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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統 計 通 報 
                       主四 102-13號             102年 12月 

臺中市觀光旅遊產業發展概況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造成我國經濟衰退，為刺激經濟成長，

是故政府展開兩兆雙星計畫，選定新興重點產業投入更多資源，期望

提升產值。爰此，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特別將「生物科技」、「綠

色能源」、「觀光旅遊」、「醫療照護」與「文化創意」等 5項新興產業

及「國際物流」重點發展產業資訊納入重點普查項目，初步結果報告

顯示，本市「觀光旅遊產業」在五都評比上有極大之競爭力，以下就

引用普查資料以及交通部觀光局等相關統計資料，藉此分析本市觀光

旅遊產業概況，以明瞭本市在近期觀光旅遊產業之競爭力。 

一、 本市「觀光旅遊產業」從業員工人數為 2萬 7,233人居五都第

3，生產總額為 352億 1,100萬元居五都第 2，勞動生產力為 129

萬元位居五都第 2 

依據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市「觀光旅遊產業」從業

員工人數為 2 萬 7,233 人居五都第 3，僅次於臺北市 10 萬 3,329 人

與高雄市 2萬 7,808人；生產總額為 352億 1,100萬元居五都第 2，

僅次於臺北市 2,816億 0,200萬元；勞動生產力為 129萬元居五都第

2，僅次於臺北市 273 萬元。由上述可知，本市觀光旅遊產業具有極

大的競爭力。(詳表 1) 

表 1 100年五都觀光旅遊產業發展概況 

 

備註：勞動生產力=生產總額/從業員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排名 排名 排名

臺中市 27,233   3 35,211   2 1.29 2

臺北市 103,329  1 281,602  1 2.73 1

高雄市 27,808   2 34,469   3 1.24 3

新北市 26,764   4 28,515   4 1.07 4

臺南市 14,943   5 15,157   5 1.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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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近 2年平均成長率為 42.03%居五

都第 2 

根據交通部主要觀光遊憩據點統計，本市主要遊憩據點有后里馬

場、谷關遊樂園、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麗寶樂園(原：月眉育樂

世界)與東勢林場等 15處，自 99年至 101年為止，本市近 2年遊客

人次平均成長 42.03%居五都第 2，僅次於高雄市 50.10%，其中 101

年相較於 100年成長超過 50%，目前仍持續成長中。(詳表 2、圖 1) 

表 2 近 2年五都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及年增率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 

圖 1 近 2年五都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年增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人次 年增率 人次 年增率 人次 年增率 人次 年增率 人次 年增率

99 7,991,153  -- 13,295,631 -- 30,282,003 -- 27,734,324 -- 20,692,454 --

100 10,662,915 33.43 16,863,339 26.83 37,732,169 24.60 30,995,966 11.76 19,141,194 -7.50

101 16,061,993 50.63 29,235,276 73.37 47,884,440 26.91 33,496,775 8.07 21,279,702 11.17

平均年增率 42.03 50.10 25.75 9.9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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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市國際觀光旅館住用率近 2年平均成長率為 4.92%，除新北

市自 100年才有國際觀光旅館之外，本市成長率為四都第 1；

平均房價漲幅為 3.79%，除新北市以外，其漲幅為四都最低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本市國際觀光旅館住用率自 99年至 101

年為止，平均成長率為 4.92%居五都第 2，僅次於新北市 19.82%，惟

新北市自 100年才有國際觀光旅館，時效過短難以觀察成長趨勢，故

除新北市之外，本市住用成長率居四都第 1；本市國際觀光旅館近 3

年房價成長率平均為 3.79%，居五都第 2低，惟除新北市時效過短難

以觀察房價變動趨勢之外，本市房價成長率居四都最低且最穩定。(詳

表 3、表 4、圖 2、圖 3) 

表 3 近 2年五都國際觀光旅館住用率及年增率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圖 2 近 3年五都國際觀光旅館住用年增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住用率 年增率 住用率 年增率 住用率 年增率 住用率 年增率 住用率 年增率

99 68.82 -- -- -- 75.45 -- 59.47 -- 66.18 --

100 70.30 2.15 27.80 -- 75.23 -0.29 62.14 4.49 67.19 1.53

101 75.70 7.68 33.31 19.82 77.53 3.06 61.28 -1.38 66.74 -0.67

平均年增率 4.92 19.82 1.38 1.55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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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 2年五都國際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年增率 

單位：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圖 3 近 3年五都國際觀光旅館平均房價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平均房價 年增率 平均房價 年增率 平均房價 年增率 平均房價 年增率 平均房價 年增率

99 2,129  -- -- -- 3,850  -- 2,385  -- 2,296  --

100 2,235  4.98 6,478  -- 4,107  6.68 2,520  5.66 2,549  11.02

101 2,293  2.60 5,692  -12.13 4,394  6.99 2,695  6.94 2,611  2.43

平均年增率 3.79 -12.13 6.83 6.30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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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起，兩岸空運直航客運量自臺中機場

進出旅客人次近 2年平均成長率為 42.62%；101年兩岸海運直

航客運量自臺中港進出旅客為 12萬 2,150人次居全國第 1，為

自簽署海運協議以來最高，其中近 2年平均成長率為 169.14%

亦為全國最高 

根據交通部統計，自兩岸簽署直航協議開始，兩岸直航客運量自

臺中機場進出旅客人次於 100 年與 101 年成長率分別為 67.55%與

17.69%，兩年平均成長率為 42.62%；海運方面，除了固有之「中遠

之星」客輪，自 101年開始「海峽號」客輪亦投入兩岸直航，故兩岸

直航自台中港進出旅客人次躍升為 12 萬 2,150 人次居全國第 1，超

越基隆港 5萬 1,409人次，其平均成長幅度更是達到 169.14%居全國

第 1。由上述可知，自開放大陸來台觀光後，本市航空站與港口兩岸

往返之旅客逐年攀升，顯然本市已經成為海峽兩岸間重要門戶。(詳

表 5、圖 4、圖 5) 

五、結語 

一言以蔽之，本市觀光旅遊產業正蓬勃發展中，其中由本市所推

出之「親鄉村，玩都會」榮獲交通部觀光局台灣十大好玩二日遊遊程，

除此之外， 「i 遊臺中」積極在手機 App 程式與全球最大行動社群

網站 Wechat 推行，提供旅客隨時掌握本市觀光旅遊資訊。本市即將

在 2018 年籌辦國際花卉博覽會，屆時吸引更多國際遊客的到來，是

本市觀光產業躍升國際，揚名海內外的最佳時機，是故在花博會到來

之前，本市府更應結合全民的力量共同努力，發展本市一區一特色之

觀光產業，相信在市府團隊大力並積極促成觀光發展下，本市不僅是

台灣南北交通轉運的樞紐，更將成為全國及兩岸三地觀光的明日之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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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近 3年兩岸空運直航進出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 

 

 

表 5 近 2年兩岸海運直航進出旅客人次及成長率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 

圖 5 近 3年兩岸海運直航進出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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