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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建置研究 

重要成果 

來臺旅客觀光支出為估算我國觀光效益之重要指標，同時亦為研擬國際觀光宣

傳與行銷策略、提升我國觀光服務品質與國際旅遊觀光競爭力等政策資源投入之重

要參據。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影響，109 年至 111 年入

境旅客人次遽減，且邊境管制期間未開放旅客來臺旅遊，既有調查較無法反映觀光

真實樣態。因此，本研究參考國際疫情期間作法，以及運用次級和信用卡大數據資

料，建立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以因應未來除直接調查外之觀光支出推估方

法。 

茲將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建置研究成果，區分為「來臺旅遊市場相關指

標值」、「資料蒐集」、「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建置」、「推估結果」等 4 部分，

摘述如下。 

壹、111年來臺旅遊市場相關指標值 

89.60 萬人次… 來臺旅客人次，較上年增加 537.79% 

20.91 夜……… 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較上年減少 37.64 夜 

95.09 美元…… 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較上年增加 5.03% 

17.81 億美元… 來臺旅客觀光支出，較上年增加 139.06% 

1,988 美元…… 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次消費，較上年減少 62.50% 

註：上述指標除「來臺旅客人次」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移民署外，其他皆由本研究推估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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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8 至 111 年來臺旅遊市場相關指標值 

指標 111 年 110 年 109 年 108 年 

來臺旅客人次 895,962 人次 140,479 人次 1,377,861 人次 11,864,105 人次 

來臺旅客 

平均停留夜數 
20.91 夜 58.55 夜 8.29 夜 6.20 夜 

來臺旅客平均每人

每日消費金額 

95.09 美元 90.54 美元 

*註 4 

195.91 美元 

新臺幣 

2,831 元 

新臺幣 

2,537 元 

新臺幣 

6,059 元 

來臺旅客觀光支出

(不含國際機票費) 

17.81 億美元 7.45 億美元 18.00 億美元 144.11 億美元 

新臺幣 

530.47 億元 

新臺幣 

208.68 億元 

新臺幣 

539.34 億元 

新臺幣 

4,456.49 億元 

來臺旅客平均每人

每次消費金額 

1,988 美元 5,301 美元 

*註 4 

1,215 美元 

新臺幣 

59,207 元 

新臺幣 

148,548 元 

新臺幣 

37,563 元 

註： 

1.「來臺旅客人次」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移民署。新臺幣兌美元之平均匯率，資料來源為中央銀行官網。 

2.「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111 年為本研究推估值，110 年為當期「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推估

值；109 年與 108 年為內政部移民署統計值。 

3.「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111 年由本研究建置 ARDL-ECM 模型推估得之，110 及 108 年為

當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推估值，109 年因第 2 際暫停調查故無年估算數值。 

4.109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暫停調查，故無全年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及平均每人每次消費

金額估算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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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蒐集 

一、我國來臺旅客觀光支出作法 

我國按年辦理之「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估算全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係

以「來臺旅客人次」、「平均停留夜數」及「平均每人每日消費」，此 3 項主要變數

相乘得之。 

歷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除 109 年因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3 月 19 日

起限制所有非本國籍人士入境影響，致 1-3 月與 4-12 月之母體結構呈現斷裂不一

致，且暫停第 2 季調查而無資料，故而改採各季加總(第 2 季採用熱卡法設算)之方

式估算外，其餘均採用累計之方式估算。 

停留夜數方面，除 110 年因應防疫措施，入境需居家隔離 14 天及自主健康管

理 7 天條件下，改以停留夜數 120 夜內為計算基礎的調查值外；其餘皆以內政部移

民署統計之停留夜數 90 夜內數據為參數。 

111 年參採旅遊先進國因應疫情，利用次級資料及國際認可之調整作法，研究

建置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 

 

 

 

 

 

 

 

 

 

圖 1 我國來臺旅客觀光支出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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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受疫情影響，各國入境觀光支出推估調整方式可分為持續調查及暫停調查 2 類，

並說明各國作法如下： 

（一）疫情期間持續調查 

1. 美國：疫情期間持續進行「國際航空旅客調查」，調整調查方式提供簡易版

問卷及線上回卷管道。 

2. 新加坡：疫情期間持續辦理「海外旅客調查」。 

3. 德國：疫情期間持續調查。 

（二）疫情間暫停調查 

1. 英國：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暫停約 11 個月），以公務統計配合其他次級資

料推估。 

2. 日本：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暫停約 18 個月），以部分有調查月份資料推估

全年。 

3. 澳洲：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暫停約 13 個月），以歷史調查資料配合總體經

濟表現推估。 

4. 加拿大：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暫停約 31 個月），以 2019 年調查資料配合公

務統計推估。 

5. 法國：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未公布暫停時間），以信用卡交易資料、電信數

據及鄰近國家銀行鏡像資料推估。 

6. 紐西蘭：疫情期間暫停調查（暫停約 28 個月），分別以時間序列模型及歷

史調查資料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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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見圖 2 至圖 10。 

 

 

 

 

 

 

 

 

 

 

圖 2 美國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圖 3 英國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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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本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圖 5 澳洲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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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加拿大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圖 7 新加坡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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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法國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圖 9 德國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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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紐西蘭入境旅客觀光支出作法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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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模型建置 

一、採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期誤差修正模型（ARDL-ECM）建置消費金額推估

模型 

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期誤差修正模型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寫 ARDL-ECM)可以同時處理整合階次不同的時間序列變數，

並運用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此模型之優點為同時包含短期調整與長期均衡關係，

較能正確描述變數之間的關係，並且將共整合迴歸模型產生的殘差項納入考量，此

殘差項代表迴歸式變數現性組合偏離長期均衡的離差，並將之看做一個解釋變數，

可用於觀察誤差項的干擾對整個長期關係的動態調整行為，連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動

的解釋變數建立短期模型。 

二、ARDL-ECM模型建置流程 

ARDL-ECM 模型建置流程，首先透過文獻回顧與對現有次級資料的整理完成

變數選取，其次執行單根檢定，確認模型納入變數皆為 I(0)或 I(1)的情況，再以 AIC

和 SIC 準則選取模型最適落後期，並進行序列相關、異方差、邊界共整合與模型穩

定性檢定，確認各項檢定結果符合模型建置需求及具備穩定性。 

三、推估模型解釋變數包含經濟、消費支出、疫情影響變數及匯率交乘項 

建置「來臺旅客月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推估模型使用之變數時間序列為

103 年 1 月至 110 年 12 月，並根據文獻回顧及實證分析結果，擇選「來臺旅客平

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調查值)」、「臺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

「外國持卡人以信用卡消費總金額」、「日、韓、新加坡及大陸旅客占全體旅客比率」、

「觀光目的旅客占全體旅客比率」、「COVID-19 衝擊(虛擬變數)」，以及「匯率×

COVID-19 衝擊(虛擬變數)」交乘項等 8 個變數做為模型解釋變數，變數說明如下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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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來臺旅客月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模型變數說明 

變數代號 變數名稱 資料來源 

IE 來臺旅客月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GDP 臺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行政院主計總處 

ER 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 中央銀行 

FC 外國持卡人以信用卡消費總金額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JKSC 日、韓、新加坡及大陸旅客占全體

旅客比率 

交通部觀光局 

LPP 觀光目的旅客占全體旅客比率 交通部觀光局 

Dummy COVID-19 衝擊 109 年 2 月至 111 年 9 月表示為 1 

ER*Dummy 匯率與 COVID-19 衝擊交乘項  

四、來臺旅客「月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推估公式 

 

∆𝐼𝐸𝑡 = 𝑐 +∑𝛽1𝑖∆𝐼𝐸𝑡−𝑖 +∑𝛽2𝑖∆𝐺𝐷𝑃𝑡−𝑖 +∑𝛽3𝑖∆𝐸𝑅𝑡−𝑖 +∑𝛽4𝑖∆𝐹𝐶𝑡−𝑖 +

𝑝

𝑖=0

𝑝

𝑖=0

𝑝

𝑖=0

𝑝

𝑖=1

∑𝛽5𝑖∆𝐽𝐾𝑆𝐶𝑡−𝑖

𝑝

𝑖=0

+∑𝛽6𝑖∆𝐿𝑃𝑃𝑡−𝑖 + 𝛼1𝐼𝐸𝑡−𝑖 + 𝛼2𝐺𝐷𝑃𝑡−𝑖 ++𝛼3𝐸𝑅𝑡−𝑖 + 𝛼4𝐹𝐶𝑡−𝑖 + 𝛼5𝐽𝐾𝑆𝐶𝑡−𝑖

𝑝

𝑖=0

+ 𝛼6𝐿𝑃𝑃𝑡−𝑖 + 𝜆1𝐷𝑢𝑚𝑚𝑦𝑡 + 𝜆2(𝐸𝑅 × 𝐷𝑢𝑚𝑚𝑦) + 𝑒𝑐𝑚𝑡−𝑖 + 𝜀𝑡 

 

其中，∆為一階差分，IE 為月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GDP 為實質國內生產毛

額、ER 為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FC 為外國持卡人以信用卡消費總金額、JKSC 為

日、韓、新加坡及大陸旅客占全體旅客比率、LPP 為觀光目的旅客占全體旅客比率、

Dummy 為虛擬變數 COVID-19 衝擊，(𝐸𝑅 × 𝐷𝑢𝑚𝑚𝑦)為匯率交乘項，p 代表變數的

落後期，c 為常數項，𝛽、𝛼及𝜆為自變數係數，𝑒𝑐𝑚𝑡−1為誤差修正項，𝜀𝑡為隨機誤

差項。 

 

 

 

 



12 

五、來臺旅客觀光支出推估 

111 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 

            ×（111 年來臺旅客總人次） 

式中， 

「111 年來臺旅客總人次」係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公務統計資料。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係採「1 至 9 月以多重插補推估，10 至

12 月採公務統計值」方式推算各月資料，再以加權平均數分別計算出各季及全

年數值。 

𝑁 =
∑𝑉𝑖𝑁𝑖
∑𝑉𝑖

 

其中，V 為第 i 月來臺旅客人次，N 為第 i 月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係依本研究模型推估之「月平均

每人每日消費金額」，計算得出 111 年各月每人每日消費金額，再以加權平均

數分別計算各季及全年數值。 

�̅� =
∑𝑉𝑖𝑁𝑖𝐸𝑖
∑𝑉𝑖𝑁𝑖

 

其中， V 為第 i 月來臺旅客人次，N 為第 i 月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E 為

第 i 月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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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估結果 

一、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呈現逐季減少的趨勢，全年平均停留夜數

為 20.91夜 

由於 111 年 1 至 9 月我國仍處邊境嚴管狀態，10 月 13 日始放寬邊境，惟仍有

自主防疫限制，停留 90 夜內旅客占比變化大，本研究為進行 111 年消費金額之推

估，爰先對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參數進行估算。其中，為能夠反映邊境解

封前後夜數波動，各月平均停留夜數乃採用「111 年 1 至 9 月以多重插補推估，10

至 12 月採公務統計」方式估算，再以加權平均數計算出各季與全年平均停留夜數。 

111 年全年平均停留夜數為 20.91 夜；其中第 1 季為 47.50 夜、第 2 季為 42.77

夜、第 3 季為 35.17 夜、第 4 季為 10.17 夜，旅客在臺停留時間呈逐季減少趨勢。 

表 12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停留夜數 

單位：人次、夜 

月份 來臺旅客人次 

平均停留夜數 

月 季 年 

1 月 7,639 51.90 

47.50 

20.91 

2 月 11,556 48.72 

3 月 20,036 45.13 

4 月 29,760 44.92 

42.77 5 月 32,466 42.27 

6 月 38,454 41.52 

7 月 49,991 36.38 

35.17 8 月 69,299 33.34 

9 月 68,318 36.13 

10 月 93,206 15.96 

10.17 11 月 173,137 10.16 

12 月 302,100 9.00 

註： 

1. 來臺旅客人次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移民署。 

2. 平均停留夜數：除第 4 季為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外，其他為本研究推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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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來臺旅客全年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 95.09美元，旅客在臺消費

力於第 4季明顯回升 

111 年來臺旅客全年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 95.09 美元，較 110 年的 90.54

美元，增加 4.55 美元，成長 5.03%；較 108 年(疫情前)195.91 美元，減少 100.82 美

元，約負成長 51.46%。 

111 年第 1 季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 90.97 美元、第 2 季 98.15 美元、第 3

季 65.50 美元、第 4 季 126.89 美元；其中第 4 季明顯回升。 

表 13 111 年來臺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單位：人次、美元 

月份 來臺旅客人次 
來臺旅客 

平均停留夜數 

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月 季 全年 

1 月 7,639 51.90 89.80 

90.97 

95.09 

2 月 11,556 48.72 100.83 

3 月 20,036 45.13 85.35 

4 月 29,760 44.92 99.24 

98.15 5 月 32,466 42.27 101.43 

6 月 38,454 41.52 94.42 

7 月 49,991 36.38 81.47 

65.50 8 月 69,299 33.34 57.64 

9 月 68,318 36.13 61.08 

10 月 93,206 15.96 120.66 

126.89 11 月 173,137 10.16 120.46 

12 月 302,100 9.00 134.45 

註： 

1. 來臺旅客人次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移民署。 

2. 平均停留夜數：除第 4 季為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外，其他為本研究推估值。 

3. 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本研究模型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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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 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為 17.81 億美元，較 110 年增加 139.06%，較

108年減少 87.64% 

111 年觀光支出為 17.81 億美元(約為新臺幣 530.47 億元)，來臺旅客平均每人

每次消費金額為 1,988 美元(約為新臺幣 5 萬 9,207 元)。 

111年觀光支出相較於 110年的 7.45億美元，增加 10.36億美元，成長 139.06%；

較 108 年(疫情前)144.11 億美元，減少 126.3 億美元，約負成長 87.64%。 

表 14 111 年來臺旅客觀光支出 

期別 

來臺旅客

人次 

(1) 

來臺旅

客平均

停留夜

數 

(2) 

來臺旅客平

均每人每日

消費金額

(美元) 

(3) 

來臺旅客 

觀光支出 

(億美元) 

(4)=(1) X(2) X(3) 

÷100,000,000 

新臺幣

兌美元

平均匯

率 

(5) 

來臺旅客 

觀光支出 

(新臺幣億元) 

(6)=(1) X(2) X(3) 

X(5)÷100,000,000 

第 1 季 39,231 47.50 90.97 1.70 28.000 47.60 

第 2 季 100,680 42.77 98.15 4.23 29.459 124.61 

第 3 季 187,608 35.17 65.5 4.32 30.399 131.32 

第 4 季 568,443 10.17 126.89 7.34 31.367 230.23 

111 年 895,962 20.91 95.09 17.81 29.777 530.47 

註： 

1. 來臺旅客人次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移民署。 

2. 平均停留夜數：除第 4 季為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外，其他為本研究推估值。 

3. 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本研究模型推估結果。 

4. 新臺幣兌美元匯率資料來源為中央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