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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光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世界旅遊觀光委員會（WTTC）

貢獻GDP
全球創造3.19億個 (2019年)
臺灣創造63.5萬個 (2018年)

全球貢獻10.4％ (2019年)
臺灣貢獻 4.5% (2018年)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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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外人觀光賺取外匯

• 提供就業機會安定社會

• 創造經濟效益貢獻GDP

• 改善城鄉環境美麗臺灣

• 協助地方創生活化偏鄉

• 行銷臺灣提升國家形象

• 宣揚臺灣多元文化內涵

• 增廣國民見聞臻進幸福

核心
價值

衍生
價值

二、觀光的核心價值



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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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措施
施政執行、

預算編列

願景 理念 政策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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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全球觀光發展
趨勢

研究架構

臺灣觀光發展
現況

亞洲鄰近國家
觀光政策

產業發展
小組

觀光資源
小組

人才培育
小組

新興趨勢
小組

市場推廣
小組

課題探討

東區座談會中區座談會北區座談會 南區座談會

願景目標初擬

政策制度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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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ourism 2030 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草案

政策主軸願景與目標 策略與措施

Taiwan Tourism 2030 觀光政策白皮書總諮詢會議

Taiwan Tourism 2030全國觀光政策發展會議

Taiwan Tourism 2030 觀光政策白皮書修訂

課題與對策整合

產官學研專家諮詢會議

2020-2030年長期發展藍圖(短中長程執行計畫)

相關文獻及政策彙整

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2019.05.10臺中場座談會

2019.04.12 台灣觀光協會董事諮詢會議
2019.04.26 公協會諮詢會議
2019.05.31 臺北場座談會
2019.07.31 臺北場公協會諮詢會議
2019.08.01 縣市觀光首長諮詢會議
2019.08.28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2019.09.23 產業代表諮詢會議
2019.11.12 部長與旅行業座談會
2019.11.13 部長與旅宿及遊樂業座談會
2019.11.15 部長與旅運業座談會
2019.11.18 Tourism2030觀光政策白皮書總諮詢會議
2019.12.16 Tourism2030全國觀光政策發展會議
2020.03.06 區域觀光與永續觀光諮詢會議

2019.05.03高雄場座談會
2019.08.08臺南場公協會諮詢會議

2019.05.07花蓮場座談會

北

中

南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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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貳、背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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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觀光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

區域
指標

全球
亞太
地區

2019年
旅遊人次

15億 3.64億

成長率 3.8% 4.6%

預測2030年
旅遊人次

18億 5.35億

預測年平均
成長率

3.3% 4.9%



12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

美洲地區

2.20億人次 (+2%)

3,430億美元

2019年旅遊人次（與前年相比成長率）

2019年觀光外匯收入（與前年相比成長率）

7.44億人次 (+4%)

5,740億美元

3.61億人次 (+3.7%)

4,400億美元

0.73億人次 (+6.4%)

390億美元

0.64億人次 (+6.8%)

800億美元

歐洲地區

亞太地區

非洲地區
中東地區

一、全球觀光發展概況



13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

二、全球觀光發展趨勢

17項永續發展目標及169項追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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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觀光發展趨勢

深化永續觀光 推廣綠色旅遊

永續觀光定義：

「充分考量目前及未來的經濟、社
會與環境影響後，落實遊客、產業、
環境與當地社區需求的觀光」

綠色旅遊定義：

「…舉凡旅遊過程中，透過節能減
碳或是使用綠能源的方式都算是綠
色旅遊。」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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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太國家觀光政策

國家 觀光政策重點

日本
1. 觀光政策的經濟性
2. 觀光政策的戰略性
3. 觀光政策的在地性

韓國
1. 全民旅遊的推廣
2. 旅遊區域的擴大
3. 合縱連橫的推動

中國

1. 定位為幸福産業
2. 旅遊需求品質化
3. 旅遊發展跨域化
4. 旅遊産業現代化

香港

1. 吸引高價值遊客
2. 培育特色節慶與旅遊產品
3. 推動智慧旅遊
4. 提升服務素質

國家 觀光政策重點

新加坡 1. 以故事行銷建立行銷架構
2. 運用資訊科技及數據分析

泰國 1. 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綠色旅遊
2. 跨域整合與區域聯盟

印尼

1. 改善基礎設施、簡化出入境規定
2. 鼓勵可持續發展與保護自然環境
3. 加強旅遊安全和衛生環境
4. 發展以旅遊為重點的學院

馬來西亞 1. 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術
2. 致力於高端與小眾產品

澳洲
1. 視亞洲為主力客源市場
2. 培育專業人才與提升產業品質
3. 跨領域、跨部會的整合



16

政策

優先性

組織

專責性

市場

行銷性

社會

責任性

確立觀光立國、
推動觀光發展法

推動專責國際觀光推廣
之行政法人組織

推動旅遊地的品牌行銷 推動永續觀光

• 日本：觀光立國

• 中國：國家5年發展計畫

• 部會層級

• 行政法人

• 韓國：高端客群主題遊程

• 新加坡：故事行銷

• 泰國：綠色生態

• 中國：地方觀光

三、亞太國家觀光政策



17

來臺旅遊 國內旅遊 出國旅遊

出國旅遊逐年成長

2012年（千萬）↑
國民旅遊成長趨勢

2019年人數↓
2019年產值↑

來臺旅客千萬人次

2015年（千萬）↑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108年台灣旅遊狀況調查

四、國內觀光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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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商業環境

安全防範

健康與衛生

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

資通訊整備程度

觀光旅遊業的優先程度

國際開放度

價格競爭力

環境可持續性

航空運輸基礎設施

陸上和港口基礎設施

觀光服務基礎設施

自然資源

文化資源與商務旅遊

全球

亞太地區

臺灣

排名

37/140

總得分

4.3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2019年

四、國內觀光發展概況

臺灣觀光競爭力



19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Tourism 
2020

(2017-2020)

觀光政策白皮書
(2002-2010)

觀光客倍增計畫
(2002-2008)

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

觀光拔尖領航方案
(2009-2014)

觀光大國
行動方案
(2015-2018)

Tourism 2025－
台灣觀光邁向

2025方案

Tourism 2030 
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

(2020-2030)

2000 20302010 2020

(2008-2011) (2012-2015) (2016-2019) (2020-2023)

加強國內旅
遊發展方案

21世紀台灣發展
觀光新戰略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政策沿革

Tourism 2030－
台灣觀光邁向

2030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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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貼近市場供需思維擬定施政策略

完善

基礎建設

健全

產業環境

建構友善

旅遊環境

塑造

特色產品

廣拓

觀光市場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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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觀光預算及來臺人次大幅成長

2000年：新臺幣7億元

↓

2019年：新臺幣24億元

2000年：262萬人次

↓

2019年：1,186萬人次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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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使用者」的角度建置日益完善的旅遊資訊服務體系

0800
免費旅遊諮詢服務專線

廣設旅遊資訊服務據點 多語言文宣及網站

台灣好玩卡

台灣觀光資訊資料庫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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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旅遊線」「區塊鏈」概念進行開發建設

台東鐵花村

水金九

大東北角遊憩區

日月潭九族纜車
及環潭遊憩區

大鵬灣遊憩區

花東景觀廊道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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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顧客導向包裝旅遊產品

49條 83條

觀光列車、郵輪式列車

台灣觀巴台灣好行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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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啟動台灣觀光品牌行銷並廣設海外辦事處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觀光品牌1.0

觀光品牌2.0

•倫敦
•法蘭克福

•香港
•曼谷
•胡志明市
•新加坡
•吉隆坡

•紐約
•舊金山
•洛杉磯

•北京
•上海

•東京
•大阪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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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育觀光產業關鍵人才 提升中高階主管專業職能

數位化學習 國外觀摩實務 提升專業職能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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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開辦「旅館品質提升計畫」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優惠貸款
及利息補貼

星級旅館評鑑 好客民宿認證 加入國際連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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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推廣體驗觀光推動各年度主軸

2017
生態旅遊

2018
海灣旅遊

2019
小鎮漫遊

2020
脊梁山脈旅遊

2021
自行車旅遊

2022
鐵道觀光旅遊

2023
跳島旅遊

2024
博物館觀光旅遊

五、21世紀觀光政策回顧_實施成效



參、課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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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組織

一、觀光行政組織與法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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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行業管理規則
2.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3.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4.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5. 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
6. 旅館業管理規則
7. 民宿管理辦法
8. 旅宿安寧維護辦法
9.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10.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
11.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事件裁罰標準
12. 優良觀光產業及從業人員表揚辦法
13. 觀光文學藝術作品獎勵辦法
14.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輔導辦法
15. 觀光產業配合政府參與國際觀光宣傳推廣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16. 法人團體受委託辦理國際觀光行銷推廣業務監督管理辦法
17. 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
18. 台灣地區近岸海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19. 出境航空旅客機場服務費收費及作業辦法
20. 觀光遊樂業與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品質核定標準
21. 觀光地區與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觀光保育費收取辦法 31

一、觀光行政組織與法規制度

現況-法規

發展觀光條例

溫泉法

國家公
園法

森林法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
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1. 溫泉區管理計畫審核及管理辦法
2. 溫泉區土地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
3. 溫泉取供事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
4. 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



一、觀光行政組織與法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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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交通部觀光局層級不足，現有組織亟
需調整升級。

國際觀光行銷組織及機制亟待調整。

觀光數據統計及分析之即時性有待加
強。

現有觀光法規以管理為主，應朝強化
興利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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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資源整備與管理

現況
資源豐富 管理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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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需分散來臺觀光客集中北台灣及熱
門旅遊景點之承載壓力。

整體觀光資源有待整合規劃，發展
區域旅遊帶及旅遊線，並應強化跨
域加值與永續觀光觀念。

宜脫離「蓋硬體拚觀光」的線性思
維，並兼顧自然美景及維護環境景
觀。

臺灣整體之國際旅遊環境友善度有
待提升。

二、觀光資源整備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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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三、觀光行銷宣傳與推廣

國外行銷 國內行銷

• 15個辦事處及8個服務處

• 參加海外旅展及推廣

• 廣告、補助、邀訪

• 中央與地方共同辦理

• 國民旅遊獎勵方案

• 年度旅遊主軸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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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跨部會之國際行銷合作團隊尚未成
形，國際觀光行銷與國家形象之宣
傳需要政策性之整合。

國際觀光宣傳行銷經費與人力相較
鄰近國家明顯不足。

各市場宣傳行銷策略定位宜配合區
域觀光發展之需要，檢討結合地方
力量的行銷推廣機制。

國民旅遊市場人數及觀光效益逐漸
減少，應研擬合適方案，活絡國內
旅遊市場。

三、觀光行銷宣傳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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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旅行業

3,982家
(含分公司)

綜合 600家
甲種 3,107家
乙種 275家

旅宿業

觀光旅館 127家
國際觀光旅館 80家
一般觀光旅館 47家

一般旅館 3,373家
民宿 9,268家
客房 234,000間

星級旅館 446家
好客民宿 1,056家

觀光遊樂業

25家

遊客數1,300萬人次/年

觀光產業人力

21.4萬人

旅行業 10.5萬人

旅宿業 10.3萬人

觀光遊樂業 0.6萬人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截至2019年12月）

四、觀光產業輔導與管理



旅行業管理採許可制之調整。 勞基法一例一休制度之適用性。

稀少語言導遊不足。 網路時代去中間化行銷模式對傳統
旅行業之挑戰。

38

課題-旅行業

四、觀光產業輔導與管理

第4種
旅行業



39

課題-旅宿業

房屋稅賦重、基層人力缺。 非法旅宿業分食客源。

業別分類整併。 旅宿評核本益比低。

四、觀光產業輔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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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觀光遊樂業

籌設程序繁瑣冗長。 收取娛樂稅之合理性。

產品老化面臨轉型發展之挑戰。 過度依賴國旅市場。

四、觀光產業輔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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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人才培育

大學觀光人才培育機制之產學落差
及質量問題。

導遊與領隊考試制度之變革。

四、觀光產業輔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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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五、智慧觀光與旅遊環境

建置及擴充 推廣 創新

推廣 升級 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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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旅遊據點周邊服務系統配合措
施不足。

現有觀光資訊系統對自由行旅客不
夠友善及國際化。

加強ICT技術之應用，提供旅客友
善的旅遊資訊服務網絡。

課題

五、智慧觀光與旅遊環境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肆、政策與策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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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架構 政策思維

觀光立國

觀光主流化

人人心中
有觀光

政府施政
推觀光

一、施政理念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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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觀光發展的
普世價值

觀光主流化的
施政理念

同心與向心的
合作共識

國家社經發展的
政策位階

觀光
立國

一、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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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主軸

6項政策主軸

23項策略

36項重點措施

04

03

02

05

01

06

打造魅力景點

整備主題旅遊

廣拓觀光客源

優化產業環境

組織法制變革

推展智慧體驗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一、
組織
法制
變革

1.奠定「觀光立
國」願景 (1)奠定「觀光立國」願景，落實「觀光主流化」。

2.改造觀光行政
組織

(1)研議交通部更名為交通觀光部。

(2)觀光局改制為觀光署，攜手各區域觀光發展組織
共同推動觀光發展。

3.強化觀光推廣
及研訓機構

(1)研議成立專責國際觀光推廣之行政法人組織。

(2)研議扶植成立財團法人觀光研訓院。

4.修正《發展觀
光條例》

(1)研議修正《發展觀光條例》，並更名為《觀光發
展法》。

(2)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提升層級。

5.觀光發展基金
法制化

(1)觀光發展基金法制化，並研議機場服務費之名稱
調整為「觀光發展費與機場服務費」。 48

二、政策與策略_組織法制變革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二、
打造
魅力
景點

1.建構台灣區域
觀光版圖

(1)訂定整體台灣觀光資源整備計畫，打造區域觀光
版圖，並創造國際觀光新亮點。

2.打造友善旅遊
環境

(1)加強景區改造與整備，建置友善旅遊環境，提升
整體觀光品質。

3.倡導觀光美學
及永續觀光

(1)建立人人心中有觀光、觀光美學及永續觀光的理
念。

49

二、政策與策略_打造魅力景點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三、
整備
主題
旅遊

1.整備主題旅遊
產品

(1)整合中央及地方各部門之資源與能量，開發各類
觀光資源，建構完善之景點設施與服務。

2.推廣深度體驗

(1)擴大觀光部門之跨域合作，開發特色主題旅遊產
品，推廣深度體驗旅遊活動。

(2)推廣大型節慶、賽事活動，並結合在地產業規劃
特色旅遊。

3.推展綠色旅遊、
生態觀光

(1)推動各旅遊地管理單位進行旅遊地之綠色管理，
並參與世界百大綠色旅遊目的地競賽。

(2)加強推廣「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設及解說
導覽。

50

二、政策與策略_整備主題旅遊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四、
廣拓
觀光
客源

1.精準開拓國際
觀光客源

(1)針對國際主力市場、潛力市場及特定族群市場給
予明確化及短中長期布局。

2.推動旅遊地的
品牌行銷

(1)發展觀光絕對吸引力、加強台灣觀光意象及品牌
之型塑。

3.深化國民旅遊
推廣機制

(1)深化國民旅遊產品，積極鼓勵國人旅行台灣。

4.加強海空運輸
接待能量

(1)建構與布局台灣觀光國際行銷海空支援體系。

5.確立行銷組織
分工機制

(1)健全中央、縣市政府、公協會、區域觀光發展組
織之行銷分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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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與策略_廣拓觀光客源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五、
優化
產業
環境

1.優化產業投資
經營環境

(1)結合旅行業、旅宿業等公協會組織之能量，優化
觀光產業投資及經營環境。

(2)持續檢討修正旅行業分類及管理機制，因應未來
旅遊業發展型態之演變。

2.健全產業輔導
管理機制

(1)請勞動主管機關研議訂定航空公司及大眾運輸業
之罷工預告期，以維護旅遊消費者權益及相關產業
之應變。

(2)檢討旅宿業管理及輔導機制，改善其經營環境。

(3)以導入數位化、營造特色品牌等方式，強化產業
輔導、提升旅遊服務品質。

(4)為因應天災或人為突發事件，適時輔導產業紓困
與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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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與策略_優化產業環境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五、
優化
產業
環境

3.培訓觀光產業
專業人才

(1)精進旅行業取才管道、提升從業人員職能水準。

(2)正視旅館業缺工問題，健全旅館業人才培訓認證
分工機制

4.鼓勵業界發掦
企業社會責任

(1)鼓勵觀光業參照全球永續旅遊委員會（GSTC）
之「全球永續觀光準則」自主推動永續觀光計畫取
得認證。

(2)請環保署加強旅宿業、旅行業環保標章之推廣。

(3)鼓勵觀光業結合地方創生計畫造福鄉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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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與策略_優化產業環境



政策主軸 策略 重點措施

六、
推展
智慧
體驗

1.優化旅遊資訊
科技

(1)推動產業及旅遊場域導入智慧科技應用，提升旅
遊服務品質。

2.營造智慧旅運
服務

(1)建構以使用者為核心的整合性交通行動服務，完
備無縫觀光旅運系統。

3.建立數位旅遊
數據平台

(1)建置中央跨部會、地方及民間跨域匯流之觀光大
數據平台。

4.強化數位及社
群行銷

(1)加強與數位媒體合作，擴大觀光數位行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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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與策略_推展智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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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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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主要指標
評估基準 預期目標值

2018年 2025年 2030年

1 來臺旅客人次（萬人次） 1,106

原目標值 1,600 2,000

保守值 1,246 1,516

樂觀值 1,309 1,670

2 國人國內旅遊人次（億旅次） 1.7

原目標值 2.1 2.4

保守值 1.75 2.

樂觀值 2 2.25

3 觀光外匯收入（新臺幣億元） 4,133

原目標值 7,000 10,000

保守值 4,651 5,658

樂觀值 4,885 6,234

4 國人國內旅遊總消費（新臺幣億元） 3,769

原目標值 5,500 7,000

保守值 3,855 4,406

樂觀值 4,406 4,957

5 觀光外匯收入+國人國內旅遊總消費
（新臺幣億元）

7,902

原目標值 12,500 17,000

保守值 8,506 10,064

樂觀值 9,291 11,191

一、2030年發展目標_主要指標



1. 依循UNWTO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行政院永續會《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

二、永續觀光發展

57

▲ UNWTO：永續發展目標（SDGs）

具體目標8.8（同具體目標12.b）：
「推動永續觀光發展，引導觀光產業
提供綠色、在地等旅遊模式，打造臺
灣永續觀光環境與提升產業價值」

• 指標8.8.1：觀光整體收入成長率
• 指標8.8.2：觀光產業就業人數成長率
• 指標8.8.3：訂定綠色旅遊標準

▲行政院永續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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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觀光發展

2. 推動觀光旅遊業及旅遊地管理機構申請國際認證

• 促進環保署大力推動綠色旅館認證。

• 鼓勵旅行業及旅宿業申請綠色產業認證。

• 推動旅遊地管理單位參與綠色旅遊地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