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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和平島擁有豐富的歷史與人文資源，近幾年因為整體觀光發展以及和平島公園由

中央政府接手管理，因此逐漸受到各方的重視，也有許多區域發展政策執行。但

歷年來和平島相關計畫缺乏整體永續發展管理，造成計畫無法落實與完整發展。

本研究以國際旅遊島的發展策略，以平衡計分卡的概念探討和平島永續發展的概

念，並提出相關面向與具體指標，期待相關單位能夠應用平衡計分卡的概念，推

動和平島整體發展策略。研究結果發現，和平島國際旅遊島策略中，財務面向包

括整體營業額、居民所得與居民就業三個指標；顧客面向則包括旅客人數、旅客

滿意以及重遊意願三個指標；內部流程面向則包括景點吸引力、服務品質與環境

影響力三個指標；學習與成長面向則包括居民滿意、居民參與以及教育培訓數三

個指標。最後則針對本研究歸納之和平島國際旅遊島平衡計分卡指標提供相關單

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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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基隆擁有豐富的海洋自然人文觀光資源，唯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遊憩據點統

計資料，基隆地區整體的遊客人數並未顯著的增加，部分旅遊景點反而有逐年減

少的現象。基隆市觀光產業確面臨一些問題，例如缺乏橫向聯繫、觀光政策不夠

鮮明、觀光質量不足等。可見基隆地區在觀光產業上仍有很大的加強空間。16

世紀歐洲海權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紛紛來到東亞進行貿易，在這

一波新興的東亞貿易網絡體系之下，有些傳統貿易港市沒落甚至被淘汰，但也有

些以前名不見經傳的港市，趁勢而起，臺灣的大員（安平）與基隆的社寮就是新

興貿易港市。1624 年，荷蘭人佔領安平，建熱蘭遮城堡，與中國、日本進行貿

易，西班牙深怕貿易大餅被荷蘭獨吞，隨即於 1626 年派軍乘黑潮北上後佔領社

寮島（今和平島），建聖薩爾瓦多城堡，讓臺灣於 1620 年代躍上國際歷史舞臺。 

而和平島除了豐富的人文歷史以外，水域活動也具有高度的發展潛力，許成

源(2009)年針對和平島水域休閒活動的研究指出，基隆地區包括外木山及和平島

沿岸水域休閒活動都是未來發展觀光的契機，同時也特別指出培養水域休閒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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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立地方水域休閒專業形象、陸海空交通的整合、擴大舉辦節慶化活動與

整合區域性水域休閒資源五個項目的重要性，這也呼應基隆市政府發展觀光主要

的策略方向。而海洋觀光從 1950 年代隨著休閒活動的盛行開始蓬勃發展，其中

4S(陽光、沙灘、衝浪、性)更是早期發展的主要元素(Hall, 2001)。但隨著海洋休

閒遊憩的發展，海洋觀光產品越來越多元，除了沙灘與衝浪以外，潛水、釣魚、

浮潛、風浪、遊艇、海泳、郵輪、潮間帶活動等產品越來越多，但也因為旅客越

來越多，造成環境破壞也增加，因此在發展觀光的同時也必須以永續為基礎。 

和平島觀光發展近年來受到許多單位的重視，也有許多相關計畫在和平島執

行。例如「正濱漁港色彩計畫」、文化部大基隆歷史重現計畫中的「漁會正濱大

樓修復再利用工程」、「和平島歷史資源整合計畫」(包括聖薩爾瓦多城暨修道院

考古發掘計畫、聖薩爾瓦多城再現拍攝紀錄片、社寮原住民歷史文化調查計畫、

出土文物典藏研究管理計畫、阿拉寶灣原住民聚落再生計畫、和平島觀光遊憩加

值計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USR 計畫「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

產業佈建」。另外和平島公園也在 2017 年由北觀處管理，並於 2018 年 8 月重新

開幕，也吸引許多旅客前往和平島。因此這幾年對和平島來說是蓬勃發展的時

期。 

但和平島在發展的同時，對於地方與業者的助益為何?和平島公園開幕以來

大部分的居民並沒有因此而獲利，甚至面對假日車輛壅塞與停車位不足的負面影

響，也造成許多居民對於和平島發展有不同的聲音，而根據海大 USR 的 2018 和

平島旅遊需求調查報告指出，居民對於和平島整體發展評比為 2.29 顆星(最高 5

顆星)，對於大基隆歷史計畫評分為 2.95 顆星，對於和平島公園發展則為 3.08 顆

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2019)，另外該報告也指出和平島旅客人數造成的交通問

題是居民與旅客都面臨的問題。因此和平島的發展該如何評比，怎麼透過評比讓

和平島地區永續發展。彼得杜拉克表示，「管理必須涵蓋整個過程，也必須關注

整個經濟鏈的成果和績效」。同時「擬定策略也必須依據績效來進行」，而「績效

不能單單只靠財務面進行衡量，還有包括流程與人員都是重要的依據」，「目標應

該要與策略更緊密的結合」等。顯示有效的績效管理可以讓企業了解現況以及穩

定成長。 

從企業經營的觀點來看相對是單純的，但從區域整體發展來看相對就更為複

雜，因為地區發展組成成員非常複雜，包括政府主管機關、居民、業者、旅遊代

理服務人員、旅客等，每個人考量的因素也都各有不同，因此如何利用績效管理

的策略有效評量和平島發展現況更是和平島永續發展關鍵的因素。 

平衡計分卡的概念是透過顧客、財務、學習與成長及內部流程四個面向，強

調組織長期與短期目標、財務及非財務指標、落後及領先指標、內部及外部績效

間的整體平衡，同時將組織短期的營運目標與組織的願景與策略進行完整結合的

系統（Kaplan & Norton, 1996）。近幾年除了企業大量引進外，對於整體區域發展

也有重要的參考指標。因此本研究欲從平衡計分卡的觀點來探討和平島國際旅遊

島發展的應用，以期提供相關單位評估和平島整體發展時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地方發展評量 

地方發展牽涉層面複雜，包括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都是地方發展的面向，

而這些面向更有權力、利益、民眾認知與政治等複雜的因素影響(Sharp , 1990）。

2002 年 9 月第二次地球高峰會指出，地方政府是永續發展理念的重要實踐者，推

動永續發展的成果與地方政府承諾與積極行動高度相關。而推動地方發展除了需

要政府、居民與各相關單位共同投入外，績效管理制度更是檢視與推動地方永續

發展重要的關鍵。吳松林與莊麗蘭(2005)指出，願景、形塑、目標設定、策略規

劃、衡量指標律定、行動方案實施、執行監控與修正調整、公民參與等都是地方

永續發展重要的指標。施文真(2005)針對永續發展的「經濟永續性」、「社會永續

性」、以及「環境永續性」三個面向，再加上「制度量能提升」以及「良善治理」

兩個面向。 

Habermas (1975)指出，地方發展包括三個系統: 首先是經濟系統，包括經濟

權力的分配以及經濟制度，也就是地方的生產關係；第二則是政治系統，指的是

合法權力的分配以及有效的組織合理性，而政治制度就是主管機關或權力單位；

第三則是社會文化系統，指的是私人可用報酬和支配權的分配，也與居民的文化

與生活方式相關。而永續發展能力則必須依賴這些系統平衡發展。Camagni, 

Capello and Nijkamp (1996)指出，地方發展指標包括交通運輸、住宅品質、文教設

施、環境汙染、公共設施、休閒設備、醫療設施與市容景觀。而目的則是都市民

眾的自然、社經與環境福祉更好。而政策變數也會影響地方的發展。 

 

 

 

 

 

 

 

 

 

 

 

 

 

 

圖 1 城市環境發展關係 

資料來源: 修改自 Camagni, Capello and Nijkamp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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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Sirakaya (2006)列出區域發展發展觀光前三大重要指標，在經濟部分為

對地方的經濟效應、創造就業機會、地方收入。社會層面則包括居民參與觀光活

動人數、顧客滿意與顧客態度、垃圾與汙染。文化層面則包括文化保存的基金、

觀光產業的培訓活動、建築物的類型；生態層面則包括空氣品質、自然侵蝕、環

境意外；政治層面則包括地方政策的有效性、環境污染管理政策的有效性、發展

控制政策的有效性；科技層面包括資料蒐集的精確性、科技的低影響性、標竿學

習。Ko (2005)的永續觀光評量指標包括人力系統與生態系統，人力系統部分包括

政治面向、經濟面向、社會文化面向、產品面向(服務與產品品質)；生態系統則

包括一般環境影響面向、生態系統品質面向、生物多樣性面向、環境政策與管理

面相。Castellani & Sala (2010) 則將觀光發展的永續指標分為人口、居住、服務、

經濟與就業、環境與觀光六個面向。其中人口部分包括淨遷移數、老年指標、教

育程度；居住部分則為當地人房屋產權比例；服務部分包括在地服務項目、志工

人數、每日大眾交通數；經濟與就業部分則包括就業率、企業數量、18 個月內

成立的新企業數、女性創業家、通勤人數、人均產值；環境面則包括都市化、再

生能源比例、淡水生態狀況、垃圾分類比例、有機農業比例；觀光面相部分則包

括平均過夜人數、民宿/旅館數量。另外根據張智凱與宋秉明(2010)的研究，民眾

參與影響觀光發展的態度，而民眾參與與地方依附正相關民眾參與態度則是受到

地方依附的影響。Koster& Randall (2005) 提到觀光的區域發展指標包括旅客人數、

創造就業機會。 

從以上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地方的發展指標組成非常複雜，也受到許多外部

環境與政策的影響，但這些指標也很難跟整體發展策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連結，

更因為計畫或政策不易整合與延續，造成地方發展不容易永續，因此即便有多元

的評量指標，但還是在整體發展上有許多的限制。 

(二)平衡計分卡應用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簡稱 BSC)是以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

與成長四個構面，平衡地評估組織的績效，並連結目的、評量、目標及行動的系

統，轉化成可行方案的一種策略管理的工具。平衡計分卡是 1992 年由 Robert S. 

Kaplan 與 David P. Norton 在《哈佛商業評論》首次提出（Kaplan & Norton, 1992）。

該文指出平衡計分卡的核心理論是無法評量就無法管理，而平衡計分卡最大的價

值是讓企業認清使命和策略，並將量化指標和企業活動相連接，使企業從口號轉

化為實際的行動。平衡計分卡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構面均包

括了策略性議題、策略性目標及衡量指標等三大部分(吳安妮，2002)，也讓平衡

計分卡除了跟策略完整連結外，也有更具體的執行方案與整合發展，而這樣的概

念正是和平島發展國際旅遊島最重要的概念。如何與整體發展策略結合、如何依

據策略制定具體可衡量的指標，以及針對指標訂定目標與行動方案，並進行管理

與改進。而這些過程則與每個策略都完整的連結。平衡計分卡應用的過程可以幫

助和平島設定清楚的階段性策略目標，然後根據那些目標去分配資源，制定營運



行動的優先順序，迅速得知那些決定對營運和策略產生的衝擊，並在必要時更新

他們的策略目標。其中五個階段的應用包括: 第一階段發展策略：確定使命、願

景和價值觀，並對和平島內外情勢進行策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再著手處理「策

略制定」，也就是制定一份聲明來說明如何競爭，以及和平島準備要如何達成這

項策略。第二階段轉化策略：使用策略地圖、平衡計分卡、策略組合方案等工具，

將策略轉化為能和所有單位和相關人員清楚溝通的目標及評量指標。第三階段規

畫營運活動：改善流程、計畫執行、計畫資源產能、制定動態營運和預算。第四

階段監控和學習：檢討營運、檢討策略。第五階段測試和調整策略；檢視成本和

獲利報告、檢視統計分析。 

吳安妮(2002)則將平衡計分卡概念進行彙整，提出七個執行步驟，四個策略

系統以及四個策略形成系統。七個執行步驟包括從策略性議題開始，訂定策略性

目標，該兩階段為策略描述系統，確定策略方向；第三階段根據策略性目標訂定

策略衡量指標，並訂定具體目標值，這兩個階段為策略衡量系統；第五階段則是

根據具體目標訂定策略行動方案，在進行策略性預算編列，最後規劃策略性獎勵，

這三個階段稱為策略執行系統。而這七個步驟都必須仰賴一個策略構通系統進行

各階段的整合。而相關執行策略則是依據使命、願景、價值、策略四個步驟制定，

並分成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面向進行策略訂定。這樣的系統

可以有效的均衡發展策略指標與推動整體發展。 

 

 

 

 

 

 

 

 

 

 

 

 

 

 

 

 

圖 2 平衡計分卡策略應用概念 

資料來源: 修改自吳安妮(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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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平衡計分卡的概念主要是結合使命、願景、價值與策略形成完整的指標，並

持續針對指標進行溝通與改善。而和平島發展國際旅遊島策略涉及許多相關單位

政策與策略，因此相關指標則需要更完整的建構。根據相關文獻以及平衡計分卡

四個面向指標，本研究初步歸納出各面向關鍵指標。在財務面，依據 Choi 

&Sirakaya (2006)的經濟指標列出包括區域整體營業額、居民所得以及居民就業數

三個關鍵指標；在顧客部分則參考 Castellani & Sala (2010)、Koster& Randall (2005)

及 Choi &Sirakaya (2006)的服務面向，包括旅客人數、旅客滿意度以及旅客重遊

意願；在內部流程部分則參考 Castellani & Sala (2010)及 Ko (2005)的環境指標與產

品指標，包括和平島景點吸引力、和平島服務品質以及環境影響力三項指標；最

後學習與成長部分，則是參考張智凱與宋秉明(2010)及 Choi &Sirakaya (2006)的社

會與文化面向，包括居民滿意、居民參與以及教育訓練數。 

 

 

 

 

 

 

 

 

 

 

 

 

 

 

 

 

 

 

 

 

 

 

 

 

圖 3 和平島國際旅遊島平衡計分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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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和平島國際旅遊島整體發展平衡計分卡基礎架構後，則是規畫執行與持

續修正階段，該階段依據各項度指標訂定具體衡量指標與行動方案，並規劃個行

動方案之進度與整體管考指標。同時落實各項指標之內涵與方能有效落實平衡計

分卡的成效。 

表 1 國際旅遊島平衡計分卡項目 

項度 指標 現況 目標 衡量單位 目標值 行動方案 

財務 FA FA1 營業額 ○ ○ ○ ○ ○ 

FA2 居民所得 ○ ○ ○ ○ ○ 

FA3 居民就業 ○ ○ ○ ○ ○ 

顧客 CA CA1 旅客人數 ○ ○ ○ ○ ○ 

CA2 顧客滿意 ○ ○ ○ ○ ○ 

CA3 重遊意願 ○ ○ ○ ○ ○ 

內部程序

IA 

IA1景點吸引力 ○ ○ ○ ○ ○ 

IA2 服務品質 ○ ○ ○ ○ ○ 

IA3環境影響力 ○ ○ ○ ○ ○ 

學習成長

LA 

LA1 居民滿意 ○ ○ ○ ○ ○ 

LA2 居民參與 ○ ○ ○ ○ ○ 

LA3 教育培訓 ○ ○ ○ ○ ○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肆、結論與建議 

 透過平衡計分卡的應用，可以確保策略與執行方案的結合，更可以有效地均

衡各項指標及權重，讓地區發展朝向永續化的發展方向，同時顧及經濟永續、環

境永續以及社會文化永續的發展目標。本研究初步探討平衡計分卡的應用概念與

和平島發展國際旅遊島之策略，並初步建構和平島國際旅遊島平衡計分卡架構及

指標，但建構一個地區發展指標需要更完整的探討與規劃，並非一個研究可以涵

蓋各面向之成果，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開拓以平衡計分卡進行和平島國際旅遊

島發展之可能性，並提出以下幾個建議提供未來落實該策略之參考。 

一、組織發展控管委員會:發展控管委員會(Development Control Committee)對於地

方永續發展非常重要性(Choi &Sirakaya, 2006)，委員會除擬定地區整體發展方

向外，更扮演各項政策與計劃的溝通橋樑及民眾參與政府政策重要的管道。

有別於政府單位主導地方發展，該委員會由地方政府組織，邀請相關承辦機

關、民意代表、地方人士、企業、專家學者等單位共同參與，用更全面的角

度對於相關計畫進度進行控管，並確保整體發展與策略完整連結。 

二、組織發展控管委員會中落實平衡計分卡政策: 平衡計分卡可以有效結合策

略與方案，透過完整的指標推動地方均衡發展，因此在委員會中推動平衡計



分卡方案，重新釐清和平島發展的使命、願景、政策與策略，並深度規劃重

要的評量指標及發展行動方案，才能夠永續的推動和平島整體發展。 

強調在地青年參與: 和平島周圍七個里 2018 年撫養比 137%為基隆市最高，人口

老化嚴重，因此發展和平島需要更多年輕人參與，因此在推動相關方案時應重點

考量青年參與並鼓勵青年返鄉就業，並透過相關輔導方案，鼓勵青年投入和平島

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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