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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兩岸週末包機開通、大陸居民赴臺團隊旅遊、大陸居民赴臺自助遊的相

繼開放，兩岸旅遊合作關係已邁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為了順應形勢的發展，2008

年10月本校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廈門大學、高雄餐旅大學合作辦理了「兩岸

觀光旅遊學術研討會」，並於2008年10月由北二外舉辦首屆會議，往後由四個學

校輪流舉辦，2012年8月在北京舉行，以旅遊促進文化繁榮與發展為主題，旨在持

續兩岸學術交流，期望針對全球日新月異的觀光環境，以前瞻性的眼光與思維，

通過學術論文的發表與學界業界專家專題論壇平臺，探討共同關注的旅遊觀光產

業發展的重大問題，推動兩岸旅遊、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等相關領域的學術單位、

政府部門、產業界等專家研究成果與專業技術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共同創造旅

遊觀光新紀元。 

本研討會特色在於四個學校共同主辦，並有研究生論文發表與優秀碩士論文

獎的頒發，本次會議共計有來自兩岸共計產官學專家學者約100人、研究生約100

人參加，為兩岸觀光旅遊學術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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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與目的 

隨著兩岸週末包機開通、大陸居民赴臺團隊旅遊、大陸居民赴臺自助遊的相

繼開放，兩岸旅遊合作關係已邁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為了順應形勢的發展，2008

年10月、2010年7月、2011年8月已聯合大陸與臺灣學術界、產業界於北京第二外

國語學院、廈門大學、臺灣高雄餐旅大學成功舉辦三屆研討會，為兩岸觀光旅遊

學術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海峽兩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012年研討會以旅遊促進文化繁榮與發展為主題，旨在持續兩岸學術交流，

期針對全球日新月異的觀光環境，以前瞻性的眼光與思維，通過學術論文的發表

與學界業界專家專題論壇平臺，探討共同關注的旅遊觀光產業發展的重大問題，

推動兩岸旅遊、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等相關領域的學術單位、政府部門、產業界

等專家研究成果與專業技術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共同創造旅遊觀光新紀元。 

二、參與會議經過 

(一)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大陸)、廈門大學 (大陸)、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 (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臺灣)、中國旅遊教育分

會 (大陸)、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臺灣)、全國旅遊職業教育教

學指導委員會 (大陸) 

指導單位：北京市旅遊委員會、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協辦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北京旅遊發展研究基地、

中國海峽旅行社 

(二)會議安排 

研討會時間：2012 年8月26日至8月28日 (星期日~星期二) 

2012年8月29日 (星期三) 回程 

研討會地點：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參 加 代 表：海峽兩岸旅遊觀光、休閒與餐旅院校教師和研究生、研究

機構、旅遊觀光產業、政府等機構人員 

參 與 者：產官學專家約100人、研究生約100人(專設論文獎勵辦法)；

其中臺灣代表約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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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議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第1天 

8/26 

12:00-18:00 啟程 (由桃園出發到北京) － 

18:00-20:00 抵達 (報到領資料)、晚宴 － 

第2天 

8/27 

09:00-09:45 會議開幕式 

蟹島三點鐘會議室 09:45-10:00 留影合照、茶敘 

10:10-12:15 主題演講 

12:15-13:15 午餐 蟹島三點鐘自助餐廳 

13:30-16:30 分組研討 蟹島會議樓 

17:30-18:30 閉幕式及頒獎典禮 

蟹島三點鐘船北餐廳 

18:30-20:00 晚宴 

第3天 

8/28 

08:00-12:00 主辦單位安排參訪活動 

北京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主辦單位安排參訪活動 

第4天 

8/29 
10:00-17:00 回程 － 

(四)分組論文發表參與過程 

論文發表為本研討會最核心的活動，依主辦單位安排，分為教師學

者與研究生競賽兩大部分，考量能吸取最多的新知經驗，本次參與的三

位老師各選擇一個教師論壇場次聆聽，所帶領兩學生則聆聽研究生板塊

的E主題。茲將各論文主題發表的經過、主要內容、互動過程、與所吸

收的相關新知經驗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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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主題-兩岸旅遊觀光市場發展 

本主題文章發表共8篇，分上下半場兩場次舉行，其中臺灣6篇，

大陸2篇，茲將本主題發表過程重點摘述如下： 

本場次上半場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歷新建教授開場主持，由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吳忠宏教授首先發表《長泳活動參與者之自我效能與

認真性休閒間之關係探討》，內容基於為擴增遊泳人口，臺灣教育部

(2010)推行「泳起來！項目」政策，期許以此領航，研究即以世界規

模最大長泳活動(青輔會，2010)，2011泳渡日月潭活動參與者為研究

對象，結果顯示自我效能對於認真性休閒有顯著相關性與預測能力。 

第二位為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李明儒教授進行《澎湖推動漁

村觀光其遊客意象之研究─以旅遊動機、知覺價值、滿意度與重遊意

願為變項》，內容探討近年澎湖縣政府推動各類結合漁村文化與體驗

觀光成效，以「動機→消費者行為→意圖」為架構和上述題目中之各

變項研究遊客意向，發現21至30歲、已婚居於北部和大學學歷居多，

變項間結構驗證除推力對滿意度無正向相關，其餘諸如參與者的推力

對拉力、推力對知覺價值、拉力對滿意度、拉力對重遊意願、知覺價

值對重遊意願、滿意度對重遊意願皆有正向影響。 

第三位由來自大陸首都經貿大學張祖群副教授發表《基於文化與

科技融合的北京文化產業路徑研究》，其以北京文化產業為整體思

考，融合文化與科技之文化創意產業、遺產科技保護、智慧旅遊等三

個研究路徑進行實證研究，並認為其主要三路徑外興許有更多方向。 

上半場最後由大葉大學李俊憲助理教授進行其《為什麼我不敢一

個人去旅行？女性海外自助旅行進入阻礙之因素初探》說明，內容探

討臺中、彰化地區參與旅遊卻不曾自助旅行之女性，自助旅行風險知

覺、旅遊經驗、進入阻礙與從事意願之關係，以30至41歲、未婚、大

學學歷及月收入10,001-30,000元為主填答對象觀察，人口背景變項之

於自助旅行進入阻礙與風險知覺皆有顯著差異，且發現結構阻礙、個

人阻礙、旅遊國家範圍越低而定期旅遊越高，自助旅行從事意願也越

高。 

下半場另由來自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侯錦雄教授主持，大葉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學系陳信泰教授首先發表《香客對廟宇環境滿意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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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探討─以臺灣南鯤鯓代天府為例》，由於環境質量深刻影響遊客

體驗，此研究以南鯤鯓代天府香客為對象，問卷方式研究對於園區內

環境之滿意度，發現整體評分偏低，尤以攤販管理、環境整潔最嚴重，

令訪問觀察結果顯示缺乏人力與管理係為主因。 

第二位為大同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學系鍾任榮助理教

授發表《導遊人員特質與工作壓力、專業能力關係之研究》，仍以團

體旅遊行事為主的大陸觀光客，導遊角色關鍵，針對臺灣華語導遊特

質與工作壓力、專業能力關係研究發現，一是年資多兩年內，中年為

主，特約佔九成；二是解說之事不足；三是於工作壓力構面上以旅客

壓力相對最高；四是年齡不影響專業，但年輕者有較高工作壓力；五

為檢定顯示專業能力提升能有效降低工作壓力。 

再來第三位由大陸濟南職業學院旅遊管理系曾招喜副教授發表

《基於低碳理念的大梁子湖流域開發研究》，探討近年倡導的低碳旅

遊於大梁子湖環境規劃的應用，研究了解緊湊行功能混和小區將能有

效降低碳排放，令綠色交通、低耗能配套設施及旅遊者導引等點線面

安排因可作為他處旅遊地開發參考。 

本主題最後由景文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顏建賢副教

授發表《銀髮族參與遊覽車招攬旅遊之動機、滿意度與再參與役院之

研究─以嘉義地區為例》，此研究以嘉義地區參與遊覽車參與招攬旅

遊之銀髮族為對象，結果顯示「旅遊動機」對「旅遊滿意度和「再參

與意願」，以及「旅遊滿意度」對「再參與意願」皆有顯著影響。 

2、B主題-酒店餐飲經營與管理 

本主題文章發表共8篇，分上下半場兩場次舉行，其中臺灣4篇，

大陸4篇，茲將本主題發表過程重點摘述如下： 

本場次上半場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王俞講師主持，暨南大學休

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鄭健雄教授首先發表《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科

的跨領域整合》，內容強調現今餐旅管理學科的成熟和服務科學加值

的重要性，並將此兩門跨域整合，期許以服務科學觀點，導入管理科

學、統計、實驗設計、創意、服務價值與創新、科技管理等專業，促

進餐旅產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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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陳永賓助理教授發表《建

構主題餐廳體驗營蕭、品牌形象與顧客行為意圖之關係研究》，內容

探討主題餐廳跟隨體驗經濟時代來臨，其間體驗營銷、品牌形象與顧

客行為意圖之關係，研究以「薰衣草森林」顧客為對象，以Schmitt(1999)

提出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體驗作為體驗策略模塊構面，

並將品牌形象分為象徵性與體驗性，顧客行為意圖則分為向他人推薦

意願、再購意願級願意停留時間，結果驗證體驗營銷品牌形象與顧客

行為意圖之間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第三為則由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朱慧玲副教授發表《臺灣綠色

民宿發展現狀與趨勢》，探討日月潭地區民宿經營業者於「綠色民宿」

執行程度、面臨障礙對於經營的行為意圖影響，結果發現該地業者皆

持正向態度，但限於民宿營運規模，多僅能採消極綠色措施，再計劃

行為理論中最能預測上述意圖者為行為控制知覺，並提出多項推動配

套措施和民宿法建議。。 

下半場為高雄餐旅大學旅運管理系陳敦基教授主持，首先由靜宜

大學觀光系吳政和副教授談論《旅館業者參與環保旅館認證之研

究》，以旅館業者觀點探討環保署「環保旅館查核標準」與觀光局星

級評鑑「綠建築環保設施標準」，並歸納文獻研究獲取結論如下，一

為環保旅館認證標準包含旅館環境管理、節約能源、環保採購、一次

性與廢棄物減量、垃圾、資源與危害物質管理、消費者溝通與業者思

維等七構面，二為高階主管環保認同與企業責任，三為國內外環保旅

館評鑑指標與內涵，並認為五星級與新設旅館應率先投入，再積極輔

導拓點等。 

最終分別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萬中瑞酒店管理學院付鋼業副教

授向在場說明《中國飯店行業職業培訓概況介紹》，以及北京華瑞易

得酒店管理顧問公司王強總裁談論《中國酒店業人才發展戰略與趨

勢》。 

3、C主題-會展與旅遊教育 

本主題文章發表共8篇，分上下半場兩場次舉行，其中臺灣1篇，

大陸7篇，茲將本主題發表過程重點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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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上半場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許忠偉副教授主持，來自臺

灣的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鄭天明首先發表《兩岸遊輪

港市旅遊意象研究》，以2011年2月間航行麻六甲及臺灣海峽之國際郵

輪作為研究範圍，針對港埠城市旅遊意象及競爭力差異性探討，發現

遊輪旅客依重要程度排序前三為「便利交通建設」、「豐富地道美食」

及「充足基礎設施」，而對於兩岸三地港埠城市旅遊意象，旅客認為

上海擁較豐厚人文歷史景觀，香港擁較現代化都市商業景觀和基礎設

施與便利交通建設，臺北（基隆）則擁較熱情友善人民及豐富地道美

食。 

第二位發表人為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旅遊經濟系副教授王春

才，探討《會展專業實踐教學體系建設問題》。第三位由中國經濟網

會展中國主編周宇寧說明《國家重點新聞網站對會展業的傳播》。第

四位為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會展教研事主任庾為發表《北京市會展

業發展現狀與趨勢》。下半場內容主要研討會展人才培養問題，由東

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吳宗琼教授主持，首都師範大學科德學院

會展系孫雅坤首先發表《對高校會展教育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

與實踐》。第二位為北京農學院會展教研室主任董君發表《農業觀光

園區的設計》。第三位同為來自北京農學院的會展專業負責人仲欣發

表《會展專業課程設置與人才培養模式》。最後由北京壹度創意營銷

策畫中心總經理于基隆發表《會展實用型人才培養問題研究》。 

4、E主題-旅遊與文化：融合與提升 (研究生場次) 

本場次為研究生競賽場次，文章發表共9篇，分上下半場兩場次

舉行，其中臺灣4篇，大陸5篇，本校有一位大學部同學郭姿吟進行論

文發表，茲將本主題發表過程重點摘述如下： 

此主題上半場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馬君開場主

持，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黃瑋琪同學發表《臺灣觀

光產業執行美學勞務之研究》，美學勞務為新興崛起研究領域，於觀

光產業管理中更形重要，研究訪談15位相關職業人員，分別從「雇主

對員工之招募與遴選」、「雇主/員工對員工之訓練與管理」及「員工

對顧客之工作實務與服務接觸」三構面探討，歸納出組織會尋找美學

特質員工，並借提供美學訓練，實施制服與服裝規定以及執行外表管

理，確保展現組織美學與傳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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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吳琼瑤同學發表《中

國遺產旅遊管理體制：歷史進程與改革方向》，內容鑒於遺產地管理

議題高漲，從管理主體、經營模式和發率體系三方面整理中國遺產旅

遊管理體制階段，並探討未來改革方向。 

第三位再由來自臺灣的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陳致安同學發表《領隊顧客導向與銷售導向對顧客結果之影響：兼論

團型屬性之干擾》，領隊不可否認為團體套裝旅遊的核心要素，此研

究以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作為顧客結果變數，探討顧

客導向與銷售導向兩種服務策略與顧客結果關係，並觀察旅行團屬性

「購物團」與「非購物團」於其間之干擾角色，結果顯示領隊採取銷

售導向的服務策略頗能迎合購物團旅客喜好，非購物團則僅與顧客導

向對顧客結果呈正向影響。 

第四位是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余繁華發表《基於

GAP分析的自然遺產地保護管理效率評析》，自然遺產地旅遊資源因

其不可替代性，保護管理重要性不言可喻，此研究透過GAP技術和近

八年資料迭加分析，發現保護區保護水準除京九鐵路沿線以外基本由

西北向東南遞減，管理和投資效率一直停留在較低水準，且很不穩

定，由其內蒙古、新江、青海、西藏、安徽、福建、海南等多省急待

提高管理和投資水準。 

第五位為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研究生曾晟修同學發表《應用福特克

序列於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觀光空間之景觀設計》，觀光空間管理要能

配合消費者旅遊觀念的多元轉變與偏好實為不易，此研究內容依

Torres(2002)的「觀光福特克序列」建立量表，研究日月潭遊客對其

風景區內42景點偏好選擇和作空間分析，結果得出「綠色旅遊」、「文

化探索」、「仰賴業者」、「追求享樂」、「成群結伴」、「自我實現」等六

因數構面，以及獲得「群體享樂型」、「自我享樂型」、「自我綠色型」、

「產品依賴型」等四種遊客群體，並建議打造產品創新、大眾文化和

綠色活動三種旅遊市場。 

下半場另由亞洲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周石恩主持，北京第二外國

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馬君首先發表《互聯網在酒店用途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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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滬、杭酒店為例》，互聯網的應用已近乎無遠弗屆，基於龐大市

場，中國大陸近年更是火熱，然此研究以滬、杭兩大較為先進和旅遊

發達的城市為對象，卻發現多數酒店卻仍只銷不營，因此建議推廣網

站及利用協力廠商服務平台，創造消費者線上溝通等建議。 

第二位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庄中銘發表《臺灣墾

丁地區民宿發展與遊客住宿滿意度之研究》，其透過文獻探討與問卷

調查研究墾丁地區民宿發展類型、遊客滿意度與在宿意願，得出墾丁

民宿八大類型，服務需求滿意度最受重視，經營特色以年齡21至29

歲及已婚者顯著大於對應他群，以及墾丁地區遊客對當地民宿再宿與

推薦皆很高。第三位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學院龐靈玉發表

《基於IPA分析方法的星級酒店服務質量的顧客期望、顧客感受與管

理者認知的差異比較》，內容點出服務品質取決於顧客期望和實際感

知的關係，為研究其中失敗原因，以同一家酒店集團下轄十二家酒店

為調查對象，顧客滿意度問卷與管理者問卷比約3.5:1，並加以訪談，

多相比較分析得出顧客與管理者雙方期望和感知落差結果。 

最後由本校郭姿吟同學發表《民宿讓旅遊地加值？民宿與旅遊地

品牌權益關係之研究》(內容詳附錄二)，品牌權益為各旅遊地管理者

公認視為最有效策略，內容難得將民宿經營與旅遊地品牌權益連結，

本研究選取臺灣民宿數量較多、知名度較高、且彼此具有不同旅遊型

態之清境地區與古坑地區進行問卷調查，以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結果顯示民宿與旅遊地品牌權益呈顯著正相關，且「知覺品質」相關

程度最高。 

(五)本校發表論文摘要及討論互動 

1、發表論文摘要 

如前所述，本次研討會本校由剛考上本校觀光系碩士班的郭姿吟

同學進行論文發表，論文主題為《民宿讓旅遊地加值？民宿與旅遊地

品牌權益關係之研究》(指導教授為曾喜鵬)，主要研究背景為基於民

宿在臺灣發展蓬勃，其強調主人精神及與周邊環境資源結合以及在空

間設計上的多樣性風格，使得民宿不僅具備住宿功能，還兼具了旅遊

吸引力；過去為數豐富的民宿研究大都著重在各別民宿經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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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有研究探討臺灣民宿產業的興起對旅遊地發展的影響。 

另方面，在競爭激烈的旅遊市場中，各類型的旅遊地管理者無不

構思各種策略來提升升競爭力，其中品牌被視為有效的策略之一，旅

遊地品牌的相關研究也因此逐漸被重視，其中旅遊地品牌權益為研究

重點之一，包含旅遊地品牌權益如何衡量？以及旅遊地品牌權益如何

形成等，然這類研究仍在發展階段，研究數量不多，亦尚未有一致性

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上述兩個議題加以連結，依據過去民宿與旅遊

地品牌權益的研究結果，重新建構一個模式來探討臺灣民宿的興起對

於旅遊地品牌權益的影響。本研究選取臺灣民宿數量較多、知名度較

高、且彼此具有不同旅遊型態之清境地區與古坑地區進行問卷調查。

共回收400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為95.2%。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清境地區或古坑地區，民宿與旅遊地品牌權

益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知覺品質」相關程度最高，

由此可知，民宿的知覺品質會直接影響到整體旅遊地品牌權益之高

低。因此，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驗證，民宿確實增加旅遊地之品牌權

益。 

2、與會者討論互動過程 

與會者包含大陸及臺灣的學者與研究生約30人，與會者對於本論

文發表主要產生的興趣有二：第一是有關臺灣民宿產業的興趣，第二

部分在於旅遊地品牌權益議題的興趣。因此，大陸學者與研究生對於

臺灣民宿的定義、概念、數量、分布、經營管理、旅遊資訊等提出許

多問題，主要由郭姿吟同學負責回答，讓與會者對於臺灣民宿產業的

發展有了更清楚的概念。而另一個與會者感興趣的問題在於旅遊地品

牌權益的研究方面，詢問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衡量旅遊地品牌權益，

以及研究的價值以及後續可研究方向，有一位臺灣學者讚賞本研究將

民宿與旅遊地品牌結合的研究創意，並提出文章在方法上可加強的地

方，這類問題則主要由共同發表者曾喜鵬老師跟與會者互動。整體而

言，本論文發表獲得與會者的熱烈討論，不論對產業現況及研究價值

得提升都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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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一) 兩岸學術交流平台多，未來應著重會議品牌建立 

不論產業或學術界，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以學術研究而言，結合兩岸知名

大學共同舉行的學術研討會，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平台，然而數量雖多，能夠創

新議題持續定期舉辦者則少有之。「海峽兩岸觀光旅遊研討會」結合了大陸北二

外及廈門大學兩所大學旅遊系，以及本校與高雄餐旅大學兩所知名的觀光學系共

同舉辦，加上該平台著重兩岸研究生的參與發表，並設置優秀論文獎，且已舉辦

四屆，已在兩岸旅遊研究領域有高知名度，逐漸累積成果與品牌價值。 

(二) 兩岸觀光學術研究差異大，未來應強化研究生參與程度 

本校已連續參加三年研討會，每屆並帶領研究生二至三位參加論文發表，並

由學生上台簡報，與在場學者與研究生互動，接受提問與回答，對於研究生而言，

是其在畢業前非常難得的學術交流經驗，一方面瞭解大陸旅遊領域研究生所關注

的研究議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應用，以及上台簡報技巧與回答問題的反應

力；另方面，研究生必須在不同文化價值與思維方式的聽眾前，簡報自己的研究

論文，讓研究生學習如何建立可以相互溝通的語言，讓與會者瞭解其研究的價值

所在，也學習如何在更多聽眾的環境下進行簡報，以及回答與會者的問題以及各

種挑戰，這是開拓研究視野的一種方法。有了這些經驗，未來將更有能力往不同

語言體系的國家進行交流。 

(三) 兩岸旅遊互動熱絡，學術界應合作建立華人旅遊研究典範 

對於參加與會的學者專家來說，除了研究議題與方法的心得交換分享，更能

藉此平台來觀察交流兩岸以及華人旅遊市場面臨的重要挑戰與議題，藉此建構出

新的研究方向、議題與方法，作為建立華人旅遊研究的新範型，進一步作為學術

研究社會實踐的工具。最後，本研討會明年將由本校 (觀光系與餐旅系)主辦，由

於參加的兩岸學者專家與研究生眾多，為本校展現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連結的重

要平台與機會，建議學校能給予大力支持，連結相關院系中心資源，共同創造本

研討會之創新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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