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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culture museu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pot to demonstrate the common life values and co-operations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communities. Many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s of townships in Taiwan proposed their efforts or ideas to the authority and to

gain budgets. The mechanism for assessing proposed plans is somewhat not a objec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ormulate an new assessment method to evaluate and scor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local culture museums.

Evaluation factors are hierarchical and the contents were acquired using Delphi method with asking domain experts. The score

weightings of the assessment model were developed and calculated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show the service range of local culture museums in spatial aspects. Finally, a real

case study was demonstrat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new proposed assess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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