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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餐旅研究主題、方法及關連性之研究-

以前十大國際觀光餐旅期刊為例 

 

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觀光餐旅產業的成長和興盛帶動該領域之學術研究蓬勃的發展，

產生許多不同且多元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式，此情形也顯示出台灣在此領域的學

術貢獻越趨豐富。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將過去台灣學者於國際觀光

學術期刊的發表著作進行整合性分析、整理，並透過回顧結果了解此領域的研究

主題偏好、研究方式和作者間合作之關聯性。本研究採用關鍵字搜尋作為篩選資

料的依據，輸入關鍵字「Taiwan」，並排除非台灣籍作者之著作，將 2000-2014 期

間刊登於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Cornell Hotel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Leisure Sciences 以及

Tourism Geographies 等十本前十大國際觀光餐旅期刊中的 345 篇文章作為研究

樣本。 

 研究結果顯示在觀光餐旅領域中，旅遊乃發展最早且研究產量最為豐富的

研究領域；｢消費者行為｣以及｢經營管理｣在過去 15 年間受到的討論及研究最為

頻繁，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為最主要的研究方式。此外本研究針對作者發表

量進行排行，結果顯示此領域的學術表現有聚焦於固定作者之情形，加上近年

來多位共同作者的合作情形之比例逐年上升，因此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法，藉由群聚圖形了解其合作關係。 

 

關鍵字：整合性研究、台灣觀光餐旅研究、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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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Themes, Methods and 

Relationships- A Study of Top 10 Journals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ing industr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s, and produced a lot of multiple 

issu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se area. It showed the reputation of 

academic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are more abundant in Taiwan. 

Therefore, a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articles which written by Taiwanes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journals, this study can show the industry trend, research preference of 

scholar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orporation between author in Taiwa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345 of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14, the journals selected from ten leading journals, there ar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Cornell Hotel Quarterl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Leisure Sciences and 

Tourism Geograph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ourism was receiving most attention sector 

in this area, and consumer behavior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was the 

most researched issue in past 15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e multiple-

authorship was found more frequency than single authorship;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got more application than Qualitative method.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academic performance focused on 

particular scholars through listed the ranking of author in publication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Hence, this study used the grap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Keywords：Social Network Analysis、Content Analysis、Journal Review、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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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觀光休閒和餐飲旅館產業(以下簡稱觀光餐旅)為近年來相當熱門的產業，目前觀

光產業佔全球 GDP 的 5%，相關服務出口比率 30%及超過美金 1 兆的收益值，不但

是一個持續成長的服務部門，其貢獻也佔有相當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世界觀光旅遊

委員會(WTTC)的預測，2019 年全球觀光產業規模將佔全球 GDP 的 9.5%(約為 10 兆

4,780 萬美元)。2014 年台灣雜誌調查「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100」的資料中，亦顯

示服務業已連續三年蟬連冠軍；許多飯店、航空公司因為觀光產業的帶動陸續興起。

而臺灣從近幾年的觀光發展數據發現，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觀光產業的收入開始

大幅度的成長；2009 年起行政院更推動了六大新興產業與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經濟發

展政策，其中六大新興產業中即以觀光領航拔尖計畫，確定了觀光餐旅產業在台灣擠

身重點栽培的產業之一；根據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台灣的觀光業創造 3,748

億元觀光外匯收入，較 2012 年成長 7.5%，不但有逐年攀升的情勢，且前景看好，具

備良好的可塑性，當前一些快速發展的產業(如：綠色餐飲、文化創意產業)皆與觀光

產業息息相關；而在產學並進的現代社會中，學術研究對於實際管理及操作的演進，

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透過將各式學術理論轉換成實際管理經營的概念(Law, Leung, 

& Cheung, 2012 ; Scotter & Culligan, 2003)，有助於產業獲得更多成長的養分，發展出

更豐富的產業生態，而更多的專家學者也因此被吸引加入為產業的發展開啟更多的扉

頁。 

有鑑於此一產業的蓬勃發展，國內與觀光餐旅相關的科系大量地因應而生，自

民國 80 年代起開始快速成長、並發展出許多側重不同專業背景的科系內容，如休閒

事業、旅館管理、餐飲管理…等科系相繼而生，使此領域有更細緻且專業的分徑。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公布的「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新增科系所代碼及名稱對照表」顯

示有 19 所大專院校新開與觀光休閒、餐旅有相關之科系，其中有 13 所新開科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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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四技二專以及五專，並且從中發現有許多新科系名稱，我們藉由這些新興分支

可以了解近年觀光餐旅產業的趨向，如觀光生態系、文化創意事業等近年來受到重

視之新興產業和觀光概念皆成為新系所的名稱。然而，環顧我國觀光技職教育體

系，整體而言，觀光餐旅教育之範疇與分界不大，許多基本課程與概念相互涵蓋，

國內觀光餐旅教育主要還是架構在「觀光」、「餐旅」、「休閒」三個面向，而許多相

關研究亦綜合此三大領域的期刊發表做有條理且嚴謹的統整(李君如，2005；曹勝

雄、王國欽、張德儀、王偉琴，2008；歐聖榮，2002)。  

羅紫初 (2008)指出當一個領域的學術發展趨向成熟的過程中，整合性整合研究

是不可或缺，它對於此學科的發展以及該領域研究上的進步和突破，都有相當大的

幫助。Park, Phillips, Canter & Abbott (2011)將六本引用率最高的觀光餐旅期刊於2000

至2009年間的發表情形進行整合分析，本研究發現台灣在此作者統整的前30名高發

表量國家排名中位居第六，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台灣的觀光餐旅領域過去

的二十年間，針對觀光餐旅領域進行分析統整的研究較多為針對國內碩博論文(e.g.

李君如，2005；王瑤芬、洪久賢，2004)，亦或是針對單一期刊進行統整(e.g. 歐聖

榮、李美芬、李彥希、林建堯，2006) 較少有針對國際期刊全面性的整合性研究結

果被提出。 

本研究有鑑於此，決定針對台灣於國際觀光餐旅期刊的發表情形進行回顧並與

過去其他學者之研究相互比較。曹勝雄、王國欽、張德儀、王偉琴 (2008)針對2001-

2005年間台灣在國內外SSCI的期刊投稿量進行生產力分析，其搜尋範圍較大，但因

年份較久遠且近五年來台灣在國際期刊的發表情形快速成長，因此本研究也欲接續

過去研究者所未納入的年份繼續進行大範圍整合分析，並進行討論。在研究初期，

本研究針對過去20年間的國際發表進行搜尋，研究發現在2000年以前台灣在本研究

所選用的前十大國際觀光餐旅期刊中的發表數情形屈指可數(僅有十篇以內的文章

數)，故本研究鎖定2000年至2014年的15年間進行大範圍的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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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整合性研究所會使用到的描述性統計和內容分析法等方法僅能針對單一作

者的發表量整理比較，無法呈現出彼此合作的關係連結，因此本研究發現在社會科

學中，社會網絡分析乃一可勾勒出團體合作和群聚情形的分析方法，然而在台灣尚

未有學者針對作者間的合作關係進行社會網絡軟體的使用，因此，本研究有鑑於近

年來台灣作者在共同合作人數日漸上升的情形，欲使用社會網絡分析了解作者間合

作的關係以及網絡形式。 

故本篇研究亟欲透過文獻的回顧以了解現今的觀光趨勢以及過去在研究上的各

種現象，協助往後的研究者在研究上的文獻回顧和資料搜尋，並點出該研究領域的

優劣勢，提供未來研究者研究方向。是以本研究目的如下： 

(1) 系統性的整理 21 世紀台灣觀光餐旅學者的國際發表現況。 

(2) 勾勒出台灣觀光餐旅產業的研究趨勢及偏好。 

(3) 了解台灣觀光餐旅學者間的研究合作群集。 

(4) 提供後續研究者了解台灣觀光餐旅重要文獻之整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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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首先確定研究主題，了解研究主題的背景資料

後進行相關資料的文獻探討；藉由文獻探討結果建立研究架構，並進行資料的整合和

分類，最後將分類過的各主題資料圖表化。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觀光餐旅學術概況 整合性研究法 

提出結論與建議 

確定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探討 

確定研究範圍及樣本 

將資料以圖表呈現並分析 

進行文獻回顧及統整 

研究方法 

繪製社會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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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觀光餐旅學術概況 

壹、概況 

回顧過去，台灣最早的兩本觀光期刊為1988年開始出版的「戶外遊憩研究」與1995

年出版的「觀光休閒學報」，戶外遊憩研究在內容發行上早期主要為森林、建築與城

鄉研究，近年來則以休閒遊憩管理與觀光旅運領域為主，並因為環保趨勢的影響，環

保永續、生態觀光、綠色旅運等議題的研究有增加的趨勢。再者，觀光休閒學報為中

華觀光管理學會發行之學術性刊物，此學報發行目的，係為促進觀光學術研究，並冀

望透過學術之研究引領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因此，收錄的文章範圍包含探討觀光事

業、休閒遊憩，以及餐旅等相關領域之議題。 

此外，從2000年開始，由於陸續有許多大專院校增設觀光、餐旅系，進而自行出

版觀光餐旅相關學刊，使得國內相關的餐旅研究發表更顯豐富，同時台灣觀光餐旅研

究者也積極地將研究投刊至國際觀光期刊中。其實至1990年開始，便陸續有台灣的學

者在國際餐旅觀光期刊中進行發表；但至2000年後，國內學者在觀光餐旅的學術研究

發表，才顯然充滿活力且多元豐富，不論是常被討論的消費者行為研究(e.g., Liang & 

Lim, 2011; Chen & Tsai, 2008)、經濟財務研究(e.g., Chen & Chiou-Wei, 2009; Jang & 

Chen, 2008)、人力資源相關的研究以及管理策略研究 (e.g., Yang, 2012; Chu & 

Murrmann, 2006; Lin, Horng, Chen, & Tsai, 2011)亦或是近年來很受重視的生態旅遊研

究(e.g., Wu, Wang & Ho, 2010;；Chiu, Lee, Chen & Tsung, 2014)、綠色餐旅和綠色旅遊

研究(Hsiao, Chuang, Kuo & Yu, 2014)等，皆有許多研究產出。 

以亞洲地區論述，觀光餐旅產業於2012年全球國際觀光客數統計中，以亞洲成長

最大，達7％。這顯示近年來而全球觀光產業的板塊，已從歐美大陸逐漸移轉到亞洲

地區。在學術方面，近年來亞洲地區在觀光餐旅期刊中的投稿量有相當明顯的增加，

Severt, Tesone, Bottorff & Carpenter (2009)在進行觀光餐旅期刊整合研究中指出亞洲地

區的國際期刊文章數增加快速，並且發展出更多的新興議題與研究方法，投稿數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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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1年佔國際發表量的6%，到2002-2006年增加到15%，在全世界的區域排名中

僅次於北美洲的47%以及歐洲的24%，位居第三位。從此可看出亞洲地區近年來在觀

光餐旅產業的快速發展帶動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 

貳、相關主題的分類 

在回顧歷年觀光餐旅研究中，經常針對文章的主題內容進行分析，根據作者著眼

點的不同，也產生不同的分類結果；透過主題分類可以協助我們清楚地將所有文獻做

出具體的定位，使讀者對於觀光餐旅領域的研究概況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並使回顧

性文章能夠成為一更有結構化的文獻資料，幫助讀者領略特定領域中的文章特性。 

本研究針對過去文章所涵蓋的議題，將文章中餐旅相關的議題類型細分如下。第

一類的分法為產業別，該類文章在討論餐旅產業現象時會依據旅遊、旅館、航空、賭

場等不同子產業的概念將文章議題進行細分，此種分類方式使一個類別涵蓋範圍較大，

能夠使觀光餐旅產業中各個產業別的學術貢獻一覽無遺，如Tsang & Hsu (2011)將文

章內容分成旅遊、旅館、餐廳以及航空等四大主題；Baloglu & Assante (1999)將光觀

餐旅文獻分成五大類，包括住宿、食品服務、教育、旅遊、餐旅服務。 

第二類分法為企業功能，該類文章中作者會依據旅遊管理、消費者行為、飯店管

理、教育訓練、公司管理、生態旅遊、服務品質、旅遊政策、目的地意象、飯店星級、

人力資源、網路管理、其他等各種餐旅業涵蓋的功能對產業問題進行討論，此種分類

方法非常普及，因為其具有簡單卻又能清楚表達的特性(Chon, Evans & Sutherlin, 1989)，

如Ballantyne, Packer & Axelsen (2009)將觀光餐旅學術文章分成行銷、財務、行政策略、

實作應用和人力資源等五大企業功能；Park et al. (2011)也根據Baloglu & Assante在

1999年提出的研究主題分類來分出11種觀光餐旅相關之主題研究，其依序分別為會計

和財務、教育、綠色節能和環境相關議題、飲食服務、人力資源管理、信息技術/管理

信息系統、法律相關議題、行銷、實作管理、策略管理以及其他，Law et al. (2012)進

一步將消費者行為納入其中，將類別增至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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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分法則是針對特殊議題屬於多元議題的寫作類型，近年來觀光餐旅學術議

題隨著產業的興盛，越來越多學者使用此種分類方式進行主題的分析，因為涵蓋的範

圍較多且細，不再只侷限於傳統的企業功能分類，加入了許多近年來的新興趨勢分類，

對於在尋找近代議題時幫助較大；此種方式也因為分類細微，在判斷上需耗費較多的

時間，如Ballantyne et al. (2009)將觀光餐旅領域文章分類成21大類，如：遊客研究、

旅遊目的地、旅遊規劃、行銷、文化旅遊、經濟議題、旅遊影響力、旅遊趨勢、旅遊

研究主提及方法、旅館餐廳、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特殊議題、運輸、管理、人力資

源管理、環境解說、旅遊政策、教育及訓練、旅遊事業、運動休閒。以上研究議題的

分類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2-1 餐旅研究主題的分類法 

類別 作者 資料年代 主題分類 

產
業
別 

Baloglu & 

Assante 

(1999) 

1990-

1996 

住宿，食品服務，教育，旅遊，飲食與住宿 

 

Tsang & Hsu 

(2011) 

1978-

2008 

旅遊、旅館、餐廳以及航空 

企
業
功
能
別 

Law et al. 

(2012) 

2004-

2008 

會計和財務、教育、綠色節能和環境相關議

題、飲食服務、人力資源管理、信息技術/

管理信息系統、法律相關議題、行銷、經營

管理、策略管理、消費者行為、其他類別。 

Baloglu & 

Assante 

(1999) 

1990-

1996 

行銷、財務、行政策略、實作應用、人力資

源 

Tsang&Tsu 

(2011) 

1978-

2008 

旅遊管理、消費者行為、飯店管理、教育訓

練、公司管理、生態旅遊、服務品質、旅遊

政策、目的地意象、飯店星級、人力資源、

網路管理、其他 

多
元
議
題 

Ballantynea, 

et al. (2009) 

1994-

2004 

 

旅遊目的地、旅遊規劃、行銷、文化旅遊、經

濟議題、旅遊影響力、旅遊趨勢、旅遊研究

主提及方法、旅館餐廳、生態旅遊、永續發

展、特殊議題、運輸、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環境解說、旅遊政策、教育及訓練、旅遊事

業、運動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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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合性研究 

壹、研究方法介紹 

此階段介紹本研究中的兩項研究方法，分別為內容分析法以及社會網絡分析法。 

(1)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針對明顯的傳播文件內容，運用客觀、有系統的做敘述的研究方法 

(Berelson, 1952)。楊孝濚(1991) 指出內容分析法可針對大眾傳播的內容用客觀與系統

的方法加以量化，再依據這些資料做描述性之分析。隨著多媒體和網路的發達，內容

分析法也被應用在不同的領域。內容分析在進行整合性觀光與餐旅的研究上，為一常

見且重要的研究方法 (Huang & Hsu, 2008;；Zhao & Rithie, 2007)，其研究內容主要被

歸納出三大類別，分別是：(1)作者及學術機構的貢獻(2)剖面分析(3)研究方法，本研

究便是根據以上三種方式，進行文獻的分析。 

第一種作者及學術機構貢獻的分析，主要是依照作者及學術機構之學術生產力作

為排名，可以使每一位學者及學術機構在該領域的學術貢獻清楚被呈現，Jogaratnam, 

Chon, McCleary, Mena & Yoo (2005) 指出貢獻度排名的最主要目的便是幫助我們了解

最有生產力的學術機構以及作者。在學術研究中，生產力以及學術表現是相當受到重

視的，1992-2001 年間陸續有學者以餐旅期刊為範圍，研究各校或是學者之學術生產

力，並進一 199 步探討是否有跨領域合作的現象(Rutherford & Samenfink, 1992； 

Woods & Schmidgall, 1996； Howey, Savage, Verbeeten, & Van Hoof, 1999； Schmidgall 

& Woods, 2001)。然而在生產力的計算方式上，因為機構的不同也產生了多種不同的

計算方式，有些直接以篇數計分，不論作者人數每位作者或其所屬學校的生產力皆為

1 篇 (Jogaratnam et al. 2005) ，但有些研究則依照作者人數的多寡按人數均分，譬如

說一篇文章有四位作者，則每位作者的生產力或學校生產力是 0.25 篇(Zhao & Ritchie, 

2007；曹勝雄等，2008) 。 

最後一種計分方式則是以權重計分，按照作者的排名和人數，使用公式計算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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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生產力，換句話說，排名在前的作者的生產力高於排名在後的(Howard, Cole & 

Maxwell, 1987)，但是每篇文章的生產力永遠等於 1 篇。舉例來說，當有三位作者時，

第一作者的生產力是 0.47 篇，第二作者的生產力是 0.32 篇，第三位作者的生產力是

0.21 篇，三個作者加總之生產力為 1 篇，Park et al. (2011)依照作者排名的順序來計算

得分數，並認為此種方式是最為客觀公正的計分方式，因此本研究使用此種計分方式

來計算作者以及學術單位的表現。以下表 2-2 為歷年來國外觀光學者所統計出之期刊

排名研究。 

表 2-2 研究生產力的計分邏輯 

計分方式 說明 作者 

直接計分法 

此方法不論作者人數每位作者

或其所屬學校的生產力皆為1

篇。 

Ryan (2005) 

Pechlaner et al. (2004) 

Severt et al. (2009) 

平均計分法 

依照作者人數的多寡按人數均

分，譬如說一篇文章有四位作

者，則每位作者的生產力或學

校生產力是0.25 篇 

Tsang & Hsu (2011) 

權重計分法 

此方法按照作者的排名和人

數，使用公式計算每位作者的

生產力。  

Park et al. (2011) 

McKercher et al. (200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二種剖面分析，則是指將整篇文章做一個概括性的分類，例如：研究主題範圍、

研究區域…等(Crawford-Welch & McCleary, 1992)，透過剖面分析的整理，可讓讀者對

於該領域的研究內容、趨勢和範圍有基本的了解，此種分類對於找尋新議題及趨勢也

有相當大的幫助；歐用生(1995)也指出內容分析法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

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產生該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主題、意義的一種研究方

法。 

第三種的研究方法分析，則可以將過去研究依質性、量化或是混和研究(質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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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類，而質性和量化又細分成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許多研究雖然主題相同，

卻因為以不同的觀點著手採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可能產生出不同的貢獻和結果，

因此透過研究方法的統整，讓讀者能夠在現今研究方法不斷進步且改變的時代，快速

且清楚的認識到更多的研究方式。 

在觀光餐旅的整合性文章中，內容分析為一普遍、客觀之研究方法，許多學者將

內容分析作為整合性研究的方法之一，Roberts & Shea (2005)建議使用內容分析法進

行觀光餐旅期刊的文獻回顧時，應有較廣的資料來源，因若使用單一期刊作為研究對

象來分析餐旅趨勢，格局較小且研究結果侷限；過去有些研究便是針對單一期刊做觀

光餐旅領域的文獻回顧(e.g. Xiao & Smith, 2006)，這樣的研究最明顯之侷限便是其在

分析主題趨勢以及餐旅領域概況時，因樣本單一，故結果較不客觀、參考價值侷限 

(Severt et al. 2009)。 

(2) 社會網絡分析法： 

本研究同時也希望藉由社會網絡法了解相關作者們的合作情形，並以社會網絡關

係圖釐清學者間的關聯性。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一種研究社

會結構、組織系統、團體互動、人際關係的方法。早期是由美國心理學家J.L莫雷諾

(Moreno)於1930年代時提出，網絡分析法是研究討論者或行為者(Actor)彼此之間的關

係(Borgatti & Everett, 1998)，每個行動者在網路中的位置被稱為節點(node)，而行為者

彼此之間的關係利用線將其連接，由節點與線所形成的圖是為社會網絡結構圖。利用

社會網絡結構圖所呈現的結構，可瞭解在此圖形結構中行為者的社會網絡特徵與人際

關係狀況，並觀察這些特徵對於個人或組織造成的影響( Wellman, 1996; Borgatti & 

Everett, 1998)。 

社會網絡由「行為者」、「關係」與「連結」等三個要素組成，行為者(Actor)意旨

網絡中的主體，在本研究中的行為者是345篇文章中的作者；關係(Relatonship)是指兩

個行為者或是更多行為者之間的相互連結，行為者之間會因為關係的存在而影響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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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互動；連結(Linkages)指當行為者之間建立關係時，透過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去建

立關係(Garton, Haythornthwaite & Wellman, 1997)。 

本研究以Freeman(1979)從社會網絡分析中所提出的結構特性來分析作者合作的

情形，其有三點特性分別為規模(Size)、密度(Density)、中心性(Centrality)，在本研究

中根據以下三種社會網絡的指標來探討作者間合作關係的緊密度： 

1. 規模(Size)：規模意指聯絡「對象」的多寡，在本研究中便是指共同作者的人

數，人數越多則規模越大。 

2. 密度(Density)：網路密度意指群體成員彼此互動的平均程度，在本研究中便是

指作者間合作的頻率，合作頻率越高則密度越大。 

3. 中心性(Centrality)：個人中心性(Individual centrality)是指各個成員在該社會網絡

中擁有大量聯帶的程度，亦指個體在群體中與多少個其他個體的合作關係，個人

中心性越高者，在本研究中便是代表和其它作者間的聯系越密切。在社會網絡分

析中，中心性有三種不同的屬性，本研究選擇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此種中心性的特色能幫助研究者找出依個網絡中的中心位置，此位置能講任兩個

無直接關係的節點牽連至一個社群之中(Wasserman & Faust，1994)。 

社會網絡分析分成許多層次，能針對不同的群體關係進行分析，因此廣泛被運用

在許多領域的研究之中，Knoke & Kulinski (1982)將社會網絡分析的層次分為兩個主

要的層次，分別為自我中心網絡(ego-cnetric networks)與社會中心網絡(socio-centric 

networks)。藉由觀察社會網絡的連結情況，以了解行為者的社會網絡特徵。由於本研

究欲針對特定幾名作者間的合作關係進行比較，因此選用自我中心網絡作為主要的研

究方式，此種方式首先蒐集社會網 絡內的互動網絡名單，再指出特定的行為者，使

其列舉在某種關係內容下與 其產生關係的人，接著進一步詢問這些相關的人，了解

彼此間的關係內容、方向、強弱等狀況。 

近年來在觀光餐旅產業中有許學者使用社會網絡進行研究分析，其中運用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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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的研究上相當普遍，例如Shih (2006)使用社會網絡分析繪出遊客行車在南投旅

遊時的目的地順序以及目的地受歡迎的程度；Baggio (2008)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探討過

去各種與旅遊目的地相關的研究方式；也有些學者會依照目的地的旅遊意願和次數繪

出網絡圖，進行社會網絡分析(e.g. Scott, Cooper & Baggio, 2008; Pavlovich, 2003)。在

回顧文章方面，Baggio, Scott & Cooper (2010)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回顧過去觀光相關

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並繪出網絡圖表現出各種方法的使用情況，使讀者能夠藉由

科技網路的分析方式，得到更有效且有系統的統整(Bankes, 1993; Holling, 1978; Ritter 

et al. 2004)。 

壹、 文獻資料的篩選原則 

在過去的許多觀光整合性研究中，許多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評估文章的品質、影

響力並藉以探討相關研究的發展和趨勢。因此在篩選研究資料時，可以根據不同方式

來評估文章。本研究整合 McKercher, Law & Lam (2006)所提出的五種篩選文章的方

法並細究之，方法如下： 

1. 文獻引索，藉由文獻引索得知過去該文章被引用之次數，為一個最為普遍、廣泛

的篩選方法。總引用次數多的期刊代表在其專業領域具有領導地位，透過 JCR 

(Journal Citation Research)了解近年來之引用次數可以得到該期刊的「影響係數」，

影響係數反應出期刊出版文章的影響力，被視為公平的品質衡量方法。有許多研

究以文章被引用的次數來評估文章和期刊的學術影響力(Parnell, 1997)，Weaver & 

McCleary (1989)使用引文分析的方式整理出四本國際期刊於 1983 至 1987 年間的

發表；Rutherford & Samenfink (1992)使用引文分析的方式，篩選出在學術界有影

響力的學者在 1989 年至 1999 年期間所發表在五本期刊中 CHRAQ、FIUHR、HRJ、

JHRM 和 JHTE 的研究；Wood & Schmidgall (2011)則透過近代的引文狀況，更新

和延伸 Weaver 於 1989 年所整理的研究資料。 

2. 同儕互評，意指研究同個領域或議題的學者之間互相審核評量對方的研究，為一

近年來漸漸受到重視的期刊審核方式，在 McKercher et al. (2006)即是使用同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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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評分方式，邀請 314 位觀光領域和 191 位餐旅領域的學者共 505 位學者對於

40 本旅遊期刊和 30 本餐旅期刊作評估和排名。 

3. 專家意見，透過專家的意見和評估，指出具有影響力之期刊，但專家未必能夠對

此一概括的領域完全了解，大領域中亦有許多特定的子領域議題，因此專家意見

有時會流於主觀、不夠中立。或用專家意見來決定期刊的排名 (Sheldon, 1990)。

例如 Chon et al. (1989)和 Crawford-Welch, McCleary (1992)以及 Woods, Schmidgall 

(1995)等篇便是選擇了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JCHM) 做為資料庫之一，因為透過專家意見審核，該期刊被認為在新興的旅館

研究中有很好的表現，因此被選為研究資料來源。 

4. 網路下載，以網路下載的次數做為期刊受注意之根據，因為網路資料庫完整，審

核過程不易有資料遺漏的情況，也不會有人為主觀之干擾；但使用網路下載作為

依據容易出現資料誤差的情形，因下載不表示會閱讀甚至是引用其中文獻，如Ryan 

(2005)便是使用此種方式進行旅遊期刊的資料蒐集。 

5. 接受率，以接受率的大小替期刊質量做把關，Vastag & Montabon (2002)指出專家

小組對於期刊品質的意見和標準會影響到接受率的高低，若接受率越低代表該期

刊的審核表準越高，因此透過接受率的篩選也能看出該期刊所刊登文章之品質。

有些學者會使用期刊的接受率來篩選期刊的品質；也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投稿接受

率低的國際期刊，使其文章更有公信力。 

基本上上述五種篩選方式皆有其優缺點，因此有學者結合部分的方法，整合文獻

引索、同儕互評以及專家意見等三種方式整理出六本國際觀光餐旅相關期刊(Ferreira 

et al., 1994; Frechtling, 2004; McKercher, 2005; McKercher et al., 2006; Pechlaner et al., 

2004; Ryan, 2005)，其分別為三本飯店期刊：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JHT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IJHM) 、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CHQ)以及三本旅遊期刊：Tourism management(TM)、Annal of 

Tourism Research(ATR)、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TR)等共六本期刊，日後也有許多

學者根據此研究選出此六本期刊作為期研究之資料來源(Tsang & Hsu., 2011; Sve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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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9; Park et al., 2011)，Jogaratnam et al. (2005)則是選擇了上述的三本旅遊期刊

作為資料庫。 

 

表 2-3 文獻資料的篩選法 

評估方式 方法介紹 研究案例 

文獻引索 以文章被引用之次數、頻率，作

為篩選期刊之依據。 

Weaver & McCleary (1989) 

Rutherford & Samenfink (1992) 

Wood & Schmidgall (2011) 

同儕互評 同個領域的學者互相審核評量對

方的研究。 

McKercher et al. (2006) 

專家意見 透過專家的意見和評估，指出具

有影響力之期刊。 

Chon et al. (1989) 

Crawford-Welch & McCleary 

(1992) 

Woods & Schmidgall (1995) 

網路下載率 以網路下載的次數做為期刊受注

意之根據。 

Ryan (2005)、Brown (2003) 

接受率 以接受率的大小替期刊質量做把

關，若接受率越低代表該期刊的

審核表準越高，反之則越低。 

Vastag & Montabon (200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Severt et al. (2009)統計出亞洲區投稿率最高的國際期刊排名，依序為TM(佔33%)，

IJHM(佔12%)，JHTR(佔11.7%))，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JTTM)(佔

9%)以及IJCHM(佔8.6%)，由於JTTM較侷限於行銷議題因此刪去此選項，並加入

IJCHM此期刊進入本研究樣本中。本研究以上述的六本期刊以及IJCHM為資料庫，並

加上JCR於2013年所公布的影響係數，再加上其餘三本引文次數高、較具影響力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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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分別為：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ST), Leisure Sciences (LS)以及Tourism 

Geographies (TG)。 

貳、 觀光餐旅領域的整合性研究 

當一個領域的學術研究貢獻累積得愈多，大範圍之整合研究便是不可或缺的資料，

它是幫助往後研究者在搜尋資料時的重要工具之一(羅紫初，2008)，並使其在尋找文

獻時，達到省時省力的效果。以下將從特定議題的整合型研究和大範圍的整合型研究

兩種研究方式介紹觀光餐旅的整合性研究表現。 

第一類為特定議題的整合型研究，針對觀光餐旅研究中的特定題目作為回顧的對

象：研究主題隨著年代和背景的變化、科技的進步而有所改變，讀者可以藉由不同年

分之研究主題來得知歷年觀光餐旅發展概況和當時的文化背景。在回顧觀光餐旅學術

研究中可以發現，部分學者會依特定領域議題做回顧分析，且受矚目議題會根據時代

的前進產生改變，藉由這些統整來探討此領域歷年之趨勢和新發現(Xiao & Smith, 

2006)。Singh, Hu & Roehl (2007)整合 1994 年到 2003 年間在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中所發表之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研究，採用內容分析以及專家意見質與量

並進的研究方式進行，並從歷年來的人資研究中統合出九大議題以及其被研究之次數；

Pike (2002)以觀光意象地為主題，回顧 1973 年至 2000 年間 142 篇文章，藉以過去研

究之方法和背景為主要研究內容；Wang, Law, Hung & Guillet (2014)將 1998 年以來在

旅遊業以及旅館業中與客戶信任相關之研究議題進行研究分析，並指出客戶信任這個

議題目前依舊處在需要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模型及框架，未來還有許多探索之價值。 

第二類則為觀光餐旅領域大範圍的整理統合，亦或是產業別的整合分析，如餐飲、

旅館業…等。有許多學者針對多篇國際期刊之文章內容進行整理，並分析總結此領域

的研究概況和趨勢(Baloglu & Assante, 1999；Ballantynea et al., 1999；McKercher et al., 

2006；Severt et al., 2009；Law et al., 2012)。Crawford-Welch & McCleary (1992)將 CHRAQ、

IJHM、JIU、HERJ 和 JTR 等六本國際期刊在 1983-1989 年間所發表的文章進行回顧，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43190500099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43190500099X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4319050009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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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觀光餐旅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進行整合性研究。 

回顧以上兩種整合性研究發現，在此領域中有許多從不同角度及方法著手的整合

性著作。在台灣光觀餐旅學術界中亦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此，並產生了許多相關著作，

但多侷限於以下兩種研究方式：(1)國內的期刊分析，如李君如(2005)針對台灣在1978

至2004年發表的210篇餐飲相關博碩士論文研究進行內容分析；曹勝雄等人 (2008)探

討2001年至2005年間發表於國內外觀光休閒期刊上之著作表現；歐聖榮  (2002)將

1995年至2001年來國內外之觀光餐旅期刊之出版論文統整起來，共採集441篇文章，

研究樣本包含全國碩博士論文以及國內外期刊出版文章，研究針對研究主旨、調查方

法、抽樣方法、統計方法和信效度分析等五項進行檢視工作。(2)針對國際單一期刊整

合分析，許義忠 (2004)針對國外主要休閒期刊有關女性休閒的87篇文章做回顧分析；

李君如、林詩萍、翁晏琪、曾琬瑜、曾文威(2005)針對美國「觀光管理期刊」(Tourism 

Management)中的987 篇文章整合分析，了解研究樣本中的作者來源地、研究議題；

歐聖榮、李美芬、李彥希、林建堯 (2006)也針對美國「休閒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中的138篇論文進行主題的研究和整合。 

由上述台灣觀光餐旅整合研究的文章種類可知，台灣在此領域的回顧研究中較缺

乏對國際期刊發表著作的整理，且樣本對象並無限定於地區、國籍，故本研究針對國

際上十本兼具聲望與影響力之餐旅學術期刊進行分析回顧，並鎖定本國作者所發表之

著作，從中探索觀光餐旅研究之趨勢以及研究間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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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過程分成三大步驟，第一步先確定期刊篩選方式，並找出適合之期刊；第

二部輸入關鍵字，排除關鍵字以外之文章；最後將文章進行分類整理，下圖 3-1 為本

研究使用的分析流程： 

 

 

 

 

 

 

 

 

          

         

圖 3-1 研究方法流程圖 

  

文獻回顧 

社會網絡分析

法 

內容分析法 

使用 JCR資料庫 

    期刊篩選 

研究分析法 

關鍵字搜尋   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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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內容分析法 

壹、 蒐集及篩選 

本研究使用三大資料庫(Sage Journals Online, Science Direct 和 Emerald Insight)來

尋找文章，並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提到之文獻篩選方式，回顧歷年文獻將過去學者

根據文獻引索、同儕互評以及專家意見等三種方式所整理出的六本國際觀光餐旅相關

期刊納入本研究之對象中；接下來並參考 2013 年 JCR 所提供之期刊影響力係數，找

出其餘在國際上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四本國際觀光餐旅期刊，總計十本期刊。本研究所

選出的十本期刊資料皆為 2013 年 JCR 所統計出的觀光餐旅期刊排名前十名(以影響

係數作為排名依據)，表 3-1 為 2013 年 JCR 期刊引用數據排名。 

本研究根據上述方式相互比較評估後挑選出以下十本觀光餐旅期刊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範圍：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TR), Tourism Management (TM), Cornell 

Hotel Quarterly (CH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JHM),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JHT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JT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JCH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ST), Leisure Sciences (LS), and Tourism Geographies (TG)。 

本研究篩選出特定期刊後，在文獻的篩選上採用關鍵字搜尋作為篩選資料的依據，

輸入關鍵字「Taiwan」篩選出以上十本國際期於2000-2014這15年間，所有由台灣籍作

者所著作之研究，並排除｢非台灣籍作者之著作｣。此外，在文章投稿類型的選擇上，

排除文獻探討(Critical Review)、書評(Book Review)等非原創研究之文章類型，並選擇

以下兩種研究類型作為研究： 

1.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具原創性及完整學術格式之論文 

2.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用以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念討論，偏重於資料之整

理、檢討或初步分析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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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13 年 JCR 期刊引用排名 

排

名 

期刊名 JCR 相關統計 

總引用次

數 

影響係

數 

五年內

的影響

係數 

立即引

索 

文章

數 

引用

半衰

期 

1 Ann Tourism 

Res 

4480 2.795 3.216 0.32 75 >10.0 

2 J Sustain Tour 1401 2.392 3.134 0.375 64 5.5 

3 Tourism 

Manage 

5352 2.377 3.382 0.37 154 7.1 

4 J Travel Res 2577 1.884 2.487 0.22 59 >10.0 

5 Int J Hos 

Manage 

1899 1.837 2.466 0.107 169 4.8 

6 Int J Contemp 

Hos Manage 

1037 1.623 - 0.382 55 0.8 

7 Tourism Geogr 425 1.327 1.302 0.323 31 7.0 

8 Cornell Hotel 

Q 

364 1.165 1.694 0.171 35 3.7 

9 J Hos Tourism 

Res 

587 1.125 1.602 0.125 24 7.4 

10 Leisure Sci 1105 1.109 1.862 0.094 32 >10.0 

*資料來源：JCR 網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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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總共分類出 8 種分析主題進行討論，種類如下， 

(1) 作者人數 

(2) 文章年分 

(3) 研究主題探討 

(4) 研究領域分析 

(5) 研究主題別分析 

(6) 研究方法分析(質化與量化) 

(7) 研究方法分析(方法名稱) 

(8) 學術機構生產量排名 

(9) 作者生產量排名 

選定分析的主題後，本研究將 345 篇文獻匯入 EndNote X7(書目管理軟體)中，

EndNote 為一可將大量文獻匯入的資料庫，主要功能為幫助研究者在撰寫論文時儲

存文獻及引用文獻上更加便利及清楚。本研究使用軟體中的搜尋工具，顯示出指定

資料 (如: 2005 年中關鍵字為服務品質的文獻)，使用此方法能解決以人工回顧、搜

尋資料的方式，更能夠有效且快速的將各種分類項目清楚呈現。因此在在此階段本

研究利用 EndNote 整理、搜尋以上九個項目，將整理出的資料數據化後，並進行分

析解釋。 

貳、 研究單位和研究分類 

由於本研究篩選前十大觀光、餐旅、休閒相關期刊作為研究對象，並非集中於單

一領域期刊的搜尋(如：旅遊期刊)，因此本研究參考Tsang & Hsu (2011)的分類方式，

將文獻依照旅遊、旅館、餐廳以及航空此四大產業做分類，並根據Yuan, Tseng & 

Chang (2014)於觀光餐旅休閒期刊論文中進行的引文分析了解各類期刊彼此間所引

用文章的重複性和相近性，Yuan et al. (2014)發現休閒期刊的參考文獻與觀光餐旅期

刊的參考文獻有明顯的差別，重複性和相近性皆較低，因此本研究獨立出休閒領域，

以幫助本研究之分類更完整清楚；此外有許多學者針對觀光餐旅此領域做概括性的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sites/default/files/eresources/edb_guides/endnote/EndNote_X7_basicinstruction.pdf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sites/default/files/eresources/edb_guides/endnote/EndNote_X7_basicinstruction.pdf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sites/default/files/eresources/edb_guides/endnote/EndNote_X7_basicinstru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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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研究主題並不局限於旅遊或是飯店等單一領域中，針對此種研究，本研

究將其分類至跨產業中。因此本研究將｢旅遊｣、｢旅館｣、｢餐廳｣、｢航空｣、｢休閒｣、

｢跨領域｣此六大項目列入產業別分析中。 

除上述產業分類外，本研究在主題分類上參考Law et al. (2012)使用的分類方式，

依序為會計和財務、教育、綠色節能和環境相關議題、飲食服務、人力資源管理、信

息技術/管理信息系統、法律相關議題、行銷、實作管理、管理、消費者行為、研究方

法，以及其他議題。本研究經過資料整理和回顧後排除、整合研究數量不足的主題，

最後整理出11項分類(項目參見表3-2)。 

表 3-2、觀光餐旅主題分析 

議題 內容 

會計和財務 觀光餐旅會計、財務以及組織收益相關研究 

教育 觀光餐旅教育、人才培育等 

綠色節能環保 觀光餐旅環境策略管理以及綠色永續相關之研究 

服務品質 觀光餐旅服務的品質、屬性之相關研究 

人力資源管理 觀光餐旅人力資源相關之研究 

資訊管理 觀光餐旅資訊技術的應用/網站管理等相關研究 

經濟發展 觀光餐旅中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關之研究 

行銷 觀光餐旅行銷、廣告等相關研究 

企業規劃 包含觀光餐旅組織建設、營運管理、策略管理等相關研究 

消費者行為 探討觀光餐旅產業之消費者的感受及行為意圖 

研究方法 觀光餐旅研究方法的介紹及運用 

其他 其他與觀光餐旅相關之議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使用｢篇數｣作為研究單位，並透過文獻中的｢篇名｣、｢摘要｣以及｢關鍵字｣

作為分類的依據，由於觀光餐旅為跨學科之學門，許多研究會涵蓋一種以上的專業領

域，因此當分類發生重複現象時，則以該文章主要探討內容為主，歸至單一類目中

(Tsang & Hs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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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在關鍵字分類以及研究方法分類中，將 15 年劃分成三個階段，分別

為 2000-2004、2005-2009、2010-2014，此種將年份平均劃分的分類方式常見於含括年

份較長的研究中，有時呈現單一年內的統計資料會因為數量不足且年份過多使讀者無

法看出研究趨勢以及研究所透露之現象，反之透過階段分類可以使研究資料呈現方式

更簡單清楚，如 Tsang & Hsu (2011)將 30 年劃分為每 10 年一個階段進行研究；郭亭

亞、王逸峰 & 謝秀雄 (2012)為使研究趨勢更能清楚呈現，1995-2010 年間的文章依

照年份均分成三個階段。 

第二節 社會網絡分析法 

本階段欲使用 Netminer (社會網絡分析軟體)探討過去 15 年來台灣發表力高的前

十名作者在國際期刊發表上，互相合作的情形以及之間的關聯性。Netminer 是一個

把社會網絡分析和可視化探索技術結合再一起的軟件工具，可幫助使用者找出所匯

入資料間的群聚關係和潛在的網絡關係。本研究使用以下三個社會網絡的特點進行

網絡研究，分別為密度(density)、規模(Size)、中心性(Centrality)。 

表 3-3、行為者合作列表(範例) 

 作者 A 作者 B 作者 C 

作者 A 0 2 1 

作者 B 2 0 1 

作者 C 1 1 0 

 

本研究先將作者人名輸入至 Excel 之中，並輸入行為者(在本研究中代表作者)之

間的共同合作篇數，如表 3-3 所示，輸入完畢後將此表格匯入至 Netmainer 軟件之

中，便可呈現網絡關係圖。以上表格呈現表示作者 A 與 B 有兩篇共同著作，與 C 有

一篇；B 與 C 則有一篇的合作關係。而此網絡軟體為一可分析行為者間互動關係的

工具，作者自身並無法有合作關係，因此矩陣圖形的中心分隔線必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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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發現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內容分析法｣整理近 15 年來台灣觀光餐旅研究於國際

期刊之表現；第二節為｢社會網絡分析法｣將作者合作情形以圖表呈現。 

第一節 內容分析法 

壹、歷年文章數 

在 2000 年至 2014 期間，前十大國際觀光餐旅期刊所發表之文章有 12002 篇， 

本研究整理出其中 345 由台灣籍作者所著之研究作為研究樣本。表 4-1 的統計數據可

以看出台灣光觀餐旅學術研究在國際期刊上所佔的篇數以及比例，其中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佔 8%)以及 Tourism Management (佔 7%)的比例最

高；同樣地，在表 4-2 顯示出台灣近十五年來在前十大觀光餐旅期刊中的文章發表數，

TM 以及 IJHM 在 345 篇研究中佔的研究數量分別為 149 篇(佔 43%)以及 106 篇(佔

31%)，所佔的比重最高，與 Svensson et al. (2009)統計出亞洲地區的投稿趨勢相同。  

除上述兩篇期刊外，發表量的第三名為 JHTR 佔 17 篇(4.9%)，依序則為 IJCHM 佔 16

篇(4.3%)、JTR 佔 12 篇(3.4%)、JST 佔 12 篇(3.4%)、ATR 佔 9 篇(2.6%)、CHQ 佔 9 篇

(2.6%)、LS 佔 9 篇(2.6%)、TG 佔 6 篇(1.7%)，由以上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台灣觀光餐

旅學者在投稿論文上的選擇與偏好。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在 Tourism Management 的研究表現相較其他期刊相當突出，

曹勝雄等人 (2008)整理 2001 至 2005 年間台灣於各類期刊的研究表現，研究發現學

者在 Tourism Management 的發表狀況最為傑出，在 2002 年時在區域表現的排名上，

台灣更達到第五位(Page,2003)。相較之下，在歐洲及美洲投稿率很高的 Annal of 

Tourism Research 以及在亞洲投稿率很高的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Svensson et al., 2009)，在台灣的發表量皆不到總發表量的百分之五。此外由表 4-2 中

還可以發現台灣在國際期刊的投稿量逐年增加，從 2000-2004 至 2005-2009 的文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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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數成長了 21%、從 2005-2009 至 2010-2014 間更是成長了 40%，其中在 2011 年至

2012 年間的論文發表量更是有相當明顯的成長，發表量增加了一倍之多。透過圖 4-1

可了解台灣歷年來在論文發表上的成長情形，從圖中可看出台灣餐旅觀光研究有穩定

成長的趨勢，可見台灣觀光餐旅學術發表情形活躍且有日漸受到重視的趨勢。 

表 4-1、國際期刊文章總數及台灣投稿篇數 

期刊名 台灣發

表篇數 

2000-2014年 

總篇數 

佔比 

Tourism Management 152 2,297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06 1,273 8%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17 1,125 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6 944 1.7%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2 739 0.2%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2 1,884 0.6%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 1,573 0.5%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9 837 1% 

Leisure Sciences 10 426 2% 

Tourism Geographies 6 904 0.6% 

  *佔比=台灣發表篇數/2000-2014年總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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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00-2014 台灣於十大國際期刊之表現(以篇數計算) 

年分 TM ATR CHQ JHTR IJHM IJCHM LS JST JTR TG Total 

2000 1     1     2(0.6%) 

2001 1          1(0.4%) 

2002 6    1      7(3%) 

2003 3      1  1  5(2%) 

2004 9 1   1    1  13(4%) 

2005 6 1  1 1    1  10(3%) 

2006 17 1  2  1   1  21(7%) 

2007 12  1  5  1  1  20(6%) 

2008 16   3 4  2  1  26(8%) 

2009 9 1 2 2 4 1 1 2   22(7%) 

2010 11 3 1  14 1 ˊ  1 3  1 35(11%) 

2011 11  1  13   1 1 1 28(9%) 

2012 15  2 1 29 3 2 3  1 55(18%) 

2013 16 1 1 3 18 7 2  3  51(16%) 

2014 16 1 1 3 16 4  3 2 3 52(8%) 

總數 149 9 9 15 106 17 10 12 12 6 345 

 (43%) (2.6%) (2.6%) (4.8%) (31%) (4.9%) (2.6%) (3.4%) (3.4%)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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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台灣於十大期刊之歷年表現折線圖 

 

貳、共同作者人數研究 

在回顧歷年的文獻中，Law et al. (2012)將 2008 至 2011 年期間於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中刊登的研究依照作者人數的不同以年份做分類， 研究顯

示，在研究中單一作者(sole author)的文章比例佔 26.3%，其餘 73.7%的研究皆由

兩位以上(含)的作者共同完成。本研究將作者合作人數分類成四大類，分別為單

一作者、兩位作者、三位作者以及四位(含)以上的作者，從表 4-3 中可以了解台

灣在 2000-2014 間作者合作人數的情形和趨勢，研究發現在台灣的觀光餐旅學術

研究中，兩位作者(佔 30%)以及三位作者(佔 31%)共同寫作的方式占作者合作方

式的大多數，接下來依序則為一位作者(佔 22%)以及四位作者以上(17%)的合作

狀況。圖 4-2 則為歷年作者人數合作的曲線圖，顯示過去 15 年來，兩位共同作

者的合作關係在各個階段皆有穩定的發表量，從圖中代表兩位作者的紅色實現呈

現穩定成長的趨勢，相較之下三位共同作者的合作情形起伏較大。此外本研究發

現近年來單一作者的發表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反之四人以及四人以上的合作情

形在近 2 年內有快速成長的現象，在 2014 年間，四位以上的合作方式更成為最

0

10

20

30

40

50

6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論
文
發
表
數

年份



 

27 
 

主要的的合作方式。綜合上述分析發現，多位作者的合作方式乃為近年來主要的

寫作趨勢。 

表 4-3 作者合作人數 

年份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以上 

2000 - - 2   

2001 - 2 -  

2002 1 2 4  1 

2003 - 3  2   

2004 5  3  4  1  

2005 1 2  6   

2006 6  7  7  1  

2007 7 7  3  3 

2008 6  8  8  4  

2009 7  8  5  2  

2010 8  9  13  5  

2011 7  8 6  7  

2012 12 20 14 8 

2013 8  11  20  12  

2014 9 13 12 14 

 77(22%) 103 (30%) 106 (31%) 59 (17%) 

 

 

圖 4-2、作者合作人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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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主題探討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致力於觀光餐旅研究的主題分析 (e.g. Hall, 2011； 

Howey et al., 1999；McKercher, Law, & Lam, 2006；Park, Philips, Canter, & Abbott, 

2011)，透過此種分析方式能使讀者了解各個期刊、領域所偏重的研究議題和方

向趨勢等。本階段分成三個部分探討，分別為文章關鍵字分析、研究領域分析以

及研究主題分析三部分。 

(一)關鍵字分析 

關鍵字研究為主題研究中常用的方式，透過關鍵字能快速篩選研究種類和議

題。許多研究者在蒐集、尋找資料時會使用關鍵字搜尋的方式來做為尋找文獻之

依據，李君如(2005)搜尋｢餐飲｣、｢餐廳｣、｢餐館｣和｢餐旅｣等關鍵字作為資料蒐

集的依據；Tsang和Hsu(2012)便是使用關鍵字搜尋的方式找出1978至2008年間在

國際觀光餐旅期刊中關鍵字有出現｢中國｣的所有文章作為其研究資料。根據上述

可知關鍵字搜尋為大範圍搜尋資料時的重要依據之一。而在研究呈現方面，郭亭

亞、王逸峰和謝秀雄(2012)透過關鍵字的整理，將台灣觀光休閒學報於1995年至

2010年間的235篇研究做分類和整理，並列出關鍵字出現頻率的排名順序，透過

這樣的整理，能夠看出每個時期台灣在研究撰寫上的趨勢及偏好;然而本研究在

回顧國外觀光餐旅的整合性文獻時卻也發現鮮少學者使用關鍵字整理的方式來

回顧觀光餐旅趨勢，因為不同的作者在相同的議題中，會因用語的偏好不同有不

一樣的關鍵字設定，且一篇文章所能設定的關鍵字有限(Pechlaner et al., 2004)，

這樣的情形會導致統整關鍵字議題時，相同的議題卻無法編列進同一關鍵字中的

誤差，因此本研究採用歸納的方式將意義相近之關鍵字編列並排名，例如關鍵字

滿意度(satisfaction)，本研究再進一步了解該篇滿意度的研究對象，若該篇是提及

顧客滿意度，本研究便將該關鍵字納入顧客滿意度中。 

(1) 2000-2014年間關鍵字排行 

在究345篇文章中全部有1627個關鍵字，平均一篇研究有4.66個關鍵字，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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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的關鍵字共有1034個，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字為Taiwan(35次)。表4-10為本研

究資料中最常出現之十大關鍵字排名，依序為台灣 (Taiwan)、顧客滿意度

(costumer satisfaction)、 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s)

飯店(Hotel/Hotels)、目的地旅遊(Destination)、餐旅股票(Hospitality stock)、國際

觀光飯店(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飯店產業(Hotel industry)、中國(China)、認知

價值(Perceived value)。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為出現次數最多之關鍵字，原因為本研

究主要以台灣學者於國際期刊之發表做為資料依據，因此有許多學者以台灣作為

研究對象和資料蒐集的依據。 

表4-4結果顯示出從2000-2014這15年間台灣觀光餐旅領域的學者對顧客服

務的議題相當重視，如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服務品質、行為意圖和認知價

值等，本研究更近一步探討其中行為意圖的15次關鍵字中，僅有1次是與員工流

動率的行為意圖相關，其餘皆與顧客行為相關(如:購買行為、旅遊行為、目的地

再訪行為等)；而在認知價值得8次關鍵字中，則全為與顧客相關的研究議題。此

外旅遊目的地的相關研究在這15年間出現此數高，其中有一半的研究針對台灣的

觀光景點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顯示，與台灣有緊密連結且敏感關係的中國一直是台灣學者研究的

重要對象之一，Tsang & Hsu (2011)將過去30年間針對中國地區為探討對象的研

究，進行作者發表量排名，台灣學者陳明祥在排名中位居14，產出許多與中國相

關研究；而在產業別中，近年來許多國外業這來台廣設的國際關觀光飯店也成為

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 

郭亭亞等人 (2012)將關鍵字分析以年分的方式分成四個階段，並依照關鍵

字的出現頻率去探討每個階段的研究趨勢和喜好，透過此種分類方式所呈現出的

結果會有別於所有年份的關鍵字統計，使每個階段所重視之特定議題可藉由圖表 

清楚的呈現，因此本研究將2000-2014這15年間的關鍵字排名分成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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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2000-2004(第一階段)、2005-2009(第二階段)以及2010-2014(第三階段)

年間，本研究依照篇數以及關鍵字數量將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前10大關鍵字列

出；並將第三階段的前20大關鍵字列出，透過分類結果了解每個階段的研究趨勢

和議題。 

表4-4、2000-2014年關鍵字排名 

 

 

 

 

 

 

 

 

 

(2) 第一階段關鍵字排名(2000-2004) 

在本研究中，2000-2004年間所蒐集到的文章數共有28篇，共有125個關

鍵字，平均每篇有4.46個，研究將出現次數較多的關鍵字做排名(參照表4-11)，

將被重複提到兩次以上(含)的關鍵字列出，依照關鍵字出現之次數做排序，分

別service quality(服務品質)，再來則為Strategy(策略)、 Taiwan (台灣)、 forecast 

(預測)、Customer satisfaction (顧客滿意度)、 Hospitality industry(餐旅產業)、

Tour leader (導遊)、estimates(評估)、Group package tour(套裝行程)以及Tourism 

demand (旅遊需求)等關鍵字，從以上整理之結果可發現此階段的研究方向注重

服務品質、顧客的需求和滿意程度等會影響消費者的心理及購物意願的因子。 

 

  

2000-2014 次數 

台灣 (Taiwan) 35 

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24 

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15 

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s) 15 

飯店 (Hotel/Hotels) 15 

目的地旅遊(Destination) 15 

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11 

餐旅股票(Hospitality stock) 9 

中國 (China) 9 

認知價值 (Perceived value) 8 

國際觀光飯店(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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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000-2004年間關鍵字排名 

(3) 第二階段關鍵字排名(2005-2009年) 

2005-2009年間有99篇文章，共有451個關鍵字，平均每一篇研究有4.55個

關鍵字，前五名之關鍵字排名如表4-6所示，此一階段關鍵字出現次數最多者分

別為Taiwan(台灣)、Customer satisfaction(顧客滿意度)、China(中國)、Service 

quality(服務品質)、Satisfaction(滿意度)、Culture (文化)、Knowledge sharing(知

識分享) 、Travel agency(旅行社)、novelty-seeking (追求新奇)以及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國際光觀旅館)。 

在第二階段開始，關鍵字:｢台灣｣的出現次數從第一階段的2次成長到14次，

此外與｢中國｣相關的研究亦有明顯的成長，本研究發現本階段中此兩個關鍵字一

起被使用於同一篇文章的篇數有4篇，顯示出台灣以及中國常為互相比較及討論

的議題。 

本研究亦發現服務品質相關的研究從第一階段開始至第二階段一直有穩定

成長的趨勢，而在｢顧客滿意度｣及｢旅遊目的地｣的相關研究上有大幅度的成長，

此現象顯示台灣在此階段有許多探討消費者行為及意圖的研究產生。此外本階段

對知識分享相關的研究，也恰好對應當時知識分享此議題的盛行。  

2000-2004 次數 

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3 

策略 (Strategy) 2 

台灣(Taiwan) 2 

預測(forecast) 2 

顧客滿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2 

餐旅產業 (Hospitality industry)  2 

導遊(Tour leader) 2 

評估 (estimates) 2 

套裝旅遊 (Group package tour) 2 

旅遊需求(Tourism dem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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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2005-2009年間關鍵字排名 

(4) 第三階段關鍵字排名(2010-2014年) 

2010-2014年間共有222篇文章，共有1001個關鍵字，平均一篇有4.51個關鍵

字，表4-7為此一階段關鍵字的十大排名，依序為Taiwan(台灣 )、Customer 

satisfaction(顧客滿意度)、Hotel(飯店)、Service quality(服務品質)、 Perceived 

value(認知價值)、旅遊 (Tourism)、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s)、環境責任行

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生態旅遊(ecotourism)、工作滿意度 (Job 

satisfaction)。在此階段中與消費者行為和態度相關之議題出現次數高，如顧客滿

意度(13次)、顧客忠誠度(11次)認知價值(5次)和行為意圖(6次)等，顯示此類議題

一直是台灣觀光餐旅學術研究的熱門研究方向，並且有不斷成長的趨勢，如顧客

忠誠度在15年間總出現次數為11篇，而在此階段便佔有9篇，可見在現今服務也

氾濫、競爭的市場中，使顧客達到”滿意”已不足夠，更需要有”忠誠度”維持顧客

數才是經營之道。除此之外，如員工的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此類與人力資

源相關議題開始在此階段持成長，值得一提的是，工作滿意度在15年間的關鍵字

總整理中僅出現5次，然而此一階段便佔4次，可以發現近年來員工的滿意度等人

力資源相關議題漸漸受到重視。最後，在此一階段可以看出，研究者比以往更重

視環境環保的議題，如環境責任行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與生態

2005-2009 次數 

台灣 (Taiwan) 14 

顧客滿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 9 

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7 

旅遊目的地 (Destination) 6 

餐旅股票(Hospitality stock) 5 

中國 (China) 5 

知識分享(Knowledge sharing) 3 

旅行社(Travel agency)  3 

追求新奇(novelty-seeking)  3 

國際觀光飯店(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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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ecotourism)皆有四次以上的出現率；在產業部分，也因應近年的綠色節能趨

勢，許多產業漸漸轉型，邁向綠色永續的經營，因此有許多針對綠色飯店和綠色

餐廳的研究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環保、綠色相關的關鍵字，在近年來有越高的情

形。這樣的結果也顯示永續發展的議題乃現今最受重視的議題之一。 

 

表4-7、2010-2014年間關鍵字排名 

透過此三階段的關鍵字分類的結果，可以發現近年來的觀光餐旅研究已從大

範圍的產業(例如:飯店、旅遊、餐廳)晉升到特定議題(例如:國際觀光飯店、生態

旅遊以及綠色飯店、餐廳等)，此結果也顯示觀光餐旅業的發展趨勢，觀光服務業

是許多國家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以及動力，但卻也是造成環境污染、產品浪費的

主要產業之一，因此當服務業發展的越蓬勃時，環境和環保的議題便是熱門的研

究議題。從三個階段的關鍵字排名中也不難發現台灣在旅遊的發展較飯店業快速，

在第一階段的關鍵字中較多與旅遊觀光相關的議題產生。 

(二)觀光餐旅研究產業別分類 

本研究將文章依照產業別分析，共將所有文獻依照旅館、餐廳、旅遊、航空、

休閒產業以及跨產業(兩種以上產業研究)此六大項產業為依據，如表4-8所示，研

2010-2014 次數 

台灣 (Taiwan) 20 

顧客滿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 13 

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s) 12 

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9 

飯店(Hotel) 9 

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8 

認知價值 (Perceived value) 6 

環境責任行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5 

生態旅遊(ecotourism) 4 

工作滿意度 (Job satisfaction) 4 

綠色餐廳(Green Restarant) 4 

綠色飯店(Green Hot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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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顯示與旅遊(佔43%)及飯店(佔32%)相關的研究佔相當高的比例，接下來依

序為餐廳(佔10%)、餐旅(佔7%)、休閒(佔4%)以及航空(佔4%)。從圖4-3清楚地顯

示在此三個階段中，所有領域的研究數皆呈正向成長。在2000-2004階段中旅遊

及旅館產業為最主要的兩個研究領域，其他領域的研究數量在此階段僅有零星幾

篇；至2005-2009年間，與旅遊產業相關的研究有非常明顯的成長，並遙遙領先其

他領域之研究，這也反映出旅遊產業是觀光、餐旅、休閒產業中最早開始發展、

興盛的產業；直至2010-2014年間，旅館與餐廳相關研究數量呈現明顯的成長尤

其是旅館相關的研究呈現大幅度的成長，根據觀光局統計 (2015)，台灣過去

一年平均每五天開出一間旅館，此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飯店業的蓬勃發展

帶動許多研究的產生。此外本研究將旅館、飯店相關之文章進一步分析，分析

結果顯示113篇飯店相關研究中，其中有52篇(佔46%)以國際觀光旅館為研究對象，

且涵蓋主題多元，不論是品牌形象、人力資源管理、消費者行為等各種議題之研

究皆有，此結果顯示連鎖的市場廣大、影響力深，許多研究者會將國際觀光旅館

作為研究對象，使研究結果更有說服力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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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歷年各研究領域之研究篇數 

 

圖4-3、觀光餐旅主題研究直條圖 

(三)觀光餐旅研究主題分類 

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將345篇期刊論文依照12種主題進行分析(參見表4-

4)，研究顯示消費者行為篇數最多(共有94篇，佔27%)，其次依序為經營管理

(共有61篇，佔18%)、人力資源管理(共50篇，佔14%)、永續發展(24篇，佔

7%)、會計和財務(20篇，佔6%)、服務品質(共18篇，佔5%)、社會經濟(14篇，

佔4%)資訊管理(共13篇，佔4%)、行銷(共10篇，佔3%)、教育(5篇，佔1%)、研

究方法(17篇，5%)，其他(共19篇，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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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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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旅館 餐廳 航空 休閒 跨產業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total 

旅遊 14 54 81 148(43%) 

旅館 9 24 79 112(32%) 

餐廳 1 5 28 34(10%) 

休閒 1 2 10 13(4%) 

航空 2 4 8 14(4%) 

跨產業 1 10 13 24(7%) 

total 28 99 219 345(100%) 



 

36 
 

Law et al. (2012)在探討過去觀光餐旅主題種類時，認為近年來與｢消費者行

為｣相關的研究快速成長，因此特將｢消費者行為｣獨立至一個主題項目，在許多

研究指出消費者行為乃是近年來在觀光餐旅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關鍵字和研究

主題(Oh, Kim, & Shin,2004；Tsang & Hsu,2011；Law et al, 2012)，本研究也證實

此說法，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行為至第二階段起(2005-2009)研究數量開始大量

成長。Baloglu (2012)也在研究中發現消費者行為相關的學術著作，乃近年來成

長最快速地熱門研究主題。 

表4-9顯示在2000-2014此15年間，｢經營管理｣相關議題的研究皆有穩定的數

量，可見不論是在哪個階段，企業的經營、發展和策略等相關議題，一直是相當

受到重視且不斷被討論研究的議題。除此之外，｢人力資源管理｣、｢永續發展｣等

議題在歷年研究中所佔之比重都呈正向成長的趨勢，其中在2009年以前，以｢永

續發展｣作為主要研究主題之研究僅有2篇，至第三個時期(2010-2014)則成長至18

篇，可顯示出此議題受重視之程度。此外，本研究統計出與｢教育｣主題相關研究

共有五篇，僅佔所有研究中的1%。 

綜合以上結果，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外許多整合性研究結果一至(Elsowrth, 

Yoon & Bai (1999)，皆為產業研究數量較豐富，教育研究則較少。由此可知，人

力資源以及經營策略長久以來皆為觀光餐旅領域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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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歷年各研究主題之研究篇數 

 

為了使觀光餐旅研究趨勢更一目了然，本研究將產業分類及主題分類交叉比

較(如表4-10所示)，研究發現旅館以及旅遊領域的研究中，涵蓋本研究所分類出

的11種研究主題。在旅館議題的研究上，｢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源｣乃最常被探討

之議題；在旅遊議題的研究上，｢消費者行為｣為數量最多的主題研究。近幾年備

受重視的｢永續發展｣議題則聚集在旅遊研究中，可顯示出因為旅遊業在觀光餐旅

業中的發展較早，許多新的趨勢和作為也皆領先其他產業。此外，與餐廳相關之

研究在近五年有快速成長之趨勢(參見圖4-3)，亦涵蓋不少主題性研究，卻在｢人

力資源管理｣以及｢會計與財務｣此兩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中缺席，研究的主題趨勢

尚處於經營管理以及消費者研究之階段，尚未針對內部的財務及人力做細部的研

究，此研究結果也顯示出餐廳在餐領域中規模較小，所能研究之樣本相對有限，

因此學者們在人力資源以及財務的討論上，較容易選擇飯店或航空等較具公司規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總數 

消費者行為 4(14%) 28(28.3%) 63(29%) 95(27%) 

經營管理 7(25%) 15(15.2%) 39 (18%) 61(19%) 

人力資源管

理 

2(7%) 10(10.1%) 38 (17%) 50(14%) 

會計和財務 1(3.5%) 11(11.1%) 12 (5%) 24(7%) 

永續發展  2(2%) 18 (8%) 20(6%) 

服務品質 2(7%) 6(6.1%) 10 (5%) 18(5%) 

研究方法 3(11%) 7(7.1%) 7(3%) 17(5%) 

社會經濟 3(11%) 8(8.1%) 3(1%) 14(4.8%) 

資訊管理 3(11%) 3(3%) 7(3%) 13(3.4%) 

行銷 1(3.5%) 3(3%) 6(3%) 10(2.8%) 

教育 1(3.5%) 3(3%) 1(1%) 5(1%) 

其他 1(3.5%) 3(3%) 15 (7%) 19(8%) 

 28(100%) 99(100%) 219(100%) 3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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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員工數多的產業進行研究。 

 

4-10、各產業中的主題研究篇數 

本研究亦針對期刊的主題以及十本觀光餐旅期刊的發表關係做整理(參見表

4-11)，研究結果顯示 Tourism Management 涵蓋的研究主題多元化且廣泛，亦是

本研究選定的前十大期刊中唯一涵蓋 11 項研究主題的期刊。曹勝雄等人(2008)

亦指出因為 Tourism Management 為雙月刊，相較其他期刊所收錄的論文篇數較

多，且該期刊對於廣泛學術議題的接納程度相較許多期刊高。另外，台灣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上的研究數量亦有不錯的表現，並

且在｢經營管理｣、｢消費者行為｣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三大議題上有不少研究產

出。 

 旅館 餐廳 旅遊 航空 休閒 餐旅 總數 

消費者行為 13 11 56 5 6 5 94 

 

經營管理 37 13 10 3 1 3 61 

人力資源管

理 

28 - 8 4 2 8 50 

會計和財務 12 - 6 - - 6 24 

永續發展 4 3 13 - - - 20 

服務品質 7 4 5 2 - - 18 

研究方法 4 1 10 - 2 1 17 

社會經濟 3 - 11 - - - 14 

資訊管理 2 1 9 - - - 13 

行銷 2 1 7 - - - 10 

教育 1 1 1 - - 2 5 

其他 - - 16 - 2 1 19 

 112 34 148 14 13 2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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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提及針對廣泛觀光餐旅研究的國際期刊，本研究收錄兩本有主題性的

旅遊期刊，分別為針對永續議題的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以及針對地域

性、地方性研究的 Tourism Geographies，因此該類期刊所刊登之研究會集中於特

定主題中，如本研究收錄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的 12 篇文章中，研究主

題集中於與消費者有關的綠色行為、環境保護行為(佔 7 篇)、以及永續發展相關

議題(佔 4 篇)。 

 

表4-11、研究主題於前十大觀光餐旅期刊之表現 

 TM ATR CHQ JHTR IJHM IJCHM LS JST JTR TG Total 

消費者行

為 

34 

 

5 - 8 25 5 4 7 6 3 96 

經營管理 21 2 4 3 26 4 - 1 - 1 61 

人力資源

管理 

19 1 - 2 21 5 1 - 1 - 50 

會計和財

務 

7 - - 2 14 - - - 1 - 24 

永續發展 10 - 1 1 3 - - 4 1 - 20 

服務品質 7 - 1 - 8 1 1 - - - 18 

社會經濟 13 - - 1 - - - - - - 14 

研究方法 9 - - - - 4 - - - - 17 

資訊管理 7 2 2 - - 1 - - 1 - 13 

行銷 6 - - - 4 - - - - - 10 

教育 2- - - - 1 2 - - - - 5 

其他 9 1 - - 1 - 4 - 2 2 19 

總結 149 9 9 16 106 18 10 12 12 6  



 

40 
 

肆、研究方法分類 

在觀光餐旅研究中有很多研究方式，最常見的分類方式是將其分成量化研

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以及混合性研究(質性與

量化皆有)(hybrid)三類，量化研究使用統計軟體進行數字的檢定和分析、質性

研究則包含深度訪談、二手資料分析、文獻回顧、焦點團體等研究方式，過去

有許多學者將觀光餐旅學術研究依照此分類進行分析(e.g. 李君如, 2005；

Svensson等, 2009；Tsang & Hsu, 2011)。李君如(2005)於研究中發現量化的研究

佔60%，質性研究和混和性研究則各佔20%，郭亭亞等人(2012)蒐集1996-2010

年間｢觀光休閒學報｣中的223篇文章，其中量化研究有佔69.51%，質性研究佔

26.91%；Tsang & Hsu(2011)統計1999-2008年間與中國相關的觀光餐旅研究之研

究方法，結果顯示質性研究佔總研究的28.8%、量化研究佔48.5%，混合性研究

佔22.7%。 

本研究將年份以五年做一個區隔，分成三個時段來研究各個時期台灣觀光餐

旅學者研究方式的喜好和趨勢(參見表4-12、圖4-4)，結果顯示量化研究在三個

階段皆為主要的研究方式，此結果與Svensson et al., (2009)將亞洲地區研究方式

的統計資料相符，由此可見，國內學者在學術期刊所發表的研究較偏向於使用

問卷調查法和統計檢定分析的量化研究，此結果與上述三篇研究結果皆顯示相

同的研究趨勢，隨著數據化的年代開始以及科技的演變、進步，量化方法已成

為主要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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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研究方法類型 

 

圖4-4、研究方法比較圖 

藉由以上統計資料顯示量化研究在台灣觀光餐旅學術的應用上所佔比例甚高，

因此量化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式也成為值得探討的議題，Reid & Andereck (1989)

以及Grazer & Stiff (1987)指出過去學者在觀光餐旅學術研究中的統計方法選擇上

有兩個主要的依據：(1)選擇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常被應用的幾個主要統計方式，

(2)根據過去與自己研究主題或研究方式相似的研究，參考其統計方法。因此本研

究將量化研究中278篇以及混合性(質與量皆有)的45篇研究進行歸類，藉以瞭解

去台灣學者在使用統計方式的情形與偏好。結果如表4-13所示。許多研究在進行

量化研究時會使用到一個以上的統計方法，因此若將所有統計方法的總篇數加總

  2000-2004年 2005-2009年 2010-2014年 總結 

量化 20(71%) 82(83%) 176(80%) 278(80%) 

質性 3(11%) 6(6%) 14(6%) 23(7%) 

混和 5(18%) 11(11%) 29(13%) 44(13%) 

總結 28(100%) 99(100%) 218(100%) 3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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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超出實質篇數甚多，故本研究為避免混淆，在表4-13中未列上百分比，僅以

篇數計算的方式呈現。 

本研究在此階段參考Crawford-Welch & McCleary (1992)的統計分類方法將統

計方法分成以下9類，分別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結構方程式 (SEM)、變異數分析

(ANOVA)、關係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

其中交叉表分析(cross-tabulations)、卡方檢定(chi-squares)以及T檢定/Z檢定(t-tests 

or z-tests)屬於｢描述性統計｣一類(Yoo & Weber, 2005)，故本研究將以上三個統計

法分類至其中。此外本研究將聯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以及時間序列分析法

(Time series analysis)歸類自｢其他｣此項目之中。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學者在統計方法的使用上，因素分析(共有161篇)和描述性

統計(共有149篇)為最常見的方法，其次為回歸分析(共有62篇)、結構方程式(59篇)

以及變異數分析(54篇)，此三種統計方式被運用的次數相當(Chen, 2007)。 

表4-13、統計方法分析 

 

方法          年份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總數 

因素分析 4 37 120 161 

描述性統計 8 33 108 149 

迴歸分析 2 13 47 62 

結構方程式 - 15 44 59 

變異數分析 8 14 32 54 

關係性分析 - 8 19 27 

群集分析 1 3 9 13 

判別分析 - 3 3 6 

其他 1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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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術機構與作者生產力分析 

曹勝雄等人(2008)透過研究發現國內觀光休閒餐旅領域之著作表現有集中

於少數系所或個人的趨勢，因此本研究將學術機構以及學者個人的平均績效整理

並排名，表 4-14 列出作者研究的發表數量以及研究數量所佔之百分比(文章篇數

除以作者人數)，Servert (2009)匯集 2002 至 2006 年間的 11 本觀光餐旅之研究，

並將前 100 大學術機構的發表數量做出排名，台灣的文化大學以及銘傳大學分別

位居排名的 45 名以及 60 名，而在這之後，Park(2011)也將 2000 至 2009 年間發

表於六大知名觀光餐旅期刊中的 2834 篇文章做研究機構以及研究者的前 100 大

排名，研究顯示台灣有三所大學進入排名之中，分別為國立嘉義大學(排名 87 名)、

國立中正大學(排名 90 名)以及國立成功大學(排名 98 名)。 

本研究統計台灣的學術機構在過去15年來的學術發表情形(參見表4-14)，國

立嘉義大學的發表數量高達31篇，與Park的結果一致，接下來依序為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正大學、文化大

學、國立台灣大學、景文科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以上分析結果發現，學

術發表量較豐的學校主要集中於國立大學亦或是成立較早的科系(如文化大學、

銘傳大學和輔仁大學的觀光、餐旅系)，主要由於國立學校或成立較早的科系，已

累積較多的研究能量和資源，所屬教師的年資與經驗相對豐富(曹勝雄等人,2008)。 

然而，期刊資料庫的選擇也是影響排名的重要因素，舉例來說，Law et al 在

2012 年將 2008 至 2011 年間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中的 133 篇研究做回顧

分析，並整理出前 20 大發表數最高之學術機構，台灣的東海大學位居第 15，為

台灣唯一進入排名之學術機構，然而若是以綜合性期刊排名則會有不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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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學術機構之生產力排名 

曹勝雄等人(2008)將國內觀光餐旅期刊以及國際期刊進行作者發表數量統

計，並發現在國內觀光期刊的發表狀況中，聚集於單一作者的情形逐年減少，期

刊著作表現越趨分散，反觀台灣在國際觀光餐旅期刊中的投稿情形，文章集中於

少數作者之情況依舊相當明顯，因此本研究將作者論文發表量排名(參照表 4-15)，

並發現在 345 篇文章中有 521 位不同的作者，但在前十名的作者發表量中便高達

82 篇，已佔所有文章數的 1/4，可見在國際期刊的發表狀況上，集中在固定作者

的發表情形還是相當明顯。 

本研究根據 Park et al. (2011)的生產力計算方式，使用權重計分的方式，算出

單一作者的真實得分，Park 認為當一篇著作有高於一個人以上的作者時，以權重

計分的方式能夠改善以篇數計分所會產生的總生產量高於 1 的情況。因此本研究

分別列出作者的研究篇數以及權重得分。除此之外，本階段將排名前段的學者之

服務機構列出，透過表格可以發現有許多非觀光、休閒、餐旅等相關科系的學者

投入餐旅觀光相關的研究，如位居發表量第一位的陳明祥隸屬財務金融學系、排

名第三位的陳勁甫隸屬交通管理科學系以及隸屬經濟學系的陳明江等三位學者

皆屬於跨領域研究，此結果乃由於觀光餐旅產業學術為社會科學，其結合經濟、

財務、交通、法律、政治等多重的關係，此外，跨領域學者邱鳳臨若單以篇數討

排名 學術機構 篇數 權重 

1 國立嘉義大學 31 16.67%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30 23.17% 

3 銘傳大學 25      16.2% 

4 國立成功大學 23 16.83%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 9.38% 

6 國立中正大學  18 13.5% 

7 中國文化大學 18 11.5% 

8 輔仁大學 16 7.75% 

9 國立台灣大學 16 8.28% 

10 景文科技大學 16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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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無法排入前十大作者發表量中，但若以權重計分便可排其中並且佔有相當

高的比重，因此本研究也將其列入。 

觀光餐旅領域的學者常能從許多不同面向和學科的角度去研究之，然而卻也

因為此學科所可以涉略的範圍廣大，許多此領域的學者在應用科學相關的研究中

(如資訊、經濟、財務等)會選擇邀請跨領域學者共同進行研究；此外觀光餐旅領

域多元面向的特質也易吸引跨領域學者在觀光餐旅研究上的探索，綜合上述兩點，

此領域常有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著作，此現象能使研究內容更多元且開闊。 

表 4-15 前十大作者論文發表量 

 

 

  

作者名 服務單位 篇數    權重 

陳明祥 Chen, Ming-Hsiang    財務金融學系 20 13.1 

曹勝雄 Tsaur, Sheng-Hshiung 觀光休閒管理 17 8.83 

陳勁甫 Chen, Ching-Fu  交通管理科學系 15 8.6 

洪久賢 Horng, Jeou-Shyan  餐旅管理學系 15 3.9 

楊仁德 Yang, Jen-Te 旅館管理學系 10 8.35 

陳江明 Chen, Chiang-Ming 經濟學系 9 4.39 

鄧之卿 Teng, Chih-Ching 餐旅管理學系 9 4.31 

王國卿 Wang, Kuo-Ching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學

系 

9 2.93 

劉仲鑫 Liu, Chin-Hsing 休閒遊憩管理系 8 1.74 

胡宜蓁 Hu, Meng-Lei 餐飲管理系 7 2.85 

邱鳳臨 Chu, Fong-Lin  國家發展研究所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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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社會網絡分析法 

此階段為第一節中探討個人發表情形的延伸，本研究將個人學術發表量前十

名的 11 位作者輸入至 Netminer 網絡分析軟件中計算，欲探討著作量甚豐的幾位

作者間，是否有互相合作的情形。本階段有別於發表量的計算，而是針對共同著

作的關係網絡作分析，因此若有單獨發表的文章篇數則不納入其中。 

在上一章節中，本研究將作者個人學術表現排列成表(表 4-15)，結果可幫助

讀者了解觀光餐旅學術界單一作者的研究數量表現，但是本研究發現，使用內容

分析法統計出單一作者的學術發表量，卻無法顯示出作者之間的合作狀況、關係

鏈，亦或是需要使用土法煉鋼的統計方式一篇篇進行計算，這樣的方式耗時且易

產生誤差，因此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法，藉以了解合作關係。以下有 

密度(density)在社會網絡分析中為測量凝聚(cohesion)的一種方法，它描述了

一個圖中各個點之間關係的緊密程度，因此在本研究網絡中，密度最高的群集便

代表其合作頻率越頻繁。從圖 4-5 中有 11 個較大的中心原點，代表排行前十名

的 11 位｢焦點作者｣，總共分成七個群集(圖中所顯示的 G 代表群集)，其網絡的

中心位置分別為由王國欽為中心的 G1，以陳江明為中心的 G2，依序為洪久賢

(G3)、陳勁甫(G4)、曹勝雄(G5)、陳明祥(G6)以及楊仁德(G7)。 

其中G3為所有群集中相關作者人數最多的群集，群集規模為 18(18位作者)，

其中有四位｢焦點作者｣，分別為洪久賢、鄧之卿、劉仲鑫和胡宜蓁，結果顯示此

四位作者之間有共同的著作，並且與 G3 群集中的其他行動者間有緊密的合作關

係；此外，本研究將 G3 群集的中介中心性以圖示呈現(參見圖 4-6)，中介中心性

意指某一特定節點為連結任兩節點的重要路徑。中心性值越高代表一個節點控制

其他關鍵因素的能力越強，本結果顯示洪久賢在作者合作關係間，佔有中介中心

性的位置，因此許多作者雖無直接的合作關係，但因皆與中心作者有合作關係，

故在社會網絡圖形中被歸入同一群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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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在其他七位作者的發表情形上則各有不同的群聚，本研究於上一

節的作者合作關係中發現此十一位作者中共有四位作者不隸屬於觀光、休閒、餐

旅相關產業，分別為陳明祥(G6)、陳勁甫(G2)、邱鳳臨(無群集關係)和陳江明(G4)，

因此與其他｢焦點作者｣間無合作關係，其中陳勁甫(G2)的網絡圖形以自身為中心

呈現放射狀，顯示出其每篇著作的共同作者人數皆小於等於兩人，此外在圖 4-5

的右下方有一獨立的紅色原點為邱鳳臨，顯示出該作者發表之著作皆獨立完成，

並無共同合作的對象。 

本階段亦將作者所屬領域以社會網絡呈現，本研究將觀光、休閒、餐旅領域

的作者以及跨領域作者以節點顏色作劃分，紅色代表跨領域學者，藍色則代表本

領域作者。從圖 4-5 中可看出台灣觀光餐旅研究在跨領域的研究情形。G6 雖是

以跨領域作者陳明祥為中心的群集，但如圖所示，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共同作者皆

隸屬於觀光餐旅領域，可見跨領域合作的情形頻繁；而在以陳江明為中心的 G4

中，所有合作對象則皆為非本科系作者。 

本節透過社會網絡分析可發現不同的合作網絡關係，雖學者間相互合作的情

形時有所見，但合作形式各有不同，因此本研究透過網絡分析探究其合作形式。

許多在觀光餐旅學界中文章發表量多且頻繁的作者大多有固定的合作網絡，如

G1 和 G3 的中心作者王國欽以及洪久賢，其文章發表的方式較偏向多篇作者的

合作形式，且每位合作對象間也有互相合作的情形，因此其兩者所形成的網絡圖

形較複雜，網絡連結較緊密。此外如 G6 群集中的學者陳明祥並非本科系的學者

(財務 金融學系)，從其發表方式中可發現，排除該作者獨立完成的研究外，其餘

與其他作者共同完成的文章中，許多篇研究的共同作者至少會有一位為觀光餐旅

領域的學者，此現象可顯示跨領域的學者透過與本科系學者間頻繁的合作關係而

有不少的著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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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論述可發現，觀光餐旅領域和非觀光餐旅領域之學者的研究合作情

形有明顯的不同，跨領域的學者在發表上的共同人數普遍較少(2-3 人)，且網絡

圖形也相對簡單，在該網絡中有完全的中介中心性特徵(如:G2 的陳勁甫)，亦或

是與固定一兩位作者間的相互合作(如 G6 的陳明祥與 G4 的陳江明)。此外本研

究亦發現由觀光餐旅領域學者為中心所集合成的群集中，普遍有較大的規模，其

共同作者之間的合作次數越頻繁，且所屬領域多聚焦於觀光餐旅學界，如 G1、

G3、G5 皆有上述現象。此現象也使觀光餐旅學術領域中，發表量聚焦於固定作

者的情形越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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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作者合作關係之社會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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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G3 網絡中介中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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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研究結論 

壹、投稿現象與趨勢 

 隨著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的推動，觀光餐旅相關科系大篇幅新設，學校對

於教師的評鑑要求也相對提升，且投稿期刊必須符合 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因此過去 15 年間，台灣在國際期刊的發表量大幅提升。此外，學術評鑑的要求

也影響學者間的合作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近年來多位作者共同合作的投稿方式

比例越來越高，反之由單一作者寫作完成之研究比例有逐年下滑之趨勢，顯示教

師為符合評鑑需求而採取共同合作的方式，爭取研究表現。此外，本研究也發現

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台灣學者著重於量化方式進行研究，Svensson et al., (2009)

也指出亞洲地區使用量化方式進行研究的比率在其他洲之間最高(佔 57%)。 

上述分析顯示近年來學者力求學術的發表數量，而共同研究與量化研究相較

於單一作者及質性研究，較能快速得到研究成果。然而此種現象卻導致台灣觀光

餐旅研究中嚴重缺乏質性研究，這樣的研究趨勢亦使此研究領域缺乏深入性的討

論。 

貳、期刊選擇偏好 

台灣學者在選擇期刊的偏好上，聚集在 Tourism Management(TM)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IJHM)兩本期刊中。其中 TM 為雙

月刊，因此相較其他期刊所收錄的論文篇數較多；此外 TM 對於廣泛學術議題的

接納程度相較許多期刊高、涵蓋主題多元，本研究也統計出 TM 所收錄的研究議

題在前十大期刊中最為多元且廣泛；IJHM 近年來在台灣的投稿表現甚豐，為台

灣學者偏好之餐旅期刊。 

參、研究領域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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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過去 15 年間，台灣在國際觀光餐旅期刊的主題討論，主要偏重｢旅

遊｣和｢旅館｣領域的研究，而｢旅遊｣更是佔 345 篇研究中的 1/3，因為旅遊產業的

發展為觀光餐旅產業中最早受到重視且興盛的產業；在學術發展上，文化大學的

觀光學系乃全國第一個觀光餐旅相關科系，相較其他產業有更悠久且扎實的學術

歷史。此外，在關鍵字分析中也顯示｢旅遊目的地｣為過去 15 年中最常使用的前

三名辭彙。綜合以上討論可知台灣在觀光遊憩的研究有豐碩的成果‧ 

本研究發現，台灣在國際觀光餐旅學術上的研究主題偏好於｢消費者行為｣以

及｢經營管理｣。Law et al. (2012)研究發現消費者行為相關的學術著作，乃近年來

成長最快速地熱門研究主題，而在過去 15 年間台灣學術研究關鍵字的出現頻率

以｢消費者行為｣相關之議題最為常見，其中包含｢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

｢認知價值｣和｢行為意圖｣，皆與消費者行為相關，可見此類主題受重視之程度。

與消費者行為相關的研究能夠使業者了解消費者的態度和意圖並進一步改進求

精。 

此外｢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研究在觀光餐旅領域中一直是重點

研究議題之一(Elsowrth, Yoon & Bai,1999；Law et al., 2012)。而台灣近年來廣設

餐廳以及國際觀光連鎖飯店使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等議題持續受到重視，

此兩類主題研究能提供企業內部管理和外部策略經營上的討論以及建議。而本研

究結果也顯示人力資源和經營管理兩研究主題的發表篇數皆在餐旅期刊(IJHM)

中有最好的表現，顯現出此兩領域於餐旅研究中的受重視程度。 

 近年來有許多與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陸續產生，尤其是在第三階段時(2010-

2014 年間)，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研究大量產出，本研究在關鍵字分析中亦發現在

第三階段中，｢綠色餐廳｣、｢綠色飯店｣以及｢生態旅遊｣等探討產業永續發展的關

鍵字數量大量產生且研究篇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此結果顯示節能環保議題乃觀

光餐旅學界中相當重視且偏好的研究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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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過去十五年間學者在社會經濟、資訊管理、教育以及行

銷等議題的研究和討論上較為缺乏。Pechlaner et al. (2004) 依照文章引用頻率將

全球的觀光餐旅國際期刊做出排行，該研究所排列出的前 22 個觀光餐旅期刊中

共有十本針對上述四個議題為主的的觀光餐旅期刊 (例如: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Tourism Economic) ，因此本研究統計出的議題缺乏情形亦

有可能是期刊選擇上的不同而導致。此外 McGuire (2015)列出 2015 年的十大觀

光餐旅趨勢，其中有三項皆與資訊科技相關，此結果顯示在講求不斷創新的觀光

餐旅業中，科技的發明以及運用乃最重要的一環，不論是現今最熱門的綠色議題

亦或是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源等營運議題，皆與資訊科技的應用息息相關，然而由

於該學門的專業技術以及學術理論與觀光餐旅學術的專業差異較大，故在此領域

中較缺乏深入且應用性的相關研究。                                                                                                                                                                                                                                                                                                                                                                                                                                                                                                                                                                                                                                                                                                                                                                                                                                                                                                                                                                                                                                                                                                                                                                                                                                                                                                                                                                                                                                                                                                                                                                                                                                                                                                                                                                                                                                                                                                                                                                                                                                                                                                                                                                                                                                                                                                                                                                                                                                                                                                  

肆、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上，國內樣本一直是台灣學者在研究中的主要探討對象，有超過

一半的研究對象以台灣內的樣本為主，因此在關鍵字的使用上，｢台灣｣有大量的

出現率。相較於 2005 年以前的研究，2005-2009 年間台灣學者在與中國相關的研

究上，有大幅度的成長，此結果也與台灣於 2008 年開始正式開放中國旅客來台

觀光有密切的關係，此外過去台灣市場小，研究樣本相對較小，因此在執行研究

中會顯得不足，但是對岸的中國大陸市場在近十年內卻是不斷的擴大以及成長，

因此開始有許多學者透過台灣來看中國的觀光餐旅發展，或是以兩者做出討論和

比較。 

伍、作者合作之網絡關係 

在本研究中發現，有許多作者存在固定的合作網絡關係，此類合作方式常以

固定幾位作者為主要中心，彼此之間合作的次數頻繁，而群集關係更能帶動作者

的研究發表量提升。此關係也使近年來觀光餐旅學術發表量集中在固定作者的研

究情形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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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發現學者於跨領域的合作上，有大量的研究產出，由於觀光餐旅

學科屬於社會科學，乃因應人類社會與組織現象而產生之學門，所研究之議題與

人類行為息息相關，因此觀光餐旅議題經常被學者套用在較難以直接解釋的應用

科學或是純科學的學術研究上。而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有助於研究領域有更多不同

的研究視野和研究貢獻，曹勝雄等人 (2008)也鼓勵觀光休閒領域的學者可多採

跨領域研究的方式來增加研究的廣度。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鎖定過去 15 年間台灣在國際觀光餐旅期刊的表現進行討論和分析，

有助讀者一覽台灣觀光餐旅學術趨勢，然而，由於本研究所篩選之文章皆為台

灣作者的研究著作，從台灣學者的角度研究台灣樣本固然會有相當優秀的研究

產出，但卻也因此缺少多元的視角。因此本研究建議在未來能夠針對亞洲地區

中，所針對台灣相關議題進行探討的所有著作進行分析回顧，此研究方式能夠

從各國所發表與台灣相關的研究中了解不同的研究觀點、研究方法和研究偏

好…等。 

本研究皆以國際期刊之著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台灣仍有許多國內的觀光餐旅

期刊收錄許多優秀之著作，並無被歸類至本研究之中，其次，許多較深入的質性

研究因為文字敘述的誤差，往往無法在國際發表上清楚呈現，因此本研究建議若

能將部分國內期刊之投稿文章與國籍期刊之投稿文章相互比較，必能為台灣在觀

光餐旅領域的學術表現呈現更完整的回顧與探討。  

此外本研究在社會網絡分析的使用上，僅集中於焦點作者的合作情形進行網

絡的繪製，若能針對所有作者之合作情形以及研究主題進行網絡分析，必能有更

豐富且深入的討論即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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