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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旅館，不僅能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之發展，並可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創造居民就業機會。本研究將藉由供給面
與需求面的資訊蒐集、調查及政府次級資料等進行調查整
理，評估設置國際觀光旅館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方 法 與 過 程 

一、資料彙整收集。 
二、資料分析 
三、實地查訪 
四、歸納結論 

研究發現及建

議 

一、淡水位處北部海岸旅遊線一環，就興建國際觀光旅館規
劃而言，已具有相當之區位與觀光市場優勢，未來著重
於針對主要客層旅客規劃多元之套裝行程，結合淡水水
岸山城的觀光資源，以吸引更多遊客來台觀光，提高重
遊意願。 

二、國內旅客之旅遊率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且旅遊目的以
「觀光、遊憩、度假」為主，顯示未來本基地發展觀光
遊憩事業時，國內旅客客源之拓展具有一定之潛力，未
來除持續善用地方特色資源外，應開拓其他多元遊憩活
動，增加客源。 

三、淡水開發招國際觀光旅館，可提升「經濟效益」及「社
會效益」 

四、依據市場分析結果，旅館設置可以國民旅遊的市場為
主，而旅館最適規模以提供客房300間以下為主，為克
服休閒旅館經營明顯淡旺季之難題，提供或結合多種遊
憩活動型態是必要的。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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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一節 觀光產業的重要性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指出，「觀光」已成為許多國家賺取外匯的首要來源。依

據WTO資料顯示，觀光業占全球生產毛額11%，全球生產總值達

三兆四千億美金，是全球最大產業之一。WTO及世界旅行及觀光

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以下簡稱WTTC)指出，

近年來觀光產業，與科技產業共同被視為是21世紀的明星產業，

在創造就業機會及賺取外匯的功能上具有明顯效益。至2006年，

旅行及觀光產業占世界GDP的10.3%、占世界總就業的8.2%。近10

年來，國際市場觀光旅客人次持續成長，2006年已達八億四千二

百人次，WTO更進一步預估，至2020年，全球觀光人數將成長至

十六億二百萬人次，全球觀光收益亦將達到二兆美元。 

台灣因地理環境特殊，擁有豐富而多樣化的人文與自然資

源，發展觀光具有雄厚的潛力。世界經濟論壇(Would Economic 

Forum, WEF)首度公布「2007年觀光旅遊經濟研究」報告，台灣今

年的觀光事業將創造新台幣一兆一千八百億元（約三百七十九億

美元）的經濟行為，絕對規模居全球第三十，未來十年的平均成

長率為5.2%，到2017年將可達新台幣兩兆三千五百五十四億元（約

七百五十八億美元）。台灣於2006年個人及商業觀光旅遊，消費

為新台幣四千六百八十億元，而外國觀光客來台旅遊人次為三百

五十二萬(圖1-1-2)，位居世界第二十七名。2006年台灣的觀光出

口、也就是外國旅客在台灣的消費及相關產品出口，為新台幣三

千三百四十二億元，2005為新台幣三千兩百六十億元，更加顯示

了台灣觀光旅遊業是入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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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國際觀光旅館現況 

我國的觀光事業從1956年起開始發展，觀光旅館業也在這個

時期開始興起。而根據國際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2006）之

規定，國際觀光旅館是指申請核准籌建，以接待國際及國內觀光

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旅館。截至交通部觀光局2007年7月底止灣

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共計59家，客房數17,529間，而正在興建中的國

際觀光旅館共計32家，客房數8,834間。由於一般觀光旅館在營運

規模等相關競爭方面無法達到預期營收標準，因此旅館家數持續

減少；而國際觀光旅館則在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不斷提升以及跨

國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在政府在推動週休二日後，休閒

旅遊風氣日盛，使得國際觀光旅館住宿率逐年提昇，旅館業者為

掌握其在旅遊市場之利基，紛紛擴展營運據點，在市場之供給與

需求俱增之情形下，市場競爭勢必更趨白熱化，更促使國內觀光

旅館業的發展愈形重要，並成為發展觀光事業與商旅市場不可或

缺的角色。 

 

第三節 臺北縣觀光產業發展重鎮-淡水 

不管什麼時刻，當您漫步於淡水河邊時，「淡水」都給了您

不一樣卻又都讓您驚豔的感受：朝陽映照的淡水河、波光粼粼的

淡水河、帶著薄霧充滿清新的淡水河、瀰漫著浪漫懷想黃昏的淡

水河、夜幕中燈火輝煌的淡水河...等，地處於淡水河出海口的小鎮

--「淡水」，在歷史及多元文化的洗禮中走過了數個世紀，在建築

景觀多樣性的風貌、各種族文化性的衝擊與融合與蛻變中有著

「它」獨特且吸引人的風貌，其歷史文化風格，自不言可喻；遊

客拜訪歷史文化場所，主要包括懷舊的心理、文化根源及歸屬感、

對過去人的生活方式及使用物品等等的好奇心，和無特殊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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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旅遊等原因(Aldersonetal.,1985）。因此為了滿足一般人對於

想瞭解具歷史文化重要意義場所的各種需求，歷史文化場所通常

會提供各種解說服務連結場域與遊客的情感經驗，一方面寄望藉

由解說服務與遊客的互動中，讓遊客產生對歷史場所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另一方面也建立當地居民對場域的認同感和自

信心（陳儒瑋，2005）。而在後現代時期高低文化層次之間或不

同的許多文化形式（如觀光、藝術、建築等）的界線得以解除。

觀眾在欣賞藝術或與物的互動過程中，從過去靜態欣賞的方式演

變成為透過娛樂、消遣的親身體驗來參與，並採用劇場化和符號

化的展示方式（John,1990）。就如同淡水河給您的多樣面貌，「淡

水鎮」這個充滿歷史人文、建築風華、自然環境甚至是多樣性的

飲食風格，都值得一再體會。 

在自然生態方面，淡水自是以紅樹林及大屯山系的自然生態

旅遊為主軸延伸。茂密生長在海邊的紅樹林，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抵擋海浪對海岸的侵蝕，紅樹林從開花、發芽、成熟、掉落、著

根到成長的奇特過程，可以體會它在河口沼澤地這惡劣環境中巧

妙的生存方式。是很好的觀光資源，也是學生最好的戶外教室，

更是學者專家研究大自然的好題材。在生態環境旅遊上，擴大生

態社區的參與機制、加強導覽功能與旅遊品質、提供多樣化的遊

程體驗、強化旅遊服務技能、教育正確生態旅遊的理念（劉瓊如，

2007）等，這也是淡水要能提供給遊客良好的生態旅遊環境。 

而對於淡水的飲食來說，結合豐富的漁港特色美食與在地小吃，

更是休閒遊憩的一大特色；它不但與當地的風土民情相契合，更

造就了許許多多的旅遊商機，讓在地居民可以創造更大的地區認

同價值。飲食是一個地區特色呈現的「圖象」（picture）之一，是

深入認識一地區域特性的最佳「媒體」，特別是一個地區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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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更是所有食物中將地方性色彩表現最豐富的象徵，這是因

為「小吃」是專指市井村野的味道而言，它具有一地的自然環境、

區域發展、地方資源、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交互影響而產生的獨特

味道，是所有生活感官經驗綜合體的最前線，也因而最毫無掩飾

的反映出在地的特質，所以可說是民間文化的結晶、民俗內涵的

呈現，因此要發掘區域特色，「小吃」無疑地是最佳切入點（葉

小慧，2002）。且由於淡水距離台北市區較近，又有著極豐富的

觀光資源，再加上縣府大力推銷觀光，因此匯聚了非常多的觀光

人潮；但是到淡水遊覽的觀光客，大部分的人都屬於「走馬看花」

似的旅遊方式，充其量只能說是來過淡水，卻未能真正的去了解

與感受『淡水』最佳性與多樣性的面貌，實為可惜。因此，對於

這個人文與歷史薈萃的淡水鎮，如能適當的引入觀光休憩設施及

相關的商業活動，例如本研究之標的：國際觀光旅館，不僅能推

動漁港功能多元化之發展，並可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創造居民就

業機會。本研究將藉由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資訊蒐集、調查及政府

次級資料等進行調查整理，評估設置國際觀光旅館之必要性及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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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觀光旅館定義與分類 

「發展觀光條例」係國內發展觀光產業之母法，為因應我國

觀光產業發展之潮流，立法院特於 2001 年 10 月底會期通過新修

正發展觀光條例。該條例除了對觀光產業名詞定義解釋之外，還

加以對觀光旅館業與民宿作了明確的解釋。而目前我國的相關條

文，根據台灣交通部觀光局（2006）對旅館的定義如下： 

（一）根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明確定義 

觀光產業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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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第二條第七項中指出，所謂觀光旅館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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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條例」第十二條中規定其業務範

圍包括： 

1、客房出租； 

2、附設餐廳、咖啡廳、酒吧間； 

3、國際會議廳； 

5、其他經交通部核准與觀光旅館有關之業務。 

然而在觀光旅館依交通部觀光局的「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中規定之「國際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區分為一般觀光旅館

(TouristHotel)及國際觀光旅館(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在專用

標誌上屬於一至三朵梅花；而後者之「國際觀光旅館」則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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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梅花，其建築及設備標準有不同之處。 

 

第二節 我國國際觀光旅館歷史沿革 

我國的觀光事業從 1956 年起開始發展，觀光旅館業也在這個

時期開始興起。經歷發韌時期、奠定基礎時期和國際觀光旅館時

期。1990 年後，挾著國外新穎經營管理技術之新興國際觀光旅館，

如雨後春筍陸續開幕。本研究參考詹益政(2001)、鈕先鉞(2005)文

獻中之我國觀光旅館發展經過，及交通部觀光局 2007 年台灣地區

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資料，對於各階段的重要事項分述如

下： 

1、傳統式旅館時期（1945~1955 年） 

此時全省旅館大約有 483 家，多為客棧、招待所與傳統旅社型

態，僅供住宿之用，少數幾家提供餐飲。圓山飯店可視為現代

化旅館的先鋒。當時可供外賓住宿的旅館只有圓山飯店、中國

之友社、自由之家、及台灣鐵路飯店等四家官方旅館，客房數

只有 154 間。 

2、觀光旅館發韌初期（1956~1963 年） 

此時台灣觀光事業委員會、省（市）衛生處、警察局共同訂定

客房數在 40 間以上者就可稱為「觀光旅館」，此為觀光旅館業

之由來。此時共有 26 家觀光旅館興建，以高雄圓山與華園較

著名。在這一階段中，由於政府的帶動，使得我國國際觀光旅

館開始受到重視，民間也開始積極投入這個產業，造成整個產

業的蓬勃發展。 

3、國際觀光旅館時期（1964~1976 年）1954 年統一大飯店、台北

國賓大飯店、中泰賓館相繼開幕，台灣出現了大型旅館，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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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帶進經營與管理的新觀念。台北希爾頓大飯店於 1973 年

開幕，我國的觀光旅館業進入了國際觀光旅館連鎖性經營的時

代。從這個階段開始，國際觀光旅館中的企業經營策略開始慢

慢改變，朝向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此時期成立的觀光旅館家數

眾多，同業間的競爭也漸趨激烈。 

4.大型國際觀光旅館時期（1977~1981 年）政府於 1977 年所頒布

的（興建國際觀光旅館申請貸款要點）中除了提供新台幣 28

億元的貸款外，更有條件的開放住宅區興建國際觀光旅館。在

突破建築基地難求及興建資金不足的瓶頸後，大型旅館的興建

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兄弟、來來、亞都、美麗華等，可說

是此時期的代表。 

5、整頓時期（1981~1983 年）1981 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機，造成經

濟衰退，台華旅客的成長幾乎為零，但大型旅館仍舊持續增

加，使得競爭更形激烈。除此之外，稅賦的增加，人員待遇的

高漲，地下旅館的氾濫，住房率一蹶不振，使得業者的負擔加

重，更迫使老舊、經營不善的旅館進入整頓時期。此時開幕的

觀光旅館包括了環亞、富都、京王等。1982 年，喜來登來來大

飯店與喜來登集團簽訂世界性連鎖業務及技術合作契約。政府

不斷的加強推展觀光事業，並向國內外宣傳推廣本國的旅遊活

動，以帶動需求。 

6、重視餐飲時期（1984~1989 年）由於客房供過於求，來華旅客

成長甚微，觀光旅館遂逐漸改變以客房為主的營業方向，轉而

加強推廣餐飲業務，以求取更多的收入，維持營運。此舉亦帶

動整個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1984 年，台北老爺成為日航

管理系統之一員。1986 年由於歐洲恐怖組織活動頻繁，指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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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轉向亞洲觀光。再加上後來的景氣復甦，商務旅客增加。此

時成立的觀光旅館有福華、老爺等。 

7、國際連鎖時期（1990 年迄今）1990 年後，凱悅與漢來等國際

知名連鎖飯店相繼成立，再加上 8 家「世界傑出旅館」訂房系

統一員的亞都及西華、威斯丁連鎖旅館的凱撒大飯店等，這些

旅館引進歐美的管理技術與人才，為我國觀光旅館業帶來強烈

衝擊，使得台灣的旅館經營更朝向國際化的方向邁進。截至交

通部觀光局 2007 年 7 月底止(表 2-2-1)，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

館共計 59 家，客房數 17,422 間，而正在興建中的國際觀光旅

館共計 32 家，客房數 8,834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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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觀光旅館服務的特性 

觀光旅館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符合觀光產業特性且不同於一般

傳統產業，根據梁雯玟（2001）以及本研究整理，其特性如下﹕ 

1、受地理位置影響大：旅館建築業興建後，即附著在土地上，無

法隨著住宿人數多寡或住宿需求增減而有所調整。旅客要投

宿，就必須至有旅館的地方，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頗大。 

2、進入障礙高：觀光旅館多興建於交通便利的地區，地價昂貴加

上整體裝潢與設備費用，這些固定資產的投入通常要佔總投資

額的八成至九成，此巨額的資金需求一般企業無法負擔，故形

成此產業相當高的進入障礙。 

3、產業技術易被模仿：經營技術普遍可在各家同級或不同級的旅

館中學到，即使有創新的產品或服務以及經營方式，很容易被

同業所模仿，因此創新的產品或服務必須要能夠為所在地區的

顧客需求量身訂做，才能有所區隔。 

4、短期供給無彈性：成立一家國際觀光旅館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與龐大的資金，所以短期內的客房供應量無法快速因應需求

而有所調整，彈性相當的差。 

5、先進入市場者無法因經驗累積而大量降低成本：國際觀光旅館

業為人力密集之服務業，所有品質的維繫皆繫於與顧客接觸的

第一線員工，但是由於此產業的員工流動率相當嚴重，很難藉

由經驗的累積而大量降低成本。 

6、無先投資即獲產能之規模經濟：旅館落成後，產能即告固定，

無法再擴大規模。而旅館是以人力密集作為品質的保證，所以

規模越大，旅館要維持既定品質所需增加的相對人力就越多，

故規模經濟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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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需求具多樣性：至國際觀光旅館住宿的包括本國與外籍旅客，

其經濟、文化、社會、心理背景各不相同，旅遊動機差異性也

很大，故需求具多樣性且複雜。 

8、從業人員的專業服務素養：服務業的特性是所有的活動都是藉

由第一線的服務人員與客人的互動來完成，在過程中互動的好

壞可以直接影響客人消費的意願，所以第一線服務人員對服務

的成功與否，扮演決定性的關鍵角色。國際觀光旅館隸屬服務

業，故其主要職責就是提供顧客完善的服務，故除了需要培訓

從業人員具備專業素養之外，更需要培訓從業人員具有服務的

熱忱與態度。 

 

觀光產業發展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政府於民國 90 年全面開

放週休二日後，國人的旅遊風氣更加盛行，過去幾年政府推動與

觀光相關的政策像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挑戰

2008-觀光客倍增計劃」、「推行國民旅遊卡」，甚至是「開放兩岸三

通」與「離島設置觀光賭場」等政策議題，更是讓位居觀光旅遊

體系中重要一環的國際觀光旅館，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態勢，因

此國際觀光旅館如何擴張既有的市場佔有率、進入新市場並且整

合提升與客戶之間的關係，讓服務不再只是強調品質，更要創新，

是目前落實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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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淡水鎮歷史沿革與觀光導覽 

淡水因為其特有的條件，在捷運通車之後，觀光產業已經成

為事實。多年來經過許多的在地文化工作者對於淡水的文化推

廣，淡水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文化資源，當然也包括了行動過

程中所揭露的地方文化歷史經驗，以及對時勢所建構的新的文化

行動力量與認知。這些屬於文化產業面的觀光資源，對於淡水居

民而言，隨著發生於自己生活的環境空間中，其中更包含了許多

共同的與個人的文化歷史經驗，這樣一點一滴的生活與歷史文化

的演進歷程，慢慢的將淡水推昇建構成為一個能夠呈現出地方文

化經驗的自然生活景觀。 

在這樣一個既特殊又迷人的歷史記憶與自然風格中，研究者

就以淡水的文化多樣性為基礎，結合相關的資料與個人，並參考

淡水鎮志、淡水研究相關論文（卓姿旻，1998）、（蔡明學，2003）、

（張文龍，2004）及淡水地區相關休閒遊憩專書（周治平，2001）、

（馮文星，2001）等，進行實地調查與資料搜集。讓淡水的豐富

資源，從原來紙本資料等的二手資訊，經由研究者直接探索式的

調查研究，真正顯示出的一手資訊，用最新及最真實的面貌，來

呈現在本文研究中，更加強本研究的實用性。 

200 萬年前，大屯火山群噴發，熔岩向四周流去，凝結後形成

了一條條低緩的餘坡，看起來像是在安撫、照顧著淡水這片土地

的大手（淡水古蹟園區，2007）。這五條如手指般的丘陵，就是淡

水俗稱的「五虎崗」。五虎崗其實並不高，但平舖於淡水河岸邊，

就具備了制高點的優勢，當然也因此賦與了它們重要的軍事價

值。您可以把左手伸出指向觀音山，手背向上，淡水河從小指指

尖流向大姆指，大姆指就是第一崗，滬尾砲台位在指尖處；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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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二崗，以紅毛城為其所在；中指指的是第三崗於重建街、清

水街一帶，最高處就在清水祖師廟；第四崗是無名指，就位於淡

江大學處；最後小指指的是第五崗，就是淡水的聖本篤修道院。

淡水河沿岸狹小的平地，使得淡水只好往五虎崗的山丘和谷地發

展，這樣的地形優勢，除了帶給淡水多樣的人文與歷史風情，還

有極具空間變化的聚落型態和多層次的自然生態表現，讓淡水有

了「東方威尼斯」和「東方拿坡里」的美譽。 

台北縣淡水鎮，地處於東經 121.16 度，北緯 25.10 度，在台

灣的西北方；北鄰三芝鄉，南以關渡和台北相接，西瀕台灣海峽，

並與八里一水之隔。東西長 11.138 公里，總面積 70.6565 平方公

里。淡水鎮行政區域劃分為 33 里，計有 562 鄰，民國 95 年 12 月

底人口數十二萬九仟八佰九十八人（淡水鎮公所網站，2007）。淡

水鎮境內除淡水河口狹小平原外，大屯山陵被覆淡水泰半，形成

山城河港。河光山水，風景秀麗，自古為台灣八景之一，近日已

成北台灣著名的觀光勝地。 

四百多年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他們過著農漁

業並重、自給自足的簡單生活，直至 17 世紀初期，隨著新航線的

發現，開啟了西方海上霸權國家競逐亞洲的領地，台灣因為地處

亞洲大陸邊緣的海陸要衝，因此就登上了世界舞台，也使得海上

霸權國家爭相競逐的寶地；西元 1626 年，西班牙人為了確保對東

南亞的經營，最先佔領北台灣，並於 1629 年，選擇淡水做為帆船

的中繼站及搜括物資的殖民地，且於淡水河口興建「聖多明哥城」

（今紅毛城的前身）；1642 年荷蘭人為防止貿易路線被截斷，故北

上擊退西班牙人，於 1644 年將聖多明哥城重建為更堅固的城堡，

即現今的紅毛城（淡水鎮公所網站，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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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661 年，鄭成功登陸台南，驅逐荷蘭人，在淡水、基隆

的荷蘭人見勢不可為，也陸續撤離台灣。總之，西、荷兩國在台

統治了三十六年之久，當時駐兵約 500 人，常滿載貨物的西班牙

船二十餘艘，同時進出基隆港，淡水和基隆一時成為華南和馬尼

拉間的通商中心（淡水古蹟園區網站，2007）。 

西元 1842 年鴉片戰爭之後，台灣的戰略地位及所蘊藏的自然

資源又再度引起西方列強的重視，而淡水以其豐富的物產和廣大

的市場更是西方列強注意的焦點；1858 年英法聯軍之役，清廷戰

敗遂與各國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放通商及內河航運權，淡水港

已成為國際通商口岸。1862 年 6 月 22 日正式開關徵稅。茶、樟腦、

硫磺、煤、染料等土產的輸出和鴉片、日常用品的進口，不只使

淡水成為全台最大之貿易港，也讓淡水躍升國際舞台（淡水古蹟

園區網站，2007）。不僅英國人在紅毛城設領事館，各國洋行也都

到淡水設行貿易，因此「年年夾板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闤闠喧囂」，

淡水進入黃金時代。淡水不但在貿易上獨佔鰲頭，也成為西方文

化的登陸台灣的門戶。到了 1864 年淡水港更因為地理位置優異而

躍升為主要通商口岸，綜理全台關務。至此各國商船紛來攘往，

碼頭、商行、洋樓..等處處林立，淡水進入了最輝煌的時代。 

1872 年馬偕博士也抵達淡水，六月一日即在其自寓開始醫療

施診，馬偕博士首先倡導公共衛生，鼓勵民眾除草，通水溝，以

減少傳染性蚊蟲的繁殖。並以此為其宣教、醫療和教育的根據地

（滬尾文史工作室，1991）。西式醫院和新式教育得在淡水創設，

對早期的台灣開通思想、啟迪民智均有深遠的影響。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戰敗，日本正式統治台灣，此時

淡水仍為重要的港口；後因日人大量開發淡水河上游的台北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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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致淡水河道日漸淤積，大型商船進出不易，雖日人時加疏

濬，強化港埠設施，也有重新築港的計劃，但終究無法挽回其命

運，地位終於還是被基隆港所取代。淡水的經濟轉向以附近腹地

的農漁業為主。雖然淡水商港繁華不在，但經過了這麼多種族的

光輝洗禮，淡水這個充滿多元文化的小鎮，其文化地位自無法抹

滅；在現今這個以文化觀光為導向的旅遊環境，淡水自當佔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 

古時候「淡水」是一個地方的總稱，使用於淡水河口與淡水

港，更早以前甚至是指整個台灣北部-『淡水廳』。淡水廳在福建布

政司東南大海中水程五百餘里（竹塹之南嵌社福建閩安鎮遙對），

水程計七、八更，六十里一更，約五百里（陳培桂，1984）。而「滬

尾」即是村落名稱，後來「淡水」與「滬尾」並用，日本時代「淡

水」才正式取代「滬尾」的名稱，而延用至今。但是日本時代的

淡水郡，包含今之三芝、石門、八里等鄉鎮。「滬尾」一說為原住

民「滬尾社」所在之地而得名，一說「滬尾」，即八里岔口，在淡

廳北二百里，『府志』所云，淡水港是也；以碎石築圍海坪中曰

「滬」，為漁民捕魚之所，村處其尾故以為名（陳培桂，1984）。 

淡水的發展與台灣的歷史密不可分，來到淡水，不妨換個心

情，以探索台灣的角度來遊玩淡水。那淡水要怎麼玩？可就有許

多的說法了！有提出「古蹟、生態、河岸之旅」，也有「發現淡水

之旅」，還有針對馬偕博士的「馬偕之旅」（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3），當然有許多值得我們探討的。 

但是，就淡水本身獨特的多元文化與風格，古蹟、傳奇故事、

淡水河自然生態、創意、藝術家、咖啡文化…，正如同您體驗淡

水河的驚奇般，「淡水」隨時隨地給人不同的感覺與驚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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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紓解與放鬆心情最佳的地點，更是方便親子共遊休憩的空間。

淡水的點點滴滴，不是一個阿給或是滿滿的晚霞就可以道盡說完

的，小鎮的魅力有時就藏在街道流動的氛圍中，有時就飄散在你

我擦肩的一瞬間，這些都需要您細細的品味咀嚼才能深刻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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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淡水地區觀光遊客遊憩需求類型 

對於觀光遊憩的資料分類而言，為顧及旅客對於遊憩方向與

內容的喜好不同，與來自不同地區旅客對於遊憩的需求方式…

等，各有其對一趟旅程有不同之期待與想像，遊客們便依其心中

的喜好，來選擇他所要去的休閒旅遊地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近

年來對於外國來台旅客的調查資料顯示（見附表）：吸引旅客來台

觀光因素依序為菜餚(62%)、風光景色(51%)、台灣民情風俗和文

化(27%)、歷史文物(23%)、物品價格(21%)、距離居住地近（18%）、

水果（17%）及夜間休閒活動（12%）（交通部觀光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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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特別針對遊憩相關事項，依照遊客對於觀光遊憩的需求與

方向，將運用各種方式所蒐集到的資料，將其區分為文化（配合

台灣民情風俗和文化、歷史文物）、自然（配合風光景色）及美食

（配合菜餚）三個類別以進行分類。 

一、文化需求： 

文化類別係以淡水多樣性的古蹟與歷史遺址（跡）…等，進

行項目的區別與規劃。文化是不斷的累積與發展，在淡水河流域

的環境生態中，不同時代人們的生活、聚落與產業逐漸交織成特

殊的自然人文景觀，孕育出豐富多元的文化。 

歷代祖先與過客留下的足跡以遺址、古蹟、歷史建築、古物、民

俗與傳統藝術……等形式留給我們，這些是珍貴的文化資產。古

蹟的存在，不但成為歷史見證，增加我們的精神生活內容，它也

可以活化、配合現代人的居住、休憩、展演及社區活動提供極優

良的空間（李乾朗，2004）。淡水的歷史文化古蹟豐富，例如在淡

水的國家一級古蹟—「紅毛城」；1629 年以菲律賓群島為亞洲基地

的西班牙人入據淡水，於河口北岸山丘上建一礮臺，稱「聖多明

哥城」，做為臺北盆地貿易、傳教的據點（周宗賢，2005）。1641

年，原先在台南一帶的荷蘭人北上，打敗西班牙 

人，接收「聖多明哥城」。荷蘭人從南洋運來大量石灰，挖出很深

的地基，重新建成非常堅固的城堡，城名「安東尼堡」，就是今天

「紅毛城」的主體（淡水深度旅遊，遠流臺灣館，2001）。由於當

時台灣人普遍稱呼紅頭髮的荷蘭人為「紅毛」、「紅夷」，此城因而

被民間稱為「紅毛城」迄今。座落於淡水埔頂的「紅毛城」，經歷

過西班牙人與荷蘭人（荷西時期）的統治時期紅毛城綻放著耀眼

的光芒；再來到明鄭時期，淡水是處犯人流放的地方，紅毛城也



 

20 

連帶成了一座廢城。到了清領初期，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紅

毛城再度成為淡水河口防禦要塞，只是，清軍對它無過多經營。

清末英法聯軍之役後，淡水開港，英國人租借紅毛城作為英國領

事館使用，來到了英國領事館時期，英國人並在主堡東側興建領

事官邸，紅毛城再度熱絡起來，成為和各國人士交流的地方。之

後二次大戰爆發，日軍向英、美宣戰，台灣當時為日本人所統治，

紅毛城的主人又換成日本人，又來到了日本統治時期，英國領事

館因而封閉。戰後英國人重返紅毛城，直至中英斷交。爾後紅毛

城又歷經許多波折，還曾經委託澳洲、美國代管，最終在 1980 年

正式收歸中華民國（台灣）所有（淡水古蹟園區網站）。這樣多的

國家歷史與文化，就這樣一點一滴的融入台灣淡水的「紅毛城」

中；近四百年來台灣與世界的交流史，所呈現出來多元文化的風

貌，就在淡水紅毛城的見證下，如舞台劇般一幕幕的上演著。 

淡水在多年來的在地文化運動，許多關心歷史文化、暢議保

存歷史文物的民間團體紛紛成立（如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文化

基金會、淡水史田野工作室、淡水鄉土研究室…等），它們從早期

的搶救小白宮（前清關稅總稅務司官邸）、殼牌倉庫（原英商嘉士

洋行）古蹟指定、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第一間裝設自來水管

線的民宅）的歷史建築指定…等，均為淡水的歷史文化資產保存

的重要推手；現再加上政府機構的用心耕耘（如台北縣政府文化

局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鎮公所…等），也將在淡水的歷史文化方

面，留下重要的一頁。只是，這樣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的小鎮，

要如何將其推廣、發展，就有賴於遊憩資訊的整合與方便取得，

才能真正的達到文化觀光、深度旅遊的目的。 

二、自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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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春天給人的感受是「風和日麗」，「大屯春色」或「觀音

吐霧」等美景多半出現在此季，但春天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還

會發生大寒現象，再來便進入雨量豐沛的梅雨季，梅雨季的氣溫

較涼。到了夏天，西南氣流增強，而夏天特有的「午後雷陣雨」

多半下在台北盆地，每至關渡一帶即止。夏季多颱風，淡水河流

域因河口朝西北，每遇西北向的颱風，海水倒灌而入，造成嚴重

水災。接著就進入「秋高氣爽」的秋季，但常有「秋老虎」現象。

最後來到冬季，東北季風蒞臨大屯山系時，位於迎風區的淡水首

當其衝，雨天雨量均多，因而較台北盆地為寒，冬季全台最低溫

常出現在淡水。 

遊憩地理要將觀光地域作完整的分析，屬於自然景觀的地

景、地貌、地質、水文土壤、動植物分布所形成的生態...等；再加

上自然地理環境的地形、氣候、生物等要素，完美的進行連結，

能使遊客者產生許多的想像空間及環境美學；進而獲得精神上的

享受與滿足。自然類別，就以淡水的自然環境為基礎，包括地形、

地理、動植物、風光景色、交通、休閒農園…等，作為主要的區

分。 

在地理環境上淡水所處之地，正是大河奔流入海處的優越位

置，使淡水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美景觀賞不盡，特別是紅

樹林奇境：水筆仔、招潮蟹、彈塗魚、水鳥…等，以及附近水域

悠遊來去的豐富漁類。淡水真是個既有趣又容易親近的自然景觀

教室（遠流臺灣館，2001）。因此，淡水的自然生態環境，自是以

紅樹林為主軸延伸；茂密生長在海邊的紅樹林，形成一道天然屏

障，抵擋海浪對海岸的侵蝕，也可以阻擋強勁的海風，或把泥沙

擋下，使海埔地擴大。紅樹林的根系可以淨化水質，也因此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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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及棲息地點幾乎都在鹹水與淡水的交會處（大海與河川交

會）；紅樹林翠綠優美的樣子，以及棲息其中的鷺鷥、各式各樣的

螃蟹、彈塗魚等，是很好的觀光資源，也是學生最好的戶外教室，

更是學者專家研究大自然的好題材。 

淡水竹圍至紅樹林地區的紅樹林，由水筆仔、彈塗魚、招潮

蟹、水鳥等構成了典型的河口生態系。本區域於漲潮時約有三分

之二的面積為半鹹水所淹沒，因水質鹽度呈週期性變化，以水筆

仔為主要樹種。水筆仔(Kandeliacandel(L.)Druce)是紅樹科加藤樹

屬的常綠喬木，基部膨大成板根，幹基又長出許多氣根成支持根，

為胎生植物，具固土、防潮、護土等功效。水筆仔矮叢林佔全區

40％，為此區主要之樹種。水筆仔為世界知名的紅樹科胎生植物

之一，水筆仔的得名便因幼苗像是一枝枝懸掛的筆。從水筆仔開

花、發芽、成熟、掉落、著根到成長的奇特過程，可以體會它在

河口沼澤地這惡劣環境中巧妙的生存方式。本區域之水筆仔純林

面積廣大，為水筆仔分布最北界全世界面積最大的一塊，河海交

會口之紅樹林具有固土防潮等國土保安功能，而在此區由水筆

仔、彈塗魚、招潮蟹、水鳥等構成之典型河口生態體系，更為生

態教育與科學研究上極珍貴的資源。因此於民國 74 年中央明令編

入「保安林」依據保安林管理辦法保護之，又於民國 75 年由農委

會依文資法公告為自然保留區，予以更嚴密的法律保護（農委會

林務局網站）。 

淡水有著最豐富與多面向的自然環境景觀，包括大家熟悉的

紅樹林自然生態景觀、漁人碼頭美麗的海岸景觀、淡水渡船頭周

邊的河光山色…等，還有近年來休閒遊憩所流行的休閒農莊（如

大屯花卉農場、興福寮生態綜合農場…等）；這些美麗迷人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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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也必需要進行資訊的傳遞、整合，近期也有許多關心淡水自

然景觀的民間團體成立（如淡水河岸觀光發展協會、淡水鎮休閒

農業協會…等），辦理了許多關於淡水自然環境及觀光產業的活動

（如 2007 滬尾蘿蔔祭—淡水好彩頭、淡水櫻花大道…等），再加

上政府機構的協助（如林務局紅樹林展示館、淡水鎮公所…等），

也在淡水的自然生態景觀方面，增加了更多遊憩的可能性。這樣

一個具有美麗景觀、自然生態的小鎮，更需要藉助於遊憩資訊的

整合與旅遊路線的連結，才能達到淡水自然生態旅遊的目的。 

 

三、美食需求： 

「民以食為天」，這表示人民的生活離不開飲食；台灣的飲食

種類多樣且豐富，是非常具有特色及代表性的。不管是針對國內

或國外的觀光客，台灣的美食，絕對是最佳選擇。依據交通部觀

光局近五年的數據顯示，吸引旅客來台觀光因素，菜餚（美食）

每年調查都名列第一，分別是 2001 年的 58%、2002 年的 51%、

2003 年的 58%、2004 年的 48%以及 2005 年的 62%（交通部觀光

局，2005）。這充分顯示出「美食」在休閒遊憩這個範疇中所不可

或缺的。對於淡水而言，美食（小吃）更是豐富的不勝枚舉，有

以油豆腐配合著魚漿封口的著名小吃--淡水阿給，也有魯的不能在

小，又 Q 又香的—阿婆鐵蛋，更有著配合漁港漁獲的—淡水魚丸、

淡水魚酥、淡水蝦卷…等，都是著名又吸引人的小吃。因此本研

究在飲食類別方面，先以淡水著名小吃及一些傳統名店做為第一

階段的資料收集，之後再以廣面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確實分

類，利於之後系統進行相關查詢之使用。淡水和基隆港都是台灣

北部最早的通商口岸，在地理位置來說，由於淡水港主控臺北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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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航運的主要出入口，因此地位較為重要；不過自從港口淤積，

淡水港航運日漸凋零，於是淡水逐漸從第一大港變成了漁港。但

也因位於河流入海處，水質鹹淡參半，非常適合魚類繁殖，再加

上附近沿岸地形曲折多變又有洋流交會，自古就是漁獲豐富的水

域，也是台灣重要漁場之ㄧ（張尊禎，1999）。淡水漁港漁獲量大，

以致於供過於求，捕來的漁貨除了在市場販賣外，更延伸出許多

附加產品，如魚乾、魚酥、魚丸等。魚丸要做得好吃，主要食材

要新鮮；如要有又 Q 又脆的口感，必需維持在低溫下製作(0~5 度)，

早期皆是純手工製作，所以魚丸的製作過程是非常艱苦的，即使

在寒冷的冬天中，雙手仍需埋在冰冷的魚漿內，才能揉捏出一顆

顆飽滿又厚實的魚丸。在冰冷的寒冬，喝上一碗淡水道地的魚丸

湯是最好的享受，餡料紮實、多汁味美是淡水魚丸的特點，咬下

去的那種口感與嚼勁是一般魚丸所無法比擬的；若再配上一個剛

出爐熱騰騰的包子，這是到淡水另一種不同飲食文化的體驗，真

會令人回味無窮。淡水有著最豐富與多元的美食與小吃，再加上

因為觀光業發達而從各地到淡水來經營的連鎖加盟飲食店…等，

淡水的美食可以說是達到空前的迷人，自然也吸引了許多饕客來

到淡水一遊。特別又因為大眾捷運系統，更方便往來淡水，因此

淡水的小吃可說是聲名遠播。但是淡水的觀光要的是更能吸以人

的東西，除了將現有淡水小吃、食物…等，強化其觀光宣傳的行

銷包裝之外，另一方面也更要注重觀光整合及遊憩的連結性，這

樣才能讓這一個具有豐富美食、地方小吃的小鎮，更能達到來淡

水吃小吃的遊憩目的。 

第三章 市場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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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許多歷史城鎮與老街一樣，「觀光產業」是一種普遍的期

待，希望藉由「觀光」目標的設定，將在地文化資產發展成為新

地方產業，讓文化資產可以成為生活世界中可以享用的資源。淡

水因為特有的條件，在捷運通車之後，觀光產業已經成為事實。

歷經多年來的在地文化運動，淡水已經累積豐富的文化經驗，包

括行動過程中所揭露的地方文化歷史經驗，以及對時勢所建構的

新的文化行動力量與認知。對於淡水居民而言，隨著發生於生活

空間中的文化歷程，這些個別的都市空間中的文化歷史經驗，已

經建構成為一個呈現地方經驗的都市文化地景。因此，關注於在

地文化經驗的在地運動不只是為了成就觀光產業，而是整個地域

社會活化的一部份，但也讓觀光產業因此而受惠。對於淡水而言，

發展觀光已是既定的事實與趨勢，要結合淡水各面向的觀光資

源，就必須依靠足夠的觀光遊憩設施；將淡水最豐富的人文景觀、

自然生態風貌及著名的在地美食結合在一起，充分運用其觀光優

勢進行遊憩點的互相連結，讓遊客在淡水可以多留半天，甚至多

留一、二天，來進行相關的遊憩活動。讓到淡水的遊客可以充分

的觀光旅館的休憩設施，進行一日以上的行程規劃，來讓他們的

旅遊行程充滿知識、充滿快樂及充滿回憶。達到推廣遊客到淡水

來進行觀光遊憩的目的。本章將根據前揭文獻研究成果及淡水觀

光遊憩功能多元化發展趨勢，透過對觀光遊憩及住宿等市場分析

後，預估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與本案競爭優勢，探討於淡水地區設

置國際觀光旅館之市場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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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旅遊市場分析 

一、國外來台旅遊遊客屬性與旅遊型態分析 

1、來台旅客人數：在來台旅遊人次部分，依交通部觀光

局「觀光統計年報」檢視自 83 年起至 95 年來台旅客

狀況，由 83 年的 2,127,249 人次，增加到 91 年的

2,977,692 人，92 年因為發生 SARS 的原因，降至

2,248,1171 人次，但是 93 年又回升至 2,950,342 人次，

94 年突破 300 萬人次，95 年更達到 3,519,827 人次。

可知國際觀光旅客來台人數，是維持成長的趨勢，平

均成長率約 5.04%。 

 

 

 

 

 

 

 

 

2、來台旅客國家：95 年國外主要來台客源仍以亞洲地區

國家為主，總計 2,821,920 人次，占 80.17%。依序為

被日本(1,161,489 人次)、港澳地區(431,884 人次)、美

國(394,802 人次)、韓國淡水鎮漁人碼頭公有土地

(196,260 人次)、新加坡(184,160 人次)、馬來西亞

(115,202 人次)；以成長率分析，亞洲地區(+5.33％)

為最高，其次為美洲(+0.85％)及歐洲(+0.16％)有小幅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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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來台旅客目的：在來台旅遊目的部分，依據 95 年來

台旅客目的統計，最主要目的為觀光約占 42.91%，

其次為以業務為目的約占 26.99%，相差約 15.92%。

來台旅客中男性旅客人數占 58.98%，女性人數占

41.02%。就主要目的而言，觀光目的旅客以「參加旅

行社規劃的行程，由旅行社包辦」者為主，占

49.55%(較 94 年減少 10 個百分點)；而業務目的旅客

以「請旅行社代訂機票及安排住宿」者為主，占

47.76%(較 94 年增加 32 個百分點)；國際會議或展覽

目的旅客則以「自行來台灣，抵達後未曾請本地旅行

社安排活動」者為主，占 45.97%(較 94 年減少 34 個

百分點)。 

4、來台旅客住宿偏好旅客以住宿「國際觀光旅館」為主，

對投宿旅館的整體滿意度為七成五。受訪旅客在臺主

要住宿於旅館(每百人次有 87 人次)，其中住宿旅館類

型依序為國際觀光旅館(每百人次有 59 人次)、一般旅

館(每百人次有 34 人次)、觀光旅館(每百人次有 13 人

次)；住宿地點依序為臺北(每百人次有 77 人次)、高

雄(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等，而住宿旅館每日房價以

「45-未滿 90 美元」(占 38.00%)最多，其次為「90-

未滿 135 美元」(占 32.59%)、「135 美元以上」(占

19.89%)。 

5、來台旅客停留天數與消費：根據觀光局之統計顯示，

國外來台旅客在台平均停留天數從民國 80 年之後，

一直維持在每一旅客 7~8 日左右，民國 95 年為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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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較上年減少 0.18 夜)。另外，台灣之觀光外匯收入

大致上呈現成長的趨勢，在民國 91 年為 45 億 8,400

萬美元，92 年因為 SARS 的關係降為 29 億 7,600 萬

美元，93 年又回升至 40 億 5,300 萬美元，94 年為 49

億 7700 萬美元，95 年為 51 億 3,600 萬美元。95 年受

訪旅客在臺平均每人每日消費為 210.87 美元，較上年

同期成長 1.62%，其中以旅館內消費所占比例最高(占

44.74%)，其次為購物費(占 23.02%)、旅館外餐飲費(占

12.67%)等。以目的別分析，觀光目的旅客(每人每日

245.47 美元)高於業務目的旅客(每人每日 194.10 美元)

與國際會議或展覽目的旅客(每人每日 197.45 美元)。

由主要市場分析，以日本旅客(每人每日 264.83 美元)

在臺消費為最高；進一步由購物費觀察，則依序以日

本(每人每日 65.44 美元)、韓國(每人每日 56.46 美

元)、香港.澳門(每人每日 48.62 美元)、馬來西亞(每

人每日 37.11 美元)及新加坡(每人每日 31.79 美元)在

臺購物花費較多。另 95 年大陸觀光團體旅客在臺平

均每人每日消費為 243.95 美元，其中以旅館內消費所

占比例最高(占 41.80%)，其次為購物費(占 32.77%)。 

6、台旅館觀光主要因素：「菜餚」與「風光景色」為吸

引旅客來臺觀光主要因素。吸引旅客來臺觀光因素依

序為菜餚(每百人次有 54 人次)、風光景色(每百人次

有 49 人次)、距離居住地近(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歷

史文物(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及臺灣民情風俗和文化

(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由主要客源市場觀察，吸引日



 

29 

本、香港.澳門旅客來臺觀光主因為「菜餚」；吸引美

國、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歐洲、紐澳及大陸觀

光團體旅客來臺觀光主因為「風光景色」。 

7、來台旅客旅遊動向分析調查中顯示，「臺北」為旅客

最主要遊覽及喜愛的縣市。主要遊覽縣市依序為臺北

(每百人次有 63 人次)、花蓮(每百人次有 8 人次)、高

雄(每百人次有 8 人次)等。「夜市」、「故宮博物院」、「臺

北 101」及「臺灣民主紀念館」為旅客主要遊覽景點。

主要遊覽景點依序為「夜市」(每百人次有 41 人次)、

「故宮博物院」(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臺北 101」(每

百人次有 25 人次)及「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

(每百人次有 21 人次)等。其中，「淡水」亦在主要景

點排名前 10 名之內(每百人次有 5.56 人)。到訪觀光

客倍增計畫旅遊線旅客則以遊覽「北部海岸旅遊線 1」

(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最多，「花東旅遊線」(每百人次

有 8 人次)次之。受訪旅客遊覽景點中以「太魯閣、

天祥」(喜歡比例為 62.24%)最獲喜愛，其次依序為「墾

丁國家公園」、「阿里山」及「九份」，喜歡比例在 41%

以上。由來臺目的及主要市場觀察，觀光、業務目的

及美國、新加坡、韓國、歐洲旅客最喜歡景點為「太

魯閣、天祥」，景點「淡水」亦在排名 10 名之內。受

訪旅客在我國期間參加活動以購物(每百人次有 60 人

次)者最多，其次依序為逛夜市(每百人次有 49 人次)、

參觀古蹟(每百人次有 38 人次)、按摩指壓(每百人次

有 17 人次)、泡溫泉浴(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冒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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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來台旅遊遊客屬性與旅遊型態分析 

1、國民旅遊特性分析：綜合歷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結果，分

析國內觀光旅遊業市場需求概況摘要如下： 

(1)國內旅遊人次分析：依據「94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得知

94年國人國民旅遊(12歲以上)次數計達92,610,100旅次，較

93年下降15.3%。94年12歲以上國民至少曾從事1次國內旅

遊的比例為91.3%，較93年增加1個百分點。94年各季平均

每人國內旅遊次數均較93年為低，進一步觀察可能係因

2、3月寒流接連來襲、3月份在嘉義發生屏東大同國小畢

業旅行車禍事件、612水災、7-9月份颱風災害及物價上漲

(94年消費者物價漲2.30％)等影響所致。94年全年平均每

人國內旅遊次數為4.78次(低於與93年的5.70次)。 

(2)遊客屬性分析：依據調查結果顯示，以年齡觀察，旅客之

平均年齡為37歲；以職業觀察，國內旅客以學生(17.0%)、

服務及售貨人員(14.2%)、家庭管理(13.5%)較多。 

(3)旅遊方式：民眾在國內的旅遊方式大多數採「自行規劃行

程旅遊」(占89%)，以其他旅遊方式旅遊者則均低於5%。 

(4)旅遊型態分析：94年國人以利用週末、星期日從事國內旅

遊者(占58%)最多，利用平常日者(占26%)次之。顯示民眾

多利用既有之假日進行國內旅遊。另以旅遊目的觀察，民

眾出遊大多以「觀光、休憩、度假」(占71%)為目的，其

中因「純觀光旅遊」(占56%)目的出遊者最多，其次依序

為「探訪親友」、「健身運動度假」、「宗教性旅行」、「生態

旅遊」等。 

(5)停留時間(旅遊天數)：國內旅遊天數以1天者(占64%)最多，

較93年增加3個百分點；94年平均每人每次旅遊天數為1.64









 

36 

 

 

 

 

 

 

 

 

 

 

 

 

 

 

(11)北海岸地區及淡水漁人碼頭遊客人次分析：根據臺北縣統

計要覽，顯示臺北縣觀光遊客從 93 年遊客人數為

13,631,243人次，增加至95年的14,029,272人次，成長了

1.029倍。由交通部觀光局近五年(民國91~95年)所發布之

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次統計數字觀之，近五年

間北海岸地區鄉鎮的主要觀光遊憩區中，海岸型風景遊憩

區的遊客人次呈現持續蓬勃發展中。另根據觀光局國人旅

遊狀態調查資料顯示，淡水自89年起一直名列全國觀光10

大熱門景點之前2名，可見其為民眾嚮往之休閒度假勝

地，相對也帶動漁港功能多元化後的淡水漁人碼頭發展，

從遊客數量方面來看，在跨港大橋及魚貨直銷中心落成

後，依據統計資料可看出92~95年遊客量，每年觀光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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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水漁人碼頭遊客之遊憩行為分析 

為瞭解淡水漁人碼頭之遊客遊憩行為特質，本研究參考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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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2005)「淡水漁人碼頭遊憩行為與效益之分析」研究成果，其針

對到淡水漁人碼頭遊玩的遊客為主要對象，進行實地問卷調查，

調查日期為民國94年1月至3月間，共發出234份問卷，回收有效問

卷208份(有效回收率88.89%)，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1)遊客特性 

A. 居住地區：受訪遊客以臺北縣最多，為25.48%，其次

為台北市及基隆市，分別為21.15%及12.50%。顯示前

來淡水漁人碼頭旅遊之遊客以北部區域為主。 

B. 性別年齡與婚姻狀況：受訪遊客中以男性比例稍多：

(51.44%)，女性為48.56%；年齡以21~30歲最多，占

35.58%，其次為20歲以下及31~40歲者，分別占21.63%

及19.71%，41~50歲的亦占有18.27%，平均年齡為

31.13歲，可知到淡水漁人碼頭遊玩的遊客以壯年居

多，且遊客的年齡層分佈很廣。受訪者家庭狀況以未

婚最多(占63.94%)，已婚，而其中已婚最小子女年紀

在6~18歲最多，占已婚人數50.7%。 

C. 教育程度與職業；受訪遊客之教育程度以大學/大專最

多(占51.92%)，其次為高中(職)(占28.37%)、碩士/博

士(占10.10%)。職業類別以學生與商業最多(分別占

30.77%及17.79%)，其次則為服務業(占12.50%)、教師

(8.65%)與工業(8.17%)，由此可知到淡水漁人碼頭遊

玩遊客的性別與職業分佈得很平均。 

D. 家庭月收入：受訪者每月收入以1.5萬元最多，為

33.17%；其次為2.5萬~3.5萬元及4.5萬~6萬，一樣占

16.35%。全家每月總收入以5~7萬元最多，為23.08%，

其次是10~20萬元、4~5萬元及7~10萬元，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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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5.38%及13.94%。 

(2)遊客旅遊經驗 

A. 旅遊頻度：在208位受訪遊客中，其中在過去一年平

均到淡水漁人碼頭次數以一次最多為49.04%，其次為

兩次為23.56%，一年旅遊三次以上合計亦有27.4%，

平均年旅遊次數為1.94次。顯示淡水漁人碼頭在休閒

旅遊上仍有成長的空間。 

B. 旅遊型式：遊客安排至淡水漁人碼頭旅遊之型態，多

為與家庭成員同行居多為44.36%(其中配偶及子女占

25.29%，父母或親戚19.07%)，其次是男、女朋友為

22.57%。 

C. 旅遊目的：旅遊目的以專程度假最多為67.31%，次為

順道為23.08%，顯示前往淡水漁人碼頭遊玩的遊客多

以專程從出發地到此遊玩為主。 

D. 旅遊之交通工具：受訪者所前往本區旅遊所使用之交

通工具以家用汽車占半數以上為54.33%，其次為大眾

運輸為25.96%，再次為遊覽車為12.02%，顯示淡水漁

人碼頭為北海岸旅遊線中之一個節點，多數遊玩北海

岸旅遊線的遊客仍以自用車為主要到訪交通工具，此

亦容易形成假日交通堵塞、停車需求增加等課題，未

來於各項旅遊設施規劃建設之際亦需同時考量大眾

運輸系統之安排與推廣。 

E. 車程時間及停留時間：受訪者到淡水漁人碼頭所花的

平均交通時間為2.69小時，所花交通費用平均為445.3

元，顯示到淡水鎮淡水漁人碼頭遊玩的遊客目前仍以

北部地區民眾為主。受訪者在淡水漁人碼頭內平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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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時間為3.2小時，且在當地消費金額為510.3元，顯

示多數受訪者到淡水漁人碼頭主要是吃海鮮與欣賞

美麗風景，其相對於搭乘娛樂漁船釣魚的興趣較低。 

F. 旅遊動機與體驗分析：此次調查結果顯示，至淡水漁

人碼頭遊憩之遊客旅遊動機之平均值以「為了放鬆心

情，減輕工作壓力」為最高(4.23)，其次「為了遠離

嘈雜的都市，享受寧靜的大自然環境」平均為4.13，

第三為「為了度假休息，改變自己的生活步調」平均

為4.10。另外，平均值在4以上尚有「為了與朋友分享

感情，加深友誼」、「為了接近大自然，欣賞到海濱及

夕陽優美的風景」及「可提供自然佈道、悠閒的休憩

空間」等。來遊後滿意度之平均值仍以「為了放鬆心

情，減輕工作壓力」為最高(4.17)，其次「可提供自

然步道、悠閒的休憩空間」平均為(4.16)，第三為「有

提供寬敞的戶外活動場所」平均為(4.12)。另外，平

均值在4以上尚有「為了與朋友分享情感，加深友

誼」、「為了遠離嘈雜的都市，享受寧靜的大自然環

境」、「為了接近大自然，欣賞到海濱及夕陽優美的風

景」、「為了度假休息，改變自己的生活步調」及「有

特殊的自然景觀」等。 

 

 

 

第二節 旅館市場分析 

台灣地區旅館可分為觀光旅館與一般旅館，依照「觀光旅 

館業管理規則」規定，觀光旅館又可分為國際觀光旅館與一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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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館。為瞭解基地未來開發旅館之可行性，以下針對台北地區

觀光旅館之市場狀況、台北地區相關競爭旅館案例及未來可能發

展趨勢加以分析，以作為未來本基地開發規劃之依據。 

一、台北地區觀光旅館市場分析 

1.觀光旅館規模 

(1)臺北市：根據觀光局統計資料，截止96年7月為止，臺北

市之觀光旅館屬國際級觀光旅館共有25家，屬一般觀光

旅館者則有9家，合計觀光旅館共有34家。國際級觀光

旅館提供客房數8,286間，一般觀光旅館則有1,268間客

房，合計共有9,554間客房供旅客使用。以旅館規模分析

時，台北市國際觀光旅館以小型規模(提供客房數300間

以下)國際觀光旅館為主，計有15家，中型規模(提供客

房數300~600間)國際觀光旅館居次，計有7家，大型規

模(提供客房數600間以上)國際觀光旅館則屬少數，計有

台北君悅大飯店、台北寒舍喜來登大飯店及福華大飯店

3家。而在觀光旅館方面，均以提供客房數300間以下的

觀光旅館為主。由觀光旅館所在區位而言，目前以台北

市中山區為旅館主要分布所在，此似乎與國際觀光客

(特別是日本觀光客)來台觀光活動之偏好有關。 

(2)臺北縣：臺北縣目前並無國際觀光旅館，僅有4家一般觀

光旅館，共提供客房數計有274間。臺北縣的一般觀光

旅館均為小型規模，其中，位於風景區的觀光旅館以提

供60間以下為主。由所在區位而言，以新店市為觀光旅

館主要分布所在，此與北縣景點碧潭風景特定區有關。 

2.住用率及平均房價 

(1)臺北市：由台北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客房住用率分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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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民國95年整體而言，臺北市國際觀光旅館平均住房

率為74.96%、平均實收房價約為3,801元；一般觀光旅

館的平均住房率為76.68%、平均實收房價約為1,986

元。整體觀光旅館平均住房率為75.18%、平均實收房價

約為3,565元。 

(2)臺北縣：臺北縣一般觀光旅館平均住房率為54.89%、平

均實收房價約為2,7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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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源分析 

(1)臺北市：根據民國95年觀光局的統計資料，臺北市國際

觀光旅館的全年住宿旅客達3,200,421人次，一般觀光旅

館全年住宿旅客有599,623人次，總計臺北市觀光旅館的

全年住宿旅客共達3,800,044人次。以台北君悅大飯店、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福華大飯店、圓山大飯店、晶華酒

店依次為住宿人次最多的前五名，其年住宿旅客人次皆

超過21萬人次。臺北市的國際觀光旅館住宿旅客中，個

別旅客性質者高於團體旅客，其人次占比分別為58.17%

及41.83%；而一般觀光旅館住宿旅客中，以團體旅客性

質者比重較高，個別旅客與團體旅客人次占比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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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8%及70.42%。整體觀光旅館個別旅客與團體旅客人

次占比則分別為53.66%及46.34%。如下表所列，台北老

爺大酒店、亞都麗緻大飯店、西華大飯店、福華大飯店、

六福皇宮、神旺大飯店、歐華酒店等旅館較偏向個別旅

客的經營，其占比皆在80%以上。而麒麟大飯店、豪景

大酒店、第一大飯店、三德大飯店、台北凱撒大飯店、

天成大飯店等旅館則以團體旅客的經營為主，占比皆在

75%以上。臺北市的國際觀光旅館客源經營相當仰賴外

籍旅客，平均外籍客可達84.67%，本國籍僅占15.33%；

一般觀光旅館客源經營亦仰賴外籍旅客，平均外籍客亦

可達82.13%，本國籍僅占17.87%。其中，國際觀光旅館

尤以日本籍旅客的34.89%最多，次之的為亞洲籍旅客，

占18.71%；一般觀光旅館亦以日本籍旅客的35.86%最

多，次之為華僑，占23.88%。各家旅館的目標客源規劃

不盡相同，台北老爺大酒店、國王大飯店、三德大飯店、

富都大飯店、華泰王子大飯店、國賓大飯店、亞士都飯

店、慶泰大飯店等著重日本籍旅客的經營；六福皇宮、

遠東國際大飯店、台北君悅大飯店以亞洲籍及北美籍旅

客為主；華華大飯店、國聯大飯店其住宿旅客中有六成

以上為本國籍旅客；另外，美麗信花園酒店為配合「觀

光客倍增計畫」之新加入的平價旅館BOT案，住宿旅客

中以日本籍、本國籍及亞洲籍旅客為主。 

(2)臺北縣：臺北縣一般觀光旅館的全年住宿旅客有60,784

人次。以位於中和市的福朋喜來登飯店的住宿人次最

多，年住宿旅客人次約為4萬人次。臺北縣的一般觀光

旅館住宿旅客中，以個別旅客性質者比重較高，個別旅



 

47 

客與團體旅客人次占比分別為82.05%及17.95%。臺北縣

的一般觀光旅館客源經營相當仰賴本國籍旅客，平均本

國籍旅客達53.33%，外國籍占46.67%。其中，國際觀光

旅館以亞洲籍旅客15.87%最多，次之為北美籍旅客，占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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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宿與餐飲收入分析 

(1)臺北市：旅館住宿收入與旅館客房數、住用率、平均實收

房價有關，觀察臺北市的國際觀光旅館客房數多介於

200~450間，其中以台北君悅大飯店856間最多，其房租收

入亦居台北地區之冠；一般觀光旅館客房數多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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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地區一般旅館及民宿市場概況 

根據民國96年8月觀光局的統計資料，台北市合法營業中

的一般旅館共有306家，房間數約提供12,286間，臺北縣合法

營運中的一般旅館共有217家，房間數約提供7,844間，總計台

北地區合法營運中的一般旅館共有523家，房間數總計有

20,130間。在民宿經營方面，台北市區無合法營運民宿業者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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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與建議 

一、外國旅客來台人數呈現成長趨勢，且以觀光比例最高(占

42.91%)；平均停留夜數約為6.92夜；來台觀光旅客以住宿「國

際觀光旅館」為主，每人每日旅館消費支出為94.34美元/日；

五成觀光目的旅客來台旅行方式為「參加旅行社規劃的行

程，由旅行社包辦」；來台觀光的主要因素為菜餚、風光景色；

臺北為旅客最主要遊覽及喜愛的縣市；主要遊覽景點依序為

夜市、故宮博物院、臺北101及台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

到訪觀光客倍增計畫旅遊線旅客則以遊覽「北部海岸旅遊線」

最多，顯示淡水位處北部海岸旅遊線一環，就興建國際觀光

旅館規劃而言，已具有相當之區位與觀光市場優勢，未來著

重於針對主要客層旅客規劃多元之套裝行程，結合淡水水岸

山城的觀光資源，以吸引更多遊客來台觀光，提高重遊意願。 

二、國內旅客之旅遊率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且旅遊目的以「觀

光、遊憩、度假」為主，顯示未來本基地發展觀光遊憩事業

時，國內旅客客源之拓展具有一定之潛力。此外，由於國內

旅客之年齡以20~39歲之比例最高，且在職業部份以學生為

主，最喜歡的遊憩活動北部地區遊客以喜歡「逛街、購物」

及「品嚐當地美食、茗茶、喝咖啡」活動為主，未來除持續

善用地方特色資源外，應開拓其他多元遊憩活動，增加客源。

國內旅客於國內旅遊中選擇旅遊地會比較偏向距離近的地

方，且以當日來回者最多，占64%，其次為住宿旅館占17%。

國內旅客平均每次旅遊天數為1.64天。以到訪據點分析，由於

臺北縣具有山林景觀、海洋遊憩與淡水河流域等自然觀光遊

憩資源，及豐富的人文(古蹟、藝術文化、原住民、民俗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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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產業、公民營風景區及遊樂區，加上可與台北市都

市型觀光相輔相成，自實施周休二日以來，已成為最具觀光

發展潛力的地區，其中，以海岸型風景遊憩區遊客人次成長

最快，淡水更是自89年起一直名列全國觀光10大熱門景點前2

名，可見其為民眾嚮往之休閒度假勝地，相對也帶動漁港功

能多元化後的淡水漁人碼頭發展。旅遊支出中，國內旅客於

國內旅遊每人每次平均花費為新台幣2,080元，另在有過夜且

有支付住宿費的旅客中，平均每人每次平均花費為新台幣

4,908元，以住宿、餐飲及交通支出比例較高，平均花費在住

宿方面約為新台幣1,673元。另根據張文龍(2005)調查研究成

果，顯示淡水漁人碼頭基於其所處淡水河口區位特性，遊客

以專程度假者為最多，約占六成七，且旅遊型式多為與家庭

成員同行居多。淡水漁人碼頭以提供自然步道、悠閒的休憩

空間、寬敞的戶外活動為主，遊客平均停留時間約為3.2小時，

在當地消費的金額為510.3元，未來除應持續美化漁港基礎設

施外，增加多元活動或夜間活動，以延長遊客停留時間與增

加遊客願付價格。 

三、淡水開發招國際觀光旅館，可提升之「經濟效益」及「社會

效益」如下： 

1、經濟效益分析：經濟效益係指公共建設之產出及使用，

對整體社會產生之效益。 

(1)就業機會增加：興建期間將提供營建業、商業、服務

業等工作機會，而於營運期間，亦將帶來許多直接

及間接的就業機會。 

(2)創造國民所得。 

(3)其他就業效益：建設興建及營運期間，相關投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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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經濟活動，可增加工作機會，產生就業效益。

預期除公共建設本身衍生的就業機會，另淡水漁人

碼頭的遊客可增加搭乘淡水河藍色公路及娛樂漁業

漁船旅遊消費，預期可帶動淡水地方經濟發展，創

造漁民與居民的就業機會。 

(4)土地價值提升效益：促進鄰近地區的土地使用與價

值，拉近區域經濟之差距，促進地方繁榮，提振觀

光事業，使淡水第二漁港於觀光遊憩市場中更具競

爭力。 

(5)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公共投資增加係透過經濟學

上所謂的「乘數效果」使產出增加。政府公共投資

支出增加一塊錢，將使得國家整體產出獲得1.17元的

成長。預估本開發案(以方案一為例)之民間投資總額

以總興建成本(不含利息資本化前)而言，約新台幣15

億元。因此，未來本開發案投資所增加之社會總產

出金額將可望對總體經濟發展產生一乘數效果，而

使投資效益成現倍數成長，將有助於國民所得水準

的提升，並創造地方繁榮與發展。 

(6)增加稅收：就政府而言，稅賦收入將是本開發案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之一；基本上，開發國際觀光旅館所

直接產生之賦稅包括地價稅、房屋稅、營業稅等稅

收，又因本開發案可刺激新的經濟活動產生，創造

就業機會，提升國民所得，進而可更增加政府於所

得稅上之稅收。 

 

2、社會效益分析：公共建設對生產者之產出效率及消費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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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產生有利之影響，此即為社會效益。 

(1)漁港功能多元化效益之提升—觀光休閒漁港：藉由在

淡水第二漁港「休閒專用區」開發遊客住宿設施、

藝文會館、藝術街及餐飲服務等，可強化淡水第二

漁港之觀光休閒漁港功能，另透過多元遊憩活動之

導入，及引進民間經營創意，預期有助延長遊客停

留時間及提高遊客願付價格，提升漁港功能多元化

之效益，主要顯現在觀光旅遊者對運輸、住宿、餐

飲、購物、藝文表演等服務的直接消費及輸出以及

門票的收入。 

(2)遊憩服務品質與經營效益之提升：導入民間資金、經

營創意與管理效率，提供多樣的服務與設施，可提

供遊客更好的服務品質，另開發計畫由民間負擔興

建暨營運等相關成本，可減少政府額員及相關預算。 

四、依據市場分析結果，旅館設置可以國民旅遊的市場為主。由

需求分析得知，民國100年分配至淡水漁人碼頭之假日尖峰遊

客量潛在住宿需求約為579~836間，隨著休閒度假風氣日盛及

休閒度假市場的發展成熟，預估假日於淡水及北海岸地區的

休閒度假旅館住宿供給將呈現明顯不足，本住宿設施之開發

符合市場需求。本案的旅館開發，應善用位於淡水漁人碼頭

之資源，發展結合當地漁港風情及音樂藝術的海濱型度假旅

館(Seaside Resort Hotel)。因此，未來旅館可鎖定目標客層可

分三部分： 

(1)淡水及北海岸地區的國民旅遊市場，以家庭成員共同

出遊型態、年輕族群為主。 

(2)配合賽季、音樂會等大型活動舉辦吸引之住宿旅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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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藝人及觀眾等)。 

(3)部分大台北都會區之商務客源(如會議假期專案)。而

旅館最適規模以提供客房300間以下為主，為克服休

閒旅館經營明顯淡旺季之難題，提供或結合多種遊

憩活動型態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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