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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國人在二日以上的休閒活動支配時間增加，使各觀光景點住宿供給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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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足進而促成民宿產業發展，加上經過許多年的競爭轉型，第一代民宿經營者的年齡

漸長，體力逐漸無法負荷下，民宿經營者將面臨接班人經營的抉擇，但甚麼才是讓下一

代順利接班民宿的關鍵因素，則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先以文獻彙整影響民宿經營者考慮接班的關鍵因素，分類成人格特質、管理

能力、專業知識及專業經驗等 4 大構面，四大構面並分成 13 個準則，且將這些構面與

準則設計成決策實驗室(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分

析問卷，對 13 位民宿經營者、主管機關及民宿研究專家學者進行研究訪談。  

本研究將訪談問卷回收後將資料進行 DEMATEL 分析，結果發現影響民宿經營者讓

二代成功接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專業知識，其次為專業經驗、人格特質與管理能力。

而影響專業知識最重要的準則是具有民宿管理法規的專業知識及觀光導覽專業知識，且

影響專業經驗最重要的準則，包括具有民宿工作經驗、網路行銷經驗及觀光導覽經驗等。

上述分析結果，期望能提供現有民宿經營者作為未來讓二代順利接班之參考，也可提供

政府主管機關作為未來為民宿二代進行教育訓練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民宿、二代接班、關鍵成功因素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people have kept spending more time on two-day (or above) 

leisure activities, which results in the shortage of accommodation in scenic spots and thus 

contributes the prosperity of B&B industry.  After years of compet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irst-generation B&B managers/proprietors are getting old that they have trouble with the 

physical demands of the job, forcing them to seek successors.  However, what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can help successors to take over a B&B successfully? That is the point of the study. 

This study first from literature reviews all ke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B&B 

managers/proprietors to think over succession issue.  These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4 

dimensions: personality traits, management abilit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which include 13 criteria.  By means of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analysis,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accordingly and then completed 

by 13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cluding B&B managers/proprietor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B&B related specialists, who have been interviewed as well. 

The project has collected all the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d through DEMATEL, finding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successors to manage a B&B successfully are 

sequential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management ability.  Furthermore,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fo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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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 successor should have full knowledge of legal regulations of B&B’s and experiences on 

guided tours.  Besides,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fo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clude having 

working experiences at B&B’s, internet marketing experiences and the ability to give guided 

tours.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B&B managers/proprietors as reference for successor issue, 

as well as for the government to B&B successo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words: B&B, Successor, Key Successful Factors 

壹、緒論 

隨著國人收入及消費水準提升，國內整體大環境改變下，從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

會，甚至邁入現今資訊化時代，生活型態的改變，國人更積極地參與休閒遊憩活動，外

出旅遊頻率增多。且臺灣自 2001 年起實施週休二日制度，國人周休假期外出旅遊住宿、

渡假頻率提升，市場上因應住宿供需除了旅館及飯店外，也有眾多民宿選擇，且民宿經

營業者於網路部落格及特色網頁行銷居多，使國人在住宿消費對於環境、特色、深度旅

遊及經濟等因素考量，有著多樣性選擇，現今民宿已成為國人旅遊住宿主要選擇之一。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21)圖 1 資料顯示，現今臺灣民宿家數呈現大幅度成長，故本

文探討在未來民宿將增加之總體數量的環境下，民宿經營可能會面臨許多問題，如第一

代民宿經營者年事漸長將面臨續承經營的抉擇，考慮是否下一代接班、面臨結束經營或

轉賣等決定；此外，民宿經營以「家庭副業」為經營模式，但許多民宿經營業者，雇用

民宿管家或是合夥人共同經營管理等，所面臨環境改變及科技的進步，其經營策略與觀

念不同，這會造成家族企業經營的問題，影響其經營績效與企業發展。企業的永續經營，

企業家接班人的能耐是具有關鍵的因素。有句俗語｢富不過三｣，就是第一代人憑艱苦創

業而成功，第二代人還可憑上一代人的經驗和威望守業，從第三代人起開始衰敗，甚至

結束或倒閉的命運。所以接班的永續經營與接班人的能耐有很大的關係。 

基於上述，本文探討民宿經營者有或無接班人計畫，接班人計畫是否因為民宿實質

屬性與不同，而產生有所差異。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1)探討影響民宿經營者推

動二代接班所需要考慮構面與準則關鍵因素。 (2)運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找出影響民宿二代成功接班之關鍵因

素相互影響關係。(3)將研究分析結果提供民宿經營者及政府機關作為推動民宿二代成功

接班進行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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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7-2021 年合法民宿家數經營統計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21) 

貳、文獻探討 

一、民宿的定義 

「民宿」顧名思義是一種借住於一般民宅的住宿形式，利用自用住宅空閒房間，結

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吳佩倫(2007)指出民宿朝向主業經營，在高服務及高研

發成本上，若加上平、假日客源的落差，以及要在市場維持競爭力、人力的聘僱及其他

的成本考量，多數業者認為民宿需有一定的經濟規模以維持品質，遊客也普遍認同「民

宿的定義應是來自主客的互動方式而非規模」。然而民宿管理辦法，將民宿定義為「家庭

副業」，政府基於管理的角度，僅將民宿視為住宿選擇的一種，而在經營規模及管理上給

予限制，卻未能給予相關的諮詢輔導資源、業者得自行面對紛雜的政策，促使「合法民

宿」的規模小、承擔風險能力薄弱，民宿業者卻只能各憑本事援引資源。 

林契文(2005)及黃舒楣(2004)指出，民宿的特色在於經營者的熱忱、能否提供遊客對

於當地人文、當地生活的體驗、或對自然生態的認識，只賣房間的民宿，未來將走向類

似旅館的價格競爭，因此，民宿經營者需做好市場區隔，以發展獨特的社群經營，才是

未來民宿發展的機會所在。楊凱傑(2004）指出，民宿事業目前儼然已成為新興的觀光休

閒產業，若無法有效解決民宿經營所遇到的問題，對民宿經營者而言，不僅無法安心經

營，相對的服務品質也必然不佳。根據其研究發現，目前民宿業所面臨問題有：法令政

策面、組織經營面、基本設施面等不同的問題。 

另外，民宿管理辦法在立法之初，政府希望民宿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並不鼓勵企

業化經營的「專業民宿」(陳清淵，2002)，但隨時間腳步與經濟發展的影響，至今民宿

類型與經營型態已產生許多轉變。而 Kaufman、Weaver and Poynter(1996)對民宿成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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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素的研究亦顯示：民宿不再是一項業餘工作，需具備理財能力、專業知識且對住宿

業有一定體認程度，許多民宿經營者將民宿視為一種事業，其類型也更趨多元。認為旅

館業與民宿業在先天條件上有許多差異，所吸引的客群也大不相同，民宿發展可以深入

旅館業所無法觸及的地區，讓國內旅遊有更多的選擇(游智能，2004)。 

二、民宿發展與現況 

民宿起源可追溯至 1980 年代左右，隨著墾丁、阿里山、溪頭等早期開發的觀光風

景遊樂區的興起，每逢連續假日或寒暑假，湧入大量遊客，當地旅館所供應的房間數不

敷遊客的需求量，當地居民便將家中多餘房間略加整修後，提供給遊客住宿，民宿雛形

就此因應而生，其初期發展模式與德國及日本相類似。而在 1990 年代，隨著網際網路

的風行，民宿逐漸成為觀光休閒產業的新焦點。交通部在 2001 年發佈「民宿管理辦法」，

並提供多方諮詢服務、建立評鑑、分級與認證制度，提升民宿經營管理品質(林万登、黃

韶顏、陳靜怡與鄭昌溢，2003)。 

因國人旅遊消費觀念興起，使得民宿經營者不斷加入，設置於風景特定區、觀光地

區、國家公園區、原住民區、偏遠地區、離島地區，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與非都

市土地等地區。民宿發展多為集中於主要風景區鄰近地區，從 2021 年 5 月交通部觀光

局統計資料顯示，合法民宿現有家數 10,070 家，觀光業較興盛的花蓮縣、臺東縣及宜蘭

縣超過 1,000 家以上，並多集中於各風景據點之沿線地區(交通部觀光局，2021)。 

三、民宿二代接班需求之四項構面研究 

(一)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定義為民宿經營者在不同情境中的持續表現出的獨特情感和行為，並

可做為預測工作績效的指標。有效能的領導者可促使員工認同組織目標並自動自發

的朝目標努力，從而提高工作績效，並滿足員工的需求。Eysenck(1992)認為五大人

格因素模型之開放性、親和性及嚴謹性等三項因素相關頗高，且親和性又稱合群成

度，責任感指認真盡責的程度，其特徵有努力工作，成就導向，不屈不饒，此外也

意涵負責守紀律，循規蹈矩，謹慎有責任感。Costa and McMtae(1992)所發展出的人

格五大因素模型，包括親和性，勤勉正直性此人格特質理論已被大量使用及在許多

研究中得到實證，因此，本文綜合上述的看法，將人格特質定義為民宿經營者在不

同情境中的持續表現出的獨特情感和行為，並可做為預測工作績效的指標。 

(二) 管理能力 



6 

李忠星(1993)在休閒渡假中心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中，以 27 家業者之高階

經理人或各部門主管為調查對象，將調查結果以因素分析法從十九個重要因素，歸

納為六項主要的休閒渡假中心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包括推廣，人力資源，地理與硬

體設施，市場，價格及財務管理等六項。另外，林万登、黃韶顏、陳靜怡與鄭昌溢

(2003)則在北臺灣民宿經營者訓練成效之相關研究中談到，針對業者經營能力之相

關研究付之如為了提升民宿經營管理品質及整體休閒環境，以著重在規劃營運、餐

飲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營運管理、財務管理、顧客關係等，目的在加強民宿業者

在民宿經營及籌備上之技能及知識。 

(三) 專業知識 

民宿在觀光業中，經營者與遊客間的互動關係，與其它以營利為主的旅館業或

休憩業有所不同，但依其主要的提供的產品特性住宿及餐飲，與觀光產業中的旅館

業所提供之服務特性最為相近，如要與一般旅館有所區隔，仍必須掌握所謂餐旅服

務業(Hospitality Industiy)的產業概念(McLuhan & Powers, 1992)。針對民宿經營管理

現況之文獻，學者楊永盛(2003)以宜蘭地區之遊客對經營管理方面之評價重視項目

前三項，依序為：(1)客房整理乾淨程序。(2)環境衛生清潔程序。(3)民宿周邊資源與

簡介資料提供。陳墀吉、掌慶琳與談心怡(2001)也歸納出民宿業者未來產業發展面，

可能面臨的實質性問題包括了：(1)規模小，較沒競爭力。(2)人力不足，鄉村環境留

不住年輕人。(3)財務不健全，經濟力不足。(4)服務品質良莠不齊，旺季被詐遊客事

件時有所聞。(5)專業知識技能不足，大多都是農民出身，沒想到管理經營概念。(6)

沒想到特定的立基與訴求，資源特色認定，需有專業人士指導。(7)沒有組織，民宿

組織化需靠地方人士協助整合。(8)行銷推廣能力不足，無法包裝產品提昇價值。透

過經營成功之民宿業者，說明其關鍵因素的成敗，除依賴事前週密的計劃與管理，

也專注於業務的推廣與經營；湯明木(2003)表示，民宿是利用自家住宅作為經營場

所，除了自家成員往往是民宿的服務接待人員，因而需共同參與經營外，前往住宿

的遊客，也會在民宿所提供的住宿生活體驗中，有融入當地文化的參與感，也具體

說明了家庭成員共同參與之重要性。 

(四) 專業經驗 

當前民宿之興盛起因在於其經營管理上，有著不別於飯店管理之經營模式，多

了一份人情味，較能深入體會當地之鄉土風情、在地生活、特色小吃、私房景點，

更以結交朋友、互相交換彼此生活、做更有深度的休閒、學習與渡假之旅(王月鶯、

林柏宏與張松年，2013)。此外，Alastair, Philip, Gianna, Nandini, and Joseph. (1996)

認為民宿應具有的下例四種特質：(1)具有私人服務，與主人有某一程度上的交流。

(2)具有特殊的機會或優勢認識當地環境或建物。(3)通常是產權所有者自行經營，非

連鎖經營。(4)特別的活動提供給旅客。因此對於民宿之管家服務之優化管理，從客

戶入住到離開時的服務需求，直接性的反應在客戶對於住房期間的服務滿意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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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結合在地化的環境資源。此外，王菀珊(2013)說明，自由行的現代新遊客層

偏愛自由規劃新行程、探索新景點、找尋新的休閒文化，遊覽車固定行程的國民旅

遊模式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近年香港、新加坡的旅遊雜誌出書爭相報導台灣

民宿旅遊，讓自由行的旅人有更多更新鮮的旅遊趣味，甚至臺灣民宿業者也到香港、

新加坡、日本去參加旅展開拓民宿市場。因此，網絡行銷活動的連結，對於民宿產

業經營發展有著緊密連結，同時也將是民宿業者可創新之經營借鏡模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以上文獻本文將探討民宿二代成功接班之關鍵因素，透過專家訪談問卷來

確立，歸納出人格特質、管理能力、專業知識及專業經驗等四項構面與十三項準則，

其研究目標、構面與準則之間層級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多準則決策模式研究架構 

二、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問卷專家之遴選 

在專家學者人數選取方面，Murry and Hammons(1995)認為人數過多會造成彙整不

易，過少又造成偏誤效果，最適當的人數應該多於 10 人；Wheeller, Hart and Whysall(1990)

建議 10–12 或 15–20 人為宜；Hsu and Sandford (2007)指出德爾菲小組成員並無特別指定

人數；但若是以同質性團體的專家學者則 10 至 15 人即可滿足研究需求。 

本文遴選出民宿經營者第一代、第二代、民宿主管機關、推動民宿旅遊業者、民宿

經營管理學者，邀請產、官、學共 13 位專家訪談調查，以找出民宿二代成功接班之關

鍵因素影響關係程度。 



8 

三、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是由

日內瓦 Battelle 紀念協會(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of Geneva)於 1972 至 1976 年間為了

科學與人類事務計畫(Science and Human Affairs Program)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張紹勳，

2018)。其目的是將複雜難解的問題，透過有效地結合專家豐富知識，以釐清每項指標之

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透過事先設計好的語意尺度，讓產、官、學專家受訪者選擇其認為

最合適的語意，整合每位專家受訪者之問卷內容並建立指標變數的平均直接影響關係矩

陣，經過矩陣運算後形成指標直接與間接關係矩陣，接著計算其總影響關係矩陣，最後

繪製影響關係圖，將 DEMATEL 運用在本研究探討民宿二代成功接班之關鍵因素之複雜

相關性中，更能客觀且夠清楚地得知其相互影響關係與策略指標之間的關聯程度，並藉

由此方法來發現影響民宿二代成功接班之關鍵因素影響關係，DEMATEL 分析步驟說明

如下(張紹勳，2018)： 

1. 步驟一：透過專家問卷方式取得每項構面與準則之間影響關係 

E =

[
 
 
 
 
𝑒11 ⋯  𝑒1𝑗   ⋯   𝑒1𝑛

⋮     ⋮         ⋮
𝑒𝑖1 ⋯  𝑒𝑖𝑗   ⋯   𝑒𝑖𝑛

⋮     ⋮         ⋮
𝑒𝑛1  ⋯  𝑒𝑛𝑗   ⋯   𝑒𝑛𝑛 ]

 
 
 
 

                                                      (1) 

2. 步驟二：整合專家意見，以建立平均直接影響關係矩陣 

A =

[
 
 
 
 
𝑎11 ⋯  𝑎1𝑗   ⋯   𝑎1𝑛

⋮     ⋮         ⋮
𝑎𝑖1 ⋯  𝑎𝑖𝑗   ⋯   𝑎𝑖𝑛

⋮     ⋮         ⋮
𝑎𝑛1  ⋯  𝑎𝑛𝑗   ⋯   𝑎𝑛𝑛 ]

 
 
 
 

                                                     (2) 

3. 步驟三：進行正規化直接關係矩陣，以得到正規化的影響矩陣(H) 

H = mH                                                              (3) 

m = min {
1

𝑚𝑎𝑥𝑖 ∑ ℎ𝑖𝑗
𝑛
𝑖=1

，
1

𝑚𝑎𝑥𝑖 ∑ ℎ𝑖𝑗
𝑛
𝑖=1

} , 𝑖, 𝑗 ∈ {1,… , 𝑛}                          (4) 

4. 步驟四：計算總影響關係矩陣(Total Influence Relation Matrix, T) 

Y = X + 𝑋2 + 𝑋3 + ⋯+ 𝑋𝑤 = 𝑋(𝐼 − 𝑋𝑤)(𝐼 − 𝑋)−1 = 𝑋(𝐼 − 𝑋)−1，                

當𝑙𝑖𝑚𝑛→∞𝑋𝑤 = [0]𝑛𝑥𝑛，其中𝐼代表單位矩陣                                      (5) 

5. 步驟五：分析 Fuzzy Modified DEMATEL 結果與繪製相互影響關係圖 

L = [𝐿𝑗]𝑛𝑥1 = [∑ 𝑡𝑖𝑗
𝑛
𝑖=1 ]𝑛𝑥1 = (𝐿1, … , 𝐿1, 𝐿𝑛)𝑛𝑥1                                     (6) 

O = [𝑂𝑖]𝑛𝑥1 = [∑ 𝑡𝑖𝑗
𝑛
𝑗=1 ]𝑛𝑥1 = (𝑂1, … , 𝑂1, 𝑂𝑛)𝑛𝑥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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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本文應用 DEMATEL 方法，針對四項構面與十三項準則進行探討其影響力。首先，

運用構面與準則成對比較方式，請專家評估對於構面間與準則間影響關係的強度，評分

等級為 0–4 級：0 代表沒有影響、1 代表影響程度較低、2 代表影響程度中等、3 代表

影響程度較高、4 代表影響程度極高。計算出平均直接影響關係矩陣(H)，再透過步驟三

和步驟四求出總影響關係矩陣(Y)。 

以公式步驟五進行總影響關係矩陣中的列加總與行加總，求出構面與準則的影響和

被影響之總和(如表 1)。水平軸向量(𝐿𝑗 + 𝑂𝑖)，代表著因素間的總影響強度，因素數值越

大表示離中心點越近，稱為「顯著度」。當顯著度(𝐿𝑗 + 𝑂𝑖)>0，表示此因素總影響程度越

高，若顯著度(𝐿𝑗 + 𝑂𝑖)<0，表示此因素總影響程度越低。垂直軸向量為(𝐿𝑗 − 𝑂𝑖)，定義為

因素間的影響或被影響的強度，代表著因素間的影響關係程度，稱為「原因度」，當原因

度((𝐿𝑗 − 𝑂𝑖)>0，表示此因素直接影響其他因素之影響程度越高，可歸類為「原因要素」。

當原因度(𝐿𝑗 − 𝑂𝑖)<0，表示此因素被其他因素所影響之影響程度越高，歸入「結果要素」，

藉此判別構面與準則之間相互影響關係。此向量取自於總影響關係矩陣 Y，最後取得顯

著度與原因度等數值，繪製出構面與準則間影響關係圖(INRM)(如圖 2)，將複雜的影響

關係簡化為易懂的結構，能深入瞭解問題提供解決方向。 

表 1 DEMATEL 構面與準則之影響程度關係表 

構面/準則 影響值(𝑳𝒋) 被影響值(𝑶𝒊) 顯著度(𝑳𝒋 + 𝑶𝒊) 原因度(𝑳𝒋 − 𝑶𝒊) 

人格特質(A) 2.5 2.81 5.31 -0.31 

領導凝聚力(A1) 10.06 9.74 19.81 0.32 

勤勉正直(A2) 8.70 9.49 18.20 -0.79 

親和力(A3) 8.39 8.87 17.26 -0.48 

責任感(A4) 9.59 10.46 20.05 -0.88 

管理能力(B) 2.44 2.89 5.34 -0.45 

具有經營決策能力(B1) 9.87 10.81 20.69 -0.94 

具有採購管理能力(B2) 8.47 9.45 17.92 -0.98 

具有財務管理能力(B3) 8.55 9.68 18.23 -1.12 

專業知識(C) 2.58 1.84 4.42 0.74 

旅館管理知識(C1) 10.07 8.68 18.75 1.39 

民宿管理法規知識(C2) 9.04 8.70 17.74 0.33 

觀光導覽專業知識(C3) 9.28 8.23 17.51 1.04 

專業經驗(D) 2.36 2.35 4.71 0.01 

民宿工作經驗(D1) 9.76 8.46 18.21 1.30 

觀光導覽經驗(D2) 8.73 8.35 17.08 0.39 

網路導覽經驗(D3) 8.00 7.59 15.5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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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構面與準則間影響關係圖 

根據圖 2 構面與準則間影響關係圖可知，從構面總影響關係圖來看，影響民宿經營

業者推動二代成功接班的最關鍵因素是專業知識，其次是專業經驗、人格特質及管理能

力。原因度值最高者為選用專業知識，其各項準則中，選用旅館管理知識最高，其將影

響其餘二項準則（民宿管理法規知識＞觀光導覽專業知識）；次高之構面為專業經驗，其

各準則中，民宿工作經驗最高，其將影響其餘二項準則（觀光導覽經驗＞網路行銷經驗）；

再其次為人格特質，其各項準則中，領導凝聚力最高，將影響責任感、勤勉正直、親和

力；第四高者為管理能力，其各準則中，具有經營決策能力，其將影響其餘二項準則（具

有採購管理能力＞具有財務管理能力）。 

專業知識(C) 

(4.42, 0.74) 

專業經驗(D) 

(4.71, 0.01) 

人格特質(A) 

(5.31, -0.31) 

管理能力(B) 

(5.33, -0.45) 

構面總影響關係圖 

觀光導覽專業知識(C3) 

(17.51, 1.04) 

民宿管理法規知識(C2) 

(17.74, 0.33) 

旅館管理知識(C1) 

(18.75, 1.39) 

專業知識(C)影響關係圖 

人格特質(A)影響關係圖 

親和力(A3) 

(17.74, 0.33) 

領導凝聚力(A1) 

(19.81, 0.32) 

勤勉正直(A2) 

(18.2, -0.79) 

責任感(A4) 

(20.05, -0.88) 

具有採購管理能力(B2) 

(17.92, -0.98) 

具有經營決策能力(B1) 

(20.69, -0.94) 

具有財務管理能力(B3) 

(18.23, -1.12) 
管理能力(B)影響關係圖 

民宿工作經驗(D1) 

(18.21, 1.3) 

網路導覽經驗(D3) 

(15.59, 0.41) 

觀光導覽經驗(D2) 

(17.08, 0.39) 

專業經驗(D)影響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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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EMATEL 所求得的動態準則影響關係，顯示根據各專家之觀點，提升民宿二

代接班的關鍵因素之四項構面中，重要度最高為專業知識，其次為專業經驗、人格特質、

管理能力。 

根據各專家之觀點，提升民宿二代接班的關鍵因素之十三項準則中，重要度最高為

旅館管理知識，其次為領導凝聚力、再其次為具有經營決策能力。而從個別準則來看，

影響專業知識最重要的準則是民宿管理規則，其次才是觀光導覽的專業知識。而影響專

業經驗的最重要準則是民宿的工作經驗，其次才是網路行銷的工作經驗。 

綜合專家對於四項構面之觀點，針對提升民宿二代接班的關鍵因素的各項構面及準

則評估重要度中，以最重要的構面為專業知識而言，也就是旅館管理知識，接續是民宿

管理法規知識和觀光導覽專業知識等準則，因此旅館管理知識準則重要度是該構面裡最

高的準則。次重要之構面為專業經驗而言，也就是民宿工作經驗，接續是具有觀光導覽

經驗和網路行銷經驗準則，因此民宿工作經驗準則重要度是該構面裡最高的準則。再其

次之構面為人格特質而言，也就是領導凝聚力和責任感、勤勉正直、親和力，因此領導

凝聚力準則重要度是該構面裡最高的準則。第四重要的構面為管理能力而言，也就是具

有經營決策能力，接續是具有財務管理能力和具有採購管理能力等準則，因此具有經營

決策能力準則重要度是該構面裡最高的準則。 

因此當具有經營決策能力、具有採購管理能力、具有財務管理能力、領導凝聚力、

勤勉正直、親和力、責任感、旅館管理知識、民宿管理法規知識、觀光導覽專業知識、

民宿工作經驗等坐落於準則時，才導到此準則呈現此特性，並不可因此否決其亦為關鍵

準則地位。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目的旨在『民宿經營者第一代、第二代，民宿主管機關，推動民宿旅遊業者，

民宿經營管理學者，找出對民宿經營者準備接班人決策具有核心性的關鍵因素，改善民

宿經營與執行方式，以助民宿業者發展』。經過研究資料演算與分析，本文就研究結果提

出研究建議，期對民宿業者實務應用上有正向幫助。 

一、結論 

本文經過初步專家訪談及文獻探討，彙整出對提升本研究對民宿業者策提出不同以

往之實證方式，有效瞭解民宿業者經驗提供，並分析出關鍵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在學術研究方面另闢蹊徑，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驗證有關提升民宿業者成效之作法，另在

民宿實務管理層面，則提供民宿業者確切掌握主要關鍵因素，在成本效益考量下，可快

速提升民宿業者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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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研究資料演算與分析，找出對民宿經營者準備接班人決策具有核心性的關鍵因

素，改善民宿經營與執行方式，以助民宿業者發展』。經過研究資料演算與分析，本文就

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由訪談問卷所歸納之分析樣本結果資料說明，影響民宿二代接班成功關

鍵成效之關鍵因素，包括四項構面指標(1)人格特質：分析結果，在於領導凝聚

力方面最影響民宿管理者。(2)管理能力：分析結果，在於具有經營決策能力方

面最影響民宿管理者。(3)專業知識：分析結果，旅館管理知識方面最影響民宿

管理者。(4)專業經驗分析結果：在於民宿工作經驗方面最影響民宿管理者。 

(二) 透過 DEMATEL 分析中，專業知識與專業經驗為主要影響其他指標的核心項

目，在影響關係中屬於「因」的部分，也就是本研究預找出的核心指標群，為

改善民宿二代接班時首先著手的指標，而這些指標一旦被改善將大範圍影響其

他指標進行的結果。 

(三) 民宿二代接班時，可參考以上核心研究指標的研究結果。 

本研究經過初步專家訪談及文獻探討，彙整出提升本研究對民宿業者策提出不同以

往之實證方式，有效瞭解民宿業者經驗提供，並分析出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學術研

究方面另闢蹊徑，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驗證有關提升民宿業者成效之作法，另在授信實務

管理層面，則提供授信單位確切掌握主要關鍵因素，在成本效益考量下，可快速提升民

宿業者之成效。 

二、建議 

本文所歸納整理之民宿二代接班關鍵因素的管理意涵中，對於當前民宿經營業者提

出之實務管理為著重旅館管理知識、民宿管理法規知識和觀光導覽專業知識等，以提升

民宿管理業者之專業知識建議與參考。由此結果可知，若要給予民宿經營業者實務管理

建議，應該優先灌輸第二代民宿管理的相關知識，再讓他們慢慢能參與民宿的經營管理，

瞭解民宿如何運作。而給予政府主管機管的建議，應該要適度對民宿經營者的二代安排

教育訓練課程，讓他們逐步吸收民宿經營管理規則、觀光導覽相關知識及網路行銷運作

模式，也是有助於未來推動第二代接班能順利成功的關鍵。 

三、研究限制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文限於時間、人力與物力之因素，無法跨國研究多國民宿經營業者，僅針對國內

民宿經營業者，而在全球化的共同競爭市場中，應對於國外的民宿經營模式以及不同的

文化背景所帶動的觀光商機加以深入探索，以進一步提供國內業者更前瞻性之國際經營

觀。此外，也建議後續研究民宿二代接班經營者，可擴大研究樣本及進行相關研究或實

證分析，以驗證本研究模式，並使之更趨完整，或提出更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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