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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from 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from exploring methods to experiential learning, but also focusing on promoting outdoor teaching and eco-tourism.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 the Executive Yuan issued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te certi-

fication in 2011, it starte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bined leisure tourism. Yilan 

County has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te certification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How-

ever, in recent years, it has encountere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r bottlenecks, resulting in the stagnation of the 

number of certified sit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ilan. These are 

the problems and motivations of this study. Therefor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service innovation framework for envi-

ronmental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places by means of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tourism. An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TRIZ methodology, the service innovation programs are devel-

oped. Finally, the second round of in-depth interviews was conducted with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 the tw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ites in Yilan County to realize the service innovation 

schem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stage empirical procedure identified four groups of technical conflicts and 

physical conflicts; and developed 11 innovative schemes through TRIZ's business-management conflict matrix, phys-

ical conflict, separation principle, system transfer analysis, and invention principles. Among them, eight innovative 

schemes have been realized at Field A, while four have been realized at Field B.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RIZ, Service quality, Ecotourism, Service innovation. 

 



DOI: 10.6977/IJoSI.202212_7(4).0004 

C. Chen, H. Zhong / Int. J. Systematic Innovation, 7(4), 51-66 (2022) 

     52     

 以 TRIZ 為基礎探討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創新 

陳志賢 1* ，鍾惠婷 2 
1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2羅東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chchen@gm.fgu.edu.tw 

(Received 6 August 2022; Final version received 23 September 2022; Accepted 1 November 2022) 

摘要 

環境教育的本質除了從認識環境到保護環境、從探索方式到體驗學習之外，也著重於推展戶外教學和

生態旅遊。行政院環保署於 2011 年頒發了第一處的環境教育場所認證之後，開啟了環境教育之專業化

並結合了國人的休閒旅遊。宜蘭縣過去積極發展環境教育場所認證且成果豐富，但近年來遭遇發展困

難或瓶頸，以致認證場所數量成長停滯，將影響宜蘭之環境教育與觀光發展，此為本研究之場域問題

與動機。因此，本研究藉由服務品質與生態旅遊之特性，建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創新架構。並

透過深入訪談、質性分析與 TRIZ 方法論，發展服務創新方案。最後則針對宜蘭縣二處環境教育認證場

所的環教負責人員，進行第二回合的深入訪談，來探討服務創新方案之實踐。結果顯示，四階段的實

證程序辨識出四組的技術衝突與物理衝突；並透過 TRIZ 的商管矛盾矩陣、物理衝突、分離原則、系統

轉移、發明原則，發展出 11 個創新方案。實證結果，A 場域在八個創新方案獲得實踐，而 B 場域則在

四個創新方案獲得實踐。 

關鍵詞：環境教育，TRIZ，服務品質，生態旅遊，服務創新。 

1. 前言 

1972 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UNConference 

on the Human and Environment )發表人類宣言使人

類注意環境的問題，起始了人類與自然環境良性互

動的新紀元。同年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

境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

vironment)中，提出發展環境教育是解決世界環境

問題的最佳工具之一。自此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開始在國際間召開會議定環境教育之實施作法

(Palmer, 1998；張子超，2001)。 

在 1975 年的 Belgrade Chart 中，提及環境教育

的目的在於使人類認識、關切環境及其相關問題，

從個人及團體出發，致力於當前環境問題的解決並

預防未來新問題的發生(楊冠政，1993)。而台灣早

期的環境教育著重在於推展戶外教學或是田野教

育。近年來，人們對於環境的思考，不只是關注自

然環境，還包含了人文環境、歷史傳統及社會生

活。因此，在推動環境教育時，必須以所有的教育

皆是環境教育的基本理念；不只重視課程整體規

劃，更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王鑫，1999；郭實

渝，1999)。 

因此，環境教育是一種透過探索、觀察、體驗

及學習的方式，從認識、瞭解並關切當前的環境問

題與環境關係。促使人們具備知覺能力，以保護和

改善環境問題與環境關係。進而致力於維護生態平

衡及環境品質，以達到環境永續的目標；並且，藉

由建立環境倫理，將之擴及生態旅遊之遊客認同，

來一起推動環境教育。 

台灣在推動環境教育立法方面，1987 年 10 月

頒佈了環境保護政策綱領，1992 年環保署於環境保

護五年中程施政目標計畫中明列推動制定環境教育

法。2010 年 6 月 5 日環境教育法頒布實施，並將 6

月 5 日訂為地球環境日，深具重大環境教育里程碑

意義。有關環境教育之沿革與發展情形，詳如表 1

所示。 

根據國內之環境基本法第 2 條對環境的定義，

係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

為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

壤、陸地、礦產、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

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蹟及自然生

態。另依環境教育法第 3 條的定義，環境教育係指

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

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

民教育過程。故環境教育的範圍則包含了各級學校

或社教機構的環境教育和戶外環境教育。同時，制

定環境教育法的目的在於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們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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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

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

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

(環保署，2022)。 

表 1 台灣之環境教育沿革與發展 

時間 里程碑 

1987 行政院頒佈環境政策綱領。 

1992 行政院制定環境保護中程施政目標。 

2002 擬訂環境教育法草案。 

2010 環保署頒佈環境教育法。 

2011 環保署頒發第一處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2013 行政院會通過將成立環境資源部。 

2015 
推動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18 
教育部與美國環保署合作推動教育部

環境教育青年國際領袖營計畫。 

2019 
首次辦理學校環境教育實作競賽，展現

環境學習行動能力。 

2022 
行政院會通過組織調整草案，將現有環

境保護署改制為環境部。 

資料來源：整理自環保署與 2018 年環境白皮書 

另外，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全國各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年都要安排所

有員工、教師、學生參加 4 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課

程。此條文結合了學校的校內教育和校外的參訪、休

閒或旅遊來達成環境教育之目的，而環境教育認證

場所正是連結這兩種系統的最佳橋梁(周儒，2000)。

並且，政府近年來積極振興觀光和休閒旅遊，使民眾

對於假日的休閒旅遊的需求增加，促使民眾對於結

合環境教育和體驗大自然的生態之旅需求與日俱增

(交通部觀光局，2022)。 

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設置

環境教育場所的目的在於建立及提供完整環境教育

專業服務、資訊與生態旅遊之資源。截至 2022 年 7

月為止，通過環保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共有

229 處，各縣市之分佈與數量詳如表 2 所示(環保

署，2022)。這些環境教育認證場域，除了可協助

地方教學，對於地方觀光性也帶來助益。然而，在

2016 年時，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只有 140

處，也就是這五年多來增加約 63%之多，但宜蘭縣

只增加了一處。另外，在 2016 年時，宜蘭縣通過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總數居第四(共計 11 處)，僅

次於臺北市和高雄市的 13 處、新北市的 12 處；但

2022 年時退居第七，但總數仍為六都以外的第一

名。可見宜蘭縣過去積極發展環境教育場所且成果

豐富，但近年來可能遭遇發展困難或瓶頸，以致認

證場所數量成長停滯，將影響宜蘭之環境教育與觀

光發展，此為本研究之場域問題與動機。 

表 2 各縣市通過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場所一覽表 

縣市別 場所 縣市別 場所 

1.基隆市 3 12.嘉義縣 8 

2.臺北市 20 13.嘉義市 2 

3.新北市 18 14.臺南市 19 

4.桃園市 31 15.高雄市 18 

5.新竹市 4 16.屏東縣 8 

6.新竹縣 7 17.澎湖縣 2 

7.苗栗縣 10 18.宜蘭縣 12 

8.臺中市 22 19.花蓮縣 7 

9.彰化縣 7 20.臺東縣 6 

10.雲林縣 10 21.金門縣 4 

11.南投縣 10 22.連江縣 1 

合計       229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2022 

在環境教育之相關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在過去

20 年來大都偏向於探討環境教育的個案或經驗，例

如新竹芎林的自然谷(羅雅怡，2017)、嘉義東石的鰲

鼓濕地(朱珊玟&吳連賞，2022)、新北貢寮的水梯田

(薛博聞&方韻如，2015)、台北市的植物園(黃聖茹等

人，2018)、基隆的獅球嶺步道(李佩真等人，2020)。

次之，則為研究各級學校在環境教育的作法分析或

實施成效(晏涵文等人，2006；陳敬能&洪甄憶，2011；

張子超，2019；林明瑞&張廷鋐，2021)。另外，亦有

不少文獻探討台灣的環境教育發展或內涵(許芳諭，

2006；徐筱琦，2015；高翠霞&張子超，2016)，以及

環境教育的認證或導覽解說(吳鈴筑&王鴻濬，2012；

林明瑞&李春蓮，2020；莊潔&高翠霞，2021)。 

雖然近年來已增加一些文獻探討環境教育的其

它議題，包括了環境教育場域與生態旅遊之結合(歐

陽宇等人，2017；蘇金柱人，2021)、環境教育導入

之新興科技(郭晴之&荊溪昱，2016王照明&郭書伶，

2017)，以及環境教育場域之服務品質(劉惠國&何月

妃，2016；劉惠國等人，2016)。但以探討環境教育

的創新服務為議題的研究依舊有限(羅玉青，2015)。

劉源隆等人(2021)針對台電公司為透過環境教育以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結合了桌遊與擴增實境體驗之

創新進行研究，但攸關創新服務之工具與系統性之

創新程序則尚未進行充分之探討。因此，本研究之目

的即為透過系統性之創新程序與工具，結合生態旅

遊與服務品質，為環境教育場所發展創新服務；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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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近年來在環境教育之認證場所所遭遇的發展困

境，提供重要的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不僅攸關人類的生存環境，也逐漸與

商業之發展密不可分；因此，近年來興起一連串的環

境關懷新浪潮，從企業社會責任(CSR)到大學社會責

任(USR)，從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到環境社

會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其中，

在教育部的 USR 推動中心辦公室，對全國各大學校

院提出了第三期的 USR 實踐計畫，期程包括 2023 到

2024 年。該 USR 實踐計畫明訂了各大學校院欲申請

USR 計畫時，必須增加該計畫之提案議題和 SDGs

的對應項目，至少應對應 1 至 5 個項目(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2022)。 

ESG是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縮寫。

ESG 不僅只是社會參與或社區關懷或是企業慈善，

更是追求企業的永續經營；因為，它整合了財務報表、

環境責任和永續經營的指標和操作策略，評估企業

的穩健、健全與永續。在環境保護方面，ESG 包含

了環境污染防治與控制；在社會責任方面，ESG 包

括了勞工的工作條件、工作安全、與受產業影響之利

害關係人。對企業而言，積極推動 ESG 議題，將可

能為企業經營的聲譽與訂單帶來正面效益。就如同

過去企業重視 CSR 和 SDGs 對於企業的影響，同樣

也可能具有正面的加分作用。未來，愈來愈多的國外

企業將以 ESG 作為企業往來之評估條件，要求合作

企業必須具備 ESG 之施行與管理；因此，ESG 將可

能成為企業訂單的基本要求。對投資人而言，愈重視

ESG 的企業，可能擁有較透明的財報，以及相對低

風險的營運狀況，有利於企業長期的永續經營(劉宗

聖等人，2019)。 

環境教育是一種全面性與整合性的終身的學習

過程，關切人和外在環境系統之間交互的連結性和

互動性(王順美，2004)。依據 Palmer (1998)對環境教

育的闡述，它包含三大要素，分別為：1.有關環境的，

2.在環境中學習的，3.促進環境關懷的。環境教育在

有關環境的本質上，藉由體驗，可以讓人在環境中衍

生出學習、發現和知識的探索。在促進環境關懷的認

知上，除了藉由環境教育來促使人們持續的關注環

境之外；也透過實際的行動，提供人們在環境中學習

的場所。也就是說，環境教育把環境作為學習的媒介

來整合這三大要素，透過擴展經驗、促進行動、發展

關懷的學習過程，促進人們形成關懷環境的觀念、態

度與行動(楊冠政，1997)。以戶外教學的角度，他們

認為環境教育是為了天然資源的妥善利用，其重點

是在教育大眾關注土地、水、森林、野生動物資源的

價值及其妥善的管理和運用。 

David & Dennis (2006)則以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的

角度認為，環境教育包含三項要素，分別為 1.運用

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的倫理關係。2.增進

國民保護環境的知識、技能、態度以及價值觀。3.促

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的公民教

育過程。許世璋與任孟淵(2014)提及，大學階段的環

境教育對於環境公民的培養呈現出關鍵性的影響。

該研究建立了一個具有整合大學環境教育課程之理

性、情感與終極關懷等三個面向的學習模式，以培育

環境公民之行動力。因此，大學之環境教育的學習除

了理性思辨之外，亦應包括情感的涉入與信念的建

構，使整體環境教育的學習過程包含理性、情感與關

懷面向。 

Rahman 等人(2018)針對馬來西亞的 12 所個小

學和中學研究有關於環境教育教學所面臨的挑戰。

該研究透過半結構化深入訪談來蒐集教師的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實施環境教育的兩個挑戰分別為教

師面和學生面，教師面臨的挑戰是受到時間限制、繁

重的工作量、教具/手冊的可用性，以及缺乏學校管

理者的支持，學生面臨的挑戰是來自他們的缺乏環

境意識、衛生問題、缺乏自信和學習中的問題。 

2.2.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 

生 態 旅 遊 (Ecotourism) 或 是 生 態 性 旅 遊

(Ecological tourism)的概念，是在對當地文化與環境

最小的衝擊下，提供遊客滿足感，並給當地帶來經濟

效益。Karagiannis & Polo(2011)認為，生態旅遊是尋

求永續觀光發展的一種方式。隨著觀光旅遊對來環

境的汙染、破壞與社會衝擊，永續觀光發展，是鼓勵

遊客和在地利害關係人主動參與並引導大家一起來

保護在地的環境。 

聯合國於 2002 年宣布為「國際生態旅遊年」，

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

ism Organization, WTO)共同推動生態旅遊模式，獲

得了全世界廣大的響應。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

及交通部為了落實國內旅遊發展方案、配合聯合國

發布的國際生態旅遊年及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

共同發布之觀光憲章，宣布 2002 年為台灣生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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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年，並推動生態旅遊計晝。(交通部觀光局，

2002)。 

觀光局之生態旅遊計晝共有六項策略，30 餘

項措施，包括研訂生態旅遊白皮書、研訂生態旅遊

規範、訂定自然人文生態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

辦理生態旅遊教育訓練、推廣宣傳活動，同時篩選

40 條生態旅程。為了推廣國內生態體驗，觀光局也

規劃推動一系列生態體驗觀光主題，分別為生態旅

遊年、海灣旅遊年、小鎮漫遊及脊樑山脈生態旅遊

年，並舉行 2017 生態旅遊年啟動記者會(交通部觀

光局，2017)。 

Weaver & Lawton (2007)回顧近 20 年來的生態

旅遊文獻指出，大多數的研究聚焦於市場區隔、野生

動植物的生態衝擊與社區觀點的生態之旅。然而，對

於環境教育和生態旅遊的品質管控和外部環境的關

注顯然較少。Khursheed 等人(2011)提及，Hetzer 在

1965 年即提出生態旅遊的四個準則，包括：對當地

文化及環境產生最小的衝擊、利用草根性的資源或

文化產生最大的經濟效益、對旅遊當地產生最小及

最大的期望，以及提供參與的遊客最大的滿足。

Holden & Fennell (2012)亦指出生態旅遊具有五項原

則，分別為 1.以自然為導向(Nature-based)，2.生態資

源永續利用(Ecologically sustainable)，3.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ly educative)，4.當地受惠(Locally ben-

eficial)，5.觀光客滿意(Tourist satisfaction)。 

黃志成等人(2004)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為研究

對象，探討生態旅遊之承載量影響因素。該文研究

結果顯示，影響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生態旅遊承載量

之前四項因素分別為廢水排放、外來優勢物種的引

進、當地居民環境保護意識及居民的容忍度。江昱

仁等人(2008)藉由生態旅遊進行學生對環境教育的

認知、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的調查，該文之結果顯

示生態旅遊能增加學生對環境教育的認知深度與認

知廣度，達到認知層面的轉變。許多學者均說明生

態旅遊包含了環境教育的成分，並應將學校的戶外

教學融入生態旅遊和環境教育的議題之中(王鑫，

2002；吳忠宏等人，2007)。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生態旅遊的研究，得知生態

旅遊應以自然環境的教育為基礎，透過解說、遊憩

與環境保護規劃，將觀光衝擊降至最低，以達到愛

護環境態度與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的旅遊方式。 

2.3. 環境教育與服務品質 

在服務品質的構面發展方面，1980 年代可以說

是學術理論的密集時間帶，包括了 Sasser 等人在

1978 年將服務品質區分為七個構面，分別為：1.安

全性，2.一致性，3.態度，4.完整性，5.調節性，6.

即用性，和 7.及時性。1980 年 Rosander 則以人員

績效品質、設備績效的品質、資料的品質、決策的

品質、產品的品質五項來衡量服務品質。Quinn & 

Rohrbaugh (1981)將服務品質依序分為三個構面，

分別為 1.投入：包括實體的設施與人員，2.過程：

服務提供者與顧客的互動過程，3.結果：顧客是否

得到其所要求之利益。1982 年，Lehtinen 認為服務

品質是決定於實體品質、公司品質，和互動品質等

三個構面。Christion & Gronroos 則提出六項構面來

評估服務品質，分別為 1.專業技能，2.行為態度，

3.可行性及彈性，4.信賴性，5.應變能力，6.名聲及

信用(鍾惠婷、陳志賢，2017)。 

Garvin (1984)另以五種觀點來定義品質，分別為

1.超越的觀點(Transcendent approach)，2.產品的觀點

(Product-based approach)，3.使用者的觀點(User-based 

approach)，4.製造的觀點 (Manufacturing-based ap-

proach)，5.價值的觀點(Value-based approach)。Par-

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認為，服務品質是

在傳遞過程與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互動過程中所產

生的服務優劣程度，並以使用者認定的角度來定義

服務品質；因此，將服務品質區分為十個構面，分別

為：1.有形性(Tangibles)，2.可靠性(Reliability)，3.反

應性(Responsiveness)，4.勝任性(Competence)，5.禮貌

性 (Courtesy) ， 6. 信用性 (Credibility) ， 7. 安全感

(Security)，8.接近性(Access)，9.溝通性(Communica-

tion)，和 10.理解性(Understanding)。 

Juran認為服務品質的定義為企業是否能夠滿足

顧客的需求；故提出五項構面來衡理服務品質，分別

為內部品質、硬體品質、軟體品質、及時反應、心理

品質。因此，服務品質是決定於消費者主觀的判斷，

重點為合乎消費者的需求，並非合乎服務供應者的

標準或規格(Garvin, 1987)。另外，他也提出八個構面

來衡理服務品質，分別為：執行、特色、可信度、符

合規格、持續性、服務能力、外觀、知覺品質。Bitner 

(1990)則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顧客對服務消費之後，

是否再次購買該服務的整體態度。於是，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提出了服務品質的 SERV-

QUAL模型或稱服務品質落差模式(Gap model of ser-

vice quality)，以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實際知覺的差

異程度來衡量服務品質。故發展出現今廣為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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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衡量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

證性及關懷性構面。 

在環境教育之服務品質方面，吳鈴筑與王鴻濬

(2012) 以遊客的角度，調查國家森林遊樂區服務品

質要素，該文之結果顯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為

我國環境教育推動之重要工作項目，藉由通過認證

的設施場所，提供國人優質的環境教育服務，將可確

保環境教育之品質。 

而生態旅遊可藉由導覽解說，引導遊客體驗當

地自然、人文，尋求旅遊的永續發展。遊客對生態旅

遊服務品質認知較高的二個項目依序為戶外活動之

安全裝備和活動有吸引力；並且，建議在舉辦生態旅

遊時應注重場地清潔、解說風趣與生態環保的品質

(劉惠珍等人，2013)。姚映阡與湯幸芬(2016)以銀髮

族遊客的觀點，探討生態旅遊地服務品質與體驗滿

意度。結果顯示，生態旅遊地服務品質構面中，以服

務人員滿意程度較高，包括園區服務人員的態度、即

時回應遊客需求與具備專業知識等服務品質屬性。 

李晶等人(2013)以遊客的角度，藉由二維品質模

式探討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地之服務品質。結

果顯示，各森林遊樂區應視生態旅遊地所具備之特

質而發展，其中，環境教育之解說則應提供相對應的

環境教育設施以提昇服務品質。因此，本研究即參考

SERVQUAL 模型之理論來探討環境教育認證場所

之創新服務，來建立深入訪談之服務品質構面問卷。 

2.4. 環境教育與創新服務 

TRIZ 是由前蘇聯海軍專利審查員 Altshuller 領

導的機構和研究團體，藉由分析與歸納專利產品之

特性，發展出解決創新問題的思維模式和過程。TRIZ

是由俄文的縮寫得來，英文或可縮寫為 TIPS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中文翻譯為萃思或萃

智或是創造性問題解決理論。Altshuller 根據五個難

易度和創造力將它分為五種的創新層級，通常在創

新層級 1 並未加入創新元素，而創新層級 2 至 5 級

之困難程級越高且慢慢有運用 TRIZ 之創新元素

(Gadd, 2011)。 

TRIZ 具有五個分析系統性創新問題的支柱，分

別為資源、功能、矛盾、理想性，以及時間暨空間的

介面。分析邏輯、以知識為基礎的理念，以及系統的

思維方法，是 TRIZ 分析問題的三個基礎(Souchkov, 

1997)。傳統的 TRIZ 應用領域主要著重在技術和工

程上的問題；然而，近年來，TRIZ 也廣泛被運用至

商業和管理等非工程問題的領域(Savransky, 2000; 

Leon, 2010)。Mann (2004)將傳統的 TRIZ 應用到商

管領域時，將系統性創新問題的支柱增加為七個，分

別為理想性、循環性、資源、緊急性、功能、衝突，

以及時間暨空間的介面。 

Chai 等人(2005)提及，過去對創新服務是難以預

測其有效性，所以該文提出一個以 TRIZ 為基礎之創

新架構，將可克服這個因難。該文並以這個 TRIZ 服

務設計模型來發展創新服務，並驗證了二個創新服

務設計個案的有效性，個案一是新加坡聖陶沙島的

觀光計畫，個案二是新加坡大學食堂的服務作業再

造。陳偉星(2015)應用 TRIZ 來探討人力資源情境下

之衝突分析，並以一家保險經紀公司和另一家通信

產品生產暨提供服務的公司作為實證之個案。該文

之研究結果建立了四個構面，共計 19 項的人力資源

之管理參數，並歸納了 40 發明原則逐一在人力資源

管理的行動意涵，以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林永禎等

人(2018)應用商管 TRIZ 方法發展便利商店之創新管

理方案。該文先藉由問卷調查分析便利商店需改進

的服務品質項目與其重要的服務品質問題，再針對

這些重要的服務品質問題來進行矛盾分析，以發展

創新方案，最後其實證之結果顯示，解決這些矛盾可

獲得 14 個創新的管理方案。 

近年來，很多的研究應用 TRIZ 在非傳統性的工

程領域來發展創新的理論內容，進而各自發展出不

同服務業種的矛盾矩陣參數和 40項發明原則。其中，

與本研究比較相關的研究成果，包括 Chan & Chen 

(2003)認為生態是需要很多的創新靈感，該文提出了

40 項生態創新的實例，逐一配適 TRIZ 的 40 發明原

則，內容包含了生態和環保方面的創新產品和流程。

Retseptor (2003)針對品質管理分析一些實例與案件，

將典型的 40 項發明原則延伸至品質管理之領域裡。

這些實證的例子包括了品質標準、品質管制、品質保

證、可靠度、顧客焦點、供應商選擇、專案管理與改

善團隊等等。另外，Retseptor 於 2005 年再度針對行

銷領域之市場、銷售與廣告，延伸了典型的 40 項發

明原則之應用實例。 

在教育方面，Mash 等人則應用了 Mann 的商管

矛盾矩陣 31 個參數，帶領其 12 位博士研究生團隊，

重新定義和配適了 40 項發明原則與實例。這些 40

項發明原則的實例則分別區分為管理和課程教學二

類(Mash 等人，2002; Mash, 2004)。而後陸續也有學

者再針對其它相關領域發展出 40項發明原則之應用

實例和有關於參數或是矛盾矩陣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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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論 

基於近年來愈來愈多文獻探討環境教育與生態

旅遊之結合，以及環境教育場域之服務品質。並且，

思索環境教育場所之創新服務，以突破宜蘭近年來

在環境教育之認證場所所遭遇的發展困境。因此，本

研究整合服務品質與生態旅遊之理論，設計半結構

式之深入訪談問卷，藉由質性分析與 TRIZ 工具，發

展環境教育場所之創新服務，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生態旅遊

服務品質

環境教育
創新服務

 

圖 1 研究架構圖 

在生態旅遊之理論參考方面，Hetzer (1965)將生

態旅遊界定為五項構面，分別為 1.文化(Culture)，2.

環境(Environment)，3.生態旅遊(Ecotourism)，4.經濟

(Economic)，5.教育(Education)等構面。Ross & Wall 

(1999)則以四個構面來探討生態旅遊，分別為 1.當地

社區(Local Communities)，2.旅遊(Tourism)，3.生物多

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4.管理政策(Management 

Policy)。Stone & Stone  (2011)則以當地社區(Local 

communities)、公園資源(Park recourses)、旅遊(Tour-

ism)與管理政策(Management policy)四項因素來探

討生態旅遊之內涵。而 Weaver & Lawton (2007)則認

為生態旅遊強調旅遊地體驗，其管理層面應結合生

態面(Ecological)、社會文化面(Socio-cultural)、經濟

面(Economic)、品質面(Quality control)，和倫理面

(Ethics)。故本研究在生態旅遊變數包括社會面、旅

遊面、經濟面、教育面、環保面，以及管理面。 

另外，在服務品質方面，本研究參考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提出的 SERVQUAL 模型來

探討環境教育，並以可靠性和保證性來建立深入訪

談問卷。因此，綜合以上的服務品質與生態旅遊變數，

本研究設計了八個構面，作為探討環境教育認證場

所發展創新服務之深入訪談問卷。表 3 顯示八個構

面之問卷內容與操作型定義，分別為服務品質的保

證性和可靠性構面，以及生態旅遊的社會面、環保面、

經濟面、旅遊面、教育面和經營管理面。 

 

 

表 3 深入訪談問卷內容與操作型定義 

構面 問卷題目 參考文獻 

保證

性 

1.環教人員如何獲

取專業知識?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可靠

性 

2.服務人員面對不

同的遊客屬性或

遊客需求時，有

何不同的接待方

式?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社會 

3.經營方式如何兼

顧自然保育與遊

憩需求?(例如:垃

圾、噪音或污

染...) 

Weaver & Lawton 

(2007) 

環保 

4.請談談最想教育

遊客的環境(或保

育)知識有那些？ 

Hetzer(1965) ; Ross & 

Wall (1999) 

經濟 

5.請談談環教帶來

(或增加)多少的

經濟收入或旅客

人次？ 

Hetzer (1965);Weaver 

& Lawton (2007) ; 

Ross & Wall (1999) 

旅遊 

6.請談談環教將帶

給遊客那些休閒

(或娛樂)效果? 

Hetzer (1965); Ross & 

Wall (1999); Weaver 

& Lawton (2007) 

教育 
7.如何結合社區和

文化的保存？ 

Hetzer(1965); Weaver 

& Lawton (2007); 

Ross & Wall (1999) 

經營 

管理 

8.請談談主要的環

教設施及未來的

規劃? 

Ross & Wall (1999); 

Stone & Wall(2003) 

9.請談談曾經遭遇

的經營困境有那

些? 

Ross & Wall (1999); 

Stone & Wall(2003) 

10.請談談未來有

關環教作法有何

不同的規劃? 

Ross & Wall (1999); 

Stone & Wall(2003) 

本研採用質性研究蒐集資料之常用方法：深度

訪談法。質性研究是研究者對於某事件或現象，進

行一系列系統性的觀察與記錄，分析觀察所得的資

料，最後透過歸納法獲得研究結果的一種研究方

式。Patton (1999)認為，透過訪談來蒐集資料有三

種方法，分別為：1.非正式的會談(Informal conver-

sational interview)；2.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depthinterview)；3.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

ized open-ended interview)。 

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訪談與無結構式訪

談之間的一種資料蒐集方式。在訪談前，研究者必

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理論，設計訪談問卷，作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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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內容與方向；訪談進行中，在徵詢受訪者之同意

後進行錄音，並根據訪談時的具體情況，對訪談問

題與內容作彈性的調整，故時常會有可能蒐集到研

究者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胡幼慧，1996)。故本研

究透過文獻回顧，設計深度訪談之半結構式問卷，

以強化訪談問卷之內容效度。而後透過錄音檔和逐

字稿之編碼，再藉由 Nvivo 軟體進行節點分析。 

在創新之發展方面，產品的改良受限於優化的

取拾，無法解決技術性或是物理性的矛盾問題，使

得產品的改善效果受到限制。Altshuller 提出的

TRIZ 方法論，關注於五個創新的核心問題：資

源、功能、矛盾、理想性、時間暨空間的介面。故

本研究採用以矛盾為基礎的 TRIZ 系統性創新方法

論。 

TRIZ 有別於傳統的優化方法，它強調發明或

創新可依一定的程序與步驟進行，而非腦力激盪或

嘗試錯誤法。TRIZ 的解題程序上，首先是對於問

題狀態進行定義分析，將特定問題轉化成問題類

型；之後，再選擇 TRIZ 的解題工具(例如矛盾矩

陣、發明原則、分離原則、趨勢演進與標準解

等)，尋找觸發解。最終，則藉由理想性來評估其

效益。Mann (2004)將 TRIZ 的系統性創新流程分為

四個階段，依序藉由發散與收斂之分析過程，包括

了定義問題、選擇創新工具、產生解題方案和評估

方案，詳如圖 2 所示。 

 

圖 2 TRIZ 之系統性創新解題流程圖 

資料來源：Mann (2004) 

矛盾矩陣與發明原則是 TRIZ 方法論裡最常使

用的工具之一，因為在創新研發之中經常面臨的問

題是欲改善一個產品或服務的屬性或特性時，卻導

致另外一個屬性或特性惡化。傳統的方法是藉由妥

協或取捨或是優化的方式來處理，而 TRIZ 則是利用

消除矛盾的方法來發展創新方案。Altshuller 將技術

矛盾的工程參數羅列 39 項。再藉由歸納分析超過 20

萬件的專利之後，將這 39 項工程參數間的矛盾建立

一個 39×39 的矛盾矩陣，以供查表獲得相對應的發

明原則，以幫助研發人員找到解決技術矛盾的創新

想法。表 4 顯示，使用矛盾矩陣與發明原則時，先從

矩陣之縱軸找出欲改善的參數，再由橫軸找出避免

惡化的參數，對應矩陣表中的矛盾元素即為建議解

決此矛盾的創新發明原則。 

表 4 矛盾矩陣與發明原則 

 

Mann (2004)除了將原本的 39 工程參數擴充到

48 個，另外提出了商管領域之參數共 31 個。實際

應用中，使用商管領域之矛盾矩陣與發明原則時，查

表方法與典型的方法是一致的。在 31個商管參數裡，

參數 1 至 5 是攸關研發類(R&D)之商管參數，參數 6

至 10 是攸關生產或服務類(Production)之商管參數。

參數 11 至 15 是攸關供應類(Supply)之商管參數，包

括了生產原物料或服務資源的供給，同時也包括了

生產或服務的行銷與物流配送作業。參數 17 至 20

是攸關支援類(Support)之商管參數，包括了生產或

服務在送交給顧客之後的作業，例如維修、保養、退

貨、回收或永續再利用。商管參數 16 是產品或服務

的可靠性，參數 21 則為顧客營收或回饋。因此，為

了問題之界定與參數之配送，本研究以環境教育認

證場所界定為發展創新服務之系統，應用 Mann 

(2004)矛盾矩陣之商管參數，分析本研究之系統服務

現況，詳如圖 3 所示。 

生產/服務
Production

供應Supply
產品

Product

顧客
Customer

供應
Supply

售後
After life

支援
Support

系統：環境教育場域

研發 R&D

圖 3 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系統圖 

4. 實證 

依據本研究之架構圖，本文分成四個階段來發

展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創新服務並實踐之。圖 4 顯

示，階段一為建立訪談問卷。根據服務品質與生態旅

1.移動物件重量

2.固定物件重量

         ︰

39.生產力
       28    27

       15      3

1.移動物件重量 2.固定物件重量    … 39.生產力
               惡化參數

改善參數

發散 收斂 發散 收斂

定義 解題 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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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的理論，建立保證性、可靠性、社會面、環保面、

經濟面、旅遊面、教育面和經營管理面等八個構面，

以及表 3 之 10 題半結構式訪談問卷內容。 

SERVQUAL
生態旅遊

訪談問卷

商管TRIZ分析
物理衝突
技術衝突

質性分析
創新服務
場域實踐

逐字稿編碼
節點分析

深度訪談

實踐 創新方案

 
圖 4 實證流程 

階段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進行二回合之深度訪談，第一回合之深

度訪談目的在於逐字稿之編碼與節點分析。本階段

訪談了產、官、學七位專家，分別包括了宜蘭縣二處

通過環境教育認證認證場所之環教專案經理和課長，

以及宜蘭縣環保局科長、基金會執行長、三位學者，

詳如表 5 之受訪對象背景資料表所示。 

每位受訪者均任職於環教之專業職務，且年資

皆十年以上。每位的訪談時間約為 60 至 120 分鐘。

為了完整記錄訪談內容，在受訪者同意下，訪談中全

程除了以手稿記錄外並錄音留存，以便在訪談後轉

成逐字稿。逐字稿完成後，經由第三人作檢核校正。

後續則以Nvivo套裝軟體作逐字稿編碼與節點分析。

逐字稿之編碼代號共分成四碼，第一碼表示所屬構

面：Q表示屬於服務品質構面，S表示屬於社會構面，

P 表示環保構面，N 表示經濟構面，T 表示旅遊構面，

U 表示教育構面，M 表示經營管理構面。編碼代號

第二碼代表受訪者，本研究以英文字母 A~G 隨機編

碼代表受訪者。第三、四碼代表該受訪者的編碼流水

號。 

階段三:創新方案分析 

本階段首先應用 Nvivo 軟體，針對每一份受訪

者之逐字稿，逐句找出規律性和組織性的字詞或短

語，以及文句所能涵蓋的主題。進而，將其選定的內

容編碼到新建節點或現有節點，以建立節點與各個

構面之次數分析。再應用 Mann (2004)之 TRIZ 理論，

作商管屬性的配適分析。其中，表 6 為針對社會面、

經濟面、旅遊面，和教育面之節點次數與商管參數配

適表。其次，針對節點次數較多者，應用物理衝突與

技術衝突之原則，逐一分析各構面之衝突辨識，詳如

表 7 所示。最後，藉由矛盾矩陣、分離原則與系統轉

移，應用發明原則以解決各構面的商管屬性之矛盾，

來發展創新方案。 

表 5 受訪對象之背景資料表 

 

受訪人職

稱 
年資 經歷 訪談日期 

受訪

時間 

1 
A 環教場

所林經理 
11 

休閒農場專

案經理 
2016/10/24 2 小時 

2 
B 環教場

所王課長 
14 

環保公司職

安衛暨管理

專員 

2016/10/26 
1.5 小

時 

3 
某環保局-

郭科長 
24 

環保署 

經濟部 
2016/10/26 

1.5 小

時 

4 
大學環工

系李主任 
21 

環保署環教

認證審查委

員 

國家環教獎

審查委員 

2016/10/31 
1.5 小

時 

5 

財團法人

基金會林

執行長 

11 
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長 
2016/10/31 2 小時 

6 

大學環教

中心黃主

任 

26 

大學環境保

護暨職安衛

中心主任 

2016/11/02 1 小時 

7 

環教輔導

員兼環教

中心汪主

任 

21 

國小教師 

宜蘭縣環教

輔導團團員 

2016/11/17 
1.5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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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構面之節點次數與商管參數配適表 

構面 項次 節點 節點次數 商管參數 編碼(Code in vivo) 

社會 

1 商業模式 8 21 
SA04-環境產業化 

SE01-永續發展產業化 

2 環教宣導暨參訪 8 16 SB04-落實教育宣導與參訪 

3 環境承載 6 11 

SC01-公開監測數據 

SC02-生態的監測 

SE02-旅遊的負荷量 

4 有機耕作 5 6 SF03-有機農業與農藥 

5 環境朔源 2 11 SD03-宜蘭早期少垃圾 

6 破窗效應 2 24 
SD04-破窗效應 

SD05-環境素養 

7 法規與公益 2 27 SA01-法規限制土地生態比例 

8 環教活動的效益 1 21 SD02-休閒遊憩活動的效益 

旅遊 

1 體驗與旅遊 64 6 
TC01-環境中學習環教 

TB01-推廣旅遊 

2 生態平衡 11 24 TC05-生態池生態平衡 

3 生態影響 5 24 TB04-影響整個生態環境 

4 自然資源 5 11 TD01-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 

5 休閒娛樂化 5 16 
TB05-休閒娛樂呈現環教 

TF01-生態旅遊 

6 體驗課程 4 6 TB07-五感體驗 

7 中小學參訪 2 6 
TC02-國小的體驗參訪 

TC03-國中的體驗參訪 

8 保育與保護 1 24 TG01-關渡自然公園 

經濟 

1 環教經濟效益 43 21 

NF02-環教人員的培訓 

NE04-環教經濟的收入 

NA06-環教旅遊之經濟影響 

2 環教產業 10 21 
ND01-政府讓環教成產業 

NE01-環境教育商業模式 

3 創新服務 7 1 NE02-創新服務的環境教育 

4 收益 6 21 NG03-周邊收益支付環教 

5 收支平衡 6 7 
NG02-環教資助收支平衡 

NB02-環教財務規劃 

6 社會成本 6 17 
NB01-環教基金補助 

NF01-社會成本 

7 公益環教 2 7 
NG03-周邊收益支付環教 

NC01-公益的環境教育 

8 增能與外訓費用 2 2 
NA01-環保署對環教的補助 

NA02-增能計畫經費 

教育 

1 環境教育 289 6 
UD09-環境教育的因子 

UD10-環境覺知環境倫理觀 

2 教案 22 11 

UA01-分齡教案 UD6 

UA02-親子教案 

UA08-教案翻譯 

3 增長知識與智慧 42 16 

UD06-教案品質 

UD10-增長知識 

UD07-轉換成智慧 

4 參與 14 6 UG13-實際參與 

5 遊憩娛樂 12 16 UD05-休閒遊憩類的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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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05-環境教育認證取得 

UF03-環境教育不要變成遊戲 

UG12-教育跟遊憩的結合 

6 導覽 12 6 UA06-多語言導覽 

7 行動力 9 6 UD03-環境行動力 

8 教育訓練 8 11 UE01-環教人員的培訓 

 

表6顯示本研究藉由Nvivo進行逐字稿編碼後，

依節點次數依序排列；並且歸納社會面、旅遊面、經

濟面，和教育面等四個構面，進行節點內容與 31 個

商管參數之配適。在社會面方面，節點次數最多的商

管參數為參數 21(Customer Revenue / Demand / Feed-

back)的 9 次，其次為參數 11(Supply Spec / Capability 

/ Means)的 8 次，和參數 16(Product Reliability)的 8

次。藉由逐字稿之分析可得欲改善參數 21 將惡化參

數 11 之矛盾現象，該矛盾即為技術衝突或稱工程衝

突，如表 6 之項目 1 所示。再藉由 Mann (2004)之商

管矛盾矩陣即可查表獲得對應的發明原則為 10, 03, 

25, 05。 

在旅遊面方面，節點次數最多的商管參數為參

數 6(Production Spec / Capability / Means)的 72 次，

其次為參數 24(System affected harmful effects)的 17

次。參數 6(建立人與環境之體驗學習)與參數 24(降

低生態環境之干擾)互為衝突，但二者之間存在「生

態場域之停留時間」為共同屬性；故該矛盾即為物理

衝突，如表 7 之項目 2 所示。再藉由 Altshuller 與

Mann (2004)之五項分離原則和四項系統轉移之分析，

可獲得對應的發明原則為 15,,34, 10, 9, 11, 01。另外，

經濟面同樣依表 6 之參數 1 與財務支出參數(2, 7, 17)

互為技術衝突，查表可得表 7 項目 3 之對應的發明

原則為 15, 6, 1, 5。而教育面也同樣的依照表 6 之參

數 16 之增長知識與智慧與遊憩娛樂互為衝突，但二

者之間存在「教案與環教人員教育訓練」為共同屬性；

故該矛盾即為物理衝突，可得表 7 項目 4 之對應的

發明原則為 1, 2,3, 4, 7, 17, 35。 

表 7 衝突辨識表 

項目 衝突辨識 衝突類型 發明原則 創新方案 

1 
改善(環教產業效益)21 

惡化(環境承載量)11 
技術衝突 10, 03, 25, 05 1-3 

2 

為了(建立人與環境之體驗學習)，(生態場

域停留時間)要長 

為了(降低生態環境之干擾)，(生態場域停

留時間)要短 

物理衝突 

15,,34, 10, 9, 11(分離原則之

時間分離)；1(系統轉移之轉

移到子系統) 

4-6 

3 
改善(環境教育創新服務增能計畫)1 

惡化(財務支出)12 
技術衝突 15, 6, 1, 5 7-9 

4 

為了(環境的關懷與實踐的具體行動力)，

(生態知識解說)要多 

為了(遊客的休閒娛樂效益)，(生態知識解

說)要少 

物理衝突 

1, 2, 3, 4, 7, 17(分離原則之空

間分離) ；35(分離原則之狀

況分離) 

10-11 

 

階段四:實踐

藉由Altshuller與Mann (2004)之商管矛盾矩陣、

物理衝突、分離原則、系統轉移分析，獲得表 7 衝突

辨識表相對應之發明原則。之後，應用發明原則以對

應各構面的商管屬性之矛盾，來逐一發展創新方案，

共計 11 個方案。另外，本研究為了實踐這些服務創

新方案，針對第一回合受訪之二處環境教育認證場

所再度進行第二回合之深度訪談，訪談之對象與時

間如表 8 所示。二位第二回合受訪者皆仍在原環教

職場，且負責同樣的環教業務。因此，本研究針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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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之 11 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創新方案，逐項

進行深度訪談，實踐結果詳如表 9 所示。  

其中，為解決表 7 項目 1：欲改善環教產業效益

但惡化環境承載量之技術矛盾，應用發明原則 10(預

先作用)，獲得服務創新方案 1 為：提供數位設施

(VR/AR、Web camera)，使遊客在入園前體驗部份之

遊憩效益，以降低環境負荷量。該方案在 B 場域得

到實踐結果：已於 2021 年完成數位影片之重製。該

數位影片長度為 15 分鐘，新增內容主題為環境之循

環經濟，包括了焚化場發電功能之解說、廚餘再利用

為培養土和土壤改良劑，以及熔爐底渣提供水泥廠

再利用以大幅降低處理費用。 

另外，為克服表 7 項目 2 之物理衝突：為了建

立人與環境之體驗學習，生態場域停留時間要長，  

但為了降底生態環境之干擾，生態場域停留時

間要短。本研究應用了發明原則 15(動態化)，獲得服

務創新方案 4 為：不定期之環境生態體驗產品。該

方案在 A 場域得到實踐結果：生態觀察賞鳥方案。

A 場域於 2021 年 5 月和 2022 年 5 月，新增規畫賞

鳥空間，並用木製看板隔開鳥巢與賞鳥的客人。不僅

客人可以安全地架設巨砲相機來記錄、欣賞藍鵲，而

藍鵲也不會被打擾；除此之外，A 場域亦增加該賞鳥

之入園經濟方案，以遠低於一般票價提供給賞鳥人

士之門票和園區之午餐一份。而場域 A, B 在方案 6

皆無新增教案，主要原因為欲新增之環教教案需要

通過環保署審查；故環教場域雖有依年齡、團體設計

不同的體驗遊程內容，但因恐送審程序耗時而延用

既有教案。 

在表 7 項目 3：欲改善環境教育創新服務增能計

畫，但惡化財務支出之技術矛盾，應用發明原則 6(多

功能)，獲得服務創新方案 8 為：結合多種功能設施

與同一環境中。該方案在 B 場域得到實踐結果：已

於 2019 年新增 2-6 樓之走廊多功能動線廊道。內容

整合了該環境教育之五大主題，分別為台灣垃圾發

展史、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生生不息，以及氣候變

遷。 

最後，在克服表 7 項目 4 之物理衝突：為了環

境的關懷與實踐的具體行動力，生態知識解說要多，

但為了遊客的休閒娛樂效益，生態知識解說要少。本

研究應用了發明原則 35(參數改變/特性的轉換)，獲

得服務創新方案 11 為：提供產地到餐桌之一日農民

體驗。該方案在 A 場域得到實踐結果：提供產地到

餐桌之一日農民體驗。A 場域近年來致力於森川里

海土地的守護，2022 年 4 月結合實作體驗及供應三

餐，以轉化餐桌上的美食饗宴；並於 2022 年 7 月深

化森川里海，帶遊客舉辦上山下海系列活動，活動名

稱為：頭農川流溪 野餐惜食趣。該活動將生態知識

解說融入於餐桌上的美食饗宴，具備了環境關懷與

實踐的知識與智慧，也兼具了遊客的休閒娛樂效益。 

表 8 第二回合受訪對象 

 受訪人職稱 是否仍在原職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1 原 A 環教場所林經理 是 2022/7/18 1 小時 

2 原 B 環教場所王課長 是 2022/7/19 1 小時 

 

表 9 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創新方案與實踐 

編號 發明原則 創新方案 場域實踐 

1 
10.預先作

用 

提供數位設施 (VR/AR、

Web camera)，使遊客在入

園前體驗部份之遊憩效

益，以降低環境負荷量。 

B 場域已於 2021 年完成數位影片之重製。 

2 

05.合併，

10 預先作

用 

提供大型遊覽車入園折扣

以減少排廢量，並安排人

員提早隨車服務解說。 

A 場域目前規劃一天三輛大型遊覽車入園為環境承載量。 

B 場域補助中小學生集體搭乘大型遊覽車來訪的車資，以減

少排廢量。 

3 25.自助 

提供多元的環境生態體驗

服務(如：種花、香草、種

樹、插秧...)。 

A 場域新增園藝、菜園、綠化旅行之「深呼吸專案」(2022/7)。

料理名稱：富饒森林:餐盤周遭是因為保護森林，可以永續生

產的富饒物產，為饕客們帶來充滿畫面的美食之旅。 

4 15.動態化 
不定期之環境生態體驗產

品(花/鳥生態觀察)。 
A 場域之賞鳥趣方案(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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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9.預先反

作用 

愛它 (生態 )不要害它 (生

態)。 

A 場域通過 GSTC 之國際永續旅遊認證(2019/7)。強調解說生

態保持距離、剎那即為永恒，否則環境生態之反撲力量強大。 

6 1 分割 
環教體驗依需求、年齡、團

體設計不同教案。 
A, B 場域無新增教案。 

7 15.動態化 
提供數位化暨網路交易服

務。 

A 場域自建網路商城，以陳列場域之周邊商品並方便操作有

彈性的價格政策。 

8 6.多功能 
結合多種功能設施與同一

環境中。 
B 場域於 2-6 樓走廊新增多功能動線廊道(2019)。 

9 05.合併 
結合外部夥伴建立創新之

環境教育關係。 

A 場域善用場所內、外部的夥伴來推動環境教育;與外部單位

建立結盟關係，強化環境教育的推動與品質。包括鄰近之國

小、港口社區和新港澳休閒農業區。 

B 場域因屬危險場所，故對外部單位具有限制性之管制措施。 

10 3.局部品質 
提供局部區域強化知識性

與娛樂性 
A 場域將增設樹屋以融入環教的教案與生態的親和性。 

11 
35.參數改

變 

提供產地到餐桌之一日農

民體驗。 

A 場域致力於森川里海土地的守護，轉化餐桌上的美食饗宴

(2022)。 

5. 結論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對環境教育之闡述，環境

教育為保護環境資源和愛護自然環境的教育活動。

其不僅在教導民眾了解並體認人與環境間交互作用

時所必需的知能與態度，亦教育民眾在實際面對環

境品質的課題時能作合理的決定，進而改善環境。另

外，在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裡更明確指出環

境教育的目標有三，分別為培養對於都市及鄉間的

經濟、社會、政治與生態之相互關係的意識與關切；

提供每個人機會以獲得保護環境及改善環境所需要

的知識、價值觀、態度、承諾和技能；為個人、群體

和整體社會創造適應環境的新行為型態(黃富順，

2000)。 

國內在環境教育之發展亦不餘遺力，環保署於

2011 年頒發了第一處的環境教育場所認證標章予臺

北市的關渡自然公園，開啟了環境教育之專業化並

結合了國人的休閒旅遊。早期，宜蘭由於交通的阻隔，

擁有好山好水的自然環境，使得通過環保署之環境

教育場所認證之場域，密度居冠。近年來，交通的便

利之後，宜蘭縣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之數量成長

似已停頓。因此，本文即以位居鄰近台北都會區，且

擁有好山好水的宜蘭縣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環境教

育場所之創新服務，以協助克服宜蘭近年來在環境

教育認證場所遭遇的發展困境。 

透過對環境教育相關之文獻回顧，本研究建立

了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服務創新架構圖，以兼具環

教之服務品質與生態旅遊特性。在創新的實證方面，

本文分成四個階段、二回合的深入訪談，並應用質性

分析與 TRIZ 方法論來發展服務創新方案。在藉由逐

字稿之編碼、節點次數分析與 TRIZ 之商管參數衝突

分析，辨識出四組之衝突，分別為二組的技術衝突與

二組的物理衝突。接續應用商管矛盾矩陣、物理衝突、

分離原則、系統轉移分析，以及相對應之發明原則，

逐一發展出 11 個創新方案。 

其中，第一組之技術衝突內應用了三項發明原

則 10, 5, 25，發展出三個創新方案。第二組之物理衝

突則應用了三項發明原則 15, 9, 1，同樣發展出三個

創新方案。第三組之技術衝突也應用了三項發明原

則 15, 6, 5，也發展出三個創新方案。第四組之物理

衝突則應用了二項發明原則 3, 35，展出二個創新方

案。在二處宜蘭縣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之場域實踐結

果，發現 A 場域在八個創新方案獲得實踐，而 B 場

域在四個創新方案獲得實踐。唯一沒獲得實現的是

第 6 個創新方案，可能原因是受限於場域裡的新增

或修改教案，皆需送環保署審查核可；所以，在認證

場所的環教人力和業務量的負荷之下，並不積極送

審不同體驗需求者的更新教案。 

最後，本研究之服務創新方案，除了可以作為其

它環教認證場域之未來發展，以及提供給將要申請

認證的環教場所之指引方向之外，也可以作為政府

單位輔導環教場域發展之參考。然而，未來研究者仍

可增加更多的場域實踐，以及結合環教人員實施量

化調查之質性與量化之整合研究。並且，深入探討環

境教育與循環經濟皆為未來之研究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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