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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沿海觀光旅遊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瞭解遊客回應氣候變遷的行為非常重要。本研究的

目的為探討沿海遊客對氣候變遷的知覺、氣候變遷對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氣候變遷態度與參與親環

境行為意圖間之關係。透過收集旅遊社群評論的定性資料與現地調查的定量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遊客

的氣候變遷知覺和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是影響其氣候變遷態度的重要預測因素。此外，與上述兩個預

測因素相比，氣候變遷態度對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有更大的影響力。上述成果強調在制定永續旅遊發

展政策和實踐時，考慮遊客對氣候變遷看法和評價的重要性，且有助於了解行為改變系統理論在氣候

變遷背景下的應用，並為沿海旅遊目的地管理組織提供擬定有效環境保護策略來減輕氣候變遷影響

之參考。

關鍵詞：行為改變系統、氣候變遷知覺、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氣候變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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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astal destination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oastal tourist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tourists’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s,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pacts,

attitudes toward climate change, and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Using qualitative

data from online travel community reviews and quantitative data from a field survey,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ourists’ percep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pact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climate change attitudes; moreover, climate change attitudes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an these two predictors. These resul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ouris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climate change in the formulation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change system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e findings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oastal touris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the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 coastal

destination.

Keywords：Behavioral change system,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pacts,
Climate change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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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沿海環境有利的氣候條件和環境屬性（如陽光燦爛的海灘)及其自然和文化資源，為沿海旅遊吸

引遊客到訪的主因(Jarratt &Davies, 2020)，在藍色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Schliephack&Dickinson, 2017;

Schlesingera et al., 2020)。氣候變遷被定義為氣候狀況平均或差異的長期變化(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13)，為當今人類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也是對沿海旅遊業的主要威脅。

另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992)的主張，旅遊業等之人類活動亦是造成氣候變遷的重要原因。綜合上述，氣候變遷會

成沿海旅遊目的地的改變，如颱風、潮汐和海平面上升（王維靖等人，2020）影響旅遊業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故將旅遊客旅遊行為納入減緩措施如親環境行為，以減少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目的地影響是

相當必要與迫切（王維靖等人，2020）。

人們有意願參與負責任環境行動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是日益受到各領域學者關注的議題，因為

個人和組織採取保護環境的措施日益重要，而行為改變系統(behavioral change system)理論提供一個理

論框架，有助於去理解人們採取親環境行為的因素(Masud et al., 2015)。該理論認為人們的環境意識和

態度對願意參與親環境行為是重要的關鍵因素，當個人對環境問題有更積極的看法與態度時，更有可

能產生參與親環境行為的意圖(Burgess et al., 1998)。此種意圖被看作是一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意即

個人尋找方法以儘量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e.g., Hungerford&Volk, 1989)。在觀光旅遊方面，遊客對

氣候變遷的知覺已有相關的研究(e.g., 王維靖等人，2020；Lin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19)，氣候變

遷知覺被定義為個人對極端天氣事件的信念、想法和印象，或對氣候隨時間變化的理解(U.S. EPA,

2020)。雖然目前的文獻對大眾或遊客的氣候變遷看法有些調查，但截至目前，試圖瞭解遊客對氣候

變遷看法和親環境行為（意圖）之間關係的研究仍是相當有限。

另外，氣候變遷對世界各地的旅遊目的地亦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Schlesingera et al., 2020)，本研

究探討的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是指遊客所知覺到沿海旅遊目的地遭受氣候變遷影響擊，學者曾

指出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旅遊目的地某些屬性的改變，而導致遊客體驗價值的損失，包括自然環境（如

物種消失、外來入侵物種增加、景觀遭受破壞，海洋環境失去吸引力)、基礎設施和設施（住宿、用

水)、人類舒適度或健康（如熱浪、突發疾病)等品質(Arabadzhyan et al., 2021)。過去文獻顯示遊客對

旅遊目的地衝擊的知覺可透過詢問遊客而獲得；然另一方面，旅遊社群媒體的評論和評級，也提供另

一機會得知潛在遊客對旅遊目的地受影響的看法，從而影響或改變其行為（王維靖、林宗賢，2020；

Tsiakali, 2018）。可惜的是，目前還缺乏分析旅遊社群媒體評論中，探討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目的地

衝擊知覺的相關研究。再者，氣候變遷態度是個人對環境相關認知、信仰和價值觀的關鍵指標，此態

度反映人們如何看待和應對氣候變遷，在促進親環境行為的背景下，有關氣候變遷態度的研究是至關

重要的(Gifford & Sussman, 2012)。行為改變系統理論認為個人的行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包括態

度、信仰、價值觀和規範(e.g., Hungerford &Volk, 1989)，於是氣候變遷態度可視為促進環境保護的重

要動力。儘管關於氣候變遷態度的研究越來越受重視，但研究遊客氣候變遷態度和其親環境行為（意

圖）之間關係卻非常少見。

由於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穩定的關係，常受到其研究情境下的中介因素影響，且越來

越多的證據顯示態度和行為不一定是一致的(Fishbein &Manfredo, 1992)，亦包括其他因素如社會規範

和個人價值觀。鑒於態度和行為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在氣候變遷影響沿海旅遊目的地背景下，探究上

述關係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旨在建立和測試一個研究模式來解決文獻中的此一空白，即探究遊客的

氣候變遷知覺、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氣候變遷態度和親環境行為意圖間的關係，並以行為改變系統

為理論基礎，來理解上述變數間的複雜關係。期待研究結果將對政策制定者和從業人員提供規劃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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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效在氣候變遷下的環境保護策略之參考，以促進遊客在沿海旅遊目的地的親環境行為發生的可

能性。

貳、文獻回顧

⼀、研究模式的理論基礎—行為改變系統

在環境知識影響親環境行為的文獻中，Hungerford和Volk (1989)的行為改變系統一直受到各領域

學者的重視。上述模型主張當人擁有更多環境知識時，將可能對環境問題有越積極的態度，並採取負

責任的環境行動。Kollmuss和Agyeman (2002)曾對此模式進行延展探究，發現環境知識和態度都是親

環境行為的關鍵因素；然而，Hines et al. (1987)發現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知識、態度和行為之間的

線性關係並不總是成立的，於是建議在模式中加入其他變數，而有較佳的理解不同因素間因果關係。

藉此，本研究通過遊客氣候變遷知覺和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瞭解對氣候變遷態度和親環境行為意圖

的影響，並強調在氣候變遷背景因素下，塑造親環境行為意圖的重要性，與需要深入理解不同環境（如

沿海旅遊目的地）中知識、態度和行為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

二、組成研究模式的構念關係

Kollmuss和Agyeman (2002)認為親環境行為是減少對自然和人類環境負面影響的行為，而行為意

圖是個人主觀判斷參與某種行為的可能性意願(Fishbein & Ajzen, 1975)。在行為意圖的研究中，學者

們常透過計畫行為理論(Fishbein & Ajzen, 2010)來瞭解，並主張意圖是實際行為發生的一個重要預測

因素，於是許多研究者試圖瞭解某一環境的行為意圖和實際行為間關係(Kim, 2012)。為此，親環境行

為模式已成為探究影響親環境行為意圖因素間關係的一個有用方式，可用於強調環境知識、環境態度

作為預測和理解親環境行為的重要性。許多研究說明隨著個人獲得更多的環境知識，往往會表現出對

環境的高度認識和關注（態度），反過來導致更有可能參與親環境行為(Hungerford & Volk, 1989;

Kollmuss &Agyeman, 2002)。因此，親環境行為模式對親環境行為的理解，以及促進永續和負責任的

環境實踐提供有用的參考潛力。

基於計畫行為理論是一個廣泛認可用來理解人類行為的框架，個人的行為意圖是由其態度決定，

而態度是由其信念形成。然而，信念的形成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規範、同伴壓力和外

部環境因素。就氣候變遷研究情境下而言，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遊客會傾向調整旅遊行為(王維靖等人，

2020)；然而，外部因素(如社會規範)對遊客行為的影響可能是有限的。上述研究結果突顯計畫行為理

論在不同問題(氣候變遷)的穩定性，需深入瞭解影響行為意圖的因素。遊客的氣候變遷態度是指他們

對氣候變遷及其對環境影響的信念、看法和行為的綜合(Lewandowsky, Cook, Fay &Gignac, 2019)，然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認為大眾對氣候變遷的態度可能是多向度的，如資訊接受、動機、授權、責任轉

移和宿命論(Beattie, Sale, & McGuire, 2011)，其中資訊接受是指關心、相信或信任有關氣候變遷的相

關訊息；動機是指做些什麼來幫助減少氣候變遷；授權是指感覺有能力對抗氣候變遷；責任轉移是指

氣候變遷為涉及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全球問題；宿命論是指克服或掌控解決或處理氣候

變遷的難易程度。上述看法顯示需要多面向的觀點來看待氣候變遷，不僅涉及到個人，還包括更廣泛

的社會和環境因素。

回顧過去文獻，學者一直努力研究氣候變遷態度和親環境行為意圖間的關係，以確定減少旅遊業

碳足跡的有效策略(Lenzen et al., 2018)。如Gössling et al. (2023)的文獻回顧指出，對氣候變遷抱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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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嚴重問題的遊客，願意為碳足跡較低的旅遊產品和服務支付更多費用。另外，也有學者提出態度影

響行為的觀點，認為對氣候變遷的積極態度將導致更多的親環境行為的意願(Corner et al., 2012)，意

即透過深入瞭解遊客對氣候變遷的態度，減少旅遊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如Gössling et al. (2015)的研究

發現，更關注氣候變遷的遊客更有可能從事對環境負責的行為（如減少能源消耗和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同樣，這些遊客可能選擇生態友善的住宿設施和參與永續的旅遊活動。而Chang et al. (2022)曾以

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探討台灣溪頭自然教育區遊客對氣候變遷的適應意圖模式，結果發現遊客對氣

候變遷態度影響其適應意圖。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3：氣候變遷態度顯著影響親環境行為意圖

另外，氣候變遷知覺是理解個人對氣候變遷態度的關鍵變數，遊客對氣候變遷的知覺可以透過各

種外部資訊管道形成，如天氣資訊、當地的氣候描述或與氣候變遷災害有關的個人經歷。然而，由於

每位遊客具有不同的資訊處理過程，於是對氣候變遷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文獻顯示，氣候是旅遊決策

中的重要因素，遊客對氣候變遷的知覺會影響其旅遊行為和決策（王維靖等人，2020）。有趣的是，

實證研究結果曾說明有些人可能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問題，但卻不會採取任何支持環保

的行動(Becken, 2004)。相反地，社會媒體已經成為影響大眾對氣候變遷態度的因素，並逐漸形成或改

變社會共識，如大眾在社交媒體上對氣候變遷的討論可能影響個人對氣候變遷的態度和行為

(Lewandowsky et al., 2019)。Chang等人 (2022)曾發現遊客的氣候變遷知覺對其氣候變遷態度產生顯著

的正面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氣候變遷知覺顯著影響氣候變遷態度

有關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間之關係，學者們強調特定旅遊目的地的特徵具有高

度的背景性，氣候變遷對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的度量都應該反映此種獨特性(Qiao&Gao, 2017)。為了

更好理解沿海旅遊目的地的屬性，學者們使用各種因素，如旅遊服務品質、基礎設施、發展、美學和

氣候(Moon & Han, 2018)來瞭解。然而，目前僅有限的研究探討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和氣候變遷

態度之間的關係，基於極端天氣事件會對沿海旅遊目的地產生重大影響，包括自然和文化屬性，這些

影響可能改變遊客對旅遊環境的知覺價值，形成遊客對氣候變遷的態度(Waas et al., 2020)。如Gössling

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到訪自然風光和生物多樣性高旅遊目的地的遊客，有可能對氣候變遷及其對

環境的影響持正面態度；反之，拜訪環境退化和污染程度高的旅遊目的地的遊客，更有可能對氣候變

遷持消極態度。鑒於這些的研究見解與成果，擬議的研究假設如下：

H2：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顯著影響氣候變遷態度

參、研究方法

研究基地位於屏東縣東港鎮西南的小琉球，為臺灣離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具有重要的生態資源，

支持各種海洋生物的生存（交通部觀光局，2020）。該島擁有獨特的沿海景觀，包括花瓶石、海蝕洞

和海灘，吸引尋求自然美景和探險的遊客。除此之外，小琉球島上舉辦浮潛、潛水和半潛艇等活動，

提供了豐富的沿海遊憩體驗，將冒險、教育和對自然世界的欣賞結合起來（屏東縣琉球鄉公所，2022）。

然而，沿海旅遊區面對氣候變遷所顯露出的脆弱性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小琉球也不例外，位於臺

灣雨量和降雨量最高的颱風路徑之一（屏東縣琉球鄉公所，2022），面臨著惡劣天氣事件的風險，可

能影響珊瑚礁的健康和遊客的安全。2020年的珊瑚白化事件鮮明地提醒此島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由於

海水溫度異常高，小琉球大約有一半的珊瑚死亡（聯合報，2022）。此外，島上的綠海龜繁殖地亦凸

顯保護此一瀕危物種努力的重要，通過小琉球研究地點可做為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業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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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為現地遊客的自填式問卷，其中11個氣候變遷知覺問項，為依據王維靖等人（2020）、

Lin等人(2022)、Wang等人(2019)的研究；而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問項除參考Dodds與Holmes (2019)

Singh與Singh (2019)的研究外，另在TripAdvisor遊客評論中透過大數據收集與氣候變遷有關聯的6個

屬性，綜合上述來源並將類似屬性予以合併後，共有9個正式問項。有關20個氣候變遷態度問項，則

為參考Beattie等人(2011)的研究；而5個親環境行為意圖問項，則是參考Halpenny (2010)的研究來研擬。

上述所有問項皆以李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五點表示非常同意、一點表示非常不同意。問卷最後為社

經背景(性別、居住地、婚姻、學歷、個人平均月所得收入)與旅遊特性(旅遊次數、旅遊動機)。為瞭解

問項設計後的量表信度，對103位綠島現地遊客的問卷資料進行前測，分析後刪除4個氣候變遷知覺問

項，組成最後正式問卷。正式研究母體為小琉球現地遊客，調查員在涼亭、寺廟或港口處進行樣本的

便利抽樣調查，由於資料時間處於COVID-19疫情期間，共回收510份有效問卷。後續的資料分析使用

Lisrel 8.72軟體進行結構分成模式分析，以對研究變數間的假設關係進行檢驗，此方法由 2 個步驟組

成，包括測量模式驗證和結構模式評估，本研究依據此二步驟之順序進行分析。

肆、結果與討論

⼀、受訪者的社經背景、旅遊特性與問項的同意程度

510 位有效受訪者以女性居多(60.8%)，年齡大都為 21-30 歲(55%)，居住地以中部地區(36%)與

南部地區(35%)為主；多數是單身(71.4%)、具大學學歷(61%)、個人平均月所得收入多為3萬以下(60.2%)；

職業以學生(35.9%)與服務人員(20.2%)居多。有關旅遊特性的分析，大多為初次（含本次）的遊客

(78.4%)，休閒娛樂(43.5%)為主要的旅遊動機因素。

有關氣候變遷知覺以「空氣品質明顯改變」為最高、最低為「海平面明顯上升」；另外，沿海旅

遊目的地衝擊知覺以「氣候變遷影響海水的清潔度（水中垃圾/廢棄物的數量）」為最高、最低為「生

存在赤道熱帶地區的海洋生物出現在小琉球」。氣候變遷態度則以「每位遊客都可以在應對氣候變遷

的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貢獻」與「我相信小琉球的氣候正在變化」為最高、較低分別為「在小琉球旅遊

時，氣候變遷對我個人是一種威脅」與「在小琉球旅遊時，我已經在做一些事情來幫助減少氣候變遷」。

最後，親環境行為意圖以「對在小琉球的碳排放進行更嚴格的限制」為最高，最低為「在小琉球種植

數量很多的樹以吸收碳排放」。

二、氣候變遷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組成向度之驗證

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氣候變遷知覺與態度之理論向度（如表1)，其中氣候變遷知覺包括直接

察覺與間接察覺2個理論次向度，共有 7 題問項，分析結果呈現測量模式符合接受標準(χ2/df = 4.34,

RMSEA = 0.08, GFI = 0.97, CFI = 0.98, NNFI = 0.97)；此外，所有觀察變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之t值皆

大於1.96 (p < 0.05)，且皆達0.4以上(0.59-0.74)，顯示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另外，兩兩向度的相關係

數與標準誤所形成之信賴區間皆不含1，表示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Jöreskog & Sörbom, 1993)。有關氣

候變遷態度部分，因在初始模式中，RMSEA和NNFI指標沒有達到標準值，於是刪除責任轉移與宿命

論二個次向度中的問項，以及資訊接受度、動機、賦權三個次向度中的部分問項達到標準，於是氣候

變遷態度包括資訊接受度、動機與賦權3個理論次向度，共7問項，分析結果顯示測量模式符合接受標

準(χ2/df = 4.48, RMSEA = 0.028, GFI = 0.97, CFI = 0.99, NNFI = 0.97)；此外，所有觀察變項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之t值皆大於 1.96 (p < 0.05)，且皆達0.4以上(0.56-0.85)；同時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與區別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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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氣候變遷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潛在構念及指標 平均數 標準化因

素負荷表

t-value 組誠

信度

氣候變遷知覺

間接察覺 0.74
海平面明顯上升 3.92 0.74 --
颱風、颶風生成數量明顯改變 3.95 0.62 12.70
空氣品質明顯改變 4.30 0.68 14.04
直接察覺 0.85
天氣型態或溫度明顯改變 4.27 0.66 --
陽光(紫外線)變得更危險 4.25 0.69 12.89
降雨量明顯改變 4.02 0.67 12.57
季節(如夏季、冬季)變化明顯改變 4.18 0.59 11.35

氣候變遷態度

資訊接受度 0.63
我相信小琉球的氣候正在變化 3.99 0.56 --
我對小琉球的氣候變遷感到擔憂 3.83 0.83 11.05
動機 0.72
在小琉球旅遊時，氣候變遷對我個人是一種威脅 3.63 0.66 --
在小琉球旅遊時，我準備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減少氣候變遷 3.78 0.85 16.29
賦權 0.77
小琉球可以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努力中有所作為 3.86 0.83 --
每位遊客都可以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3.92 0.75 18.91
在小琉球旅遊時，我已經在做一些事情來幫助減少氣候變遷 3.68 0.63 15.16

三、親環境行為意圖模式之評估

（⼀） 測量模式評估

測量模式評估除了上述氣候變遷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外，還包括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

與親環境行為意圖。分析結果顯示原始模式刪除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中的「大雨海水急速淡化使

得潮間帶生物大量死亡」指標後，各項適配指標皆達標準值(χ2/df = 4.03, p < 0.001, RMSEA= 0.077,

GFI = 0.9, CFI = 0.96, NNFI = 0.95)，每個指標的t值皆顯著(p < 0.05)，且兩兩構念的信賴區間值

不含1，顯示測量模式具有可接受性（表2）。

表2 氣候變遷下海岸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測量模式分析表

潛在構念及指標 平均數
標準化因

素負荷表
t-value

組誠

信度

氣候變遷知覺 0.83
間接察覺 4.06 0.79 --
直接察覺 4.18 091 13.50
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 0.92
極端天氣使得岸邊的旅遊設施遭受破壞 3.77 0.73 --
氣候變遷影響海水的清潔度（水中垃圾/廢棄物的數量） 3.99 0.81 18.42
氣候變遷影響（水中或沿著海岸線）海水的清澈度 3.75 0.76 17.26
氣候變遷影響（水中或沿著海岸線）水中的藻類數量 3.57 0.76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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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續) 氣候變遷下海岸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測量模式分析表

潛在構念及指標 平均數
標準化因

素負荷表
t-value

組誠

信度

氣候變遷使得小琉球的珊瑚礁數量變少 3.77 0.86 19.71
許多珊瑚群體呈現白化不健康狀況 3.88 0.88 20.12
大退潮烈日照射使得潮間帶生物大量死亡 3.94 0.85 19.46
生存在赤道熱帶地區的海洋生物出現在小琉球 3.23 0.51 11.38
氣候變遷態度 0.86
資訊接受度 3.91 0.74 --
動機 3.71 0.86 18.80
賦權 3.82 0.87 18.88
親環境行為 0.86
在小琉球種植數量很多的樹以吸收碳排放 3.85 0.62 --
對開發碳捕集/儲存技術的小琉球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3.88 0.65 12.10
對在小琉球的碳排放進行更嚴格的限制 4.00 0.81 14.16
對小琉球企業的碳排放徵稅 3.89 0.81 14.11
對在小琉球的交通工具實行更嚴格的燃料效率標準 3.97 0.81 14.14

（二） 結構模式評估

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呈現模式適配指標皆達標準(χ2/df = 4.16, p < 0.001, RMSEA = 0.079, GFI

= 0.89, CFI = 0.96, NNFI = 0.95)，表示H1：「氣候變遷知覺→氣候變遷態度」成立(β = 0.52, p <

0.05)；H2：「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氣候變遷態度」成立(β = 0.21, p < 0.05)；H3：「氣候變遷

態度→親環境行為意圖」成立(β = 0.61， p < 0.05)。另外，模式中外衍潛在變項對內衍潛在變項

的總項果呈現，以氣候變遷態度對親環境行為意圖的總效果為最大，大小依序為氣候變遷知覺、

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對氣候變遷態度影響總效果大小，則依序為氣候變遷知覺、旅遊目的地衝

擊知覺。

圖1 假設驗證結果模式圖

伍、討論與建議

氣候變遷日漸影響沿海旅遊目的地，在此情形下，亟需對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有更深入的瞭

解；儘管人們對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越來越關注，但目前還缺乏對氣候變遷背景下沿海遊客親環境

行為意圖形成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補以上空白，透過行為改變系統為理論基礎，建立並檢驗氣候變

遷影響下，沿海旅遊目的地遊客的氣候變遷知覺、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氣候變遷態度和親環境行為

意圖間的組成模式。透過從旅遊社群媒體評論的文本定性資料和現地問卷調查的定量資料，研究結果

顯示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目的地的屬性有重大影響，如遊客知覺到極端天氣條件會對沿海旅遊設施

造成損害、對水質和透明度產生負面影響、增加藻類數量、減少珊瑚礁數量、造成不健康的珊瑚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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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生物在退潮時因強光而死亡，並導致海洋生物從赤道熱帶地區向沿海地區遷移，上述研究發現

強調沿海遊客的親環境行為意圖在減緩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目的地影響是相當重要。

此外，本研究驗證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模式，確認對此意圖有重大影響的幾個因素，其中一

個最關鍵因素是氣候變遷知覺，研究發現由間接察覺、直接察覺兩個向度組成。直接察覺對親環境行

為意圖的影響比間接察覺更為顯著，與Wang等人(2019)的發現類似。研究結果還強調沿海旅遊目的地

衝擊知覺對塑造行為意圖的重要性，如許多珊瑚群落呈現出不健康的白化狀態是沿海旅遊目的地受

其影響的屬性，此一發現與先前的研究相似(Coghlan & Prideaux, 2009; Marshall et al., 2011 )，強調珊

瑚作為資源基礎和脆弱生態系統的重要作用，除吸引著遊客，但也深受氣候變遷所影響。有趣的是，

受訪者對旅遊目的地衝擊知覺程度較氣候變遷知覺為低，推論原因可能為氣候變遷與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媒體效果、生活經驗使得主動或被動獲得此方面的訊息；抑或是在旅遊目的地旅遊的時間不如

日常生活作息時間多，於是在有限的時間內接受部分的資訊。另外，研究結果也確定氣候變遷態度是

影響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其中賦權具有最佳的反映效果。最後，研究結果確定幾個可以改善親環境

行為意圖的行動，包括對琉球進行更嚴格的碳排放限制，對琉球的企業徵收碳稅，以及對琉球的交通

進行更嚴格的燃料效率標準。

進一步的結構模式分析確定影響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的前因變數，如研究發現氣候變遷知

覺、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和氣候變遷態度是影響親環境行為意圖的關鍵前因變數，在上述前因變

數中，又以氣候變遷態度對親環境行為意圖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氣候變遷知覺和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

知覺，上述發現與現有的文獻成果是一致的，如過去研究顯示讓人們參與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決策有助

於提高永續性，支持氣候變遷態度作為一個前因變數的重要性(McKinney&King, 2019)。同樣，Chang

等人 (2022)的研究結果表明，森林遊憩者對氣候變遷的知覺越高，採取保護行動的可能性就越大，這

支持氣候變遷知覺作為前因變數的重要性。此外，沿海旅遊目的地受到氣候變遷影響，遊客知覺愈高

可能因此而更有可能參與保護性的環境行動(Hall, 2001)。整體而言，本研究為政策制定者和旅遊業的

利益相關者，提供促進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關鍵因素有價值的見解，有助於促進沿海地區永續觀

光的潛在行動。

上述研究成果呈現氣候變遷態度、知覺和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在影響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

意圖的重要性，具體來說，氣候變遷態度被發現對親環境行為意圖有最大的直接影響，而氣候變遷知

覺和沿海旅遊目的地衝擊知覺則有間接影響。基於上述的發現，本研究為沿海目的地管理組織提供以

下實務建議。首先，提供遊客氣候變遷資訊和調整營業時間，可以減少極端天氣條件下的健康風險

(e.g., Wang et al., 2019)。其次，當地的保護工作和行為可以減輕氣候變遷對小琉球的珊瑚礁、潮間帶

和其他遊憩資源的負面影響，有助於保持小琉球沿海旅遊吸引力的一致性。最後，研究結果揭示氣候

變遷態度對小琉球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的影響，研究發現遊客對氣候變遷態度與動機和賦權密

切相關，為了促進遊客的環保意識，研究建議旅遊目的地管理組織(DMOs)提供一些措施以減少氣候

變遷對遊客在沿海活動的影響，如DMOs可以透過提供風扇和帽子為遊客創造微氣候，並建議開展幫

助遊客應對氣候變遷的活動，如食用當地食品，支援當地企業獲得綠色消費標章或加入綠色景點(e.g.,

Lin et al., 2022)。透過實踐上述措施，沿海旅遊目的地管理組織可以鼓勵遊客的親環境行為意圖，加

強遊客對氣候變遷的態度，支持永續旅遊的發展，同時幫助減少氣候變遷對沿海旅遊目的地的不利影

響。

最後，本研究為在小琉球島嶼上進行的實證案例研究，雖然在學術上具有一定的意義，但也有以

下幾點限制。首先，無法推論到台灣其他沿海旅遊目的地遊客，且本研究現地調查之資料收集正處於

COVID期間，導致研究的樣本偏多於學生與平均月所得收入多為3萬以下，遊客人數與組成不如疫情

前之旅遊市場。另外，本研究為使用橫斷面資料，建議在台灣其他沿海旅遊目的地進行縱向或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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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提高影響沿海遊客親環境行為意圖因素間的外部效度。第三，本研究中之親環境行為意圖是

自我報告的主觀調查資料，建議在後續研究中加入節能節水措施等客觀措施，以提高研究結果的客觀

性。第四，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還包括刪除部分的氣候變遷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問項的限制，雖然

本研究所有問項皆參考過去文獻，但氣候變遷態度部分問項，與氣候變遷知覺及親環境行為部分問項，

受訪者反映有相似之疑慮。基於學者曾指出上述問項隨氣候帶、研究基地資源受氣候變遷影響、文化

的不同而有不同（王維靖等人，2020)，於是未來有興趣的學者可針對氣候變遷知覺與氣候變遷態度，

發展適合臺灣氣候帶之沿海旅遊目的地相關量表。第五，受訪者對旅遊目的地衝擊知覺程度較氣候變

遷知覺為低，建議後續研究可進行相關性的探討，以利了解日常的氣候變遷資訊是否引起遊客對旅遊

目的地衝擊的聯想。最後，過去的研究顯示，性別和教育程度等變數可能會影響親環境行為意圖和其

前因間的關係，因此，調節變數如何影響親環境行為意圖與其前因之間的關係，在後續研究中將至關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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