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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探討居民對觀光衝擊的認知、觀光發展的?與態?、永靖居民的觀光衝擊認知與觀光發展?與態?間的相關

性。透過問卷調查、訪談結果分析，提出下?結?：

一、永靖鄉因人口外流、地方產業逐漸式微的問題愈來愈明顯，因此居民希望觀光發展可以促進本地其他產業的發展、並

能增加本地的工作機會，就可減少人口外?，提升地方整體居住環境，使得古蹟資源受到?多重視及保護。

二、永靖鄉之觀光發展階段仍處在第一階段探索期，遊客很少，當地居民並未把觀光業當成經濟上賴以維生的工具，當地

政府很少舉辦觀光發展活動，大部分受訪居民沒什麼機會參與觀光發展活動。因此，當地居民會因看到遊客、與遊客交談

或接觸越頻繁，對觀光衝擊認知產生差異。另外，居民會因是否加入社區組織，對社會文化觀光衝擊、環境觀光衝擊認知

產生差異。會因是否從事觀光相關職業，對環境觀光衝擊認知產生差異。當地居民會因不同的與遊客交談或接觸頻?、是

否加入社區組織、是否參與過觀光發展活動，對觀光發展?與態?產生差異。會因是否從事觀光相關職業，對觀光發展?與能

力產生差異。

三、居民對永靖鄉觀光發展參與較關心的事項：永苗源休閒農業區的設置、康師傅的故鄉文化園區的設置、能夠在?與觀

光發展相關活動中提出改進的意?。居民對觀光衝擊認知，會影響其對觀光發展?與態?。

關鍵詞 : 觀光發展衝擊認知、?與態?、永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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