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區域計畫」第二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14：30~17：00 

貳、會議地點：屏東縣政府 304 會議室（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參、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肆、承辦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伍、出席單位：如簽到單 

陸、議程： 

時間 議程 內容 

14:00~14:30 報到 簽到就座 

14:30~14:35 會議開始 主持人介紹來賓並宣佈會議開始 

14:35~14:45 
簡報 

（10 分鐘） 

本次專題講座題目及背景說明 

主講人：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14:45~15:05 
簡報 

（20 分鐘） 

屏東縣觀光產業發展策略 

主講人：黃教授勝雄（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休閒事業

經營系） 

15:05~15:25 
簡報 

（20 分鐘） 

屏東縣觀光產業成長與空間發展機制 

主講人：陳教授永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5:25~17:00 
綜合座談 

（85 分鐘） 

主持人：黃秘書長肇崇 
與談人： 
李處長吉弘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陳處長貞蓉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簡處長慶發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許處長正雄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張理事長榮南    屏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吳副理事長炫東  屏東縣觀光協會 
郭總經理子義    屏東汽車客運（股）公司 
吳教授文彥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陳教授永森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鄭教授安廷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黃教授勝雄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休閒事業

經營系 
 



柒、討論內容 

一、專家學者及規劃團隊 

（一）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經營系  黃教授勝雄 

1. 遊客旅遊型態應朝向分層發展來思考，分為團客或散客、平日或假日。例如內

埔為屏東人口第二大鄉鎮，相對來說服務觀光遊客的人力潛力高，但卻非目前

屏東的觀光亮點之一，就內埔的地方特色而言，建議其觀光發展策略應朝向生

態旅遊或深度旅遊的旅遊型態，吸引的遊客則會以散客為主，且分散在平常

日，非屬於墾丁淡旺季極度明顯的旅遊模式。 

2. 在活動期程拉長的觀光策略下，則其應朝向擴大旅遊來思考。例如將墾丁春吶

的活動期程拉長的概念下，則其活動地點則不應侷限在墾丁，可選擇其他適合

的景點，舉辦屬於屏東音樂祭的一系列活動，才能真正為屏東整體觀光帶來平

衡的契機。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陳教授永森 

1. 區域計畫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主導權，來訂定符合地方需求的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 

2.屏東縣觀光發展問題主要在於僅有點的發展，而缺乏觀光系統的整體發展策略。 

（三）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吳教授文彥 

1. 依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屏東縣的觀光產值效益尚未留在縣內，主因在

於屏東縣的觀光產值都落入在外縣市旅行社，這是屏東觀光發展的困境之一。 

2. 可針對特殊性目的遊客或專家學者，提出專門性遊程，例如，每年八田與一誕

辰時，日本有些專家會特地來台去探訪嘉南大圳、總爺糖廠等一些日治時期的

相關重大工程建設，來紀念八田與一。屏東集結相關具獨特紀念意義的觀光景

點，來發展一系列的專門性遊程。 

3. 觀光遊程的主要重點有，（1）內容：須考量到遊客對觀光體驗的期待感與經

驗價值；（2）交通：依遊客量來調整交通運輸動線或工具；（3）住宿：不應

過度集中發展，要適度地將遊客量引導到其他各鄉鎮；（4）接待；（5）事件

行銷；（6）紀念品；（7）特色文創等七大重點都皆須考量。 

4. 對觀光遊憩景點，目前應思考透過區域計畫來劃設總量管制，才能減少土地失

序開發的問題。且對於各鄉鎮的觀光定位須明確，才能以此利基作為後續指認

觀光發展 

5. 空間規劃策略 

（1）聚焦：例如，主力發展墾丁觀光，再逐步將遊客帶動至週遭鄉鎮，將觀光效

益範圍拉大。 



（2）多樣化：多樣化的遊程及配套措施，藉此吸引各類型遊客。 

（3）營運模式設計：將觀光景點分類，發展不同的遊憩營運模式。 

（四）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鄭教授安廷 

1. 區域計畫能夠達到空間指導的功能，並不會影響目前合法的土地使用。 

2. 若對於某一區域政府部門與地方民眾皆統一共識，區域計畫直接指導區域發展

定位或分區功能。 

3. 此次區域計畫最大核心是，成為中央或地方各項部門計畫或法規的整合平台。

希望透過此平台將各種不合時宜的計畫或法規進行修正。 

4. 對於屏東縣課題方面未來持續進行 3 大項的研究： 

（1）設施型與資源型（保育型）的土地劃分，觀光資源一方面既是保護對象，一

方面又是無法缺少的產業，因此未來在觀光發展的空間指認上的拿捏是需要

多加思量。 

（2）各地方的觀光資源都具特殊性，因此在土地管制規則上，如何提出適當的管

制規則是未來區域計畫重要的擬定課題。 

（3）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屏東縣的觀光資源應集中投入?抑或分散均衡發展?此
一觀光策略會影響區域計畫對空間進行指認的一大因素，也會影響未來屏東

整體觀光發展的走向。 

5. 綜整與會來賓的發言，屏東目前觀光課題： 

（1）主要不是觀光客不足，而是觀光旅遊需要高質化。根據統計，2 天一夜遊客

所產生的觀光產值高於當天往返遊客的產值六倍，因此應努力朝向增加觀光

產值。 

（2）對於分眾遊程的觀光規劃，應針對觀光遊客型態、觀光目的，亦或觀光天數

的不同等再更加細分。 

（3）屏東觀光問題是軟體重於硬體，若要朝向成為國際觀光大縣，應捫心自問是

屏東是否有足夠的國際觀光人才培育；是否有足夠的軟體資源來向國際行

銷。 

（4）在觀光發展的角色上，政府部門非以辦活動為主，而是配合民間單位，來整

合所有的觀光資訊及提供相關服務資源。 

二、中央、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 

（一）營建署綜和企劃組  施工務員雅玲 

1. 在擬定區域計劃過程上，如遇困難，可以正式或非正式管道與署內聯繫，期許

透過良好的溝通，使屏東區域計畫能與二通政策相符合。 



（二）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李處長吉弘  

1. 屏東縣教育處於今年舉辦了「星光吶喊」的觀星活動，吸引了許多天文愛好者

與一般民眾的參與。此活動既不汙染環境，也遊客也會長時間待在恆春，對於

相關觀光展業皆有助益，未來有機會成為恆春新的觀光型態。 

2. 今日與會來賓所提出的觀光策略，若未來有共識，則就會形成對於空間的需

求，因此就會落實到區域計畫對於觀光發展空間擬定適宜之原則。 

（三）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許處長正雄 

1. 屏東山線旅遊的軟硬體的供給量不足，也常受到天災影響，因此觀光發展受到

限制。 

2. 在空間區位的限制下，屏北三鄉地區的觀光旅遊常受限於交通不便捷，因此提

出「山海轉軸」的理念，申請台灣好行的大眾運輸工具，利用國道 3 號與台 24
線，將屏北三鄉與東港大鵬灣串聯起來，形成一條獨特的山海軸線，而長治鄉

則成為此路線的轉軸點。此一親山親水旅遊線若能形成，則為屏東觀光發展的

空間平衡跨出一大步；但此一構想還是需有足夠的客運量來支撐。 

3. 屏北地區觀光有空域的飛行傘和輕航機、極限運動、原住民的部落觀光（德文、

達來及舊筏灣等）以及生態觀光，觀光資源十分非常豐富，如何營造具有獨特

性的觀光旅遊，則應多加思考。 

4. 屏北地區因受限於環境的問題，其所能承載遊客量不高，觀光模式屬於分眾觀

光。 

5. 在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範圍內，土地使用再細分為 5 個次分區： 

（1）特別保護區：嚴格禁止進入。 

（2）自然景觀區：以保育、保護為主要原則，但在少破壞性且安全措施足夠的狀

況下，可為重要的賞景地區。 

（3）服務設施區：以停車場、公共廁所等為主。 

（4）遊憩設施區：以相關遊憩設施為主。 

（5）一般使用區：多以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等，其他屬非都市土地的使用分

區為主。 

6. 如上所述之五個次分區中，服務設施區及遊憩設施區會與自然景觀區有所重

疊，此部分應集中發展、有效管理，而風景區內的土地開發或管制必須因地制

宜，才能引導使風景區內土地發揮其適當功效。其他非風景區內的鄉鎮，也應

該制定其合適的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而非只是一昧想加入國家風景區，無限擴

大國家風景區的範圍。 

 



（四）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簡處長慶發 

1. 公部門應該為屏東觀光產業做積極的行銷，打開國際能見度。 

2. 小琉球的觀光發展目前課題面臨該如何永續發展，是否能透過區域計畫直接針

對小琉球的空間發展進行明確的規範， 

3. 小琉球目前有許多區塊被林務局劃設為保安林，但在實際調查中不符合現況需

求，也無重大必要性，因而限制許多小琉球的觀光發展，是否能透過此機會將

此限制解除重新思量當地需求。 

4. 缺乏許多發展觀光遊憩活動的相關法源依據，或與其他法令相互牴觸，例如小

琉球的水上活動、大鵬灣的夜間遊湖、賽車活動；甚至是東琉線碼頭的擴建，

也因相關單位規範法令的不同而受到阻礙。以上問題是否能透過區域計劃對空

間的直接指導，來解決眾多法令重疊或衝突的地方。 

5. 是否能透過區域計畫擬定的過程中，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限，來因地制宜的為

屏東的觀光發展空間作明確的指導，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將觀光 

（五）屏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張理事長榮南 

1. 屏東縣地形為加長型，觀光旅遊人口的動線，多經由西邊國道 1 號、國道 3 號、

88 快速道路及台 1 線，進入屏東，較無考量東邊入口動線。 

2. 觀光旅遊的行銷，要能使遊客停留 2 天 1 夜，才能將觀光產值留在屏東。 

3. 屏東縣的觀光特色需定位清楚結合當地文創產業，並且建設充足的軟硬體設

備，才能與旅遊業者策略聯盟，共同發展當地觀光。 

4. 屏東縣目前相關觀光領域及服務業的人才不足。 

5. 觀光景點需總量管制，才不會致使為過量遊客降低觀光服務品質，也可降低觀

光資源的破壞。 

（六）屏東汽車客運（股）公司  郭總經理子義 

1. 思考規劃【墾丁快線】多元化的路線，依據不同的季節、景點、節慶、遊客需

求及旅遊型態，可以增加停留點（半日遊或一日遊），並結合地方資源，透過

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與住宿業者的優惠房價，提高遊客回遊的機率。 

2. 對於觀光來說，舉辦活動是一個特效藥，可以吸引許多遊客。在屏東目前最廣

為人知的活動為東港鮪魚季及墾丁春吶，但局限於由私部門自行規劃，公部門

應積極投入資源提高其國際知名度；並且將期程拉長形成一系列帶狀活動，可

以留住更多觀光收益。 

3. 建議蒐集來訪遊客的完整資訊，並加以分析，針對不同的遊客特性進行遊程規

劃，主動行銷，以利未來觀光政策的擬定及觀光產業的發展 



捌、會議現況照片 

  

  

  

  



 

  

  

 



玖、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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