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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觀光和旅遊(Travel & Tourism)產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活動之一，WTTC指出全球觀光旅遊服務事業對全球GDP的貢

獻值將在未來的十年上升到10.7%，佔總工作量的8.3%。全球暖化與溫室氣體減量是當前全球最關注的國際性環境議題，

利用第三級產業的發展拉動經濟發展也對台灣地區的節能減碳工作有所助益，將低碳概念引入觀光旅遊活動的各個環節將

成為未來觀光旅遊的發展趨勢與願景。 本研究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建立台灣風景區低碳旅遊發展潛力評比指標及

評估準則、層級架構，並透過對專家學者的問卷調查方式取得評估準則及評選地區間相對優先權重值，針對5個評選地區

，包括台北地區(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中投地區(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高屏地區(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

花東地區(台東縣、花蓮縣)、金門地區(金門縣)進行台灣地區風景區低碳旅遊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之評比。 研究調查結果顯

示，專家決策群認為在台北地區發展低碳旅遊的權重值為0.276；中投地區的權重值為0.226；高屏地區的權重值為0.181；

花東地區的權重值為0.183；金門地區的權重值為0.134。整體權重值重要性排序為觀光資源(0.446)、交通現況(0.169)、觀光

印象(0.151)、旅館設施(0.145)、CO2排放量現況(0.090)。在各項評估準則中以觀光吸引力 (0.176)、觀光自然資源(0.165)及交

通便利性(0.105)為影響決策的最重要因素。在各評估準則之敏感度分析方面，以權重值增減20%情況下，對評選地區均無

重大影響，顯示五項評估因素在執行本項評選工作時穩定度高，且對改變決策力之影響低。 台北地區低碳旅遊發展潛力總

權重值為0.276，主要為觀光吸引力(0.074)、交通便利性(0.045)評估準則權重得分最高，專家評估結果基本上符合台北地區

擁有故宮博物院、台北101、陽明山國家公園等著名景點以及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與完善的觀光酒店服務系統的現況。在

進行SWOT分析後，顯示出極具有發展低碳旅遊的潛力與機會，台北地區應採取積極的SO策略，規劃主題性深度旅遊行

程；投資文創產業行銷地方旅遊；綠色旅館品牌行銷建立以及設計規劃建立低碳觀光運輸巴士，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上打造

台北市成為東亞低碳旅遊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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