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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灣擁有廣大的海域範圍及特殊的海洋地理環境，相較於有限

的陸域空間，民眾對海洋觀光遊憩之需求快速成長，已發展出多種

活動型態，而觀光景點時段性地擠滿人潮，造成民眾遊憩體驗不佳，

遊憩品質低落，亦造成自然生態、特殊地理景觀及環境資源的破

壞。 

為保護自然生態和地理環境資源，避免遊憩活動對海洋生態環

境資源之衝擊，同時維持高品質的遊客體驗，特針對海洋遊憩建立

管理指引，供各有關機關單位參考。 

貳、 永續旅遊發展之管理與決策流程 

臺灣海洋遊憩活動管理指引，可透過下述之管理與決策流程，

以協同管理之精神，考量該遊憩活動所需具備之自然與資源等環境

條件、與其他海洋活動之相容性、衝突性及其活動範圍、設施裝備

等議題凝聚共識，研擬承載量與相關評估指標，並經由長期監測，

滾動式調整管理措施以維護生態永續。 

一、 權益關係人協同管理 

  權益關係人協同管理，能結合在地產業、社群與居民的力

量共同守護環境，並減少民意反彈，故擬定管理措施前，建議

應邀請權益關係人討論之，其包含(但不限於):政府管理機關、

相關產業組織或代表、一般居民、使用者、原住民族與 NGO

團體。 

二、 透過平台會議，建立管理共識 

  平台會議主要在召集相關權益關係人，針對海洋遊憩地區

之旅遊發展衍生之衝擊進行評估，包含課題、威脅與衝突界定，

並據此形成旅遊發展與管理目標。 

(一) 議題與共識凝聚 

  凝聚共識的平台會議，可分為大平台與小平台。大平

台主要功能為議題設定、凝聚權益關係人共識、追蹤控管

相關工作辦理情形。小平台則針對特定議題，以實體會議、

活動、網路等(如社群媒體)研商平台，進行公私部門研商、

民眾參與及意見蒐集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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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識落實至規劃與管理措施 

  為使公私部門共識能落實在規劃與管理措施，建議相

關審查會議，應邀請參與大小平台研商的團體代表、意見

領袖或專家學者參加，協助說明或確認平台研商成果。 

(三) 資訊公開透明 

  於官方網站建立專區，分別就海洋遊憩地區，提供規

劃過程中之階段成果，含民眾參與、平台研商、會議辦理

情形等相關資料與成果報告。 

三、 研擬承載量與相關評估指標 

  各海洋遊憩地區之主管機關，得依據具共識之議題與旅遊

發展目標，設定相關承載量與評估指標。研擬之規劃過程中，

應儘量納入不同權益關係人的觀點，綜整出具有共識的結果。 

  承載量之設定與相關評估指標，需對應各主管機關對於遊

憩環境之管理目的，及配合相關管理措施總和應用。 

四、 長期監測，滾動式調整管理措施 

  承載量概念之落實可以是以一組客觀數字為底限，作為管

理決策之參考。可將承載量作為永續旅遊發展的管理架構，從

各承載量類別中，選擇與遊憩地點所面臨之議題相關之評估指

標，進行相對應的量測與監測。每3~5年重新檢討指標的變化，

並動態調整管理機制。 

參、 建議承載量與評估指標 

遊憩承載量之概念為在一既有環境資源條件下，權衡出人們接

受的使用水準。期望在符合經營管理目標下，不對實質環境造成過

度衝擊，以保護自然生態和文化資源。 

主管機關透過委託研究依據衝擊種類定義生態、實質、社會、

設施等面向之承載量概念，並以相關評估指標加以量測。 

海洋遊憩活動在濕地、沙灘、島嶼、礁岩、潮間帶等海陸不同

生態系建議因地制宜落實生態承載量，並選擇社會或其他面向加以

綜合考量。各類別之遊憩承載量與相關評估指標如表一所示，提供

有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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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承載量之概念、考量面向及評估指標彙整表 

承載量類別 概念 考量面向 評估指標 

生態承載量 

關注遊憩點之自然環

境可容受的遊客量。生

態承載量考量遊憩活

動對環境的影響，不超

過生態系之復原能力。 

係以生態環境受遊憩

活動干擾的程度為評

估標準。 

動植物群落之影響（物

種、棲地之組成與變化

情形）、保護區佔整體

海岸之長度或面積比

例、土壤侵蝕率、地質

敏感度、廢棄物管理、

污水處理能力、水資源

消耗量等 

實質承載量 

關注一空間範圍內，可

以容受的遊客總數。通

常 指 在 任何 時 間 點

下，可以允許的遊客人

數。 

係以空間範圍作為遊

憩使用量之評估標準。 

可遊憩面積、容許遊客

密度、瞬時遊客量、每

日遊客量等。 

社會承載量 

關注旅遊發展所造成

的社會文化影響。包括

遊客的感受、在地社區

及整體社會對於旅遊

發展的態度。 

係以人們的感受作為

評估標準。 

遊 客 可 接受 之 擁 擠

度、遊客滿意度、在地

社區對旅遊活動的容

忍度等。 

設施承載量 

人為設施的承載限度。 係以人為設施之利用

程度作為評估標準。 

各項海洋遊憩活動應

有之裝配(含安全設備)

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

施(如淋浴、更衣、廁

所、安全範圍區隔線、

步道、休息浮台、救生

急救站、浪板放置架、

停車場、停靠碼頭、卸

船設施、露營區、接待

床位及其量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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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資源與環境類型、不同海洋遊憩項目及其高、中、低風險

各類承載量，由管理平台會議依據相關研究報告、論文及政府公告

事項等評估之。 

肆、 「生態旅遊」基本原則 

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

及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將生態旅遊定義為：「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顧及環

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逐漸改變世人對旅遊型態的樣

貌。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綜合國內、外學者的意見後，於 2003

年底提出「生態旅遊白皮書」進一步定義生態旅遊為：「一種在自

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

最終目標」。 

生態旅遊應以自然取向、生態永續、環境教育、在地獲益、遊

客滿意等面向為基礎，建構良好的環境來吸引遊客體驗，並從大自

然中獲得喜悅、知識及啟發，以達到當地社區及生態環境長久發展。

生態旅遊應考量的八大原則如下： 

一、 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 

二、 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量（不論是團體大小或參觀團體數目）。 

三、 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四、 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五、 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六、 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 

七、 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提升友善海洋生物

的保育觀念。 

八、 尊重當地居民、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伍、 建議管理措施 

從事各類型海洋遊憩活動時，應考量遊憩承載量、影響生態環

境因素、場地配置友善設備及生態旅遊基本原則，據以規劃管理，

以維持健康海洋生態，推動環境永續發展。 

相關管理措施可分為旅遊管理和場域設施提升等二大類。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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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重視遊憩活動的空間、時間和費用等規劃，以及遊客行為和環境

教育等。後者則重視藉由相關設施的設置和改善，以提升遊憩服務

品質和永續性。相關措施茲分述如下：： 

一、 旅遊管理 

  旅遊管理可從空間、時間、經濟、行為、遊客管制、環境

教育與在地合作等面向擬具對應的管理措施(表二)。 

 

表二、旅遊管理面向之彙整表 

面向 管理措施 說明 

空間 

(一)分區管理 

1. 依環境脆弱度、資源特性及活動性質設定

不同分區，各分區依照可利用的強度不

同，有不同的管理目標與使用規範。如，

以自然資源保育為目標和僅供科學研究的

保育區；提供休憩之景觀區；與介於兩者

之間，提供環境教育的緩衝區。 

2. 藉由空間區隔，降低各類活動彼此之間的

衝突，如區隔動力與非動力活動水域。 

3. 為尊重當地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動有關海

域使用之範圍，應與原住民族協商並取得

共識。 

(二)分散遊憩壓力 
1. 透過增加新的遊憩據點，分散遊客數量。 

2. 限制或鼓勵遊客分散到不同區域。 

(三)限制遊客動線 

1. 限制遊客活動範圍，特定遊憩活動或區域

具高風險，應予禁止或建立申請許可制度。 

2. 設置減緩棲地受干擾的步道，以引導遊客

使用，如生態廊道步道。 

時間 (一)限定開放時間 

1. 考量生態敏感季節與時段，如生物覓食、

交配/產卵。 

2. 考量氣候，如冬季東北季風造成遊憩氣候

不佳。 

3. 考量遊客安全性，如夜間時段可視性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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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管理措施 說明 

(二)尖離峰分流獎勵或

輔導措施 

推廣非假日旅遊活動，舒緩假日遊客爆量壓

力。 

經濟 
(一)收費 

收取門票、停車費或保育費…等，作為推廣

環境教育、經營維護軟硬體之費用。 

(二)罰款 針對遊客不當行為，收取罰款。 

行為 
(一)行為管制 

1. 禁止破壞生態環境、破壞設施與丟垃圾。 

2. 避免人工光源對海洋生物的危害。 

3. 禁止進入管制區域。 

(二)巡護管理 設置巡查員，建置巡護能量。 

遊客管制 

(一)數量管制 

1. 人數限制，總量管制或分區人數管制。 

2. 採預約制，建置線上預約系統。 

3. 交通載具數量與承載率限制。 

4. 路段或出入口管制。 

(二)資格限定 

1. 活動性質限制，如僅供學術研究者進入。 

2. 特定遊憩活動得限制進入者須完成某程度

的訓練或具備證照。如開放有許可證者採

取季節性海菜。 

環境教育 

(一)導覽解說 

1. 提供導覽服務人員、提供導覽資料/宣導文

宣、解說設施或解說中心等。 

2. 培訓解說員且需合格解說員進行導覽。 

3. 解說員的回訓、稽核、分級制度。 

(二)教育活動 
要求行前教育、或設立課程教育民眾以及業

者。也可招募志工並辦理相關回饋計畫。 

在地合作 

(一)鼓勵發展生態旅遊 
遊憩型態轉化為深度體驗、環境教育之類

型，推動業者生態旅遊認證制度。 

(二)強化在地參與 
1. 培訓在地居民，將其納入生態旅遊中特色

友善餐飲、解說導遊之一環，除其能參與

旅遊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收入，也能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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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管理措施 說明 

環境保育的概念，進而守護自己的家鄉。 

2. 協助社區居民成立發展旅遊組織，訂定組

織與居民參與模式，依個人專長及興趣分

工、溝通及合作，培養相關人員。 

 

二、 提升遊憩服務品質與永續性 

  改善及強化基礎設施並整合遊憩資源，以提升遊憩品質。

提供綠色交通工具、推廣環保旅宿、強化廢污水及廢棄物處理

量能及持續環境監測，以達永續發展目標(表三)。 

 

表三、提升遊憩服務品質與永續性之各項管理措施彙整表 

面向 措施 說明 

提升遊憩品質 

(一)改善基礎設施 改善對外大眾運輸交通等基礎設施。 

(二)強化服務設施 

1. 提供合宜且整潔之餐飲、停車場、廁所、

垃圾/資源回收桶與沖洗設施等服務設施。 

2. 設置損害通報維修系統，藉由遊客滿意度

調查，持續改善缺失。 

(三)整合遊憩資源 

透過實體遊客中心或網站服務，提供解說資訊

及整合性的提供餐廳、民宿、租賃與活動遊程

服務。 

永續管理 

(一)綠色生活 

1. 提供綠色交通工具(如太陽能電動船)。 

2. 推廣在地餐廳及旅宿業者加入綠色餐廳、

環保標章餐館、環保旅店或環保標章旅館。 

3. 結合業者設計並申請綠色旅遊行程。 

4. 建議設置飲水機，並減少使用瓶裝水。 

5. 建議運用所轄管理據點資源，向遊客宣傳

各項綠生活行為。 

(二)廢棄物處理 
1. 推動遊憩服務區提供環保杯或餐具租借等

資源循環利用措施，減少遊客使用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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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製品，強化資源垃圾回收宣導，達成

垃圾源頭減量及資源永續目標。 

2. 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 

(三)廢污水之處理 
廢污水應避免直接流入生態敏感區，且應設置

分散式小型設施處理(如人工濕地)。 

(四)長期監測 
1. 持續監測海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 

2. 滾動式檢討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