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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觀光行政（選試觀光英語） 

科 目：觀光行銷學 

 

一、試述觀光產業的主要行銷策略有那些？（25 分） 

【難易度分析】: ★★★★★(最多５顆星) 

【破題關鍵】觀光產業、永續發展 

【命中特區】正課課本 

【擬答】: 

為落實台灣永續觀光產業發展，依各行銷策略說明如下： 

開拓多元市場：採「日韓主攻、南向布局、歐美深化、大陸為守」等戰略，針對四大目標

市場及客群分眾行銷，並開發多元旅遊產品及高潛力客源，規劃增設駐外駐點（新設泰國、 

印度、印尼、越南、倫敦等）、簡化來台簽證、創新行銷手法、研訂獎勵優惠措施等 方式，

提升來客規模及深化台灣觀光品牌印象。 

國際市場開拓計畫：運用名人帶路、產品包裝、多元宣傳、旅展推廣、獎勵措施等五大

手法，針對四大目標市場分眾行銷。 

多元旅遊產品深耕：依據 Lanquar（1991/1993）引述旅行就是生活，歸納旅遊體驗的五

大特色，需要掌握文化、歷史、環保、休憩以及原住民部落特色之旅等。 

高潛力客源開拓作為：如：郵輪市場、穆斯林市場、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Meetings, 

Incentive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MICE）。 

青年旅遊與修學旅行之積極作為：觀光局駐外辦事處積極於各主力客源市場 辦理教育旅

行說明會及邀請相關單位來台參訪教育旅行環境；同時，與台灣國際教育 旅行聯盟合作

共同拓展海外來台教育旅行業務。 

活絡國民旅遊：以活動大型化帶動產業發展，推廣觀光局四大節慶活動（台灣燈會、寶島

仲夏節、台灣自行車節、台灣好湯）及地方特色觀光活動，並結合國民旅遊卡新制，以及

國內 旅遊整合行銷宣傳推廣，引導跨區、過夜及平日（離峰）旅遊，擴大國旅消費規模。 

擴大國民旅遊措施：積極辦理國內旅遊宣傳整體行銷推廣，搭配「台灣觀光年曆」活動，

透過活動網頁推薦主題行程與優惠，提高國人出遊（平日、跨區、隔夜）意願。另推動

國民旅遊 卡新制，結合旅行業、旅宿業、交通運輸業、觀光遊樂業及台灣好玩卡等旅遊

電子票 證，預期可帶動每年至少新台幣 40 億元以上之商機，同時刺激各地區旅宿、餐

飲、購 物、遊覽車等觀光相關周邊產業復甦、協助地區觀光產業發展。 

觀光特色活動扶植計畫：輔導「台灣觀光年曆」國際級特色活動主辦單位逐年落實改善

活動內涵及提升國際化，並與旅行業者結合，規劃遊程，整合規劃食、宿、遊、購、行、

娛等優惠措施、 開發特色伴手禮或紀念商品等。2018 年成功推出的台北米其林，為台

灣美食與國際接 軌的重要里程碑，帶動 3 月分當月台北餐飲業的業績比去年成長 7.4%。

此外，觀光 局帶頭示範推廣四大節慶活動，包含春季─ 台灣燈會、夏季─寶島仲夏節、

秋季─ 台灣自行車節、冬季─台灣好湯等，提升國內舉辦觀光活動品質。 

促進旅遊安全措施：啟動旅遊安全總體檢，針對旅遊景點、旅運安全、住宿安全及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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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業安全，透過檢討法規制度、加強聯合稽查及整體宣傳等面向相關管理作為，確保

旅遊安全及 旅客權益。訂於每年 3 月第 3 週為「旅遊安全週」，持續強化各項旅遊安

全活動。 

輔導產業轉型：落實獎優汰劣、資訊公開，並檢討管理制度，俾調整產業體質，加速品牌

化、優質化及電商化，並協助青年創業及新創入行。同時，加強產業人才培育，強化稀少

語 別導遊訓練，以及推動導遊考試制度變革。 

發展智慧觀光：運用 AI 人工智慧，建立觀光大數據資料庫，加強資訊應用及旅客行為分析；

並運用智慧科技及行動載具技術，完善自由行旅遊資訊服務、票證系統及旅運服務品質，

便利自由行旅客深入遊台灣。 

推廣體驗觀光：訂定永續旅遊年度推廣主軸，引導觀光環境整備及產業發展，訴求深度旅

遊與在地生活，營造感動體驗，並帶動青年返鄉，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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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觀光旅客旅遊動機的因素有那些？（25 分） 

【難易度分析】: ★★★★★(最多５顆星) 

【破題關鍵】觀光行銷、馬洛斯(Maslow)需要層次、旅遊動機 

【命中特區】正課課本 

【擬答】: 

以馬洛斯(Maslow)需要層次與旅遊動機說明如下： 

生理需要：係指人類最基本的喝水、進食、禦寒等需要。而由生理需要影響旅客旅遊動機

的因素有如下： 

暫時逃避社會或家庭  

鬆弛身體  

逃離文明與生活上的壓力  

抒解精神上的壓力 

安全需要：係指居住及人身的安全性。而由安全需要影響旅客旅遊動機的因素有如下： 

從事運動 

保持健康 

社會需要：是指在一個組織中的群體歸屬或親情關心等。而由社會需要影響旅客旅遊動機

的因素有如下： 

與家人在一起  

加強親友間之溝通聯繫  

增加與他人交往之機會  

與朋友建立友誼之關係 

自尊需要：是指個人在所生存或工作的組織中受到尊重、敬重。而由自尊需要影響旅客旅

遊動機的因素有如下： 

展現個人的重要性  

尋求社會肯定  

追求名望 

自我實現：需求則是追求個人自我的理想或目標的實現。而由自我實現影響旅客旅遊動機

的因素有如下： 

肯定自我 

發現自我  

內在欲望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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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述近 15 年來我國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曾施行的國際宣傳及推廣。（25 分） 

【難易度分析】: ★★★★★(最多５顆星) 

【破題關鍵】觀光政策、國際行銷推廣及宣傳 

【命中特區】正課課本 

【擬答】: 

交通部觀光局在 2002 年初次擬訂我國首部「觀光政策白皮書」，將觀光產業列為 21 世紀

國家發展之重要策略性產業。近 20 年來，觀光政策迭有更替，從「觀光客倍增計畫」、

「觀光拔尖領航方案」、「觀光大國行動方案」到「Tourism 2020」等，而觀光局曾施行的

國際宣傳及推廣如下： 

2002 年交通部核定觀光局所擬觀光政策白皮書，以「打造臺灣成為觀光之島」為目標，

擬訂 2 項觀光政策發展主軸，即供給面建構多元永續與社會生活銜接的觀光內涵；市場面

採取行銷優質配套遊程的策略，致力發展臺灣之國際觀光市場。 

2002 年行政院推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觀光客倍增計畫》納為 10 

項國家重點投資計畫之一，目標是 2008年來臺旅客達到 500 萬人次。為達此目標，觀光建

設以「顧客導向」思維、「套裝旅遊」架構、「目標管理」手段，選擇重點、集中力量，

有效進行整合與推動。 

2008年行政院規劃推動「六大新興產業」，「觀光旅遊」為其中之一，交通部觀光局乃配

合研訂《觀光拔尖領航方案》，以「發展國際觀光，提升國內旅遊品質，增加外匯收入」

為目標，自 2009 至 2014年編列 300億元觀光發展基金逐年推動。另為提升國家風景區觀

光景點服務品質，研訂《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以 4年為一期程，落實「集中投

資、景點分級」理念，全方位提升旅遊品質及接待能量。 

2012 年行政院提出「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計畫，提出「觀光升級：邁向千萬觀光大國」

之願景，交通部觀光局修訂《觀光拔尖領航方案》，之後擬訂《觀光大國行動方案》，政

策主軸包括四個面向：優質觀光、特色觀光、智慧觀光、永續觀光。自 2015至 2018年編

列 168億元逐年推動。 

2017年 UNWTO訂為「國際永續觀光發展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強調觀光產業在環境面、社會面及經濟面永續發展之思維，交

通部觀光局爰提出《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秉「創新永續，打造在地

幸福產業」、「多元開拓，創造觀光附加價值」、「安全安心，落實旅遊社會責任」為核

心目標，推出 5 大執行策略：開拓多元市場、活絡國民旅遊、輔導產業轉型、發展智慧觀

光、推廣體驗觀光等落實方案之執行。 

2020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觀光運輸產業之營運，交通部對此提出紓困、復甦與

振興及轉型升級方案，提供營運損失救濟、營運支持及減輕營運負擔，協助觀光及交通運

輸產業紓困；觀光產業復甦及振興方案，包括國內旅遊、國際旅遊、旅遊景點優化，協助

觀光產業提升競爭力；升級與轉型前瞻計畫，則就推動建設國際級景點及觀光標誌改造計

畫、主題旅遊年、智慧觀光等方向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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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述傳統行銷與體驗行銷之差異為何？（25 分） 

【難易度分析】: ★★★★★(最多５顆星) 

【破題關鍵】體驗行銷、傳統行銷 

【命中特區】正課課本 

【擬答】: 

根據學者 Schrnitt，體驗行銷與傳統行銷在某些觀點上有所不同，其差異如下： 

行銷重點 

傳統行銷 

表現與宣傳產品的屬性與效益，注重產品的特性及其發揮的功用。 

例如：餐廳的屬性包含菜單設計、用餐環境、真材實料等，效益則是高雅的用餐環境、

精緻美味的餐點等。 

體驗行銷 

顧客在整個購買與消費歷程中、歷程後的感覺、情緒、思考、行動與關聯等反應。 

例如：旅行社的旅程安排可能著重在降低旅途的不確定性、減少工作與生活的疲勞、

舒緩大都市裡的壓迫感。 

產品分類 

傳統行銷 

產品的分類方式和競爭者界定，常以產品屬性及其效益為出發點。 

例如：餐廳、則是屬於餐飲業，所有的提供餐飲服務的業者是理所當然的競爭者。 

體驗行銷 

以消費情境來界定產品分類和競爭者。 

例如：SPA 休閒會館若被視為「讓人享受服務的尊貴感」的場所，飯店、休閒度假村、

餐廳、等都是競爭對手。 

對顧客的假設 

傳統行銷 

顧客是理性決策者，購買決策過程相當機械化。  

顧客在察覺購買需求後，會多方蒐集資訊，然後評估各個購買方案的特性與重要性，

並根據評估結果來購買。 

體驗行銷 

體驗行銷卻認為顧客兼具理性與感性。顧客雖然經常進行理性選擇，但在購買過程中

也常常受到感性的影響，或是追求感性的體驗。 

明知紀念品店的價格較貴，但人在異鄉的遊客，就是很難克制，常買了一大堆的「紀

念」回國。 

行銷研究方法 

傳統行銷 

行銷研究方法比較偏重量化或口語化研究。 

量化研究：是指所蒐集的資料或研究成果必須以數據呈現；口語化研究：是以個人深

度訪談、焦點團體等方式進行，透過消費者的口頭回答來蒐集資料。 

體驗行銷 

體驗行銷則是強調更多元的資料蒐集方法。 

除了接受前述的量化與口語化研究，也不排斥質性的、非口語化的方法，例如觀察一

群顧客在商店內的表情、肢體、人際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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