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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資訊科技時代，是一個重視休閒生活的世代，也是一個觀光發展必需以永

續為發展前提的時代，如何運用最新的科學技術，提昇人民生活的品質，是各個產業積極發

展的目標。台灣觀光急迫需要以全新的概念與思維來重新評估它的價值，並且在國家政策的

位階上，重新訂定它的優先順序。如何匯集台灣科技的優勢及潛力，開發觀光旅遊科技產

品、技術並進行國際宣傳，以造福所有國內外觀光客，也是重要的課題。台灣與國際發展情

形比較，需要全面檢視過去，未來要以做為亞洲主要的旅遊目的地，並將觀光定位為提昇國

人生活品質的指標，則需用宏觀視野迎向新世紀。(註一)

貳●正文

一、台灣觀光業的過去

01.旅行業

我國旅行業之發展可溯自民國16年成立之「中國旅行社」，首開旅行業先河。該公司於民國

35年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民國40年改為「台灣中國旅行社」。民國37年由財團法人台灣旅行

社改組之「台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隸屬台灣省政府交通處，屬於公營之旅行業，經營

業務除原有之鐵路旅行服務外，亦包含全省其他旅遊設施、國際相關旅遊業務和國民旅遊之

推廣。 

02.觀光旅館業

我國的觀光旅館自民國45年開始發展，當時台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省(市)衛生處、警察局

共同訂定，客房數於20間以上即可稱為「觀光旅館」，此係觀光旅館業之由來。在此之前，

台灣可接待外賓的旅館僅有圓山飯店、中國之友社、自由之家及台灣鐵路飯店等4家，客房

數共154間。    

  

03.旅館業

旅館業於民國74年以前屬於「特定營業」範疇，歸警政單位管理，民國74年以後，北、高兩

市由工商單位管理，台灣省地區則由前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旅遊局管理，至民國79年7月遵奉

行政院指示，將旅館業統一劃交由觀光單位管理。 

04.觀光遊樂業

台灣地區民營遊樂區的發展由60年代大同水上樂園等5家，發展至今共計58家，市場導向亦

由單一的賣方市場過渡至分眾化多元賣方市場，設立時間多集中於70～80年代，主要係因當

時經濟大幅成長，國民所得與閒暇時間增多，民眾對休閒遊憩的多樣性需求所致。其主管機

關原為台灣省交通處旅遊事業管理局，民國88年歸併本部而由觀光局主管。

二、台灣觀光業的現況

01.旅行業



我國旅行業依經營業務分為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及乙種旅行業三種，其中乙種旅行業之

經營範圍僅限於國內旅遊業務方面；甲種旅行業除可經營國內旅遊業務外，亦得經營國外旅

遊業務；而綜合旅行業之經營範圍除涵蓋甲種旅行業之營業範圍外另可經營批售業務。迄民

國90年12月底止，台灣地區共有綜合旅行業85家，甲種旅行業1,648家及乙種旅行業107家(不

含分公司家數)。

02.觀光旅館業

截至民國90年12月底止，全台灣地區觀光旅館共計83家，客房數達20,798間，其中國際觀光

旅館58家，客房數17,815間，一般觀光旅館25家，客房數2,974間，從業人員21,661人，其總

營業收入為新台幣285.25億元，住用率為62.09%，台北、台中及高雄地區之住用率，依序為

71.05%、53.06%及57.00%。 

03.旅館業

 一般旅館共計3,239家，客房數112,004間，從業人員29,844人，其中合法旅館2,404家，客房數

85,118間，從業人員共計23,206人；非法旅館835家，客房數26,886間，從業人員共6,638人。 

04.觀光遊樂業

依據本部觀光局民國90年12月底之調查資料顯示，目前台灣地區合法之標章風景遊樂區，共

計47家；其中北部區域之數量最多，共18家，占38%；中部區域次之，共15家，占32%；南

部區域再次之，共13家，占28%；而以東部區域最少，僅1家，占2%。

三、台灣觀光業的發展

一個地區是否足以吸引國際觀光客，取決於三個環節。

01.外國人前來簽証、交通及資訊取得的便利性（Accessibility）

自民國68年開放國人出國觀光，每年出國旅遊人數皆呈大幅度的成長，但接待來台旅客方

面，因受到台幣升值、物價高昂、觀光設施開發不足、國際線機位不足等產業結構性因素，

以及旅行業者本身調適不良，遊程老化等因素，成長有限。為吸引外國旅客來台旅遊，乃協

調外交部於民國83年1月1日起實施免簽證措施(No Visa Entry) ，目前之適用對象，已有澳大

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盧森堡、紐西蘭、荷蘭、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英國、美國、哥斯大黎加、義大利、希臘、瑞士、新加坡等20個國家地區之旅

客；另亦開放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盧森堡、紐西蘭、

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哥斯大黎加、義大利、希臘、瑞士、新加坡、

捷克、波蘭、匈牙利等23國家地區之旅客享有落地簽證之服務，藉以改善來台接待業務，使

來台旅客再度大幅成長。 

02.觀光吸引力（Attraction）



A.建構多元永續內涵供給面主軸

a.觀光內容多元化政策：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配套建設，發展多元化觀

光。

 

b. 觀光環境國際化政策：減輕觀光資源負面衝擊，規劃資源多目標利用，建構友善旅遊環

境。

c. 觀光產品優質化政策：健全觀光產業投資經營環境，建立旅遊市場秩序，提升觀光旅遊產

品品質。 

B.行銷優質配套遊程市場面主軸

a.觀光市場拓展政策：迎合國內外觀光不同的需求，拓展觀光市場深度與廣度，吸引國際觀

光客來台旅遊。

b.觀光形象塑造政策：針對觀光市場走向，塑造具台灣本土特色之觀光產品，有效行銷推

廣。

03.觀光設施品質與價格的對稱性

亦即旅客對於觀光設施的看法是否和他們所支付的費用具有相等價值。以旅客來台前後觀感

比較分析顯示，交通狀況及環境衛生方面較預期差，並反映國際化程度不足，但認為台灣景

點具特色且有發展空間，例如溫泉、民俗文化等，百分之九十受訪旅客均有重遊意願，顯見

台灣觀光資源及特色具相當吸引力。 (註二)

參●結論

觀光業攸關一個國家的經濟，許多國家利用各種資源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最主要是推動

自己國家的特色與文化。所以近來觀光也是屬於義展無形之中的產業。惟各個地方的條件不

盡相同，各級政府對觀光的發展亦有不同的需求壓力，如何借力使力，使觀光成為可長可久

的事業，將係一項重要的挑戰。

觀光發展的殷切需求，全球趨勢皆然，台灣的生態觀光事業亦正好走在歷史的轉捩點上。近

年來全球依賴觀光收入的程度日漸攀升，台灣交通部觀光局亦正努力使台灣成為「觀光之

島」，然而國人出國市場遠比來台市場多出３倍，如能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勢必對觀光

收入有所成長。(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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