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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點摘要： 

    我國為因應 COVID-19 疫情滾動檢討相關防疫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解除國際郵輪靠泊臺灣港口之禁令，並頒布郵輪防疫相關指引手冊供遵

循，然部分郵輪業者仍認為執行細節尚有待釐清或可放寬之處。查新加坡、馬來西亞為

後疫情時期亞洲地區首先開放郵輪營運之國家，對於營運兼顧防疫已有一套與郵輪業

者磨合成熟之模式，值得臺灣借鏡。 

    特此規劃由交通部航港局、觀光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線場站作業單位

同仁親赴東南亞港口進行考察，本案預期效益除了解新加坡、馬來西亞郵輪防疫

政策，作為日後與指揮中心、其他單位溝通之基礎資料，並作為未來實務之參考

外；並與韓國、香港港口單位及郵輪公司、船代業者交流各國郵輪政策及 2023年

郵輪市場概況，共同爭取途易郵輪、名勝世界郵輪及其他國際郵輪增加亞洲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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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核定國際郵輪掛靠入境及母港作業操

作指引，並同時解除 109年 2月 6日函示禁止國際郵輪靠泊我國港口的「禁郵令」，正

式宣告解封國際郵輪來臺。惟我國 COVID-19疫情擴散及平息趨勢較全球略晚，部分國

際郵輪公司在營運操作考量下，已將部分航線移轉；例如歌詩達郵輪曾於網路上宣布

計畫全面撤離亞洲市場。又因郵輪操作須考量因素較一般商船複雜，郵輪公司大多於

抵港前一年半至兩年即開始預報船期，爰解封郵輪政策尚未明朗前，許多以往來臺布

局郵輪操作之集團，已將部分郵輪調度往歐美國家及已開放之亞洲港口先行營運。 

  為實際掌握亞洲鄰近港口現行郵輪防疫作為，並有效刺激郵輪公司回臺運作及瞭

解我國郵輪防疫作業指引執行細節，本次規劃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進行考察，並實際

拜會名勝世界郵輪公司及華林船務代理集團，並透過本次出訪行程將我國各單位郵輪

相關獎勵措施與行銷規劃、郵輪操作指引及臺灣港群更新優化及推薦掛靠景點直接提

供給郵輪相關業者，爭取郵輪業者將船派駐回亞洲運營，並與業者共同尋求推廣、行銷

新興郵輪行程靠泊我國港口。 

適逢途易集團(TUI Group)旗下途易郵輪公司邀請臺、日、韓、港等港口及觀光相

關政府部門成員前往考察馬來西亞檳城、巴生、新加坡等已有郵輪營運之亞洲港口實

地瞭解其防疫政策執行情形，並安排參訪該公司旗下邁希夫 5號(Mein Schiff 5)於各

港之實務運作。本次出國考察行程併同韓國海洋水產部、香港旅遊發展局、華林船務代

理集團及我國相關單位代表交通部航港局、觀光局與臺灣港務公司(下稱港務公司) 聯

合出訪前往考察，秉持「臺灣郵輪國家隊」精神，共同爭取郵輪來臺並兼顧防疫工作

下，一同學習觀摩本次行程交流各單位之操作模式、船舶規劃、港口建設、接待能量及

防疫措施等，作為我國推動郵輪產業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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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期間與考察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 

12/4 

(日) 

09:30~14:20 臺北-馬來西亞 啟程 

15:15~16:30 馬來西亞檳城港 考察檳城港登輪通關作業流程 

16:45~19:15 邁希夫 5號 歡迎雞尾酒會及船上設施導覽 

 

12/5 

(一) 

10:00~10:30 馬來西亞巴生港 巴生港港口考察 

10:30~15:00 

邁希夫 5號 

途易郵輪營運簡報 

16:00~18:40 與東亞各國代表交流 

17:00~21:00 與途易郵輪船代-臺灣華林業者交流會議 

 

12/6 

(二) 

09:00~09:15 
邁希夫 5號 

觀摩首航入境新加坡港之拖船噴水歡迎 

11:00~12:00 與韓國濟州代表交流雙方郵輪產業合作 

12:15~13:00 濱海灣郵輪中心 參觀郵輪旅客出入境作業 

14:45~16:30 邁希夫 5號 
向途易郵輪行銷臺灣港群設備優化及觀光

局、航港局、港務公司優惠說明 

12/7 

(三) 

10:00~12:00 濱海灣郵輪中心 考察濱海灣郵輪中心 

14:30~16:30 新加坡郵輪中心 考察新加坡郵輪中心 

12/8 

(四) 

10:00~13:00 

新加坡市區 

拜會華林通運新加坡公司 

14:30~16:30 拜會名勝世界郵輪新加坡公司 

17:00~18:00 拜會觀光局新加坡辦公室 

12/9 

(五) 
14:15~18:55 新加坡-臺灣 回程 

參、 考察人員 

機關/公司名稱 單位 職稱 姓名 

交通部觀光局 國際組 專門委員 黃怡平 

交通部航港局 

航務組 副組長 施惠真 

航務組 科長 杜文允 

航務組 視察 徐若羚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務分公司 

棧埠事業處 副處長 梁經士 

港務處 經理 詹彥暉 

棧埠事業處 助理管理師 江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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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摘要 

一、 參訪檳城港(Penang Port)郵輪碼頭 Swettenham Pier Cruise Terminal  

(一) 郵輪碼頭基本資料 

1. 泊位基本資料： 

 主要泊位 內側碼頭北端 內側碼頭南端 

碼頭長度（m） 820.0 270.0 100.0 

水深（m） 11.0 10.0 5.5 

檳城港 Swettenham 郵輪碼頭主泊位長 820.0m、深度 11.0m；突堤內側北端碼

頭長度 270.0m、深度 10.0m、突堤內側南端碼頭長度 100m、深度 5.5m。本次

參訪所搭乘 Mein Schiff 5停靠於主泊位北側位置。 

2. 於 2021年完成碼頭擴展，可供 2艘綠洲級郵輪停靠，並可在指定時間內處理

12,000旅客。 

3. 檳城港旅客場站目前已無任何強制防疫措施(如量體溫、酒精消毒..等)且無

須提出快篩或疫苗接種相關證明，惟現場仍張貼須配戴口罩之宣導且工作人

員一率佩戴口罩，但旅客如未戴上口罩，場站亦不強制要求。 

 

(二) 港口照片 

 

 

 

 

 

 

 

 

 

 

 

 

 

 

 

圖 1、Swettenham Pier Cruise Terminal 旅客中心 1 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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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旅客中心 2樓大廳，由左側經船公司檢查後登輪 

 

 

圖 3、旅客中心遠景，旅客從 2樓報到後經手扶梯下到一樓碼頭， 

沿著碼頭風雨走廊步行至船邊登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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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旅客經碼頭舷梯登輪 

 

 

圖 5、交通部觀光局、航港局、港務公司組隊前往東南亞考察主要郵輪碼頭及 

邁希夫 5號(Mein Schif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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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出境動線 

圖 6、檳城港簡易出境動線圖 

 

二、 參訪巴生港 Port Klang 

(一) 郵輪碼頭基本資料 

1. 巴生港為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縣（馬來語：Daerah Klang）的一個港區，是

馬來西亞的重要集裝箱口岸，不僅是該國的最大貨運港口，也是馬來西亞在西

馬西海岸和馬六甲海峽的「海上門戶」之一。 

2. 巴生港使用旅客橋連接郵輪，旅客由 2 樓連接廊道進入查驗空間，僅有 6 道

移民署人工查驗櫃檯、2道 X光機檢查儀(另有 1臺備用)；如郵輪停靠較遠碼

頭，旅客通關完畢後另使用接駁車接駁至船邊登輪。 

3. 巴生港旅客場站目前無任何強制防疫措施(如量體溫、酒精消毒..等)且無須

提出快篩或疫苗接種相關證明，場站內亦無張貼防疫宣導事項；僅工作人員佩

戴口罩，且未要求旅客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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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港口照片 

圖 7、巴生港旅客中心及碼頭遠景 

圖 8、旅客中心前風雨走廊透過空橋連接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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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旅客由船上經空橋走至巴生港風雨走廊 2樓進入旅客中心通關 

(三) 掛靠旅客簡易出入境動線 

 

 

 

 

 

 

 

 

 

 

 

 

 

 

圖 10、巴生港掛靠港旅客簡易出入境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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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 Marina Bay Cruise Centre Singapore 

(一) 郵輪碼頭基本資料 

1. 場站資訊： 

(1) 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是位於新加坡濱海南的郵輪碼頭，由新加坡旅遊局耗

資 5 億新加坡幣於 2009 年 10 月動工，2012 年 5 月 22 日竣工並榮獲新加坡

建設局頒發綠色標誌獎，由新翔集團有限公司得標經營(SATS Ltd.)，並於

2021年被評為「Asia's Best Cruise Terminal 2021」亞洲最佳郵輪旅客中

心。 

(2) 碼頭總長度為 360公尺(含主碼頭 300公尺及延伸繫纜樁 60公尺)，水深 11.5

公尺，可以同時容納兩艘載客 6,800 人的大型郵輪旁靠，旅客下船後如選擇

結束旅程，採搭機方式離開新加坡，若飛機航班為同一天出發離境，中心提

供登機與行李預掛服務，旅客可在中心直接辦理登機手續與行李中轉服務，

讓旅客直接前往機場離境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3) 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下稱 MBCC)使用旅客橋連接郵輪，旅客由船上經空橋

進入查驗空間，並可同時使用 2座旅客橋，1道供旅客下船查驗、1道供旅客

返回船上、動線分流。MBCC 共有 18 道移民署人工查驗櫃檯、22 道自動查驗

櫃臺、5 道 X 光機檢查儀(其中 1 道為紅線申報)，預計於 2 年內全數更換為

自動通關櫃檯，並增設為 76道。 

(4) MBCC 旅客場站內 2 樓座椅、報到櫃檯乃至移民署櫃檯等設置基本上為鏡射、

左右對稱，方便船公司使用上可直接一分為二，同時供兩家船公司一同使用

(1左 1右)。 

(5) 旅客抵達場站後，如屬團客由 1樓託運行李、旅客則至 2樓進行報到及通關；

散客車輛則可直接由坡道至 2 樓門口下車，門口亦可託運行李、旅客直接進

入場站進行報到及通關；下船旅客之團客、散客接送區，仍以散客 2 樓、團

客 1樓之分流作法進行，另船上 TOUR行程則比照團客，從 1樓上下車。 

(6) MBCC旅客場站目前無任何強制防疫措施(如量體溫、酒精消毒..等)，場站內

仍張貼防疫宣導事項如戴口罩或保持安全距離..等，但並未強制要求旅客配

合；旅客入境前皆須線上填報入境聲明卡並提供疫苗接種相關證明。 

2. 經營模式： 

(1) MBCC旅客場站採「特許經營」模式，由 SATS Ltd.(下稱 SATS)與經營巴塞隆

納港公用郵輪碼頭的 Creuers del Port de Barcelona S.A.合資，於 2012

年得標特許經營 10+5年(預計 2027年屆期)，目前係由 SATS 公司進行場站主

要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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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TS 公司於新加坡當地僅有 22 名正職工作人員，故場站相關現場勞務係委

由其他外包公司進行操作，諸如:旅客橋操作及維護、場站清潔、外幣兌換、

現場保全、行李檢查作業、行李託運及登輪，皆由 SATS之外包商負責；但相

關主要設施如 X光機、旅客橋、場站建物及場地等，皆屬政府單位-新加坡旅

遊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下稱 STB)所擁有。 

(3) SATS 公司所收取之旅客服務費、行李託運等費率，皆由 STB 訂定固定費率，

SATS無權進行任何價格變動，故其營利取決於如何在上繳 STB規定的年度契

約基本營收外，盡可能衝高旅客服務人數及減少營運成本以增加收益。此外

STB每年度亦會針對其服務水準進行 KPI項目績效評估，以確保服務水準。 

(4) 郵輪靠泊船席由 SATS 公司依照 STB 規定的指泊規則，於 24 個月前排定，其

主要以母港作業優先、大船優先等作為船席衝突之序位安排參考，另亦會協

調郵輪公司調整進港時間，以利更多郵輪靠港作業。 

(二) 港口照片 

圖 11、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MBCC)遠景 

圖 12、行李提領區，以顏色及英文字母區分旅客艙房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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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MBCC)1樓配置圖(官網照片) 

圖 14、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MBCC)2樓配置圖(官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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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空橋連接郵輪及旅客中心風雨走廊    圖 16.同時搭兩座旅客橋，上下船分流     

       (圖 15為下船動線)                             (圖 16 為上船動線) 

 

圖 17、MBCC場站內部基本上為鏡射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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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散客從 2樓下車並託運行李 

圖 19、團客從 1樓下車並託運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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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樓車道設計為 U型，並提供 24個車格供大、小載客車輛暫停 

圖 21、與 SATS- Creuers 侯美芳業務主管 (左五)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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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出入境動線 

1. 出境 

圖 22、MBCC出境動線(1樓) 

 

圖 23、MBCC出境動線(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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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境 

圖 24、MBCC入境動線(2樓) 

 

圖 25、MBCC入境動線(1樓) 

 

 



17 
 

四、 參訪新加坡郵輪中心 Singapore Cruise Centre 

(一) 郵輪碼頭基本資料 

1. 場站資訊： 

(1) 新加坡郵輪中心 Singapore Cruise Centre (下稱 SCC) 由原新加坡港務局

於 1991 年建造，並於 1998 年整修更新，郵輪中心碼頭分別設置兩區，即國

際客運碼頭（IPT）和區域渡輪碼頭（RFT）。 

(2) 2003 年 4 月 1 日，由新加坡郵輪中心私人有限公司接管郵輪中心的管理權，

包含服務國際郵輪的兩座國際客運碼頭（碼頭長度 310米(外側)和 255米(內

側)、水深 12米），及提供區域渡輪的 3座(6泊位)突堤碼頭。 

(3) SCC 場站之區域渡輪主要供往返印尼民丹島及巴淡島的渡輪，疫情前每日共

有 4 萬名旅客進出，平均一艘渡輪可搭載 260 名旅客，相當於每 5 至 10 分鐘

即有一班渡輪開航，靠離泊交通相當頻繁。 

(4) 因受碼頭上方前往聖陶沙的空中纜車(高度限制)及迴船池空間(船長限制)之

因素，無法靠泊較大型郵輪，雖其碼頭深度 12米，僅能接待船長 270米以內、

船高 50米以下船隻；故其主要服務國際、國內渡輪及小型國際郵輪為主。 

(5) 在場站有限空間下須提供郵輪、渡輪共同作業，因此兩者間各項作業協調十

分重要。郵輪靠泊前一週，移民署、海關、港代、地接及旅客中心皆須進行協

調會議，例如確認 30 道移民署櫃檯是否渡輪、郵輪各使用一半(原則上是各

半)，或調整渡輪/郵輪櫃檯使用比例，以提升作業效率。 

(6) 國際郵輪作業區計有報到櫃檯 33 道、託運行李櫃檯 10 道並具行李輸送帶、

移民署櫃檯 30 道(10 道自動通關櫃檯、20 道人工櫃檯，共計 30 道供國際郵

輪使用)、出境行李查驗共 3光機、入境查驗 X光機 6部。 

2. 經營模式： 

SCC之經營管理單位轉變歷程複雜，大致為原先公務機關改制為類似國營企

業，後又歷經單位分割、整併、資產變賣等過程，現今 SCC 主要由

MapleTree（私人集團）進行場站、港口、商場經營等操作；至於相關法律

規定、定價船席指泊規則等，則由 MPA(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負責制定。 



18 
 

(二) 港口照片 

圖 26、新加坡郵輪中心 SCC郵輪碼頭照片(官網照片) 

 

 

 

圖 27-纜車經過 SCC 港區上方，圖中停泊郵輪為銀海郵輪幻影號及 2 艘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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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新加坡郵輪中心 SCC 1樓平面圖(官網照片) 

圖 29、新加坡郵輪中心 SCC 2樓平面圖(官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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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新加坡郵輪中心 SCC Lobby C入口處，旅客可於 1樓託運行李後、 

2樓進行報到、通關查驗 

圖 31、新加坡郵輪中心 SCC 1樓行李託運櫃檯共有 10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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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通往 2樓 (渡輪、郵輪報到及查驗空間) 手扶梯，及船班資訊顯示螢幕 

圖 33、旅客上到 2樓，可依地上標示指標燈箱分流通關， 

右手邊為郵輪旅客通關作業區、左手邊為渡輪通關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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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往前直行為報到櫃檯及候客區域，左手邊為通關查驗區 

 

 

 

 

 

 

 

 

 

 

 

 

 

 

 

 

圖 35、2樓設有貴賓室，惟疫情後直到參訪當日(2022/12/07)皆未使用。 



23 
 

圖 36、通關查驗後，經 2樓連通廊道前往登輪 

圖 37、2樓連通廊道右手邊可看到郵輪碼頭，無郵輪停靠時，可供渡輪臨時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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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樓連通廊道左手邊為渡輪碼頭，國際渡輪、國內渡輪皆有 

圖 39、與新加坡郵輪中心私人有限公司王慕儀副總裁 (左五)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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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出入境動線 

1. 出境 

圖 40、SCC出境動線(1樓) 

圖 41、SCC出境動線(2樓) 



26 
 

2. 入境 

圖 42、SCC入境動線(2樓) 

圖 43、SCC入境動線(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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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途易郵輪 TUI Cruises 

(一) 基本資料 

1. 成立時間：2007年。 

2. 總部：德國漢堡。途易郵輪為由德國途易集團及挪威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

（RCCL）共同創立之合資公司，途易郵輪旗下共有兩個郵輪品牌：Mein Schiff 

系列& Hapag LLoyd，都主要服務德語市場，船上 99%皆為德國旅客，故船上

所有設施包含指標、菜單…等使用德文；Hapag LLoyd 旗下郵輪為 Europa、 

Europa2 ，總噸數相對較小(載客量約 500人)，主要為服務較高端客群。 

3. 船隊概況： 

 

 

船名 

 

總噸數 

長度(公尺) 

吃水(公尺) 

載客數(人) 

 

備註 

邁希夫一號 111,554 長度：316 

吃水：8 

載客數：2,534 

 

邁希夫二號 111,500 長度：316 

吃水：8.1 

載客數：2,534 

 

邁希夫三號 99,526 長度：293 

吃水：8.05 

載客數：2,506 

 

邁希夫四號 99,526 長度：295 

吃水：8.27 

載客數：2,506 

 

邁希夫五號 98,785 長度：295 

吃水：8.05 

載客數：2,534 

 

邁希夫六號 98,811 長度：295 

吃水：8.25 

載客數：2,534 

 

即將投入服務船舶 

邁希夫七號 111,100 長度：316 

吃水：- 

載客數：2,534 

預計 2024 建置完成。 

邁希夫八號 161,000 長度：326 

吃水：- 

載客數：4,100 

預計 2024 建置完成。 

LNG船 

邁希夫九號 161,000 長度：326 

吃水：- 

載客數：4,100 

預計 2026 建置完成。 

LNG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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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對象： 

Marcus Puttich, Senior head of Port Management& Operations、Maria 

Tauschke, Head of Port& Ground Operations、邁希夫 5號船長、 邁希夫 5號

郵輪總監 Mr. Kummerer 、Dickson Chin, Wallem Managing Director、臺灣華

林陳明澂董事長、Oh, Sang-Pil of Jeju Maritime Industry Division、Lee, 

Chae- Eun ,manager of cruise marketing of Global Marketing Group。 

(三) 拜會記錄重點摘要： 

1. 據途易郵輪統計顯示，以 2019 資料為例，全球郵輪旅客中歐洲旅客佔比為

第二大，且其中德籍旅客又為歐洲旅客中佔比最高者。 

2. 途易郵輪客群 99%來自德國本土且年長者多，如要發展途易郵輪掛靠，旅客

下船後旅遊體驗是重要考量點之一，其餘 Fly-cruise 母港作業考量重點尚

有： 

(1) 目的地距離德國多遠。 

(2) 是否易於到達。 

(3) 如要搭乘飛機，則飛機航班是否頻繁，且當地機場接待量是否足夠接納 Fly-

cruise旅客。 

3. Mr. Puttich 直言最重要必須找到臺灣獨特旅遊體驗之吸引性，尤其德籍旅

客較喜歡岸上 tour(約 60~70%旅客會購買 tour行程)、去體驗當地不同的人

事物、文化與當地食物；同時也增裕岸上 tour販售營收。 

4. Mr. Chin 建議香港、濟州及我國各港，應透過下列兩種方式一同努力吸引郵

輪回到亞洲市場: 

(1) 各港應整合港口管理、地方政府及相關業者力量。 

(2) 鄰近國家港口應互相合作，例如將韓國、日本、香港及臺灣串聯成一條觀光

航線，更可有效吸引郵輪回到亞洲佈署。 

5. 本次拜會另一個重點，是介紹途易郵輪在疫情期間各階段的防疫措施，以及

在疫情初期，該集團所制定最早且最完善之郵輪防疫指引並滾動修正、監測

執行狀況。 

6. 本分公司亦透過場站介紹影片及簡報向途易郵輪展現基隆港、高雄港現有的

港口環境設施、臺灣港群周邊知名景點及明年之優惠方案，觀光局、航港局

亦使用簡報說明各自優惠。 

7. 途易郵輪與華林公司皆建議延長獎助要點實施時間，因郵輪船期多為提前預

定(以途易為例，22個月前已安排)，今年補助雖然優渥，但船公司很難變動

許多既定行程並直言在 2025 年前之行程變動彈性不大，希望港公司能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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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彈性之計算方式，合併計算途易目前與未來將預報之航次，將可更有效

激勵郵輪佈署。 

8. Mein Schiff 系列船 99%為德語顧客，且多為年長人士，如要吸引其來掛靠，

相關環境建議進行相應調整，例如增設(移動式)德語立牌、或德語系服務人

員..等。 

(四) 「邁希夫 5號(Mein Schiff 5)」防疫措施： 

Mein Schiff 5 於 2014 年由邁爾船廠建造，2016 投入途易郵輪服務，可載

2,534名乘客，全體船員為 1,030人，船員與服務旅客比為 1:2.5，優於一般郵輪

服務平均 1:5 比值，該船主要客群為德國旅客，自 2019年後，平均搭乘旅客年齡

為 49歲。藉由此次參訪郵輪機會，實地了解現階段營運中郵輪的防疫政策，其防

疫重點摘要如下: 

1. 防疫目標：阻絕病毒於船外，防止船內傳播鏈。 

2. 疫苗政策:配合旅遊目的地的防疫政策，以航行營運路線區分是否需提供疫

苗接種證明，基本上除少部分航程需提供疫苗證明外，大部分航線皆無強制

要求疫苗證明。 

3. 登輪前 COVID-19抗原檢測:要求 4歲以上旅客須提供陰性證明。 

4. 航程期間與 COVID-19 抗原檢測陽性有密切接觸後，需要對未接種疫苗者，

由船醫進行額外的測試，測試費用約 25歐元，需旅客自行負擔。 

5. 登輪七日前須填寫完成健康申明問卷。 

6. 航行中不強制佩戴口罩。 

7. 以此次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航線為例，邁希夫 5 號要求 12 歲以上旅客提供

WHO 認證 COVID-19 疫苗證明(兩劑基礎劑)，登輪前須提供兩次抗原檢測證

明(第一次在郵輪登輪前 72 小時至 48 小時；第二次在抵達當天或最多在郵

輪登輪前 24小時需提供醫院開立之陰性證明)，業者要求全體船員、工作人

員須接種 2劑疫苗，航程中並定期實施抽檢，持續統計船舶營運期間近 30日

內累積旅客及船員確診數，作為船上防疫政策追蹤參考。 

8. 比對 TUI 集團與邁希夫 5號防疫措施，大部分措施與我國防疫指引相近無明

顯差異，除口罩政策(室內建議佩戴)與旅客下船入境篩檢(下船入境前須提

供登岸當日或前一日內快篩陰性結果)以我國較為嚴謹外，其餘細節經確認

後，與我國防疫作為可順利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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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照片： 

圖 44、途易郵輪港口管理及操作 Senior head Mr. Puttich分享途易郵輪介紹簡報 

 

圖 45. Mr. Puttich分享途易郵輪航程制定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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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與 Mein Schiff 5 船長(左三)及郵輪總監 Mr. Kummerer  (右六)合影 

圖 47、與途易郵輪及與會各單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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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旅客登輪前須填寫健康問卷(正面)             圖 49-健康問卷(正面) 

   

六、 拜會華林船務(香港)有限公司 

(一) 基本資料 

華林集團 Wallem 成立於 1903 年，是世界十大第三方船舶管理公司之一。

Wallem 集團業務廣泛，包括船舶管理、代理服務、商業管理、資產管理、船

員和培訓。 

(二) 拜會對象： 

1. 新加坡華林： Loannis Stefanou, Managing Director、 Frankie Tan, 

Director/ General Manager、Steven Yong, Operations Manager。 

2. 臺灣華林：陳明澂董事長、吳妙真經理。 

(三) 拜會記錄重點摘要： 

1. SSA (Singapore Shipping Association)於郵輪作業前會邀集船代、場站、政

府等各單位，共同協調許多事情，包含通關通道分配、行李空間、旅客動線...

等。  

2. 在 MBCC建造時，SATS 即邀請華林一起討論，因船代有時能提供不同面向之建

議，如原本 SCC 規畫計程車停等區離場站很近，但因人多時反而造成交通擁

塞，後來即依華林意見將停等區往外推；MBCC 剛蓋好時，華林在郵輪實際作

業前，也有派人實際演練、優先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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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加坡移民署建置一套新系統，旅客入境前皆須填寫 SGAC (SG Arrival 

Card )健康聲明卡，郵輪旅客入境時移民署也都會檢查此系統之相關資訊，即

旅客需先線上填卡、資訊上傳得到政府許可，始得入境。 

(四) 拜會照片： 

圖 50、與華林集團介紹基隆港東、西岸現況及郵輪相關優惠 

 

圖 51、與華林集團新加坡辦公室總經理 Mr. Stefanou (左六)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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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會名勝世界郵輪 Resorts World Cruises 

(一) 基本資料 

1. 成立時間：2022年 

2. 總部：新加坡。名勝世界郵輪是名勝世界的品牌延伸，名勝世界是全球知名品

牌，旗下擁有 46 家酒店，每年接待超過 8000 萬名遊客，名勝世界郵輪的成

立，由擁有超過 50 年酒店管理（經驗）和近 30年全球郵輪經營（經驗）的

管理層提供全面支持。 

3. 旗下郵輪：目前僅有「雲頂夢」，總噸數 150,695，長度 335 米、吃水 8.3米、

載客數 3,352 人。 

(二) 拜會對象：Michael Goh, President、Tina Sia, Senior Manager、 廖英杰

高級經理、 Bernard Koh, Executive。 

(三) 拜會記錄重點摘要： 

1. 名勝世界開張至今僅 5個半月，開張僅用 45天即完成所有部署及協調開始營

運，營運 3個月即開始有淨利，最近賣票率都有到 95%，有時更超過 100%(有

不佔床的幼兒)；現在航線主要為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雙母港作業，航線可概

分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航線，新加坡出發航線主推 2 至 5 日行程，主要停靠

巴生港、檳城、普吉島、泗水與峇厘島。馬來西亞航線以巴生港為母港，主推

2 至 5 夜行程，主要停靠新加坡、檳城與普吉島，主要客群經營家庭、小孩與

多代同堂為主。並於 111年底將航程延伸到泰國、印尼(12 月中開始航行)。 

2. 據名勝世界觀察，疫情後旅客習慣也有改變，如年輕人喜歡郵輪之比例變高、

陽台艙或較高級的艙等也更受歡迎。   

3. 名勝世界旗下現僅有雲頂夢一艘船，持續積極搜尋合適的船拓展船隊，探索夢、

世界夢當然是名勝首選，但因仍有許多商業因素要協調，尚不能確定是否能把

這兩艘船收入旗下。故不能確定回歸基隆的時間。 

4. Michael總裁對於港務公司的優惠非常心動，直言基隆港在他們心中是非常重

要之母港、有很深的感情，很希望未來能快點有好消息，也期待與港公司長官

們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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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會照片： 

圖 52.與名勝世界郵輪公司總裁 Michael Goh介紹基隆港東、西岸現況及郵輪相關優

惠 

圖 53、與名勝世界郵輪公司總裁 Michael Goh (右五)及同仁合影 

 

八、 拜會我國觀光局新加坡辦公室： 

(一) 拜會對象：鄭智鴻主任。 

(二) 拜會記錄重點摘要： 

觀光局有許多對外宣傳管道，如航港局或港務公司有相關業務行銷需求，亦可

提供予觀光局辦公室協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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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與其他港口代表交流： 

(一) 香港： 

1. 交流對象：香港旅遊發展局阮佩芳郵輪業務總監 

2. 交流紀要：香港現無任何郵輪靠泊，非因港口禁止郵輪停靠，係因香港雖從未

頒發郵輪禁令，但對郵輪靠離之強制措施十分嚴格，旅客到港必須進行 PCR才

可下船，下船活動後如收到陽性結果則必須就地隔離，使船公司望之卻步，且

尚無法確定大約何時可解除相關限制。 

(二) 濟州： 

1. 交流對象：濟州特別自治道海洋水產部長官 Mr. Oh 及郵輪市場全球市場部經

理 Ms. Lee。 

2. 交流紀要： 

(1) 至目前為止濟州明年郵輪預報共計 58航次；因濟州航空業不發達，故母港作

業(Fly-Cruise)不易發展，目前發展重心以掛靠港為主。 

(2) 對臺灣能有電子化郵輪預報系統相當感興趣，目前南韓仍使用人工紙本進行

排定，經雙方交流後，濟州代表希望之後能藉由電郵交流學習相關作法。 

(3) 疫情前韓國郵輪旅客來源以中國大陸為主(佔 50%)，目前全球各地陸續恢復郵

輪營運，惟中國大陸尚未開放國際郵輪營運，重創韓國郵輪母港作業市場。 

(4) 有關台灣郵輪產業發展協會(ACDT)為爭取航港局跳島獎助計畫，目前已聯繫

韓國濟州、日本外航客船協會 JOPA、 菲律賓等有興趣簽署意向書之單位共同

簽署成立亞洲跳島郵輪聯盟，本次與韓國港口代表就亞洲跳島郵輪聯盟發展

事宜進行深入探討，重點如下： 

A. 亞洲跳島郵輪聯盟為臺灣規劃 2 年所提出之倡議。 

B. 成立之目的期望透過區域整合，與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合作形成跳島郵輪航

線。 

C. 已洽商日本、韓國、菲律賓推動郵輪之相關公私部門，並獲正面回應。 

D. 規劃於 2023 年 2 月簽署台日韓菲四方合作意向書。 

E. 聯盟章程與權利義務再經由至少半年研商，希望能於 2023 年底舉辦成立大

會。 

F. 成員共同以亞洲跳島郵輪聯盟之名，參與國際郵輪會展(如 Seatrade Cruise)及

定期舉辦聯盟成員論壇，共同促成東亞島鏈跳島目的地市場行銷 

(5) 濟州代表亦對共同發展郵輪航線表達認同，觀光局亦積極邀請濟州代表明年

來臺參加臺灣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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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會照片： 

圖 54-韓國濟州推廣郵輪產業相關單位組織圖 

圖 55、與濟州特別自治道海洋水產部長官(右五)及同仁合影 

 

伍、心得及建議 

一、 港口設施及作業規劃： 

(一) 防疫作為 

1. 我國防疫作為： 

(1) 臺灣郵輪防疫係參考歐盟、美國與澳洲郵輪防疫措施，就旅客、郵輪業者及

旅行業應具備資格等重點，並考量郵輪屬人群高度密集、長航程、脆弱族群

旅客比例相對高的特殊旅遊型態所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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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母港操作旅客登船前接種至最新疫苗且接種二劑以上滿 14 天，登船時須

具當日或前一日家用快篩陰性結果(登船日有症狀，須再次快篩)，另由郵輪業

者提供防疫包，建議旅客於航程中每 3 天進行快篩。若旅客於自主防疫期間

建議暫緩登船；如需搭乘，登船後須每 2 日快篩至自主防疫期滿；倘出現陽

性確診者，航程期間輕症於船上隔離，重症下船就醫，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

由船醫每日進行快篩。 

(3) 建議掛靠入境旅遊部分，除疫苗部分與母港操作相同外，下船入境前須提供

當日或前一日內快篩陰性結果(入境日有症狀，須再次快篩)，始得入境。當郵

輪發生具規模疫情或持續發生傳播鏈，不論母港或掛靠郵輪，業者均應配合

主管機關採取調整航程、限縮旅客登岸遊覽等加強性或預防性控制措施。 

2. 本次考察防疫作業重點紀錄: 

(1) 馬來西亞、新加坡主要港口及場站皆已無針對旅客之具強制性防疫措施，惟

國際旅客入境新加坡前須填寫 SGAC (SG Arrival Card )健康聲明卡，郵輪

旅客入境時移民署也都會檢查此系統之相關資訊，即旅客需先線上填卡、資

訊上傳得到該國政府許可，始得出入境。 

(2) 馬來西亞、新加坡當地政府在防疫上雖傾向開放政策，但船公司會依其營運

考量進行相關自主防疫作為，例如途易郵輪為防範確診者登輪，目前仍要求

上船旅客提出兩次快篩證明；第一次為登輪前 48小時由旅客自行檢驗、第二

次為登輪前 24小時內由診所協助快篩，航行中船上亦施行船員、工作人員輪

檢快篩，以保護船上旅客。 

3. 防疫作為建議： 

(1) 我國郵輪防疫指引要求下船前提供 48小時快篩陰性，此要求對於郵輪是否停

靠我國港口在規劃航程時勢必納入考量。因為旅客必須在旅程規劃前預先準

備，郵輪公司亦必須依航程提前向旅客告知不同國家的防疫規定，就郵輪公

司而言若該措施與周邊國家不同，即有可能就不安排停靠，爰我國郵輪防疫

措施之調整尚有討論空間。 

(2) 建議參考鄰近國家防疫指引、視國內外疫情情況滾動檢討，俾提報指揮中心

核定後，適度修正相關規定，加速郵輪產業復甦與國際郵輪業者來臺營運意

願，創造雙贏。 

(二) 港口作業： 

1. 新加坡兩座郵輪碼頭(MBCC、SCC)目前皆已引進移民署自動化查驗設備，其中

MBCC 預計於 2 年內全數更換為自動查驗櫃檯，惟據其現場操作經驗均表達仍

有轉換之過渡期，諸多特殊狀況仍需由人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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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C因場站較小，其針對如何最大範圍提升場站使用效率已有多年經驗，其中

有關場站區隔之移動式隔間板、動線區隔彈性及場站與政府、船公司、船代各

單位之密切聯繫、合作，皆值得本公司學習借鑒。 

3. 臺灣港口的旅客場站運作均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主導，少部分勞務

委外；而 MBCC的旅客場站採委外特許經營方式運作，場站的經營管理事務交

特許者操作，以提高場站作業效率。對人力精簡的港務公司，是值得參考借鏡

的。 

二、 業務發展方向 

(一) 港口行銷： 

1. 推動籌組亞洲跳島郵輪聯盟： 

(1) 臺灣擁有多元島嶼觀光資源，更位於東亞島鏈中心，極具地緣優勢，航線規劃

向北可連結日、韓，向南可與菲、馬、印、越串聯，透過區域整合，深具發展

潛力。 

(2) 亞洲跳島郵輪聯盟(Asia Archipelago Cruise Alliance, AACA)為我國交通

部航港局(MPB, MOTC)與台灣郵輪產業發展協會(ACDT)共同發起，旨在共同行

銷東北亞及東南亞島鏈之郵輪岸上觀光，吸引國際奢華型郵輪(Luxury 

Cruises)及探索型郵輪(Expedition Cruises)選擇亞洲島鏈作為靠泊目的地，

連結東北亞及東南亞跳島郵輪航線與台灣跳島郵輪航線，並促成環太平洋島

鏈跳島郵輪航線，與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合作形成跳島郵輪航線，共同行銷東

亞島鏈郵輪岸上觀光，預計 2023年初與韓國、日本、菲律賓簽署合作意向書。 

2. 建議透過此與韓國郵輪推動業務單位接觸，建立臺、韓雙邊推廣郵輪產業合作

之契機及友好關係，可透過共同加入 AACA聯盟，組成郵輪國際隊，結合國際

力量共同向國際郵輪業者行銷亞洲跳島郵輪目的地，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3. 臺灣作為聯盟推動發起人，如何加速實質組成聯盟並簽署備忘錄(MOU)為重要

課題，建議第一年預先擬定推動行銷項目，並與會員提前共同討論，以利縮短

簽署時程。 

4. 經與途易郵輪、華林運通、香港及濟州等單位代表交流，共同認為亞洲港口應

集合眾力，一同努力將各港景點連結成線，吸引郵輪公司回亞洲佈署。 

(二) 通關作業持續精進： 

1. 如何改進自動化查驗設備實際作業流程，仍需持續研議，以新加坡為例，外籍

旅客入境需事先線上提交聲明卡，如使用自動通關櫃檯查驗，會發生當天回船

之掛靠港旅客若回船後又有下船需求時，就必須重填聲明卡，如行經人工櫃檯

則可人工詢問有無再下船需求加以註記，即無此問題；這點與外國客使用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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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通關櫃檯，於首次入境亦需事先申請並留存有生物資料相似，若無，則無

法使用自動通關，故雖已引進自動化設備但實際運用仍需透過實際作業逐步

改善，此外必須透過與移民署密切溝通合作，以兼具通關效率與邊境管制。 

2. 對於掛靠港靠泊臺灣港群申請前站查驗流程，據相關業者表示實際操作上我

國移民署派出前站查驗作業的執行同仁，有時要求船方、船代配合事項比較高，

作法較無彈性，後續如有相關作業申請，建議移民署調整或可由航港局及本公

司協助與移民署共同協調。 

(三) 持續提升臺灣港群國際曝光度：透過各式行銷方式提高臺灣港群國際曝光度，

並規劃踩線行程吸引船公司實地體驗。 

1. 疫後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航港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將持續參加國際

郵輪展，112 年之「美國全球郵輪展(Seatrade Cruise Global)」，同時針對

6大港口岸上遊程規劃具吸引力的景點及相關配套措施，更新文宣摺頁向航商

及旅客行銷。 

2. 因原本常駐亞洲區之郵輪公司大多已將郵輪派往其他國家市場進行運營，為

有利吸引郵輪回到亞洲市場，建議可多加發展港口周邊(車程約 1 小時可及)

景點行銷，並可與觀光局合作推動踩線行程，讓船公司、船代等相關單位實際

領略臺灣港群掛靠港可遊玩之景點。 

3. 針對 Fly-cruise 旅客提出誘因，促進發展 Fly-cruise 作業模式，除交通部

觀光局已提供相關優惠外，建議可配合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發行之好玩卡

等相關卡片，提供搭機來臺搭船之外國旅客更便利的遊玩工具及相關資訊。此

外，亦需足夠的航班配合，以提供來台及疏散的機位，建議或可適時加開加班

機或專機配合。 

(四) 優惠方案：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航港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皆推出優

惠措施吸引國際郵輪回臺佈署，建議可延伸獎勵時效，俾利船公司就未來尚未底

定船期做出佈署計畫： 

1. 現有郵輪相關優惠內容羅列如下。 

(1) 交通部觀光局： 

為因應國際郵輪陸續啟航，觀光局於 111 年 8 月 10 日重啟境外郵輪來臺及

推動來臺空海聯營旅遊等兩項獎助，申請期限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給予業

者實質幫助: 

A. 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 

(A) 停靠臺灣超過 12 小時，每航次最高獎助 15000 美金；停靠 12 小時以下，

每航次最高 75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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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獎助款項限用於境外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支出。 

B. 推動來臺空海聯營(Fly-Cruise)旅遊獎助要點： 

(A)每一國際郵輪航次實際入境之空海聯營旅客給與每人 10 美元獎助。 

(B)停留臺灣累計 48 小時以上者之人次提供每一旅客獎助金額，其分級計算

基準為： 

a. 300 人次以上：獎助 30美元。 

b. 500 人次以上：獎助 50美元。 

c. 700 人次以上：獎助 70美元。 

(2) 交通部航港局：推動「交通部航港局推動跳島航線獎助要點」，多元推廣行銷

跳島郵輪旅遊並鼓勵郵輪至臺灣離島進行跳島試航活動，說明內容如下： 

A. 辦理臺灣跳島航線業務之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推動跳島旅遊相關宣傳之行

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或辦理消費者推廣及主題宣傳活動： 

對事前申請之項目依實際支出金額之 80%予以獎助，每案獎助以新臺幣 200萬

元為上限。 

B. 郵輪至臺灣離島跳島試航： 

按實際支出金額之 80%予以獎助，每次試航活動獎助以新臺幣 400 萬元為上

限；於試航完成後，旗下客船或郵輪當年度一次申請至臺灣離島進行實際完

成 10航次以上者，獎助總金額外加 25%(即 100萬元)，作為激勵金。 

(3)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為吸引國際郵輪回籠亞洲市場，港務公司推出有史以來最高額度之優惠費率: 

A. 碇泊費全免及旅客服務費七折。 

2023年來臺靠泊之國際郵輪，不論母掛、掛靠作業，只要來我國國際商港停

泊，即享有碇泊費全免及旅客服務費七折之優惠。 

B. 多航次靠泊優惠更多。 

同一品牌同一船之郵輪，2023 年全年度來我國國際商港靠泊次數達一定門

檻(各港分開計算)，即可享有旅客費全面之優惠，條件門檻如下： 

(A) 基隆港：靠泊 5航次。 

(B) 臺中港、高雄港、花蓮港及安平港：各靠泊 3 航次。 

2. 因船公司航程制定多為一年半至兩年前，船公司建議現有之相關優惠是否可

研議拉長時間，或是將 2023年度實際航程與 2024年及 2025 年併同計算，優

惠門檻可隨之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