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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碩士論文

一 O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探討臺東熱氣球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研究 生：周欣怡          指導教授：趙家民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熱氣球活動是近年來臺灣新興的觀光休閒活動，在歐美各國

推展已行之有年並成為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雖然臺灣才剛起步，但已

逐漸受到旅遊市場的重視。臺東縣政府於 100年舉辦全臺首次的熱氣球

活動並成功行銷臺東觀光之後，各縣市政府莫不順應潮流極力推展熱氣

球活動替地方觀光事業帶來蓬勃的商機，熱氣球活動儼然已成為各地方

相當熱門的觀光休閒活動。本研究將以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

光吸引力、滿意度及觀光休閒效益做為研究方向；研究方式是佐以文獻

分析法，並以質性研究中深度訪談法的半結構式訪談法針對個別現象或

資料進行分析、探索，並從研究參與者經驗中加以分析、歸納出具有共

通性的原則或趨向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當地政府應以熱氣

球觀光為行銷手法，舉辦以熱氣球為主題的觀光活動，並結合地方資源

與特色，並針對季節與空間，做為活動項目的妥善規劃，並增加熱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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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吸引力所帶來的地方經濟效益，最後亦提出熱氣球活動在臺灣未來

的發展趨勢與建議。 

關鍵詞：熱氣球、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觀光休閒效益、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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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t air balloon events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 major leisure activity, as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been 

promoting this tourism and leisure activity for years. Although Taiwan is just 

getting started, but has been gaining attention of the tourism market. Taiwan's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held its first hot-air balloon event in 2011 and 

successfully marketed Taitung sightseeing. The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followed up on this trend to strongly promote hot air balloon activities, which 

provided a boom in local tourism and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Hot air 

ballooning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local tourism and leisure activity. This 

research paper will study the appeal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for the Taitung Balloon Festival, exploring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as 

measurements. The research approach is accompanied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identify individual trends and analyze data,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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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and to summarize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ality or relative trend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improve marketing practices for hot air balloon 

sightseeing, organize sightsee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hot air ballooning, 

combine it with local color and flavor, in the locality during the right season. 

With well-planned project activities and increased attractiveness of local 

economic activities brought about by hot air ballooning, these activities will 

be  a  pos i t ive  in f luence  on  fu tu re  deve lopmen t  i n  Ta iwan . 

 

Keywords: hot air balloons, tourism attraction, satisfaction degree ,

 tourism leisure effectiveness, Ta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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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依序為：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

究流程等五節，茲分述如下： 

 

1.1研究背景 

    熱氣球最早由中國人發明，稱為天燈或孔明燈，約在西元 2 世紀或 3

世紀被發明，被用做照明、探測或傳遞軍事信號。當時為了傳遞軍情，遂

利用熱氣上升原理製作燈盞飄浮於空中，造成錯誤的「星象」，以欺騙敵軍。

天燈飄浮的原理與熱氣球相同，都是利用熱空氣的浮力使球體升空，所以

施放時只要將球內的空氣加熱，讓球內一部分空氣因受熱膨脹而從球體溢

出，讓內部的空氣密度比外部空氣小，球體即可升空。1241 年蒙古人曾經

在李格尼茲（Liegnitz）戰役中使用過龍形天燈傳遞信號。而歐洲人到了 1783

年才向空中釋放第一個內充熱空氣的氣球(維基百科，2014)。 

18 世紀，法國造紙商孟格菲兄弟在歐洲重新發明了熱氣球。他們受碎

紙屑在火爐中不斷升起的啟發，用紙袋把熱氣聚集起來做實驗，使紙袋能

夠隨著氣流不斷上升。1783 年 6 月 5 日，孟格菲兄弟在里昂安諾內廣場做

公開表演，一個圓周為 110 英尺的模擬氣球升起，飄然飛行了 1.5 英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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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9月 19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前，孟格菲兄弟為國王、王后、宮庭大臣

及 13萬巴黎市民進行了熱氣球的升空表演；同年 11月 21日下午，孟格菲

兄弟又在巴黎穆埃特堡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載人空中航行，熱氣球飛行了

25分鐘，距離達 5英哩；這次飛行比 1903年 12月 17日萊特兄弟製造出世

界上第一架比空氣重並且可以載人的動力飛行器早了 120 年(維基百科，

2014)。 

19世紀的熱氣球幾乎用在軍事及科學用途上並一直沿續到 20世紀初；

在第 1、2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用於空中瞭望的功能，甚至於在東、西德時

期也有人利用熱氣球做投奔自由之用。第 2次世界大戰以後，高科技使球

皮材料以及致熱燃料得到普及，使得熱氣球成為不受地點約束、操作簡單

而方便的公眾體育項目，它曾創造上升 34,668公尺高的紀錄(維基百科，

2014)。 

    在 1985年的熱氣球休閒活動始於當時的少數富商貴族以擁有熱氣球為

樂，隨著 1905 年於瑞士洛桑的國際性飛行運動組織「國際航空聯盟」(法

語：FédérationAéronautiqueInternationale，簡稱 FAI）的設立，這是一個結

合飛行運動、航空工程和太空世界記錄的世界管理機構，並規範所有航空

運動的標準，包含載人和非載人機具（例如模型飛機），熱氣球才開始成為

較多人接觸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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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世界各國，西方國家運動風氣向來較為亞洲國家興盛，所以熱

氣球發展在歐、美等國家較為普遍並且在國際性組織中甚具影響力；而國

際航空聯盟對於熱氣球活動的推廣亦起推波助瀾之效。在每年十月份，美

國新墨西哥州阿伯柯奇市郊都有一場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會，來自世界各地

數百個熱氣球集體升空，造型千奇百怪，絢麗奪目，沙漠晴空頓時變成一

幅令人驚嘆的藝術傑作；近年來由於臺灣政府大力推動觀光產業發展並呼

籲要和國際接軌，至於要如何能發展具代表系性的特色項目，熱氣球本身

就是絕佳的醒目媒體，非常適合用作於國民外交活動，有鑑於臺東本身的

地理條件及天然環境皆深具發展熱氣球活動的條件，臺東縣政府自民國 100

年積極推動熱氣球觀光行銷地方特色迄今，已讓臺東成為臺灣熱氣球活動

的根始起源之地，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遊客前往朝聖，成功行銷臺東成為

臺灣熱氣球故鄉的名號。以下為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舉辦成果一覽表(表

1.1)及臺東熱氣球嘉年活動事蹟表(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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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舉辦成果一覽表 

  舉辦時間 
2011.07.01至 

2011.08.31 

2012.06.29至 

2012.09.02 

2013.06.01至 

2013.09.30 

臺灣熱氣球 

(合法) 
0 2 8 

臺灣飛行員 

(民航局核發) 
0 5 7 

遊客人次 35萬人次 88萬人次 83萬人次 

求、結婚婚對數 0 27 20 

經濟產值 5.25億 20億 16億 

媒體宣傳 40家媒體 

120篇報導 

50家媒體 

538篇報導 

55家媒體 

859篇報導 

 

 

   參與國家 

紐西蘭、杜拜、

美國、泰國、加

拿大、印度、瑞

士等共 7國。 

 

 

臺灣、美國、法

國、西班牙、泰

國、印度、立陶

宛、澳洲、英國、

加拿大、瑞士、

紐西蘭、荷蘭、

杜拜等共 14國 

臺灣、荷蘭、英

國、美國、澳洲、

德國、泰國、法

國、波蘭、越南、

比利時等共 11

國。 

熱氣球數 
13顆熱氣球 

造型球球數 1顆 

25顆熱氣球 

造型球球數 3顆 

31顆熱氣球 

造型球球數 12 

顆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 (201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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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事蹟 

  舉辦年度                  活動事蹟 

2011 
2010 年獲國貿局「補助地方政府發展會展產業方案第

1名，於 2011年舉辦第 1屆熱氣球嘉年華活動。 

 

 

2012 

1. 受邀清邁泰國熱氣球節。 

2. 榮獲網友票選「2012最 hot的旅遊新聞」第 2名。 

3. 榮獲臺灣活動發展協會之「2012臺灣活動卓越獎」。 

4. 1-6月臺東飯店平均住房率高達 55.7%，位居全國第

4名。 

 

 

2013 

1. 受邀參加總統府元旦升旗典禮。 

2. 列入交通部觀光局「2013觀光年曆」最具國際魅力

與特色之活動。 

3. 受邀參加 3月澳洲熱氣球節。 

4. 受邀參加 11月越南熱氣球節。 

5. 勇奪天下雜誌「金牌服務大賞-節慶活動類」第 2

名(74.88分)。 

(僅比第 1 名以行徵有年的台中大甲馬駔國際觀光

文化節少了 0.02分，絕對有實力勘成為臺灣節慶之

光)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 (2013) ，本研究整理。 

1.2研究動機 

有鑑於目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國內航空器主管機關，依據民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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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受限國內法規，東部空域開放能採自由飛行及

繫留體驗較西部航道密集空域不開放只能採繫留體驗飛行更適合發展熱氣

球運動；但囿於受限氣候、空域管制、航道密集、和高人口密度、經費及

安全性等考量，加上臺灣氣候夏天多颱風，冬天又多東北季風南下故不利

飛行，且航道上只規劃軍事及民用航道，故無多餘自由飛行空域，這是熱

氣球發展較不普遍的主因之一(蔡瓊姿，謝立文，2010)；再加上熱氣球是

非常昂貴的飛行運動，一顆球動輒要價台幣兩、三百萬，且到美國考一張

飛行執照至少耗費台幣 50萬，連瓦斯桶都是特殊金屬材質才能減輕重量確

保飛行安全，然而更困難的是臺灣對飛行運動的限制，早年熱氣球不僅無

法可管，且處處受限，連瓦斯桶想灌氣都沒地方可灌，長期下來，讓臺灣

熱氣球運動根本無法發展，人才也十分缺乏。政府長期對熱氣球的冷漠，

讓 2011年臺東縣政府首次要推熱氣球觀光時，一開始根本找不到飛行員，

但這 3 年過去，現在臺灣熱氣球遍地開花，以前遊客到臺東鹿野，都是順

道經過，看看後就走，留不住客人，但現在每到熱氣球季，臺東旅宿業通

常 3個月前就客滿(中國時報，2013)。 

民國 99 年國貿局舉辦「補助地方政府發展會展產業方案」，臺東縣政

府以舉辦熱氣球活動提案，獲國貿局評定第一名並補助活動舉辦經費，在

歷經民國 100 年至 102 年連續 3 年舉辦熱球嘉年華活動以來，成功行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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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獨具在地特色的觀光活動，並創造 3年近 42億的觀光產值；臺東不

僅成為全臺唯一擁有熱氣球自由飛行的縣市，由於熱氣球體積大且色彩鮮

明，除了是飛行工具，也是非常好的廣告媒材。縣府團隊更突破舊式的音

樂會思維，每年舉辦不同主題的熱氣球光雕音樂會等，進而帶動來臺東旅

遊的人潮與商機，更獲得 2013 年金牌服務大賞節慶活動第二名的殊榮(臺

東縣觀光旅遊網，2013)；熱氣球的成功讓臺東縣政府除了自費購買熱氣球

並培訓飛行員外，也開始推動熱氣球飛行團隊，民航局也開始重視並加以

管理。 

臺東熱氣球活動的成功除歸因先天性地理環境條件的優勢外，臺東縣

政府的推動也功不可沒。本研究基於熱氣球目前推廣的國家計有：美國、

法國、英國、西班牙、加拿大、德國、瑞士、比利時、波蘭、立陶宛、杜

拜、紐西蘭、澳洲、荷蘭、澳洲、土耳其、墨西哥、埃及、日本、泰國、

越南、臺灣等 22國。由於歐美等各國發展熱氣球活動已行之多年，由早期

的冒險運動逐漸演變為休閒活動，熱氣球活動近年來在臺東縣政府大力推

廣之下與當地觀光景點的結合帶動地區性的觀光旅遊商機，使得在地旅遊

資源能見度提高，熱氣球衍生的效益儼然已成為臺灣各縣市爭相舉辦的新

興熱門休閒活動。臺東熱氣球活動的成功除熱氣球本身就是最佳宣傳媒介

之外，如何發展出獨具在地特色的觀光產業及未來熱氣球發展能否永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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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都是本研究值得進行研究探討的動機。 

 

1.3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推動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會團隊

工作人員及旅遊業者為研究對象，藉由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方式探討舉辦

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帶來臺東地區的觀光吸引力、滿意度及觀光休閒效益。

本研究主要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吸引力。 

二、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滿意度。 

三、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休閒效益。 

 

1.4研究對象與範圍 

1.4.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推動臺東鹿野高臺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相關人員及配合地方

政府的旅遊業者為主要研究對象。 

1.4.2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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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範圍在探討推動熱氣球活動帶來臺東地區的觀光吸引力、滿意

度及休閒效益的關係。以下為熱氣球活動舉辦場地-鹿野鄉地圖如 1.2.1(鹿

野鄉公所網站)  

  

 圖 1.2.1  鹿野鄉地圖(鹿野鄉公所網站)   本研究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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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基於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先確定所要研究的對象與主題，並

透過大量的閱讀了解相關文獻，且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再設計出訪談大

綱，選擇訪談物件，取得實際訪談的結果加以分析，最後做出結論，並提

出研究建議。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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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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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觀光吸引力 

2.1.1觀光吸引力定義 

     Mayo & Jarvis(1981)認為觀光吸引力概念包含遊客選擇決定觀光地之

模式、遊客想從觀光地所獲得的效益重視程度，觀光地吸引力愈強烈則表

示與遊客所重視的內容愈相關。Gunn(1988)認為能誘使人們去觀光地旅遊的

就是景點的吸引力。Victor(1989)認為觀光吸引力是吸引遊客前往旅遊景點

的動機。Leiper(1990)提出遊客為獲得與休閒遊憩有關的體驗價值，透過參

觀或遊憩的過程中的吸引力，而觀光客吸引力架構的定義其中包含觀光

客、資訊吸引力與核心吸引力等三種；所謂觀光客是指以體驗休閒遊憩活

動為主要的遊客；核心吸引力的特色係指能吸引遊客前往觀光目的地的關

鍵因素；資訊吸引力則是為吸引遊客到訪而提供相關景點特色的活動訊

息，認為直接影響遊客的行為的是吸引力某種內在的力量。Getz(1991)認為

吸引力是測量吸引物的原因。Hu & Ritchie(1993)認為遊客對於個別的特別

假期需求所提供的顧客滿意程度的感覺或看法就是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

Gunn(1993)認為觀光資源的吸引力就是促使遊客前往目的地的拉力。

Gunn(1994)認為觀光景點若不具吸引力，就無發展觀光的必要性，而具有

觀光吸引力就能夠吸引更多遊客。李英弘(1999)認為觀光目的地能吸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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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前來參與、觀賞及體驗等活動的力量即是吸引力。Peter &Weiermair(2000)

則認為透過人為性的創造及管理方式，即可成功建構出吸引遊客的策略。

Swarbrooke(2000)認為觀光產業要有吸引力才能持續發展下去。學者曹勝雄

(2001)則指出觀光資源的景點與自然景觀的吸引力對遊客具有拉力的效

果。鄭健雄(2009)也認為旅遊吸引力的總和就是吸引遊客到目的地景點觀

光。林志成(2011)指出除非如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八大奇景、大型主題樂

園及地標性的人工建築物等單一旅遊景點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外，吸引

力是由不同要件所構成。茲將國、內外學者對吸引力的定義彙整如下表 2.1： 

                     表 2.1觀光吸引力定義 

    學者              觀光吸引力定義 

Mayo & Jarvis 

(1981) 

遊客選擇決定觀光地之模式、遊客想從觀光地所獲得

的效益重視程度，觀光地吸引力愈強烈則表示與遊客

所重視的內容愈相關。 

Gunn 

(1988) 

誘使人們去觀光地旅遊的就是景點的吸引力。 

Victor 

(1989) 

吸引遊客前往旅遊景點的動機。 

Leiper 

(1990) 

為獲得與休閒遊憩有關的體驗價值，透過參觀或遊憩

的過程中的吸引力，而觀光客吸引力架構的定義其中

包含觀光客、資訊吸引力與核心吸引力等三種。直接

影響遊客的行為的是吸引力某種內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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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z 

(1991) 

吸引力是測量吸引物的原因。 

Hu & Ritchie 

(1993) 

遊客對於個別的特別假期需求所提供的顧客滿意程

度的感覺或看法。 

Gunn 

(1994) 

觀光景點若不具吸引力，就無發展觀光的必要性，而

具有觀光吸引力就能夠吸引更多遊客。 

李英弘 

(1999) 

觀光目的地能吸引遊客前來參與、觀賞及體驗等活動

的力量。 

Peter&Weiermair 

(2000) 

透過人為性的創造及管理方式，即可成功建構出吸引

遊客的策略。 

Swarbrooke 

(2000) 

觀光產業要有吸引力才能持續發展下去。 

曹勝雄 

(2001) 

觀光資源的景點與自然景觀的吸引力對遊客具有拉

力的效果。 

鄭健雄 

(2009) 

旅遊吸引力的總和就是吸引遊客到目的地景點觀光。 

林志成 

(2011) 

除非如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八大奇景、大型主題樂園

及地標性的人工建築物等單一旅遊景點具有特別強

烈的吸引力外，吸引力是由不同要件所構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1.2觀光吸引力類型     

    Gunn(1994)認為吸引力將遊客區分為短期及長期停留二種。

Inskeep(1991)概分觀光吸引力分別為自然、文化及特殊形態吸引力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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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Swarbrooke(2000)認為吸引力主要分為四種類型：(1)具特色的自然景

觀(2)具特色的建築或人工造景吸引遊客並成為休閒觀光之地 (3)用人造

建築或造景等設施吸引遊客駐足並考量遊客喜好，例如主題樂園、博物館

等(4)特殊節慶與活動等。以下為吸引力類型表 2.2： 

                      表 2.2觀光吸引力類型表   

學者 內容 

 

 

Mayo&Jarvis 

(1981) 

吸引力概念來自三方面： 

1. 遊客選擇觀光地之決策模式。 

2. 遊客從觀光地能獲得的利益。 

3. 遊客感覺觀光地能提供個別獲益的能力。 

遊客與觀光地若重視的內容相符，表示觀光地的吸

引力愈強，反之則喪失吸引力。 

Lew 

(1987) 

吸引力是由景觀、參與、回憶及滿足遊客的服務和設

施所構成的。 

 

Inskeep 

(1991) 

1.由自然環境或具特色的自然景觀組成的吸引力。 

2.由建築物與人物造景的人為活動所組成的文化吸 

  引力。 

3.包含人為所創造特殊節慶活動型態的吸引力。 

 

Swarbrooke 

(2000) 

1.如海邊、岩洞、湖泊、河流、野生動、植物等自然 

  景觀。 

2.不以吸引觀光客為目的人造景觀：廟宇、教堂、 

  考古區、歷史古蹟、建築物、古老山岳、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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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吸引觀光客為目的人造景觀：博物館、主題樂園、 

  展覽中心、民俗藝品中心、賭場、烤肉區、育樂公 

  園等。 

4. 具運動性、藝術節慶、傳統廟會、民俗慶典等特殊

節慶活動。 

Goeldner&Ritchie 

(2006) 

文化、自然、事件、遊憩及娛樂等五項吸引力。 

 

 

鄭健雄 

(2006) 

1.政府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商業團體或經營管理所有 

  權。 

2.以人造旅遊觀光、自然資源及文化等 3項資源為基 

  礎。 

3.停留時間的長短。 

張孝銘 

林永森 

(2007) 

吸引力可分為自然生態、地理設施、媒體口碑、新奇

體驗、產品與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1.3觀光吸引力之影響因素     

    Mayo & Jarvis(1981) 觀光吸引力形成概念分為三面向：分別為旅客選

擇觀光地區的模式、從觀光地區獲得的利益及前往觀光地可得利益的重視

程度，若旅客與觀光地所重視的內容愈相近則吸引力愈強烈。Harris et al 

(1984)影響觀光吸引力的因素為地點特性因素：包括環境、設施、活動及

服務。Fodness(1990)以消費者為對象並對觀光吸引力的認知進行研究認為

影響遊客知覺印象及吸引力的因素為產品計畫、廣告包裝及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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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keep(1991)認為吸引力的事物定義：自然吸引物(attractions)，即自然環境

特色；文化吸引物(cultural attractions)，即人文活動；特殊形態吸引物(special 

types of attractions)，即人為創造設計的景點。Hu & Ritchie(1993)針對不同

遊憩動機旅客對觀光吸引力進行研究，並了解遊客對觀光景點的屬性、滿

足遊客需求及遊客先前旅遊經驗對吸引力強弱的關係。高玉娟(1995)研究墾

丁國家公園對遊客的吸引力，研究結果發現地點、景觀、認知、期望效果、

尤利西斯因素、可及性、個人特質、獲益偏好為主要影響因素。Smith(1996)

認為影響吸引力的因素有推力及引力兩種，推力包括：心理動機、社經特

性的性別、收入及教育程度形成的旅行模式的個體變量；引力則包括目的

地有形的資源、路徑特徵及旅行者的感應與期待。Gunn(1997)把吸引力分為

三層次：分別為核心區、緩衝區及接近區。謝金燕(2003)、廖明豐(2003)、

林秀珊(2005)、林晏州(1984)研究顯示：目的地對遊客影響力會因旅遊動機、

認知價值二個構面的衡量結果產生不同的吸引強度，遊憩需求程度滿足與

否則是衡量遊憩活動吸引力的重要指標。本研究整理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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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吸引力影響因素表 

      學者               吸引力影響因素 

Mayo&Jarvis 

(1981) 
遊客決策過程與內心想要的獲利。 

陳昭明 

(1981) 
外在、中間及遊樂區本身因素。 

林晏州 

(1984) 
需求、供給及供需間聯繫。 

蔡麗伶 

(1990) 
內在心理因素、外在社會因素。 

 

Hu&Ritchie 

(1993) 

觀光景點地點屬性、滿足遊客需求能力、遊客旅遊

經驗。 

曹勝雄 

(1993) 
景點設施、自然景觀。 

 

李銘輝 

(1995) 

遊憩景點相對吸引力、個人內在化社會因素、個人

外在社會因素。 

高玉娟 

(1995) 
地點、景觀、認知、期望效果、尤利西斯因素、可

及性、個人特質、獲益偏好。 

 

張耿甫 

(2000) 

個人屬性、旅遊動機、地點屬性、設施服務、易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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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崑霖 

(2001) 

活動吸引力、週邊設備。 

王舜皇 

(2002) 
活動內容吸引力、舉辦在地特色。 

何妍璘 

(2002) 
環境、個人因素。 

謝金燕 

(2003) 
旅遊動機、認知價值。 

范姜群澔 

(2003) 
需求拉力因素、供給推力因素。 

資料來源：杞佩珊(2011)，本研究自行整理。 

      國內外學者針對吸引力、滿意度及休閒效益等進行探討，本研究整

理如表 2.4： 

                    表 2.4吸引力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學者               摘要 

旅遊意象 
  Ernest 

  (2000) 

研究前往尼加拉瓜瀑布的遊客，是否受到尼

加拉瓜瀑布意象的影響，結果顯示，觀光吸

引力對觀光形象有其正向影響。 

 

滿意度與 

忠誠度 

 

沈進成、謝金 

燕(2003) 

旅遊動機對吸引力無顯著影響；認知價值對

吸引力有顯著正向影響；吸引力對滿意度有

顯著正向影響；吸引力對忠誠度有顯著正向

影響；行前期望對滿意度無顯著影響；實際

體驗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滿意度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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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滿意度及 

 忠誠度 

 

 

  廖明豐  

  (2003) 

以東豐自行車綠廊的吸引力對遊客滿意度

及忠誠度之關係驗證結果發現：吸引力對遊

客滿意度有顯著正關係；吸引力對遊客忠誠

度有正顯著相關；服務品質行前期望對吸引

力具有顯著正相關；服務品質的實際體驗對

吸引力有顯著正相關；服務品質的實際體驗

對遊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相關；遊客滿意度

對遊客忠誠度具有顯著正相關。 

旅遊意象
與旅遊意
願 

李青松、陳聖
林、車成緯
(2010) 

媒體行銷對馬祖旅遊意願具間接影響力：旅

遊意象對旅遊意願具正向影響力；活動吸引

力對旅遊意願具正向影響力。 

 

 

滿意度 

 

 

 

 

  張世瑜  

  (2011) 

探討高雄市羽球運動參與者的休閒涉入程

度、自由時間管理、休閒滿意度與生活品質

結論得知：不同性別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吸

引力層面無差異存在；不同年齡羽球運動參

與者，在吸引力層面均有差異存在；不同婚

姻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吸引力層面均有差異

存在；不同職業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吸引力

層面均有差異存在；不同教育程度羽球運動

參與者，在吸引力層面均有差異存在；不同

家庭收入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吸引力層面均

有差異存在；不同每週運動天數羽球運動參

與者，在吸引力層面均有差異存在； 

滿意度及   陳奕儒 

  (2012) 

本研究以瓦城泰國料理餐廳探討餐廳形象

吸引力、消費者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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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度 ：餐廳形象吸引力會直接正向顯著影響滿度

與忠誠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

度；滿意度對忠誠度的影響力，於高熟悉度

時較低熟悉度時強。 

 

旅遊意象 

及滿意度 

 

  林佳蒨 

  (2012) 

以大陸遊客造訪阿里山旅遊目的的諸多意

象中實證結果得知：旅遊環境愈具吸引力，

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旅遊設施愈好，對滿

意度具有正向影響；在地特色愈好，對滿意

度具正向影響；服務水準愈好，對滿意度有

直接正相關。 

 

旅遊意象 

及休閒效 

益 

   

  杞仁惠 

  (2012) 

以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文化藝術村為例：目的

地意象愈具吸引力會顯著影響遊客休閒效

益；目的地意象愈具吸引力會顯著影響地方

依附；目的地意象愈具吸引力會顯著影響行

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上文獻探討觀光吸引力的定義：具有讓遊客產生前往旅遊目的地的

吸引力，並且能讓遊客對目的地的人、事、物產生興趣，並觸發內心想要

一探究竟的感受，而吸引力的類型須視觀光景點的內涵而定，觀光景點愈

豐富多元愈能滿足旅客的需求，則吸引力也就愈強。 

 

2.2滿意度 

2.2.1滿意度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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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rd &Ragheb (1980) 對休閒滿意度定義：它是個人對目前的休閒經

驗及情境引導獲得的正向看法或滿足的感受，且從事休閒活動時內心所引

發的正向看法或感受。Oliver（1981）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對於所使用的產

品或業者提供服務的狀況下所產生的立即性價值感的一種情緒狀態。

Franken&Raaij(1981)認為休閒滿意是相對的概念，並同時存在相對的標準之

中，這些標準是個體先前的體驗、期待或自休閒活動中滿意的感覺，當實

際情況達到個體期待時則產生休閒滿意。Churchill（1982）認為滿意度就是

消費者使用產品後的滿意程度與否。陳水源（1989）指出滿意度係遊客在

遊憩體驗的前後差別所產生的差異感受。Kotler（1991）則認為顧客滿意度

是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和期望兩相比較之間的差異函數，Anterson Sullivan

（1993）則認為適用經濟學理論中滿意度衡量一般基數效用的方式。

Shaw,Caldwell&kleiber(1996)認為休閒滿意度的探討是為了更有效檢測人

民對於自己本身在休閒活動參與中所體驗到的休閒品質及內涵。

Mannel&Kleiber(1997)認為休閒滿意程度的探討是為了更有效的探測人們

對於休閒情境中所體驗的休閒品質及內涵。鍾瓊珠(1997)對休閒滿意度的

定義為自由時間內從事休閒活動的知覺或感受到整體的滿意程度。Wirtz & 

Bateson（1999）指出期望的不確定性會對滿意度造成影響；

Cronin,Brady&Hult(2000)定義滿意度是消費者情感上的評估，消費者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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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項產品或服務時獲得正面愉悅的滿足感。Baker & Crompton（2000）遊

客個人經驗來自於人與目的地間的互動後產生的心理感受即是滿意度。黃

俊英（2001）認為顧客滿意度的高低取決顧客感受的知覺價值和期望水準。

Bigne,Sanchez &Sanchez（2001）定義遊憩滿意度是遊客對遊憩歷程的整體

評價。曹勝雄(2002)認為使用者對設施的期望和知覺績效間所產生的差異

即為滿意度。闕山晴(2002)則認為使用者對使用前後的比較即是滿意度，

使用前的預期與實際結果相較，若感到滿足則獲得滿意。謝金燕（2003）

指出遊憩滿意度是消費者對於事前遊憩的期待與體驗後結果比較的心理狀

態即為滿意度。吳守從、方乃玉(2004)認為滿意度是用來測量人們對產品、

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的工具。Chiou（2004）將滿

意度區分為兩類，整體滿意度是情感的構面；而服務歸因滿意度為認知構

面。因此，遊客形同顧客，對於特殊的目的地所提供的服務形式、品質，

通常會有最初的認知期望。Kolter&Keller (2006)認為一個人感覺愉悅或失望

的程度，源自於體驗後對產品的知覺與對產品的期望兩者比較後所得出

的。陳弘尉（2006）認為滿意度是遊客歷經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預期

體驗與實際感受之間的比較結果。林淑卿（2007）定義遊客在體驗前的預

期與體驗後所獲得價值產生的整體性心理感受。滿意度定義列示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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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滿意度定義 

         學者              滿意度定義 

Beard & Ragheb 

(1980) 

個人對目前的休閒經驗及情境引導獲得的正向

看法或滿足的感受。 

Oliver 

（1981） 

消費者對於所使用的產品或業者提供服務的狀

況下所產生的立即性價值感的一種情緒狀態。 

Franken&Raaij 

(1981) 

個體先前的體驗、期待或自休閒活動中滿意的

感覺，當實際情況達到個體期待時則產生休閒

滿意。 

Churchill 

（1982） 

消費者使用產品後的滿意程度與否。 

陳水源 

（1989） 

遊客在遊憩體驗的前後差別所產生的差異感

受。 

Kotler 

（1991） 

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和期望兩相比較之間的差

異函數。 

Anterson Sullivan 

（1993） 

適用經濟學理論中滿意度衡量一般基數效用的

方式。 

Shaw,Caldwell&kleiber 

(1996) 

檢測本身在休閒活動參與中所體驗到的休閒品

質及內涵。 

Mannel&Kleiber 

(1997) 

人們對於休閒情境中所體驗的休閒品質及內

涵。 

鍾瓊珠 

(1997) 

自由時間內從事休閒活動的知覺或感受到整體

的滿意程度。 

Wirtz & Bateson 

（1999） 

期望的不確定性會對滿意度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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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in,Brady&Hult 

(2000) 

消費者對使用某項產品或服務時獲得正面愉悅

的滿足感。 

Baker & Crompton 

（2000） 

遊客個人經驗來自於人與目的地間的互動後產

生的心理感受。 

黃俊英 

（2001） 

顧客滿意度的高低取決顧客感受的知覺價值和

期望水準。 

Bigne,Sanchez &Sanchez

（2001） 
遊憩滿意度是遊客對遊憩歷程的整體評價。 

曹勝雄 

(2002) 

使用者對設施的期望和知覺績效間所產生的差

異即為滿意度。 

闕山晴 

(2002) 

使用者對使用前後的比較。 

謝金燕 

（2003） 

消費者對於事前遊憩的期待與體驗後結果比較

的心理狀態。 

吳守從、方乃玉 

(2004) 

人們對產品、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戶外遊

憩品質等方面的工具。 

Chiou 

（2004） 

整體滿意度是情感的構面；而服務歸因滿意度

為認知構面。 

Kolter&Keller 

(2006) 

一個人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度，源自於體驗後

對產品的知覺與對產品的期望兩者比較後所得

出的。 

陳弘尉 

（2006） 

遊客歷經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預期體驗與

實際感受之間的比較結果。 

林淑卿 

（2007） 

遊客在體驗前的預期與體驗後所獲得價值產生

的整體性心理感受。 

資料來源：林佳蒨(2011)、張世瑜(2011)，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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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指標 

     郭翡玉（1982）認為使用公園的滿意度與使用者的背景、場所的特色

與普及性與使用的滿意與頻率有正相關。宋秉明（1983）歸納遊客的心理

因素、社會環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活動因素及其他因素是影響遊客滿

意度的五項因素。李銘輝（1991）則認為遊憩區條件、遊客特性、經濟條

件等是影響遊憩參與行為的原因。魏弘發（1995）解釋從遊憩體驗中的遊

憩設施、環境、經營管理等因素與遊憩活動的滿意程度有關。王彬如（1996）

認為遊客滿意度是遊客對行程安排，心理感受、遊憩活動及環境景觀的感

受程度而言。謝金燕（2003）指出滿意度的前因變數是行前期望與實際體

驗等。以下為滿意度之影響因素整理表 2.6 

                   表 2.6滿意度之影響因素表 

學者 滿意度之影響因素整理表 

郭翡玉 

（1982） 
場所特色、使用者背景、普及性。 

 

宋秉明 

（1983） 

心理因素、社會環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活動因

素及其他因素是影響遊客滿意度的五項因素。 

 

李銘輝 

（1991） 

遊憩區條件、遊客特性、經濟條件等是影響遊憩參

與行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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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弘發 

（1995） 
遊憩設施、環境、經營管理等因素。 

王彬如 

（1996） 
行程安排，心理感受、遊憩活動、環境景觀。 

謝金燕 

（2003） 
滿意度的前因變數是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等。 

資料來源：廖明豐(2003) ，本研究自行整理。 

2.2.3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針對國內外學者對吸引力、滿意度及休閒效益等變數進行探討，本研

究整理如表 2.7 

                     表 2.7滿意度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學者                  摘要 

滿意度及

吸引力 

李素馨 

(2004) 

探討內灣鐵道旅遊特色吸引力、遊客滿意度與

重遊意願之研究，實證結果：重遊意願確實會

受到滿意度影響，遊憩獲得滿意的經驗會產生

下次的重遊意願。 

 

滿意度及

服務品質 

 

蔡禎倚 

(2005) 

以臺南地區觀光大飯店為研究對象，結果發

現：彼此構面相關程度成高度正相關，因此顯

示當服務品質越好越能提高顧客滿意度，進而

提升顧客忠誠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滿意度及

服務品質 

曾孟珊 

(2006) 

探討Ａ系統廠商之客服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滿

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影響程度結果發現：服務

品質構面皆對顧客滿意度之客服中心的專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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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良好服務態度具有正向影響力：經營歷史

不同與客服中心的專業品質及良好服務態度有

顯著關聯。。 

 

 

 

滿意度及

吸引力 

 

 

 

林大樁 

(2006) 

探討南州觀光糖廠遊客之動機，遊客對南州觀

光糖廠認知重要程度和滿意程度，結果發現遊

客性別與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年齡與「觀

光地吸引力」、「資訊」、「交通運輸」等滿

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婚姻狀況與「資訊滿意度」

具有顯著差異；學歷與滿意度之間並無顯著差

異存在；職業與「總滿意度」和「觀光地吸引

力滿意度」間具有顯著差異；交通工具與「總

滿意度」、「資訊滿意度」、「交通運 

輸滿意度」間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滿意度及

服務品質 

 

 

申震雄 

(2006) 

探討通霄西濱海洋生態教育園區遊憩吸引力、

服務品質與遊客滿意度，實證結果：不同「性

別」的遊客對於「遊憩動機」變項有顯著性差

異；不同「年齡」的遊客與遊憩動機、遊憩環

境、價格、服務硬體設施、總體滿意度等變項

有顯著性差異。 

 

 

滿意度及

吸引力 

 

 

伍亮帆 

(2006) 

探討參與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活動民眾的滿意度

度、忠誠度及吸引力的關係及民眾的願付價格

格，實證結果：參與動機對吸引力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行前期望對吸引力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吸引力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吸引

力對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行前期望對滿

意度無顯著影響；實際體驗對滿意度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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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滿意度及

吸引力 

 

 

 

 

林婉菁
(2007) 

探討 2007 年澎湖海上花火節遊客之旅遊動

機、滿意度及吸引力的關係，實證結果：遊客

以女性、年齡在 21～30 歲、專科學歷、居住於

南部地區遊客居多；遊客旅遊動機主要以想藉

此次出遊增進家人感情及相處時間、想藉此次

出遊增強親子間互動、因為海上花火節才來到

澎湖等三項平均數最高；遊客旅遊滿意度以活 

動內容設計滿意度、活動創意滿意度、服務人

員的專業性等三項平均數最高；遊客旅遊的吸

引力則以活動內容新奇對您吸引的程度、活動

內容精彩對您吸引的程度、在視覺和聽覺響宴

對您吸引的程度等三項平均數最高。 

 

 

滿意度及

吸引力 

 

 

李素貞 

(2009) 

以南投縣民宿吸引力、遊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 

係之研究，實證結果：行前期望、體驗後感受、

期望失驗與遊客滿意度及忠誠度皆呈正相關；

亦即民宿吸引力會影響遊客的滿意度及忠誠

度。遊客滿意度及忠誠度亦呈顯著正相關，顯

然遊客滿意度會影響其忠誠度。 

 

 

滿意度及

吸引力 

 

 

杞佩珊 

(2011) 

以板頭藝術村為例探討社區觀光之吸引力、遊

憩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關係，實證結果；

吸引力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遊憩體驗對

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

顯著正向影響；吸引力對重遊意願有顯著正向

影響；遊憩體驗對重遊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探討大陸遊客對阿里山旅遊意象、滿意度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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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及

旅遊意象 

 

林佳蒨 

(2011) 

為意圖之關係阿里山旅遊意象、滿意度與行為

意圖之關係，實證結果：旅遊目的地意象愈好

對滿意度有直接正面影響；滿意度愈高的遊客

對行為意圖有正向直接影響；旅遊目的地意象

愈好對行為意圖有正向直接影響。 

 

旅遊意象

及滿意度 

 

陳秀華 

(2011) 

探討泰國法身寺禪修者之宗教旅遊特性，實證

結果顯示，旅遊動機會正向影響其旅遊意象，

而旅遊意象會正向影響其滿意度，並進而正向

影響其忠誠度。 

 

 

 滿意度 

 

 

張世瑜 

(2011) 

探討羽球運動參與者的休閒涉入程度、自由時

間管理、休閒滿意度與生活品質的情形，實證

結果：羽球運動參與者的休閒滿意度在不同婚

姻、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每週運

動天數、羽球運動年齡均有差異存在；羽球運

動參與者的休閒滿意度與生活品質有關聯性存

在， 

 

 

 滿意度

  

 

 

 

林岳霆 

(2011) 

以嘉義縣市慢跑者為例探究參與動機、休閒阻

礙、生活品質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實證結果

得知：參與動機對生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關

係；休閒品質對生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生活品質對工作滿意度有直接的影響關係；參

與動機經生活品質會間接影響工作滿意度；休

閒阻礙經生活品質會間接影響工作滿意度。 

 滿意度 顏秀燕 

(2012) 

以嘉義市為例探討 2011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打

造運動計畫島，實證結果：生活品質對工作滿

意度有直接正向影響；休閒涉入經生活品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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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滿意度有直接且正向影響；休閒效益經

生活品質對工作滿意度有直接且正向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見解，本研究認為遊客滿意度是遊客對於在從事遊憩行

為前的預期心理與目的地實際體驗後所產生的效用知覺所引發的心理比較

結果，且在參與旅遊活動之後，同時也達到滿足個人的需求，並且達到個

人所期待的樂趣及效益。 

 

2.3觀光休閒效益 

2.3.1觀光休閒的定義 

     休閒(leisure)其涵意是為廣泛的意思，其包含休閒(leisure)、休閒活動

(leisure activity)、遊憩(recreation)以及休閒運動(recreationalsport)。休閒的

狹義定義為「於工作之外，於可自由運用的時間與金錢下，自主選擇，並

可獲得健康愉悅的體驗從事的活動。」廣義定義則為：「生活中為獲得健康、

愉悅而主動積極的活動。」(Butler,1974)。所謂休閒康樂（Recreation）活

動都強調親近自然環境及體育活動。就廣義而言，只要是能提供健康愉悅

生活經驗者，都可稱為休閒。兩者間最大不同，在於後者不強調休閒活動

必須於工作之餘才能舉行參與。觀光定義考量的系統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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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供給為基礎─強調對觀光者的服務。 

2. 以需求為基礎─強調觀光乃以人為主的活動。 

3. 整合上述兩者。(劉修祥，1998) 

這個定義包含了觀光旅遊的三個基本要素： 

1. 旅客從事的活動是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 

2. 這些活動需要交通運輸將旅客帶到目的地。 

3. 旅遊目的地有充分的軟硬體設施與服務等，能夠滿足旅客旅遊準 

   備，以及在該地停留期間的需要。(陳岳廷，2013) 

2.3.2觀光休閒效益定義 

    Tinsley(1986)的休閒經驗論認為休閒經驗是個體主觀經驗感受，有四

個因素會影響休閒經驗：選擇的自由、內在動機、刺激的提升與承諾。從

休閒經驗獲得的直接好處是心理需求的滿足，當心理需求滿足時，身體健

康、心理健康與生活滿意都會獲得改善。Ajzen(1991)認為休閒效益即為休

閒目標之達成，包括參與休閒能達成之目標，以及參與者相信休閒能幫助

他們達成自己的目標。Wankle & Berger(1991)效益的定義是達成目標的程

度觀點，評估休閒效益的依據是休閒活動是否能達成他們所要的目標。高

俊雄(1995)認為休閒效益是指參與休閒遊憩活動可以滿足個人需求或有效

幫助參與者改善身心狀態的現象。林連聰(1996)認為在工作閒暇之餘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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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藉以達到調劑身心的作用。Verduim & McEwen(1996，涂淑芳譯)

認為，成人參與休閒活動六項效益：(一) 放鬆效益：參與休閒活動可減輕

心理壓力及身體不適，並保持個人身心靈均衡的發展，達到調劑身心的效

果。(二) 生理效益：適度參與休閒活動除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況，同時能滿

足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並促進身心的健康。(三) 心理效益：由於休閒活

動的多元化，能使參與者以輕鬆愉快的心情面對生活，並經由持續不斷的

探索，可保持心智澄明，解決問題、啟發新的靈感。(四) 教育效益：藉由

寓教於樂的休閒活動方式提升個人的知識領域，並滿足求知慾及創作慾。

(五) 社交效益：因藉著休閒活動接觸來自各領域的同好，進而拓展更寬廣

的視野。(六) 美學效益：參與者藉由欣賞或從事藝術、音樂、舞蹈及在自

然景象中的休閒活動獲得心靈及情感上的滿足。王宗吉、徐耀輝(2000)認

為休閒運動對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性有四項：(一)生理效益：對慢性疾病如

糖尿病、高血壓等，有改善或減輕的效果。(二)心理效益：因心理健全的

發展可以使個人有展現的機會。(三)精神效益：可使人適度放鬆，減輕身

體及心靈的壓力並舒緩壓力及焦慮。(四)靈性效益：藉由從事休閒活動時，

如能專注於某一事物，可使自己達到心境平靜無波之祥和狀態。Bright(2000)

認為休閒效益包含心理學、生物心理分析學、社會學、經濟學及環境學等

五個觀點：(一) 心理學觀點：改善自我觀點、個人價值的反思。(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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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心理分析學觀點：心臟血管的健康、疾病管理、心智和物理的復健。(三)

社會學的觀點：社會穩定的提升、家庭和諧、文化認同。(四)經濟學的觀

點：僱用、收入、減少健保支付。(五)環境學的觀點：環境維護或保存。

陳中雲(2001)認為休閒效益是個人在休閒活動參與過程中及後，個人評估

可以改善身心狀況滿足需求的主觀感受；且認為休閒效益分為心理、生理、

社交及教育等四個效益：（一）心理效益：包含肯定自我、獲得成就感，自

我實現、消除緊張、紓解壓力、增添樂趣、舒暢身心、欣賞創造真善美及

獲得特殊體驗等。（二）生理效益：包含維持體能、保持健康，消除疲勞、

控制疾病及恢復精神等。（三）教育效益：包含增進行為技能、拓展知識領

域、激發創意、激發個人心智、培養多元興趣及促進活動技巧。（四）社交

效益：包含促進家人感情、朋友情誼及拓展社交圈等效益。林欣慧(2002)

認為休閒效益是個人或團體在自由時間在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對其活

動有所體驗，並且對個人或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馬上鈞(2002) 認為休閒

效益是參與休閒活動主要提供參與者放鬆愉悅、促進自我實現、自我認同、

壓力緩衝、生活滿意等環境，使人們感受到幸福的生活。張少熙(2003)指

出效益偏重活動中或活動後的心靈滿足．因此效益是目標的達成或人們希

望達成他們所期望的目標，這種情境僅僅對於個人而言；認為休閒效益有

改善情境、維持情境需求以及獲得心理滿足等三種形式:(一)改善目前情



 
 
 
 
 
 
 
 
 
 
 
 

 

35 

 

境：休閒經驗可為個人帶來許多效益。如身心獲得健康、藉由體能性活動

改善心肺能力、情感抒發、增進人際互動、提昇休閒技能、並獲得較佳的

社會適應經驗以及自我發展等。(二)維持情境需求：維持透過休閒改善後

的情境，避免不好的情境發生。如維持友誼、健康、穩定社群；避免社會

問題發生，如青少年犯罪問題或觀光等其它事情對實質環境所造成的衝

擊。(三)獲得心理滿足：獲得特殊的心理滿足經驗。如技能檢定、活動結

束後感覺良好或心理壓力獲得釋放等的有關經驗。林宜蔓(2004)則認為休

閒效益分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等三種效益，係針對個人參與

休閒活動過程中以及參與休閒活動後的經驗，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狀況

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吳怡靜(2006)認為休閒效益是個體在參與活

動過程中及體驗之後，除可滿足個體各方面需求外，並能調整個體的身心

狀態。謝明忠(2009)認為休閒效益是個體的主觀感受，能藉由休閒活動的

參與舒緩個體身心狀況，也能滿足個體需求，茲將國、內外學者對休閒效

益的定義彙整如表 2.8 

                       表 2.8觀光休閒效益定義 

      學者              觀光休閒效益定義 

Tinsley 

(1986) 

休閒經驗是個體主觀經驗感受，包含選擇的自

由、內在動機、刺激的提升與承諾等四個因素會

影響休閒經驗。 

Ajzen 休閒效益即為休閒目標之達成，包括參與休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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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達成之目標，以及參與者認為休閒能幫助他們達

成自己的目標。 

Berger 

(1991) 

效益的定義是達成目標的程度觀點，評估休閒效

益的依據是休閒活動是否能達成他們所要的目

標。 

高俊雄 

(1995) 

休閒效益是指參與休閒遊憩活動可以滿足個人需

求或有效幫助參與者改善身心狀態的現象。 

林連聰 

(1996) 

在工作閒暇之餘從事休閒活動藉以達到調劑身心

的作用。 

Verduim & 

McEwen(1996) 
成人參與休閒活動六項效益：放鬆效益、生理效

益、心理效益、教育效益、社交效益及美學效益。 

徐耀輝 

(2000) 

休閒運動對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性有四項：生理效

益、心理效益、精神效益、靈性效益。 

Bright 

(2000) 

休閒效益包含心理學、生物心理分析學、社會學

的、經濟學及環境學等五個觀點。 

 

陳中雲 

(2001) 

休閒效益是個人在休閒活動參與過程中及後，個

人評估可以改善身心狀況滿足需求的主觀感受；

且認為休閒效益分為心理、生理、社交及教育等

四個效益。 

林欣慧 

(2002) 

休閒效益是個人或團體在自由時間在從事休閒活

動的過程中，對其活動有所體驗，並且對個人或

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馬上鈞 

(2002) 

休閒效益是參與休閒活動主要提供參與者放鬆愉

悅、促進自我實現、自我認同、壓力緩衝、生活

滿意等環境，使人們感受到幸福的生活。 

 效益偏重活動中或活動後的心靈滿足．因此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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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熙 

(2003) 

是目標的達成或人們希望達成他們所期望的目

標；認為休閒效益有改善情境、維持情境需求以

及獲得心理滿足等三種形式。 

 

林宜蔓 

(2004) 

休閒效益分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等

三種效益；針對個人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以及參

與休閒活動後的經驗，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狀

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 

吳怡靜 

(2006) 

休閒效益是個體在參與活動過程中及體驗之後，

除可滿足個體各方面需求外，並能調整個體的身

心狀態。 

謝明忠 

(2009) 

休閒效益是個體的主觀感受，能藉由休閒活動的

參與能舒緩個體身心狀況，也能滿足個體需求。 

資料來源：蔡永勝(2011)、呂美利(2013)，本研究自行整理。 

2.2.3觀光休閒效益相關研究 

     Iso-Ahola(1989)歸納出透過身體性休閒活動的參與，有助於增強人類

認知功能，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減緩憂鬱、沮喪，產生正向情緒，並且

能夠提昇活動參與者的自尊、自我概念、心理幸福感，以及生活滿意。

Philipp(1997)研究發現非裔美國男性的休閒效益中放鬆及自我實現的效益

較高，女性以社交及自我肯定的效益較高；歐裔美國女性在放鬆與自我實

現的效益層面明顯優於男性。劉紀瑄(2002)認為個人透過休閒參與的過

程，能夠同時獲得生理、心理、社交及感情等四個休閒效益：(一)生理效

益：促進與維持身體健康。(二)心理效益：釋放壓力並讓壓力獲得紓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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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三)社交效益：可以結交新朋友，滿足社交需求。(四)情感效益：

獲得正面情緒體驗，有利於休閒參與持續進行。李 晶（2002）登山健行者

休閒效益體驗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對於休閒活動所傳達內容的認同程度。研

究結果亦指出，在背景變項對於休閒效益體驗的影響教育程度、年齡及民

國九十年登山健行活動地點、參與時間與距離、參與方式也造成休閒體驗

的不同。林晉榮、黃珍鈺(2005)認為休閒運動效益，能使人心情愉悅，使

生活滿意度提高，並降低憂鬱情緒。從事規律身體活動能減少焦慮、沮喪

和釋放壓力，增加自信。吳永發（2006）研究發現：(一)不同背景變項的

受試者在持續涉入、休閒效益與幸福感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二)持續涉入

與休閒效益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且有二個典型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水準；

(三)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能有預測幸福感，其中以「社交效益」的預測力

最佳。黃語瑄(2007)認為休閒效益中，遊客對於可以與同伴們聯絡感情最

為認同，而不同地區不同遊憩特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遊客，在休閒效益知

覺上有顯著差異。官素珍(2007)將休閒效益分為生理與心理二個構面：遊

憩動機會顯著影響持續涉入；持續涉入會影響休閒效益；遊憩動機對休閒

效益會產生顯著影響。徐國全(2008)認為遊客整體休閒效益以維持健康體

能、調整精神為主要目的；而休閒效益中以心靈內涵、生活工作等因素對

重遊意願的影響程度較大。郭進財(2008)以大專院校運動員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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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休閒參與、自由時間管理與休閒效益的情形發現：休閒參與會影響自

由時間管理，自由時間管理會影響休閒效益。林聰哲、李世昌(2008)探討

南投縣老年人休閒參與休閒利益與休閒滿意度之研究發現，不同人口統計

變項在休閒利益有顯著差異，休閒利益與休閒滿意度有典型相關。吳亮慶

(2009)認為休閒效益構面認同度依次是：生理、心理及社交效益。不同背

景變項之登山健行者在性別、職業、教育程度與不同個人月收入在休閒效

益上有顯著差異。戴琇惠(2009)認為不同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平

均月收入、參與年資、是否購買裝備、是否利用空閒自行參與之水中有氧

參與者，在休閒效益上有明顯差異。于志睿、林宴州(2010)探討遛狗活動

者從事遛狗活動之休閒效益顯示，遛狗活動者之整體休閒效益感受頗高，

不同的遛狗主要活動在休閒效益構面上存在者顯著差異。陳盈儒(2013)歸

納國內外學者觀點，認為休閒效益可分為心理、生理、教育及社交效益等

四層面：(一) 心理效益：包含肯定自我、獲得成就感、自我實現、紓解壓

力、愉悅心情、增添樂趣、舒暢身心、創造真善美及獲得特殊體驗等。(二)

生理效益：包含維持體能、保持健康、消除疲憊、改善控制疾病及恢復精

神等。(三) 教育效益：包含增進行為技能、拓展知識領域、激發創意及個

人潛力、培養多元興趣及活動技巧。(四) 社交效益：包含增進家人感情、

朋友情誼及拓展社交圈等效益。茲將國、內外學者對休閒效益的定義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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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9：  

                    表 2.9觀光休閒效益相關研究 

學者 觀光休閒效益研究 

 

Iso-Ahola 

(1989) 

透過身體性休閒活動的參與，有助於增強人類認知

功能，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減緩憂鬱、沮喪，產

生正向情緒，並且能夠提昇活動參與者的自尊、自

我概念、心理幸福感，以及生活滿意。 

 

Philipp 

(1997) 

非裔美國男性的休閒效益中放鬆及自我實現的效

益較高，女性以社交及自我肯定的效益較高；歐裔

美國女性在放鬆與自我實現的效益層面明顯優於

男性。 

劉紀瑄 

(2002) 

個人透過休閒參與的過程，能夠同時獲得生理、心

理、社交及感情等四個休閒效益。 

李 晶 

（2002） 

登山健行者休閒效益體驗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對於

休閒活動所傳達內容的認同程度。 

林晉榮、黃珍鈺 

(2005) 

休閒運動效益，能使人心情愉悅，使生活滿意度提

高，並降低憂鬱情緒。從事規律身體活動能減少焦

慮、沮喪和釋放壓力，增加自信。 

 

 

吳永發 

（2006）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持續涉入、休閒效益

與幸福感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二)持續涉入與休閒

效益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且有二個典型相關係數

達到顯著水準；(三)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能有預測

幸福感，其中以「社交效益」的預測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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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語瑄 

(2007) 

遊客對於可以與同伴們聯絡感情最為認同，而不同

地區不同遊憩特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遊客，在休閒

效益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官素珍 

(2007) 

休閒效益分為生理與心理二個構面：遊憩動機會顯

著影響持續涉入；持續涉入會影響休閒效益；遊憩

動機對休閒效益會產生顯著影響。 

徐國全 

(2008) 

遊客整體休閒效益以維持健康體能、調整精神為主

要目的；而休閒效益中以心靈內涵、生活工作等因

素對重遊意願的影響程度較大。 

郭進財 

(2008) 

休閒參與會影響自由時間管理，自由時間管理會影

響休閒效益。 

林聰哲、李世昌 

(2008)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利益有顯著差異，休閒利

益與休閒滿意度有典型相關。 

 

吳亮慶 

(2009) 

休閒效益構面認同度依次是：生理、心理及社交效

益。不同背景變項之登山健行者在性別、職業、教

育程度與不同個人月收入在休閒效益上有顯著差

異。 

戴琇惠 

(2009) 

不同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參

與年資、是否購買裝備、是否利用空閒自行參與之

水中有氧參與者，在休閒效益上有明顯差異。 

于志睿、林宴州 

(2010) 

遛狗活動者之整體休閒效益感受頗高，不同的遛狗

主要活動在休閒效益構面上存在者顯著差異。 

陳盈儒 

(2013) 

休閒效益可分為心理、生理、教育及社交效益等四

層面。 

資料來源：顏秀燕(2012)，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文獻討論，休閒效益定義為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後獲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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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理、社交關係及人際關係等程度，個體參與休閒活動確實存在不同

程度的休閒效益，不同的休閒活動類型，在休閒效益的感受上確實有某種

關聯。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會團隊工作人員及旅遊業者為

研究對象，為了使研究對象充分表達其獨特的觀點或感受，本論文除採取

深度訪談法的質性研究外，也透過對於各種文獻資料的分析，找出支持或

闡明本研究的相關理論或解釋，使本研究更具有可驗證性與說服力；其中

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則是為研究方法的說明；第三節為研究設計的

說明，包括訪談對象的選擇及訪談大綱的設計；第四節為研究執行的說明。  

 

3.1 研究架構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確定研究對象與主題，並蒐集相關文獻，包括

期刊、專書、論文、報章雜誌及網路資訊、政府出版品等，俾便了解本研

究相關理論與研究。 

     本研究以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會團隊工作人員及旅遊業者為研究

對象，利用深度訪談透過對舉辦熱氣球活動負責該業務之公部門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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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旅遊業者等進行訪談，從訪談中了解探討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對

觀光吸引力的影響、舉辦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滿意度及觀光休閒效益，經

深度訪談分析與綜合整理後，獲得本研究結果與結論，具體研究架構如圖

3.1 

研研 

         

 

 

 

 

 

 

 

 

 

研究議題確認 

深度訪談執行設計 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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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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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進行訪談 

騰寫與資料編碼分析 

文獻閱讀 

文獻資料對比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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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是質性研究。認為質性研究的研究者是主要的

研究工具，而且是在自然情境中蒐集資料；強調描述研究焦點，針對個別

現象或資料進行分析、探索，並從個案經驗中加以分析、歸納出具有共通

性的原則或趨向；質性探究的意義是其關注的主軸，透過掌握研究對象的

本質，進而建構對人類各種行為加以解釋說明的理論(鈕文英，2012)。相

較於量化研究以數據統計、分析的方法來說，質性研究者認為每個人對於

自己參與的事件都會有自己獨特的詮釋或賦予個別的意義，而這些詮釋或

意義，是無法藉由數據的量化反映出真實性，尤其是探討並了解某些人們

賦予其特定意義的行為時；所以透過與研究的對象直接接觸、觀察、互動

及提問，藉此了解特定的社會過程或特殊族群的觀點(曾淑珍，2013)。 

3.2.1 深度訪談法 

論文撰述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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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訪談法是一種有目的，面對面的對話過程，由面談者使用非結構

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用來發

覺受訪者基本的動機、信念、態度等。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應儘

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干擾的環境裡，

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談論自己的意見，並就其所回答的內容，繼續探究其

他相關的問題。這當中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之間是平等的互動關係，而研

究者扮演選定訪談對象、設計訪談大綱，並以系統性的方法紀錄受訪者所

陳述的經驗並進行分析的角色，本研究除利用訪談的方式由研究者擬定問

題提問外，也藉由受訪對象口述其參與經驗；研究者透過對話的過程保持

開放和彈性的原則，以了解研究參與者對某個主題的經驗、感受與觀點等

(綜合文獻：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Marshall & Rossman,2006 ；

Miller & Crabtree,1999c；引自鈕文英，2012)。 

   依訪談問題的結構性，可分為結構、半結構和非結構訪談三種(Lincoln 

& Guba,1985)。結構訪談是事先預擬好訪談的內容與順序，作為後續訪談

的依據，又稱「標準化的訪談」；非結構訪談則未預擬訪談題綱，而視研究

参與者的關注焦點問問題，並要研究參與者告訴研究者什麼對他們來說是

重要的，且接續探究資料，又稱「非標準化的訪談」；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

談，意即介於結構和非結構訪談之間，會先擬定訪談的大概方向，但在後



 
 
 
 
 
 
 
 
 
 
 
 

 

46 

 

續訪談時，可視情況調整訪談的內容與順序(綜合文獻：鈕文英，2012；

Bernard,2006)。 

    半結構式的訪談法用來收集資料時，常有意外的收穫，且受訪者在訪

談過程中較少受到限制，往往會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來反思自己的經驗，

故當研究者的動機是要了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比較時，半結

構式的訪談是非常適合的運用方式(Tutty et al.,1996；潘淑滿，2003)。 

3.2.2 文獻分析法 

     文獻在現代的解釋為紀錄有信息和知識的一切有形載體，具體來說是

將知識、信息用文字、符、圖像號、音頻等紀錄一定的物質載體的結合體。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文獻是為官方或民間收藏的用來紀錄群體或個人在政

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及宗教等方面活動的文字或其他載體的材料。

文獻具有三個基本屬性，即：知識性、記錄性、物質性，它具有存貯知識、

傳遞和交流信息的功能 (維基百科，2014)。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

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比較、整理與綜合,並從理

論與實務等構面進行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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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設計 

3.3.1訪談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選擇的受訪對象以具有推動及參與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經驗

的公部門工作人員及旅遊業者為對象；唯有透過受訪者累積的經驗始能完

整呈現出更深層的意象。本研究深度訪談的對象為臺東縣政府觀光遊戲科

專員、熱氣球飛行員及臺東蝴蝶蘭大樂旅行社經理、臺南捷利旅行社副總

經理、臺南東南旅行社協理等共計5人。受訪名單表如3.1  

                   表3.1本研究訪談對象一覽表 

單    位 
受訪者 

職稱 

年資 

編
號 

訪談日期、時間 地    點 

臺東縣政府 

觀光遊戲科 
專員 

3年 
A 

102.11.01 

下午14：00-16：00 

臺東縣政府 

觀光遊戲科 

臺東縣政府 

消防局鹿野 

分隊 

熱氣球 

飛行員 

3年 

B 
102.11.24 

下午14：00-16：00 

臺東縣政府 

消防局鹿野 

分隊 

臺東蝴蝶蘭 

旅行社 

經理 

24年 
C 

102.11.25 

上午10：00-12：00 

臺東蝴蝶蘭 

旅行社 

臺南捷利 

旅行社 

副總經理 

  16年 
D 

102.11.25 

下午14：00-16：00 

臺南捷利 

旅行社 

臺南東南 

旅行社  

協理 

20年 
E 

102.11.26 

上午10：00-12：00 

臺南東南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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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3.2研究大綱設計 

    在本研究主題方向後，為使受訪者表述更清楚及準確，本研究事先依

據論文之問題意識及其內在邏輯，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大綱的適切性及可

行性，經多次修正後確定。將訪談大綱設計成以下若干主題，每一主題皆

由數道子題構成，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分為三份，第一份是公務部門主管訪

談大綱，第二份為熱氣球工作人員訪談大綱，第三份是旅遊業者訪談大綱。

依上述架構，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如下： 

 第一份是政府公部門人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成效感到滿意嗎？ 

    二、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性？ 

    三、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第三部份：觀光休閒效益 

    一、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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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三、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四、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二份是熱氣球飛行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成效感到滿意嗎？ 

       二、遊客對於搭乘熱氣球安全的滿意度？ 

       三、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第三部份：觀光休閒效益 

       一、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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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三、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四、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三份是旅遊業者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貴公司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您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商機感到滿意嗎？ 

       二、貴公司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 

           光資源的完整性？ 

       三、貴公司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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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觀光休閒效益 

       一、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二、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 

           或行為？ 

       三、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 

           合作？ 

       四、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合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 

            動？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3.4研究執行 

3.4.1深度訪談執行過程 

     本研究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在確定研究問題與目的之後，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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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擬定訪談大綱，研究者依照訪談大綱之題目進行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

採取開放性的方式，並避免干擾或中斷受訪者陳述的機會，另訪問過程中

也會視受訪者的陳述適時的提出問題或修正問題的方向。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預先以電話聯繫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以及徵詢

受訪者意願後，以電子郵件先將訪談題目傳給受訪者參考，在受訪者瞭解

訪談內容並願意受訪後，再與受訪者約定訪談時間與地點，在訪談開始之

前會先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錄音，為俾利後續訪談資料整理，本研究

訪談內容採全程錄音，最後再以編碼方式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3.4.2 訪談紀錄編碼分析 

     研究者每次完成訪談後，清楚的記錄訪談的日期、時間、地點，並將

訪談錄音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且以表格化的方式呈現，表格分左右兩欄，

左欄為原始訪問內容逐字稿，右欄為逐字稿訪談內容與本主題的符合程

度，擷取訪談內容重點並加以編碼。 

     本研究訪談對象公務部門主管以A，熱氣球工作人員以B、旅遊業者以

C、D、E做編碼代號，對於訪談內容的各主題及子題做資料編碼以下列出所

代表的編碼內容： 

主題一：觀光吸引力 

1-1 代表子題(一)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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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代表子題(二)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主題二的第一子題以2-1，第二子題2-2……，以此類推，例如在文中若引

用到受訪者A，談到有關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的各項問

題，會以A-1-1、A-1-2、A-1-3 來表示，受訪者A 在主題一第一子題內回

答的第一段話以A-1-1-1 表示，第二段話以A-1-1-2 表示，同樣的受訪者B 

會以B-1-1、B-1-2、B-1-3 來表示，在同一子題內第一段話以B-1-1-1 表

示，第二段話以B-1-1-2 表示，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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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整理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臺東熱氣球觀光產業之研究，包括觀光吸引力、

滿意度與觀光休閒效益，藉由訪談政府公部門工作人員、旅遊業者訪談資

料所得加以分析與討論。本章依據政府公部門工作人員、旅遊業者訪談大

綱及其主題分四節：第一節對觀光吸引力訪談資料分析，第二節針對滿意

度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第三節對觀光休閒效益訪談資料分析、第四節對未

來發展計畫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政府公部門工作人員、旅遊業者對於臺東熱氣球觀光產業帶

來的觀光吸引力、滿意度及觀光休閒效益的分析，以下是相關人員訪談資

料分析整理。 

 

4.1政府公部門人員訪談資料分析 

4.1.1觀光吸引力 

    (1)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依據受訪者 A：「臺東縣眾所皆知具有全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條件 

，尤其以花東縱谷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優勢條件，且鹿野高台地處民風純

樸的隆田村，東有花東縱谷，左有中央山脈圍繞其中，很適合舉辦熱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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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的大眾空域活動，在此先決條件下，比起西部更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

優勢。」(A-1-1) 

     依據受訪者 B：「對民眾而言是一項新奇的旅遊體驗，熱氣球對國內休

閒活動而言是一項全新的嘗試，就因為是全臺首創加上民眾的好奇心、口

碑和縣府團隊的行銷，臺東的熱氣球活動逐年吸引大批的遊客來到本地體

驗慢遊行程，也讓臺東成為熱氣球活動的必遊景點。」(B-1-1) 

           表 4.1.1-1政府公部門人員對熱氣球推動看法 

 觀光吸引力特色                   看法 

 

 

  地理條件優勢 

鹿野鄉公所戮力觀光休閒農業的發展，鹿野高台是

全臺唯一位於花東縱谷與中央山脈間的平原，這樣

的地形形成穩定的南北風向，尤其夏季微微的南風

是非常適合熱氣球飛行的。 

各國飛行員公認為風景最豐富美麗的空中遊覽，以

極慢速度飄浮在空中，用 360度全視野俯視並想山

脈溪谷、農田原野及水塘湖泊之美。 

   熱氣球活動 全臺首創熱氣球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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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域開放等優勢 

 

依據民用航空法及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規定：受限

空域管制、航道密集和高人口密度、經費和安全性

等條件。 

  縣府團隊行銷 利用民眾口碑、媒體行銷成功吸引近百萬遊客體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臺東的觀光吸引力特色具地理條件及空域開放及縣府大力推動行銷

熱氣球活動結合在地特色觀光資源的優勢，所以鹿野鄉由原本觀光休閒農

業的發展的型態轉變成全臺最適合熱氣球飛行的旅遊重鎮。 

(2)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依據受訪者 A：「自民國 100 年起每年暑假期間舉辦熱氣球嘉年華活

動外並搭配定期於每年度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規劃舉辦推廣臺東特色的觀光

活動，如鐵人三項競賽活動、成功鎮鮪魚季，冬季關山油菜花自行車活動、

池上伯朗大道騎乘自行車活動等，且遊客人數近乎成長一倍，經濟產值增

加四倍，著實為臺東帶來相當可觀的觀光收益。」(A-1-2)  

      依據受訪者 B：「熱氣球除了載客自由飛之外，6 場精彩的光雕音樂

會、瘋草原音樂會、露營、BBQ、螢光夜跑活動、模擬體驗機、親子遊憩

區、農產品美食區等，不論是活動的品質，週邊的服務都是前所未有的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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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元，正因為具備國際水準的熱氣球嘉年華，所以來自全省各地的遊客

絡繹不絕，也逐年增加造成極大的回響。」(B-1-2) 

         表 4.1.1-2政府公部門人員對旅遊參與度看法 

  遊客參與度                   看法 

 

 

 

 

不同時節特色活動 

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舉辦臺東特色的觀光活動： 

春季：成功鎮鮪魚季、臺東藝術節、南島文化節、

卑南音樂季、東海岸音樂節等。 

夏季：鐵人三項路跑活動、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布

農文化嘉年華、小米文化季系列活動、原住民豐年

祭、池上伯朗大道騎乘自行車活動等。 

秋冬季：知本溫泉季、金樽衝浪節、關山油菜花自

行車騎乘活動、太麻里金針山及迎曙光活動等。 

 

 

 

 熱氣球活動多元 

熱氣球除了載客自由飛及原地繫留體驗之外，活動

內容包含國際空域研討會、熱氣球城市高峰會、城

市巡禮活動、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球地勤人

員培訓、熱氣球夏令營活動、6場精彩的光雕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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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瘋草原音樂會、熱氣球高空婚紗禮讚活動、飛

行傘表演、風箏表演、超輕型載具表演、露營、BBQ、

螢光夜跑活動、模擬體驗機、親子遊憩區、農產品

美食區等造成轟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政府公部門工作人員對於推動熱氣球旅遊活動，除了讓熱氣球活動項

目更豐富多元，另會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舉辦屬臺東在地特色的觀光活動，

所以遊客人數逐年成長，經濟產值增加四倍，著實為臺東帶來相當可觀的

觀光收益。 

  

4.1.2滿意度 

    (1)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成效感到滿意嗎？ 

       依據受訪者 A：「臺東縣政府對於 2011 年舉辦熱氣球活動以來，遊

客人數從 35 萬人次、2012 年增加至 88 萬人次、2013 年因歷經 2 次颱風熱

氣球場次減少，遊客人數為 83 萬人次；經濟產值 2011 年 5.25 億、2012 年

驟增至 20 億、2013 年為 16 億；熱氣球活動的媒體報導由原本 40 家媒體 120

篇報導增加至 55 家媒體 859 篇報導；參與熱氣球活動的國家由原本 7 國增

加至 14 國、以上這些成果皆可看出遊客對於熱氣球活動市場的接受度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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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頗高，對於縣府工作團隊來說，推動成效無疑是一劑強心針。」(A-2-1) 

       依據受訪者 B：「目前縣府對於舉辦熱氣球活動帶來的特色活動刺激

當地經濟消費，並且積極招商引進相關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提升人民所得成

效感到滿意，隨著熱氣球活動逐年辦理的規模越來越大，縣府也希望能帶

進更多的人潮和商機。」(B-2-1) 

          表 4.1.2-1政府公部門人員對旅遊滿意度成效看法 

  滿意度成效                   看法 

 

 

 

 

 

  滿意度成效 

2011年遊客人數從 35萬人次、2012年增加至 88萬

人次、2013年因歷經 2次颱風之熱氣球場次減少，遊

客人數為 83萬人次；經濟產值 2011年 5.25億、2012

年驟增至 20億、2013年為 16億；熱氣球活動的媒體

報導由原本 40家媒體 120篇報導增加至 55家媒體

859篇報導；參與熱氣球活動的國家由原本 7國增加

至 14國等，綜上數據顯示遊客認同感及滿意度因逐

年舉辦熱氣球活動而增加。 

熱氣球特色活動刺激當地經濟消費，政府積極招商引

進相關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提升人民所得成效感到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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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隨著熱氣球活動逐年辦理的規模越來越大，預期

能帶來更多的人潮和商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 2011年至 2013年不論遊客人數及經濟產值均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熱氣球活動帶來的遊客刺激當地經濟消費，臺東縣政府並且積極招商引

進相關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提升人民所得，臺東縣府及民眾對熱氣球旅遊商

機的成效感到滿意， 

    (2)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性？ 

        依據受訪者 A：「鹿野高台的場域空間是目前全臺灣最適合發展熱

氣球的場地，且空域在活動期間經過申請是呈現開放的狀態，臺東舉辦的

熱氣球活動，除希望成為臺灣最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外，同時也希望與國際

熱氣球活動接軌，希望藉由舉辦臺東熱氣球活動的成功，打開臺灣在國際

間的知名度進而受邀至他國觀摩學習，也希望在將來能由臺東主辦，廣邀

世界各國熱氣球舉辦國來臺交流也藉此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並吸引

更多外國遊客來臺從事熱氣球觀光．」(A-2-2)  

    (2) 遊客對於搭乘熱氣球安全的滿意度？ 

        依據受訪者 B：「在搭乘熱氣球前會向乘客宣導本身如果患有高血

壓、心臟病、懼高症、孕婦或未滿 130 公分的孩童(因高度不夠，看不到籃

框外的風景)都不適合搭乘；另載重也有限制。」(B-2-2-1) 

「由於熱氣球飛行員在臺灣有做過緊急應變的訓練；包含乘客身體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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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現場會看狀況做緊急降落，總之，飛行員會以當下的狀況做即時的判

斷和處理。」(B-2-2-2) 

「飛行員的責任必須帶領乘客安全帶回地面後，才能在最後一刻離開。辦

理熱氣球活動截至目前為止，遊客對於安全上的顧慮是有的，但也因工作

人員的相關防範措施及訓練落實，所以搭乘熱氣球遊客對於安全的防範措

施是較為放心的。」(B-2-2-3) 

           表 4.1.2-2政府公部門人員對觀光資源滿意度看法 

 觀光資源滿意度                  看法 

 

 

 

   與國際接軌 

臺東熱氣球活動為臺灣最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希

望與國際熱氣球活動接軌，打開國際間的知名度

進而受邀至他國交流學習。 

未來能由臺東主辦，廣邀世界各國熱氣球舉辦國

來臺交流也藉此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並

吸引更多外國遊客來臺從事熱氣球觀光． 

 

      安全性 

在搭乘熱氣球前向乘客宣導患有高血壓、心臟

病、懼高症、孕婦或未滿 130公分的孩童皆不適

合搭乘；另載重也有限制。 

熱氣球飛行員受過緊急應變訓練，相關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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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訓練落實，如遇有狀況會在當下做即時的判斷

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臺東舉辦的熱氣球活動，除希望成為臺灣最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外，同

時也希望與國際熱氣球活動接軌，希望藉由舉辦臺東熱氣球活動的成功，

打開臺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進而受邀至他國觀摩學習，也希望在將來能由

臺東主辦，廣邀世界各國熱氣球舉辦國來臺交流也藉此提高臺灣在國際間

的知名度並吸引更多外國遊客來臺從事熱氣球觀光；在熱氣球搭乘安全性

的考量，除搭乘前對遊客的宣導外，相關工作人員均受有緊急救護訓練，

讓乘客在搭乘熱氣球時安全上更加的有保障。 

    (3) 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依據受訪者 A：「臺東的觀光業近三年創造將近 42 億的觀光產值，

並且帶動本縣旅宿、餐飲、瓦斯、農特產品的銷售及其他產業的附加價值，

由於縣府規劃更完善的週邊交通動線及相關景點活動，讓外地遊客來臺東

旅遊更多元，所以熱氣球活動為臺東注入近百萬的觀光人潮並活絡臺東的

觀光商機。」(A-2-3) 

        依據受訪者 B：「臺東縣政府於 2011 年辦理熱氣球活動之後深受好

評，超過 35 萬人次的觀光人潮體驗參加；2012 年更擴大舉辦熱氣球嘉年華

會，吸引超過 88 萬人次，創造周邊 20 億觀光產值。」(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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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2-3政府部門對觀光產業活化滿意度 

  觀光產業活化                 看法 

  觀光產值提升 2011年 5.25億、2012年 20億、2013 年 16 億。 

   遊客量成長 
2011年 35萬人次、2012年 88萬人次、2013年

83萬人次。 

旅宿業配合優惠活動 知本老爺飯店、鹿鳴溫泉酒店、泓泉飯店、臺東

蝴蝶蘭旅行社。 

    

    交通便利性 

結合空運-航空業：立榮、華信航空。 

陸運-搭火車、公車(搭臺灣好行)、共乘計程車。 

   參與國家增加 
2011年 7國、2012年 14國、2013年 11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臺東的觀光業近三年創造將近 42億的觀光產值，並且帶動本縣旅宿、

餐飲、瓦斯、農特產品的銷售及其他產業的附加價值，由於縣府結合航空

業及陸運業規劃更完善的運輸交通動線及相關景點旅遊活動，讓外地遊客

來臺東旅遊選擇更多元，所以熱氣球活動為臺東注入近百萬的觀光人潮並

活絡臺東的觀光商機，臺東縣政府對此成效頗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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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觀光休閒效益 

    (1)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依據受訪者 A：「縣府將於 2014 年在鹿野高台龍田村的永安國小永

隆分校籌備完成飛行學校，推廣熱氣球飛行運動，讓熱氣球活動不單只是

休閒活動，更開放民眾可以自費方式成為熱氣球飛行人員，或以公費方式

成為縣府團隊培訓熱氣球工作人員，這項創舉無疑是為了讓熱氣球產業在

臺東扎根。」(A-3-1) 

        依據受訪者 B：「首創自由飛載客體驗的空中遊覽、全臺唯一最完

整的熱氣球飛行機隊、臺灣第一顆愛心造型球、最多造型球參與的嘉年華

會(活動期間共 11 顆造型球)、臺灣最多熱氣球(14 顆)同時自由飛紀錄、以及

6 場次不同主題以吸引遊客前來朝聖的光雕音樂會，都成為臺灣熱氣球史上

一再締造的紀錄，並讓臺東成為名符其實的臺灣熱氣球故鄉。」(B-3-1) 

「藉由參加國外的熱氣球活動及自行主辦的方式廣邀各國來臺參加並同時

達到交流及宣傳的效果，也因此未來臺東熱氣球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

(B-3-2-1) 

「對於想要學習熱氣球飛行的朋友可以來鹿野高台的永安國小飛行訓練中

心自費學習取得證照(個人自用駕駛執照)，民航局規定要成立飛行學校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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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飛行訓練學校校長，且校長需有 2000 小時以上(約 10 至 15 年的飛行資歷)

的飛行時數，並外聘國外資深的飛行人員出任飛行學校校長搭配熱氣球飛

行員來推廣熱氣球訓練飛行學校。」(B-3-2-2) 

                表 4.1.3-1政府公部門觀光休閒效益成效 

觀光休閒效益成效                    看法 

 

  成立飛行學校 

2014年在鹿野高台龍田村的永安國小永隆分校籌

備完成飛行學校，外聘國外資深飛行人員擔任校

長。 

民眾可自費學習取得證照，縣府遴選以公費培訓

方式成為專屬熱氣球飛行團隊成員 

 

 

 熱氣球週邊活動 

首創自由飛載客體驗的空中遊覽、全臺唯一最完

整的熱氣球飛行機隊、臺灣第一顆愛心造型球、

最多造型球參與的嘉年華會(活動期間共 11顆造

型球)、臺灣最多熱氣球(14顆)同時自由飛紀錄、

以及 6場次不同主題以吸引遊客前來朝聖的光雕

音樂會締造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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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熱氣球活動帶來的休閒效益為臺東縣政府於 2014年在鹿野高台龍

田村的永安國小永隆分校籌備完成飛行學校，推廣熱氣球飛行運動，這項

創舉無疑是為了讓熱氣球產業在臺東扎根；並且藉由參加國外的熱氣球活

動及自行主辦的方式廣邀各國來臺參加並同時達到交流及宣傳的效果，也

因此未來臺東熱氣球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 

     (2) 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依據受訪者 A：「目前舉辦鹿野高台熱氣球嘉年華活動期間，為使

活動更顯多元，縣府特別和臺東相關業者合作：如現場設立特色美食區及

販賣臺東當地農特產品、行銷臺東的美食商品；另尋求企業賺贊助舉辦螢

光夜跑活動、露天 BBQ 等活動；並邀請知名表演團體或歌手獻唱光雕音樂

會，結合婚紗業者舉行熱氣球婚禮活動、甚至舉辦熱氣球講座並結合旅行

業者推銷熱氣球套裝旅遊等行程；這些和異業結盟的行為，無異是希望藉

由政府的帶動結合業者可用的資源，將臺東的觀光旅遊提升至更多元的層

次，讓遊客能感覺來到臺東旅遊的豐富度，不僅希望增強遊客想再來旅遊

的意願，也可藉由口碑方式行銷臺東的旅遊多元化。」(A-3-2)  

               表 4.1.3-2政府公部門策略聯盟成效 

   策略聯盟成效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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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婚紗業、農

特產品、企業贊助活

動、講座活動、音樂

會活動 

設立特色美食區及販賣臺東當地農特產品、行銷

美食商品。 

尋求企業賺贊助舉辦螢光夜跑活動、露天 BBQ等

活動。 

邀請知名表演團體或歌手獻唱光雕音樂會。 

結合婚紗業者舉行熱氣球婚禮活動。 

舉辦熱氣球講座。 

結合旅行業者推銷熱氣球套裝旅遊等行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目前政府公部門推動策略聯盟成效是結合全臺旅行業者、婚紗業者、

在地農特產品、企業贊助活動、講座活動、音樂會活動等，讓熱氣球活動

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元化。 

   (3) 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依據受訪者 A：「目前考量臺中、高雄澄清湖、臺南走馬瀨、花蓮等

地皆於這一、兩年接連陸續舉辦熱氣球活動帶動當地的觀光商機，也由於

各地方政府補助預算皆獨立，且各自要行銷屬於自己的在地觀光，所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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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各縣市要合作的意願並不高。遊客也會選擇較具代表性的縣市熱

氣球活動來參加，因為當同質性太高，遊客自然就會有所篩選。」 

(A-3-3) 

      依據受訪者 B：「臺東縣政府目前也跟各大旅行社洽談如日本、新加

坡等亞洲國家來臺參加的旅行團遊客搭乘熱氣球的套裝行程，觀光的市場

不僅只有臺灣而是要拓展到國外。」(B-3-3) 

             表 4.1.3-3政府公部門旅遊實質串連成效 

   旅遊串聯成效                   看法 

    

   與縣市合作 

各地方政府旅遊補助預算皆獨立，且只行銷屬於

自己的在地觀光特色，所以縣市間合作意願不

高。 

    

   與旅行社合作 

臺東縣政府跟各大旅行社洽談日本、新加坡等亞

洲國家旅行團遊客來臺搭乘熱氣球的套裝行

程，觀光市場要拓展到國外。 

    臺東縣政府目前跟各大旅行社洽談亞洲國家來臺參加的旅行團遊客搭

乘熱氣球的套裝行程，觀光的市場要拓展到國外；但由於各地方政府補助

預算皆獨立且只行銷在地觀光，所以各縣市之間並無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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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依據受訪者 A：「因這是臺東的大型重點旅遊活動，所以在此時會

以搭乘熱氣球活動為主軸，再搭配週邊不同的主題活動帶動熱氣球議題。」

(A-3-4-1) 

「縣府或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會依據季節特性規劃出不同的旅遊主

題：如秋冬的關山自行車之旅、知本溫泉季、春天有成功鎮的鮪魚季、卑

南音樂季、南島文化節、夏天有鐵人三項路跑、原住民豐年祭等活動，無

不希望遊客能將對熱氣球活動的熱情持續投注在臺東的其他旅遊景點上，

讓臺東一年四季皆具有觀光商機。」(A-3-4-2) 

       依據受訪者 B：「臺東縣政府依據不同時節推出四季特色主題活動：

鐵人三項、各類運動賽事(棒球、游泳、自行車、馬拉松、槌球、羽球、桌

球等)；文化民俗類包含：東海岸音樂祭、南島文化節、客家好米收冬季、

金樽衝浪季、知本溫泉季、元宵遶境、原住民傳統祭典；農漁特產活動包

含：香丁節、釋迦節、金針花季、洛神花季、旗魚季、臍橙節等活動。正

因為臺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勢條件，搭配不同時節推出屬於在地的觀

光特色活動，更可大量吸引不同族群的遊客前來臺東旅遊。」(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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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3-4政府公部門推動地方特色活動 

  地方特色活動                  看法 

 

 

文化民俗類主題活動 

春季：東海岸音樂祭、南島文化節、元宵遶境 

夏季：鐵人三項路跑、原住民傳統祭典。 

秋季：太麻里金針花季、金樽衝浪季、關山自 

       行車活動。 

冬季：知本溫泉季。 

   

 

   農漁特產活動 

春季：香丁節、洛神花季。 

夏季：釋迦節、太麻里金針花季。 

秋季：成功鎮旗魚季。 

冬季：臍橙節。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因臺東的大型重點旅遊活動目前以搭乘熱氣球活動為主，但會搭配地

方特色的旅遊活動，希望遊客能將對熱氣球活動的熱情持續投注在臺東的

其他旅遊景點上，讓臺東一年四季皆具有觀光商機，吸引遊客前來臺東旅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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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未來發展計畫 

      (1)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依據受訪者 A：「臺東的熱氣球活動目前是全臺灣知名度最高也是

最受推崇的景點之一。」(A-4-1-1) 

「南迴公路交通狀況會因天候因素而受到影響，所以如果要吸引更多的遊

客前來，交通路況也是必需要改善的目標。」(A-4-1-2) 

「因熱氣球帶來的觀光商機使得臺東的旅館也接連如雨後春筍般的興建，

2014 年新的旅館業者仍會再投資，看好這波陸客來臺人數的成長及臺東越

來越多元的旅遊商機，相信臺東很快就能以觀光旅遊之名成為臺灣首屈一

指的旅遊縣市。」(A-4-1-3) 

          依據受訪者 B：「臺東必須利用優勢的在地觀光資源發展出屬於

全台獨一無二的觀光旅遊縣市。」(B-4-1) 

                表 4.1.4-1政府公部門如何發展觀光特色 

   發展觀光特色                  看法 

       交通 改善聯外道路交通：如南迴公路。 

    結合優勢旅遊景點，使臺東旅遊景點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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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旅遊景點 

山線：卑南文化公園、布農部落文化園區、初 

       鹿牧場、臺東原生植物園、鹿野高台、 

       關山自行車步道、池上伯朗大道等。 

海線：臺東海濱公園、臺東黑森林公園、小野 

       柳、都蘭水往上流、三仙台、八仙洞、 

       石梯坪、石雨傘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目前臺東縣政府必須改善聯外道路的空運及陸運交通的班次，每到暑

假熱氣球時期，所有到臺東旅遊的遊客都會面臨一票難求的情況，所以臺

東縣政府也在 2014年要求臺鐵普悠瑪號增加運輸班次以紓解人潮，航空業

也配合增加航班等；另運用山線及海線的旅遊景點優勢推出不同的旅遊主

題活動來發展臺東在地的特色觀光。 

    (2) 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依據受訪者 A：「希望熱氣球活動將以成為臺東觀光產業方式發

展，未來朝向政府與民間熱氣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理，活動主要辦理經費

未來主要由承辦單位籌措，並繳納活動辦理權利金給予縣府，也希望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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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地特色能發展出相關文創產業，創造更大經濟產值；並藉由行銷將臺

東熱氣球活動推向國際，吸引其他國家前來取經，帶來更多的觀光收益。」

(A-4-2) 

        依據受訪者 B：「藉由熱氣球活動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也

希望能吸引世界各國的觀光客來臺灣旅遊，並為臺東帶進更多的觀光收

益。」(B-4-2) 

          表 4.1.4-2政府公部門推動熱氣球旅遊未來發展方向 

   發展方向                   看法 

  

 委由民間辦理 

未來朝向政府與民間熱氣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

理，活動主要辦理經費未來主要由承辦單位籌措，

並繳納活動辦理權利金給予縣府。 

 推出文創產業 結合在地特色發展相關文創產業，創造更大經濟產

值。 

   行銷國際 行銷臺東熱氣球活動推向國際，吸引世界各國的觀

光客來臺灣旅遊，帶進更多的觀光收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未來熱氣球活動將以成為臺東觀光產業方式發展，並由政府與民間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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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理，也希望發展出相關文創產業，創造更大經濟

產值，並藉由行銷將臺東熱氣球活動走向國際，吸引其他國家前來交流，

帶來更多的觀光收益。 

 

4.2旅遊業者訪談資料分析 

4.2.1觀光吸引力 

       (1) 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依據受訪者 C：「自從熱氣球活動舉辦成功以來，慕名而來的遊

客絡繹不絕，我們常常會接到遊客詢問熱氣球優惠方案的電話，那也代表

有更多遊客願意在臺東做深度的停留，而不再是走馬看花而已」。(C-1-1) 

           依據受訪者 D：「熱氣球嘉年華這是一個在臺灣很創新的新興旅

遊活動，突破以往旅遊景點很制式化的一個旅遊行程，可以刺激消費者前

往這個地方甚至再度舊地重遊前往消費。」(D-1-1) 

           依據受訪者 E：「熱氣球行程對我們來說不是個大眾化的活動，

畢竟這是屬於一個小眾的市場，所以熱氣球活動的行程偏向家庭旅遊或個

人旅遊。」(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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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1旅遊業者如何推廣觀光吸引力特色 

   觀光吸引力                   看法 

    

 

   觀光吸引力 

遊客願意在臺東做深度的停留。 

創新的新興旅遊活動。 

屬於小眾市場，熱氣球活動的行程偏向家庭旅遊或

個人旅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臺東的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在臺灣實屬首創的新興旅遊活動，有鑒

於此議題，臺東縣政府也結合週邊旅遊景點推出不同主題旅遊，讓遊客願

意在臺東做深度的停留，甚至舊地重遊。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依據受訪者 C：「我們承攬的遊客，可在傍晚搭乘熱氣球繫留的

活動期間，並在天候狀況良好的情況下，可搭乘到先行預約的名額，其他

叁加我們旅行社一日遊的遊客，可在非搭乘熱氣球時段安排走訪其他臺東

旅遊景點，不至於因等待搭乘熱氣球而浪費其他時間，所以預約報名的遊

客很踴躍。」(C-1-2) 

          依據受訪者 D：「遊客對熱氣球活動的參與度和意願是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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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來推廣當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D-1-2) 

          依據受訪者 E：「較年輕族群的遊客就會前往當地搭乘熱氣球、

消費或是遊玩，確實會因遊客的參與度高而帶來一定的旅遊商機。」 

(E-1-2) 

                表 4.2.1-2旅遊業者推廣遊客參與度情形 

  遊客參與度                     看法 

 

 

遊客參與意願高 

遊客可先搭乘到先行預約的名額，其他叁加一日遊

的遊客，可在非搭乘熱氣球時段安排走訪其他臺東

旅遊景點，不至於因等待搭乘熱氣球而浪費其他遊

程時間，所以預約報名的遊客很踴躍。 

地方政府推廣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年輕族群的遊客參與搭乘熱氣球或是至臺東遊玩的

意願確實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遊客對地方政府直接來推廣的熱氣球活動會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遊

客搭乘熱氣球、消費或是遊玩，確實會因參與度提高而帶來一定的旅遊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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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滿意度 

       (1) 您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商機感到滿意嗎？  

           依據受訪者 C：「102 年舉辦時間點從 5 月延長至 9 月，所以可

平均分散遊客集中於假日才能搭乘熱氣球的情形，且對於遊客的旅遊品質

相對於也因不至於人潮擁擠而降低。」(C-2-1-1) 

「熱氣球活動受天候因素影響很大，但是自由行旅客業績整體是成長 2 成

的，所以整體對旅遊業者來說熱氣球活動的舉辦確實會帶來商機。」 

(C-2-1-2) 

           依據受訪者 D：「我們對旅遊商機當然會覺得很滿意，因為藉由

推動熱氣球的活動，對旅遊市場會帶來商機成長的顯著效果。」(D-2-1) 

           依據受訪者 E：「熱氣球的行程對旅行社來說也是要考量其本身

的獲利，那以包裝產品本身來講的話，熱氣球的行程若放進來相對一定會

提高整個旅遊費用，客人不見得需要這樣的行程，而且我們也會考量搭乘

熱氣球本身的安全性，所以在以安全性為第一考量前提下，目前是不主推

這樣的行程。」(E-2-2) 

 



 
 
 
 
 
 
 
 
 
 
 
 

 

78 

 

               表 4.2.2-1旅遊業者對旅遊商機滿意度 

                     看法 

    

      滿意 

102年舉辦時間點從 5月延長至 9月，平均分散遊客

集中於假日才能搭乘熱氣球的情形，旅遊品質不因

人潮擁擠而降低。 

自由行旅客業績整體成長 2成。 

   

     不滿意 

     

    

旅遊成本提高，獲利率降低。 

客人並非有此需求。 

考量搭乘熱氣球本身的安全性，目前不主推這樣的

行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雖然熱氣球活動受天候因素影響很大，但整體而言對旅遊業者來說熱

氣球活動的舉辦確實會帶來一定的商機；但對某些業者來說，熱氣球的行

程獲利率並不高且安全性值得考量，所以不主推這樣的行程。 

      (2) 您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 

          完整性？ 



 
 
 
 
 
 
 
 
 
 
 
 

 

79 

 

          依據受訪者 C：「近幾年除了大推熱氣球嘉年華活動之外，還依

據四季不同的臺東特色之美推出各種不同的主題活動：像是關山自行車活

動、鐵人三項運動、南島文化節、原住民豐年祭、東海岸音樂季、元宵遶

境等具地方性色彩的重大慶典動，讓到臺東旅遊的客人覺得原來臺東的旅

遊景點如次豐富多元，會一直想再來臺東做深度定點的停留。」(C-2-2) 

          依據受訪者 D：「熱氣球活動只是一個短暫性的旅遊活動，他還

是要結合在地的特色活動去做規劃，對於消費者來說旅遊景點會比較多

元，這幾年可明顯看得出縣府在推動觀光旅遊結合規劃具在地特色活動的

用心，能讓遊客更了解臺東旅遊景點的豐富性，而這些具有在地特色的活

動確實也為臺東帶來可觀的商機。」(D-2-2) 

          依據受訪者 E：「臺東縣政府這方面做得很不錯，因為花東的景

點整合可以提高讓客人去到當地旅遊的意願，譬如元宵遶境的節慶活動、

知本溫泉季、金針花花季等季節性的活動，這些特色行程對旅客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誘因。」(E-2-3) 

               表 4.2.2-2旅遊業者對觀光資源完整性看法 

觀光資源完整性                    看法 

 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舉辦臺東特色的觀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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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不同節慶特

色活動  

  

春季：成功鎮鮪魚季、臺東藝術節、南島文化節、

卑南音樂季、東海岸音樂節等。 

夏季：鐵人三項路跑活動、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布

農文化嘉年華、小米文化季系列活動、原住民豐年

祭、池上伯朗大道騎乘自行車活動等。 

秋冬季：知本溫泉季、金樽衝浪節、關山油菜花自

行車騎乘活動、太麻里金針山及迎曙光活動等。 

 

 

熱氣球活動多元 

熱氣球除了載客自由飛及原地繫留體驗之外，活動

內容包含國際空域研討會、熱氣球城市高峰會、城

市巡禮活動、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球地勤人

員培訓、熱氣球夏令營活動、6場精彩的光雕音樂

會、瘋草原音樂會、熱氣球高空婚紗禮讚活動、飛

行傘表演、風箏表演、超輕型載具表演、露營、BBQ、

螢光夜跑活動、模擬體驗機、親子遊憩區、農產品

美食區等造成轟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熱氣球活動是屬於季節性的旅遊活動之一，臺東縣政府還是要結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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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特色活動去做規劃，這幾年縣府陸續舉辦觀光旅遊結合規劃具在地特

色的活動，讓遊客更了解臺東旅遊景點的豐富性，而這些具有在地特色的

活動確實也為臺東帶來可觀的商機。 

        (3)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依據受訪者 C：「102 年臺東縣旅館平均住宿率在全國位居第 3

名，也由於觀光產業的興起，相對的也會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需求，

周遭的相關產業也會因運而生，所以熱氣球帶來的商機促進臺東地方的觀

光產業活化是無庸置疑的。」(C-2-3) 

            依據受訪者 D：「2011 年至 2013 年從臺東縣政府的觀光數據來

看，他每一年的周邊觀光產業都有在活化，像是旅館業的興建，旅遊人口

急速成長等都可看出臺東旅遊業發展正快速的進步，因熱氣球活動行銷的

成功，正也是讓外縣市國內旅遊市場趕不上的優勢原因之一。」 

(D-2-3)」 

            依據受訪者 E：「這是一定會的，因為主推這樣的一個活動如

果把人潮都帶進來的話，相關的周邊觀光產也都會連帶受到影響，包括住

宿業、餐飲業、農特產品的銷售等都會有連帶關係，銷售率也會有一定的

成長。」(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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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2-3旅遊業者對觀光產業活化看法 

 觀光產業活化                   看法 

 

  遊客量成長 

2011年 5.25億、2012年 20億、2013年 16億。遊

客量成長 2011年 35萬人次、2012年 88萬人次、2013

年 83萬人次。 

  旅館業興建 2014及 2015年預計 6家大型旅館業興建。 

就業人口需求增 

加 

旅宿業、餐飲業釋出大量就業職缺，恐掀起國內餐

旅業跳槽風。 

瓦斯、農特產品的

銷售增加 

瓦斯、農特產品的銷售增加，活化在地旅遊商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011年至 2013年從臺東縣政府的觀光數據來看，，像是旅館業的興

建，旅宿業、餐飲業釋出大量就業職缺，就業人口需求增加紛紛讓在外地

工作的臺東子弟也回鄉就業，旅遊人口急速成長等都可看出臺東旅遊業因

熱氣球活動行銷的成功讓外縣市旅遊市場趕不上的優勢原因。 

 

4.2.3觀光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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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貴公司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依據受訪者 C：「熱氣球在臺灣舉辦，民眾就不需出國花費，

所以相對的也會讓旅遊市場呈現內需狀態而刺激國內的相關旅遊消費市

場。」(C-3-1) 

            依據受訪者 D：「臺東的熱氣球活動結合了很多協辦單位，協

辦單位包含了民間和政府公部門、飯店業、航空業，並把相關其他產業也

都結合進來，這是在強化他所有的資源並提升其旅遊休閒效益。」 

(D-3-1) 

            依據受訪者 E：「熱氣球在搭載上有人員的限制及受到氣候的

影響，所以在這樣受限條件的前提下多少會影響到熱氣球活動本身的延續

性，但就休閒效益來說的話，我認為隨著熱氣球活動的逐年舉辦，他的休

閒效益是會慢慢增加的。」(E-3-1) 

               表 4.2.3-1旅遊業者對觀光休閒效益看法 

 觀光休閒效益                    看法 

    

   不需出國 
旅遊市場呈現內需狀態帶動國內的相關旅遊消費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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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相關業者強

化休閒效益 

結合民間和政府公部門、旅宿業、餐飲業、航空業、

計程車、公車、火車及其他相關其他產業，這是在

強化他所有的資源並提升其旅遊休閒效益。 

      限制 搭乘人員數的限制及天候影響，會影響熱氣球活動

的延續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因熱氣球在臺灣就能搭乘所以民眾就不需出國，因而旅遊市場呈現內

需狀態而刺激國內的相關旅遊消費市場；且政府結合民間及其他公部門如

飯店業、航空業，陸運業等並把相關其他產業也都結合進來，這是在強化

他所有的資源並提升其旅遊休閒效益。 

        (2)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 

            為？ 

            依據受訪者 C：「基本上會採異業結盟方式希望在旅遊時段上

提供更優惠的價格，或租用遊覽車等會給予更多的優惠方案，這些優惠組

合起來就會給顧客更好的旅遊品質，同時也希望和熱氣球周邊業者做結

合。」(C-3-2) 

            依據受訪者 D：「以一個旅行社的立場，我們會把這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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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到行程裡面，或者是應客人的要求前往，但現階段我們是沒有和政府

有這方面活動的合作關係；因為熱氣球畢竟是一個很單一的活動，旅行社

要和政府去做這樣一個單一的策略聯盟銷售旅遊行程，對我們旅行社整體

的行程銷售上來說會比較薄弱一點。」(D-3-2) 

            依據受訪者 E：「我們在跟地方政府及異業之間都有在配合相

關的旅遊行程。畢竟旅遊行程多的話，旅客有多樣性選擇這樣才能增加業

者的收入。」(E-3-2-1) 

                 表 4.2.3-2旅遊業者對策略聯盟看法 

   策略聯盟                   看法 

    

   異業結盟 

在熱氣球活動旅遊時段上提供更優惠的價格。 

租用遊覽車優惠方案。 

和熱氣球周邊業者做結合。 

    

   和政府合作 
配合當地政府提供多元化的旅遊行程才能增加業

者的收入。 

   

  配合旅客需求 

把熱氣球活動包裝到旅遊行程裡。 

應客人的需求安排熱氣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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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旅行社業者會採異業結盟方式希望能提供遊客提供更優惠的價格及吸

引更多遊客前來，並且給顧客更好的旅遊品質，而旅遊行程選擇性多的話

也才能增加業者的收入。 

       (3)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 

           作？ 

           依據受訪者 C「對於和其他縣市聯合行銷熱氣球活動，原則上

是不會，因為同質性太高，新鮮感及吸引力就會降低，所以我們基本上不

會和熱氣球旅行業者合作。」(C-3-3) 

           依據受訪者 D：「目前我們公司沒有這樣的計畫，外縣市的旅遊

業者之間也不會有這樣的意願和考量想要合作，畢竟對旅遊業者來說行程

太單一了，遊客不見得會需要這樣的行程。」(D-3-3) 

           依據受訪者 E：「我們的遊客到澎湖或金門當地，才會由當地的

旅行社做接待，不然在臺灣本島，基本上團體行程從頭到尾會由我們公司

自行處理。像熱氣球的活動，我們會跟臺東在地的業者談，看我們的客人

過去有沒有優惠折扣等方案。」(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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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3-3旅遊業者對旅遊串連合作看法 

 旅遊串連合作                   看法 

     

     合作 

像熱氣球的活動，會跟臺東在地的業者談，看我們

的客人過去有沒有優惠折扣等方案。 

    

    不合作 

同質性太高，新鮮感及吸引力降低。 

外縣市的旅遊業者之間不會想合作，因旅遊行程太

單一，遊客不見得有此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旅行業者之間對於和其他縣市聯合行銷熱氣球活動，原則上是不會合

作，因同質性太高，新鮮感及吸引力就會降低，遊客不見得有此需求。 

       (4)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合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依據受訪者 C：「因為我們旅行社本來就是做深度旅遊的行程，

所以客源都還算穩定，但是因為在提供熱氣球的行程之後，詢問度及曝光

度也相對提升，將來當然還是希望能和縣府合作，增加旅遊商機。」 

(C-3-4)           

          依據受訪者 D：「苗栗縣政府之前有推一個針對旅行社招攬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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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苗栗縣觀光有補助，只要來到苗栗縣停留一晚或幾小時，苗栗縣政府

便會給予旅行社補貼，基本上我們旅行社就會主動去配合這個方案去規劃

結合當地政府去做這樣的旅遊行程，我們也會比較主動介紹或安排客人到

苗栗縣去觀光。」(D-3-4) 

          依據受訪者 E：「對於地方政府的像節慶活動之類的活動，我們

和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在合作。事實上像臺東的熱氣球活動都是業者自己在

推的，因為搭乘熱氣球有風險上的考量，所以實際上都是業者自行要承擔，

地方政府只是擔任監督輔導的角色。」(E-3-4) 

           表 4.2.3-4旅遊業者對行銷具地方特色活動看法 

行銷具地方特色

活動 

                  看法 

     

     配合 

提供熱氣球之旅的行程，詢問度及曝光度也相對提

高，希望繼續和縣府合作，增加旅遊商機。 

苗栗縣政府針對旅行社招攬遊客來到苗栗縣觀光給

予旅行社補貼，旅行社就會主動配合規劃結合當地

政府去做這樣的旅遊行程。 

對於地方政府節慶活動旅遊行程都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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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旅行社在提供熱氣球的行程之後，民眾詢問度也相對提高，將來還是

希望能和縣府合作，增加旅遊商機；如果縣府能對旅行社針對熱氣球行程

的方案做補助，旅行社就會比較願意配合這樣的方案去規劃旅遊行程安排

客人到當地去觀光。 

 

4.2.4未來發計畫 

        (1)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依據受訪者 C：「對於臺灣來講這是一個非常新奇的體驗，畢

竟來臺東體驗熱氣球旅遊遠比到國外消費低很多，這是一個很獨特性的產

業。」(C-4-1)           

            依據受訪者 D：「原本上這幾年來東部的景點，往往都是把臺

東和花蓮結合在一起去做，那一般消費者認為到東部就是花蓮和臺東的行

程要一起，不過現在從這一、兩年的旅遊市場發現消費者並不一定要到花

蓮去，甚至直接指定想要到臺東玩熱氣球，這就是表示有實質有帶動地方

的特色了。」(D-4-1) 

            依據受訪者 E：「歐美國家像紐西蘭等，已經把熱氣球活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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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常態性的活動在做，臺灣這幾年以經在進行了，所以目前以每年要

到臺東搭乘熱氣球的遊客來說，它的風評還算不錯，臺東縣政府把熱氣球

發展成當地的特色這個方向是對的。」(E-4-1) 

              表 4.2.4-1旅遊業者對發展觀光特色看法 

發展觀光特色                   看法 

 

能發展觀光特色 

臺東熱氣球旅遊費用遠比到國外消費低。 

具獨特性的觀光產業。 

深具地方特色在地觀光產業。 

遊客搭乘熱氣球最佳首選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於到臺東體驗熱氣球旅遊消費遠比到國外消費低很多，這是一個很

獨特性的產業，且又深具地方特色，目前已成為全臺遊客搭乘熱氣球最佳

首選地點，所以臺東縣政府把熱氣球發展成當地的特色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2) 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依據受訪者 C：「一來希望主辦單位能建立一個比較制度化的

商機，二來就是怎麼在有限量的東西之下去做一個有效分類的機制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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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重點是如何建立一個預約制度而能讓更多人建立所謂的旅遊制度，

因為有共同的規範，大家就能雨露均霑，而且很多事情就能夠做事先的安

排，因而節省不必要的人力及物力浪費，然後又能夠有效又很積極的在一

些作為上面改進。」(C-4-2) 

            依據受訪者 D：「我覺得推動熱氣球活動不應該只是單一，因

為臺東本身就有很好的天然景觀資源，地方政府就可以好好的規劃和結合

運用。」(D-4-2-1) 

「未來熱氣球的發展不應該只是侷限於國內，應該要把他推展到國外，並

且把國外的觀光客帶到臺東來。」 

(D-4-2-2) 

            依據受訪者 E：「臺灣的市場不只有本國旅客，還有大陸及香

港和東南亞的旅客，如何藉由熱氣球特色去吸引這些國外觀光客還需要更

多的規劃才行。」(E-4-2) 

         表 4.2.4-2旅遊業者對熱氣球活動未來發展方向看法 

                    看法 

   制度化 建立搭乘熱氣球預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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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多元化 
推動熱氣球活動並結合臺東相關旅遊景點，使旅遊活

動更豐富多元化。 

    

    國際化 

藉由熱氣球特色行銷吸引大陸及香港和東南亞及歐

美觀光客來臺觀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未來希望主辦單位能將熱氣球活動商機制度化並樽節人力及物力；並

結合臺東相關旅遊景點，使旅遊活動更豐富多元化，並藉由熱氣球特色行

銷吸引大陸及香港和東南亞及歐美觀光客來臺觀光。 

 

4.3研究結果與討論 

4.3.1政府公部門人員與旅遊業者的觀光吸引力分析 

 1. 地理條件優勢 

    臺東縣眾所皆知具有全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條件，由於鹿野鄉公所

近年戮力於觀光休閒農業的發展，所以鹿野高台以地利之便推廣飛行傘、

滑翔翼等運動成為東部重要練習場，因改善相關聯外道路及興建遊憩設

施，尤其東有花東縱谷，左有中央山脈圍繞其中，這樣的地形形成穩定的

南北風向，尤其是夏季的南風非常適合熱氣球飛行。 



 
 
 
 
 
 
 
 
 
 
 
 

 

93 

 

 2. 空域開放優勢 

    依據民用航空法及超輕型載具規定，西部受限於氣候、空域管制不開

放，所以熱氣球不能自由飛行、飛行航道使用率較東部密集、人口密度也

較東部高及經費及安全性考量等條件受限下，花東縱谷更具有較西部發展

空域活動的優勢條件，除了熱氣球原地繫留外，還可以體驗空中自由飛行。 

 3. 在地特色活動 

     2011年舉辦熱氣球活動以來，由於深受好評，2012年榮獲台灣活動

發展協會之臺灣活動卓越獎，2013年獲選交通部觀光局最具國際魅力與特

色的活動，及勇奪 2013年天下雜誌金牌服務大賞-節慶類活動第 2名，僅

次於行之有年的臺中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絕對有實力成為臺灣節慶

之光。 

4.  熱氣球活動週邊商機逐年成長 

    臺東熱氣球觀光業近 3年創造近 42億的觀光產值，並帶動旅宿業、餐

飲業、瓦斯、農特產品及其他產業的附加價值，由於縣府規劃完善的週邊

交通動線及觀光景點活動，讓外地遊客來臺東的旅遊景點選擇更多元化，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數字，102年 1月至 6月臺東飯店平均住房率高達

55.7%，位居全國第 4名，所以熱氣球活動為臺東帶來近百萬的觀光人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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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在地旅遊商機。 

5. 全臺首創熱氣球體驗 

     2013年熱氣球活動長達 73天，這是史上最長的熱氣球活動，也創 

造出多項熱氣球奇蹟：首創自由飛載客空中遊覽、全臺唯一最完整的熱氣

球飛行機隊，最多造型球參與的嘉年華會及 6場次不同主題的光雕音樂會

等等，這些熱氣球史上一再締造的紀錄，讓臺東成為名符其實的臺灣熱氣

球故鄉。 

4.3.2政府公部門人員與旅遊業者的滿意度分析 

 1. 獲民眾口碑及媒體好評 

    臺東縣政府(2013)提供以下數據顯示推動熱氣球活動所帶來民眾滿意

度效應：2011年遊客人數由 35萬人成長至 2013年 88萬人次，臺東旅遊人

口數成長 1倍以上，媒體宣傳報導由 2011年 40家媒體 120篇報導，增加

為 55家媒體 859篇報導，經濟產值由 5.25億成長至 20億，成長率達 4倍。 

2. 兼顧安全性考量 

     搭乘熱氣球體驗活動前，工作人員會向乘客宣導本身是孕婦、高血壓

患者、懼高症、或未滿 130公分孩童都不適合搭乘，載重上也有限制，因

球體承載愈重，相對球皮承受愈大的熱度，球體加熱愈多，球體耗損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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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皮壽命就會縮減相對影響搭乘安全性；且熱氣球飛行員均有受過緊急應

變的救護訓練，如遇有狀況會根據當下的情況做即時的判斷和處置。 

3. 積極招商引進投資、創造就業提升所得 

     因熱氣球活動帶動臺東觀光業的蓬勃發展，臺東就業媒合活動職缺多

數以餐旅、飯店為主，截至 98年底既有旅館 2009家，4,288房間數，2010

年至 2012年申請籌設 22家、2,300房間數，2013年底新設立民宿共計 532

間，尤其以 2014年及 2015年預計至少 6家大型飯店業將陸續開幕，國內

餐旅飯店業勢必掀起一股跳槽風。 

     臺東縣政府因辦理熱氣球活動，金融機構存款總額由 1,181.7億元增

加至 1,374億元，成長近 200億元，也因熱氣球活動的成功吸引更多外資

進駐，創造當地更多就業並提升人民所得，讓臺東觀光業更加蓬勃發展。 

4.3.3政府公部門人員與旅遊業者的觀光休閒效益分析 

1. 成立專屬熱氣球飛行團隊 

    推廣熱氣球活動的成功讓臺東縣政府除了自費購買熱氣球並培訓飛行

員外，也推動熱氣球團隊，並預計在 2014年鹿野高台龍田村成立飛行學校，

聘請具專業背景師資自行培訓飛行員，這是世界上少見由地方政府出錢出

力在全力推動熱氣球活動的情形，民航局也開始重視並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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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邀及廣邀各熱氣球國家相互交流 

     因歐美各國整年皆有舉辦熱氣球活動，且縣府擁有自己的飛行團隊，

2013年已陸續受邀至越南及泰國參加熱氣球節活動，往後自行主辦也能廣

邀各國來臺參加並同時達到交流及宣傳的效果。 

3. 推動四季特色主題活動 

     臺東由於受限於氣候因素，每年 10月至翌年 5月，因東北季風影響，

為避免出現旅遊淡季的缺口，縣府或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依據季節特

性行銷不同主題的旅遊活動：如春季的南島文化節、卑南音樂季、夏季則

有熱氣球活動、太麻里金針山活動、鐵人三項路跑活動及原住民豐年祭等、

秋季則有金樽衝浪節、成功鎮旗魚季、冬季則有知本溫泉季及關山鎮自行

車活動等，這些充滿四季特色的旅遊活動，讓臺東的旅遊景點更顯得豐富

多元。 

4.3.4 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與觀光休閒效益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臺東縣政府為推動臺東觀光業發展，以熱氣球活動為創

新的主題行銷臺東旅遊之美，吸引更多的遊客每年願意前往到臺東做深度

定點旅遊。熱氣球活動為臺東帶來的旅遊商機數據顯示民眾對於熱氣球活

動市場的接受度和滿意度頗高，且有相關救護及安全防範應變措施，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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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搭乘熱氣球的意願更高。就觀光休閒效益而言，發展臺東的觀光不

只是單一的熱氣球活動而已，藉由熱氣球活動行銷讓更多遊客能體驗臺東

其他旅遊景點之美，也讓遊客實際感受到旅遊景點的豐富多樣性，進而帶

動在地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上述研究結果得知推動熱氣球的觀光吸引

力、滿意度與觀光休閒效益三者間互有關聯性。 

4.3.5 熱氣球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1.法令規範 

    未來縣府也會在相關法令規範、飛行訓練等做更詳盡的處理，讓遊客

有安全的熱氣球搭乘之旅。 

2.委由民間辦理 

    未來朝向熱氣球活動以成為臺東觀光產業方式發展，並由政府與民間

熱氣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理，活動主要辦理經費未來主要由承辦單位籌

措，並繳納活動辦理權利金給予縣府，扶植熱氣球產業成為民間常態活動，

政府退居二線協助將是日後目標。 

3.永續多元化經營 

    本研究也了解到熱氣球本身就是非常突出醒目的媒體，除了可以用來

宣傳地方特色，結合觀光行程，也是絕佳的國際交流媒介，政府若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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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將熱氣球產業多元化永續經營：如結合在地特色發展相關文創產業，

創造更大經濟產值，對於臺東觀光產業的發展是可預期的，並藉由熱氣球

之美把臺灣推向國際舞台，也吸引更多國外遊客來臺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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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於探討推動臺東熱氣球觀光產業所帶來的觀光吸引

力、滿意度與休閒效益並了解之間的關係；首先蒐集並整理相關資料文獻

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之後藉由訪談政府公部門工作人員、旅遊業者進

行深度訪談並將所收集資料進行分析及整理。本章依據研究結果集結討論

作成結論並提出建議，希望可以提供相關單位業務規劃及推動參考。本章

共分為二節，第一節根據訪談資料分析歸納得出結論，第二節針對研究結

果提出具體建議。 

 

5.1結論 

5.1.1結論 

     臺東鹿野鄉集東部農特產之菁華，也是國內農特產及地質景觀最為豐

富的鄉鎮之一。曾經是日本人認為最佳居住環境的所在，更是西部移民心

目中的二次移民天堂，而現在則是退休公教人員定居的最佳選擇，同時也

是國內休閒旅遊的重鎮。有鑒於鹿野鄉公所近年戮力於觀光休閒農業之發

展，在鹿野高臺以地利之便推廣飛行傘、滑翔翼等運動，成為東部重要的

飛行傘與滑翔翼練習場，並改善聯外道路、興建遊憩設施，帶動了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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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熱潮，使鹿野鄉成為新興的觀光重鎮；由於鹿野鄉是全臺唯一位於花

東縱谷與中央山脈二個主要山脈間的平原，這樣的地形讓風向成為穩定的

南北風，尤其是夏季微微的南風是非常適合熱汽球在空中徜徉的，加上地

方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讓這個縱谷小鎮成為旅人心目中

體驗飛翔經驗的重要地點，吸引眾多觀光人潮，將鹿野的觀光業推向另一

個高峰。 

     由於臺東一直以來都是以農業發展為主的縣市，所以臺東的觀光發展

一直不如鄰近的花蓮縣市，但近年在地方政府大力推動熱氣球活動發展在

地觀光的情形下，並結合依季節屬性不同推動不同的旅遊主題活動，深受

民眾好評，也因熱氣球活動受到各界的歡迎，各縣市紛紛仿效群起效优，

想要大賺熱氣球觀光財，但本研究分析，臺東因天然景觀及地理條件及政

府主導推動比起其他縣市更具發展熱氣球活動的優勢，所以臺東因推動熱

氣球活動已成功由農業縣市轉型為觀光旅遊重鎮的最佳代表。 

一、推動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吸引力：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某種程度的觀光吸引力以及遊客對此

活動的參與度及帶來的休閒效益：1.由於天然地理條件優勢，比起西部更

適合發展熱氣球飛行活動。2.因空域開放熱氣球可採自由飛行體驗， 花東

縱谷更具有較西部發展空域活動的優勢條件。3.熱氣球活動因深具在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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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絕對有實力成為臺灣節慶之光。4.熱氣球活動因觀光人潮逐年成長，

間接帶動週邊並活絡在地旅遊商機。5.因全臺首創熱氣球飛行活動體驗，

讓臺東成為名符其實的 臺灣熱氣球故鄉。 

二、推動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滿意度： 

    地方政府對於行銷臺東熱氣球活動成效的滿意度與結合規劃在地觀光

資源的完整性，並且促進地方觀光產業的活化互有其關聯性：1.熱氣球活

動深獲民眾口碑及媒體好評，所以深受在地民眾及遊客滿意。2.搭乘熱氣

球同時也兼顧其安全性考量，民眾對安全性滿意度高。3.臺東縣政府積極

招商引進投資、創造就業提升所得，讓臺東觀光業更加蓬勃發展，增加臺

東民眾生活幸福感。 

三、推動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休閒效益： 

    臺東縣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除了帶來週邊的熱氣球活動休閒效益外，

也和民間業者有策略聯盟關係，並和旅宿業者合作共同推廣，並定期舉辦

深具在地色的活動，吸引更多遊客來臺東旅遊：1.成立專屬熱氣球飛行團

隊，由地方政府出錢出力在全力推動，促使政府部門重視並加以管理。2.

受邀及廣邀各熱氣球國家相互交流並達到宣傳的效果。3.依據季節特性行

銷不同主題的旅遊活動，讓臺東的旅遊景點更顯得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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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與觀光休閒效益關聯性： 

     研究結果發現臺東縣政府為推動臺東觀光業發展，以熱氣球活動為 

創新的主題行銷臺東旅遊之美，吸引更多的遊客每年願意前往到臺東做深

度定點旅遊。熱氣球活動為臺東帶來的旅遊商機數據顯示民眾對於熱氣球

活動市場的接受度和滿意度頗高，且有相關救護及安全防範應變措施，使

民眾對於搭乘熱氣球的意願更高。就觀光休閒效益而言，發展臺東的觀光

不只是單一的熱氣球活動而已，藉由熱氣球活動行銷讓更多遊客能體驗臺

東其他旅遊景點之美，也讓遊客實際感受到旅遊景點的豐富多樣性，進而

帶動在地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上述研究結果得知推動熱氣球的觀光吸引

力、滿意度與觀光休閒效益三者間互有關聯性。 

5.1.2未來的發展方向 

     目前臺東熱氣球活動的成功帶動全臺各地熱氣球風潮，似乎只要能和

熱氣球沾上邊就能帶來商機，臺東縣府團隊如何能持續保持在地優勢並發

展觀光特色，由本研究結果得知未來的發展方向：1.健全法令規範，讓遊

客搭乘熱氣球時安全更有保障。2.未來將委由民間辦理，政府退居二線協

助是日後發展目標。3.秉持永續多元化經營，結合在地特色發展相關文創

產業，創造更大經濟產值，並藉由熱氣球之美把臺灣推向國際舞台，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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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多國外遊客來臺觀光。 

 

5.2建議 

      本次研究訪談結果整理分析對推廣熱氣球活動列出以下建議： 

1. 健全法令規範，讓遊客搭乘熱氣球時安全更有保障。 

     目前熱氣球活動期間空域管制仍有其限制，當日搭乘熱氣球自由飛行 

仍需事先申請報備，未來能否有更彈性並兼顧安全性的做法，亟需由地方

政府及中央協調或修法因應。 

2.委由民間辦理，政府退居二線協助將是日後目標。 

       從民間訪談中得知熱氣球活動的成功讓臺東成為名符其實的熱氣 

球故鄉，未來朝向政府與民間熱汽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理，現因舉辦活

動的經費仍由地方政府自籌財源，日後希望由主承辦單位籌措，繳納辦理

權利金予縣府，由政府退居二線協助，同時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讓熱

氣球活動衍生的旅遊商機愈益穩定發展。 

3. 永續多元化經營 

      因熱氣球活動帶動臺東觀光收益大幅成長，日後若能結合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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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相關文創產業，將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熱氣球活動不單是吸引國

內喜愛熱氣球活動的民眾，如何藉由熱氣球之美將臺灣行銷至國際，吸引

國外觀光客慕名而來，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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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政府公部門人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 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成效感到滿意嗎？ 

二、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性？ 

三、 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第三部份：休閒效益 

一、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二、 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三、 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四、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 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 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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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熱氣球飛行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成效感到滿意嗎？ 

    二、遊客對於搭乘熱氣球安全的滿意度？ 

三、 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第三部份：休閒效益 

    一、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二、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三、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四、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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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旅遊社業者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觀光吸引力 

    一、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光吸引力？ 

     二、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與度如何？ 

第二部份：滿意度 

     一、貴公司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商機感到滿意嗎？ 

     二、您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 

         性？ 

     三、您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化？ 

第三部份：休閒效益 

    一、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二、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 

         行為？ 

三、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四、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合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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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未來發展計畫 

     一、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色？ 

     二、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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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逐字稿整理 

訪談編號：A 

訪談對象：臺東縣政府觀光遊戲科陳○娟專員 

訪談時間：民國102 年11 月1日下午14 時 

訪談地點：臺東縣政府觀光遊戲科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 觀光吸引力 

1.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 

觀光吸引力？ 

臺東縣眾所皆知具有全臺得天

獨厚的地理環境條件，尤其以

花東縱谷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

優勢條件，臺東在發展熱氣球

活動前較為國人熟知的空域活

動就是飛行傘活動，有鑑於歐

美熱氣球活動已蓬勃發展數

年，且鹿野高台地處民風純樸

的龍田村，東有花東縱谷，左

有中央山脈圍繞其中，很適合

舉辦熱氣球搭乘的大眾空域活

 

 

 

 

臺東縣眾所皆知具有全臺得天獨厚

的地理環境條件，尤其以花東縱谷

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優勢條件，且

鹿野高台地處民風純樸的龍田村，

東有花東縱谷，左有中央山脈圍繞

其中，很適合舉辦熱氣球搭乘的大

眾空域活動，在此先決條件下，比

起西部更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優

勢。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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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此先決條件下，比起西

部更具有發展空域活動的優

勢。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 

與度如何？ 

臺東景點的觀光豐富性是眾所

皆知，除沿途臺 11線及臺 9縣

的特色景點，如小野柳、關山

自行車步道、池上伯朗大道、

臺東市海濱公園等；自民國 100

年起每年暑假期間舉辦熱氣球

嘉年華活動外並搭配定期於每

年度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規劃舉

辦推廣臺東特色的觀光活動，

如鐵人三項競賽活動、成功鎮

鮪魚季，冬季關山油菜花自行

車活動、池上伯朗大道騎乘自

行車活動等，且遊客人數近乎

成長一倍，經濟產值增加四

倍，著實為臺東帶來相當可觀

的觀光收益。 

 

 

 

 

 

 

自民國 100年起每年暑假期間舉辦

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外並搭配定期於

每年度依據不同時節特色規劃舉辦

推廣臺東特色的觀光活動，如鐵人

三項競賽活動、成功鎮鮪魚季，冬

季關山油菜花自行車活動、池上伯

朗大道騎乘自行車活動等，且遊客

人數近乎成長一倍，經濟產值增加

四倍，著實為臺東帶來相當可觀的

觀光收益。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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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意度 

1. 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 

成效感到滿意嗎？ 

臺東縣政府對於 2011年舉辦熱

氣球活動以來，遊客人數從 35

萬人次、2012年增加至 88萬人

次、2013年因歷經 2次颱風之

故熱氣球場次減少，遊客人數為

83萬人次；經濟產值 2011年

5.25億、2012 年驟增至 20 億、

2013年為 16億；熱氣球活動的

媒體報導由原本 40家媒體 120

篇報導增加至 55家媒體 859篇

報導；參與熱氣球活動的國家由

原本 7國增加至 14國、以上這

些成果皆可看出遊客對於熱氣

球活動市場的接受度和滿意度

頗高，對於縣府工作團隊來說，

推動成效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臺東縣政府對於 2011年舉辦熱氣

球活動以來，遊客人數從 35萬人

次、2012年增加至 88萬人次、2013

年因歷經 2次颱風之熱氣球場次減

少，遊客人數為 83萬人次；經濟產

值 2011年 5.25億、2012年驟增至

20億、2013年為 16億；熱氣球活

動的媒體報導由原本 40家媒體 120

篇報導增加至 55家媒體 859篇報

導；參與熱氣球活動的國家由原本

7國增加至 14國、以上這些成果皆

可看出遊客對於熱氣球活動市場的

接受度和滿意度頗高，對於縣府工

作團隊來說，推動成效無疑是一劑

強心針。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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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活動特 

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性？ 

由於鹿野高台的場域空間是目

前全臺灣最適合發展熱氣球的

場地，且空域在活動期間經過

申請是呈現開放的狀態，有鑑

於此優勢，目前臺東舉辦的熱

氣球活動，除希望成為臺灣最

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外，同時也

希望與國際熱氣球活動接軌，

除 2013年 3月受邀參與澳洲坎

培拉熱氣球節活動外，另於同

年 11月受邀參加越南熱氣球活

動，希望藉由舉辦臺東熱氣球

活動的成功，打開臺灣在國際

間的知名度進而受邀至他國觀

摩學習，也希望在將來能由臺

東主辦，廣邀世界各國熱氣球

舉辦國來臺交流也藉此提高臺

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並吸引更

多外國遊客來臺從事熱氣球觀

光． 

 

 

鹿野高台的場域空間是目前全臺灣

最適合發展熱氣球的場地，且空域

在活動期間經過申請是呈現開放的

狀態，臺東舉辦的熱氣球活動，除

希望成為臺灣最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外，同時也希望與國際熱氣球活動

接軌，希望藉由舉辦臺東熱氣球活

動的成功，打開臺灣在國際間的知

名度進而受邀至他國觀摩學習，也

希望在將來能由臺東主辦，廣邀世

界各國熱氣球舉辦國來臺交流也藉

此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並吸

引更多外國遊客來臺從事熱氣球觀

光．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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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 

化？ 

自民國 100年舉辦熱氣球活動

以來，臺東的觀光業近三年創造

將近 42億的觀光產值，並且帶

動本縣旅宿、餐飲、瓦斯、農特

產品的銷售及其他產業的附加

價值，由於熱氣球旺季時，旅宿

業爆滿，造成訂房一位難求，想

訂房的民眾只能退而求其次往

北的臺東縣甚至到花蓮住房，也

由於縣府規劃更完善的週邊交

通動線及相關景點活動，讓外地

遊客來臺東旅遊更多元，所以熱

氣球活動為臺東注入近百萬的

觀光人潮並活絡臺東的觀光商

機。 

 

三、觀光休閒效益 

1.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 

    的觀光休閒效益？ 

 

 

臺東的觀光業近三年創造將近 42

億的觀光產值，並且帶動本縣旅

宿、餐飲、瓦斯、農特產品的銷售

及其他產業的附加價值，由於縣府

規劃更完善的週邊交通動線及相關

景點活動，讓外地遊客來臺東旅遊

更多元，所以熱氣球活動為臺東注

入近百萬的觀光人潮並活絡臺東的

觀光商機。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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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縣府將於 2014年在鹿野高

台龍田村的永安國小永隆分校

籌備完成飛行學校，推廣熱氣

球飛行運動，讓熱氣球活動不

單只是休閒活動，更開放民眾

可以自費方式成為熱氣球飛行

人員，或以公費方式成為縣府

團隊培訓熱氣球工作人員，這

項創舉無疑是為了讓熱氣球產

業在臺東扎根，而非只是曇花

一現的活動而已。 

 

2. 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策 

略聯盟關係或行為？ 

目前舉辦鹿野高台熱氣球嘉年

華活動期間，為使活動更顯多

元，縣府特別和臺東相關業者

合作：如現場設立特色美食區

及販賣臺東當地農特產品、行

銷臺東的美食商品；另尋求企

業賺贊助舉辦螢光夜跑活動、

露天 BBQ等活動；並邀請知名

縣府將於 2014年在鹿野高台龍田

村的永安國小永隆分校籌備完成飛

行學校，推廣熱氣球飛行運動，讓

熱氣球活動不單只是休閒活動，更

開放民眾可以自費方式成為熱氣球

飛行人員，或以公費方式成為縣府

團隊培訓熱氣球工作人員，這項創

舉無疑是為了讓熱氣球產業在臺東

扎根。 

(A-3-1) 

 

 

 

 

目前舉辦鹿野高台熱氣球嘉年華活

動期間，為使活動更顯多元，縣府

特別和臺東相關業者合作：如現場

設立特色美食區及販賣臺東當地農

特產品、行銷臺東的美食商品；另

尋求企業賺贊助舉辦螢光夜跑活

動、露天 BBQ等活動；並邀請知名

表演團體或歌手獻唱光雕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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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團體或歌手獻唱光雕音樂

會，結合婚紗業者舉行熱氣球

婚禮活動、甚至舉辦熱氣球講

座並結合旅行業者推銷熱氣球

套裝旅遊等行程；這些和異業

結盟的行為，無異是希望藉由

政府的帶動結合業者可用的資

源，將臺東的觀光旅遊提升至

更多元的層次，讓遊客能感覺

來到臺東旅遊的豐富度，不僅

希望增強遊客想再來旅遊的意

願，也可藉由口碑方式行銷臺

東的旅遊多元化。 

 

3. 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 

遊實質串連合作？ 

目前考量臺中、高雄澄清湖、

臺南走馬瀨、花蓮等地皆於這

一、兩年接連陸續舉辦熱氣球

活動帶動當地的觀光商機，也

由於各地方政府補助預算皆獨

立，且各自要行銷屬於自己的

結合婚紗業者舉行熱氣球婚禮活

動、甚至舉辦熱氣球講座並結合旅

行業者推銷熱氣球套裝旅遊等行

程；這些和異業結盟的行為，無異

是希望藉由政府的帶動結合業者可

用的資源，將臺東的觀光旅遊提升

至更多元的層次，讓遊客能感覺來

到臺東旅遊的豐富度，不僅希望增

強遊客想再來旅遊的意願，也可藉

由口碑方式行銷臺東的旅遊多元

化。 

(A-3-2) 

 

 

 

 

目前考量臺中、高雄澄清湖、臺南

走馬瀨、花蓮等地皆於這一、兩年

接連陸續舉辦熱氣球活動帶動當地

的觀光商機，也由於各地方政府補

助預算皆獨立，且各自要行銷屬於

自己的在地觀光，所以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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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觀光，所以整體而言，各

縣市要合作的意願並不高，況

且遊客也會選擇較具代表性的

縣市熱氣球活動來參加，並不

會對所有舉辦熱氣球活動的縣

市都有參加的意願，因為當同

質性太高，遊客自然就會有所

篩選。 

 

4.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 

特色的活動？ 

由於熱氣球活動是在每年的 6

月至 9月間舉辦，因這是臺東

的大型重點旅遊活動，所以在

此時會以搭乘熱氣球活動為主

軸，再搭配週邊不同的主題活

動帶動熱氣球議題。 

受限於東北季風的關係，在 10

月到隔年 5月前這段時間因氣

候因素使得熱氣球不能飛，為

避免出現旅遊淡季的缺口，所

以縣府或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各縣市要合作的意願並不高。遊客

也會選擇較具代表性的縣市熱氣球

活動來參加，因為當同質性太高，

遊客自然就會有所篩選。 

(A-3-3) 

 

 

 

 

 

 

因這是臺東的大型重點旅遊活動，

所以在此時會以搭乘熱氣球活動為

主軸，再搭配週邊不同的主題活動

帶動熱氣球議題。 

(A-3-4-1) 

 

縣府或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會依據季節特性規劃出不同的旅遊

主題：如秋冬的關山自行車之旅、

知本溫泉季、春天有成功鎮的鮪魚

季、卑南音樂季、南島文化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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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會依據季節特性規劃出

不同的旅遊主題：如秋冬的關

山自行車之旅、知本溫泉季、

春天有成功鎮的鮪魚季、卑南

音樂季、南島文化節、夏天有

鐵人三項路跑、原住民豐年祭

等活動，無不希望遊客能將對

熱氣球活動的熱情持續投注在

臺東的其他旅遊景點上，讓臺

東一年四季皆具有觀光商機。 

 

四、未來發展計畫 

1. 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發展觀光特 

   色？ 

臺東的熱氣球活動目前是全臺

灣知名度最高也是最受推崇的

景點之一，縣府也希望能持續

這股熱潮，讓想搭熱氣球的遊

客第一時間就會想到臺東來。 

由於臺東地處偏鄉，南迴公路

交通狀況會因天候因素而受到

影響，所以如果要吸引更多的

天有鐵人三項路跑、原住民豐年祭

等活動，無不希望遊客能將對熱氣

球活動的熱情持續投注在臺東的其

他旅遊景點上，讓臺東一年四季皆

具有觀光商機。 

(A-3-4-2) 

 

 

 

 

 

 

 

 

臺東的熱氣球活動目前是全臺灣知

名度最高也是最受推崇的景點之一 

(A-4-1-1) 

 

 

南迴公路交通狀況會因天候因素而

受到影響，所以如果要吸引更多的

遊客前來，交通路況也是必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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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前來，交通路況也是必需

要改善的目標。 

因熱氣球帶來的觀光商機使得

臺東的旅館也接連如雨後春筍

般的興建，光是去年就增加

2000多個房間，但仍然無法應

付旺季期間的大量住客需求，

所以在 2014年新的旅館業者仍

會再投資，看好這波陸客來臺

人數的成長及臺東越來越多元

的旅遊商機，相信臺東很快就

能以觀光旅遊之名成為臺灣首

屈一指的旅遊縣市。 

 

2. 地方政府對推廣熱汽球活動未 

來的發展方向？ 

希望熱氣球活動將以成為臺東

觀光產業方式發展，未來朝向

政府與民間熱氣球社團(或公

司)共同辦理，活動主要辦理經

費未來主要由承辦單位籌措，

並繳納活動辦理權利金給予縣

善的目標。 

(A-4-1-2) 

因熱氣球帶來的觀光商機使得臺東

的旅館也接連如雨後春筍般的興

建，2014年新的旅館業者仍會再投

資，看好這波陸客來臺人數的成長

及臺東越來越多元的旅遊商機，相

信臺東很快就能以觀光旅遊之名成

為臺灣首屈一指的旅遊縣市。 

(A-4-1-3) 

 

 

 

 

 

 

希望熱氣球活動將以成為臺東觀光

產業方式發展，未來朝向政府與民

間熱氣球社團(或公司)共同辦理，

活動主要辦理經費未來主要由承辦

單位籌措，並繳納活動辦理權利金

給予縣府，也希望能結合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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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希望能結合在地特色能

發展出相關文創產業，創造更

大經濟產值；並藉由行銷將臺

東熱氣球活動推向國際，吸引

其他國家前來取經，帶來更多

的觀光收益。 

 

能發展出相關文創產業，創造更大

經濟產值；並藉由行銷將臺東熱氣

球活動推向國際，吸引其他國家前

來取經，帶來更多的觀光收益。 

(A-4-2) 

 

訪談編號：B 

訪談對象：臺東縣政府消防局鹿野分隊徐○儒隊員(熱氣球飛行員) 

訪談時間：民國102 年11 月24日下午14 時 

訪談地點：臺東縣政府消防局鹿野分隊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觀光吸引力 

1.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有何觀 

   光吸引力？ 

臺東的好山好水是眾所皆知， 

縣府因地利之便和爭取到中央

的補助經費，自 100年推動熱

氣球活動以來，因在臺灣是第 1

 

 

 

對民眾而言是一項新奇的旅遊體

驗，熱氣球對國內休閒活動而言是

一項全新的嘗試，就因為是全臺首

創加上民眾的好奇心、口碑和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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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舉辦如此大型的熱氣球活

動，對民眾而言是一項新奇的

旅遊體驗，熱氣球對國內休閒

活動而言是一項全新的嘗試， 

就因為是全臺首創加上民眾的

好奇心、口碑和縣府團隊的行

銷，臺東的熱氣球活動逐年吸

引大批的遊客來到本地體驗慢

遊行程，也讓臺東成為熱氣球

活動的必遊景點。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 

    與度如何？ 

熱氣球的繫留體驗在國外早就

是熱氣球嘉年華的基本配備，

而臺東是舉辦熱氣球的領頭

羊，並不甘於原地踏步，所以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獎將熱氣球

產業化。 

熱氣球除了載客自由飛之外，6 

場精彩的光雕音樂會、瘋草原

音樂會、露營、BBQ、螢光業跑

團隊的行銷，臺東的熱氣球活動逐

年吸引大批的遊客來到本地體驗慢

遊行程，也讓臺東成為熱氣球活動

的必遊景點。 

(B-1-1) 

 

 

 

 

 

 

 

 

熱氣球除了載客自由飛之外，6場

精彩的光雕音樂會、瘋草原音樂會 

、露營、BBQ、螢光業跑活動、模擬

體驗機、親子遊憩區、農產品美食

區等，不論是活動的品質，週邊的

服務都是前所未有的豐富多元，正

因為具備國際水準的熱氣球嘉年

華，所以來自全省各地的遊客絡繹

不絕，也逐年增加造成極大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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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模擬體驗機、親子遊憩

區、農產品美食區等，不論是

活動的品質，週邊的服務都是

前所未有的豐富多元，正因為

具備國際水準的熱氣球嘉年

華，所以來自全省各地的遊客

絡繹不絕，也逐年增加造成極

大的回響。 

 

二、滿意度 

1. 地方政府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 

   成效感到滿意嗎？ 

目前縣府對於舉辦熱氣球活動

帶來的特色活動刺激當地經濟

消費，並且積極招商引進相關

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提升人民所

得得成效感到滿意，隨著熱氣

球活動逐年辦理的規模越來越

大，縣府也希望能帶進更多的

人潮和商機。 

 

2. 遊客對於搭乘熱氣球安全的滿 

響。 

(B-1-2) 

 

 

 

 

 

 

 

 

 

 

目前縣府對於舉辦熱氣球活動帶來

的特色活動刺激當地經濟消費，並

且積極招商引進相關投資進而創造

就業提升人民所得得成效感到滿

意，隨著熱氣球活動逐年辦理的規

模越來越大，縣府也希望能帶進更

多的人潮和商機。 

(B-2-1) 

 

 



 
 
 
 
 
 
 
 
 
 
 
 

 

139 

 

   意度？ 

在搭乘熱氣球前會向乘客宣導

本身如果患有高血壓、心臟

病、懼高症、孕婦或未滿 130

公分的孩童(因高度不夠，看不

到籃框外的風景)都不適合搭

乘；另載重也有限制：如 120

型號的球只能乘載 3桶瓦斯和

4名乘客的重量、150型號的球

只能乘載 3桶瓦斯和 3名乘客

的重量，如果負載量太重會導

致球體過熱，因熱氣加得越

多，球體才升得起來，相對的

球皮承受更大的熱度，球體耗

損度也越快，而球皮的壽命就

會縮減。 

由於熱氣球飛行員在臺灣有做

過緊急應變的訓練；包含乘客

身體不舒服時，現場會看狀況

做緊急降落，或幫患者做急

救；若發生瓦斯漏氣時，會先

將總開關關閉，上方燃燒的火

 

在搭乘熱氣球前會向乘客宣導本身

如果患有高血壓、心臟病、懼高症、

孕婦或未滿 130公分的孩童(因高

度不夠，看不到籃框外的風景)都不

適合搭乘；另載重也有限制。 

(B-2-2-1) 

 

 

 

 

 

 

 

 

 

由於熱氣球飛行員在臺灣有做過緊

急應變的訓練；包含乘客身體不舒

服時，現場會看狀況做緊急降落，

總之，飛行員會以當下的狀況做即

時的判斷和處理。 

(B-2-2-2) 



 
 
 
 
 
 
 
 
 
 
 
 

 

140 

 

會切掉；若球體燃燒，會拿籃

子內的滅火器滅火等，總之，

飛行員會以當下的狀況做即時

的判斷和處理。 

埃及火燒熱氣球的案例是因為

當時飛行員先行逃離，獨自留

下乘客，因球體燃燒後瞬間墜

落才釀成悲劇，所以當下飛行

員的責任必須帶領乘客安全帶

回地面後，才能在最後一刻離

開。辦理熱氣球活動截至目前

為止，遊客對於安全上的顧慮

是有的，但也因工作人員的相

關防範措施及訓練落實，所以

搭乘熱氣球遊客對於安全的防

範措施是較為放心的。 

 

3. 地方政府是否促進觀光產業活

化？ 

臺東縣政府於 2011年辦理熱氣

球活動之後深受好評，超過 35

萬人次的觀光人潮體驗參加；

 

 

 

 

飛行員的責任必須帶領乘客安全帶

回地面後，才能在最後一刻離開。

辦理熱氣球活動截至目前為止，遊

客對於安全上的顧慮是有的，但也

因工作人員的相關防範措施及訓練

落實，所以搭乘熱氣球遊客對於安

全的防範措施是較為放心的。 

(B-2-2-3) 

 

 

 

 

 

 

 

臺東縣政府於 2011年辦理熱氣球

活動之後深受好評，超過 35萬人次

的觀光人潮體驗參加；2012年更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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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更擴大舉辦熱氣球嘉年

華會，吸引超過 88萬人次，創

造周邊 20億觀光產值，讓遊客

不必選擇搭飛機出國，就能在

國內享受高品質的休閒遊憩活

動，而這些商機也活絡並振興

臺東的地方經濟。 

三、觀光休閒效益 

1.  地方政府推廣熱氣球活動帶來 

的觀光休閒效益？ 

2013年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活動長達 73天，這是史上最長

的熱氣球活動，也創造出臺灣

熱氣球史上的多項奇蹟：包括

首創自由飛載客體驗的空中遊

覽、全臺唯一最完整的熱氣球

飛行機隊、臺灣第一顆愛心造

型球、最多造型球參與的嘉年

華會(活動期間共 11顆造型球) 

、臺灣最多熱氣球(14顆)同時

自由飛紀錄、以及 6場次不同

主題以吸引遊客前來朝聖的光

大舉辦熱氣球嘉年華會，吸引超過

88萬人次，創造周邊 20億觀光產

值。 

(B-2-3) 

 

 

 

 

 

 

首創自由飛載客體驗的空中遊覽、

全臺唯一最完整的熱氣球飛行機

隊、臺灣第一顆愛心造型球、最多

造型球參與的嘉年華會(活動期間

共 11顆造型球)、臺灣最多熱氣球

(14顆)同時自由飛紀錄、以及 6場

次不同主題以吸引遊客前來朝聖的

光雕音樂會，都成為臺灣熱氣球史

上一再締造的紀錄，並讓臺東成為

名符其實的臺灣熱氣球故鄉。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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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音樂會，都成為臺灣熱氣球

史上一再締造的紀錄，並讓臺

東成為名符其實的臺灣熱氣球

故鄉。 

 

2. 地方政府是否與民間異業有略 

   聯盟關係或行為？ 

目前臺灣發展最完善的熱氣球

縣市就屬臺東縣，因臺東縣政

府有專屬的熱氣球飛行團隊，

除有合格的熱氣球及取得專業

證照的飛行員外，比起西部，

因空域無法開放只能做繫留，

臺東的空域是無條件開放且可

以自由飛行；正因擁有自己的

飛行團隊，且歐美各國整年都

有舉辦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能

藉由參加國外的熱氣球活動及

自行主辦的方式廣邀各國來臺

參加並同時達到交流及宣傳的

效果，也因此未來臺東熱氣球

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 

 

 

 

 

 

 

 

藉由參加國外的熱氣球活動及自行

主辦的方式廣邀各國來臺參加並同

時達到交流及宣傳的效果，也因此

未來臺東熱氣球的發展才能永續經

營。 

(B-3-2-1) 

 

 

 

 

 

 

 

 

 



 
 
 
 
 
 
 
 
 
 
 
 

 

143 

 

對於想要學習熱氣球飛行的朋

友可以來鹿野高台的永安國小

飛行訓練中心自費學習取得證

照(個人自用駕駛執照)，民航

局規定要成立飛行學校必須有

飛行訓練學校校長，且校長需

有 2000小時以上(約 10至 15

年的飛行資歷)的飛行時數，如

果要取得臺灣熱氣球飛行執照

除了熱氣球教練帶你飛之外，

還必須由總教練帶領第 2次審

核比對飛行後才能核發執照，

目前符合資格者只有飛行訓練

學校的總教練，所以縣長考慮

外聘國外資深的飛行人員出任

飛行學校校長並搭配熱氣球飛

行員來推廣熱氣球訓練飛行學

校。 

 

3. 地方政府是否與其他縣市有旅 

遊實質串連合作？ 

臺東縣政府目前也跟各大旅行

對於想要學習熱氣球飛行的朋友可

以來鹿野高台的永安國小飛行訓練

中心自費學習取得證照(個人自用

駕駛執照)，民航局規定要成立飛行

學校必須有飛行訓練學校校長，且

校長需有 2000小時以上(約 10至

15年的飛行資歷)的飛行時數，並

外聘國外資深的飛行人員出任飛行

學校校長搭配熱氣球飛行員來推廣

熱氣球訓練飛行學校。 

(B-3-2-2) 

 

 

 

 

 

 

 

 

 

 

臺東縣政府目前也跟各大旅行社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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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洽談如日本、新加坡等亞洲

國家來臺參加的旅行團遊客搭

乘熱氣球的套裝行程，觀光的

市場不僅只有臺灣而是要拓展

到國外；2014年熱氣球活動將

於於 3月至 9月東北季風減弱

期間舉辦，縣長黃健庭希望熱

氣球嘉年華活動將來能成為臺

東的常態性觀光活動。 

 

4. 地方政府是否結合舉辦具地方 

特色的活動？ 

目前臺東縣政府除了推廣熱氣

球嘉年華活動之外，也依據不

同時節推出四季特色主題活

動：鐵人三項、各類運動賽事

(棒球、游泳、自行車、馬拉松、

槌球、羽球、桌球等)；文化民

俗類包含：東海岸音樂祭、南

島文化節、客家好米收冬季、

金樽衝浪季、知本溫泉季、元

宵遶境、原住民傳統祭典；農

談如日本、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來臺

參加的旅行團遊客搭乘熱氣球的套

裝行程，觀光的市場不僅只有臺灣

而是要拓展到國外。 

(B-3-3) 

 

 

 

 

 

 

 

臺東縣政府依據不同時節推出四季

特色主題活動：鐵人三項、各類運

動賽事(棒球、游泳、自行車、馬拉

松、槌球、羽球、桌球等)；文化民

俗類包含：東海岸音樂祭、南島文

化節、客家好米收冬季、金樽衝浪

季、知本溫泉季、元宵遶境、原住

民傳統祭典；農漁特產活動包含：

香丁節、釋迦節、金針花季、洛神

花季、旗魚季、臍橙節等活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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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特產活動包含：香丁節、釋

迦節、金針花季、洛神花季、

旗魚季、臍橙節等活動。正因

為臺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

勢條件，搭配不同時節推出屬

於在地的觀光特色活動，更可

大量吸引不同族群的遊客前來

臺東旅遊。 

 

四、未來發展計畫 

1.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 

    展觀光特色？ 

依照目前臺東近 3年熱氣球活

動發展的現況來看，我個人認

為前景是大有可為，因為熱氣

球活動使得來臺東遊客人數屢

創新高，且民宿及旅館的設立

均呈現大幅度成長，相對也增

加許多在地就業人口的機會，

臺東必須利用優勢的在地觀光

資源發展出屬於全台獨一無二

的觀光旅遊縣市。 

因為臺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勢

條件，搭配不同時節推出屬於在地

的觀光特色活動，更可大量吸引不

同族群的遊客前來臺東旅遊。 

(B-3-4) 

 

 

 

 

 

 

 

臺東必須利用優勢的在地觀光資源

發展出屬於全台獨一無二的觀光旅

遊縣市。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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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 

    發展方向？ 

臺東熱氣球觀光個人認為在未

來仍深具潛力，臺東縣政府擁

有 8顆熱氣球及 10個飛行員及

相關企業贊助此活動，日後發

展會越來越具規模；2013年受

邀到澳洲及越南參加熱氣球活

動，2014年將受邀到馬來西亞

及泰國進行交流，除可藉由熱

氣球活動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

能見度，也希望能吸引世界各

國的觀光客來臺灣旅遊，並為

臺東帶進更多的觀光收益。 

 

 

 

 

藉由熱氣球活動提高臺灣在國際間

的能見度，也希望能吸引世界各國

的觀光客來臺灣旅遊，並為臺東帶

進更多的觀光收益。 

(B-4-2) 

 

訪談編號：C 

訪談對象：臺東蝴蝶蘭旅行社劉○德經理 

訪談時間：民國102 年11 月25日上午10 時 

訪談地點：臺東蝴蝶蘭旅行社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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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觀光吸引力 

1.  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 

    光吸引力？ 

在還沒有舉辦熱氣球觀光活動

之前，一般會到東部旅遊的民眾 

大多是採自由行行程，且一般大

眾對臺東的印象不及花蓮來的

好玩，所以遊客來臺東只是經過

便驅車前往花蓮過夜，常常有留

不住遊客的感覺，但是自從熱氣

球活動舉辦成功以來，慕名而來

的遊客絡繹不絕，我們常常會接

到遊客詢問熱氣球優惠方案的

電話，那也代表有更多遊客願意

在臺東做深度的停留，而不再是

走馬看花而已。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  

 

 

 

自從熱氣球活動舉辦成功以來，慕

名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我們常常

會接到遊客詢問熱氣球優惠方案

的電話，那也代表有更多遊客願意

在臺東做深度的停留，而不再是走

馬看花而已。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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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度如何？ 

102年配合臺東縣政府的套裝

遊程我們是臺東在地的主辦旅

行社，意即我們承攬的遊客，可

在傍晚搭乘熱氣球繫留的活動

期間，並在天候狀況良好的情況

下，可搭乘到先行預約的名額，

其他叁加我們旅行社一日遊的

遊客，可在非搭乘熱氣球時段安

排走訪其他臺東旅遊景點，不至

於因等待搭乘熱氣球而浪費其

他時間，使得參加一日遊的旅遊

套裝行程(一天一人收費 1,300

元，內含熱氣球搭乘 500元、餐

費及其他景點門票費)遊客更覺

得值回票價，所以預約報名的遊

客很踴躍。 

 

二、滿意度 

1.  您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商 

    機感到滿意嗎？ 

往年舉辦熱氣球活動均安排在

 

我們承攬的遊客，可在傍晚搭乘熱

氣球繫留的活動期間，並在天候狀

況良好的情況下，可搭乘到先行預

約的名額，其他叁加我們旅行社一

日遊的遊客，可在非搭乘熱氣球時

段安排走訪其他臺東旅遊景點，不

至於因等待搭乘熱氣球而浪費其

他時間，所以預約報名的遊客很踴

躍。 

(C-1-2) 

 

 

 

 

 

 

 

 

 

 

102年舉辦時間點從 5月延長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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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至 8月暑假期間，102年舉辦

時間點從 5月延長至 9月，所以

可平均分散遊客集中於假日才

能搭乘熱氣球的情形，且對於遊

客的旅遊品質相對於也因不至

於人潮擁擠而降低。 

102年暑假期間碰上 2個颱風攪

局，一些既定行程的遊客就必須

被迫改期或取消，所以熱氣球活

動受天候因素影響很大，但是自

由行旅客業績整體是成長 2成

的，所以整體對旅遊業者來說熱

氣球活動的舉辦確實會帶來商

機。 

 

3. 2. 您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 

4.    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 

5.    整性？ 

   臺東縣政府自從黃縣長接任以 

   來，便大力的大打觀光牌，行銷 

   臺東觀光，希望把臺東的好山好 

   水讓更多人知道，所以近幾年除 

月，所以可平均分散遊客集中於假

日才能搭乘熱氣球的情形，且對於

遊客的旅遊品質相對於也因不至

於人潮擁擠而降低。 

(C-2-1-1) 

 

熱氣球活動受天候因素影響很

大，但是自由行旅客業績整體是成

長 2成的，所以整體對旅遊業者來

說熱氣球活動的舉辦確實會帶來

商機。 

(C-2-1-2) 

 

 

 

 

 

 

近幾年除了大推熱氣球嘉年華活

動之外，還依據四季不同的臺東特

色之美推出各種不同的主題活

動：像是關山自行車活動、鐵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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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推熱氣球嘉年華活動之外， 

還依據四季不同的臺東特色之

美推出各種不同的主題活動：像

是關山自行車活動、鐵人三項運

動、南島文化節、原住民豐年

祭、東海岸音樂季、元宵遶境等

具地方性色彩的重大慶典動，讓

到臺東旅遊的客人覺得原來臺

東的旅遊景點如次豐富多元，會

一直想再來臺東做深度定點的

停留。 

 

6. 3.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觀 

7.    光產業活化？ 

由近幾年臺東的民宿及旅館業

相繼興建即可看出現在臺東的

訂房需求量，102年臺東縣旅館

平均住宿率在全國位居第 3

名，也由於觀光產業的興起，相

對的也會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的需求，周遭的相關產業也會

因運而生，所以熱氣球帶來的商

項運動、南島文化節、原住民豐年

祭、東海岸音樂季、元宵遶境等具

地方性色彩的重大慶典動，讓到臺

東旅遊的客人覺得原來臺東的旅

遊景點如次豐富多元，會一直想再

來臺東做深度定點的停留。 

(C-2-2) 

 

 

 

 

 

 

 

102年臺東縣旅館平均住宿率在全

國位居第 3名，也由於觀光產業的

興起，相對的也會造成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的需求，周遭的相關產業也

會因運而生，所以熱氣球帶來的商

機促進臺東地方的觀光產業活化

是無庸置疑的。 

(C-2-3) 



 
 
 
 
 
 
 
 
 
 
 
 

 

151 

 

機促進臺東地方的觀光產業活

化是無庸置疑的。 

 

三、觀光休閒效益 

1. 貴公司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帶 

   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熱氣球活動近幾年因臺東熱氣

球活動的行銷成功，所以各縣市

也爭相舉辦，無疑想搶食這塊市

場大餅，就是看準它會帶來可觀

的人潮和旅遊商機。熱氣球在臺

灣舉辦，民眾就不需出國花費，

所以相對的也會讓旅遊市場呈

現內需狀態而刺激國內的相關

旅遊消費市場。 

 

2.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 

  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 

  為？ 

基本上會採異業結盟方式希望

在旅遊時段上提供更優惠的價

格，或租用遊覽車等會給予更多

 

 

 

 

 

 

熱氣球在臺灣舉辦，民眾就不需出

國花費，所以相對的也會讓旅遊市

場呈現內需狀態而刺激國內的相

關旅遊消費市場。 

(C-3-1) 

 

 

 

 

 

 

 

 

基本上會採異業結盟方式希望在

旅遊時段上提供更優惠的價格，或

租用遊覽車等會給予更多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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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惠方案，這些優惠組合起來

就會給顧客更好的旅遊品質及

優惠價格；同時也希望和熱氣球

周邊業者做結合：如休閒產業協

會、觀光協會、飯店等，因為客

人會從這些地方來臺東遊玩，但

如果只靠臺東當地業者的力量

是不夠的，所以將來還是必須搭

配異業結盟的方式推展熱氣球

活動觀光。 

 

3.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  

   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對於和其他縣市聯合行銷熱氣

球活動，原則上是不會，因為乘

坐熱氣球體驗是個人的感覺，基

本上 102年花蓮、高雄澄清湖及

走馬瀨皆有舉辦類似的熱氣球

活動，遊客如果在高雄搭乘熱氣

球就不會到臺東搭乘，因為同質

性太高，新鮮感及吸引力就會降

低，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和熱氣

方案，這些優惠組合起來就會給顧

客更好的旅遊品質，同時也希望和

熱氣球周邊業者做結合。 

(C-3-2) 

 

 

 

 

 

 

 

 

 

對於和其他縣市聯合行銷熱氣球

活動，原則上是不會，因為同質性

太高，新鮮感及吸引力就會降低，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和熱氣球旅

行業者合作。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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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旅行業者合作。 

 

4.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合  

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因為我們旅行社本來就是做深

度旅遊的行程，所以客源都還算

穩定，但是因為在提供熱氣球的

行程之後，詢問度及曝光度也相

對提升，縱使遊客沒參加，我們

仍會提供相對的訊息供遊客參

考，畢竟仍會增加遊客的到訪

率，將來當然還是希望能和縣府

合作，增加旅遊商機。 

 

四、未來發展計畫 

1.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 

    展觀光特色？ 

我們對熱氣球發展的遠景非常

樂觀，原因是對於臺灣來講這是

一個非常新奇的體驗，畢竟來臺

東體驗熱氣球旅遊遠比到國外

消費低很多，這是一個很獨特性

 

 

 

 

因為我們旅行社本來就是做深度

旅遊的行程，所以客源都還算穩

定，但是因為在提供熱氣球的行程

之後，詢問度及曝光度也相對提

升，將來當然還是希望能和縣府合

作，增加旅遊商機。 

(C-3-4) 

 

 

 

 

 

 

對於臺灣來講這是一個非常新奇

的體驗，畢竟來臺東體驗熱氣球旅

遊遠比到國外消費低很多，這是一

個很獨特性的產業。 

(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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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跟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

時間點來搭乘會有不同的體

驗，這是非常好的，也希望這個

產業能越做越好，但在這個過程

中還是有其限制性，比如對遊客

來說，他們不可以採預約制度，

較積極的建議希望將來能採預

約制度的方式，因為對主辦單位

來說，如果能夠採預約制度較能

管控旅客搭乘的人數的多寡，而

對遊客來說也能夠知道他們要

搭乘的時間點而更佳的便利；至

於預約的公平性問題，建議政府

部門可採行公平、公開及公正的

方式來執行，我想這一點是不需

質疑的部分。 

 

2.  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 

    發展方向？ 

一來希望主辦單位能建立一個

比較制度化的商機，二來就是怎

麼在有限量的東西之下去做一

 

 

 

 

 

 

 

 

 

 

 

 

 

 

 

 

 

 

 

一來希望主辦單位能建立一個比

較制度化的商機，二來就是怎麼在

有限量的東西之下去做一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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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效分類的機制是很重要

的；重點是如何建立一個預約制

度而能讓更多人建立所謂的旅

遊制度，因為有共同的規範，大

家就能雨露均霑，而且很多事情

就能夠做事先的安排，因而節省

不必要的人力及物力浪費，然後

又能夠有效又很積極的在一些

作為上面改進。 

分類的機制是很重要的；重點是如

何建立一個預約制度而能讓更多

人建立所謂的旅遊制度，因為有共

同的規範，大家就能雨露均霑，而

且很多事情就能夠做事先的安

排，因而節省不必要的人力及物力

浪費，然後又能夠有效又很積極的

在一些作為上面改進。 

(C-4-2) 

訪談編號：D 

訪談對象：臺南捷利旅行社王○敏副總經理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25日下午 14時 

訪談地點：臺南捷利旅行社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觀光吸引力 

1.  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觀 

光吸引力？ 

其實熱氣球嘉年華這是一個在

臺灣很創新的新興旅遊活動，

突破以往旅遊景點很制式化的

一個旅遊行程，可以刺激消費

者前往這個地方甚至再度舊地

 

 

 

熱氣球嘉年華這是一個在臺灣很創

新的新興旅遊活動，突破以往旅遊

景點很制式化的一個旅遊行程，可

以刺激消費者前往這個地方甚至再

度舊地重遊前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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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遊前往消費。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 

與度如何？ 

我個人覺得遊客對熱氣球活動

的參與度和意願是非常高的， 

因為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來推廣

當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這是

消費者在心理上的一個認知，

所以這個活動是由地方政府來

推廣的話，我相信一般消費者

的參與度會很高。 

 

二、滿意度 

1.  您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 

 商機感到滿意嗎？ 

我們對旅遊商機當然會覺得很

滿意，因為藉由推動熱氣球的

活動，對旅遊市場會帶來商機

成長的顯著效果；我想像臺東

縣政府對推行熱氣球活動的商

機會感到滿意，因為據我所知

(D-1-1) 

 

 

 

遊客對熱氣球活動的參與度和意願

是非常高的，因為是由地方政府直

接來推廣當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D-1-2) 

 

 

 

 

 

 

 

 

我們對旅遊商機當然會覺得很滿

意，因為藉由推動熱氣球的活動，

對旅遊市場會帶來商機成長的顯著

效果。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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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年推出熱氣球活動的那

個暑假，觀光人數就超過 35萬

人，帶來的商機就超過 5億以

上，這是臺東縣政府提供的數

據。 

 

2.  您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地 

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 

整性？ 

我覺得這很需要，畢竟熱氣球 

活動只是一個短暫性的旅遊活

動，他還是要結合在地的特色 

活動去做規劃，對於消費者來

說旅遊景點會比較多元，而不

是單一一個熱氣球旅遊而已。

像臺東本身就擁有得天獨厚的

自然景觀及原民文化，所以這

幾年可明顯看得出縣府在推動

觀光旅遊結合規劃具在地特色

活動的用心，像是關山自行車

活動、金樽衝浪活動、知本溫

泉季、東海岸音樂季、南島文

 

 

 

 

 

 

 

 

 

熱氣球活動只是一個短暫性的旅遊

活動，他還是要結合在地的特色 

活動去做規劃，對於消費者來說旅

遊景點會比較多元，這幾年可明顯

看得出縣府在推動觀光旅遊結合規

劃具在地特色活動的用心，能讓遊

客更了解臺東旅遊景點的豐富性，

而這些具有在地特色的活動確實也

為臺東帶來可觀的商機。 

(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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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節等都能讓遊客更了解臺東

旅遊景點的豐富性，而這些具

有在地特色的活動確實也為臺

東帶來可觀的商機。 

 

3.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觀 

光產業活化？ 

這是一定會的，我剛在前面有

提到縣府有實質的數字效益可

見，2011年至 2013年從臺東縣

政府的觀光數據來看，他每一

年的周邊觀光產業都有在活

化，像是旅館業的興建，旅遊

人口急速成長等都可看出臺東

旅遊業發展正快速的進步，因

熱氣球活動行銷的成功，正也

是讓外縣市國內旅遊市場趕不

上的優勢原因之一。 

 

三、觀光休閒效益 

1.  貴公司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帶 

 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2011年至 2013年從臺東縣政府的

觀光數據來看，他每一年的周邊觀

光產業都有在活化，像是旅館業的

興建，旅遊人口急速成長等都可看

出臺東旅遊業發展正快速的進步，

因熱氣球活動行銷的成功，正也是

讓外縣市國內旅遊市場趕不上的優

勢原因之一。 

(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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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臺東的熱氣球活動

並不是只有單瓣一個熱氣球活

動而已，他也結合了很多協辦

單位，協辦單位包含了民間和

政府公部門、飯店業、航空業 

，並把相關其他產業也都結合

進來，這是在強化他所有的資

源並提升其旅遊休閒效益，而

不是只是單純地辦一個熱氣球

活動。 

 

2.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 

   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行 

   為？ 

目前我們公司是沒有，但是以

一個旅行社的立場，我們會把

這樣的活動包裝到行程裡面，

或者是應客人的要求前往，但

現階段我們是沒有和政府有這

方面活動的合作關係。基本上

在地的地方政府會結合在地的

相關產業去做這樣的推動，因

臺東的熱氣球活動結合了很多協辦

單位，協辦單位包含了民間和政府

公部門、飯店業、航空業，並把相

關其他產業也都結合進來，這是在

強化他所有的資源並提升其旅遊休

閒效益。 

(D-3-1) 

 

 

 

 

 

 

 

以一個旅行社的立場，我們會把這

樣的活動包裝到行程裡面，或者是

應客人的要求前往，但現階段我們

是沒有和政府有這方面活動的合作

關係；因為熱氣球畢竟是一個很單

一的活動，旅行社要和政府去做這

樣一個單一的策略聯盟銷售旅遊行

程，對我們旅行社整體的行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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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熱氣球畢竟是一個很單一的

活動，旅行社要和政府去做這

樣一個單一的策略聯盟銷售旅

遊行程，對我們旅行社整體的

行程銷售上來說會比較薄弱一

點。 

 

3.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其  

   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作？ 

   目前我們公司沒有這樣的計 

   畫，就如同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外縣市的旅遊業者之間也不會 

   有這樣的意願和考量想要合 

   作，畢竟對旅遊業者來說行程太 

   單一了，遊客不見得會需要這樣 

   的行程。 

 

4.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合  

   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我舉個例，像苗栗縣政府之前有 

   推一個針對旅行社招攬遊客來 

   到苗栗縣觀光有補助，只要來到 

上來說會比較薄弱一點。 

(D-3-2) 

 

 

 

 

 

 

 

目前我們公司沒有這樣的計畫，外

縣市的旅遊業者之間也不會有這樣

的意願和考量想要合作，畢竟對旅

遊業者來說行程太單一了，遊客不

見得會需要這樣的行程。 

(D-3-3) 

 

 

 

 

苗栗縣政府之前有推一個針對旅行

社招攬遊客來到苗栗縣觀光有補

助，只要來到苗栗縣停留一晚或幾



 
 
 
 
 
 
 
 
 
 
 
 

 

161 

 

   苗栗縣停留一晚或幾小時，苗栗 

   縣政府便會給予旅行社補貼， 

   基本上我們旅行社就會主動去 

   配合這個方案去規劃結合當地 

   政府去做這樣的旅遊行程，我們 

   也會比較主動介紹或安排客人 

   到苗栗縣去觀光。 

 

四、未來發展計畫 

1.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發 

   展觀光特色？ 

   我覺得臺東熱氣球的成效實質 

   上已可見了，因為原本上這幾年 

   來東部的景點，往往都是把臺東 

   和花蓮結合在一起去做，那一般 

   消費者認為到東部就是花蓮和 

   臺東的行程要一起，不過現在從 

   這一、兩年的旅遊市場發現消費 

   者並不一定要到花蓮去，甚至直 

   接指定想要到臺東玩熱氣球，這 

   就是表示有實質有帶動地方的 

   特色了。 

小時，苗栗縣政府便會給予旅行社

補貼，基本上我們旅行社就會主動

去配合這個方案去規劃結合當地政

府去做這樣的旅遊行程，我們也會

比較主動介紹或安排客人到苗栗縣

去觀光。 

(D-3-4) 

 

 

 

 

原本上這幾年來東部的景點，往往

都是把臺東和花蓮結合在一起去做 

，那一般消費者認為到東部就是花

蓮和臺東的行程要一起，不過現在

從這一、兩年的旅遊市場發現消費 

者並不一定要到花蓮去，甚至直接

指定想要到臺東玩熱氣球，這就是

表示有實質有帶動地方的特色了。 

(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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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來的 

   發展方向？ 

   我覺得推動熱氣球活動不應該 

   只是單一，因為臺東本身就有 

   很好的天然景觀資源，譬如說有 

   多元的族群文化，地方政府就可 

   以好好的規劃和結合運用，另外  

   也有季節性的景點可以看，像是 

   太麻里迎日出及金針山活動都 

   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景點。 

   民眾目前對於熱氣球活動的概 

   念仍停留在認為比較是適合年 

   輕人的活動，這也表示說在熱氣 

   球印象上推廣的還不是那麼廣 

   泛；其實熱氣球不只是要吸引我 

   們國人而已，就我所知很多東南 

   亞國家想要推行熱氣球活動，但 

   是實質上還沒有推行，像澳洲及 

   紐西蘭等國是熱氣球的發源地， 

   他們的熱氣球活動已發展得很 

   成熟，亞洲國家日本也有推行， 

 

 

 

我覺得推動熱氣球活動不應該只是

單一，因為臺東本身就有很好的天

然景觀資源，地方政府就可以好好

的規劃和結合運用。 

(D-4-2-1) 

 

未來熱氣球的發展不應該只是侷限

於國內，應該要把他推展到國外，

並且把國外的觀光客帶到臺東來。 

(D-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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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東南亞國家而言，並沒有具 

   有像臺東這樣特色景點的地 

   方，我覺得未來熱氣球的發展不 

   應該只是侷限於國內，應該要把 

   他推展到國外，並且把國外的觀 

   光客帶到臺東來。 

 

 

訪談編號：E 

訪談對象：東南旅行社楊○雄協理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26日上午 10 時 

訪談地點：東南旅行社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觀光吸引力 

1.  您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有何 

    觀光吸引力？ 

    熱氣球行程對我們來說不是 

    一個大眾化的活動，畢竟這是 

    屬於一個小眾的市場，但以一 

    個公司的立場來說，並沒有很 

 

 

 

熱氣球行程對我們來說不是個大眾

化的活動，畢竟這是屬於一個小眾

的市場，所以熱氣球活動的行程偏

向家庭旅遊或個人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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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意的要主推這樣的旅遊行 

    程，一般來講我們會看個人的 

    需求，以目前團體行程的估價 

    來講，遊客還是比較著重於價 

    錢方面，但由於旅行社基於成 

    本上的考量，國內遊程大多是 

    接學生畢業旅行或是公司自 

    強活動的行程，並不會將熱氣 

    球活動放進行程裡，所以熱氣 

    球活動的行程偏向家庭旅遊 

    或個人旅遊。 

 

2. 遊客對於地方政府推廣活動參 

    與度如何？ 

    我個人覺得這很好，像地方政 

    府南部這邊有在推的就是走 

    馬瀨農場有舉辦熱氣球活 

    動，那比較大型的就屬臺東鹿 

    野高台，而較年輕族群的遊客 

    就會前往當地搭乘熱氣球、消 

    費或是遊玩，確實會因遊客的 

    參與度高而帶來一定的旅遊 

(E-1-1) 

 

 

 

 

 

 

 

 

 

 

 

 

 

較年輕族群的遊客就會前往當地搭

乘熱氣球、消費或是遊玩，確實會

因遊客的參與度高而帶來一定的旅

遊商機。 

(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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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機。 

 

二、滿意度 

1.  您對於推廣熱氣球活動旅遊 

    商機感到滿意嗎？ 

    熱氣球的行程對旅行社來說 

    也是要考量其本身的獲利，那 

    以包裝產品本身來講的話，熱 

    氣球的行程若放進來相對一 

    定會提高整個旅遊費用，客人 

    不見得需要這樣的行程，而且 

    我們也會考量搭乘熱氣球本 

    身的安全性，所以在以安全性 

    為第一考量前提下，目前是不 

    主推這樣的行程。  

 

3.  您認為地方政府是否結合在 

    地活動特色並規劃觀光資源 

    的完整性？ 

    就地方政府結合在地活動特 

    色並規劃觀光資源的完整性 

    ，臺東縣政府這方面做得很不 

 

 

 

 

 

熱氣球的行程對旅行社來說也是要

考量其本身的獲利，那以包裝產品

本身來講的話，熱氣球的行程若放

進來相對一定會提高整個旅遊費

用，客人不見得需要這樣的行程，

而且我們也會考量搭乘熱氣球本身

的安全性，所以在以安全性為第一

考量前提下，目前是不主推這樣的

行程。 

(E-2-2) 

 

 

 

 

臺東縣政府這方面做得很不錯，因

為花東的景點整合可以提高讓客人

去到當地旅遊的意願，譬如元宵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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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因為花東的景點整合可以 

    提高讓客人去到當地旅遊的 

    意願，譬如元宵遶境的節慶活 

    動、知本溫泉季、金針花花季 

    等季節性的活動，這些特色行 

    程對旅客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誘因。 

 

4.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是否促進 

    觀光產業活化？ 

    這是一定會的，因為主推這樣 

    的一個活動如果把人潮都帶 

    進來的話，相關的周邊觀光產 

    也都會連帶受到影響，包括住 

    宿業、餐飲業、農特產品的 

    銷售等都會有連帶關係，銷售 

    率也會有一定的成長。 

 

三、觀光休閒效益 

1.  貴公司認為推廣熱氣球活動 

    帶來的觀光休閒效益？ 

    畢竟熱氣球這樣的活動受限 

境的節慶活動、知本溫泉季、金針

花花季等季節性的活動，這些特色

行程對旅客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

因。 

(E-2-3) 

 

 

 

 

 

這是一定會的，因為主推這樣的一

個活動如果把人潮都帶進來的話，

相關的周邊觀光產也都會連帶受到

影響，包括住宿業、餐飲業、農特

產品的銷售等都會有連帶關係，銷

售率也會有一定的成長。 

(E-2-4) 

 

 

 

 

熱氣球在搭載上有人員的限制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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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場地及飛行的時間，並不像 

    一般遊樂園的活動，可以容納 

    大量的人潮，況且他在搭載上 

    有人員的限制及受到氣候的 

    影響，所以在這樣受限條件的 

    前提下多少會影響到熱氣球 

    活動本身的延續性，但就休閒 

    效益來說的話，我認為隨著熱 

    氣球活動的逐年舉辦，他的休 

    閒效益是會慢慢增加的。 

 

2.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 

    其他異業有策略聯盟關係或 

    行為？ 

    針對東南公司來講的話，因為 

    我們是屬於全省性的公司，所 

    以我們在跟地方政府及異業 

    之間都有在配合相關的旅遊 

    行程。畢竟旅遊行程多的話， 

    旅客有多樣性選擇這樣才能 

    增加業者的收入。 

    像宜蘭礁溪溫泉季、苗栗桐花 

到氣候的影響，所以在這樣受限條

件的前提下多少會影響到熱氣球活

動本身的延續性，但就休閒效益來

說的話，我認為隨著熱氣球活動的

逐年舉辦，他的休閒效益是會慢慢

增加的。 

(E-3-1) 

 

 

 

 

 

 

 

我們在跟地方政府及異業之間都有

在配合相關的旅遊行程。畢竟旅遊

行程多的話，旅客有多樣性選擇這

樣才能增加業者的收入。 

(E-3-2-1) 

 

 

像宜蘭礁溪溫泉季、苗栗桐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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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阿里山櫻花季等當地政府 

    都有結合旅遊業者在推活動， 

    所以我們都會推相關的遊程 

    讓民眾可以多元選擇。臺東縣 

    政府的熱氣球活動 2011年也 

    有和我們合作，我們也把員工 

    旅遊等景點納入熱氣球活動 

    行程，畢竟我們也是希望能多 

一些不同的旅遊元素在裡面， 

讓客人在體驗這樣的行程後 

能深受感動。 

 

3.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與 

    其他縣市有旅遊實質串連合 

    作？ 

    一般來說的話，譬如我們的遊 

    客到澎湖或金門當地，才會由 

    當地的旅行社做接待，不然在 

    臺灣本島，基本上團體行程從 

    頭到尾會由我們公司自行處 

    理。像熱氣球的活動，我們會 

    跟臺東在地的業者談，看我們 

阿里山櫻花季等當地政府都有結合

旅遊業者在推活動，所以我們都會

推相關的遊程讓民眾可以多元選

擇。臺東縣政府的熱氣球活動 2011

年也有和我們合作，我們也把員工    

旅遊等景點納入熱氣球活動行程，

畢竟我們也是希望能多一些不同的

旅遊元素在裡面，讓客人在體驗這

樣的行程後能深受感動。 

(E-3-2-2) 

 

 

 

 

 

我們的遊客到澎湖或金門當地，才

會由當地的旅行社做接待，不然在 

臺灣本島，基本上團體行程從頭到

尾會由我們公司自行處理。像熱氣

球的活動，我們會跟臺東在地的業

者談，看我們的客人過去有沒有優

惠折扣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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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人過去有沒有優惠折扣 

    等方案。 

 

4.  貴公司是否配合地方政府結 

    合行銷具地方特色的活動？ 

    事實上最近我們公司跟大甲 

    媽祖遶境活動有做一個旅遊 

    行程的活動，對於地方政府的 

    像節慶活動之類的活動，我們 

    和地方政府一直都有在合作 

    。事實上像臺東的熱氣球活動 

    都是業者自己在推的，因為搭 

    乘熱氣球有風險上的考量，所 

    以實際上都是業者自行要承 

    擔，地方政府只是擔任監督輔 

    導的角色。 

 

四、未來發展計畫 

1.  您認為熱氣球活動能否有效 

    發展觀光特色？ 

    因為在歐美國家像紐西蘭 

    等，已經把熱氣球活動變成一 

(E-3-3) 

 

 

 

 

對於地方政府的像節慶活動之類的

活動，我們和地方政府一直都有在

合作。事實上像臺東的熱氣球活動

都是業者自己在推的，因為搭乘熱

氣球有風險上的考量，所以實際上

都是業者自行要承擔，地方政府只

是擔任監督輔導的角色。 

(E-3-4) 

 

 

 

 

 

 

 

歐美國家像紐西蘭等，已經把熱氣

球活動變成一 種常態性的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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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常態性的活動在做，臺灣這 

    幾年以經在進行了，所以目前 

    以每年要到臺東搭乘熱氣球 

    的遊客來說，它的風評還算不 

    錯，臺東縣政府把熱氣球發展 

    成當地的特色這個方向是對 

    的。就臺南的走馬瀨農場熱氣 

    球活動來說，它的規模和場地 

    就沒辦法像臺東的熱氣球活 

    動辦的這麼大。 

 

2.  您認為推廣熱汽球活動未的 

發展方向？  

就熱氣球本身來講，它所要占

用的空間是需要很大的，而且

也要結合相當多的人力和物

力才能讓熱氣球飛行，對於旅

行社的出團人數來說常常要

一、二輛遊覽車，因熱氣球有

搭乘人數的限制，如果為了要

讓旅客能搭乘熱氣球，那麼接

下來的行程一定是走不完，所

做，臺灣這幾年以經在進行了，所

以目前以每年要到臺東搭乘熱氣球 

的遊客來說，它的風評還算不錯，

臺東縣政府把熱氣球發展成當地的

特色這個方向是對的。 

(E-4-1) 

 

 

 

 

 

 

 

臺灣的市場不只有本國旅客，還有

大陸及香港和東南亞的旅客，如何

藉由熱氣球特色去吸引這些國外觀

光客還需要更多的規劃才行。 

(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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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方面針對散客來說是比

較適合的。所以單就這方面政

府及業者還需要再詳加做如

何去消化像旅行團的客人，因

為臺灣的市場不只有本國旅

客，還有大陸及香港和東南亞

的旅客，如何藉由熱氣球特色

去吸引這些國外觀光客還需

要更多的規劃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