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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游憩冲突管理

• 在游憩资源与机会有限的前提之下，多
种类型的游憩活动者共同使用同一区域
时，可能因个人社会或文化价值观、目
标相异或使用人数太过密集等原因，产
生游憩冲突。

• 游憩冲突不但容易减低游憩者的满意程
度，并降低游憩体验的质量，甚至可能
发生安全上的问题。

• 要同时考虑游憩者的安全与冲突感受，
并且保护自然资源，妥善规划游憩活动
的安全条件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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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干扰理论
活动型态干扰

资源特性冲突

经验模式冲突

生活型态容忍度冲突

一、理论模式

目标干扰理论(goal interference theory) ；Jacob 及Schreyer ，1980

每个人会从事某项风景名胜区游憩活动，一定有其想要达成的目标，但
很可能受到其它游憩者或其它团体的行为影响。例如：上班族到山上露
营，希望可以获得不同于都市的宁静，以放松心情；而有另一群青少年
则是希望透过露营的活动热络气氛。两个群体从事露营这项游憩活动时
，所考虑的目标完全不同，可能彼此有所干扰。

影响游憩冲突产生的因子很多，例如：动机、社会价值观、期望、个人
生活型态等。



风景名胜区游憩冲突管理

活动型态干扰

游憩冲突行为模型

活动型态

生活型态容忍度

游憩冲突
资源特性

经验模式

游憩者对于活动的重视及依赖程度，可能造成其对于从事该活动的看法
及标准较高，而容易受到其它游憩者的干扰，甚或产生冲突感。

例如：有丰富登山健行经验，并将此活动视为生活重心的登山健行者，
认为必须尊重山林，而不适合从事过于吵杂的活动，因此可能对于在山
林里欢唱的其它游客十分不认同而认为受到干扰。

指特定游憩活动对个人所具之意义，

并且促成该游憩者对于此活动产生

依附感。个人对于游憩活动的投入

与戚受不同，活动对该游憩者所代

表之意义也有所差异。



资源特性干扰

游憩冲突行为模型

当其它共享同一资源的游憩者与自身对资源的行为标准或
价债观不同时，对于较重视或依赖该资源的游憩者，很可
能形成干扰。

因喜爱或依赖某个环境而产生爱护之情的游憩者，常会受
到其它不尊重当地环境资源的游客所干扰。

以游憩者对于场所的依恋程度来衡量，并且发现两者之间
呈现正向的因果关系。

对当地的依恋程度越高，越容易因其它游憩者的行为而感
受到冲突。

游憩资源特性对于游憩者或使用者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

意义，进而产生与该资源相关的价值观或使用标准。



经验模式

游憩冲突行为模型

如：部分登山健行者源自于对自然环境的爱好，但某些从
事相同活动的游憩者却可能只是藉此活动来锻炼体力，因
而在登山健行时可能较不注重环境，而产生不利自然环境
的行为，可能产生干扰。

四个经验模式的指针：

对活动之专注程度、

对实体环境之专注程度、

对社会环境之专注程度、

对地点特性之期待。

个人对特定环境体验认知的期待。当游客专注于某一特定

体验时· 通常对于从事游憩活动的方式有特定期待或要

求，而因此可能受到其它专注性不同的游憩者所干扰。



生活型态容忍度

游憩冲突行为模型

如：年长的游憩者从事游憩时，偏好安静的体验大自然，

年纪较轻的游憩者，却喜欢较为热闹刺激的体验；当年长
者对于年轻人的生活型态容忍度降低时，便可能产生冲突。

因生活型态之不同，游憩者对于可接受的游憩行为会产生

相异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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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冲突敏感度

人际间的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

冲突对象

调适行为

二．扩充的游憩冲突模型

目标干扰
．人际问的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社会价值)

活动型态

生活型态容忍度

资源特性

经验模式

游憩冲突对象
· 同一活动
· 不同活动
· 管理者
· 其它使用者

调适行为

游憩冲突
敏感度



游憩冲突敏感度

活动型态、资源特性、经验模式以及生活型态容忍度，

被视为是影响游憩冲突敏感度的因子，也就是容易引

发游憩冲突产生的因素。

当游憩者具备较高的游憩冲突敏感度时，就更可能感

受游憩冲突，

对于特定游憩场所具特殊情感的游憩者，对于其它使

用同一场所之游憩者行认就更为敏感。



目标干扰

1.人际间的直接接触：

指的是游憩者两造之间有实际的接触。

浮潜者与水上摩托车骑乘者，同时在进行活动时产生互相干扰的情况。

浮潜者因为水上摩托车行进速度过快，使得水变混浊，失去了原有的

观赏景致；水上摩托车骑乘者则是因浮潜者速度很慢，挡住其行进的

去路，因此干扰属于人际间的直接接触产生的。

2.间接接触：

两游憩者未有实际接触，而是在价值观上无法认同其它游憩者之行为，

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上之干扰。

浮潜者虽然没有与水上摩托车有直接接触，但是心里就觉得水上摩托

车骑乘者总是横冲直撞、不注重他人感受，此时所发生的即为价值观

上之目标干扰。



冲突对象

冲突不仅可能发生在不同活动游憩者之间，亦可能发生在同一活动游憩者之

间、游憩者与管理者之间· 或是游憩者与其它共同使用资源却从事非游憩活

动者之间。

浮潜者与骑乘水上摩托车的游憩者间，甚至一起去浮潜的群体之问皆可能产

生游憩冲突。

当游憩者无法认同管理者所订定的规则或施行的策略时，两者之间亦可能产

生冲突。

例如：管理者因为安全考虑，强制订定缩小水上摩托车行进范围的规定；若

缺乏适当的劝说与配套措施，就容易引起水上摩托车使用者冲突之感受。

游憩者与其它共同使用资源，却从事非游憩活动者之问也可能产生冲突，因

两者虽使用同一场所，在使用目的上却全然相异。

例如：当地靠海为生的渔民可能因游憩者频繁的水上活动，而无法继续原有

的渔业活动，或是游憩者也会因捕鱼的居民干扰到情绪及活动进行，使两者

之间皆出现冲突感受。



调适行为

当游憩冲突确实已经发生时，游憩者可能会藉由自身的调适，来缓

和因为所期待体验无法顺利达成的不满。

选择到其它的地方去玩，或是对于冲突发生的情况加以合理化等等，

利用这些调适的行为来减低心中不满，以维持较佳的体验。

当游憩者无法有效调适这种不满时，满意度或体验的质量可能就会

因游憩冲突的发生而降低，这是游憩者与管理者最不乐见的情况

管理单位不应被动的等待游憩者自身对游憩冲突进行调适，而是应

积极的拟定管理策略来减低游憩冲突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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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群体游憩冲突指的是发生冲突的游憩者所从事之游
憩项目不同。

内群体游憩冲突指的是从事同一种游憩活动的游憩者
之间产生冲突。

外群体游憩冲突的状况通常是较为明显的。

三．外群体与内群体游憩冲突



游憩冲突常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间，

同一块空间，由各种不同活动的游憩者共同使用，

浮潜者与水上摩托车骑乘者之间

快艇与独木舟之问

滑雪者与雪地摩托车之间

登山健行者与登山自行车骑乘者之间

单车、直排轮、散步者之间

都容易发生外群体游憩冲突

外群体游憩冲突

外群体游憩冲突最常发生在动力活动与非动力活动之间，且两者之间多有冲

突不对称现象。以浮潜者与水上摩托车为例，水上摩托车的速度快，所需空

间大，水上摩托车骑乘者所追求的是驾驭及驰骋的速度感；

浮潜通常在海面漂浮，移动速度慢，需要较平静的海水环境，追求的是美丽

的海底景观及生态。两者如此悬殊的特性特别容易造成游憩冲突的产生，

并且是「不对称的冲突」；即浮潜者可能觉得受到水上摩托车很大的千扰，

但水上摩托车骑乘者却不会受到浮潜者的影响。



从事的游憩活动类型相同，在活动特性及所需资源型态方面是相似的 ，

原因通常来自于游憩者本身的个别差异。因为即使从事同样的游憩活动，
仍可能因为游憩者之问的经验、技巧、生活型态差别，而造成内群体游
憩冲突的产生。

以登山健行者为例，部分人希望活动带来训练体能的目的，有部分人则
喜欢以悠闲的方式欣赏风景，有部分人则是为了社交聚会而来。

登山健行经验丰富与较无经验的游憩者，在速度上差异很大，若没有适
当的礼让，在有限宽度的步道上，有可能造成冲突。

内群体游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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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分群使用策略

分时分群使用策略

教育劝导

舍弃小众项目或可持续利用较不利的项目

四 ．游憩冲突管理策略



分区分群使用策略

四 ．游憩冲突管理策略

将不同类型的游憩活动所使用之空间或时间区分开来，避免不
同类型活动在同一时间地点有所接触。

将其活动范围或活动时间区隔开来是好的策略。

同一路径上有散步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以及溜直排轮的共同使
用的状况，容易打扰彼此，产生游憩冲突。

将路径分隔为散步、自行车或直排轮使用，即可减少三者因接触
而产生的冲突。

将不同区块的水域规划给不同的活动来使用，或是将同一区块进
一步做区隔，如水域游憩区隔动力式与非动力式水上活动的区。

以时间来区分，将时间区分为平日或假日、上午或下午等，分别
给不同类型的活动游憩者；

要有效实行分区使用策略，又能维持一定质量的游憩体验，

管理者事先搜集完备信息，了解当地游憩者特质及游憩使用型态，
避免因分区使用策略造成游憩上之限制。

分时分群使用策略



教育劝导策略(间接式管理策略 )

四 ．游憩冲突管理策略

目的：1.降低干扰来源 2.提高容忍度。

帮助游憩者建立基本的礼仪、行为与对其他游憩者的尊重，
以降低干扰其它游憩者的可能性。

例如：教导游憩者尽量避开人潮众多的据点，在行进途中若
遇到其它游憩者，尽量给予礼让。

帮助游憩者观念上的转变，透过了解其它游憩活动的特性，
将心比心，提高游憩者对他人行为的同理心或容忍度。

分区使用策略对于生态的维护亦有所帮助，配合资源轮替使用的
概念，使同一区域的资源可以有空档作环境或生态上之修复，而
不会时时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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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游憩冲突管理以目标干扰理论为基础，解释造

成游憩冲突发生的因素，并且将冲突的种类、后续相

关影响与管理应对策略等，做一统整性之说明。

游憩冲突发生的对象、调适行为以及管理策略的应用

。

游憩冲突造成的满意度下降以及安全问题，

以分区使用、分时分群使用、教育劝导 、舍弃小众项

目或可持续利用较不利的项目，帮助降低冲突发生的

可能性与频率，以提高游憩体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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