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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沖繩郵輪論壇」研討會係日方依據 102 年 9 月東京 APEC 會議相關結

論，為積極落實台日合作發展郵輪事業之共識，爰舉辦本次沖繩郵輪論

壇。 

本次論壇會議主題為「活用郵輪觀光振興沖繩及擴大與鄰近地區的交

流」。系列活動包括 12 月 3 日召開論壇研討會議、個別商談會及交流

會，12 月 4 日現地考察（那霸港）；國內出席單位包括交通部、航港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觀光局及地方政府等。 

關鍵字： 

 

Cruise郵輪 Berth錨泊 

maritime海事 Vessel船，艦 

Voyage 航海、航行、航渡 Fleet艦隊 

Liner 遠洋定期客輪 Turnaround 航線節點 

Refurbishment翻修 Levy 課徵名目 

Yard帆桁 Regatta遊艇 

 節(船隻或飛機每小時航行 1 海浬的速度叫做 1 節，Knot) 

1 節 = 每小時 1 海浬 (nm/h) ，≒ 每秒 0.5144444 公尺 (m/s) 

≒ 1.852 公里 (km/h) ≒ 每小時 1.150779448 英哩 (mph) 

 1 海浬 nm（nautical mile） = 1,852 公尺(= 1.150779 英哩；= 6,076.1155 英呎) 

 3 海浬 = 1 海列 （sea league）；60 海浬 = 1 度 （360 度 = 1 圓周） 

 1JPY = 0.2914 NT$ 

 25 ℃= 77 ℉ / 32 ℃= 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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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沖繩郵輪論壇」研討會及考察 

出國報告 

壹、目的 

一、緣起與目的 

依據 102 年 9 月東京 APEC 會議相關結論，為積極落實台日合作發展郵輪

事業之共識，有關共同協商推動郵輪發展論壇具體後續事宜，決議「先建立郵

輪發展論壇推動聯絡窗口(我方指定交通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日方指定海

事局) ，並由臺灣港務公司草擬論壇初稿後，再和日方聯繫洽商，期由雙方共同

邀集郵輪及觀光業界舉辦郵輪發展論壇，促進產業實質發展」，日方爰舉辦本

次沖繩郵輪論壇。 

本次論壇會議主題為「活用郵輪觀光振興沖繩及擴大與鄰近地區的交

流」。系列活動包括 12 月 3 日召開論壇研討會議、個別商談會及交流會，12 月

4 日現地考察（那霸港）等。 

本會係負責公共建設計畫審議及產業發展政策之擬訂，鑒於公共建設投資

與產業發展密切關聯，對於國際上最新的郵輪產業發展潛力與趨勢、客源市

場、相關港口基礎設施之投資均有必要蒐集資訊與廣泛的了解。本次出席與

會，除可促進與日方交流，亦可瞭解日本相關港埠建設、國際郵輪產業等發展

情勢及應用現況，吸收周邊公共工程最新規劃與發展經驗，俾應用於後續本會

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審議及產業發展政策研擬等相關業務推動之參考。 

二、本會出國人員名冊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邱智斌 
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3 年 1 月 22 日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都住處視察 

張明芳 
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3 年 1 月 22 日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都住處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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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 

行程自 12月 2日至 12月 5日共 4天，內容如次： 

中華民國 102 年 

日          期 地                點 

12月 2日(一) 台北 → 沖繩(往程) 

12月 3日(二) 研討會 

12月 4日(三) 現地考察(那霸港) 

12月 5日(四) 沖繩 → 台北(返程) 

二、研討會與考察 

(一) 研討會 

本次會議地點係位於沖繩縣那霸市區的 Loisir Hotel，該飯店位於那霸市區

捷運「旭橋」站附近步行距離約 10~15 分鐘，地點位置及交通尚稱便利。 

   

研討會係於 12 月 3 日下午，假飯店 3 樓「天妃廳」正式揭幕，系列活動包

括專題簡報及與談、個別商談會及交流會(晚宴)等。日方出席單位包括國土交通

省、沖繩觀光事業局、日本外航客船協會及郵輪公司等代表，至於我方與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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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除本會代表外，計有交通部航政司、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觀光

局及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等單位代表。 

  

   

  

會議首先由本次大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大阪府立大學池田良穗教授進行

開幕致詞，說明本次論壇希望能就日本與台灣周邊的相關郵輪產業如何交流等

議題，進行相關的意見交換，期能後續有效推動相關產業發展；隨後沖繩縣文

化運動觀光部永川部長代表沖繩縣知事(縣長)致詞，竭誠代表沖繩縣縣民歡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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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相關貴賓的蒞臨，並表示沖繩共有 160 多個島嶼，一年大約有高達 600 萬

的觀光人次，包括台灣、中國大陸及香港的郵輪產業，均和沖繩有密切關聯

性。 

接下來正式進入專題簡報及與談，中日雙方代表均有發表相關簡報，主要

議題摘要如次： 

1. 「現代郵輪與東亞郵輪旅遊之進展」 

這個專題係由委員長池田良穗教授再度上台進行簡報，主要內容係說

明東亞郵輪旅遊市場快速擴展的背景及展望、國際郵輪公司於日本進出郵

輪的發展與所面臨的課題及問題點，及如何促成國內外關係人士於振興郵

輪旅遊之共識與合作等；並提及現代郵輪係於 1960 年代在加勒比海誕生，

消費市場大致可分為豪華級 (luxurious)、優級 (premium)、大眾標準級

(standard)等三個等級(麗星郵輪即屬於標準級) 。20 年前全球郵輪觀光人口

尚不到 100 萬人，發展至今已超過 500 萬人。 

2. 「日本郵輪振興探討」 

係由日本國土交通省大臣官房審議官竹田浩三先生進行簡報，以日本

的歷史、文化、自然、地理等角度，說明現階段日本做為郵輪掛靠港、旅

遊地區的魅力與特色；此外，亦探討如何接待國際郵輪的課題、問題點與

政府的政策（觀光立國行動方案、因應大型郵輪的旅客服務中心之建置、

既有貨物船碼頭的活用、C.I.Q 的快速通關、單一窗口、全國郵輪旅遊活化

會議、郵輪旅遊推廣事業等）等議題。 

3. 「沖繩郵輪發展現況」 

係由沖繩觀光事業局上原良幸會長進行說明，包括沖繩郵輪靠港的情

形，未來可能之變化與預估（麗星郵輪的成績與代表意義等）、郵輪旅遊

於沖繩觀光產業之定位（經濟效益等），以及縣政府、OCVB（Okinawa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即沖繩觀光事業局）針對振興郵輪旅遊的具

體行動（郵輪專用碼頭的啟用、招商活動、郵輪接待政策等）等課題。最

後，並期許爭取沖繩成為亞洲的邁阿密港。 

4. 「石垣市郵輪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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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先生親自進行說明，除推銷並介紹石垣市

(日本最南端的城市)的魅力，亦針對石垣港的郵輪靠港實績之變化與預

估、麗星郵輪的常態靠港所產生的效果，以及郵輪接待體制的改善點、課

題與對策（碼頭的擴建、觀光資訊的提供等）等進行探討。依據其說明，

石桓市 2012 年的遊客人數達 70.8 萬次(含航空) ，至於 2013 年預估可達 85

萬人次。展望未來，除甫興建完成的 2000M 跑道機場已於 2013 年 3 月啟

用，將來亦預計興建水深達 12 米的新專用郵輪碼頭。 

5. 「沖繩做為郵輪旅遊地區的潛力與建議」 

係由日本外航客船協會會長入谷泰生先生進行說明，介紹日本的郵輪

旅遊現況、與國際郵輪公司所面臨的課題，以及國際郵輪公司的郵輪旅遊

航線之趨勢、模式、與東亞郵輪旅遊的執行情況等。並表示目前受限於港

口條件，許多沖繩港口無法停泊大型客輪，僅能運用接駁船方式接運旅

客，係未來亟待克服的問題。 

6. 「天時、地利、人和：隨機應變」 

大會係邀請雲頂香港有限公司（麗星郵輪）郵輪營運總監 Raymond 

Lim 簡報，他提出亞洲未來相關遊輪產業的部署策略，即為題目之「天

時、地利、人和：隨機應變」(Heavenly Timing、Geographical advantage、

Harmony of People、Follow the opportunity； Adapt to changes ) ，並指出成為

母港(Home Port)的關鍵條件包括：氣候(Weather)、地理優勢(Geographical 

advantage) 、 旅 遊 人 口 (Source market population) 、 空 運 連 結 (Air 

connectivity)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港口與觀光點距離 (Distance to 

tourist spots from ports of call)等。 

7. 臺灣代表相關簡報 

本次台灣亦有兩位代表進行簡報，其中高雄國際郵輪協會孫志鵬理事

長針對臺灣做為郵輪旅遊掛靠港的魅力、臺灣所見日本做為郵輪旅遊掛靠

港的魅力，以及振興郵輪旅遊的各種課題(包括如何因應郵輪日益大型化的

趨勢、碼頭的擴建及新建置計畫、貨物船碼頭的活用、快速 C.I.Q 通關、

外語導遊的養成等），均進行相關說明；另台灣觀光協會董事張李正琴女

士，亦針對臺灣郵輪旅遊現況（郵輪旅遊人口、郵輪旅遊天數、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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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旅遊等）、東亞郵輪旅遊市場展望（短、中、長期預測）及臺灣振興

郵輪旅遊的具體政策（對船公司、乘客的獎勵活動、招商活動等）等進行

介紹與建議。 

最後，大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池田良穗教授進行總結。 

  

  

研討會後，於會場門前廳舉行個別商談會，與會者可洽會場出席相關

遊輪業者代表進行業務相關會談(主辦單位現場備有口譯人員) 。緊接其後

的是於原專題簡報現場進行的交流會，較特別的是主辦單位僅安排圓桌，

用餐方式刻意以較輕鬆的立食方式進行，希望可透過此機會與來自各國的

論壇參加者相互交流，我方係由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代表致感謝辭。 

整體論壇系列活動於簡單的餐會後，圓滿畫上第一階段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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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地考察(那霸港) 

1. 沖繩港口簡介 

沖繩縣內共有 45 個港口，其中共有 6 個「重要港灣」(與日本國家發

展有緊密關係的港口)，分別為沖繩本島的那霸港、運天港、金武灣港、中

城灣港，宮谷地區的平良港，以及八重山地區的石垣港。 

   

2. 行程紀要 

12 月 4 日(即研討會次日) ，大會係安排與會人員至那霸港進行現地

考察參訪。那霸港分為那霸碼頭區（Naha Terminal）、泊碼頭區（Tomari 

Terminal ）、新港碼頭區（ Shinko Terminal）、浦添碼頭區（Uras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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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l）等四大區域，現由「那霸港管理組合（Naha Port Authority）」機

關所管理。此機關是由沖繩縣、那霸市、浦添市等三個地方自治單位所組

成，從 2002 年 4 月 1 日開始取代那霸市，成為那霸港的港務管理單位。各

碼頭區資訊分別如下： 

(1) 那霸碼頭區：主要停靠鹿兒島航線渡輪、RORO 船、水泥船、穀物船。大小

碼頭共計 15 座（小碼頭：水深-4.5m 以下），水深-5m～-9m，可停靠 1

萬噸級船舶。管理機關「那霸港管理組合（Naha Port Authority）」即位

於本區 2 號碼頭。 

(2) 泊碼頭區：停靠周邊離島的定期渡輪、郵輪以及小型釣漁船。大小碼頭共

計 10 座，水深-4.5m～-9m，可停靠 7 萬噸級船舶。本區 8 號碼頭現為郵

輪的專用碼頭。 

(3) 新港碼頭區：本區為沖繩縣經濟流通之中心，主要停靠外貿貨櫃航線船舶

（北美、中國、臺灣、近海）、阪神及鹿兒島航線的定期渡輪，以及東

京、大阪、博多、鹿兒島、及宮古島與八重山地區航線的貨物船。大小

碼頭共計 23 座，水深-5m～-13m，可停靠 4 萬噸級船舶。本區 7 號碼頭

在泊碼頭區 8 號碼頭無法停靠時，亦被利用作為郵輪靠泊碼頭。 

(4) 浦添碼頭區：停靠載運水泥、工業品船舶。大小碼頭共計 9 座（8 號碼頭建

設中），水深-7.5m～-9m，可停靠 7 千噸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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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港於 2012 年進港郵輪為 67 艘次，於全日本排名第 5，僅次於橫濱

港（Yokohama；142 艘次）、博多港（Hakata；112 艘次）、神戶港

（Kobe；110 艘次）及長崎港（Nagasaki；73 艘次），郵輪遊客達 70,478

人次。為更進一步拓展沖繩的郵輪觀光，那霸港管理單位規劃泊碼頭區

（Tomari Terminal）8 號碼頭為郵輪專用碼頭，並於 2009 年 9 月開始啟

用。8 號碼頭屬棧橋式碼頭，全長 340m（碼頭 210m＋繫船浮台 130m），

水深-10m，可停靠 13 萬噸級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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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那霸港管理單位著手進行周邊聯外道路的整修以及新旅客服

務中心的建置(已於 2012 年 3 月動工)，以因應日益成長的靠港郵輪數量及

來訪旅客人數，並預防旅客受到沖繩當地炎熱氣候與颱風季節時的影響。

新旅客服務中心所需經費估計約需 12 億日圓，預定 2014 年 4 月正式啟

用，預計可容納 35 輛巴士，並規劃動線避免與計程車造成壅塞現象；並

且為服務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中心內的導覽規劃以 5 種語言（日、英、

繁中、簡中、韓）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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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會議資訊的提供，特別感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鐘

英鳳副總經理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行銷運籌處葉明俊先生聯繫協助，謹致  

謝忱。此外，交通部及臺灣港務公司亦派代表參加，均密切關注其發展趨勢與

對我國之衝擊，相信後續會納入相關的建設計畫規劃及營運策略調整。 

參與「沖繩郵輪論壇」研討會及考察參觀那霸港及相關景點，獲得下列幾

項心得與建議： 

一、 瞭解東亞郵輪旅遊、日本沖繩與石桓市郵輪的發展狀況，並感受到日本積極拓

展郵輪產業之企圖心，那霸港每年雖僅吸引將近 60 艘的郵輪造訪，但為更進

一步拓展沖繩郵輪觀光、因應日益成長的靠港郵輪數量及來訪旅客人數，那霸

港管理單位著手進行周邊聯外道路的整修以及新旅客服務中心的建置，其中更

預定於旅客服務中心內設置 5 種語言（日、英、繁中、簡中、韓）的導覽標

示，其貼心的服務及強烈企圖心亦為台灣可學習之處。 

二、 近年來，亞洲各國持續擴增投資其港口相關基礎建設，不但引起全球郵輪產業

對亞洲市場的關注，也陸續開發出新的遊程規劃，根據國際郵輪協會 CLIA 統

計，亞洲郵輪市場平均年成長已達 8-9%，高於全球平均成長率。亞太地區 35

億的人口中，即有 0.05%(175 萬)的人有意願搭乘郵輪，亞洲郵輪市場崛起，

將為郵輪產業帶來相當龐大經濟的效益；近幾年，因歐美郵輪市場客源已逐漸

飽和，遊輪業者為開發新客源，皆受到亞洲，尤其是大陸新興中產階級客層，

以及高消費能力的頂級奢華客群之吸引，莫不爭相積極投入此一新興市場。 

三、 世界港口或港埠城市欲提高本身之國際競爭力，除可積極投資或結合民間資

金擴建碼頭、浚深航道、掌握市場先機、並支持所在城市開發為海洋親水的旅

遊中心，使港、市發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外，一個成功的郵輪港口所需具備

的條件，包括要能確保郵輪旅客對於停泊港有高度的評價，而欲獲得旅客高度

評價，郵輪所彎靠的目的地必須能提供吸引人的岸上活動與旅遊景點，提供完

善的無縫接軌交通服務設施、具備良好語言能力提供專業的導覽服務，另外一

項重要條件即有效率與便利的郵輪通關作業，提供旅客快速及便捷的入出境作

業服務等，四面環海的臺灣，更有機會利用這個優勢。各大都市如何塑造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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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便捷運輸，讓從海上來的遊客能夠順暢的造訪並獲致美好體驗，值得交

通部及各地方政府腦力激盪並發揮創意。 

四、 發展郵輪產業將帶來諸多經濟效益，即所謂的郵輪經濟；倘若可成為郵輪母

港(Homeport，係指以該港埠為郵輪的起點或終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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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效益將更為可觀，日本現階段亦

積極評估國內具潛力條件之港口能否發展為郵輪母港。郵輪產業所帶來的效

益，除了港口收費等直接收入外，亦包括相關支援性服務、乘客和船員之相關

消費，並為周邊餐飲業、娛樂業、船務保險業等各種行業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與

商機。 

五、 論壇中，透過日本與台灣周邊相關郵輪產業發展議題，也間接瞭解台灣發展

郵輪產業之優劣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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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多屬朝至夕離，為短暫停留的過路客，靠泊時間多在 8-12

小時內，對地方觀光產值效益有限；另外，台灣 102 年不定期大型國際郵輪到

港數達 214 艘次，較 101 年成長 71%，103 年預計還會有皇家加勒比遊輪、公

主郵輪、歌詩達郵輪等國際知名郵輪業者投入更多資源經營台灣市場，預估未

來到港郵輪將有機會上看 230 艘次，惟國內基礎建設是否能滿足這些新興發展

需求、航點特色與周遭觀光資源、軟硬體服務能否吸引旅客、營運將會面臨的

挑戰如何因應、兩岸政策調整對郵輪產業所帶來的影響等，均係未來身為政府

部門需審慎思考的課題。 

六、 目前許多國家商港在發展國際郵輪業務已有相當成效，而各該商港在發展之

初可能都會遭遇許多問題，甚或產生虧損，但只要經營團隊有明確的目標定

位，有效掌握產業趨勢，並積極爭取國際郵輪航線彎靠，相信在廣大市場誘因

下，終能成功吸引國際郵輪航商將該港口市場納入開發的考量。 

七、 會議中台灣代表均一再提及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及高雄港客運專區港務大樓

目前均課正推動中，兩案均肩負呈現國家南北門戶意象的關鍵地位，亦與日後

相關郵輪產業發展、提昇旅運服務品質息息相關。後續除應請交通部積極推

動、加速實施外(據悉高雄港港務大樓已於 102 年 9 月 26 日開工、預定於 106

年 6 月完工後營運，基隆港港務大樓計畫期程至 106 年 3 月)，可建議交通部

應針對港區空間營造議題用心規劃(如後續場地營運應考量多元化發展及多角

化經營等，審慎規劃活化利用機制，並配合節能減碳與綠建築等落實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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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後續為發展郵輪產業，亦建議交通部必須與地方政府保持密切夥伴關

係，並積極投入郵輪旅客服務設施周邊交通改善等，如包括連結本市捷運至機

場、火車站及高鐵站等地，以吸引國外郵輪航商未來將高雄港、基隆港納入郵

輪停靠航點，進而成為郵輪母港。另，尤應注意港務大樓與郵輪停靠碼頭之空

間距離及交通動線應有前瞻妥適之規劃，以提供迅速便捷順暢之人、車進出，

提高運轉效率，亦讓計畫發揮最大綜效。 

八、 兩日短暫的研討與參訪，台灣與日本之官方與業界代表皆進行多項意見之交

換，有助於未來進一步共同合作推動郵輪及觀光產業之發展，並期待可提升雙

方郵輪旅遊之市場吸引力，創新港口價值、啟動港市觀光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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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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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研討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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