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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re is a popular style of tour called ''ecotourism'' about exploring the natural and low develop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g.‘wetland’, raises in Taiwan. It emphasizes deep experiences about unique nature as well as ambient culture which are quite

educational in ecolog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to wetland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restoration plans on it induced by

improper management of ecoto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the possible factors such as in environmental scenario, ecological

scenario and landscape scenario, cau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pply specific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e.g. Delphi technique, and weight analytical method, e.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probe into impact

factors induced by improper designing of the ecotourism in wetlands. The relevant weight of those impact factors should be analyzed

to offer the suggestion for planning and executing ecotourism project in the future and avoiding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to the

nature. The results by assessed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experts are more worrying about the industrial impacts on essential

environment of wetlands. In Taiwan the highly density of population within a small area can always induce interference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spaces. Without proper buffer zone the wetland environments are quite easy to be destroyed by highly polluted

industries. Besides, illegal dump of soil, invasion of the alien species, disconnection of habitats and loss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aboriginal township are major impact factors. In this study the weight of impact for those factors are evaluated to facilitate the

priority consideration for proper planning of ecotourism,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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