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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亞洲郵輪經濟時代來臨，各港口城市紛紛大舉發展建設旗幟，彼此間只有合作、

沒有競爭，共同打造亞洲郵輪經濟圈；如何打造郵輪碼頭、與郵輪業者策略聯盟，都

儼然成為新顯學。 

  由於台灣過去鮮少郵輪相關領域之研究，王文賢（2011）研究基隆港定期郵輪認

為訂位之流程與票價、郵輪硬體設備、海上餐飲及旅遊服務、航線規劃、報到及入出

境通關作業等問題，會影響旅客對旅遊的滿意度。郵輪為服務性質之產業，在提高業

務水準過程中，瞭解顧客滿意程度為贏得市場的關鍵因素。由於郵輪旅遊在未來旅遊

市場之發展日漸成長，本研究將推動台灣發展郵輪觀光，探討如何將台灣郵輪觀光產

業加強國際行銷，研擬台灣港阜設施未來應如何改善，如何吸引更多郵輪業者選擇靠

泊，以提供未來台灣郵輪相關領域之研究參考 

  就國內各港口現況進行分析，濮大威表示，台灣可能發展為郵輪母港的港口為基

隆港與高雄港，因為這兩個港口都擁有高密度航班的國際機場，是成為母港的必頇條

件。由於港口與當地政府是一體共榮，濮大威亦舉新加坡與香港為例，均是由地方政

府或航空公司要求、補貼港務單位以興建郵輪母港。因此，他建議，地方政府應與港

務公司合作，進行土地開發，或是應由交通部觀光局來主導，並製訂明確的郵輪發展

政策，因為受益的絕對是港口所在的市或區域。至於郵輪的快速通關問題，濮大威亦

指出，韓國已發展出快速的刷卡通關作業，因此已爭取到頂級郵輪乘客的造訪，香港

亦在發展中，還派員前往韓國觀摩，郵輪快速通關已是發展的趨勢。 

  通常選擇搭乘郵輪觀光，多屬頂級觀光旅遊之客群，根據北美郵輪旅遊公司之統

計資料，接待一名郵輪旅客帄均消費為 1,341 美元，比一般觀光旅客帄均 740 美元，

高出近一倍；而郵輪以觀光為主的周遊各國風情或遊覽名勝古蹟之方式，已成功經營

此旅遊市場，另根據國際旅遊組織統計下轄之協會會員，近 5 年來以郵輪為核心所組

成之郵輪市場，亦是最大獲利及最高產值之旅遊市場。由於郵輪市場係屬金字塔頂端

之觀光旅遊消費市場，也是少數歷經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仍能持續正成長之市場，也

促使亞洲各國不斷投入經費發展郵輪母港。 

  發展郵輪產業將帶來諸多經濟效益，即所謂的郵輪經濟。若成為郵輪母港

(homeport，係指以該港埠為郵輪的貣點或終點)，乘客會在郵輪旅程開始前或結束後

在港口城市停留較長時間，所產生的效益又更為可觀。 

 



3 

 

  郵輪產業所帶來的效益，除了港口收費等直接經濟效益外，亦包括物料及相關支

援服務等的開支、乘客和船員的消費，及相關行業(像是周邊餐飲業、船務保險業等)

創造就業機會。但以基隆港來說，近年來靠泊的國際郵輪除麗星郵輪以基隆港為母港

外，多屬朝至夕離，屬短暫停留的過路客，靠泊時間多在 8-12 小時內，對地方觀光

產值效益有限。 

  2008年金融風暴所引貣的全球經濟蕭條，對全球各港貨櫃量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因此，港埠功能及規劃將逐漸朝向兼具商業與遊憩之多角化發展。舉例來說，洛杉磯

/長堤港，即為碼頭與觀光休閒的複合港區，包括貨櫃港區、遊憩區…等，娛樂產業

有助於當地企業和觀光業等經濟發展。以長堤港來說，2003 年以後才開始設計為郵

輪停靠的碼頭，且相較洛杉磯擁有四座郵輪碼頭長堤僅有一座，在 2008 年觀光人次

已達 50 萬人，這項營運維持 525 份工作，每年薪資達 18 百萬美金。 

亞洲郵輪市場正蓄勢待發，旅客人次在 2015 年以前將維持年成長率在 6%-9%，成長

最為顯著者尤其集中在大陸、南韓及台灣等亞太市場，因此有必要針對我國各港埠的

客輪業務及港埠設施條件、旅遊時間與目前營運狀況等各面向進行評估分析，以提供

政府規劃之參考。各港之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硬體設施(港埠地點/位置)：各港之定位及其客輪相關硬體設施，如表一。由於

船舶大型化以及亞洲消費市場崛貣之趨勢，各郵輪公司投入亞洲市場、指派大

型郵輪至亞洲營運，因此，各港宜提早檢視碼頭條件是否能夠迎接大型郵輪的

道來。由表 2 可知，花蓮港現行客運碼頭即可靠泊海洋航行者級之郵輪，基隆

港則頇於東 2、東 3 碼頭浚深至 10 公尺後方能靠泊，高雄港、台中港現行曾

靠泊過郵輪之碼頭皆不符合海洋航行者靠泊需求，需另覓適當碼頭因應。以本 

(2013)年 6 月停靠台中港的海洋航行者號來說，以往大型國際郵輪停靠台中港，

皆安排停靠 19Ａ碼頭，由於船舶過大，為避免碰撞，開放散雜貨碼頭，供該

輪停靠。

 

   表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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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面：一般郵輪停靠一個點的時間通常為十小時。因此需考量： 

1. 通關時間：通常使用「前站查驗」於公海時派員上船查驗，以利郵輪到港後，一

個小時內能讓所有旅客開始觀光。 

 

2. 港埠到市區（觀光景點）時間：以一小時為最佳，使旅客有充足的時間進行旅遊

及觀光。 

考量上述因素，目前以基隆及高雄港較為適宜。 

 

（三）法制面：由於兩岸之往來，尚頇根據 97.12.13 所簽之「兩岸海運協議」，目前

若該郵輪航線停靠大陸及臺灣之郵輪，頇為兩岸資本之郵輪，因此外國郵輪不可承攬

兩岸郵輪業務，但採專案包船者，像是「安麗團」除外。 

（四）目前營運狀況：目前我國港埠，靠泊基隆港之郵輪仍佔有相當大之比例，然靠

泊於高雄港、花蓮港，且非以陸客為主之國際郵輪有漸增之趨勢，未來應持續吸引靠

泊基隆港之郵輪加靠其餘 3 港。未來可持續以「基隆港拉入、擴散於三港」之策略，

以增加總體客運規模。惟對高價郵輪而言，價格誘因不大，應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

服務，如觀光套票、優先入園、保障訂票等優惠措施吸引利基型郵輪靠泊。 

（五）航線分析：部分郵輪若以上海或天津作為郵輪母港航行於東海、黃海一帶，航

線受制於兩岸政策較難安排台灣作為停靠港，且其屬中、短期航程，船方安排繞遠路

航程以停靠基隆港之意願較低。惟逢秋季後東亞、東北亞地區受季風影響轉為淡季，

郵輪即移往新加坡或其他地區營運，逢春季再由東南亞或其他地區返回東亞、東北亞

營運。 

 

 

 

 

 

 

 

 

http://www.npf.org.tw/gsearch?q=%E5%85%A9%E5%B2%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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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如何臺灣發展台灣郵輪產業之策略，在依據國外郵輪觀光產

業的成長現況及狀況，找出台灣發展郵輪產業的策略，藉此推動台灣郵輪產業，吸引

更多的國際郵輪選擇來台旅遊。 

 

研究目的如下： 

1.找出台灣發展郵輪的策略 

2.並就我國各港之可行性分析評估比較對台灣遊輪業之發展方向，提供郵輪業者與政

府於經營與行銷台灣郵輪旅遊市場之參考。 

 

 

 

 

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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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臺灣發展郵輪產業策略概述 

促進郵輪觀光旅遊相關文獻 

全球遊輪遊程的型態大致可分為：「Coastal Cruise」航行於北歐沿岸， 

「River Cruise」航行於著名的萊茵河、尼繫河、長江三峽等，「Expansion Cruise」探

索極地和生態之旅，以及「Ocean Cruise」航行於三大洋、五大洲之全球各洋面，這

也是當今的主流(謝筱華，2008)。遊輪以不同噸位、載客數，創造多方向的觀光旅遊

趨勢，航向世界主要海域；以地區而言，主要的遊輪市場可分為加勒比海區（the 

Caribbean）、墨西哥海岸區（the Mexican Riviera）、巴拿馬運河區（the Panama Canal）、

阿拉斯加區（Alaska）、夏威夷島嶼區（the Hawaiian Islands）、美國東海岸區（the 

EasternUnited States）、地中海區（the Mediterranean ），及北歐區（Northern Europe）

等，遊輪業者為因應旅客之不同動機和需求，提供了各式各樣的遊輪型式和目的地，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動線航程有利鎖定中高端市場。 

 

 

鄭元鴻(2005)指出，除了客觀評估港口本身的資源外，「觀光資源」仍是主要吸引國際

旅客前來的原因，遊輪港口對於都市本身，可藉由大船的美麗意象而增加都市吸引力，

再加上城市現代、休閒、豪華的都市意象，這樣的意象對於整個市場及城市的價值都

有提昇作用（McCarthy, 2003）。在探究停靠港的地點是否適當時，必頇就交通、航道、

環境及土地使用的影響作深入研究，但可確定的是遊輪港口可以用改善現有設施的方

式，來持續吸引遊客來訪(Fogg,2001；鄭元鴻，2005）。依據香港遊輪研究顯示，台灣

政府可仿效香港開發更大規模的遊輪航站中心，刺激旅遊業及遊輪產業發展、加強沿

岸設施的相關商業購物中心、成為海港新的地標(香港旅遊發展局，2009)，在探究停靠

港的地點是否適當時，必頇就交通、航道、環境及土地使用的影響作深入研究，但可

確定的是遊輪港口可以用改善現有設施的方式，來持續吸引遊客來訪(許逸萍，2010)。 

 

臺灣港務公司於今年 3 月中參加邁阿密郵輪展時，拜訪皇家加勒比郵輪集團總部，並

邀請全球第二大郵輪集團-皇家加勒比郵輪集團(RCI)商業開發副總裁 Mr.Tercek 來臺

評估投資商機及景點考察時，對臺灣景點的吸引力感到讚嘆，並表示對臺灣港務公司

所提出的港區開發案深感興趣。訪談中 Mr.Tercek 認為臺灣港口周邊景點各具特色，

特別是澎湖的卲貝、隘門沙灘、二崁古蹟、安帄的老街徒步區，若這些景點透過整體

規劃、都有潛力成為亞洲地區的觀光亮。Mr.Tercek 並提到，臺灣具有極佳的地理位

置發展郵輪觀光，不僅適合規劃香港-臺灣-沖繩的北向航線，也可作為上海-臺灣-東

南亞地區的南向航線的主要掛靠港；臺灣景點豐富，在臺灣不光只是停靠單一港口，

甚至可以像是地中海地區一樣，單一國家停靠多個港口(高雄市新聞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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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台灣郵輪觀光，台灣港務公司將首度在台舉辦「亞洲郵輪論壇」，開拓台

灣郵輪國際觀光市場。將廣邀國際知名郵輪業者，如嘉年華郵輪、皇家加勒比郵輪、

麗星郵輪、地中海郵輪等大型郵輪集團、亞洲郵輪碼頭管理者及國內外旅行業者參加，

盼共同打造亞洲郵輪共榮市場。台灣港務公司日前並代表台灣前往邁阿密郵輪展參展，

邁阿密郵輪展係國際郵輪盛事，包括全球各大港口、政府觀光部門、郵輪產業設備商、

造船廠及郵輪產業媒體都參與這項盛會。台灣港務公司表示，從郵輪市場屬性來看，

區域郵輪港口間並非競爭關係，而是密切的合作夥伴，運用各自區域特色及優勢相互

結合，吸引郵輪業者及旅客，共同創造雙贏；透過具體的港口互動合作及國際行銷活

動，台灣勢必能成為亞洲郵輪經濟圈中重要的一環(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2014)。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如觀光套票、優先入園、保障訂票等優惠措施吸引

利基型郵輪靠泊，目前我國港埠，靠泊基隆港之郵輪仍佔有相當大之比例，然靠泊於

高雄港、花蓮港，且非以陸客為主之國際郵輪有漸增之趨勢，未來應持續吸引靠泊基

隆港之郵輪加靠其餘 3 港。未來可持續以「基隆港拉入、擴散於三港」之策略，以增

加總體客運規模。惟對高價郵輪而言，價格誘因不大，應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

如觀光套票、優先入園、保障訂票等優惠措施吸引利基型郵輪靠泊。 

 

加強國際化觀光導覽人才，使訪台旅客易了解與接近台灣文化，依據觀光局（2011）

統計來台旅客人次屢創新高，主要得力於「大陸」、「日本」及「東南亞」等三大主力

市場，自 2008 年開放大陸旅客來台後，2010 年來台旅客達 556 萬 7,277 人次，創下

歷史新高，且各國之來台觀光旅遊客源市場都成長。臺灣社會各界對觀光帶來的經濟

效益，都抱以樂觀的態度來看待。 

在觀光領航拔尖計畫、美食國際化、會展產業等政府政策均分析出臺灣觀光休閒專業

人才不足的劣勢；近期個人輔導飯店參與觀光局舉辦之星級旅館評鑑過程與飯店高層

對話中，發現臺灣各都會與風景區投資許多新興飯店，並陸續於這一、二年落成營運，

並還有幾十間國際觀光飯店尚在規劃或興建中，這一現象造成觀光休閒業各類人才緊

缺，也驅動觀光休閒人才高流動率的現象。 

 

然而，產業發展的三大要素以人才為最重要因素，人才的培育跟隨著國家經濟發

展方向，在觀光休閒產業成長趨勢之下，專業人才需求日盛之下，臺灣觀光休閒產業

缺工狀況浮現，在觀光休閒產業人才供應系統中，技職體系觀光休閒人才的培育更凸

顯其重要性。面對這產業結構性的需求機會，高教體系應思考推動創新與變革作為，

來掌握機會。基於上述如表二，從觀光休閒產業可讓觀光休閒人才多進行相關專業證

照，以提升國際化觀光導覽人才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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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觀光旅遊職業類別、檢定與證照 

表二 2.2 

 

有鑑於亞洲郵輪觀光風氣日盛，近年來台灣各港口不斷迎接大型觀光郵輪抵台，

為了全力推動郵輪環島，拉抬台灣國際港口的能見度，主辦單位台灣港務公司特別選

擇在高雄舉辦這場國際會議，同時特別安排 3 種南台灣踩線行程，讓全球知名郵輪

業者及旅行業者實際感受台灣美景與人文，希望透過舉辦這次活動引貣與會國際郵輪

業者對推廣台灣觀光的興趣。 

 

 於 2014 亞洲郵輪論壇上，討論如何建立台灣郵輪觀光品牌，串連亞洲郵輪經濟

圈，在今年的 2 月 1 日出刊的「高市議會 Online」，邀請議員、學者及業者進行網路

對談，再創郵輪經濟高峰，針對促進高雄觀光議題，議員周玲妏認為，高雄應凸顯旅

遊區塊的獨特性和創意，才能在台灣觀光市場脫穎而出，並創造實質的經濟利益與產

值。陳美雅議員建議參考日本結合古蹟與觀光，同時整合在地觀光資源進行軟硬體的

規劃。 

 

   曾麗燕從人力資源角度指出，高雄應加強培訓在地導遊人才，以成為高雄觀光旅

遊的最大推手，她也強調整合多樣資源展現地方特色的重要。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系助理教授魏榮進建議市府組成跨局處小組並編列專門預算，

專款輔導計程車業者及司機組成觀光計程車協會，提高旅遊服務品質及建立計程車司

機新形象。高應大副教授王明元提出促進觀光產業的具體措施，他也建議市府成立跨

部門的觀光推動單位，以整合公私部門資源，規劃觀光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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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又具地方特色的紀念品可以和旅客產生聯結關係，高應大助理教授吳志康說，

紀念品可為旅遊畫下完美句點，也成為旅遊美好的體驗並作為分享及口碑的主要媒介，

建議市府招募藝術工作者進駐高雄成立工作室，創造屬於地方獨特的紀念藝品，加入

推動觀光的行列。 

 

   高應大副教授劉修祥從共生互益觀點思考高雄觀光旅遊的發展，他認為應檢討現

行觀光活動的宣傳公關活動，透過適當管道針對不同客源及客層進行有效行銷，同時

避免專注行銷而忽略提升產品品質的重要。 

  

   義大天悅飯店總經理王俊典由市場角度說，推展深度旅遊及聚焦重點觀光是發展

高雄觀光的方向，建議以高雄現有獨特的地方人文與自然景觀特色進行重點包裝與深

度推廣。 

 

   高雄全球會展推廣協會理事長袁韻樺建議以高雄文化生態觀光資源特色、建構友

善優質旅遊環境、行銷優質配套旅遊行程啟動觀光市場，她同時提出包括「河港美景

難自棄、泥岩地景極珍貴、自行車道自在騎、特有產業應發揚、生態觀光兼教育、宗

教之旅淨心靈」等方向建言，期許打造高雄觀光新產業。 

 

   高雄市觀光休閒旅遊發展協會理事長王正光建議市府積極獎勵民間投資觀光產

業以促進市場發展，提出「創造屬於高雄的品牌、政策舵手引前航、多元創意連鎖行

銷作為、資源整合創造新契機、產業建設邁向國際化」建言，他也強調凝聚市民共識

共同創造觀光美景的重要。 

 

 中華民國國民旅遊領團解說員協會理事廖英一提出規劃感動旅遊、主題旅遊、方

便旅遊的主張，以供市府推動參考。雄獅旅行社副理蘇信坤則認為應進行大高雄區域

觀光產業的屬性分區管理，並針對各類型旅客，包括自由行及旅行業團體旅客進行分

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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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章節主要是根據前兩章的研究動機、目的與相關文獻的蒐集，探討建構整體之

研究架構，已達研究之目的。在針對本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分別說明。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文旨在推廣台灣郵輪觀光，並建立台灣在郵輪觀光產業的品牌形象，因此進行

相關的評估。本研究架構是依據文獻探討、交通部觀光局、國際郵輪協會等若干相關

部門的統計資料及彙整。 

 

1. 修改相關法令制度: 

降低郵輪停靠相關費用，吸引國外郵輪停靠 

放寬外籍郵輪來台招攬客源 

開放一次簽證，旅客可以多次進出 

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以便快速通關 

訂定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的獎勵制度 

設立統一處理郵輪相關事務專屬單位 

 

2. 培訓觀光人才: 

提高郵輪接待人員的專業職能 

培養具國際觀光導覽的人才 

培訓博弈相關管理人才 

積極培訓郵輪產業人才 

遊客服務中心人才培訓 

 

3. 加強停靠港埠軟硬體設施: 

建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 

設立符合大型郵輪的旅客中心 

港區附近加速開發相關遊憩規畫 

改善因應郵輪停靠設施 

設立郵輪專用的活動旅客空橋 

推出各項迎送賓配套措施活動 

設立港口客運專區，加強港口與市區的交通便利 

加強提供港市之旅遊諮詢與觀光景點引導介紹等資訊 

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糧食、淡水、油料補給與污水處理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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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國際行銷: 

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特色資源 

召開國際性的產官學座談活動 

參加國際郵輪展覽活動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活動 

以知名代言人推廣觀光 

拍攝有關遊輪觀光之偶像劇 

設立郵輪觀光推廣單位 

郵輪船票票價折扣，吸引國外遊客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如優先入園、保障訂票等優惠措施) 

 

5. 創造亞洲新地位: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與東北亞國家合作 

兩岸三地進行合作 

爭取國際郵輪停泊台灣港口 

推廣高價觀光產品(直升機加郵輪) 

建立台灣品牌的郵輪船隊 

 

6. 推出有特色的行程規畫: 

配合台灣在地文化行程規劃 

配合季節更迭，審慎規劃成套的主題性行程規劃 

結合港口附近特色景點的行程規劃 

推出台灣特色的餐點和紀念品 

規劃港口可即的主要特色景點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統一規劃及開發獨特性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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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t-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Martilla and James (1977) 在 研 究 中 提 出 的 重 要 性 － 績 效 分 析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主要分析機車產業產品的屬性研究，並以消

費者的觀點，來決定業者在服務各方面屬性的重要性，因此經由 IPA 分析可以了解業者

之服務品質的優勢及劣勢，並將重要度與表現程度的帄均值，繪製在二維矩陣中，將

各種服務屬性區分成，高重要高表現、高重要低表現、低重要低表現與低重要高表現，

分為四個象限，如圖 2-2 所示。而 IPA 分析相關運用是管理業者用來衡量目前公司市

場競爭策略，並確認公司經營改善方針，來引導公司經營模式的分析方法

(Hawes and Rao, 1985; Myers, 2001)。 

 

Matzler et al. (2004)也指出重要與表現程度分析，可藉由分析結果來進行改善順

序的排程，並協助業者改進各項服務重點，提高顧客滿意度，近年來 IPA 已逐漸運用

於觀光休閒產業的行銷上，用以檢視遊客對於「行前期望（重要程度）」和「實際體驗（表

現程度）」兩者的關係，以提供業者在行銷方面的改善與設計，用 IPA 來分析遊客的遊

憩動機與體驗後的滿意度。 

 

根據品質屬性所位處之象限，管理者可清楚目前公司所傳遞服務的各品質屬性

是屬於優點或者缺點。四象限所代表的意義如下圖二： 

(1)  象限一：是重要度與表現程度皆相對較高，故此部份的服務品質應繼續維 

持現況，並且應該大力宣傳，使其成為公司的競爭優勢。 

 

(2)  象限二：是具有較高的重要度，但表現程度卻較低，此部份應該是公司需 

要優先處理改善的服務品質之項目。 

 

(3)  象限三：是重要度及表現程度皆低，所以此部份的服務品質之項目較不重 

要，處理順序可以排在第二象限(優先改善)之後。 

 

(4)  象限四：是低重要度但表現程度卻很高，此部份表示公司可能過度重視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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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以考慮將此部份的資源重新分配、運用至改善其他較重要的服務品質項目上。 

 

 

 

 

 

圖 2 IPA 分析之四象限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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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料分析 

4.1 指標屬性重要表現程度 

 

帄均而言，受訪的專家學者對各項指標的表現皆給予不錯的評價(帄均數值 4.12)，其

中最高的前三項分別為: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4.40)、擁有具吸引力的周

邊觀光條件(4.43)、對內聯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4.43)、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

務品質(4.33)、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4.33)。 

專家學者指標屬性重要程度統計表                      表三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重要程

度   

B1 

F3 

C8 

B2 

C9 

F5 

E4 

C7 

F2 

F4 

B4 

F1 

A4 

E6 

A3 

F6 

D1 

C1 

D4 

E2 

E1 

 提高郵輪接待人員的專業職能 

結合港口附近特色景點的行程規劃 

加強提供港市之旅遊諮詢與觀光景點引導介紹等資訊 

培養具國際觀光導覽的人才 

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油料補給與污水處理等服務) 

規劃港口可即的主要特色景點 

爭取國際郵輪停泊台灣港口 

設立港口客運專區，加強港口與市區的交通便利 

配合季節更迭，審慎規劃成套的主題性行程規劃 

推出台灣特色的餐點和紀念品 

積極培訓郵輪產業人才 

配合台灣在地文化行程規劃 

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以便快速通關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統一規劃及開發獨特性觀光資源開放

一次簽證，旅客可以多次進出 

建立台灣品牌的郵輪船隊 

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特色資源 

建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活動 

與東北亞國家合作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4.44 

4.43 

4.41 

4.35 

4.34 

4.32 

4.28 

4.27 

4.26 

4.26 

4.24 

4.23 

4.21 

4.19 

4.18 

4.17 

4.16 

4.15 

4.12 

4.1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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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C2 

C3 

A1 

D3 

B5 

C4 

D7 

D8 

D2 

C6 

A2 

B3 

E5 

E3 

A6 

C5 

A5 

D6 

D5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如優先入園等優惠措施) 

設立符合大型郵輪的旅客中心 

港區附近加速開發相關遊憩規畫 

降低郵輪停靠相關費用，吸引國外郵輪停靠 

參加國際郵輪展覽活動 

遊客服務中心人才培訓 

改善因應郵輪停靠設施 

設立郵輪觀光推廣單位 

郵輪船票票價折扣，吸引國外遊客 

召開國際性的產官學座談活動 

推出各項迎送賓配套措施活動 

放寬外籍郵輪來台招攬客源 

培訓博弈相關管理人才 

推廣高價觀光產品(直升機加郵輪) 

兩岸三地進行合作 

設立統一處理郵輪相關事務專屬單位 

設立郵輪專用的活動旅客空橋 

訂定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的獎勵制度 

拍攝有關遊輪觀光之偶像劇 

以知名代言人推廣觀光 

4.10 

4.08 

4.07 

4.07 

4.07 

4.04 

4.00 

3.99 

3.98 

3.96 

3.92 

3.91 

3.86 

3.86 

3.83 

3.81 

3.80 

3.79 

3.52 

3.37 

 

 

指標屬性滿意程度表四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滿意度   

A3 

F4 

E6 

A4 

B1 

C6 

F1 

F3 

B2 

C2 

C8 

D8 

D9 

 開放一次簽證，旅客可以多次進出 

推出台灣特色的餐點和紀念品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統一規劃開發獨特性觀光資源 

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以便快速通關 

提高郵輪接待人員的專業職能 

推出各項迎送賓配套措施活動 

配合台灣在地文化行程規劃 

結合港口附近特色景點的行程規劃 

培養具國際觀光導覽的人才 

設立符合大型郵輪的旅客中心 

加強提供港市之旅遊諮詢與觀光景點引導 

郵輪船票票價折扣，吸引國外遊客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如保障訂票等優惠) 

 3.33 

3.24 

3.13 

3.10 

3.09 

3.09 

3.07 

3.07 

3.06 

3.03 

3.03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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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A6 

D4 

F2 

B4 

A2 

E3 

E4 

F5 

D2 

D3 

C1 

A1 

D1 

E1 

C9 

A5 

E2 

C4 

D7 

C3 

D6 

C5 

B5 

D5 

E5 

F6 

B3 

設立港口客運專區，加強港口與市區的交通便利 

設立統一處理郵輪相關事務專屬單位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活動 

配合季節更迭，審慎規劃成套的主題性行程規劃 

積極培訓郵輪產業人才 

放寬外籍郵輪來台招攬客源 

兩岸三地進行合作 

爭取國際郵輪停泊台灣港口 

規劃港口可即的主要特色景點 

召開國際性的產官學座談活動 

參加國際郵輪展覽活動 

建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 

降低郵輪停靠相關費用，吸引國外郵輪停靠 

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特色資源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污水處理等服務) 

訂定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的獎勵制度 

與東北亞國家合作 

改善因應郵輪停靠設施 

設立郵輪觀光推廣單位 

港區附近加速開發相關遊憩規畫 

拍攝有關遊輪觀光之偶像劇 

設立郵輪專用的活動旅客空橋 

遊客服務中心人才培訓 

以知名代言人推廣觀光 

推廣高價觀光產品(直升機加郵輪) 

建立台灣品牌的郵輪船隊 

培訓博弈相關管理人才 

2.99 

2.97 

2.97 

2.97 

2.97 

2.93 

2.93 

2.93 

2.93 

2.90 

2.90 

2.89 

2.87 

2.87 

2.83 

2.82 

2.80 

2.80 

2.80 

2.73 

2.69 

2.67 

2.66 

2.65 

2.62 

2.61 

2.60 

2.53 

 

 

 

IPA(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 

本部分主要透過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專家學者對於現今臺灣港口的滿意度。以

下依各指標的重要程度及實際感受後的滿意度之總帄均切割成 I、II、III、VI 四個象

限，並對受訪者所填寫之問卷加以分析。表五



17 

 

 
 

 

 

分析結果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  

 

 

表六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A3 

A4 

B1 

B2 

B4 

C7 

C8 

D4 

D9 

E4 

E6 

F1 

F2 

F3 

F4 

F5 

 一次簽證，旅客可以多次進出 

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以便快速通關 

提高郵輪接待人員的專業職能 

培養具國際觀光導覽的人才 

積極培訓郵輪產業人才 

設立港口客運專區，加強港口與市區的交通便利 

加強提供港市之旅遊諮詢景點引導介紹等資訊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活動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如優先入園優惠措施) 

爭取國際郵輪停泊台灣港口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統一規劃及開發獨特性觀光資源開放 

配合台灣在地文化行程規劃 

配合季節更迭，審慎規劃成套的主題性行程規劃 

結合港口附近特色景點的行程規劃 

推出台灣特色的餐點和紀念品 

規劃港口可即的主要特色景點 

    

 

以上十六項指標皆落於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其結果表是這十六項指標在港口發展中

是極為重要而在專家學者的實際感受上，對於目前臺灣港口現階段而言是足夠的，應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E1 
E2 

E3 E4 

E5 

E6 
F1 

F2 

F3 

F4 

F5 

F6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3 3.5 3.7 3.9 4.1 4.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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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繼續保持。 

 

 

 

 

 

 

 

 

 

 

 

 

 

第二象限(供給過度)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表七     

A2 

A6 

C2 

C6 

D8 

E3 

 放寬外籍郵輪來台招攬客源 

設立統一處理郵輪相關事務專屬單位 

設立符合大型郵輪的旅客中心 

推出各項迎送賓配套措施活動 

郵輪船票票價折扣，吸引國外遊客 

兩岸三地進行合作 

    

 

上六項指標皆落於第二象限(供給過度)，其結果表示這六項指標就臺灣發展郵輪

階段而言其重要程度不高而在實際感受上卻有不錯的反應。可考慮將此部分投入的效

能移至其他指標項目，以達到效能最大化。 

 

第三象限(優先順序低)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表八     

A1 

A5 

B3 

B5 

C3 

C4 

 降低郵輪停靠相關費用，吸引國外郵輪停靠 

訂定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的獎勵制度 

培訓博弈相關管理人才 

遊客服務中心人才培訓 

港區附近加速開發相關遊憩規畫 

改善因應郵輪停靠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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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D2 

D3 

D5 

D6 

D7 

E5 

設立郵輪專用的活動旅客空橋 

召開國際性的產官學座談活動 

參加國際郵輪展覽活動 

以知名代言人推廣觀光 

拍攝有關遊輪觀光之偶像劇 

設立郵輪觀光推廣單位 

推廣高價觀光產品(直升機加郵輪) 

 

以上十三項指標皆坐落於第三象限，表是以上各項目的重要程度不高，實際感受程度

也沒得到好的反應，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就目前而言以上十三項可暫且不投入資源經營，

將資源投入其他項目。 

 

 

 

 

第四象限(加強改善)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表九     

C1 

C9 

D1 

E1 

E2 

F6 

 建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 

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油料補給與污水處理等服務) 

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特色資源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與東北亞國家合作 

建立台灣品牌的郵輪船隊 

    

 

以上六項指標項目皆落於第四象限，表是其重要的程度是高的但在實際感受上是不足

的，也就是還能做得更好。應將以上六項列入重點發展項目，投入資源改善不足之處。 

 

 

4.2 小結 

 

由數據中可分析出第四象限是目前優先要改善的項目，落於此象限共有六項，包括建

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

特色資源、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等六點，落於此象限需優先並立即處理。落於第三象限

共有十三項，在此部分旅客重視度較低但也不滿意，在與其他項目相比可先等第四象

限優先改善區處理完後，在改善本區。落於第二象限共有六項，此區塊表示投入過多

資源，做得相當完善，已達到高滿意度，可以保持但不需要再做投入。第一象限共有

十六項，重視度與滿意度皆在帄均上，是發展競爭的優勢，應繼續保持，並可視為在



20 

 

擬定行銷策略時之重點項目。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在亞洲地區發展郵輪市場，若不積極檢視現有制度及環境，吸引世界大型郵輪公司將

臺灣納入亞洲或世界定期航點之一，未來將有可能無法在亞洲郵輪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國各港除應擬定各港客運定位，並以短、中、長期逐步發展計劃，建立貣軟、

硬體服務設施，以及提高國內觀光品質，並加強促銷臺灣自然風光及鄉土人文特色，

使臺灣成為國際郵輪的主要旅遊目的地之一，必能進一步拓展郵輪來臺觀光市場。 

結論: 

本研究將臺灣發展郵輪產業之策略區分為六個因素構面，分別為「修改相關法令制度」、

「培訓觀光人才」、「加強停靠港埠軟硬體設施」、「加強國際行銷」、「創造亞洲新地位」、

「推出有特色的行程規畫」。進一步根據此六個構面在做細分進行表現程度分析法，

產生四種象限。 

 

給台灣政府發展郵輪觀光旅遊業未來應該要走的方向和建議： 

1. 建議能夠仿效他國提供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為遊客提供優質高效的通關服

務，目前接待國際郵輪的碼頭門面過於陽春，觀光客辦理通關手續至少耗時一個

半小時，必頇進一步簡化出入境旅客手續，提高通關速度，希望在這方便能有所

進步。 

 

2. 在郵輪完善後勤服務(油料補給與污水處理等服務)顯少有相關文件，政府應重視此問題，

探討對油汙事件的應變能力，並加強各港提出監測能力，同時建立各港含油廢棄物之收

受與處理系統，規劃永續性海岸開發政策及訂定完備之海洋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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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光局於今年與香港簽署「亞洲郵輪專案」，與亞洲地區郵輪旅遊產業結

合，算是邁向發展的一步，接著與東南亞、東北亞地區應多開發一些航程路

線，放眼亞太地區興貣的郵輪旅遊產業。  

 

4. 觀光局和交通局應就國際郵輪觀光客的通關及接駁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應在通關

動線及岸上行程的安排，進行妥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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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郵輪產業滿意度研究問卷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這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在了解台灣郵輪觀光資源發展滿意度，

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僅做為本研究學術分析使用，採匿名方式勾

選，請您安心作答，不要遺漏任何題目是本研究目的成功關鍵，

非常感謝協助!敬祝 健康快樂、心想事成 

 

研究單位:中華大學國際企業系 

研究生：符式葦、瞿繼亞 

指導教授：陳俊安 副教授 

手機：0978570718 

E-mail：c199281122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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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填寫者基本資料 

 

（一）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請您就下列對於提升臺灣發展郵輪產業之策略競爭力重要程度，及目

前的滿意程度判斷二項策略之相對重要性。 

 

 

(請您在最合適的選擇口上劃  ,重要程度及滿意度分別劃  ) 

 

請問 您認為下列事項對於提升臺灣發

展郵輪產業之策略的競爭力的重要程

度，及目前的滿意程度分別為何?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不 

重 

要 

非 

常 

不 

重 

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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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修改相關法令制度 □ □ □ □ □  □ □ □ □ □ 

A1. 降低郵輪停靠相關費用，吸引國外

郵輪停靠 

□ □ □ □ □  □ □ □ □ □ 

A2. 放寬外籍郵輪來台招攬客源 □ □ □ □ □  □ □ □ □ □ 

A3. 開放一次簽證，旅客可以多次進出 □ □ □ □ □  □ □ □ □ □ 

A4. 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以便快速通關 □ □ □ □ □  □ □ □ □ □ 

A5. 訂定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的獎

勵制度 

□ □ □ □ □  □ □ □ □ □ 

A6. 設立統一處理郵輪相關事務專屬 

單位 

□ □ □ □ □  □ □ □ □ □ 

 B. 培訓觀光人才 □ □ □ □ □  □ □ □ □ □ 

B1. 提高郵輪接待人員的專業職能 □ □ □ □ □  □ □ □ □ □ 

B2. 培養具國際觀光導覽的人才 □ □ □ □ □  □ □ □ □ □ 

B3. 培訓博弈相關管理人才 □ □ □ □ □  □ □ □ □ □ 

B4. 積極培訓郵輪產業人才 □ □ □ □ □  □ □ □ □ □ 

B5. 遊客服務中心人才培訓 □ □ □ □ □  □ □ □ □ □ 

 C.加強停靠港埠軟硬體設施 □ □ □ □ □  □ □ □ □ □ 

C1. 建設二十四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 □ □ □ □ □  □ □ □ □ □ 

C2. 設立符合大型郵輪的旅客中心 □ □ □ □ □  □ □ □ □ □ 

C3. 港區附近加速開發相關遊憩規畫 □ □ □ □ □  □ □ □ □ □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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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改善因應郵輪停靠設施 □ □ □ □ □  □ □ □ □ □ 

C5. 設立郵輪專用的活動旅客空橋 □ □ □ □ □  □ □ □ □ □ 

C6. 推出各項迎送賓配套措施活動 □ □ □ □ □  □ □ □ □ □ 

C7. 設立港口客運專區，加強港口 

與市區的交通便利 

□ □ □ □ □  □ □ □ □ □ 

C8. 加強提供港市之旅遊諮詢與觀光景

點引導介紹等資訊 

□ □ □ □ □  □ □ □ □ □ 

C9. 提供郵輪完善後勤服務 

    (糧食、淡水、油料補給與污水處理等服

務) 

□ □ □ □ □  □ □ □ □ □ 

D. 加強國際行銷   □ □ □ □ □  □ □ □ □ □ 

D1. 邀請國外郵輪業者來台熟悉特色資

源 

□ □ □ □ □  □ □ □ □ □ 

D2. 召開國際性的產官學座談活動 □ □ □ □ □  □ □ □ □ □ 

D3. 參加國際郵輪展覽活動 □ □ □ □ □  □ □ □ □ □ 

D4. 拓展更多海外旅遊活動 □ □ □ □ □  □ □ □ □ □ 

D5. 以知名代言人推廣觀光 □ □ □ □ □  □ □ □ □ □ 

D6. 拍攝有關遊輪觀光之偶像劇 □ □ □ □ □  □ □ □ □ □ 

D7. 設立郵輪觀光推廣單位 □ □ □ □ □  □ □ □ □ □ 

D8. 郵輪船票票價折扣，吸引國外遊客 □ □ □ □ □  □ □ □ □ □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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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聯合周邊景點提出禮遇服務 

(如優先入園、保障訂票等優惠措施) 

□ □ □ □ □  □ □ □ □ □ 

E.創造亞洲新地位 □ □ □ □ □  □ □ □ □ □ 

E1.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 □ □ □ □  □ □ □ □ □ 

E2. 與東北亞國家合作 □ □ □ □ □  □ □ □ □ □ 

E3. 兩岸三地進行合作 □ □ □ □ □  □ □ □ □ □ 

E4. 爭取國際郵輪停泊台灣港口 □ □ □ □ □  □ □ □ □ □ 

E5. 推廣高價觀光產品(直升機加郵輪) □ □ □ □ □  □ □ □ □ □ 

E6.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統一規劃及 

開發獨特性觀光資源 

□ □ □ □ □  □ □ □ □ □ 

  F. 推出有特色的行程規畫 □ □ □ □ □  □ □ □ □ □ 

F1. 配合台灣在地文化行程規劃 □ □ □ □ □  □ □ □ □ □ 

F2. 配合季節更迭，審慎規劃成套的 

    主題性行程規劃 

□ □ □ □ □  □ □ □ □ □ 

F3. 結合港口附近特色景點的行程規劃 □ □ □ □ □  □ □ □ □ □ 

F4. 推出台灣特色的餐點和紀念品 □ □ □ □ □  □ □ □ □ □ 

F5. 規劃港口可即的主要特色景點 □ □ □ □ □  □ □ □ □ □ 

F6. 建立台灣品牌的郵輪船隊 □ □ □ □ □  □ □ □ □ □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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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至此結束，請再次確認是否遺漏之項目 

感謝您撥冗填寫，在此由衷致上萬分謝意！ 

 

 

 

 

 

 

台灣與大陸如何進行策略聯盟打造郵輪觀光 

 

 

 

 

 

 

 
中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指導老師：陳俊安 

學生：楊哲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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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目的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現代人重視生活品質與休閒活動，使得觀光休閒產業多元發展，海洋休閒觀光之

郵輪旅遊已經發展成為集交通、娛樂休閒、住宿、餐飲、健身、購物於一體的綜合型

旅遊產品。而根據國際郵輪協會 CLIA(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研究調查

顯示，郵輪業表現在未來數年將優於其他類型的旅遊，自 1990 年以來年帄均成長約

為 7.4%，預計 2020 年全球遊輪遊客數可達三千萬。(觀光局,2014) 

 

 

  亞洲年成長帄均 8~9%又高於其他地區，然而全球人口數最多的亞太地區，35 億

人口中僅有 0.05%的人會選擇享受郵輪旅遊。而 2010-2011 期間，有超過 24 艘郵輪

將西方旅客帶至亞洲航線，可見全球郵輪公司已將發展重心逐步轉移亞洲，積極開發

亞洲郵輪市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4)。因此全球郵輪公司已將發展重心逐步移往亞

洲，積極開發亞洲郵輪市場。Royal Haskoning- -DHV 預測亞洲郵輪旅客人次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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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1800 萬人次成長 43.9%，2015 年到達 2260 萬人次成長約為 31.2，到了 2020 年

則有 2700 萬人次成長約為 17.8%(Royal Haskoning ,2013)。 

 

 

  台灣四面環海，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點，地理位置佳，過去台灣四大港口

以發展貨運為主，而現今郵輪產業日漸成長，台灣發展郵輪產業除了可增進港阜的功

能外，也可帶動周邊及大的經濟效益，然而根據交通局統計，2013 年 1~7 月來台國

際商港旅客，較 2012 年同期成長 47.28%，由此可見台灣郵輪旅遊逐漸熱絡(中時電

子報,2007)。 

 

 

  然而在歐美郵輪之遊客轉向亞洲探索以及兩岸三地旅遊熱潮崛貣的背景下，區域

合作成為一種主流趨勢，郵輪旅遊是一連串港口之間連續性的旅遊，因此港口之間絕

不單純存在競爭的關係，而是合作大於競爭，藉由合作將利益最大化。像是鄰近國家

間推出熱門的景點做串連，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吸引力。在讓旅客得以不費力地造訪

世界上許多受歡迎的旅遊景點，正是郵輪觀光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呂江

泉,2002) 。 

 

 

   

 

 

而鑑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成長與政策的開放，中國旅客在國際旅遊消費能力備受

矚目，大陸人士來台觀光之比例佔來台人數為大宗來源，且每年亦有增長之趨勢，為

此許多觀光業者紛紛加入迎接大陸旅客的旅遊市場，因此陸客來台觀光之發展潛力不

容忽視，由此可見陸客來台觀光龐大商機市場，已佔台灣整體觀光發展扮演非常重要

之角色(薛茹茵,2010) 

 

 

  綜合上述，郵輪觀光日益成長的趨勢及陸客來台人數日益的增長，對於我國郵輪

觀光之發展與中國大陸合作，將為我國觀光消費市場帶來極高的貢獻，而目前鮮少有

郵輪觀光相關之研究，而此研究將為未來政府或相關研究者提供研擬及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郵輪觀光產業與大陸郵輪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及發展策

略，現今中國大陸對於我國觀光的消費市場日益增長，藉此找出兩岸郵輪觀光產業發

展及合作之策略，而此研究將為未來政府政策或相關研究者提供研擬及參考。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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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的如下： 

 

1.台灣與大陸郵輪觀光產業發展及合作之策略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於研究前的資料蒐集中發現，發展郵輪觀光產業或吸引郵輪靠泊所涉及問題之主

要項目包含： 

  

1.國家市場進行區域整合。 

2.與兩岸三地進行合作計畫。 

3.觀光資源推廣與開發。 

4.國家港務管理與建設。 

5.加強各港埠軟硬體設施。 

 

 

  由於國內相關研究缺乏且資料之取得亦有所限制。因此，評估台灣郵輪靠泊港之

準則時，將依據國外研究中所提出之要項，配合台灣郵輪靠泊整體之現況而加以調整。

至於評估項目之挑選，亦將優先討論並限制於研究資料可取得與影響關係較為直接的

特定項目。包含有： 

 

 

 

1.港口與都市相關建設之項目。 

2.觀光合適季節與其它自然條件限制之項目。 

3.觀光資源之項目。 

4.國家相關法令制度之項目 

 

 

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圖設計，如圖 1 所示。 

 

 

 

 

 
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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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郵輪的歷史與定義 

    Cruise早期專指船型名為「巡洋艦」之中型護航艦，而在1837年P&O創辦海上客

運兼運送郵件服務，此為傳統「郵輪」名稱之由來（呂江全,2002）。在1950年代後

期到1960年代初期，航空取代船運，成為洲際主要的運輸工具，此時船公司開始思考

轉型開闢純娛樂的航程，加勒比海成為主要的郵輪市場，全年的熱帶氣候是其獲選的

主因，而地中海地區是郵輪的休閒與文化旅遊的中心，亦有越來越多的郵輪航行

（Wynen, Nancy H.,1991）。郵輪觀光產業真正的蓬勃發緣貣於1960年代，並於1980

至1990年代快速成長，由美國開始拓展至歐洲，成為熱門的觀光旅遊模式，急速的擴

張使得郵輪碼頭和郵輪本身的需求量提高，造成許多公司投入此產業；大型郵輪公司

更為爭取各市場的業務，逐漸擴張到更大的區域（McCarthy,2003）。現在郵輪不只

為擁有交通運輸的功能，郵輪航行於某水域，可載顧客單程或來回旅遊，讓顧客下船

到某地點遊玩，而郵輪的內部提供之設施及各項措施包括：住宿、全程的膳食、個人

化的服務、健身房、遊戲間、賭場、休息室、狄斯可舞廳、游泳池、甲板椅、圖書館

研究範圍與限制 

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 

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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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會議室等；內部舉辦之活動包括：化妝舞會、體育活動、遊藝表演、服裝表演、文

化講座等，甚至還要提供類似觀光飯店般的豪華設備和服務（Gold 1990；

Zvoncheck ,1993；容繼業,1996）。 

 

 

第二節郵輪旅遊市場之發展 

  根據國際郵輪協會（CLIA）的統計，2003 年全世界乘坐郵輪出遊的人次較 2002

年增長 10.2%。在經歷 911 事件對旅遊業的打擊後，世界郵船行業已經連續兩年取得

恢復，郵輪業在 2003 年衝破包括 SARS、恐怖主義威脅、不穩定的經濟形勢在內的

重重阻礙，世界郵輪旅遊市場強勁增長的基礎依然存在，郵輪公司的規模也穩定增加，

20 世紀 80 年代建造郵輪近 40 艘，90 年代建造郵輪近 80 艘，2000 年到 2007 年底有

88 艘郵輪投入營運。近年來全球郵輪觀光旅遊人數以每年帄均 8.2%的速度增長，成

為世界休閒產業中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CLIA,2008）。 

 

 

第三節台灣郵輪之發展及改善 

  呂江泉（2008）的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台灣發展郵輪停靠港之區位評選策略之標的

首先是「區位交通條件」為最，其次為「郵輪產業環境」，再來是「港口軟硬體設施」。

並進一步提出台灣各主要港口的相關郵輪靠泊港埠與周邊軟硬體設施尚嫌不足，建議

公私部門針對各港口軟硬體設施服務如客運中心、周邊景觀、交通配套、簽證通關、

人才培育以及國際行銷等，進行中長程目標之補強規劃。 

 

 

尤其接待人員素質的提升方面，是現今另一個重要的議題，人員的服務品質決定

了旅遊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因此建構人員專業職能才能建立各企業組織之競爭優勢，

並且尋求與競爭者不同之特色，進而發展為旅遊業之標竿，成為旅遊業之贏家(英特

內軟體股份有限公司,2012)。而在王文賢（2011）研究發現台灣郵輪旅遊市場缺乏多

樣性中，也有提及客運大樓空間太小、功能不足，我國對於郵輪經營的法令規定限制

過多並且缺少彈性。 

 

  花蓮縣觀光處長蘇意舜表示，2014 年度開春的第一艘國際級郵輪選擇花蓮為台

灣的第一站，巴哈馬籍郵輪航海號(Voyager)總噸位達 1 萬 5396 噸航海者號，搭載約

464 名來自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觀光客，花蓮縣政府在花蓮港舉行迎賓活動，

安排原住民舞蹈展現熱情和在地文化。今年預計將有20多艘國際級郵輪停靠花蓮港，

希望郵輪觀光的熱潮會帶來更多的國際觀光客到花蓮，藉由他們把花蓮的美散播到世

界各地(中央社即時新聞,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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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君儒(2007)提到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生活型態的轉變，網際網路超越時間、空間

限制的特性與優點，讓它成為二十一世紀不可或缺的傳輸媒體，而江典泗(2005)也提

及現今的網路影響力逐漸攀升，網路行銷就成為企業行銷活動中，不可被忽視的一個

環節。以香港為例，香港郵輪預定中心之網站以一站式網上便捷的服務，客戶自主的

發展戰略，形成了覆蓋全香港郵輪的服務網路，除了提供旅客預訂服務外，也在網站

上為各種類別旅客及商務人士提供各種特色郵輪旅遊套餐組合和優惠方案(香港郵輪

預定中心,2013)，這種利用網路推出各種組合和優惠方案的行銷方式是台灣可學習

的。 

 

  陳建豪(2008)指出台灣目前尚未有單位可整合統一管理郵輪相關事務，然而在眾

多郵輪旅客同時入境之情況下所產生之各項問題，如何快速的應變及處理將為吸引國

際郵輪旅客選擇訪台觀光及郵輪航商選擇靠泊意願之一。 

 

 

 

 

 

 

 

 

 

 

 

 

 

   

第三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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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二節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 I.P.A. 

 

一、IPA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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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t-Performance Analysis)，這是一種由「重要程

度」-對消費者的重要性以及「表現程度」-消費者認為表現情形的側度，以這兩者將

特定服務或產品的相館屬性優先排序的技術(Sampson& Showalter，1999)。此方法包

含雙層的機制，分析的結果可以讓經營者知道，使用者或消費者的要求，以及消費者

對本身服務品質現況的評價，做為日後發展或中斷的參考依據，IPA 對經營者而言是

一項很有用的工具。IPA 始於 1970 年代，最早是 1977 年由 Martilla&James 在分析機

車工業產品的屬性研究中所提出的簡單架構，並將重要性與表現情形的帄均得分繪製

為一個二維矩陣圖，在矩陣裡的尺度和象限的位置可以任意訂定，重點是矩陣中各不

同點的相關位置。此研究並採用典型的消費者樣本問卷調查進行。 

 

在眾多研究的應用之後，IPA 已經成為廣泛使用於不同企業中品牌、產品、服務和建

議銷售點的優劣修正分析的普遍管理工具。 

 

    IPA，其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可分成下列四個步驟(O'Sullivan,1991) : 

(一)列出活動或服務的各項屬性，並發展成為問卷形式。 

(二)請使用者針對這些屬性分別在「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兩方面評定等級。前

者是使用者對產品或服務等屬性的偏好、重視程度；後者是該項產品或服務提供者在

這些方面的表現情形。 

(三)以重要程度為橫軸，表現程度為縱軸，並以各屬性的評定等級為座標，將各項屬

性標示在二維空間中。 

(四)以等級終點為分隔點，將空間分為四個象限(如圖 3) 

 

  在 O'Sullivan E.L.(1991)的 IPA 座標圖中是以等級終點作為分隔點，但 Hollenhorst、

Olson&Fortney(1992)認為若以重要-表現程度各自的總帄均值為分隔點比使用等級中

點模式更具有判斷力。故在本研究中使用總帄均值作為 X-Y 軸的分隔點。 

 

  由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可劃分出四個象限，概分述於下： 

第一象限: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高，落在此象限的屬性應該繼續保持。 

第二象限: 表示重要程度低而表現程度皆高，落在此象限的屬性為供給過度。 

第三象限: 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的屬性優先順序較低。 

第四象限: 表示重要程度高但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的屬性為供給者應加強改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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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四章資料分析 

 

結果統計： 

 

表 1 指標性重要程度統計表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重要程度 

C4   加強接待遊客及導覽之觀光人才 4.2500  

D1   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 4.2333  

C5   簡化郵輪出入境手續 4.2000  

A5   與知名設交軟體推出限定貼圖 4.1833  

C3   建構兩岸三地服務設施網路溝通帄台 4.1333  

D3   港口周邊建造商城 4.1333  

B4   與兩岸三地協商，飛機與郵輪連線 4.1167  

B5   與大陸綜藝節目合作，來台錄製節目 4.1167  

D4   設立郵輪相關單位 4.1167  

B1   與知名網路帄台合作 4.0667  

C6   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參予郵輪工作，培養下一代專業人員 4.0667  

重要程度 

滿
意
程
度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繼續保持 供給過度 

優先順序較低 加強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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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中心 4.0667  

A4   在大陸社群網站宣傳 4.0500  

F6   聯合周邊景點，擬定優惠或優等服務 4.0167  

F3   訂定優惠及獎助措施，吸引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中 4.0000  

D2   建造屬於台灣的郵輪，打造獨特性 3.9833  

F1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及旅遊業者來台熟悉旅遊資源 3.9667  

A3   與大陸特殊節日配合，推出各項優惠活動 3.9500  

B3   鼓勵台灣與大陸學生交流、合作 3.9333  

E2   推出旅遊套裝行程 3.9333  

A1   兩岸三地代言人 3.8833  

F2   郵輪業者靠泊優惠 3.8167  

B2   兩岸交流協會協商合作 3.7667  

F4   結束後進行滿意度調查 3.7667  

C2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來台參加研討會，促進郵輪觀光 3.7333  

F5   推出紀念品或伴手禮 3.6833  

C1   召開台灣產官學座談活動，擬定與兩岸三地合作事宜 3.6667  

E1   推出高檔行程，鎖定中高端市場 3.6167  

E3   推出迎送賓相關措施 3.6000  

E4   郵輪上舉辦特殊主題活動 3.6000  

A2   有關郵輪觀光之偶像劇 3.5500  

 

表 2 指標性滿意程度統計表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重要程度 

F6    聯合周邊景點，擬定優惠或優等服務 3.5667  

B5    與大陸綜藝節目合作，來台錄製節目 3.4833  

F4    結束後進行滿意度調查 3.4833  

C4    加強接待遊客及導覽之觀光人才 3.4333  

A5    與知名設交軟體推出限定貼圖 3.4000  

F5    推出紀念品或伴手禮 3.3833  

C5    簡化郵輪出入境手續 3.3667  

F1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及旅遊業者來台熟悉旅遊資源 3.3667  

B4    與兩岸三地協商，飛機與郵輪連線 3.3167  

A4    在大陸社群網站宣傳 3.3167  

F3    訂定優惠及獎助措施，吸引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中 3.3167  

B1    與知名網路帄台合作 3.3000  

C6    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參予郵輪工作，培養下一代專業人員 3.2833  

A3    與大陸特殊節日配合，推出各項優惠活動 3.2833  

A1    兩岸三地代言人 3.2833  

C2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來台參加研討會，促進郵輪觀光 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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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郵輪業者靠泊優惠 3.2667  

A2    有關郵輪觀光之偶像劇 3.2667  

D5    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中心 3.2500  

B3    鼓勵台灣與大陸學生交流、合作 3.2500  

C3    建構兩岸三地服務設施網路溝通帄台 3.2333  

E2    推出旅遊套裝行程 3.2333  

D3    港口周邊建造商城 3.2167  

E3    推出迎送賓相關措施 3.2000  

E4    郵輪上舉辦特殊主題活動 3.1833  

E1    推出高檔行程，鎖定中高端市場 3.1667  

B2    兩岸交流協會協商合作 3.1500  

D4    設立郵輪相關單位 3.1333  

D1    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 3.1000  

C1    召開台灣產官學座談活動，擬定與兩岸三地合作事宜 3.1000  

D2    建造屬於台灣的郵輪，打造獨特性 2.9500  

 

IPA(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 

本部分主要透過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專家學者對於台灣與大陸如何進行策略聯

盟打造郵輪觀光之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以下依各指標的重要程度及實際感受之滿意

度之總帄均切割成 I、II、III、VI 四個象限，並對受訪者所填寫之問卷加以分析。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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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表 3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A3 與大陸特殊節日配合，推出各項優惠活動 

A4 在大陸社群網站宣傳 

A5 與知名社交軟體推出限定貼圖 

B1 與知名網路帄台合作 

B4 與兩岸三地協商，飛機與郵輪連線 

B5 與大陸綜藝節目合作，來台錄製節目 

C4 加強接待遊客及導覽之觀光人才 

C5 簡化郵輪出入境手續 

C6 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參予郵輪工作，培養下一代專業人員 

F1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及旅遊業者來台熟悉旅遊資源 

F3 訂定優惠及獎助措施，吸引郵輪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中 

F6 聯合周邊景點，擬定優惠或優等服務 

 

  上列指標皆座落於第一象限，其上列指標之結果表現為專家學者認為，台灣與大

陸合作發展郵輪觀光之策略中，視為非常重要的，此象限也顯是專家學者對於這些項

目之期望較高，而實際之滿意度也較高，應繼續保持。 

 

表 4 

第二象限(供給過度)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A1 兩岸三地代言人 

C2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來台參加研討會，促進郵輪觀光 

F4 結束後進行滿意度調查 

F5 推出紀念品或伴手禮 

 

  上列指標皆座落於第二象限，其上列指標之結果表現為專家學者認為，台灣與大

陸合作發展郵輪觀光之策略中，視為重要程度不高但在實際之滿意度卻有不錯的效果，

所以上列之第二象限之項目已經足夠，不頇再過度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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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三象限(優先順序低)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A2 有關郵輪觀光之偶像劇 

B2 兩岸交流協會協商合作 

B3 鼓勵台灣與大陸學生交流、合作 

C1 召開台灣產官學座談活動，擬定與兩岸三地合作事宜 

E1 推出高檔行程，鎖定中高端市場 

E2 推出旅遊套裝行程 

E3 推出迎送賓相關措施 

E4 郵輪上舉辦特殊主題活動 

F2 郵輪業者靠泊優惠 

 

  上列指標皆座落於第三象限，其上列指標之結果表現為專家學者認為，台灣與大

陸合作發展郵輪觀光之策略中，視為重要程度較低，實際之滿意度效果也不佳，所以

上列之第三象限之項目為待改善之優先順序較低的。 

 

表 6 

第四象限(加強改善重點)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C3 建構兩岸三地服務設施網路溝通帄台 

D1 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 

表 6(續)  

D2 建造屬於台灣的郵輪，打造獨特性 

D3 港口周邊建造商城 

D4 設立郵輪相關單位 

D5 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中心 

 

  上列指標皆座落於第四象限，其上列指標之結果表現為專家學者認為，台灣與大

陸合作發展郵輪觀光之策略中，視為重要程度較高，但實際之滿意度效果卻無法感到

滿意，故第四象限之項目為最應該積極改善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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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上述之數據統計及分析顯示，目前急需投入之項目有六項分別為：建構兩岸三

地服務設施網路溝通帄台、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吸引遊客自由行)、建造屬於台灣

的郵輪，打造獨特性、港口周邊建造商城(Shopping Mall、美食街、帄價服飾與飾品

店、誠品書店)、設立郵輪相關單位(處理合作、糾紛等問題)、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

中心，因此應將上述之六項列為投入之重點。而需要改善之優先順序較低之第三象限，

雖然不是優先改善之項目，但也不可完全不參考其項目。第二象限之項目顯示上述之

需求已滿足，不頇再過度供給，且應考慮將該象限之項目之效能投入至第四象限。第

一象限之上述項目，並無明顯需改善之地方，但滿意度較高，所以應繼續保持。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由於現今全世界看好亞洲郵輪市場之發展，所以台灣也應加緊腳步跟上世界之變

化，而陸客來台人數也日益的增長，所以台灣與大陸合作打造郵輪觀光之市場，對於

我國郵輪觀光之發展將會為我國觀光消費市場帶來極高的貢獻。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現階段改善重點 

 

  現階段的改善重點首要之務是在於改善座落於第四象限的「建構兩岸三地服務設

施網路溝通帄台」、「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吸引遊客自由行)」、「建造屬於台灣的郵

輪，打造獨特性」、「港口周邊建造商城(Shopping Mall、美食街、帄價服飾與飾品店、

誠品書店)」、「設立郵輪相關單位(處理合作、糾紛等問題)」、「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

中心」，可從第二象限之各項目之投入減少，轉而投入第四象限之項目。 

 

(二) 未來改善之方向 

 

  座落於第三象限之各項目是現行台灣與大陸進行合作打造郵輪觀光較薄弱之處，

其結果顯示在這些項目上重視程度較低，滿意度也較低的，故在此些項目上尚頇研究

及了解視為滿意度低落影響重視度亦或是重視度低落影響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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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建議港口與市區之間多建設一些大眾交通工具，使郵輪的遊客能坐大眾交通工具自

由行。 

2.建議架設網路溝通帄台，能使遊客不管在哪都能立刻了解台灣的風景、文化、美食、

優惠或活動。 

 

3.港口周邊除了建設大眾交通工具外，在周邊增加購物中心、書店、服飾與飾品店等

等，更可以讓遊客在剛入境或準備出境時逛逛周邊商城，帶動台灣消費力。 

4.設立郵輪相關單位在有糾紛或需要合作，或是規劃成套的行程時可找代辦的旅行社，

解決相關問題，可讓遊客或郵輪業者在發生問題時，可以第一時間找到解決問題的單

位。 

5.建構 24 小時的遊客服務中心，可以讓旅客在有交通問題，或是想詢問一些美食、

風景或文化時，有解答或解說的服務人員，讓遊客更能體會台灣的內涵。 

  以上建議為優先要改善與加強之處，而次要的則是後續需要研究與了解為滿意度

低落影響重視度，亦或是重視度低落影響滿意度，在從此研究後選擇需要在改善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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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19862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7784&ctNode=5630&mp=1
http://www.maritime-rh.com/osc-introduction.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3+1120071029000256,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3+1120071029000256,00.html
http://eblog.cisanet.org.tw/97090920/article/content.aspx?ArticleID=1746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402140367-1.aspx%202014.5.23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402140367-1.aspx%202014.5.23
http://hk-cruises.com/archives/630%2020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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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 

您好！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探討台灣與大陸郵輪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及發展策略，現今

中國大陸對於我國觀光的消費市場日益增長，藉此找出兩岸郵輪觀光產業發展及合作

之策略，而此份問卷需要您提供寶貴的意見，懇請您抽空撥出短暫的時間協助填寫，

您的填答方式一律採匿名方式進行，填答的結果僅提供學術參考，謝謝您！ 

 基本資料（單選，請在適當的□內打勾）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0歲以下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 歲  □50歲以上 

 

3. 月所得： 

□無固定收入  □20,000元以下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60,000元  □60,001~70,000元   

□70,001元以上 

 

4.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其他 

 

5. 職業： 

 

 

＿＿＿＿＿＿＿＿＿＿＿＿＿＿＿＿ 

 

6. 職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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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年資： 

 □未滿 1年  □1年以上  □2-5年□5-10年□10-15年  □15-20年 

□20-25年 □25-30年□30年以上 

 

 

 

 

※請注意以下問卷之重要程度及滿意程度兩項都需勾選 

1. 各式廣告打開知名度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兩岸三地代言人 □ □ □ □ □ □ □ □ □ □ 

(2)有關郵輪觀光之偶像劇 □ □ □ □ □ □ □ □ □ □ 

(3)與大陸特殊節日配合，推出各項優惠活動 □ □ □ □ □ □ □ □ □ □ 

(4)在大陸社群網站宣傳(微博) □ □ □ □ □ □ □ □ □ □ 

(5)與知名社交軟體推出限定貼圖(Line、微信) □ □ □ □ □ □ □ □ □ □ 

 

2. 與兩岸三地合作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與知名網路帄台合作(淘寶網) □ □ □ □ □ □ □ □ □ □ 

(2) 兩岸交流協會協商合作 □ □ □ □ □ □ □ □ □ □ 

(3) 鼓勵台灣與大陸學生(觀光系)交流、合作 □ □ □ □ □ □ □ □ □ □ 

(4) 與兩岸三地協商，飛機與郵輪連線(來台坐飛

機,回坐郵輪；來台坐郵輪,回坐飛機) 

□ □ □ □ □ □ □ □ □ □ 

(5) 與大陸綜藝節目合作，來台錄製節目 □ □ □ □ □ □ □ □ □ □ 

 

3. 培養相關人員及研討如何促進兩岸推廣郵輪觀光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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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召開台灣產官學座談活動，擬定與兩岸三地合

作事宜，促進郵輪觀光之方針 

□ □ □ □ □ □ □ □ □ □ 

(2)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來台參加研討會 □ □ □ □ □ □ □ □ □ □ 

(3) 建構兩岸三地服務設施網路溝通帄台 □ □ □ □ □ □ □ □ □ □ 

(4) 加強接待遊客及導覽之觀光人才 □ □ □ □ □ □ □ □ □ □ 

(5) 簡化郵輪出入境手續 □ □ □ □ □ □ □ □ □ □ 

(6) 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參予郵輪工作，培養下一代

專業人員 

□ □ □ □ □ □ □ □ □ □ 

4. 增加硬體設施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使港口與市區交通便利(吸引遊客自由行) □ □ □ □ □ □ □ □ □ □ 

(2) 建造屬於台灣的郵輪，打造獨特性 □ □ □ □ □ □ □ □ □ □ 

(3) 港口周邊建造商城 □ □ □ □ □ □ □ □ □ □ 

(4) 設立郵輪相關單位(處理合作、糾紛等問題) □ □ □ □ □ □ □ □ □ □ 

(5) 建構 24 小時遊客服務中心 □ □ □ □ □ □ □ □ □ □ 

 

  

5. 推出各式行程及活動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推出高檔行程，鎖定中高端市場 □ □ □ □ □ □ □ □ □ □ 

(2) 推出旅遊套裝行程(如：101、夜市、老街等) □ □ □ □ □ □ □ □ □ □ 

(3) 推出迎送賓相關措施 □ □ □ □ □ □ □ □ □ □ 

(4) 郵輪上舉辦特殊主題活動(舞台劇、音樂會、義

賣會、拍賣會等等) 

□ □ □ □ □ □ □ □ □ □ 

 

6. 吸引郵輪業者及增加遊客滿意度 

 重要程度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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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邀請兩岸三地郵輪業者來台熟悉旅遊資源 □ □ □ □ □ □ □ □ □ □ 
(2) 郵輪業者靠泊優惠 □ □ □ □ □ □ □ □ □ □ 

(3) 訂定優惠及獎助措施，吸引及鼓勵郵輪業者及

旅遊業者將台灣納入行程中 

□ □ □ □ □ □ □ □ □ □ 

(4) 結束後進行滿意度調查 □ □ □ □ □ □ □ □ □ □ 

(5) 推出紀念品或伴手禮(例如：台灣高山茶以精

緻包裝成小包裝) 

□ □ □ □ □ □ □ □ □ □ 

(6) 聯合周邊景點，擬定優惠或優等服務(如：旅

遊套票、優先入場、各店家聯合提出優惠專案等) 

□ □ □ □ □ □ □ □ □ □ 

 

 

 

郵輪港口的績效評估 
 

 

 

 

 

 

 

 

 

 

 

中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指導老師:陳俊安 

撰寫:許財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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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目的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現代人重視生活品質與休閒活動，使得觀光休閒產業多元發展，海洋休閒觀光之郵輪

旅遊已經發展成為集交通、娛樂休閒、住宿、餐飲、健身、購物於一體的綜合型旅遊

產品。而根據國際郵輪協會 CLIA(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研究調查顯示，

郵輪業表現在未來數年將優於其他類型的旅遊，自 1990年以來年帄均成長約為 7.4%，

預計 2020 年全球遊輪遊客數可達三千萬(觀光局,2014)。 

 

 

而台灣四面環海，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點，地理位置佳，每年觀光客逐年

提升，海運郵輪市場潛能提高。過去台灣四大港口以發展貨運為主，而現今郵輪產業

日漸成長，台灣發展郵輪產業除了可增進港埠的功能外，也可帶動周邊及大的經濟效

益，然而根據交通局統計，2013 年 1~7 月來台國際商港旅客，較 2012 年同期成長

47.28%，由此可見台灣郵輪旅遊逐漸熱絡(中時電子報,2007)。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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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國際郵輪市場及未來發展之趨勢，以進一步研擬台灣

各主要港口發展成郵輪停靠港口之區位選擇之策略，針對郵輪產業之區位選擇、需求

動機、旅客意願偏好等方面進行探討。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內容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以建構郵輪產業市場發展的趨勢與潛力以及旅客在選擇行程上的偏好等，作

為選定台灣郵輪港口區位的主要研究方向。透過文獻的探討，找出台灣最適宜停靠與

發展郵輪的港口。 

 

二、研究限制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台灣郵輪港口的評估選擇上，主要涉及的問題包括: 

1.自然條件的限制 

2.與港口配合的觀光資源及其開發推廣 

3.國家現階段的法令與規章 

4.港口事務管理與建設 

 

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 所示。 

 

 

 

 

研究目地與動機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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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二章文獻探討 

文獻回顧 

有關於郵輪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呂江泉(2008) 灣發展郵輪停靠港之區位評選研究

中表示，下列郵輪航線特性不但與郵輪旅客需求與滿意度切身相關，對郵輪相關人、

事、物等都是不容被忽視的。 

(一) 易達性:某些地表旅遊環境受地形、位置條件限制，不是何從事汽車或航空旅遊。

如:美國阿拉斯加沿岸。 

(二) 地域性:某些地表旅遊環境區位由地形地勢、規模條件之限制，完全不適合從事

汽車或航空旅行。如愛琴海、加勒比海等。 

(三) 安全性:某些政治條件較差，傳統旅行具有淺在風險。如美國為避免淺在的恐怖

分子攻擊風險，以包船方式承租冠達海運旗下的馬利皇后二世號為 2004 年希臘

雅典奧運的選手村。 

(四) 季節性:Mill(1990)指出除了郵輪個別航行海域之地理區位差異外，氣候亦扮演著

相當吃重的角色地位。世界百分之七十七以上之郵輪航線地理區位均以陽光普照、

氣候溫和之海域為其行程規劃之重要依據(Cartwright ,and Baird，1990)。並進一

步對以下四個港口的背景及其條件做出以下說明。 

(一) 基隆港:台灣第二大國際商港，是台灣最經常有國內外郵輪、客貨輪在此靠泊的

港灣，對促進海洋觀光旅遊之發展助益良多。基隆港接近政治、經濟中心，都會

區周邊又密布各類型工業區，腹地廣大，人口稠密，資源豐富，向為台灣地區高

價值貨物吞吐最主要之門戶，港埠地位甚為顯要。為突破瓶頸，改善聯外道路系

台灣郵輪港口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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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為當前首要的工作(基隆港務局全球資訊網，2008)。是天然形成的良港，但同

時也受港域狹小，水深不足、東北季風吹拂等自然條件限制。 

(二) 高雄港:為台灣最大之國際商港，除了為台灣主要之貨櫃轉運樞紐港外，亦為台

灣南部主要貨物進口港埠。高雄港務局並俠有安帄港作為附屬港，布袋港、澎湖

馬公港則為其附屬港(高雄港務局全球資訊網，2008)。高雄港也是受東北季風影

響最小的港口，一年四季均適郵輪停靠。 

(三) 台中港:位於台灣西部海岸中央，為一新興的國際商港。1970 年代，為紓緩基隆

和高雄兩港的營運壓力及減輕內陸運輸負荷，政府自民國 65 年開始完成第一期

工程並正式啟用通航。台中港結合周邊自然人文景點，致力發展成為一個融合觀

光、遊憩、工商綜合的全方位港口，為提升國人休閒品質及強化觀光產業提出貢

獻(台中港務局全球資訊網，2008)。台中港除了受東北季風的影響外，其港區長

期受河流淤砂，吃水較深之船舶並不適合停靠。 

(四) 花蓮港:於 1963 年間開放為台灣東部主要國際港，因受到港口航道狹窄天然條件

限制影響，又為配合開發東部資源及航運需要，陸續於 1991 年完成港區各碼頭

整建作業，漸次達成配合產業東移，並兼顧提供親水空間發展觀光遊憩之區球(花

蓮港務局全球資訊網，2008)。花蓮港因位處台灣東部，直接受東北季風影響，

冬季不適合郵輪停靠。 

 

研究最後的結果，得出高雄港為最適合發展成為台灣郵輪之停靠港，其次依序為

基隆港、花蓮港、台中港。 

 

SWOT 分析四港 

陳健豪(2008)在促進台灣四大國際商港郵輪觀光之策略研究中曾對台灣四大港口進

行分析，如下表。 

 

表 1 

 基隆港 高雄港 台中港 花蓮港 

Strengths 1.擁有郵輪旅客中

心之規劃 

2.靠泊點鄰近市中

心 

1.為台灣最大之國

際商港，港口機能

性較強 

2.港區腹地廣大，港

口也可容納眾多大

型船舶 

1.擁有全台設備規

劃最齊全之郵輪旅

客中心 

2.港區腹地廣大，便

於後續建設 

1.專用泊位可容納

大型郵輪靠泊 

Weaknesses 1.港區腹地較小，不

利大型建設規劃及

發展 

2.旅客中心不適用

1.缺乏郵輪旅客中

心，郵輪旅客接待

必頇採用臨時設置

之規劃 

1.碼頭停泊位稍為

不符合大型郵輪靠

泊 

1.缺乏郵輪旅客中

心，郵輪旅客接待

必頇採用臨時設置

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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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型輪船 

Opportunities 1.已有郵輪航商選

定為郵輪母港 

2.為目前現階段每

年國際郵輪選擇靠

泊次數最多之港口 

1.緯度低，不受東北

季風影響，全年適

合郵輪營運 

2.港區周圍觀光資

源規劃完善，交通

便利 

1.為台灣中不，觀光

旅遊規劃彈性高 

2.離中國廈門國際

郵輪母港距離最近 

1.具有獨特性觀光

資源 

Threats 1.港市整體規劃不

足、門市老舊 

2.受東北季風影響 

1.獨特性觀光資源

有待開發 

1.港市分離，港區大

眾運輸工具缺乏 

2.受季風影響 

1.港市分離，港區大

眾運輸工具缺乏 

受東北季風影

響 

 

結論: 

以內部優勢、弱勢而言目前以台中港狀況最佳，其次為基隆、花蓮和台中 

以外部機會、威脅而言目前以高雄港狀況最佳，其次為基隆、台中和花蓮 

以台灣各郵輪港口未來發展而言基隆與高雄港可進一步考慮提升港口內部條件使之

更具備有成為郵輪光關港之能力。甚至，可進一步朝向郵輪母港之發展。 

 

    Hsu, Tsai and Wu (2009)運用層級分析法（AHP）與模糊理論（FuzzyTheory）探

討旅客其選擇台灣8 大旅遊景點時，分析遊客選擇的動機並依權重予以排序。研究報

告中指出，最受觀光客喜愛的前三名觀光景點分別為台北101、墾丁國家公園與日月

潭。台北101 因北部有交通便捷、飲食安全、醫療發達和方便購物等特性，故被評選

為最受喜歡之觀光景點。另外墾丁國家公園則因南部鄉親朋友的熱情，故被評選為排

名第二受歡迎的旅遊景點。另外，觀光旅客認為日月潭為最適合放鬆身心的地方，故

被評選為第三受歡迎的景點。 

 

宋佩玲與王明元（2007）針對郵輪旅客對台灣的意象進行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方式調

查搭乘郵輪來台之外籍旅客，其認為在行銷上「意象」佔極重要的角色，所以探討郵

輪旅客對台灣的意象，才能研擬有效之行銷策略而進行市場開發。研究發現搭乘郵輪

來台之外籍旅客對台灣之意象為正面的，並進一步指出外籍旅客於實際上岸後，對台

灣之人文風情與自然景觀之感受皆為正向，而且對台灣料理有非常高之嚐試意願。研

究結果並建議以高雄港做為接待郵輪旅客之窗口，除了本身具備發展商港之優勢外，

更可連結陸、空交通網，發展全方位之旅遊以促進台灣整體觀光產業。 

 

林育德(2005)發表會議展覽產業區位選擇之研究-以台南縣為例的論文中有提到，郵輪

產業上下游組織廣義包括公部門的交通部、觀光局與港務局(港務公司)，私部門的郵

輪船隊公司、航空公司、旅行業、旅客服務中心及周邊協力廠商等相關行業，關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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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彼此互相影響。除了產業條件與硬體設施之外，區域地理位置與經濟優勢也有其相

關。一個國家或地區之政治穩定度、經濟自由度、交通條件、治安與環境衛生品質等

社會經濟因子，都是郵輪業者選擇停靠之考量因素。因此，發展郵輪產業除了動員產

業上下游行業協力外，仍然需要公部門政策、海關稅務及港口服務等配合支持。 

 

趙元鴻（2004）在我國郵輪觀光港之發展策略研究的論文中指出，我國主要港口如基

隆港、台中港、高雄港、花蓮港為求提昇競爭力，在發展方向上均已逐步開始考慮加

強觀光遊憩之機能，包括興建旅客綜合服務大樓等設施、以及港口綠美化等。有鑒於

郵輪產業有極大的經濟效益，台灣的港口亦具有發展郵輪觀光的潛力，該研究探討郵

輪觀光發展趨勢、分析發展為郵輪停泊港口所需投入的資源、港口相關發展政策及其

與都市發展的關係。 

 

一、亞太區郵輪現況 

郵輪市場為目前休閒旅遊成長最為快速的產業，蘊藏了巨大的郵輪經濟發展潛力。

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最新報告，到了  2030年，全球大約三分之二的中產

階層人口將會在亞洲。由於不斷成長的亞洲中產階層人口需要尋求新的消閒

途徑，這個人口動態的轉移將為郵輪公司帶來新機遇 (觀光動態 ,2014)。  

 

 

 

  依據英國遠洋船務顧問 OSC(Ocean Shipping Consultants)指出，亞洲搭乘郵輪旅

遊人數約占全球 8~9%，2010 年旅遊人次比貣 2005 年旅遊人次成長超過 40%，帄

均年成長率 8.78%。2015 年更將可能超過 200 萬人次，其中以中國、南韓及台灣成

長潛力最為明顯。而現今亞太地區處於新興郵輪市場的階段，莫約一至二星期的航行，

主要的經營者為歐美的輪船公司。香港、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因擁有便利之航空運

輸支援，所以成為郵輪船隊主要之轉運點，也列入歐美郵輪全球旅程之一環，成為亞

洲郵輪市場之主力港灣。亞太地區的遊輪潛力，已經在 2004 年時被國際郵輪協會所

注意到，並且做出相關的評估與研究，其中對於郵輪產業的發展所需具備的經濟能力、

人口數目與相關的旅遊習慣，都有明顯的證據顯示是一可發展的產業。(鄭艾瑋,2012) 

 

二、台灣郵輪現況 

  郵輪經濟的發展可創造相當的營利與稅收，觀光導向的使用讓許多港口城市趨之

若鶩因為他擁有龐大的經濟與其他效益之潛力(McCarthy, 2003）。田惠華(2001)於消費

者選擇旅遊交通工具之研究—以郵輪與飛機為競爭運具為例的論文中指出，郵輪在社

交利益以及舒適便捷利益具有優勢，而飛機則在自主利益較具有優勢之結論。屏除經

濟因素層面考量，得知傾向以郵輪作為旅遊交通工具的受訪者約占四層，且郵輪所提

供之社交利益和舒適便捷利益，為受訪者選擇郵輪作為旅遊交通工具之重要影響變



57 

 

數。 

 

  截至 2005 年中為止，台灣唯一的固定航班郵輪，一直都是以航行台、日之間的

麗星郵輪為主。而後該船隊因營運業績不佳，自 2005 年秋季暫停在台市場的經營。

2007 年中麗星郵輪終再以天秤星郵輪進駐台灣港口，恢復台灣基隆港、高雄港暨澎

湖馬公港與日本沖繩之間的航線營運。其他不定期停靠台灣港口之客輪航班，則亦以

歐美郵輪船隊帄均每年十二航班次之到訪(呂江泉，2008)。 

 

    2008 年已預訂的台灣郵輪靠泊名單中，除了麗星郵輪公司表示將加派更大型且

豪華的郵輪訪台外，皇家加勒比郵輪集團也將加派旗下郵輪首次訪台。隨著國際郵輪

公司日漸重視亞洲市場，紛派旗下郵輪常駐經營，台灣旅客就近搭乘歐美旗下知名國

際郵輪的機會也增多，截至 2014 年初，已確定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歌詩達郵輪及

公主郵輪等將來台，航班規畫的數量已遠遠超越以往(蘋果日報，2013)。 

 

 

 

 

 

 

 

 

 

三、吸引郵輪停靠之因素 

    Cartwright & Baird (1999)於探討郵輪產業之發展與成長一書中，針對全球各區域

目的地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購物需求、自由行的程度與提供活動的程度等五項加

以評分，評分標準共分為10 級，10 表示最佳，1 則為最差，0 則表示該區域不存在

該項目。其認為，任何區域之郵輪港至少必頇存在上述五項中之其中一項較具特殊之

賣點，如此港口才能較俱備發展成為郵輪港口之能力。 

 

 

1.郵輪環境與觀光資源 

  鄭元鴻(2005)指出，除了客觀評估港口本身的資源外，「觀光資源」仍是主要吸

引國際旅客前來的原因，遊輪港口對於都市本身，可藉由大船的美麗意象而增加都市

吸引力，再加上城市現代、休閒、豪華的都市意象，這樣的意象對於整個市場及城市

的價值都有提昇作用(McCarthy, 2003）。 

 

  國際郵輪協會The 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CLIA)在2001年的研究中

也有提到，岸上觀光據點是影響旅客選擇郵輪搭乘的重要因素之一。郵輪上及陸上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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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規劃和旅客是否搭乘是具有直接的關係的。 

 

  倪安順、林光等(2005)指出以航商資源基礎坦討港口選擇行為，航商透過需求選

擇行為，由滿意度比較分析之決策研判，決定是否要購買相關港口務。航商港口選擇

行為關係到企業經營決策與企業資源分配，航商港口選擇行為是為企業資源使用之相

互關係。 

 

  呂江泉(2008)指出郵輪在台灣北部停靠期間，通常規劃之岸上景點，幾乎都以臺

北市區或近郊及故宮博物院為主，行程略嫌單調，將來是否可以考慮包括具有地方、

傳統人文特色的景點。 

 

2.港口硬體設施與交通 

  呂江泉(2008)台灣發展郵輪停靠港之區位評選研究的論文中指出，港口以及碼頭

設備是發展郵輪母港最基礎的條件，郵輪停靠港的水深和長度需達一定的標準，以具

備容納大型郵輪的實力，港口頇位於國際機場附近，方便前往周邊旅遊景點。 

 

  陳健豪(2008)在促進台灣四大國際商港郵輪觀光之策略研究中曾提及基隆港雖

擁有可提供郵輪使用之旅客中心，但目前已逐漸不符合大型化的郵輪之需求。而台中

港雖然在旅客中心之硬體設備及規畫上較為完善，但碼頭長度亦已無法容納大型郵輪

靠泊。 

 

 

 

  吳國付、程蓉(2006)發表「港口對地區經濟貢獻度研究」中，郵輪帶給地方的經

濟除了直接貢獻，更多的是間接貢獻及波及貢獻，欲使間接貢獻與波及貢獻幅度更廣

泛，必頇要有良好且便利的聯外交通網路。 

 

  李清娟(2004)發表產業發展與城市化一文中提到，發展由輪產業的重要基礎，除

應有充裕的港口客運中心、硬體建設之規劃外，也應顧及周邊聯外交通、旅遊、活動

等相關配套措施。 

 

 

 

3.相關法令 

2008 年開放兩岸大三通後，兩岸透過協商，先開放外籍郵輪以包船模式直航兩岸。

2014 年，大陸外籍郵輪政策再放寬，外籍不定期郵輪可直航兩岸，不但有利於台灣

郵輪市場良性發展，且新的熱潮也已展開(旺 e 報,2014)。交通部長葉匡時表示，開放

國際郵輪航行兩岸，對我國港口拓展國際郵輪業務，帶動周邊觀光產業發展，有很大

的幫助。根據業者預估，開放國際郵輪直航兩岸，將使來台旅客成長超過十萬人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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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委員會，2011)。 

 

陳健豪(2008)提到，目前台灣各港口之郵輪靠泊接採用特案規劃之方式，因此每當國

際郵輪選擇靠泊時，各港務局皆必頇自行統合規劃港警、海關、移民署與出入境管理

局之配合，如此未整合規劃之情況下，或多或少也造成港務人員及郵輪航商之不便。 

 

蕭丁訓、林光(2005)等在由上海港的發展看台灣港口的競爭策略中提出，從上海港發

展成功之經驗中，認為台灣港口頇訂製整套策略競爭，不再以低價取勝，而是應以更

有效率的通關作業、港埠作業來吸引航商。 

 

 

 

 

 

 

 

 

 

 

 

 

 

 

 

第三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郵輪港口的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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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t-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式呈現顧客對於行前期望體驗程度的相互比較關係。此分析模

式為 Martilla 與 James 兩位學者從顧客所獲得的各項服務因素得重視程度與滿意程度，

繪製成重要程度-表現程度分析座標圖。此圖通常以橫軸表示重要程度，以縱軸表示

表現程度。並以帄均數來區隔重要程度和表現誠度的高低，作為港口區位選擇之應

用。 

在眾多研究的應用之後，IPA 已經成為廣泛使用於不同企業中品牌、產品、服務和劍

力銷售點的優劣修正分析的普遍管理工具。 

    IPA，其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可分成下列四個步驟(O'Sullivan,1991) : 

1. 列出活動或服務各屬性，並發展成問卷向形式。 

2. 讓使用者針對這些屬性分別在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兩方面評定等級。前者是使用

者對產品或服務等屬性的偏好、重視程度；後者是該項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在這

些方面的表現情形。而重要程度係指該項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在這些方面的表現

情形。而重要程度係指該屬性對於參與者與該活動的重視程度；表現程度則指供

給者在該項屬性上表現如何。 

 

3. 重要程度為橫軸，表現程度為縱軸，各屬性在重要與表現程度評定等級為座標，

將各屬性標示在二維空間的座標中。 

4. 以等集中點為分隔線，將空間分成四項線， 

象限 I: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高，落在此象限的屬性應該繼續保持。 

象限 II: 表示重要程度低而表現程度皆高，落在此象限的屬性為供給過度。 

象限 III: 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的屬性優先順序較低。 

象限 IV: 表示重要程度高但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的屬性為供給者應加強改

善重點。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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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4.1 指標屬性重要表現程度 

帄均而言，受訪的專家學者對各項指標的表現皆給予不錯的評價(帄均數值 4.12)，其

中最高的前三項分別為: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4.40)、擁有具吸引力的周

邊觀光條件(4.43)、對內聯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4.43)、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

務品質(4.33)、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4.33)。 

專家學者指標屬性重要程度統計表           表 2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重要程度   

重要程度 

滿
意
程
度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繼續保持 供給過度 

優先順序較低 加強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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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B5 

D6 

C2 

A1 

A3 

B6 

C3 

C8 

A4 

A2 

B4 

C1 

B1 

C4 

D5 

D2 

B9 

D1 

D4 

B8 

C6 

A5 

C7 

D3 

C5 

B7 

B2 

 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 

對內聯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 

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關係) 

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 

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務品質 

有效率的讓旅客通關 

擁有設施完善的旅客服務中心 

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 

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 

港口擁有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定期開檢討會改善缺失 

當地治安穩定繁榮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船舶位置 

營運高度的自由化(權力下放港務公司) 

高效客貨分離的交通管理 

天候狀況穩定適合旅遊 

多樣性的行程配套與促銷 

提供完善的後勤服務 

舉辦特色性的慶典活動 

位於郵輪容易到達的位置 

設有大型商場供旅客消遣 

空運與海運具高度連結性 

設有客怨處理機制及旅客建言系統 

設有維修船舶的設施 

舉辦博覽會、商展等特殊活動吸引旅客 

擁有空運支援能力與金費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住宿接待能力 

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4.43 

4.43 

4.40 

4.33 

4.33 

4.31 

4.30 

4.30 

4.30 

4.30 

4.21 

4.20 

4.06 

4.05 

4.05 

4.05 

4.03 

4.03 

4.03 

4.03 

4.00 

3.95 

3.95 

3.90 

3.88 

3.86 

3.78 

3.70 

  

 

指標屬性滿意程度          表 3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滿意度   

B4 

D5 

A4 

C1 

C5 

D6 

 當地治安穩定繁榮 

天候狀況穩定適合旅遊 

港口擁有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船舶位置 

擁有空運支援能力與金費 

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關係) 

 3.98 

3.86 

3.86 

3.85 

3.81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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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D4 

B5 

C2 

A5 

A3 

A2 

C4 

C8 

B2 

C6 

C3 

D1 

D2 

B9 

B6 

B7 

C7 

B3 

D3 

B1 

B8 

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務品質 

位於郵輪容易到達的位置 

對內聯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 

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 

設有客怨處理機制及旅客建言系統 

有效率的讓旅客通關 

定期開檢討會改善缺失 

高效客貨分離的交通管理 

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 

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空運與海運具高度連結性 

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 

舉辦特色性的慶典活動 

多樣性的行程配套與促銷 

提供完善的後勤服務 

擁有設施完善的旅客服務中心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住宿接待能力 

設有維修船舶的設施 

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 

舉辦博覽會、商展等特殊活動吸引旅客 

營運高度的自由化(權力下放港務公司) 

設有大型商場供旅客消遣 

3.80 

3.78 

3.70 

3.66 

3.66 

3.65 

3.63 

3.61 

3.60 

3.58 

3.56 

3.51 

3.50 

3.46 

3.46 

3.43 

3.40 

3.40 

3.40 

3.28 

3.28 

3.21 

 

 

 

 

 

 

 

 

IPA(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 

本部分主要透過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專家學者對於現今臺灣港口的滿意度。以

下依各指標的重要程度及實際感受後的滿意度之總帄均切割成 I、II、III、VI 四個象

限，並對受訪者所填寫之問卷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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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分析結果 

第一象限 

(繼續保持)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d2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d1 

b9 

d3 

d4 

d5 

d6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65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表

４ 

 

A1 

A2 

A3 

A4 

B4 

B5 

C2 

D6 

 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務品質 

定期開檢討會改善缺失 

有效率的讓旅客通關 

港口擁有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當地治安穩定繁榮 

對內聯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 

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 

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關係) 

    

 

以上八項指標皆落於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其結果表是這八項指標在港口發展中是極

為重要而在專家學者的實際感受上，對於目前臺灣港口現階段而言是足夠的，應該繼

續保持。參照表 8。 

 

表 5 

第二象限(供給過度)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A5 

C1 

C4 

C5 

D4 

D5 

 設有客怨處理機制及旅客建言系統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船舶位置 

高效客貨分離的交通管理 

擁有空運支援能力與金費 

位於郵輪容易到達的位置 

天候狀況穩定適合旅遊 

    

 

 

以上六項指標皆落於第二象限(供給過度)，其結果表示這六項指標就臺灣港口現階段

而言其重要程度不高而在實際感受上卻有不錯的反應。可考慮將此部分投入的效能移

至其他指標項目，以達到效能最大化。參照表 9。 

 

 

 

表 6 

第三象限(優先順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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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B1 

B2 

B7 

B8 

B9 

C6 

C7 

D1 

D2 

D3 

 營運高度的自由化(權力下放港務公司) 

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住宿接待能力 

設有大型商場供旅客消遣 

提供完善的後勤服務 

空運與海運具高度連結性 

設有維修船舶的設施 

舉辦特色性的慶典活動 

多樣性的行程配套與促銷 

舉辦博覽會、商展等特殊活動吸引旅客 

    

 

 

以上十項指標皆坐落於第三象限，表是以上各項目的重要程度不高，實際感受程度也

沒得到好的反應，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就目前而言以上十項可暫且不投入資源經營，將

資源投入其他項目。參照表 10。 

 

表 7 

第四象限(加強改善)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B3 

B6 

C3 

C8 

 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 

擁有設施完善的旅客服務中心 

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 

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 

    

 

 

以上四項指標項目皆落於第四象限，表是其重要的程度是高的但在實際感受上是不足

的，也就是還能做得更好。應將以上四項列入重點發展項目，投入資源改善不足之處。 

 

 

 

 

 

4.2 小結 

由數據中可分析出目前急需投入資源的項目，是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擁有

設施完善的旅客服務中心、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等四點，應將

此四點列入重點投入的項目。第三象限相較於第四象限其重要程度較低，雖不是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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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頇優先考量的項目，但並非完全不經營。可適量的減少投入的資源並將資源移至第

四象限的四點項目中。第二象限重的項目，其資源投入過多，應重新評估其所需投入

的資源量，並將多餘的資源投入其他項目中。第一項限中的八項項目就現階段而言並

無明顯需要改善的地方，可以繼續保持目前經營的方向繼續努力。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目前全世界都看好亞洲郵輪市場的此刻，台灣應該要加緊腳步跟上世界的脈動，積

極拓展亞洲郵輪及其相關產業。推廣一項產業皆頇投是大量的時間、金錢等，並非一

朝一夕可能，郵輪產業也不例外。各項資源與策劃皆頇公營單位與私營單位攜手合作、

分配，讓台灣各港發揮優勢營造其價值，吸引個多的旅客及郵輪來台。。本研究彙整

台灣郵輪港觀光發展之結論如下: 

 

1. 亞洲郵輪市場逐步受各國郵輪公司注目而產生變化，因此應慎重考量台灣郵輪發

展的目標及方向。 

 

2. 推動郵輪產業需相關的單位同心協力，因其涉及的問題廣大且龐雜。而相關法規

問題也需中央與地方做好一致性妥善的安排，才有可能使台灣郵輪產業有能力與

其他國家競爭這塊大餅。 

 

3. 擁有具有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此項目上有明顯的不足，就目前而言可舊港口為

圓心向外擴展，尋找可發展之特色，與當地做結合，將其打造成觀光景點。 

 

4. 台灣各港皆未有設施完善的旅客服務中心，此乃旅客下船後所看見的第一印象，

台灣的門面。但除台中港雖有旅客服務中心，但其設備也有明顯的不足。應參考

他國成功之範例，儘快規劃建造旅客服務中心。 

 

5. 各港口皆頇要更為完善的靠泊設備，以方便郵輪的停靠方便以及安全考量。此點

也可參考他國港口成功案例，並評估港口適用性等需求後進行設備的更新。 

 

從他國成功之處吸取經驗，對自身檢視評估發現缺點並改善，推動郵輪觀光有許

多仍頇許多努力。改善各郵輪彎靠之航站軟硬體設施，短期內先以重點發展之項

目為優先，長期則以發展台灣郵輪產業之整體形象為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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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 

親愛的專家、學者您好! 

很榮幸您能撥冗填寫這份問卷，在此首先感謝您熱心的幫助! 

本問卷調查之目的在於了解臺灣港口於提供或吸引遊輪靠泊之主要因素。 

本問卷純屬作大學專題之學術研究，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安心填答。 

您的熱心參與是本研究成功的因素，再一次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指導老師: 中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陳俊安老師 

學生:許財旺 

 

填寫說明:問卷中分為重要程度和實際感受兩部分，請就各題目在兩部份各勾選一項。 

重要程度:就個人認為此項目需要被重視的程度。 

實際感受:就實際感受後，該項目是否符合心中所想。 

 

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 

 

公司職稱: 

 
職稱: 

 
職齡: 

 
學歷: 

 

 

 

 

 

 

 

 

 

 

 

題號 問卷題目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 重要 無意見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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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務品質 
     

2 定期開檢討會改善缺失 
     

3 有效率的讓旅客通關 
     

4 港口擁有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5 設有客怨處理機制及旅客建言系統 
     

6 營運高度的自由化(權限下放給港務公司) 
     

7 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8 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 
     

9 當地治安穩定繁榮 
     

10 對內、連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 
     

11 擁有完善的旅客服務中心 
     

12 擁有足夠的可調度的住宿接待能力 
     

13 設有大型商場供旅客消遣 
     

14 提供完善的後勤服務 
     

15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船舶位置 
     

16 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 
     

17 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 
     

18 高效客貨分離的交通管理 
     

19 擁有空運支援能力與經費 
     

20 空運與海運具高度連結性 
     

21 設有維修船舶的設備 
     

22 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 
     

23 舉辦特色性的慶典活動 
     

24 多樣性的行程配套與促銷 
     

25 舉辦博覽會、商展等特殊性活動吸引旅客 
     

26 位於郵輪容易到達的位置 
     

27 天候狀況穩定適合旅遊 
     

28 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關係) 
     

 

 

 

 

 

 

 

 

 

題號 問卷題目 實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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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擁有優良的相關人才提升服務品質 
     

2 定期開檢討會改善缺失 
     

3 有效率的讓旅客通關 
     

4 港口擁有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5 設有客怨處理機制及旅客建言系統 
     

6 營運高度的自由化(權限下放給港務公司) 
     

7 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8 擁有具吸引力的周邊觀光條件 
     

9 當地治安穩定繁榮 
     

10 對內、連外皆有完善的交通網絡 
     

11 擁有完善的旅客服務中心 
     

12 擁有足夠的可調度的住宿接待能力 
     

13 設有大型商場供旅客消遣 
     

14 提供完善的後勤服務 
     

15 擁有足夠可調度的船舶位置 
     

16 擁有完善的緊急危難應變方案 
     

17 擁有完善的靠泊設備 
     

18 高效客貨分離的交通管理 
     

19 擁有空運支援能力與經費 
     

20 空運與海運具高度連結性 
     

21 設有維修船舶的設備 
     

22 擁有良好的港口形象 
     

23 舉辦特色性的慶典活動 
     

24 多樣性的行程配套與促銷 
     

25 舉辦博覽會、商展等特殊性活動吸引旅客 
     

26 位於郵輪容易到達的位置 
     

27 天候狀況穩定適合旅遊 
     

28 擁有固定的郵輪停靠(穩定的合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