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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條第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

護，觀光設施之興建、

改善，為觀光旅客旅遊

、食宿提供服務與便利

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

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

觀光旅客遊覽之風景

、名勝、古蹟、博物館

、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

觀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

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

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

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

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

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

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

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

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

護，觀光設施之興建、

改善，為觀光旅客旅遊

、食宿提供服務與便利

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

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

觀光旅客遊覽之風景

、名勝、古蹟、博物館

、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

觀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

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

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

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

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

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

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

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

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委員陳雪生等 16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第九款。 

二、新創科技不斷推陳出新，

觀光旅遊產業亦呈現顛

覆式發展，新興旅遊體驗

模式蔚為風行，然於此旅

遊趨勢與旅宿市場大幅

轉變之際，民宅住宿規定

，迄今已卻近二十年未有

翻新，造成民宿似僅為鄉

間副業之刻板印象，且亦

限縮民宅住宿體驗型態

之多元性，為使臺灣旅宿

市場在旅遊新創浪潮中

不至遭到淘汰，爰就民宿

定義，參酌觀光產業發展

現況予以翻新。 

 



、水產資源保育區、自

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

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等範圍內

劃設之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

提供觀光旅客休閒、遊

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

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

光旅館，對旅客提供住

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

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

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

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

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

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

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或自

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

街區、歷史風貌、自然

景觀、生態、環境資源

、農林漁牧、工藝製造

、藝術文創等生產活動

，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

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

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

之住宿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

安排旅程、食宿、領隊

、水產資源保育區、自

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

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等範圍內

劃設之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

提供觀光旅客休閒、遊

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

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

光旅館，對旅客提供住

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

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

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

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

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

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

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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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

安排旅程、食宿、領隊

人員、導遊人員、代購

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

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

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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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導遊人員、代購

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

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

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

事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

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

遊樂設施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

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

旅客旅遊業務而收取

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

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

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

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

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

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

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在自然人

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

之專業人員。 

十五、外語觀光導覽人員：

指為提升我國國際觀

光服務品質，以外語輔

助解說國內特有自然

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所設置具外語能

力之人員。 

事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

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

遊樂設施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

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

旅客旅遊業務而收取

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

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

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

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

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

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

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在自然人

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

之專業人員。 

十五、外語觀光導覽人員：

指為提升我國國際觀

光服務品質，以外語輔

助解說國內特有自然

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所設置具外語能

力之人員。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依

據各地區人文街區、歷史風

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依

據各地區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

委員陳雪生等 16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配合第二條第九款定義內



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

、藝術文創等生產活動，輔

導管理民宿之設置。 

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

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

營。 

民宿之設置地區、經營

規模、建築、消防、經營設

備基準、申請登記要件、經

營者資格、管理監督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生產活動，輔導管理民宿之

設置。 

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

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

營。 

民宿之設置地區、經營

規模、建築、消防、經營設

備基準、申請登記要件、經

營者資格、管理監督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容，酌做文字修正。 

 

第五十七條 旅行業未依第

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履約保

證保險或責任保險，中央主

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

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

務，並限於三個月內辦妥投

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

其旅行業執照。 

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

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

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旅行業執照。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

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

，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並應令限期辦妥

投保，屆期未辦妥者，得廢

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第五十七條 旅行業未依第

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履約保

證保險或責任保險，中央主

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

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

務，並限於三個月內辦妥投

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

其旅行業執照。 

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

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

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旅行業執照。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

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

，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責任保險者，限於一個月內

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委員鄭寶清等 18 人提案： 

一、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第

三十一條明文已規定旅

館業、旅館業、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

者，於經營各該業務時，

應依規定替團員投保責

任保險。然而，若業者未

進行投保，同法第五十七

條中，罰鍰金額僅規定為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此金額恐未能

反映業者未投保之潛在

重大傷害，應予以修正。 

二、參考「公路法」第六十五

條中，對公路汽車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

車客運業，未對乘客投保

責任保險之裁罰規定，將

「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

七條之罰鍰金額，一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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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新臺幣十萬元(經修

正為三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以保障人民權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