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環境數位化 

 

                                                           	   
 
                                                             五、	  	  	  	  	  	  討論議題:	   
 
                                                                                 1.	  	  	  	  	  	  	  	  台灣基本旅遊環境數位化 
 
                                                                                 2.	  	  	  	  	  	  	  	  新南向推動作為(旅展、僑生吸客)	  	  	   
 
                                                                                 3.	  	  	  	  	  	  	  	  在地旅遊不是總產值提升，更能協助中南部在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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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政策建言」 
 
                                                             對台灣基本旅遊環境數位化的建議如下： 
 
                                                        （一）         基礎的網路環境建設缺乏議題  
 
                                                                            現況說明 
 
                                                                            1.	  	  	  	  	  	  	  	  數位經濟的推動，需要完整的網路通訊建設的配套。但很多旅遊 
 
                                                                                                景點多處於較偏遠的地方，4G	  或無線網路的佈建密度低、網路通 
 
                                                                                                訊品質不佳，在此前提下，使得業者要發展以及推動數位經濟服 
 
                                                                                                務都將大幅受限。 
 
                                                                            2.	  	  	  	  	  	  	  	  對於國外旅客來說，若要解決網路通訊問題，需要到少數特定的 
 
                                                                                                門市通路取得短期電信方案，在網路通訊服務的取得相當不便。 
 
                                                                            建議方式：  
 
                                                                           1.	  	  	  	  	  	  	  積極建設	  4G	  或	  5G	  頻寬基地台於樂園/景點附近，提供良好網路環 
 
                                                                                              境以及使用體驗 
 
                                                                           2.	  	  	  	  	  	  	  提供國外旅客更方便的通訊網路服務。 

 

                                                        （二）         數位行銷/資料科學人��人才不足議題  
 
                                                                            現況說明 
 
                                                                                 1.	  	  	  	  	  	  	  	  觀光產業學用落差大，學校培養的人才到產業界不能直接接軌 
 
                                                                                 2.	  	  	  	  	  	  	  	  數位行銷人才不足，遊樂園現有的行銷方式都較為傳統，並沒有 
 
                                                                                                     建立數據收集的機制並且回饋行銷策略與方針 
 
                                                                                 3.	  	  	  	  	  	  	  	  資料科學人才嚴重缺乏，需要建立從蒐集數據、分析數據、解讀 
 
                                                                                                     數據的人才和機制，否則縱使有很多資料，也不會運用資料。 
 
                                                                            建議方式：：鼓勵產學研合作推動雲端大數據 
 
                                                                                 1.	  	  	  	  	  	  	  	  若要突破業者對於旅客的掌握，增加行銷的力道，須培養業者大 
 
                                                                                                     數據運用的能力，包括如何系統性累積旅客旅遊歷程資料、如何 
 
                                                                                                     選擇大數據分析方法、如何解讀大數據分析結果，真正掌握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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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和需求，延續旅遊行為的可能性。 
 
                                                                                 2.	  	  	  	  	  	  	  	  現實中，業者往往具備眾多的旅客資料，而缺乏大數據分析的能 
 
                                                                                                     力。而學研單位具備大數據相關技術，卻缺乏實驗運用的場域。 
 
                                                                                                     因此政府應鼓勵業者與學研跨單位合作，如加強補助相關產學應 
 
                                                                                                     用計畫，加速將大數據科學應用產業建立成功案例。如此作法亦 
 
                                                                                                     可協助銜接學研人才，補足產業需求缺口。 

 

                                                        （三）         金融政策法規的鬆綁  
 
                                                                                      現況說明： 
 
                                                                                      1.	  	  	  	  	  	  	  	  全球都在推動行動支付的情況下，台灣觀光產業特有的娛樂稅 
 
                                                                                                          等稅制，仍然停留在不接受電子票券（因為無法驗印票券等勾 
 
                                                                                                          稽作業），（請參考各地方政府－地方稅務局於樂稅稽徵業務實 
 
                                                                                                          施要點），建議研擬相關配套辦法提供業者遵循。 
 
                                                                                   建議方式：	  
	  	  	  	  	  	  	  	  	  	  	  	  	  	  	  	  	  	  	  	  	  	  	  	  	  	  	  	  	  	  	  	  	  
	  	  	  	  	  	  	  	  	  	  	  	  	  	  	  	  	  	  	  	  	  	  	  	  	  	  	  	  	  	  	  	  如法規的鬆綁需要時間和繁複流程，建議推動監理沙盒 
 
                                                                                      制度，並且簡化申請流程，縮短申請時間，放寬申請資格，試行試 
 
                                                                                      營，快速確認法案或行政命令的可適性。 

 

                                                        （四）         政策獎勵，補助導入數位化應用 
 
                                                                            現狀說明： 
 
                                                                                      1.	  	  	  業者多數不知道數位化應用與公司決策及競爭力的關係，也不知 
 
                                                                                                     道如何評量導入數位化應用的效益。 
 
                                                                                      2.	  	  	  資訊服務業不懂觀光產業的業態，業者提不出規格需求，且導入 
 
                                                                                                     數位化應用需先負擔軟硬體成本，軟體成本不知如何計價也不知 
 
                                                                                                     道如何計算效益 
 
                                                                                      3.	  	  	  即使申請補助計畫也遇到計劃委員不了解產業現狀而無法提出正 
 
                                                                                                     確的策略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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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方式： 
 
                                                                                      1.	  	  	  建議除了資金補助的方式，也可以透過抵稅的方式鼓勵業者導入 
 
                                                                                                     數位化應用 
 

                                                                                      2.	  	  	  政府各觀光產業或商業有關單位整合，包含經濟部(工業局、商 
 
                                                                                                     業司、中小企業處等)及觀光局等，統一窗口分配補助項目。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