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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休閒不動產市場分析

林俊昇1

第一節  觀光休閒產業市場分析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指出，在2010年我國服務業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占

國民所得比例已達七成二以上，顯示國內服務業已成為經濟發展之主流。因此

政府在「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計畫」中便針對商業服務業研擬出未來發展方

向，冀望商業服務成為支援製造業廠商通路與運輸服務之重要角色；同時，

繼續提升商業占GDP之比重為台灣經濟成長奠定厚實的基礎。未來新的服務

產業發展模式，須朝向強化跨領域之服務產業的合作模式，因此諸如觀光與

文化創意之整合、以及觀光與國際醫療等之整合，將成為擴大市場規模之利

基。其次，台灣由於內需市場有限，因此，促進我國商業服務業的國際化，

開展海外市場也是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動力之一。

至於國內在2009年觀光旅遊市場之表現，根據觀光局之2009年觀光年報

資料顯示，2009年全年來台旅客累計439萬5,004人次，與2008年同期相較

成長14.30%。主要客源市場人次除日本、新加坡、美國、紐澳及歐洲等地區

呈減少外，其它地區則呈成長。由於全球金融風暴在2009年下半年已趨緩，

在國際旅遊市場復甦時期，我國積極爭取國際觀光客來台，因此來台旅客市

場全年達14.30%成長相當不容易；其中以觀光目的來台成長29.47%居最

高，旅客人數為229萬8,334人次；其次為以「業務」目的旅客，為79萬5,669

人次，則呈9.73%之負成長。

自2009年來台觀光人次仍穩定上升，使原先預測可能會因H1N1新流感

確診病例，以及因全球景氣衰退等因素，而導致商務客戶因而減少，但因來

台觀光旅客增加，使國內觀光旅館業並未受明顯影響，所以在2009年一般

或國際觀光旅館住房率僅呈現小幅衰退；尤其國際觀光旅館因消費者預算限

1  作者為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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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平均房價有大幅的下跌。但在政府面臨金融海嘯衝擊下，仍不斷持續

推動多項觀光政策，讓旅館業在有利環境下推動發展，例如「一般旅館品質

提升計畫」即輔導補助旅館業者改善客房設施；同時政府亦於2009年4月9日

啟動「六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其中有「觀光領航拔尖方案」，該方案中提

及至2012年將招商10個以上國際知名連鎖旅館進駐台灣，推動旅館業者引進

國際和本土品牌經營制度；另外也持續推動星級旅館評鑑及民宿認證制度，

提供了住宿品質的保障等措施，冀望藉由此多項認證措施，增加旅客的住宿

消費信心。

除此，在2009年8月7日雖面臨莫拉克颱風登陸台灣，造成多人死亡與產

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尤其在部分地區旅館業更深受慘重損失，政府為對受災

較嚴重地區的旅館業者關切，提供房屋稅補貼與紓困貸款的利息補貼，以及

頒布相關紓困辦法等，以協助觀光業者盡速恢復重建。

自政府啟動兩岸大三通政策之後，包括開放海空通航及全面通郵等措施；

在空運方面，採截彎取直之直航新航線，使兩岸漸形成一日生活圈；而海運

部份，台灣和大陸則分別各開放11及63個港口。對此兩岸官方正式會晤以

來，對兩岸包機直航、兩岸海運直航、以及全面通郵等協商談判似已達成共

識，使未來國人在大陸從事工作或旅遊活動時，加上某些航線機票降價，將

使國人前往大陸洽商觀光更便利與頻繁。至於旅遊業期望中國來台觀光議題，

進而帶動國內地方產業經濟繁榮，也是目前多數旅館業者關注之重點。但從

2009年6和7月間數據顯示，中國旅客來台人數有呈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國

內莫拉克風災，9月新流感疫情升溫、達賴來台、以及播放熱比婭影片等各項

因素影響，中國旅客來台人數受到些微影響。

第二節  休閒相關產業市場概況分析

一、外國遊客來台之市場概況分析

分析2009年外國遊客來台之各主要旅客市場，如圖5-4-1。在各國人數

比例來看，日本遊客至台灣之比例最高，約為24%，比去年之28%減少約4%

人數；其次依序為中國大陸為23%，港澳地區為16%，美國為8%，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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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和歐洲等地區則各為4%，顯示多數遊客還是來自東亞國家

居多，歐美國家因距離較遠，因此至台灣旅遊之旅客較少；有鑑於此，觀光

局於2009年擬針對歐洲國家推出一元遊台灣之促銷活動，希望透過大力推銷

之策略，吸引更多歐洲國家遊客，在行程中能將台灣規劃為重要旅遊地點之

一。  

若分析遊客來台之目的，約可區分為「觀光」及「業務」等兩種。首先以「觀

光」為目的旅客分析，該旅客約為230萬人次，比2009年成長29.47%，佔總

外國來台旅客人次約為52.29%；就地區別而言，以中國大陸成長468.89%最

高。在圖5-4-2利用圓形圖呈現各國分佈情形；其中旅客中以日本遊客至台觀

光為目的之30%比例最大；其次依序為港澳和中國大陸之23%，美國、馬來

西亞及新加坡等國各為5%，以及韓國之3%等，顯示多數亞洲國家仍以觀光

為目的到國內從事旅遊活動，因此鼓勵歐美國家遊客來台觀光仍有很大增展

空間。

2

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尤其在部分地區旅館業更深受慘重損失，政府為對受災較嚴

重地區的旅館業者關切，提供房屋稅補貼與紓困貸款的利息補貼，以及頒布相關

紓困辦法等，以協助觀光業者盡速恢復重建。

自政府啟動兩岸大三通政策之後，包括開放海空通航及全面通郵等措施；在

空運方面，採截彎取直之直航新航線，使兩岸漸形成一日生活圈；而海運部份，

台灣和大陸則分別各開放 11 及 63 個港口。對此兩岸官方正式會晤以來，對兩岸

包機直航、兩岸海運直航、以及全面通郵等協商談判似已達成共識，使未來國人

在大陸從事工作或旅遊活動時，加上某些航線機票降價，將使國人前往大陸洽商

觀光更便利與頻繁。至於旅遊業期望中國來台觀光議題，進而帶動國內地方產業

經濟繁榮，也是目前多數旅館業者關注之重點。但從 2009 年 6 和 7 月間數據顯

示，中國旅客來台人數有呈下降趨勢，主要原因是國內莫拉克風災，9 月新流感

疫情升溫、達賴來台、以及播放熱比婭影片等各項因素影響，中國旅客來台人數

受到些微影響。

第二節 休閒相關產業市場概況分析

一、外國遊客來台之市場概況分析

分析 2009 年外國遊客來台之各主要旅客市場，如圖 5-4-1。在各國人數比例

來看，日本遊客至台灣之比例最高，約為 24%，比去年之 28%減少約 4%人數；

其次依序為中國大陸為 23%，港澳地區為 16%，美國為 8%，韓國、新加坡及馬

來西亞和歐洲等地區則各為 4%，顯示多數遊客還是來自東亞國家居多，歐美國

家因距離較遠，因此至台灣旅遊之旅客較少；有鑑於此，觀光局於 2009 年擬針

對歐洲國家推出一元遊台灣之促銷活動，希望透過大力推銷之策略，吸引更多歐

洲國家遊客，在行程中能將台灣規劃為重要旅遊地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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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2009 年各國來台之旅客分佈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年報，2009 年。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2009年。

圖5-4-1   2009年各國來台之旅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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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以「業務」為目的之旅客，約為80萬人次，則呈-9.73%之衰減，佔

總外國來台旅客人次之18.10%。在圖5-4-3利用圓形圖呈現各國以業務為目

的遊客之分佈情形；其中旅客中以日本遊客以業務為目的之27%比例最高；

其次依序為美國之14%、歐洲之11%、中國大陸之9%、港澳之8%及韓國之

7%等，顯示多數歐美國家至國內主要是以接洽業務活動為目的。

3

若分析遊客來台之目的，約可區分為「觀光」及「業務」等兩種。首先以「觀

光」為目的旅客分析，該旅客約為 230 萬人次，比 2009 年成長 29.47%，佔總外

國來台旅客人次約為 52.29%；就地區別而言，以中國大陸成長 468.89%最高。

在圖 5-4-2 利用圓形圖呈現各國分佈情形；其中旅客中以日本遊客至台觀光為目

的之 30%比例最大；其次依序為港澳和中國大陸之 23%，美國、馬來西亞及新

加坡等國各為 5%，以及韓國之 3%等，顯示多數亞洲國家仍以觀光為目的到國

內從事旅遊活動，因此鼓勵歐美國家遊客來台觀光仍有很大增展空間。

至於以「業務」為目的之旅客，約為 80 萬人次，則呈 -9.73%之衰減，佔總

外國來台旅客人次之 18.10%。在圖 5-4-3 利用圓形圖呈現各國以業務為目的遊客

之分佈情形；其中旅客中以日本遊客以業務為目的之 27%比例最高；其次依序為

美國之 14%、歐洲之 11%、中國大陸之 9%、港澳之 8%及韓國之 7%等，顯示多

數歐美國家至國內主要是以接洽業務活動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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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年報，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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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年報，2009 年。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2009年。

圖5-4-2 2009年以「觀光」為目的之各國旅客來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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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分析遊客來台之目的，約可區分為「觀光」及「業務」等兩種。首先以「觀

光」為目的旅客分析，該旅客約為 230 萬人次，比 2009 年成長 29.47%，佔總外

國來台旅客人次約為 52.29%；就地區別而言，以中國大陸成長 468.89%最高。

在圖 5-4-2 利用圓形圖呈現各國分佈情形；其中旅客中以日本遊客至台觀光為目

的之 30%比例最大；其次依序為港澳和中國大陸之 23%，美國、馬來西亞及新

加坡等國各為 5%，以及韓國之 3%等，顯示多數亞洲國家仍以觀光為目的到國

內從事旅遊活動，因此鼓勵歐美國家遊客來台觀光仍有很大增展空間。

至於以「業務」為目的之旅客，約為 80 萬人次，則呈 -9.73%之衰減，佔總

外國來台旅客人次之 18.10%。在圖 5-4-3 利用圓形圖呈現各國以業務為目的遊客

之分佈情形；其中旅客中以日本遊客以業務為目的之 27%比例最高；其次依序為

美國之 14%、歐洲之 11%、中國大陸之 9%、港澳之 8%及韓國之 7%等，顯示多

數歐美國家至國內主要是以接洽業務活動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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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觀光旅館產業之分析

為瞭解觀光產業的發展現況，若從觀光旅館相關指標加以說明。自2005

年至2009年歷年觀光旅館業家數及房間數規模方面，如表5-4-1所示，交通

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觀光旅館總家數相較於2008年呈現增加現

象；其中

　　　　　　表5-4-1 觀光旅館家數及房間數統計 單位：家、間

項    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國際觀光旅館

　家  數 60 59 60 63 65

　房間數 18,385 18,140 17,733 18,396 18,876

　每家平均房間數 306 307 296 292 290.4

一般觀光旅館

　家  數 27 28 30 31 31

　房間數 3,049 3,254 3,438 3,679 3,750

　每家平均房間數 113 116 115 119 121

合   計

　家  數 87 87 90 94 96

　房間數 21,434 21,394 21,171 22,075 22,626

　每家平均房間數 246 246 235 235 236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0年04月，摘自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2010/04/12。

在2009年之國際觀光旅館數目增加2間，現為65家；而一般觀光旅館業

家數則未增加，仍為31家。至於房間數目變動方面，四年間觀光旅館業的總

房間數呈現增加趨勢，從2005年21,434間遞增到2009年的22,626間，整體

的房間數成長5.56%；其中國際觀光旅館房間數增加約2.67%，即自2005

年之18,385間，增加至2009年之18,876間。而2009年之一般觀光旅館房間

數相較於2005年則約成長23.0%，即自2005年之3,049間增加至2009年之

3,750間；敍綜合成長可能因素是部分業者看好大陸觀光客開放之預期心理等，

而致使旅館市場擴張成長。若從平均每家觀光旅館房間數來看，以旅館業平

均每家房間數則由2005年的246間下降至2009年的236間，衰退約4.06%；

可能是因金融風暴導致經營衰退而關門者，新加入本產業之業者，強調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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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休閒相關設施及附近景點等為營運訴求重點，不同於以往業者特色，

以大規模房間數為經營特色所致，至於國際觀光旅館及其房間數的衰退，也

可能是受民宿的增加而產生競爭的影響。

表5-4-2  2010年1月台灣地區觀光旅館及房間數統計表之一覽表

縣市別
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 合　　　計

家 數 房間數 家 數 房間數 家 數 房間數

台北市 23 7,738 10 1,357 33 9,169

高雄市 8 2,853 0 0 8 2,853

基隆市 0 0 1 141 1 141

台北縣 0 0 4 274 4 274

桃園縣 5 1320 4 802 9 1,612

新竹市 2 465 1 121 3 586

苗栗縣 0 0 1 107 1 107

台中市 5 1,361 1 149 6 1,510

 台中縣 0 0 1 189 1 189

南投縣 2 307 1 54 3 361

嘉義縣 0 0 2 132 2 132

嘉義市 1 245 0 0 1 245

台南市 4 1,000 0 0 4 1,000

台南縣 1 201 1 40 2 241

高雄縣 1 107 0 0 1 107

屏東縣 2 655 1 105 3 760

台東縣 2 459 0 0 2 459

花蓮縣 6 1, 543 0 0 6 1, 543

宜蘭縣 3 622 2 201 5 823

澎湖縣 0 0 1 78 1 78

總　計 65 18,876 31 3,750 96 22,626

資料來源：摘自http://admin.taiwan.net.tw/hotel/statisticsA.asp，20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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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興建中旅館概況之分析

早期國內觀光旅館以外國觀光旅客為主要客源，但隨著國內經濟衰退、

國民所得的增加、國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旅遊活動盛行等因素影響，同

時國人對於旅遊住宿的品質要求也愈高，雖然對於國內觀光旅館具發展具潛

力，但也充滿挑戰性，對新加入者的增加使旅館業市場更為競爭。觀光旅館業

者除積極開發觀光資源，吸收更多遊客來增加收入外，在內部管理方面也尋

求調整，旅館力求在整體經營績效能明顯的提升。配合近來網際網路迅速的

進步及經濟環境國際化後，未來國內的旅館經營將更朝向國際化，以吸引更

多外國遊客至國內從事旅遊。觀光局曾估計2008年來台旅客與國民旅遊之需

求，當時估計觀光旅館需再興建15,100間客房，如表5-4-3。在2010年觀光

局未針對此需求有進一步更新預估值，但該數據仍具有參考意義，唯可惜在

當時並未對離島地區之需求量作預估。因此在統計數字上，以來台旅客對客

房需求量方面，以北部地區之20,900最多，東部地區最少，僅需800間，此

方面之需求約25,600間。至於國人旅遊對客房需求量，仍以北部地區最多，

約為5,100間，但以中部地區之1,400間最少，在此需求共12,300間。若從國

內房間供給量來看，以北部地區提供最多客房間，約為13,100間，而中部地

區最少，約為2,200間，總供給量為22,800間。若計算供不應求之需求缺額，

是以北部地區之需求最殷切，為12,900間；其此為南部地區之1,200間；中

部地區為400間最少，而觀光需求房間數不足總量約為15,100間。

　　　　　表5-4-3  2008年國內客房需求量之估計量表 單位：間

地區別

項目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合 計

來台旅客對客房需求量 20,900 1,200 2,700 800 25,600

國人旅遊對客房需求量 5,100 1,400 3,300 2,500 12,300

總 供 給 量 13,100 2,200 4,800 2,700 22,800

客房需求不足量 12,900 400 1,200 600 15,100

資料來源：摘自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2010/4/15。 

近年來由於大陸觀光客陸續開放，加上經濟呈復甦現象，漸引起旅館業

者的投資意願，目前國內也推動多件旅館興建案，如表5-4-4。至2010年3月

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預計未來之興建中觀光旅館共48間，較2009年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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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減少，總計房間數約11,875間，比去年之15,200間減少，總投資金額約為

87.3億元，少於去年之103億元；目前以北區興建旅館案數最多，房間數約有

4,821間，投資金額約為37.5億元；其次為東區興建旅館案數，暫居第二位，

房間數預計為2,990間，投資金額約為19.7億元；至於離島地區案數則為第三

位，房間數預計約1,858間，投資金額約為13.9億元；而南區興建旅館數之房

間數約1,459間，但其投資金額則約為9.2億元。

表5-4-4  2010年4月止國內各地區旅館興建數目之一覽表

地　區 觀 光 旅 館 名 稱 房 間 數 預定完工日
計畫投資    

（百萬元）

北　區

統一國際大飯店 361 2010/12/31 3,097

加賀屋 北投 99 2010/12/31 359

美福國際觀光旅館 126 2012/12/28 5,000

台北四季酒店 516 2011/10/31 1,731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160 2010/09/08 1,137

台北晶英酒店 296 2013/02/01 2,782

台北慶城福華大飯店 180 2011/11/30 300

宜華國際觀光旅館 580 2013/06/30 8,585

台北花園大酒店 241 2010/05/31 983

福隆貝悅渡假酒店 129 2010/1/30 350

大板根國際觀光飯店 93 2013/06/30 842

北海休閒大飯店A區 480 2013/06/30 2,200

北海休閒大飯店B區 708 2013/06/30 3,900

桃禧航空城酒店 187 2010/03/04 1,550

豐邑尊榮飯店 389 2010/05/10 2,383

雍聯大酒店 276 2011/06/30 2,300

小    計 4,821 -- 37,499

中　區

風林酒店 98 2011/12/31 600

台中凱悅大飯店 250 2012/12/1 3,830

上福台中港酒店 202 2012/2/28 930

霧峰麗緻酒店 110 2012/6/30 600

日月行館 92 2010/4/10 2,000

溪頭米堤大飯店 245 2010/3/5 850

小    計 997 -- 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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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觀 光 旅 館 名 稱 房 間 數 預定完工日
計畫投資    

（百萬元）

南  區

朝麗阿里山賓館 106 2012/12/28 500

棕梠湖國際觀光旅館 45 2011/12/31 1,380

安平別館 193 2012/12/28 200

永保安康大酒店 229 2011/9/30 980

陽光大飯店 86 2010/10/30 483

福容大飯店高雄 250 2010/9/30 286

鼎鼎大飯店 308 2012/9/29 4,400

御華飯店 242 2012/12/29 990

小    計 1,459 -- 9,219

東  區

鹿鳴溫泉酒店 192 2012/12/28 1,278

日暉池上渡假會館 402 2011/12/31 1,200

娜路彎杉原海濱大酒店 272 2013/12/31 2,400

知本富野國際渡假飯店 112 2011/12/30 1,400

綠島大飯店 809 2012/06/30 4,990

銀山莊渡假會館 218 2011/03/03 1,000

兆豐大飯店 146 2012/08/31 1,010

花蓮國際大飯店 260 2011/12/31 1,090

春秋礁溪渡假酒店 84 2012/12/28 1,120

香格里拉渡假村 146 2012/10/31 1,317

宜蘭海洋國際觀光旅館 156 2011/05/31 1,144

喜來登宜蘭渡假酒店 193 2011/03/04 1,800

小    計 2,990 -- 19,749

離 島

地 區

澎湖福朋酒店 311 2010/12/30 1,800

澎湖群島國際渡假大酒店 206 2010/12/31 1,300

藍海渡假大酒店 250 2012/02/27 1,800

湄京澎湖風櫃國際觀光旅館 490 2011/03/31 3,857

澎湖灣海上樂園渡假旅館 32 2011/12/30 116

大澎湖國際渡假村 269 2012/12/29 1,400

料羅灣國際觀光旅館 300 2011/03/29 3,633

小    計 1,858 -- 13,906

資料來源：摘自網站http://t-hotel.tbroc.gov.tw/prepare/List.asp，20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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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宿市場概況之分析

在2010年由國內各項經濟指標顯示，景氣已呈成長現象，因此國人的旅

遊活動亦抱持樂觀，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0年3月數據顯示，2009年與2008

年的餐飲業大約在3,218億元，而餐飲業在2010年1-2月則與2009年同期增

加2.1%，均證明國內經濟有復甦現象。國內具鄉土特色的民宿為因應經濟興

起，積極調整動態的經營環境，民宿的發展同時也帶動地方的房地產交易，

再結合休閒農業發展，讓民宿更具有吸引力，力圖創造國內休閒之主流之

一。在表5-4-5列出2010年3月止，各縣市民宿申請及合法家數之概況。

從表5-4-5顯示目前國內民宿分布情形，以花蓮縣合法民宿家數增加最快

且家數最多，約為757家，比2009年之717家，增加41家，房間數約為2,658

間；其次為宜蘭縣的合法民宿家數為475家，合法房間數為1,846間；若考量

其它縣市民宿數目的總量，則較以往呈增加趨勢。截至2010年3月止全台合法

民宿為2,976家，尚未申請合法之家數有399家，民宿數目總計有3,375家，

總房間數達14,209間，近年經過政府的輔導下，合法家數已漸增加。由於觀

光局已建構民宿管理辦法，納入管理機制，因此民宿將朝利用地方資源與特

色方向發展，建立別於一般旅館的經營方式，未來民宿經營更要加強行銷管

理，強調親切體驗及差異性之住宿方式漸為國人休閒活動中所接受。

表5-4-5  2010年3月民宿數目及房間數之一覽表

縣市別
合　法  民　宿 未　合　法　民　宿 小　　　計

家 數 房間數 家 數 房間數 家 數 房間數

台北縣 99 390 43 310 142 700

桃園縣 22 97 16 66 38 163

新竹縣 42 172 27 89 69 261

苗栗縣 181 648 3 3 184 651

台中縣 54 186 6 21 60 207

南投縣 455 2198 104 772 559 2,920

彰化縣 18 72 1 14 19 86

雲林縣 49 210 14 42 63 252

嘉義縣 88 303 61 317 149 620

台南縣 48 201 0 0 48 201

信義年鑑-5-7.indd   540 2010/6/30   下午 06:39:34



541

高雄縣 57 233 15 76 72 309

屏東縣 85 385 52 394 137 779

宜蘭縣 475 1,846 24 144 449 1,990

花蓮縣 757 2,658 17 67 774 2,725

台東縣 317 1,263 4 5 321 1,268

澎湖縣 160 674 3 14 163 688

金門縣 49 230 0 0 49 230

連江縣 20 88 9 71 29 159

總　計 2,976 11,854 399 2,355 3,375 14,209

資料來源：摘自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2010/4/23。

第四節  溫泉之市場概況分析

溫泉具有自然療效功能，通常吸引國人泡溫泉的興趣，上班族民眾亦常

藉由泡湯中，成為消除疲勞的最佳休閒方式。由於大部份溫泉的化學物質，

會沉澱在人體皮膚上，進而改變皮膚酸鹼度，對身體健康具有不少的益處。

當前休閒活動中漸佔重要的地位，而溫泉的發展也直接帶動附近觀光飯店的

興建，配合舉辦各項溫泉祭的活動，企業適時掌握溫泉地點觀光商機，由表

5-4-6顯示，由2009年國內各地的溫泉分佈情形並未有太大變動，目前溫泉

分佈是與地形相關，以北部及東部分佈居多，分別各約為11及12處；其中東

部又以台東縣市的溫泉分佈地點6處最多。其次為中部的南投縣，約有5處。

而其它縣市的分佈較零散，既使知名度較低的溫泉地點，仍吸引相當多溫泉

愛好者前往。至於溫泉附近的飯店分佈情形，如表5-4-6所示，若依地區飯店

家數多寡而言，以北部的台北市最多，約有50家；其次為北部的台北縣及中

部的南投縣，分別有45及43家溫泉飯店。

表5-4-6 全國溫泉地點及其相關飯店分佈之一覽表

地 區 別 縣  市  別 飯  店 家 數 溫  泉  數

北  部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縣

新竹縣

50

45

16

24

4

4

1

2

小  計 13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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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

苗栗縣

台中縣

南投縣

24

13

43

2

2

5

小  計 80 9

南  部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27

30

13

3

3

2

小  計 70 8

東  部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33

16

32

3

3

6

小  計 81 12

總     計 366 40

資料來源：摘自網站：http://www.twem.idv.tw/ d5.htm，2010年4月23日。

第五節  休閒農場概況之分析

休閒農業為近年來發展的農業經營型態，屬於農業遊憩活動，是結合農

業生產、生態和生活等三項特質，增加國人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許

多農民將其農地轉型為休閒農場經營，利用該農場具有之核心資源，除提供

遊客在農業基本的自然資源、景觀資源及文化資源等外，農場亦強調體驗式

（experience）的消費，讓消費者享受自然風光之外，同時塑造舒適和諧的

情境融入環境，創造高品質的休閒活動。而為因應休閒產業的蓬勃發展，休

閒農場亦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以台灣目前休閒農場數目約有1,102家左右，

至2010年農委會准予籌設的休閒農場，已經有454家；其中有218家已通過正

式評鑑、成功取得了許可登記證（休閒農業服務網，2010/03/31）。表5-4-7

為2010年3月止國內各地區合法休閒農場之家數及百分比，全國合法休閒農

場以南投縣佔最多數，即南投縣之74家最多，約佔總數之16.37%。在北區以

苗栗縣之62家合法休閒農場為最多；至於南部地區以屏東縣之35家居多；東

部地區以66家最多。在這些休閒農場的廣義定義中，若依特性差異可分為休

閒農場、休閒林場、休閒牧場及休閒漁場等型態，因應國人旅遊需求的多元

化；若從休閒農場的經營特色來看，則可區隔成生態體驗型、農業體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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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農莊型及農村旅遊型等四類不同農場類型。透過農場類型劃分之目的，

主要是讓遊客較容易區分其特色，滿足遊客的休閒需求，在提供國人的休閒

活動上已明顯表現其貢獻。

表5-4-7　2010年3月全國合法休閒農業家數及比例一覽表

地  區  別 縣   市 農 場 數 百分比(%)

北  區

基隆市 7 1.55 

台北市 10 2.21 

台北縣 12 2.65 

桃園縣 18 3.98 

新竹縣 10 2.21 

新竹市 3 0.66 

苗栗縣 62 13.72 

小    計 122 26.99 

中  區

台中縣 43 9.51 

台中市 5 1.11 

南投縣 74 16.37 

彰化縣 28 6.19 

雲林縣 11 2.43 

小   計 161 35.62 

南   區

嘉義縣 11 2.43 

嘉義市 1 0.22 

台南縣 16 3.54 

高雄市 6 1.33 

高雄縣 10 2.21 

屏東縣 35 7.74 

小   計 79 17.48 

東  區

宜蘭縣 66 14.60 

花蓮縣 16 3.54 

台東縣 8 1.77 

小   計 90 19.91 

總　　計 452 100.00

資料來源：休閒農業服務網，摘自：http://ezgo.imita.com.tw/，2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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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主題樂園市場之分析

國內主要遊憩地點比例與往年所佔比例變化不大，主題樂園仍屬於較大眾

化的遊樂場所，每年均可吸引許多不同年齡層之遊客前往旅遊，雖然過去面

對景氣衰退的影響，各種不同主題樂園參與的遊客人數各有增減程度不同現

象。圖5-4-4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遊客人次統計圖分析，國人在2009年前往觀

光遊憩地點以「公營觀光區」居最多比例，約為32.31%；其次為「國家風景

區」，佔19.09%，而在「寺廟」地點則佔14.04%，此比例與往年相同，佔第

三位；至於民營觀光區則有7.41%遊客人數前往，與2008年之8.0%則有些微

下降；縣級地方風景特定區或其它風景區等兩者則約有6%遊客參與。

若以人數變化趨勢來看，列舉國內幾個重要觀光遊憩地點，如表5-4-8顯

示。自2005年至2009年列出八大主題樂園的遊客人數資料，僅有劍湖山世

界歷年的全年遊客人數均超過100萬人次；至於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在2007年

和2008年人數稍低於百萬人數外，其它年亦有超過百萬人的遊客數紀錄。若

與2008年進行比較，遊客人數減少之主題樂園，以劍湖山世界、月眉育樂世

界、九族文化村及花蓮海洋公園等四個地點，其它主題樂園地點則未受經濟

景氣影響，遊客人數反而呈成長現象，顯示若主題樂園能努力經營，仍可吸

引更多遊客參與，尤其是主題樂園之服務創新及多元變化，相信能提高遊客

重遊意願，成為永續經營思考方向。

12

衰退的影響，各種不同主題樂園參與的遊客人數各有增減程度不同現象。圖 5-4-4
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遊客人次統計圖分析，國人在 2009 年前往觀光遊憩地點以

「公營觀光區」居最多比例，約為 32.31%；其次為「國家風景區」，佔 19.09%，

而在「寺廟」地點則佔 14.04%，此比例與往年相同，佔第三位；至於民營觀光

區則有 7.41%遊客人數前往，與 2008 年之 8.0%則有些微下降；縣級地方風景特

定區或其它風景區等兩者則約有 6%遊客參與。

若以人數變化趨勢來看，列舉國內幾個重要觀光遊憩地點，如表 8 顯示。自

2005 年至 2009 年列出八大主題樂園的遊客人數資料，僅有劍湖山世界歷年的全

年遊客人數均超過 100 萬人次；至於六福村主題遊樂園在 2007 年和 2008 年人數

稍低於百萬人數外，其它年亦有超過百萬人的遊客數紀錄。若與 2008 年進行比

較，遊客人數減少之主題樂園，以劍湖山世界、月眉育樂世界、九族文化村及花

表 5-4-8 歷年八大主題樂園遊客人數一覽表

單位：人數

地點 年別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劍湖山世界 1,441,298 1,407,364 1,253,291 1,237,413 1,133,176
六福村主題遊樂園 1,118,100 1,069,279 940,577 947,217 1,225,235
月眉育樂世界 1,480,412 1,063,573 910,080 782,544 705,268 
八仙海岸 383,382 317,751 282,554 319,739 369,590 
九族文化村 907,574 919,767 717,640 804,609 768,610 

小叮噹科學遊樂區 145,629 131,350 122,965 135,028 163,181 
小人國主題樂園 852,855 809,989 718,351 727,689 983,042 
花蓮海洋公園 819,191 743,810 674,953 622,352 515,754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網站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2010/4/23。

圖 5-4-4  2009 年國內主要觀光遊憩遊客人次統計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年報，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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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2009年。

圖5-4-4  2009年國內主要觀光遊憩遊客人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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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8 歷年八大主題樂園遊客人數一覽表 單位：人數

年別

地點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劍湖山世界 1,441,298 1,407,364 1,253,291 1,237,413 1,133,176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1,118,100 1,069,279 940,577 947,217 1,225,235

月眉育樂世界 1,480,412 1,063,573 910,080 782,544 705,268

八仙海岸 383,382 317,751 282,554 319,739 369,590

九族文化村 907,574 919,767 717,640 804,609 768,610

小叮噹科學遊樂區 145,629 131,350 122,965 135,028 163,181

小人國主題樂園 852,855 809,989 718,351 727,689 983,042

花蓮海洋公園 819,191 743,810 674,953 622,352 515,754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2010/4/23。

在政府積極扶植觀光事業下，國內仍持續籌建新的遊樂場所，在2009年9

月止國內仍籌建中的遊樂場投資案，約有十二處，如表5-4-9所示；其中申請

面積最小為宜蘭縣「宜蘭海洋生態科技遊樂館」之約5.74公頃；而最大面積

則如台南縣玉井鄉「統一夢世界園區」之152.16公頃。若以投資金額來看，

以台南縣玉井鄉之「統一夢世界園區」為最多，約13.673億元；投資金額最

少者，則以桃園縣「小人國主題樂園」約6千5百萬元最高投資案。

表5-4-9  2009年9月國內籌建中遊樂業之一覽表

案 件 名 稱
申請面積

（公頃）
面積排名

投資金額

（百萬元）
金額排名

桃園縣小人國主題樂園 36.09 2 65.00 12

南投縣埔里赤崁頂遊樂區 27.62 4 923.61 8

台南縣統一夢世界園區 152.16 1 13,673.00 1

宜蘭縣宜蘭海洋生態科技遊樂館 5.74 12 2,267.00 3

花蓮縣林田山休閒渡假園區 28.85 3 5,767.97 2

花蓮縣怡園渡假村 12.72 7 569.00 10

花蓮縣花蓮海洋公園擴大 22.50 6 1,600.00 5

花蓮縣光隆遊樂區 9.95 10 1,035.48 7

台東縣杉原棕櫚濱海渡假村 25.76 5 1,722.00 4

台東縣滿地富遊樂區 10.51 9 1,272.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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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 7.29 11 777.81 9

台東縣布雅馬極限遊樂園區 10.86 8 152.60 11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摘自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2010/4/25。

第七節  休閒觀光產業之願景與挑戰

從國內官方或研究機構之預測，國內景氣漸呈復甦現象，國人出國意願預

估將提升，旅行業者在出國旅遊的業務亦可望增加，至於中國觀光客來台人

次是否成長，在兩岸關係發展穩定中呈樂觀願景，因此對整體旅遊業的願景

評估，2010年國內外經濟將呈緩慢成長局面，如果經濟環境如所預料，亦將

影響整體來台旅客人次，國內觀光旅館之平均房價及住房率將較2009年表現

更佳。至於民營遊樂園方面，2010年可望在景氣復甦之帶動下，營收可望出

現成長；整體而言，2010年旅遊業者之收益表現也將較2009年為好。

在2010年第一季國內許多觀光景點營運表現亮麗，主要得利於來台觀

光旅客人次增加，但由於目前中國觀光客來台仍採團進團出管理方式，僅能

帶動觀光景點周邊發展，未來若政府能推出深度旅遊行程，甚至開放陸客自

由行，將對觀光業朝更正向影響；同時旅行社業者為因應遊客自主性日益增

加，將面臨更為多元且客製化之套裝行程，成為各旅行社在經營發展上努力

的方向。至於2010年因有多家國際觀光旅館陸續加入經營，競爭將更為激

烈，因此可望帶動當地不動產房價上漲。

在觀光休閒國際化方面，為適應全球化之趨勢，國際觀光旅館應及早建構

國內連鎖系統，並與亞洲地區知名旅館集團結盟，成立亞洲旅館聯盟，提供

消費者便利的服務與多樣化的選擇。除此，以區域聯盟的合作關係，結合附

近著名的旅遊景點，旅館與異業合作推出優惠的行程，使成為業者的重要收

入來源；而飯店在旺季期間結合多數主題樂園，推出含住房、主題樂園門票

及餐券等套裝行程；同時針對商務旅客對住宿及航空運輸的需求，共同推出

國內多樣化的套裝行程，更能符合遊客的休閒需求。

政府觀光相關單位通過2010年約2.5億美元觀光預算之「觀光領航拔尖計

畫」，再加以舉辦國際活動，預估來台觀光旅客人次可望突破創高，但在目前

政府推動觀光發展，台灣國際形象仍嫌不足，仍須進行行銷宣傳，尤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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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景氣尚未復甦，對觀光市場未來更加競爭，業者應思索如何增取主要客

源市場（日本及美國等國家）外，拓展新興市場的客源，使國內觀光產業能

持續蓬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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