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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掀起一股對開發強度低的自然生態環境（例如濕地）之「生態旅遊」熱潮，而生態旅遊強調獨特的自然與文化

及深度體驗自然生態，頗俱生態教育功能。為了解濕地環境及其相關保育計畫與措施受到生態旅遊經營影響，有必要探求

其造成環境衝擊之可能因子，例如實質環境面（水源、土壤、污染、經營管理等），生物生態面（植物、動物等），及視

覺景觀面（物理性、知覺性等）。環境衝擊層面相當廣而因子也錯綜複雜，有必要選取一個有系統之科學方法來定義之，

故本研究中擬用「德爾菲法」，它是一種有效的團體溝通方法，其特色在於研究過程中針對特定主題，召集相關專家群以

匿名的書面往返方式及多回合之問卷意見交換，誘導專家以其專業知識、實務經驗與意見建立一致性的共識，進而解決複

雜的主題來獲得問題之答案。而「層級分析法」主要在於將一複雜系統分解成簡明的層級架構系統，將某一特定評估目標

分解成評估要素，透過數學模式計算出各層級中每一個要素之權重值，並利用層級串聯求出整體層級架構中最底層裡每一

要素的權重值。 經問卷評估結果顯示專家在實質環境面多憂慮工業對濕地之影響，由於台灣地狹人稠，經常自然與人為空

間交錯，且緩衝帶小，濕地環境是相當容易受到高污染之工業破壞的。其他如外來非法傾倒廢土、外來物種的入侵、棲地

的切割和零碎化造成棲地連結度不佳及侵犯改變當地人民的生活空間而失去原鄉特色也是衝擊之主要因子。本研究並評估

各因子相對之衝擊權重，以利提供未來執行生態旅遊規劃所必須注意及避免的事項之優先順序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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