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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因地理環境特殊，所蘊藏的自然資源

及人文風貌十分豐富，深具發展觀光之雄厚潛

力。近年來政府高度重視觀光產業對國家經濟

發展的重要，並認為觀光產業為 21世紀臺灣經

濟發展之領航性計畫。隨著國內情勢及兩岸關

係之轉變，陸客來臺人數大幅增加，加上陸客

自由行之開放及國人對休閒生活的重視與觀光

品質需求之提升，各種觀光政策推展已是臺灣

產業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之一。

為延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97

至 100年）」（行政院 97年 6 月 27 日院臺交

字第 0970024479 號函核定）建設成果，加強

13個國家風景區之經營管理及地方政府所轄觀

光資源之整合，行政院100年8月22日核定「重

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104年）」，

內含 14個子計畫，包括 13個「國家風景區建

設計畫」及「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

其中「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係鑑

於地方政府人力及財力不足，觀光資源之投資、

開發、建設與經營管理無法提供較有效、完善之

整體服務，為能提升國內各縣（市）之風景區、

觀光地區或旅遊帶之觀光遊憩基礎服務設施水

準，提高整體旅遊環境品質並豐富遊客遊憩體

驗，計畫核定每年編列新臺幣（以下同）6.5億

元，合計 26億元執行經費。

為瞭解上開中程計畫項下之「整備觀光遊

憩設施建設計畫」推動執行成效，本研究檢視

101至 102年該計畫之內容、資源分配、工作

項目之整體執行成效，完成初步分析，以確定

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及執行措施是否妥適，作為

未來觀光相關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修正執行

策略及年度計畫先期作業審查之參據，評估所

需達成之目的。

本研究採量化問卷調查法及質化專家焦點

團體法合併進行，針對相關問題發現結果進行

論述，並輔以相關上位政策及計畫之參照（包

括 101至 102年度觀光局之觀光政策及施政重

點、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至104年、

跨域亮點及特色加值整備計畫中程計畫 104至

107年），並透過每個月定期召開之工作會議、

專家座談會等方式，將「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

設計畫」之相關執行成效進行資料蒐集分析，

並進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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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調查結果：整備觀光遊
憩設施建設計畫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執行成效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執行整備觀光遊憩

設施建設計畫之各縣市政府，主要調查項目包括

年度執行情形、遊客人次成長情形、重要執行

成效、困難與因應對策、維護管理、整體建議、

重點工作項目及執行效益自我評估等 8項。調

查結果發現，各縣市政府對於本計畫之實行多

抱持著相當正面的評價，其執行成效良好，並

提出執行困難之處與改善建議。然而後續經營

管理能量及管制考核之作為，較不足有待加強，

故本研究針對此部分將於政策建議中進行實務

之改善建議。

表 1可以看出各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01

至 102年度進行「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

之自評結果，從整體平均分數來看，本研究之

效益評估面向中，以「民眾滿意度」之平均分

表 1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自評結果彙整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執行妥適性 政策效益 民眾滿意度

基隆市 9.25 8 9

新北市 9 8.33 7.67

臺北市 8 8 9

桃園市 9.5 8.67 8

新竹縣 8.25 8.33 7.33

新竹市 8.5 8 8.33

苗栗縣 8 8 8.33

臺中市 7.75 8 8.33

彰化縣 8.25 9 9

南投縣 8.5 8.67 8.33

雲林縣 8.25 8 8

嘉義縣 8 8 8

嘉義市 9 8.67 9

臺南市 8 8 7

高雄市 8 9 9

屏東縣 8.25 8.27 8.1

宜蘭縣 8.67 8.56 8.89

花蓮縣 8 8 7.67

臺東縣 8 8 9

澎湖縣 8 9 9

金門縣 7.25 7.67 8

整體平均分數 8.31 8.29 8.33

註：滿分為 10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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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8.33分為最高，其次為「執行妥適性」及「政

策效益」，其分數分別為 8.31分及 8.29分。

可以看出，各面向之平均分數差異不大，且在

滿分10分之評估標準中，均超過了8分的水準。

而從各縣市政府之問卷填答內容亦可發現，其

對於本計畫多抱持著正面肯定的態度，且認為

經由本計畫之實施，確實可為當地發展觀光遊

憩帶來實質效益。

參、專家焦點團體結果

本研究之專家焦點會議共舉行 2次，第 1

次於民國 104年 1月 30日下午 2時假國家發

展委員會 703第一研討室舉行；第 2次則是於

民國 104年 3月 11日下午 2時 30分於國家

發展委員會 607第三研討室舉行，主要參與人

員包括國發會同仁、觀光局技術組同仁、觀光、

景觀及園藝等領域專家學者及本研究團隊。

與會專家學者均認為補助經費能有效運用，

且可確實升級當地基礎遊憩設施。其對於縣市

政府應研擬整體觀光發展計畫，對跨域、套裝

遊程規劃之優先補助、關鍵績效指標之建構及

專業人才培育機制等未來施政方針均有共識，

相關共識部分整理如下：

一、 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整體執
行成效良好。

二、 跨域整合計畫平臺有其存在之必要
性。

三、 中央主管機關應要求或輔導縣市政
府研擬整體觀光發展計畫。

四、 跨域合作及套裝遊程規劃應優先補
助。

五、 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之效益在
未來應該要有一套關鍵績效指標

（KPI）進行衡量。

六、 觀光專業人才培育機制之建立勢在
必行。

本計畫係重要觀光景點建設計畫中程計畫

項下子計畫之一，其目的為協助地方政府提升

景點服務水準及周邊整體服務環境品質。惟該

計畫已執行 8年，且交通部近期提出之其他計

畫亦有類似補助案，為整合中央補助地方觀光

建設相關資源，因此，本研究建議本計畫後續

可併入其他類似計畫內統合辦理。

肆、主要政策建議事項

本計畫之政策出發點主要為整備地方政府

所轄觀光遊憩建設，塑造高品質之旅遊景點新形

象。因此其政策規劃本意良善，且確實對於各

縣市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整備時有非常大的幫助，

然在整體衡量指標及跨域間整合補助、經營管

理及管考機制部分尚有待提升之處，故本研究

在後續政策建議上將針對此部分進行實質建議。

從臺灣觀光政策發展來看，89年開始實施

周休二日開始，臺灣已正式進入 21世紀臺灣發

展觀光新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為配合中央政

府「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之觀光

客倍增計畫，其目標在於使臺灣在 97年之國際

旅客突破 500萬人次之門檻，此政策讓全民看

見政府決心力拼觀光以觀光立國之宏大願景。

98年開始，六大新興產業概念之推行，對

於臺灣觀光發展是極大利多，尤其觀光旅遊作

為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之一，不僅是臺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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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亦是串連其他五大新興產業（生技、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文化創意）

的關鍵產業，除了可創造觀光收益、帶動觀光

就業人口及民間投資的誘因外，亦提升臺灣與

他國民眾之交流往來，並讓世界看到臺灣的軟

實力。有鑑於此，政府在98年至103年力推「觀

光拔尖領航方案」，透過「拔尖」、「築底」、「提

升」3項行動方案以提升臺灣觀光品質形象，而

當中則包含有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即「重要觀

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

隨著來臺之國際旅客突破 1,000萬人次的

今日，為了打造臺灣成為質量優化、創意加值，

處處皆可觀光之觀光大國，故政府在 104年開

始推動「觀光大國行動方案」，其中又以「優

質觀光」、「特色觀光」、「智慧觀光」及「永

續觀光」四大主軸作為臺灣迎接千萬國際旅客的

觀光準備工作，此政策亦是現階段臺灣觀光政策

之發展依循之主要原則。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建

議供未來觀光相關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參考方向：

一、跨域觀光計畫整合機制

（一） 整合型計畫之推動─跨域整合計畫平
臺構想之提出

為推動跨部門，行政院已特設「行政院觀

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下轄內政部營建署、交

通部觀光局、農委會林務局等相關單位，共同

組成部門建設計畫整合推動平臺，由交通部觀

光局負責平臺之幕僚作業，惟因欠缺管考機制，

整合效果似不佳，建議強化本整合機制之管考作

為，如制定相關申請表或統計表，以利資源整

合，將可就「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跨

域亮點加值整備計畫」、「國際魅力據點計畫」

等中程發展計畫之補助資源，藉由議題式引導，

鼓勵地方政府提出跨域、跨縣市整合型建設計

畫。

由地方政府共同提出具跨域、創新、前瞻

性之整合型建設計畫，循序提報部門建設計畫整

合平臺審查，透過地方區域合作又競爭之方式，

遴選出跨域整合標竿計畫，藉由跨域、跨部門

之建設計畫整合及時程整合，發揮計畫投資綜

效（如圖 1）。

（二） 補助機制與管考機制之整合─各機關
各司其掌縱向連結

國發會綜理相關政策與計畫之研考工作，

應扮演著國家發展部門計畫之整合平臺，透過此

整合平臺結合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等主辦

機關代表、跨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及產業界或

網路上對於相關議題有所關注之人士共同組成，

負責管考與計畫審核。

而在機關計畫及各地縣市政府自評部分，

則建議後續應運用檢核表之方式列舉，除可看

出整體涵蓋內容，並可作為觀光局內部審查之

依據（如圖 2）。

二、補助機制

（一） 追蹤考核及退場機制之考量─未來審
核補助計畫之參考依據

後續追蹤評估結果作為未來審核該縣市政

府補助計畫之參考依據，除了表現優異者給予

優先補助外，表現不佳者則可考量減免其補助。

而補助審查機制建議有外部審查委員共同進行，

可防地方齊頭式平等或民意代表干擾。此外，

若各縣市政府提出整體觀光發展計畫或套裝遊

程計畫者應優先補助應可納入「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風景區興建公共設施經費執行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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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各縣市政府研訂整體觀光發展計
畫─中長期整體規劃思維

擬定縣市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送議會

備查及作為申請補助之依據。而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建設時，應請縣市政府以旅遊線概念規劃，

並設定建設之優先順序，尤其跨縣市之旅遊線更

應有跨域之規劃、整合機制，以提升整合成效。

三、補助範圍

（一） 軟硬兼施之補助模式─加強計畫執行
前中後之軟體配套措施

加強計畫執行前中後之軟體配套措施，包

括跨部會間平臺對話、資源協調整合、加強補助

資訊系統開放查詢及執行成果資料統整、跨域

合作提案講習教育訓練、工作坊與研習活動等，

圖 1　跨域整合計畫推動平臺構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縣市觀光發展整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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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補助政策與管考機制整合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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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提案計畫品質。此外，亦應考量觀光景

點「永續經營」之理念，兼顧軟、硬體建設需求，

以提升景觀美質及服務水準。

（二） 套裝遊程或新景點開發納入優先補助
考量─增加觀光吸引力

未來補助應是以區域進行考量，建議可積

極規劃拓展周邊副核心景點及串聯成遊程，以發

揮蛋黃集客、蛋白分流之效益，加強地方特色

之營造，深化區域旅遊內涵，建設具深度與廣

度之觀光景點，跨領域結合相關部會觀光資源，

扶植當地產業發展，營造當地旅遊特色。

（三） 跨域合作聯盟─空間跨域及局處合作
模式

建議此部分應朝強化跨領域合作與融合之

構想觀念，可由中央政府提供誘因（例如優先

經費補助或多年期常態性補助），地方政府提

出地方特色產業相關行動計畫並與周邊其他地

方特色產業推動結合，以主動爭取補助。

四、效益評估

（一）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之建構

透過整合「量」、「質」、「價」三面向，

建構關鍵績效指標（KPI），並分為「景點建設

成果」及「工程進度與品質管考」二大類，各

縣市政府可依其發展規模、自償率、觀光遊客

人次、遊憩品質、經濟產值等方面，制定其所

表 2　關鍵績效指標（KPI）參考範例

KPI 勾選 數量

景點建設成果

1.綠色內涵比率 (%)

2.減碳量 (%)

3.綠美化面積 (m2)

4.提升綠覆率 (%)

5.增加公園綠地 (或開放空間 )面積 (m2)

6.財務自償率 (%)

7.增加觀光遊客數 (人次 )

8.遊客觀光消費之增加 (%)

9.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人 )

10.民眾滿意度

11.遊客安全性

工程進度與品質管考

1.增加濕地 (或生態池 )面積 (m2)

2.閒置空間再利用面積 (m2)

3.運用生態工程進行改造之面積 (m2)

4.施工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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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達成之目標，作為未來考核與後續精研管理

之參考依據（如表 2）。然而 KPI需要一套相

當嚴謹的研究進行指標建構，因此本研究建議

未來可針對KPI細部項目與管考研擬進行研究。

（二） 落實使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模式之建立

透過 POE作為整體設施環境與環境行為研

究之一循環過程，分別納入未來基礎研究，並應

用於後續設施改善或新建之方法，透過 POE評

估環境或設施經過使用與適應後之各種表現的

績效，經由人對環境之主觀認知與評價，影響

使用者對環境所產生之行為與態度。本研究建

議未來 POE之評估模式如圖 3。

圖 3　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使用後評估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績效準則

目標達成性

政策目標

比較

評估

績效測量（跨域加

值公共建設財務規

劃方案財務自償率

之目標達成性）

1.　建設環境
2.　使用行為
3.　滿意度
4.　維護管理
5.　無障礙設計
6.　其他

評估者

1.　遊客
2.　居民
3.　專家學者
4.　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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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發與人才培育

（一）景觀規劃設計專業團隊之培養

專業景觀規劃設計團隊培養在本計畫中相

形重要，公部門可透過景觀方面人才之進用，

紮實景觀規劃設計認知之基礎，除了可幫助各

縣市政府進行觀光資源整合規劃構想研擬之外，

亦可與水保土木專長人員共同進行後續施工品

質之評估考核。

（二）觀光休閒服務人力之培育

建議可以培養一個專業「人力團隊」（例如：

休閒遊憩、服務團隊等）。可配合觀光行政之

基礎人才進用，使觀光政策制定機關善加利用

此類人力資源，得到政策計畫擬定執行之前瞻

性擘劃。

（三）觀光研究院智庫之建置

建議未來可針對觀光、休閒及遊憩領域設

立研究智庫，並針對政府重大觀光政策進行研

議與評估工作，相關專業人才可從觀光領域中

各項分支進行徵詢，包括：遊憩資源規劃、觀

光政策研究、餐旅管理、旅運經營、旅遊服務

管理等方向尋找適合之人才。

若受限政府組織再造因素，無法成立時，

建議可考量由政府捐助成立社團法人負責相關

工作，其經費由交通部觀光局編列預算補助，

以辦理相關觀光研究或計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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