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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近年來全世界的衛生環境品質成為重要的議題，因此我們想藉由此專題了

解更多與衛生環境相關的資訊，我們選擇以哨船頭公園作為專題調查的依據。 

 

之所以選擇哨船頭公園為調查依據是因為，哨船頭公園位於高雄市鼓山

區，它是高雄港最早期發跡的海港，因此當地舊部落的風土民情都和海洋航運

及漁業有關聯性，當時這裡是船貨、釣具和倉庫等的混雜地區，環境十分凌亂，

這也是我們為甚麼以哨船頭公園作為依據最大的原因。 

 

為了更有方向的研究哨船頭公園的衛生環境，我們會向遊客做問卷調查，

並深入了解當地衛生環境狀況，並提供遊客的想法，以及我們完成此專題後的

建議給管理者做為參考資料。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哨船頭公園環境衛生現況。 

(二)探討遊客對哨船頭公園周遭衛生環境滿意度。 

(三)本次研究結果可提供哨船頭公園管理者作為改善衛生環境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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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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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哨船頭的起源 

 

「哨船」起源於清朝統治時為鞏固海防，設海防於此地，意指為巡邏船，

哨船頭位於一號船渠位罝，而哨船頭附近的街道，就是在當年康熙年間的居

民，所填的海埔新生地。 

 

在接下來打狗開港通商時，哨船頭更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當時的海

關、領事館皆設於此，相當著名的英國領事館，就位在於現今哨船頭小丘上。

由於它的背景歷史因素，哨船頭也就成為高雄港區最早發跡的海港，近年來在

高雄市政府的努力下，西元 2000 年時開始重新規劃重建，整理出周邊長期無

法完全釋出的土地。 

 

哨船頭見證了高雄的歷史，其周圍的古蹟及西子灣等的自然之美，也正在

等待再次被人挖掘。 

 

二、遊客滿意度的定義 

 

   遊客對旅遊滿意度的評價好壞是影響遊客能否會再次前往旅遊或推薦他人

的重要因素（Kotler, 1994; Oliver, 1980）。因此，瞭解遊客的滿意度評價，能幫

助旅遊業者針對不同的旅遊產品的品質或服務做修正與提升。本節將先探討滿

意度的定義，接著介紹相關理論與模型、衡量方式，最後介紹遊客滿意度的相

關研究。 

 

國外學者 Schreyer and Roggenbuck 於 1978 年提出遊憩滿意度可以差異

理論之觀點來解釋，強調滿意度乃由遊客的期望與實際感受的知覺間差距來決

定，此外，在任何情況下之整體滿意度係由現況各層面的差異組合所決定。期

望與實際感受的差異越小，滿意度越高；反之，期望與實際感受的差異越大，

則滿意度越低。差異理論著重於行前期望報酬與體驗後的實際報酬的差距，因

此差異理論是以旅遊前評估可能的期望感受，經由旅遊體驗，事後評估是否達

到應得感受的一連串歷程。所以相關單位及旅遊業者如果能預知遊客的需求與

期望，並將風景區各項建設與遊憩設施及服務品質各方面做好規畫，使遊客能

達到預期的需求與期望，如此才能增進遊客的滿意度。 

當旅遊感受比期望還好，則滿意度會比實際感受還高，遊客甚至會將自身

的美好經驗再分享給其他人，替風景區免費廣告；反之，旅遊感受若比預期還

差，那麼遊客的滿意度會比實際體驗更低，負面的宣傳效果便會因而產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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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旅遊業者對於自然景觀的維護、公共設施、遊憩設施的設置與服務品質的提

昇不可不重視。學者 Pizam,Neumann, andReichel (1978)認為衡量遊客滿意度較

為複雜，因為旅遊產品的特點較重於心理層面(心理因素)的感覺而非產品功能

性(實體因素)的呈現。34Beard and Ragheb(1980)將遊客滿意度定義為遊客從事

休閒活動的個人看法或是感受，遊客滿意度影響目的地選擇或是未來行為。

Swan andMercer (1981)指出觀光客的滿意與不滿意之中，感覺包含正面與負

面，已經不是期望中的感覺，而是確認後的度假認知，如：比較好或比較壞，

以公平認知或採購合不合理為評斷標準。Baker and Crompton(2000)認為滿意度

為遊客經歷活動後的真實體驗，起源於人與目的地互動所產生之心理狀態與情

感狀況。 

 

國內學者部分，廖明豐(2003)認為遊客滿意度乃是遊客在歷經行前期望與

實際體驗後，預期目的地應發揮的效用水準與實際發揮的效用水準間的心理比

較結果。林苑地(2004)則將旅遊滿意度定義為遊客參與遊樂體驗後，比較旅遊

前的期望品質，對旅遊品質的主觀態度表現。荊元武(2006)指出，遊客滿意度

乃遊客在歷經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預期目的所應發揮出的效果水準與實際

發揮出的效用水準彼此之間的比較結果。學者陳弘尉(2006)表示，遊客滿意度

是遊客在慶典活動歷經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預期體驗與實際感受之間的比

較結果。杜殷瑢(2009)認為，無論是期望體驗與獲得體驗，遊客都需要實際至

旅遊目的地體驗後，才會產生滿意度。綜合以上理論可發現，遊客滿意度是一

種預期心理，使活動行為遵循目標導向，以滿足這些需要，而這些行為表現是

影響遊憩體驗的重點；遊客滿意度是期望與實際感受的知覺差距，差異越小，

滿意度越高；反之，期望與實際感受的差異越大，則滿意度越低。滿意度是一

種比較的態度，當遊客體驗到的感受比期望差時，遊客在心中會感到更不滿

意；反之，當遊客體驗到的感受比期望好時，消費者對服務會感到更滿意。 

 

三、衛生環境的定義 

環境影響評估是一種在開發計畫開始動工前，用以確認發展活動將會對環

境造成何種影響的評估過程。其制度化發展首見一九六九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

法，隨著環境意識逐漸抬頭，許多國家紛紛參考或仿效。我國雖於一九九四年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然而開發工程所引發的爭議事件仍層出不窮。行政機關

所為的環境相關決策不被公眾所認同是爭議常見之現象，顯示我國環境影響評

估在公眾參與方面或許有所欠缺。 

 

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究環境影響評估與公眾參與的關聯。藉由永續發展之

觀點，了解環境影響評估的規範原理，並探討環境影響評估中公眾參與應有之

法律性質與地位，以及從中了解永續發展目標下，國家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事

項方面所擔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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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敘述環境影響評估的發展狀況與其國內與跨界背景下所面臨之

問題，從中推論永續發展是了解環境影響評估之關鍵。接著論述永續發展之概

念並分析其要素以及國際環境法發展出的相關原則。透過這些要素與原則得知

永續發展下必要的預防原則是跨界環境影響評估主要的規範基礎。 

 

近世紀來，環境問題逐漸受到全體人類共同矚目。對於新的工程建設，環

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幾乎已成為開發前所必須

進行的程序。藉由評估的制度，預先設想工程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進

而提出相應的措施，盡可能地將不利環境的因素降到最低。 

 

我國亦自一九九四年正式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其第一條即表明制訂此法

之目的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

然而，重大工程建設所引發的相關爭議，似乎並未因為環境影響評估法的通過

而終止。舉凡二○○二年行政院核定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五年提出至

今的國光石化開發案、二○○九年推動的蘇花公路改善計畫等等，皆引起各界

的關注和討論。「究竟國家現今發展的主要方向應以『經濟』抑或是『環境保

護』」為重」一直是個難解的問題。幾個爭議事件的發生顯示，目前的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無法平息支持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二方聲浪的拉扯。 

 

從上述幾個事件觀察發現，引發爭議的問題可能癥結在於「環境影響評估

的進行中『公眾參與』的不足」。在各界的意見無法徹底理性溝通並獲得回應

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民間團體因此被迫走上街頭抗議，希望他們的想法和意見

可以被外界傾聽或支持。那麼，究竟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目的何在？應該如何

進行才能達成此目的？公眾參與之於環境影響評估的意義為何？種種問題皆

令筆者頗為好奇。 

 

除此之外，由於人類生活於地球上共同享有自然資源，一旦環境遭受破

壞，無難想像影響所及之範圍將無遠弗屆。諸如氣候變遷、漏油汙染、物種減

少等環境議題無分國界，相關案例層出不窮之結果導致糧食數量減少、人類健

康受到威脅，也牽動整體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狀況。二○一一年，日本東北地方

外海發生極大規模地震，連帶發生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故，更引發全球關注

甚至恐慌。由此可見，國家開發建設對環境影響所及的範圍絕非侷限於國內。

倘若國家預建的工程建設可能對環境造成跨界的影響，則「是否在環境影響評

估時必須提供跨界公眾參與的管道」、「跨界環境影響評估的公眾參與如何進

行」將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隨著世界人口的激增，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維持當代人類的需求，

又不損及未來世代人類的權益，是全體人類共同面對的難題。自二十世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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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已逐漸被世界公認為避免此難題持續

惡化下最適切的發展模式。環境影響評估的出現即是奠基於預先防止發生嚴重

環境損害而危及人類發展之想法。蓋因所知有限，人類從事的各種活動對環境

會如何影響經常存在著科學不確定性，然而藉由經驗上的教訓得知，環境損害

一旦發生，往往難以回復或縱使得以彌補亦耗費甚鉅。惟有透過預先評估將可

能的影響降至最低，方能盡可能確保資源的永續性。可見環境影響評估、人類

活動與永續發展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有鑑於我國過去大型開發案環境影響評

估引發的紛爭，本文將重新檢視永續發展、環境影響評估與公眾參與等概念，

企圖找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應有的規範。 

 

環境衛生是一種生活的品質，其表現於清潔的住家、清潔的田園，清潔的

工廠及商店、以及人們對理想居住環境的嚮往，並經親身體驗，而成為一種實

際生活的方式。此種生活方式，發於自覺，隨知識發揚而成為人們的責任、及

人類生活的理想。完善的公共衛生基礎，必須建在清潔的生活環境之上，上述

所謂的清潔的環境係指維持及促進大眾健康之衛生環境，它必須運用各種科學

手段始可得到的，因此環境衛生可定義如下：控制公共衛生的「環境」因素，

並透過細菌學、生物學、昆蟲學、化學、物理學、衛生教育，以及工程學上之

應用，以改善人類生活，促進現代文明。 

 

大家知道醫學之對象為患疾病的人，而衛生學之對象為對疾病有關之事

物，因此環境衛生之直接對像為生活環境中可能導致危害人類及生物的環境因

素，而不是以人作為直接對象。以往環境衛生限於與水有關的傳染病之防止力

而;例如，水與人體排泄物之關係。而新的環境衛生觀不僅如此，並對與人的

健康與福祉有關聯之其他更複雜之因素加以探討，以去除環境破壞因素，開發

最適環境條件，貢獻於大眾之健康及福祉上。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84 年訂下「健康」是生理、心理和社會的安寧狀態，

並非指沒有疾病或虛弱，於同年訂出「健康促進」的定義為指人群能夠掌握即

決定自己的健康的因素及增進自己健康的過程，更於 1986 年訂出「渥太華健

康促進憲章」，包括建立健康公共政策、創造支持環境、強化社區行動力、發

展個人技巧、重新調整服務方向等 5 大行動綱領，認為群體能夠強化並改善

自己健康能力的過程及發展，以達到健康促進的目標。美國學者 Pender 在 

1987 更提出個人健康生活方式應包括健康保護（Healthy protection）指去除危

害及預防的行為和健康促進（Healthy promotion）指是個人自發性的行為模式，

具有正向成長及改變的健康行為上的實質導向，維護或增進，以達到自我實現

及自我滿足。 

 

各項因素如教育、政治、法規、組織、社會、文化、經濟、生物和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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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而成，並可以透過人與人之間及社區間的互動增強健康促進的觀念及行為

改變（陳美燕，2001）。 

 

公共衛生護理的內涵為運用公共衛生及護理專業的理論及計畫、執行、評

價的護理過程來推展工作，並以研究評價，促進公共衛生護理業務的品質保證

及發展，運用社區組織力量以及民眾之參與來推動工作（Howard & Williamson, 

1990）。早自 1890 年代 Lillian Wald 給予「公共」（Public）衛生護理之名稱開

始，護理人員提供的服務須是以每位有需求的民眾為對象（陳，2011）。美國

公共衛生學會(American PublicHealth Association; APHA)界定公共衛生護理目的

為促進整個社區的健康，為達此目的公共衛生護理人員需與其他醫療團隊成員

合作，尋找資源，透過衛生計畫以服務群體，經由社區中的個案或高危險群的

參與及自我照顧，有效降低危險性並促進健康，主要業務範圍仍是以健康促進

與維持、疾病預防為主（APHA, 1996）。整體來說，公共衛生護理人員提供的

服務轉變從個人的直接護理，一直到家庭、社區，甚至是群體的健康；環境與

科技的發展也使得疾病型態從急性轉為慢性，民眾需要的服務不再侷限官方或

衛生療養機構，民間的參與亦日漸增加，這些都刺激了社區衛生護理的發展

（Stanhope & Lancaster, 1996）。 

 

順應世界社區衛生護理發展的轉變，我國政府在遷台後，即在各地設立衛

生所，聘用公共衛生護理人員，以推展地段護理工作；1950 至 1980 年代由

於人口快速增加及傳染病流行，家庭計劃和傳染病防治即成為當時主要的工作

重點，而我國公共衛生 護理人員主要職責為執行國家公共衛生政策，特別是

在國民保健、醫療照護和疾病防治皆是公共衛生護理人員主要的業務範疇

（游，2011）；而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執業機構主要為衛生所，服務內容為促進、

維護健康，預防疾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有效復健措施之三段預防工作，以

達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之目標。隨著衛生所功能、角色的轉變，公共衛

生護理人員之工作內容，及工作之優先順序，需視民眾健康需求、地方發展、

醫療資源分佈、社區資源、衛生所人力、衛生局經營理念等不同因素，而隨之

調整（蔡，2008），目前國人疾病型態已由過去的傳染病照護型態轉變為慢性

病盛行的照護服務模式，當病人從醫療端回歸社區之後，基層醫療的第一線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將會是很重要的照護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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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遊客群對於西子灣哨船頭內的附近草皮整

潔滿意度、哨船頭整體保存完善、附近店家、人行步道清潔、哨船頭水質氣味、

哨船頭邊有非常顯著的需求與滿意的感受，對於垃圾桶清潔，公廁清潔度兩者

是最不滿意。遊客的衛生品質滿意度會直接顯著正向影響知覺價值、滿意度，

衛生品質滿意度對重遊意願也有直接正向影響結果。 

 

二、建議 

 

在完成這份專題後，希望這份報告對環境衛生的改善有所幫助，在此也想

藉由我們的專題結論來建議西子灣哨船頭的相關人員及主管機關，能夠重視哨

船頭內公廁清潔與垃圾桶清潔的部分在固定時段安排清潔人員清掃，由於哨船

頭屬大眾區域，以避免環境髒亂導致遊客對於哨船頭衛生品質反感而影響重遊

意願。 

 

關於哨船頭參與者對於此項衛生品質的滿意情形，以及相關衛生問題對於

當地居民的生活有所影響，將是未來諸多觀光勝地環境衛生的建議。未來若有

關環境衛生的相關研究，可結合對於遊客觀光重遊意願的議題加以探討，相信

本研究將有助於帶動當地衛生品質的改善及觀光旅遊之發展。 

 

希望能將本專題研究之結果能有效地運用於環境衛生的改善上，繼而使環

境衛生品質的推廣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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