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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觀光為一種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活動，且與地方性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然而，觀光除了為當地帶來了經濟效益外，也

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當地居民和觀光有密切的關係，對觀光影響的感受也最為直接。因此，本研究以居民的角度來探討觀

光對當地的產生哪些影響、居民對觀光影響知覺與態度是否有差異和支持觀光發展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以山美村為研究地

點，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共得有效問卷145份，並且針對十八位居民進行深度訪談。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變異數

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 觀光對山美社區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有社會文化面、經濟面、環境面與社區面，負面的影響則

有擁擠面，另有價值觀偏向利益導向已慢慢浮現。假設檢定結果發現：(1)居住時間越久的居民對社會文化影響、經濟影響

和社區影響的知覺與態度則是越傾向正面；(2)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人員對於社會文化影響的知覺、環境影響的知與態度均

顯著大於非工作人員；(3)居民對擁擠影響的知覺越傾向正面，則對社會文化影響的態度、擁擠影響的態度、環境影響的態

度與社區影響的態度亦越傾向肯定；(4)居民利益依賴程度越高與觀光規劃參與程度越高，則對觀光發展的支持度亦越高。

因此，山美社區需減緩擁擠問題和加強與非社區工作人員的溝通。此外，地方性的觀光發展應強調當地居民的參與，並將

利益均霑給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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