 0.70 以上是可接

受的最小信度值。如果研究者編製之研究工具的信度過低，如在 0.60

以下，應重新修訂研究工具或重新編製較為適宜。 

本研究將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各構面做信度分析，得到各構面之

Cronbach'α值。表 4.4為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各構面之信度分析表，環

境永續性﹙0.9208﹚、社區發展﹙0.8798﹚、經濟發展﹙0.8411﹚、景觀

資源整合性﹙0.7390﹚，表中各因素都大於 0.60的標準，也代表各構

面與指標之決定是可以信賴的。 

表 4.4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各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變項  Cronbach'α  

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生態完整永續性 

環境永續性 

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承 

0.9208 

社區發展 當地居民的參與 0.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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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份子的領導 
人力資源的發展 
政府相關單位支持 

 

社區生活品質提升 

 

遊客數量的增加 
居民就業增加 
社區產業發展 
社區未來發展潛力 

經濟發展 

居民所得增加 

0.8411 

遊客的滿意程度 
觀光資源的多元性 
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 

景觀資源整合性 

觀光資源的獨特性 

0.73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評估模式之建構  

4.3.1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的構建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建立構想是以階層分析程序法

﹙AHP﹚為基本原則。本評估模式之研究建立共有兩個層級，圖4.3 社

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的構建，為 AHP專家學者之社區營造永續

觀光評估模式。 

 

4.3.2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介紹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的構建圖4.3分為四個大構面，以下

為詳細內容介紹： 

1.「環境永續性」：底下分別為「生態的永續性」、「生態的完整性」、

「居民對環境永續保育的認知」、「遊客對環境永續保育的認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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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四個次指標。 

2.「社區發展」：底下分別為「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社區之菁英

份子領導」、「人力資源的發展」、「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相關社會

組織之支持意願」，共計有五個次指標。 

3.「經濟發展」：底下分別為「居民所得增加」、「居民就業增加」、「帶

動社區未來發展的能力與機會」、「社區產業發展」、「遊客數量增加」，

共計五個次指標。 

4.「景觀資源整合性」：底下分別為「景觀資源均衡利用」、「觀光資

源獨特性」、「觀光資源多元性」、「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共計有

四個次指標。 

4.3.3 彼此之關係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架構共分為四個大構面，也就

是「環境永續性」、「社區發展」、「經濟發展」、「景觀資源整合」，四

個構面底下分別又規納出各項次指標。由本研究結果欲賦予四大構面

與各項次指標相對權重值，由此研究結果可提供相關評估方案的參考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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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的構建  

                   第五章 實證分析 

5.1 問卷調查  

本研究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九十一年元月到二月底，發放問卷調

查的對象有三個部分，分別為﹙1﹚山美社區幹部、達娜依谷自然生

態公園工作人員﹙2﹚大專院校相關學者﹙3﹚政府相關單位專家等等。

問卷發放總數量為 85份，共回收 41份，回收率為 48%。刪除沒有通

過一致性檢定之無效問卷 22份，故有效問卷為 19份，佔總問卷 22%。 

從表 5.1 AHP學者專家比率表中，我們可得知 AHP有效問卷中

以大專院校相關學者的比率﹙57%﹚佔最高，山美社區幹部、達娜依

谷自然生態公園工作人員﹙26%﹚，政府相關單位專家的比率﹙17%﹚

佔最低。 

景觀資源整合性 

社區未來發展潛力 

社區產業發展 

遊客數量增加 

景觀資源均衡利用 

觀光資源獨特性 

觀光資源多元性 

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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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AHP學者專家比率表  

對象  比率  
﹙1﹚山美社區幹部、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 
     園工作人員 

26% 

﹙2﹚大專院校相關學者 57% 
﹙3﹚政府相關單位專家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AHP 法權重分析  

   5.2.1 一致性檢定  

本研究以通過一致性檢定受訪者之數值，再以算數平均數表

示整體受訪者數值。求算出每一位專家學者之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C.I.﹚以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來檢定配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所得結果如表 5.2所示。 

    檢定的結果顯示回收之問卷有 19份皆可達到可接受之一致性標

準。表 5.2 AHP問卷全體專家學者一致性檢定表，已知所有層級

一致性比率數值皆≦0.1，表示此次之受訪的之評估值，皆可達

到一致性的水準。 

 

表 5.2  AHP問卷全體專家學者一致性檢定表  

層級名稱  C.R.值  一致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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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準則   0.0929 符合 
環境永續性 0.0679 符合 
社區發展 0.0992 符合 
經濟發展 0.0596 符合 

次準則  

景觀資源整合性 0.0785 符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5.2.2 主準則權重分析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相對權重如表 5.3所示，主準則權重

值由高而低依序為環境永續性﹙0.3695﹚，景觀資源整合﹙0.2854﹚、

社區發展﹙0.2045﹚與經濟發展﹙0.1406﹚。由主準則的權重排序我們

清楚看出來環境永續性的重要性在 AHP所有學者專家的觀念認為是

最重要的。尤其在現今強調永續觀光、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觀念之

下，觀光規劃者、政府相關單位甚至於觀光開發地區的當地居民也都

慢慢地注重觀光遊憩區的規劃、開發與保護，其所關心的不只是短期

的利益，他們更重視長期甚至於後代子孫的生存環境空間的完整性，

也唯有對環境存有一份尊重，後代子孫才有生存下去的空間。在以上

原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山美鄒族人對環境永續經營的認知，環境永

續對它們來說在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之時顯得特別的重要。 

    由主準則權重排序當中，以經濟發展權重﹙0.1406﹚排第四位。

因而在探討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性之間的關係，也是許多觀光遊憩區

在開發時，所遇到的困難。擔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雙方無法達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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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發展，也怕會顧此失彼。所以說，觀光規劃者在這方面就顯得非常

的重要，今日若是觀光規劃者能在環境生態保育與當地之經濟發展取

得一個平衡點，而不是讓這兩者的衝突擴大，相信這對觀光遊憩的開

發與保護，甚至於對當地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益。 

 
 
 
 

表 5.3  AHP問卷全體專家學者之權重分配表  

    主準則 權重        次準則 權重 
生態的完整永續性 0.3340 
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承 0.2912 
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0.1904 

環境永續性 0.3695 

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 0.1900 
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 0.2729 
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 0.1610 
人力資源的發展 0.2273 
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 0.1822 

社區發展 0.2045 

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 0.1566 
居民所得增加 0.2122 
居民就業增加 0.2730 
社區未來發展潛力 0.1989 
社區產業發展 0.1974 

經濟發展 0.1406 

遊客數量增加 0.1185 
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 0.2985 
觀光資源獨特性 0.2207 
觀光資源多元性 0.2000 

景觀資源整合 0.2854 

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 0.2809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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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次準則權重分析  

1. 環境永續性 

環境永續性次準則權重高低分別為「生態的完整永續性」

﹙0.3340﹚、「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承」﹙0.2912﹚、「居民對環境保育的

認知」﹙0.1904﹚與「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0.1900﹚。 

在環境永續性當中我們可知生態的完整永續性的權重最高，其原

因與現今提倡生態保育、永續觀光有很大的關係。其次在文化資源的

保存與傳承這方面我們可知外界資訊對鄒族文化之傳承有很大的影

響。所以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此時對鄒族文化保存與傳承工作，是具領

導力量與關鍵性的。 

2. 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次準則權重高低依序分別為「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

﹙0.2729﹚、「人力資源的發展」﹙0.2273﹚、「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

﹙0.1822﹚、「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0.1610﹚、「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

﹙0.1566﹚。 

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在社區發展之權重佔最高的，我們可知社區

居民對社區活動的主動參與，對社區活動推展深具一定的影響力。其

次為人力資源的發展，我們由專家訪談與文獻探討當中得知山美社區

現今發展社區活動最欠缺的乃是觀光專業人才與管理方面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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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力資源發展方面是山美社區現階段所急需欲解決的問題。   

3. 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次準則權重高低分別為「居民就業增加」﹙0.2730﹚、「居

民所得增加」﹙0.2122﹚、「社區未來發展潛力」﹙0.1989﹚、「社區產業

發展」﹙0.1974﹚與「遊客數量增加」﹙0.1185﹚。 

居民就業增加與居民所得增加這兩項準則分別為經濟發展前兩

名，在社區發展社區經濟產業活動之時，居民就業問題與所得分配問

題是社區居民所最注意的事。 

4. 景觀資源整合性 

景觀資源整合性次準則權重高低分別為「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

﹙0.2985﹚、「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0.2809﹚、「觀光資源獨特性」

﹙0.2207﹚、「觀光資源多元性」﹙0.2000﹚。 

在景觀資源整合方面，我們可知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權重最高，

尤其觀光資源若能設計與利用得當，對當地之環境能有一定的保護作

用，除此之外，觀光旅遊環境設計得宜也能達到遊客滿意。所以景觀

資源的均衡利用與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彼此之間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力。 

 

5.3 替代方案  

 本研究經由表 5.3 得知主準則與次準則各指標所附於的權重分



 64 

配。再者，藉由各指標的權重與 AHP全體專家學者問卷當中所調查

各方案的算數平均數，來求算出最佳方案。在 AHP全體專家學者問

卷當中，我們藉由文獻探討，與專家現場訪談等多方面之考慮，共歸

納出四個方案來做問卷調查，四個方案包括方案一：民宿、方案二：

渡假村、方案三：觀光飯店、方案四：國際觀光飯店。下述內容將對

四個評估方案作名詞敘述﹙表 5.4﹚替代方案匯整表： 

5.3.1 民宿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第六

次會議對「發展觀光條例」所做得最新註解，當中第一章總則第二條

第九款對民宿所做定義為：「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間房間，結合

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

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5.3.2 渡假村  

    根據吳勉勤﹙1988) ，渡假村(渡假小屋)係獨立的小房屋(一般是

平房或雙併小屋) ，通常每一小屋便是一出租單位，每一單位有一獨

立停車場，一般只提供有限的餐飲服務，有些附設有娛樂設施，係提

供有限度服務的住宿場所。 

5.3.3 觀光飯店  

    所謂「觀光旅館業」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2條第七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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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經營觀光旅館，接待觀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事業」。觀光旅

館業管理規則第 2條之規定，可分為「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

兩種。「觀光飯店」又稱為「一般觀光飯店」，在專用標識上屬於一至

三朵梅花；而後者「國際觀光飯店」則為四、五朵梅花，其建築及設

備標準也有所不同。 

5.3.4 國際觀光飯店  

   所謂「觀光旅館業」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2條第七款之規定：

「指經營觀光旅館，接待觀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事業」。國際觀

光飯店在專用標識上屬於四、五朵梅花，其建築及設備標準也有一定

水準要求。 

表 5.4 替代方案匯整表  

名稱 定義 功能 中央主
管機關 

註釋 

1.民宿 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間房
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
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
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
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
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提供旅客
鄉野生活
之住宿處
所 
 

交通部
觀光局 

山 美 社
區 目 前
有 兩 間
民宿 
 

2.渡假村 渡假村(渡假小屋)係獨立
的小房屋(一般是平房或
雙併小屋) ，通常每一小
屋便是一出租單位，每一
單位有一獨立停車場，一
般只提供有限的餐飲服
務，有些附設有娛樂設
施，係提供有限度服務的

提供餐飲
服務、娛樂
設施與住
宿功能 
 

交通部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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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場所 
3.觀光飯店 指經營觀光旅館，接待觀

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
之事業 

提 供 餐
飲、住宿與
相關娛樂
功能 

交通部
觀光局 

專 用 標
誌 屬 一
至 三 朵
梅花 

4.國際觀光飯
店 

指經營觀光旅館，接待觀
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
之事業 

提 供 餐
飲、住宿與
相關娛樂
功能 

交通部
觀光局 

專 用 標
誌 屬 四
至 五 朵
梅花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5.4方案評估  

本研究經由表 5.5 中主準則與次準則各指標的權重分配，再與

AHP 全體專家學者問卷各方案的算數平均數相乘，得到各方案當中

各指標的績效值，最後各自將各方案的各指標的績效值做相加的動

作，最後得到各方案的綜合評估值。由本次研究可得方案一：民宿的

綜合評估值為﹙3.5698﹚、方案二：渡假村綜合評估值為﹙3.2025﹚、

方案三：觀光飯店綜合評估值為﹙2.1596﹚、方案四：國際觀光飯店

綜合評估值為﹙2.1321﹚。 

由此這四個方案來看我們得知以方案一：民宿的綜合評估值

﹙3.5698﹚最高，其次是方案二：渡假村綜合評估值﹙3.2025﹚、第三

是方案三：觀光飯店綜合評估值﹙2.1596﹚，最後是方案四：國際觀

光飯店綜合評估值﹙2.1321﹚。下述內容將對四個評估方案作詳細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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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山美社區住宿評估方案之綜合評估表 

主準則 次準則 民宿 渡假村 觀光飯店 國際觀光飯店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績效值 績效值 績效值 績效值 
生態的永續性 0.3340  0.4553 0.3559 0.3497 0.2117 
生態的完整性 0.2912  0.4047 0.4198 0.1982 0.1711 
居民對環保的認
知 

0.1904  0.2550 0.2714 0.0997 0.1268 

環境永續性 0.3695 

遊客對環保的認
知 

0.1900  0.1306 0.0943 0.1090 0.0887 

社區居民主動參
與 

0.2729  0.2908 0.1733 0.0891 0.1203 

社區菁英份子領
導 

0.1610  0.0993 0.0994 0.0687 0.0410 

人力資源的發展 0.2273  0.0771 0.2421 0.1014 0.1257 
社區生活品質的
提升 

0.1822  0.0922 0.0916 0.0900 0.1148 

社區發展 0.2045 

社會組織支持意
願 

0.1566  0.0815 0.0845 0.0573 0.0692 

居民所得增加 0.2122  0.1262 0.1168 0.0841 0.0454 
居民就業增加 0.2730  0.1902 0.1459 0.0775 0.1096 
社區未來發展機
會能力 

0.1989  0.0810 0.0944 0.0687 0.0841 

社區產業發展 0.1974  0.1258 0.1115 0.0691 0.0864 

經濟發展 0.1406 

遊客數量增加 0.1185  0.0798 0.0587 0.0621 0.0631 
景觀資源均衡利
用 

0.2985  0.4105 0.3298 0.2046 0.2278 

觀光資源獨特性 0.2207  0.2000 0.1192 0.1315 0.1190 
觀光資源多元性 0.2000  0.2000 0.1026 0.1071 0.0584 

景觀資源整
合性 

0.2854 

遊客對觀光資源
的滿意度 

0.2809  0.2700 0.2911 0.1919 0.2689 

綜合評估值    3.5698 3.2025 2.1596 2.1321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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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民宿方案評估  

    由表 5.5可知 AHP 全體專家學者問卷針對方案一：民宿方案評

估的績效值。我們發現次準則「環境永續性」當中以「生態的完整永

續性」的績效值﹙0.4553﹚最高，其次是「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承」

的績效值為﹙0.4047﹚、「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

﹙0.2550﹚，最後則是「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0.1306﹚

最低。 

次準則「社區發展」當中以「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的績效值

﹙0.2908﹚最高，再者為「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的績效值﹙0.0993﹚、

「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的績效值﹙0.0922﹚、「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

的績效值﹙0.0815﹚，最後為「人力資源的發展」的績效值﹙0.0771﹚。 

次準則「經濟發展」當中以「居民就業增加」的績效值﹙0.1902﹚

最高，其次分別為「居民所得增加」的績效值﹙0.1262﹚、「社區產業

發展」的績效值﹙0.1258﹚、「社區未來發展潛力」的績效值﹙0.0810﹚，

最後則為「遊客數量增加」的績效值﹙0.0798﹚為最低。 

次準則「景觀資源整合性」當中以「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的績

效值﹙0.4105﹚最高，其次分別為「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的績

效值﹙0.2700﹚、「觀光資源獨特性」與「觀光資源多元性」的績效值

同為﹙0.2000﹚。最後由民宿各指標之績效值的總合得知其綜合評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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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5698﹚。 

 

5.4.2 渡假村方案評估  

    由表 5.5可知 AHP 全體專家學者問卷針對方案二：渡假村方案

評估的績效值。我們發現次準則「環境永續性」當中以「文化資源的

保存與傳承」的績效值﹙0.4198﹚最高，其次是「生態的完整永續性」

的績效值為﹙0.3559﹚、「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

﹙0.2714﹚，最後則是「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0.0943﹚

最低。 

次準則「社區發展」當中以「人力資源的發展」的績效值﹙0.2421﹚

最高，再者為「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的績效值﹙0.1733﹚、「社區之

菁英份子領導」的績效值﹙0.0994﹚、「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的績效

值﹙0.0916﹚，最後為「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的績效值﹙0.0845﹚。 

次準則「經濟發展」當中以「居民就業增加」的績效值﹙0.1459﹚

最高，其次分別為「居民所得增加」的績效值﹙0.1168﹚、「社區產業

發展」的績效值﹙0.1115﹚、「社區未來發展潛力」的績效值﹙0.0944﹚，

最後則為「遊客數量增加」的績效值﹙0.0587﹚為最低。 

次準則「景觀資源整合性」當中以「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的績

效值﹙0.3298﹚最高，其次分別為「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的績

效值﹙0.2911﹚、「觀光資源獨特性」的績效值﹙0.1192﹚，「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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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的績效值﹙0.1026﹚最低。最後由渡假村各指標之績效值的

總合得知其綜合評估值為﹙3.2025﹚。 

 

5.4.3觀光飯店方案評估  

    由表 5.5可知 AHP 全體專家學者問卷針對方案三：觀光飯店方

案評估的績效值。我們發現次準則「環境永續性」當中以「生態的完

整永續性」的績效值﹙0.3497﹚最高，其次是「文化資源的保存與傳

承」的績效值為﹙0.1982﹚、「遊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

﹙0.1090﹚，最後則是「居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0.0997﹚

最低。 

次準則「社區發展」當中以「人力資源的發展」的績效值﹙0.1014﹚

最高，再者為「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的績效值﹙0.0900﹚、「社區居

民的主動參與」的績效值﹙0.0891﹚、「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的績效

值﹙0.0687﹚，最後為「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的績效值﹙0.0573﹚。 

次準則「經濟發展」當中以「居民所得增加」的績效值﹙0.0841﹚

最高，其次分別為「居民就業增加」的績效值﹙0.0775﹚、「社區產業

發展」的績效值﹙0.0691﹚、「社區未來發展潛力」的績效值﹙0.0687﹚，

最後則為「遊客數量增加」的績效值﹙0.0621﹚為最低。 

次準則「景觀資源整合性」當中以「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的績

效值﹙0.2046﹚最高，其次分別為「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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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值﹙0.1919﹚、「觀光資源獨特性」的績效值﹙0.1315﹚，「觀光資源

多元性」的績效值﹙0.1071﹚最低。最後由觀光飯店各指標之績效值

的總合得知其綜合評估值為﹙2.1596﹚。 

 
 

5.4.4國際觀光飯店方案評估  

    由表 5.5可知 AHP 全體專家學者問卷針對方案四：國際觀光飯

店方案評估的績效值。我們發現次準則「環境永續性」當中以「生態

的完整永續性」的績效值﹙0.2117﹚最高，其次是「文化資源的保存

與傳承」的績效值為﹙0.1711﹚、「居客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

為﹙0.1268﹚，最後則是「遊民對環境保育的認知」的績效值為﹙0.0887﹚

最低。 

次準則「社區發展」當中以「人力資源的發展」的績效值﹙0.1257﹚

最高，再者為「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的績效值﹙0.1203﹚、「社區生

活品質的提升」的績效值﹙0.1148﹚、「相關社會組織之支持」的績效

值﹙0.0692﹚，最後為「社區之菁英份子領導」的績效值﹙0.0410﹚。 

次準則「經濟發展」當中以「居民就業增加」的績效值﹙0.1096﹚

最高，其次分別為「社區產業發展」的績效值﹙0.0864﹚、「社區未來

發展潛力」的績效值﹙0.0841﹚、「遊客數量增加」的績效值﹙0.0631﹚，

最後則為「居民所得增加」的績效值﹙0.0454﹚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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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準則「景觀資源整合性」當中以「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

的績效值﹙0.2689﹚最高，其次分別為「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的績

效值﹙0.2278﹚、「觀光資源獨特性」的績效值﹙0.1190﹚，「觀光資源

多元性」的績效值﹙0.0584﹚最低。最後由國際觀光飯店各指標之績

效值的總合得知其綜合評估值為﹙2.1321﹚。 

5.4.5山美社區住宿綜合評估方案之評析  

    由表 5.5可知民宿、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這四個評

估方案的綜合評估值的排序分別為民宿﹙ 3.5698﹚、渡假村﹙3.2025﹚、

觀光飯店﹙2.1596﹚與國際觀光飯店﹙2.1321﹚。 

在次準則「環境永續性」當中我們看到在這四個評估方案當中民

宿、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這三者在「生態的完整永續性」的績效

值是最高的，顯示現在強調環境保護的觀念，也是社區從事觀光開發

活動時，所注重的環節之一。 

次準則「社區發展」當中我們看到比較不同的是民宿在「社區居

民的主動參與」的績效值是最高的，然而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觀

光飯店這三者以「人力資源的發展」的績效值較高。民宿係屬地方性

經濟活動，經營者以當地人為主，所以當地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意願

是非常重要。但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係屬大規模之經濟

開放活動，牽涉範圍也比民宿經營來得複雜與困難許多，就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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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來觀看，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之建設與開發所需要

的人才是來自各行各業，與民宿相較之下，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

觀光飯店這三者注重人力資源的開發也不足為奇。 

次準則「經濟發展」我們由表 5.5當中得知民宿、渡假村與國際

觀光飯店以「居民就業增加」的績效值最高，觀光飯店以「居民所得

增加」的績效值最高。 

次準則「景觀資源整合性」我們由表 5.5當中得知民宿、渡假村

與觀光飯店以「景觀資源均衡利用」的績效值最高。國際觀光飯店以

「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的績效值最高。 

就綜合評估值來看，這四項評估方案以民宿的數值最高，我們也

很清楚看到民宿在主準則四大構面底下的次準則評估指標，四項績效

值都是佔最高的﹙次準則中「環境永續性」：生態的完整永續性、次

準則中「社區發展」：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次準則中「經濟發展」：

居民就業增加、次準則中「景觀資源整合性」：景觀資源均衡利用﹚。

也顯示出民宿之設立在專家學者的認知其支持度是較高的，我們藉由

現況得知山美社區現在其內部已有兩棟經營當中的民宿，其建築以小

木屋﹙依谷雅築﹚與三樓水泥樓房﹙山之美﹚為主，這兩間民宿的環

境設計滿融入周圍的生態環境並也充分使之景觀資源獲致協調，加上

其內部之經營者與工作人員皆為山美社區的居民，我們得知民宿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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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也給社區居民帶來工作與就業機會。也因為民宿之經營乃是現在可

看得到之經濟活動，加上它也給山美居民帶來實質的利益；相較之

下，如：渡假村、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乃是計畫中之評估方面，

在實質之經濟效益上並無一定的保障，所以民宿之綜合評估值在專家

學者的評估之下佔最高數值的。 

 山美社區對本研究之評估方案的發展現況，由文獻探討、專家

訪談與現場探勘，得知山美社區目前已有兩間小型民宿，分別為山之

美與伊谷雅築兩間民宿在營運經營當中，但由於近幾年到山美社區達

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遊憩的遊客日益增多，因而造成住宿供需方面無

法達到平衡與住宿品質無法達到一定水準，所以在本研究對山美社區

進行專家訪談過程當中，山美社區發展協會之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山

美社區發展協會為了提升本地的旅遊住宿品質能達到一定的水準，現

在正積極規劃相關旅遊住宿相關事宜與拓展旅遊住宿之數量。以期能

提供遊客最舒適的住宿環境。 

提到渡假村的設立之構想，乃是山美村村長高正勝所提出住宿方

案，渡假村設立的初步構想，是基於為有別於民宿的住宿方案，村長

表示渡假村的建設是運用山美社區的經費，渡假村的建設規劃與落

成，全程以自己社區的力量完全，不假外界財團的界入。不讓財團界

入，是因為山美社區居民希望能完全掌握渡假村的建設、規定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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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由此我們可看出對山美社區之居民對整個渡假村住宿方案的全

盤掌控，對其山美居民是非常重要的且具意義的。我們可歸納出主要

原因有兩點：第一為山美鄒族人希望以自己居民的力量完成建設而不

希望外人甚至是外面財團的介入；第二為山美鄒族人的生活習性甚至

是數字觀念較單純，他們總希望一切的交易流通由山美鄒族人自己來

辦理，不假由它人來經手，或許對山美鄒族居民他們在心理層面會較

有保障與安全感。 

其次我們觀察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這兩個評估方案發現，飯

店之建設本身是屬於大資本、大手筆的投資，所以須要有外界團體甚

至於是財團的投資才有可能完成之住宿方案。但由本研究結果呈現得

知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的綜合評估值之排序分別為第三與第四

名。其方案評估綜合評估值較低。 

 本研究最後歸納出下列幾點來討論此現象：第一因為觀光飯店

與國際觀光飯店是屬於大資本的投資，以山美社區現有的經濟資源來

觀看，若是山美鄒族居民想以自己社區的力量來完成觀光飯店甚至是

國際觀光飯店的建設，以現階段而言，其可行性較低。第二為山美社

區發展協會的社區規章內容有規定，社區的建設不允許有外界財團的

介入，所以對於需要大資本的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之建設，也因

為社區規章之明定條文的限制，所以讓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店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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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可行性較低。但本研究從另一方面來思考，觀光飯店與國際觀光飯

店的綜合評估值較低也並不代表其未來並不可行，因為第一：山美社

區屬於大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內之遊憩地區，也因為政府開放大陸來台

觀光之因，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為大陸旅客調查中最想來臺灣觀光遊憩

的地區之一，所以未來大陸觀光旅客數量的增加將使大阿里山地區的

觀光遊憩設施將迫切的激增。如：住宿設施供需方面的問題，將會迫

切的成長與增加。而飯店相關住宿設施的建設將會慢慢被重視。第

二：若在考量飯店擴充的情況之下，其人力資源發展方面我們也可得

知，飯店設立對當地的人力資源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與成長。

對山美社區居民之就業機會與所得的增加都有一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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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的結論： 

6.1.1山美社區之發展現況  

研究結果顯示山美社區具有小團體、同質性高、交通狀況封閉 

性高及社會網絡連結性強。因而使它成為較封閉與穩定的社會團體，

使得它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民眾的公共參與較能凝聚公眾力量，建

立共識，進而強化社區營造的基礎，而且在面對團體利益更能發揮公

共參與的效能。 

6.1.2社區運作機制之成立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成立與達娜伊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的設立 

，使得山美原住民部落透過社區運作機制，帶動當地居民就業與所得

的增加，並使觀光資源能均衡利用，同時累積社區未來發展的能力與

機會。 

6.1.3資源整合分配之能力  

    社區單位發展觀光事業之時，外界﹙如：政府部門、私人企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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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非營利組織等等﹚對社區之資源的投入與幫助是具關鍵性。此時

社區對這些資源分配問題也顯得非常重要，「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

估模式」之建構可提供社區對於環境構面、社區發展、經濟發展或景

觀資源整合等不同構面，依其權重值之排序，社區相關單位再依其現

實之狀況考量來做其資源的合理分配運用，最後以期這些投入之相關

資源能穫致最大效益，不浪費這些社會資源。 

公、私部門資源有效整合與分配有助於社區營造的成功。山美 

社區的總體收益主要來自達娜伊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的收入、政府相

關單位補助與其它活動的收入等。政府相關資金的投入以改善山美社

區軟硬體相關基礎設施之建立，這也是山美社區營造永續觀光成功的

基礎。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收入逐年不斷增加，使得社區有足夠

的經費去推動社區內相關業務之推行與發展，使得山美當地居民能直

接感受到達娜伊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與成果。 

6.1.4社區營造永續觀光權重分析  

本研究整合環境永續性、景觀資源整合、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 

等四個構面，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評估模式，可作為社區營造永續

觀光相關發展方案評估的基礎。 

由山美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主要評估準則之權重，顯示社區從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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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觀光發展時，應注重環境的永續性及景觀資源的整合，方能吸引遊

客，以增加的觀光收入促進社區發展及當地經濟的發展，所以社區營

造永續觀光中環境的永續性與景觀資源的整合是促進社區發展及當

地經濟發展的基礎。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次準則當中，在環境永續性方面，山美鄒族

人非常重視生態保育及鄒族文化資源保存與傳承。在社區發展方面，

社區民眾的主動參與、觀光規劃與經營管理人才資源的培訓與養成，

頗為重要。在經濟發展方面，以居民就業增加及居民所得增加最為山

美鄒族人所重視的。在景觀資源整合方面，以景觀資源的均衡利用及

遊客對觀光資源的滿意度最為重要。 

6.1.5山美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綜合評估方案  

民宿的設立，在生態的完整永續性、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居 

民就業增加及景觀資源均衡利用等方面表現較其他住宿方案佳，顯示

出民宿之設立在山美社區從事住宿方案評估較能符合社區營造永續

觀光之需要。 

 
 

6.2 檢討與建議  

6.2.1研究限制  

1.阿里山鄉山美社區之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因為地理位置 



 80 

 係屬偏遠地區，加上一些相關資料收集不易，故本研究因而採用 

 相關研究人員以實地觀察探勘與專家訪問的方式來進行本研究之

進展。 

2.因為相關團體與研究者主觀意識之因素，對社區營造永續觀光發 

 展方向的看法或許不一致，可能會對本研究之研究內容有所偏頗 

 之看法與見解，本研究故以 AHP全體專家學者問卷調查的研究方 

 式，以求取方案之最佳決策，最後取得社區營造永續觀光均衡發 

 展方向指引。 

3.本研究以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為研究對象，但因山美社區係 

  屬原住民部落，其居民思想、生活習慣與外在資源條件等等相關 

  因素，可能與一般平地社區或接近都市型社區之發展會有所差。 

  所以本研究之評估模式對於一般平地社區和都市型社區的適應能 

  力，仍有待調查與觀察。 

 6.2.2相關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本研究結果發現，以 AHP之研究方法運用於社區發展觀光事業 

   上之模式建構上，藉由模式層級的建構、對相關因素的整體考 

   量，與相關細部指標的分析歸納，繼而建立社區營造永續觀光 

   評估模式指標權重分配體系。此評估體系不僅可讓人對此討論 

   主題之層面能清楚明瞭，最後更可以藉由全體專家學者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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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權重分配結果，瞭解各個層級之相對重要性所以我們可建 

   議「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可運用在相關觀光發展 

   事業評估方案上，並以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作為後續研究相關 

   主題之參考。 

2. 研究層面再擴充： 

   研究對象：「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之研究主要對象為山

美社區，山美社區為原住民社區，其生活習性與社會觀念等等都與一

般社區，甚至都市型社區有著截然不同的人文資源與自然資源，所以

本研究建議不同性質型態的社區有其不同的發展特色與目標，甚至其

層級中的評估指標也會有所不同與差異。所以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

朝不同的研究對象去建構其發展評估模式。 

3.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為一個多元目標價值系統：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理論價構之建立可提供社區居

民、政府當局在從事觀光活動時的參考依據，進而可回饋相關主管機

關或單位之經營決策方向。 

4.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期能達到一個發展的平衡點： 

「社區營造永續觀光之評估模式」之建構期能在環境永續性、經

濟發展、社區發展與景觀資源整合性等構面能達到一個平衡點，最終

使本研究在方案評估方面能作全方位之探討，讓方案之評估不會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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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彼，喪失其平衡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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