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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光產業是連江縣重要產業，本縣四鄉五島的戰地文化、自然景

觀及人文特色豐富，是吸引各地遊客的重要資源。自 101 年來本縣遊

客人次呈現遞增趨勢，遊客人次逐年增加，特別是在國外疫情嚴重而

國內疫情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刺激國內旅遊，馬祖旅遊熱度迅速上升。 

依本文分析遊客主要使用空運至本縣，海運也逐漸受到遊客的青睞。

旅宿業方面，本縣總共約 233家旅宿業者，其中以民宿數量最多。本

縣民宿主要提供住宿服務，而旅館則更多元化，包括餐飲服務等。近

年民宿和旅館業總營業收入呈現成長趨勢，尤其是民宿業績增長更為

明顯，於旅遊旺季，民宿住用率可達 4至 5成，高於台灣地區民宿平

均住用率。在旅宿房價方面，本縣旅宿平均房價皆較台灣地區低，於

國內旅遊仍存在競爭力。而於遊客類型方面，個別旅客約占 6.5成，

團體遊客約占 3.5成，本國遊客占 9成 9，顯示本縣的觀光產業尚未

拓展至國際市場。隨著觀光永續發展及環保概念興起，本縣也逐步推

動環保旅遊，但相關資訊的宣傳仍有待加強。而觀光行銷方面，本縣

官方網站的資訊整合程度不高，缺乏提供遊客查閱旅遊相關資訊的單

一窗口。綜合上述，本文提供相關建議包含推動「智慧觀光服務並加

強收集及分析觀光旅遊數據策略」，使本縣觀光旅遊服務更貼近遊客

需求，逐步推展至國際。「整合跨部門資源並加強網路及社群媒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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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策略」，跨部門整合旅遊資訊並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推廣和互動的工

具，讓更多遊客認識馬祖。「規劃及落實永續旅遊策略」則包含綜合

評估並制定土地利用計畫，保留自然景觀和生態敏感區域，並進行環

境教育和宣傳活動，提高遊客和當地居民對生態保護的認識和意識。

期許透過良好的規劃管理及執行，使本縣觀光產業朝向智慧及永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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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馬祖列島主要包含南竿、北竿、東莒、西莒和東引五島，位於台

灣本島西北方，隔海與大陸閩江口、黃岐半島遙遙相望。大陸政權易

手後，馬祖進入近四十餘年的軍管時期，所有皆劃為軍事重地，直至

民國 81 年戰地政務終止後開始發展觀光，轉型以「觀光立縣島嶼」

為發展目標。馬祖四鄉五島的戰地文化資源豐富，島上各式軍事標語、

防禦工事據點等戰地文化地景、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海洋漁產、澳

口與傳統聚落、動植物生態、閩東文化及媽祖信仰等資源是吸引臺灣

及國際旅客到訪馬祖的重要觀光資源。每年約數十萬遊客前來觀光，

屬於臺灣新興觀光旅遊路線，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崛起，相較於國外，

國內疫情相對穩定，刺激國內旅遊，馬祖旅遊逐漸打開知名度。 

    觀光產業已是馬祖重要產業，為瞭解本縣近年來 107 至 111 年 

觀光遊客數量變動及分布情形，並掌握旅宿業現況，本文根據交通部

觀光局及本縣交通旅遊局、環境資源局之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俾作為

本縣提升觀光旅遊服務品質，制訂觀光行銷策略之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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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觀光遊憩資源現況分析 

一、 節慶活動 

    本縣主要節慶及活動包含元宵擺暝嘉年華、媽祖昇天祭等民俗節

慶活動、馬拉松及定向夜跑等體育賽事活動及海上看東引、大坵島尋

鹿迷蹤等生態活動，如表一。除此之外亦有每兩年舉辦的馬祖國際藝

術島及其他不定期辦理活動。 

 

 

 

 

 

 

 

 

 

 

 

表一、連江縣主要節慶及活動 

資料來源：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迎曙光 
(每年 1 月 1 日) 

元宵擺暝嘉年華 
(約每年 2 月元宵節) 

北竿硬地超級馬拉松
(約每年 3 月) 

夜賞藍眼淚 
(每年 4 月起會於馬

祖海域出沒) 

海上看東引 
(約在每年 5-9 月) 

大坵島尋鹿迷蹤 
(約在每年 6-9 月) 

海上生態賞鷗 
(約每年的 6 到 10 月) 

馬祖莒光定向夜跑 
(約每年 9 月) 

鐵板燒塔節 
(約每年 9 月中秋節) 

媽祖昇天祭 
(每年農曆九月初九舉辦) 

馬祖國際馬拉松 
(約在每年 11 月) 

媽祖在馬祖 
(媽祖誕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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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景點 

    本縣各鄉皆有多處觀光景點，包含戰地文化(坑道、據點、紀念公

園)、自然觀光(地質、澳口、自然步道等)及人文觀光(傳統聚落、宗

教信仰、遺址等)，如表二。景點四季皆可參觀，唯景點多位於海邊

或空曠地區，如圖一~四，冬季時受東北季風影響劇烈，觀賞性較差。

同島景點間以騎車、開車或搭乘台灣好行等方式，皆在 5~30 分鐘內

可到達，十分便利。 

 

 

 

 

南竿鄉 

八八坑道、馬祖酒廠、牛角聚落、蔬菜公園、枕戈待旦紀念公園、福清

自行車道、民俗文物館、經國先生紀念堂、勝利山莊、馬祖境天后宮、

媽祖巨神像、白馬文武大王廟、四維村、秋桂亭、勝天公園、津沙聚落、

鐵堡、仁愛村(鐵板)、金板境天后宮、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

南竿北海坑道、大漢據點、印地安人頭岩、大砲連、雲台山軍情館、藍

眼淚生態館、雲津茶坊、津仁與馬港步道 

北竿鄉 

芹壁聚落、白沙港、坂里沙灘、北竿遊客中心、碧園、壁山、龜島、橋

仔聚落、塘后道沙灘、后澳(沃)村、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螺山自

然步道、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三連嶼、大坵 

莒光鄉 

東莒島燈塔(東犬燈塔)、莒光遊客中心、福正聚落、福正沙灘、神祕小

海灣、大浦聚落、熾坪隴考古遺址、魚路古道、大埔石刻、林坳嶼、西

牛嶼、中流嶼、青帆港、菜浦澳、樂道澳、蛇山 

東引鄉 

國之北疆、中柱港、東引遊客中心、忠誠門、東海雄風、海現龍闕、馬

祖酒廠東引展售中心、安東坑道、燕秀潮音、烈女義坑、一線天、太白

天聲、東湧燈塔(東引島燈塔)、中柱島、感恩亭、和尚看經、靜伏鱷魚、

羅漢坪、后澳 

表二、連江縣各鄉觀光景點 

資料來源：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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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連江縣南竿鄉觀光景點 

圖二、連江縣北竿鄉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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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連江縣莒光鄉觀光景點 

圖四、連江縣東引鄉觀光景點 

圖一~四資料來源：馬祖 e點通及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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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遊客分析 

    自 101年來本縣遊客人次呈現遞增趨勢，尤其於 107年遊客人次

顯著增加，至 109年達至最高點。110年則因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轉趨

嚴重，年中實施三級警戒恰逢本縣旅遊旺季(4~10 月)，民眾減少出

遊，遊客人次大幅減少，故全年遊客人次較 109 年減少 87,329 人次

(-38.72％)。111 年新冠肺炎疫情已趨緩，至本縣遊客人次回復接近

109 年高峰。111 年遊客人次為 224,719 人次，較 110 年的 138,194

增加 86,525 人次(+62.61％)，較 109 年的 225,523 人次減少 804 人

次(-0.36％)。 

    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至 111年才逐漸緩和，疫情對本縣遊客人

次影響由 108 至 111 年按月的遊客統計，如圖五，可發現從 109 年 1

月因國內疫情開始使至本縣遊客較 108 年減少，109 年 4 月遊客為

6,442人次相較於 108年 4月遊客為 19,019人次減少了 12,577人次

(-66.13％)。直至 109 年 5 月國內疫情趨於穩定，遊客開始急速上

升，至 8 月達高點，單月達 38,502 旅客人次。可能原因為國外疫情

趨於嚴重，國人轉而選擇國內旅遊，帶動台灣離島觀光旅遊潮爆發。

然而在 110年 5月疫情又轉趨嚴重，全國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遊

客驟減至最低單月 1,280人次，直至同年 7月降為二級警戒，至本縣

遊客才逐漸回流。顯示於國外疫情嚴重而國內疫情相對穩定時，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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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熱度迅速上升，雖 110 年因疫情嚴重遊客減少，但本縣已逐漸打

開知名度。 

 

 

 

 

 

 

 

 

 

 

 

 

    以搭乘交通工具分析，從台灣本島至本縣可以空運或海運到達，

大陸遊客可由經由小三通到達。空運有定期航班往來台北、台中，海

運則有「台馬之星」，航行時間 8 至 10 小時，晚上 10 點基隆上船，

次日 7 點到達本縣南竿鄉及 111 年 4 月始營運的「南北之星快輪」，

由八里台北港出發，3小時可達本縣南竿鄉。搭乘飛機為遊客至本縣

主要方式， 111 年至本縣遊客人次空運占 80.50％，海運占 19.50％，

空運較海運多 137,078 人次，主要因飛機班次較多、搭乘時間較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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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連江縣108年1月-111年12月遊客人次統計

空運 海運 小三通 郵輪 總遊客量

109 年 1 月國內疫情開

始，至 5 月趨於穩定 

110 年 5 月 19 日疫情嚴重，提

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至 110

年 7 月 23 日降為二級警戒。 

111 年 3 月 1 日取消警

戒分級不再適用。 
旅遊旺季 

資料來源：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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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竿約 50分鐘，台中-南竿約為 1小時)等優勢。然而春季是馬祖

的霧季，飛機航班經常受到影響而延誤甚至停飛，需依賴海運接駁旅

客，因此海運仍是不可或缺的運輸方式。111 年也由於「南北之星快

輪」開始營運，成為最新的「藍色公路」，111年以海運載運遊客人數

為 43,821 人次，較 110 年的 21,007 人次多出 22,814 人次(+108.60

％)，較 109年的 27,755人次多出 16,066 人次(+57.89％)，如圖六，

顯示於海運逐漸受遊客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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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連江縣近十年遊客數量及搭乘交通工具分析

空運 海運 小三通 郵輪 總遊客量

資料來源：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備註：遊客計算方式為入境及出境人數分別扣除戶籍於本縣人數再取平均，唯南北之星快輪無提供居民票資料故未扣除戶籍於本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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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觀光遊憩據點人次分析，目前本縣只有各鄉的遊客中心進行人

次統計。111 年遊客中心人次依序為北竿鄉 69,931 人次最多、南竿

鄉 55,638人次、莒光鄉 38,840人次及東引鄉 23,824人次，如圖七。

此人次統計表示至遊客中心人次並非代表各鄉遊客人次。建議本縣於

其他遊憩據點設置電子、人工計數或以電信數據進行人數推估，了解

遊客動向，利於本縣旅遊路線及空間規劃。 

 

 

 

 

肆、 旅宿業營運狀況分析 

一、 旅宿業家數、房間數及員工人數 

    本縣 111 年底旅館家數自 107 年以來家數增加 1 家(+25.00％)，

房間數增加 93間(+112.05％)，如圖八。民宿家數則增加 87家(+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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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連江縣101年-111觀光遊憩據點人次統計

東引遊客中心 莒光遊客中心 北竿遊客中心 南竿遊客中心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105年北竿遊客中心人次數據遺失，故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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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數增加 634間(+112.21％)，如圖九。旅館員工人數 111年

底為 25 人較 107 年底的 18 人增加 7 人(+38.89％)。民宿員工人數

111 年底為 469 人較 107 年底的 184 人增加 285 人(+154.89％)，如

圖十。顯示近五年隨著遊客人數的增加，旅館及民宿家數亦隨之增加，

其中又以民宿增加幅度較大，可能原因為民宿業者為利用自用住宅空

房，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大部分的民宿經營在固定成本花費不大，

並未因經營民宿而更改建築物和房間的格局，主要是床墊、棉被……

等基本住宿的使用設備花費較多，而經營旅館不只需要有較大的建築

空間，其負擔的固定及變動成本皆比民宿大的多。因此願意投入民宿

經營者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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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連江縣近五年旅宿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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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連江縣近五年民宿家數及房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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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連江縣近五年旅館家數及房間數

旅館房間數(左軸) 旅館家數(右軸)

圖八~十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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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館及民宿分布情形 

    南竿鄉旅館家數有 3家，房間數約為 91間。民宿有 99家，房間

數約為 568間，主要分布在津沙村、介壽村及清水村。北竿鄉旅館家

數有 1家，房間數約 70間。民宿家數有 65家，房間數約 272間，主

要分布於芹壁村及塘岐村。莒光鄉無旅館，民宿有 29 家，房間數約

為 174 間，主要位於大坪村。東引鄉旅館家數有 1 家，房間數有 15

間。民宿有 35家，房間數有 185 間，主要位於樂華村。 

 

 

 

 

 

 

 

 

 

 

 

 

20 家/127 房 

11 家/54 房 

10 家/80 房 

11 家/132 房 10 家/62 房 

21 家/73 房 

6 家/32 房 

4 家/29 房 

9 家/70 房 

圖十一、南竿鄉合法住宿房間供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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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52 房 

17 家/159 房 3 家/12 房 

2 家/13 房 

35 家/106 房 

7 家/28 房 

2 家/18 房 

1 家/13 房 

19 家/115 房 

圖十二、北竿鄉合法住宿房間供給分佈圖 

圖十三、莒光鄉合法住宿房間供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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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宿業住用率 

    住用率為實際住用客房累計數與可供出租客房累計數之比率，為

住宿業常見之指標，住宿率越高代表客房空間使用效率越高。111 年

本縣民宿住用率為 33.27％，旅館住用率為 31.03％。以各鄉觀察，

南竿鄉的民宿住用率為 38.81％最高，後面依序為北竿鄉 35.23％、

莒光鄉 26.53％及東引鄉 19.28％。旅館住用率則以北竿鄉 31.86％

最高，其次為南竿鄉 31.21％及東引鄉 26.10％。南竿鄉及北竿鄉民

宿住用率分別高於旅館住用率 7.60個百分點及 3.37個百分點，東引

鄉則是旅館較民宿住用率高 6.82個百分點，如圖十五。 

    以 111年各月觀察，民宿於 7月住用率 48.09％最高，於 1月住

25 家/150 房 

11 家/50 房 

圖十四、東引鄉合法住宿房間供給分佈圖 

圖十一~圖十四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及本縣交通旅遊局 111年 12月資料並由本分析報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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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 12.24％最低，與 7月相差 35.85個百分點。旅館則於 5月住用

率 52.95％最高，12月住用率 10.67％最低，與 5月相差 42.28個百

分點，如圖十六。整體來說於 4月至 8月因逢本縣旅遊旺季，住用率

可達 4~5成。與台灣地區比較，本縣民宿住用率高於台灣地區平均住

用率 4.98 個百分點，於全台排名第四高，如圖十七。旅館住用率則

低於台灣地區平均 8.91 個百分點，如圖十八，旅館客房使用效率尚

有提升空間。 

    以平均房價觀察，本縣民宿平均房價為 1,945 元，台灣地區為

2,761 元，本縣民宿平均房價低於台灣地區 816元，如圖十九。旅館

方面，本縣旅館 111年平均房價為 2,219 元，台灣地區為 2,522元，

本縣旅館平均房價低於台灣地區 303元，如圖二十。平均房價為客房

總收入與可供出租客房累計數的比率，可以了解本縣在市場上與競爭

對手的價格差異，本縣無論民宿及旅館之平均房價皆低於台灣地區， 

於國內市場上仍存在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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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連江縣1 1 1年各月民宿及旅館住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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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連江縣111年民宿及旅館客房住用率

民宿住用率 旅館住用率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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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連江縣111年旅館住用率與其他縣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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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連江縣111年民宿住用率與其他縣市比較

28.29％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連
江
縣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屏
東
縣

南
投
縣

花
蓮
縣

苗
栗
縣

澎
湖
縣

新
竹
市

臺
中
市

臺
北
市

臺
東
縣

臺
南
市

新
北
市

金
門
縣

彰
化
縣

嘉
義
縣

桃
園
市

嘉
義
市

雲
林
縣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連江縣, 22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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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連江縣111年民宿平均房價與其他縣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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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圖二十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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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宿業營運收入概況 

    111 年民宿業總營業收入為 2 億 5,294 萬 4,562 元，較 110 年的

9,650 萬 8,796 元增加 1 億 5,643 萬 5,766 元(+162.09％)，較 107

年的 8,645萬 1,161 元增加 1億 6,649萬 3,401元(+192.59％)。111

年旅館業總營業收入為 5,290萬 7,099元較 110年的 2,606萬 5,531

元增加 2,684 萬 1,568 元(+102.98％)，較 107 年的 1,937 萬 4,920

元增加 3,353 萬 2,179 元(+173.07％)，如圖二十一。顯示無論是民

宿及旅館業總營業收入皆呈成長趨勢，其中因民宿家數增加較多總營

業收入成長幅度更為明顯。 

    由各類收入占比觀察，民宿業主要收入來源為客房收入(占 97.14

％)，其次為餐飲收入(占 2.31％)及其他收入(占 0.55％)。旅館業主

要收入來源亦為客房收入(占 83.63％)，其次為餐飲收入(占 15.99％)

及其他收入(占 0.38％)，如圖二十二。顯示民宿多單純提供住宿服

務，旅館經營項目則較多元還包含餐飲服務。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民宿 32,011,713 47,049,675 37,413,721 65,015,294 86,451,161 139,300,621 183,193,452 96,508,796 252,944,562

旅館 9,304,692 14,835,790 11,412,428 17,138,865 19,374,920 23,808,410 41,162,606 26,065,531 52,907,099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千元
圖二十一、連江縣103~111年民宿及旅館營運收入統計

民宿 旅館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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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宿業住客特性分析 

   本縣 111 年旅宿住客類別主要以個別旅客為主，占 63.95％，團

體遊客則占 36.05％，如圖二十三。個別旅客占比較高可能原因為本

縣各島景點多可以機車、汽車、公車或步行到達，島與島之間可搭乘

島際交通船到達十分便利，因此遊客可依個人喜好規劃行程自行前往。 

    以住宿國籍分析，至 111 年本縣旅宿住宿者以本國人為主(占

99.71％)，其次為中國大陸(占 0.24％)及其他國家(占 0.05％)，如

圖二十四。中國大陸遊客方面，中國旅客以小三通方式至本縣旅遊最

為便利，小三通為於 2001 年 1月 1 日開始施行「金門—廈門」與

「馬祖—福州」間的「通郵、通商、通航」。然而由於受新冠疫情影

響，109 年 2月 10日暫停小三通直至 112 年 1月 7日復航。而於 108

年疫情發生前，大陸遊客為 3,396人(占 2.00％)，比例仍不高。表示

本縣觀光產業尚未推展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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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連江縣111年旅宿業各類收入占比

客房收入 餐飲收入 其他收入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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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綠色旅遊設施相關分析 

     於「Taiwan Tourism 2030 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中提及綠色旅

遊、低碳旅遊是繼生態觀光之後，逐漸受到世人關注的旅遊模式，是

全球發展觀光趨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近年亦持續推廣在旅遊過程中

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方式，依環保、低碳方向規劃旅遊行程，降低環境

負荷、維護自然景觀生態，體會更深度的綠色旅遊模式。 

    本縣 111 年環保旅店數量共有 67間，較 107年的 18間增加 49

間(+272.22％)。依各鄉觀察，南竿鄉 28 間、北竿鄉 21 間、莒光及

東引鄉各 9 間，如圖二十五。綠色商店數量近五年皆無增減皆為 10

間，如圖二十六。綠色餐廳數量由 107 年 0 間增加至 111 年 23 間，

其中又以南竿鄉增加 17 間最多，如圖二十七。低碳旅遊路線 111 年

增加至 3條路線，如圖二十八。規劃的 3條旅遊路線，多結合縣內環

63.95%

36.05%

圖二十三、連江縣111年旅宿住客類別

個別旅客 團體

本國

99.71%(283,630…

中國大陸

0.24%(694人

次) 其他

0.05%(136人

次)

圖二十四、連江縣111年旅宿住宿國籍占比

本國 中國大陸 其他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灣旅宿網 



23 
 

保旅店、綠色餐廳、環教場所等形成低碳環保路線。然而路線相關資

訊主要以海報方式張貼於機關部門公告欄、碼頭機場、環保旅店合作

店家或綠色餐廳等地，外地遊客較難得知相關訊息。 

 

陸、官方觀光旅遊網站現況 

    交通部觀光局公布的「110 年臺灣旅遊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國

人旅遊資訊來源以「網路網絡與社群媒體」為主，依其抽樣調查結果，

遊客之旅遊資訊來源有 55.3％由網路網絡與社群媒體得知，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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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連江縣111年綠色商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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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連江縣111年環保旅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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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連江縣111年低碳旅遊路線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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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連江縣111年綠色餐廳數量

南竿鄉 北竿鄉 莒光鄉 東引鄉

圖二十五~圖二十八資料來源：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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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由親友、同事、同學得知。顯示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的發展逐

漸改變消費者獲取資訊的管道，因此如何經營及管理網站及社群更貼

近旅客需求日趨重要。 

    本縣觀光相關政策及管理主要由本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及交通部

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進行，觀光旅遊官方網站主要有「馬祖國

家風景管理處網站」、連江縣交通旅遊局的「馬祖 e 點通」網站及本

縣府網站設有觀光活動資訊專區，如圖二十九~三十一。上述網站皆

有放置本縣觀光景點、節慶、住宿、美食、活動及交通等資訊，但各

網站皆只呈現其機關單位承辦的活動，且提供的景點及美食亦不完全

相同，旅遊相關資訊並無整合。因此建議由跨部門成立官方網站或臉

書、Line 等社群平台，整合及推播各部門旅遊資訊。 

 
圖二十九、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網站 圖三十、連江縣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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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觀光旅遊發展 SWOT分析 

 

 

 

 

 

 

 

 

 

 

 

 

 

 

 

圖三十一、馬祖 e 點通網站 

優勢 機會 

劣勢 威脅 

1. 地質景觀、動植物生態資源及

獨特之戰地文化。 

2. 傳統聚落、特色閩東建築、宗

教信仰及傳統節慶活動。 

3. 藍眼淚特殊自然景觀。 

4. 民宿及旅館平均房價低於台灣

地區平均房價。 

5. 島內景點間距離近。 

6. 鄰近中國大陸，大陸旅客可利

用小三通航線至本縣。 

 

1. 因國外疫情嚴重刺激國內旅

遊，馬祖旅遊熱度增加。 

2. 中央近年推動智慧觀光政策。 

3. 中央近年推動綠色旅遊。 

4. 網路及社群媒體發展使訊息傳遞

迅速。 

 

1. 春夏之際易起霧使飛機停飛。 

2. 冬季受強烈東北季風影響，沿海

景點觀賞性較差。 

3. 冬季風浪大時船無法行駛。 

4. 於各島間觀光需再搭乘島際交通

船。 

5. 小三通航線易隨中央政府政策變

動。 

1. 觀光數位科技化不足。 

2. 跨部門觀光及活動相關資訊

未整合。 

3. 觀光景點、傳統節慶及主題

活動推廣不足，無建立長期

行銷策略。 

4.  

圖二十九~圖三十一資料來源：各網站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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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縣擁有豐富的戰地文化、自然景觀和人文特色，吸引著各地的

遊客。遊客人次逐年增加，特別是在國外疫情嚴重而國內疫情相對穩

定的情況下，馬祖旅遊熱度迅速上升。然而民俗節慶活動及觀光遊憩

據點多無進行人次、滿意度及年齡相關統計，無法進一步了解遊客資

料及觀點。 

(二)本縣民宿和旅館業總營業收入呈現成長趨勢，尤其是民宿業績增

長更為明顯。民宿主要提供住宿服務，而旅館則更多元化，包括餐飲

服務等。本縣的民宿住用率高於台灣地區平均水平，但旅館的住用率

則稍低於台灣地區平均水平，顯示旅館客房使用效率還有提升的空間。 

平均房價部分，本縣民宿及旅館平均房價皆低於台灣地區，於國內旅

遊存在競爭力。 

(三)在遊客類型方面，個別旅客占了占比 63.95％，團體遊客則占

36.05％。在住宿國籍方面，本國遊客占 99.71％，其次是中國大陸遊

客占 0.24％，其他國家遊客占 0.05％，顯示本縣的觀光產業尚未拓

展至國際市場。 

(四)本縣持續推動環保旅遊，環保旅店數量逐年增加，綠色餐廳和低

碳旅遊路線也有相應的發展。然而，綠色旅遊相關資訊的宣傳仍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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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遊客對相關訊息的獲取仍相對困難。 

(五)本縣的觀光旅遊相關資訊可透過交通部觀光局的「馬祖國家風景

管理處網站」、「連江縣縣府網站」以及連江縣交通旅遊局的「馬祖 e

點通」網站獲得。然而，上述網站的資訊整合程度不高，缺乏提供遊

客查閱旅遊相關資訊的單一窗口。 

二、建議 

(一)推動智慧觀光服務並加強收集及分析觀光旅遊數據策略 

    本縣智慧觀光基礎建設尚不足，因此建議與交通部合作強化本縣

智慧基礎建設為首要之務，例如無線網路覆蓋、智慧導覽系統、QR 碼

或電子票證應用等。這些設施能夠提供遊客方便的資訊和互動體驗，

同時也為數據收集打下基礎。另外建議設置多個觀光旅遊數據收集點，

例如遊客中心、景點入口等地方，收集遊客的訪問行為、使用偏好、

停留時間等數據。整合不同來源的數據，例如門票銷售、旅館預訂等，

以獲得全面的觀光旅遊數據。再利用數據分析揭示遊客的偏好和行為

模式，幫助本縣了解旅客的需求，制定更有效的營銷策略和服務優化

案，並逐步將觀光推展至國際。 

(二)整合跨部門資源並加強網路及社群媒體行銷策略 

    由連江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及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跨部門組成連江縣觀光發展小組，建立有效溝通管道共同打造馬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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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整合觀光旅遊資源、活動等相關資訊。例如共同推出馬祖觀光旅

遊的官方網站或臉書、LINE等社群媒體，於此社群媒體平台提供本縣

全年之活動、旅遊資訊並推播熱門活動及馬祖特產。並於遊客中心、

熱門遊憩據點或本縣活動舉辦時推出加入本縣官方社群媒體送小禮

物活動，藉此推廣本縣官方社群媒體。將社群媒體作為推廣和互動的

重要工具，與粉絲和追隨者進行互動，發佈有趣、有價值的內容、提

供解決方案和回應問題，以提高參與度和忠誠度，讓更多人認識馬祖。 

(三)規劃及落實永續旅遊策略 

    由於本縣受限於先天環境的限制，土地、水、電及天然資源等皆

有限，因此需綜合評估及制定相關計畫以使本縣光觀業能永續發展，

例如由本縣工務處、環境資源局及交通旅遊局共同研擬土地利用計畫，

保留自然景觀和生態敏感區域，限制開發和建設活動，確保生態系統

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另外由本縣環境資源局、交通旅遊局及旅遊

業者合作進行環境教育和宣傳活動，提高遊客和當地居民對於生態保

護的認識和意識。強調可持續旅遊的重要性，鼓勵遊客遵守當地的環

境規範和文化習慣，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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