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議會第七屆第 21 次臨時會 

 

 

 

 

 

 

 

 

 

 

「金門大橋建設計畫執行情形專案報告－ 

產業影響衝擊評估」 

專案報告 

 

 

 

 

 

金 門 縣 政 府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9 日 



目錄 

壹、前言 ......................................................................................... 1 

貳、烈嶼觀光產業資源盤點 ........................................................... 2 

參、大橋通車後對烈嶼觀光產業之衝擊 ......................................... 5 

肆、烈嶼觀光產業輔導現況 ........................................................... 7 

伍、持續努力方向 ........................................................................ 22 

陸、結語 ....................................................................................... 24 



1 
 

金門縣政府專案報告 

壹、前言 

    金門大橋預定於 111 年 10 月下旬完工通車，完工後烈嶼鄉和大金門本

島將聯結成一密不可分之觀光與生活圈，「7 分觀光、3 分交通」的建設

願景，有助促進烈嶼觀光整體發展，縣府也已完成金門大橋行銷主視覺。

此外，根據行政院核定之「金門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指出，金門大橋有

助平衡區域發展，透過陸運串連大小金門，縮短大小金門差距，可促進烈

嶼發展，並擴大烈嶼生活圈。 

 

圖 1.金門大橋行銷主視覺 

惟亦有報告指出，通車後產生的磁吸效應，可能對烈嶼產業造成不利

衝擊。而烈嶼以觀光產業為核心產業，為因應金門大橋通車後對烈嶼產業

之影響，縣府自 109 年起，執行「因應大橋通車後烈嶼鄉觀光產業發展策

略及實施計畫」委託服務案，期能作為未來烈嶼鄉於大橋通車後觀光總體

發展與有效提昇之戰略指導，並整合縣府各單位及中央資源，透過「世界

咖啡館」公民對話的概念，聚焦地方鄉親的共識，形塑改變未來的行動力，

以符合地方、民眾所需，達成公私雙贏、烈嶼鄉未來觀光總合發展符合永

續發展目標。 

    在此，要特別感謝貴會及各位議員，對縣府協助投入烈嶼產業輔導政

策及經費的支持，尚祈各位議員持續給予指導，期順利推動烈嶼觀光事業

之建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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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烈嶼觀光產業資源盤點 

觀光之六大核心構面為「食、宿、遊、購、行、資」，參考最新統計

資料及數據，針對烈嶼地區觀光六大構面產業資源分析如次： 

一、食 

烈嶼鄉餐飲型態以餐廳及傳統小吃店為主，店家所提供之菜色多半會

融入芋頭，如：炸芋絲手捲以及芋頭冰，同時兼具特色及風味。目前烈嶼

餐飲業者共 44 家，多分布於東林街與西方街，其中東林街佔了 14 家店，

是烈嶼餐廳與店家最為密集的地區，其次則是西方街的 7 家店家，其他零

星店家則散佈於其餘地區。 

二、宿 

烈嶼鄉目前住宿皆以民宿型態提供遊客住宿之服務。依據交通部觀光

局旅宿網 111 年 9 月統計數據，共計 15 家合法民宿，其中 4 家民宿為好

客民宿。 

三、遊（重點景點資源） 

(一)自然景觀資源 

烈嶼鄉的自然景觀資源豐富，沿岸景觀極佳，潮間帶、玄武石、貓公

石、綠石槽、沙灘景觀以及海域景觀，多元的自然景觀是烈嶼的一大特色。

以夜探烈嶼潮間帶活動之體驗為例，東崗與貴山一帶偏向沙灘環境，能夠

觀察到與日間潮間帶不一樣的物種風情，透過解說導覽同時了解潮間帶環

境與類型，享受夜晚的寧靜之餘，同時觀察夜間生物的動態，為遊客帶來

不一樣的慢活體驗。 

(二)人文景觀資源 

烈嶼過去和金門一樣同受風災之苦，在金門本島是以風獅爺為精神寄

託，但在烈嶼各個村落，情況就顯得相當不同。在這裡，風雞不是佇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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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就是在屋頂上。泥塑的公雞，因身漆白色，村民遂暱稱為「白雞」

或「風雞」。相傳風雞能鎮風煞、剋蟻害、護古宅、保平安。 

(三)遊憩服務資源 

烈嶼鄉目前主要之遊憩服務資源主要可區分為住宿餐飲、交通服務設

施及公共服務設施等三大類。其擁有豐富的海岸及富含歷史文情的戰地觀

光資源，無論是動態的靶場射擊、自行車體驗、或是潮間帶生態導覽，戰

地歷史遺跡，皆為島上觀光發展的最佳優勢條件。 

四、購 

目前烈嶼的熱門伴手禮除了貢糖、麻荖、芋頭加工製品，還有最具古

早味的桶餅、芋泥餅等傳統糕餅。 

五、行 

(一)島際運輸系統： 

烈嶼鄉目前對外交通以海運為主，從大金門水頭碼頭到小金門九宮碼

頭之間，每日往返約 54 航班，單趟航程時間約 10 至 15 分鐘。連接大小

金門島的「金門大橋」已於民國 100 年 1 月 9 日動工，總長度 5.4 公里，

其中跨海域橋約 4.8 公里，橋面淨寬 15 公尺，預計於民國 111 年完工。 

(二)島內運輸系統： 

過去因戰備任務需求，公路綿密，惟道路縱坡起伏大、彎道亦多、且

因戰備之需，形成許多特殊景象。因低碳島嶼規劃，自由行遊客多以租借

電動車、搭乘電瓶車方式進行旅遊，遊玩各景點便利性也較高，且電動車

聲音較小，除了空氣汙染，同時也減少噪音的形成。 

六、資 

(一)金門創新智慧友善旅遊服務系統 

縣府為在地合法觀光旅遊等產業建置的「金門創新智慧友善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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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備受期待，在 109 年 6 月底舉辦的業者說明會吸引了超過 150 家在

地業者，包含旅宿、美食、購物、伴手禮、出租車行、計程車行及旅行社

等行業。該系統首創 PWA 智慧觀光服務，旅客無須下載 APP 即可取得各

項旅遊資訊暢遊金門。 

縣府已成立業者一站式輔導中心，配置專人專線電話，輔導業者建置

資訊、排解系統操作問題，並將透過採訪店家，輔導業者撰寫文案、拍攝

照片等，提升業者資訊完整度，為遊客及業者創造雙贏，打造更友善的金

門觀光旅遊環境，本案也已協助更多烈嶼鄉在地業者建立店家資訊並上

架，配合系統完備相關資料庫。 

   

圖 2.行動旅服行銷烈嶼觀光景點及美食 

(二)觀光資訊網站 

由於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人口增加，尋找旅遊資訊更加便

利，對於烈嶼的觀光，金門縣觀光處設置的金門觀光旅遊網及烈嶼鄉公所

設置的烈嶼旅遊網都有健全的資訊，金門觀光處的臉書專頁「樂遊金門」，

也能得到金門包含烈嶼的最新遊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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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橋通車後對烈嶼觀光產業之衝擊 

參考「金門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金門縣第五期(108-111 年)離島綜

合建設實施方案」、「金門縣第六期(112-115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

「金門縣烈嶼鄉經濟振興計畫」等研究報告，大多認為金門大橋通車有助

促進地方觀光發展，尤其大橋連接大小金門後，將能吸引旅客至小金門觀

光，促進小金門觀光產業之發展，與帶動小金門海上遊憩觀光發展。 

惟亦有報告指出通車後可能產生不利影響，主要係因為便捷交通縮短

旅客在烈嶼之停留時間，及烈嶼鄉居民原本的在地消費移轉至大金門，造

成當地商家營收減少，說明如次： 

一、小金門當地產業店家有被邊緣化的風險 

大橋通車後，根據「金門縣烈嶼鄉經濟振興計畫」於 103 年對烈嶼

鄉親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將介紹朋友至大金門的旅館民宿居住，只有

少部分願意將朋友介紹到烈嶼當地旅館民宿居住，從此現象可以發現烈

嶼鄉親對當地旅館民宿的信心程度明顯不足。另原有在烈嶼的店家若未

能積極因應，大橋通車後來小金門的觀光客，很可能只是「到此一遊」，

並沒有足夠吸引更多觀光客來烈嶼消費，相對地，大小金門因交通便捷

後，反而促使烈嶼店家有邊緣化的風險存在。 

二、通車後小金門對大金門的消費移轉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通車後，將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會將原本在烈嶼

的消費將移轉至大金門，並且根據菁英訪談也有類似這種憂慮。由此可知

金門大橋通車後，若小金門現有的當地產業及觀光資源無法同步提升吸引

力，例如當地餐飲業、民宿業與傳統小店家若無太多的競爭優勢，通車後

反而原本的消費者更易流向至大金門消費，極有可能對當地商家帶來雪上

加霜的衝擊。 

三、區域間競爭將加劇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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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在這一個背景下，烈嶼經

濟的穩定將不僅取決於國內和金門自身的因素，而且也受到國際景氣波動

因素的影響。尤其烈嶼鄉由於市場規模較小，經濟結構比較脆弱，更容易

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衝擊。且產業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許多不具有優

勢的產業，隨著外來商品和直接投資的湧入，將面臨外來競爭者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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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烈嶼觀光產業輔導現況 

一、具體輔導措施 

為因應金門大橋通車後之產業發展，縣府於 109年-111 年辦理烈嶼

觀光產業輔導計畫，除受理業者申請輔導診斷，協助聘請輔導顧問團進

行現場勘查訪視及相關輔導機制，提供輔導建議外，並針對 8 家具亮點

及示範代表性的業者進行陪伴式滾動輔導，藉由多次實地訪視及經營調

整建議、引薦媒合所需資源、協助申請補助企劃、共同找問題解決方法

等，提升業者經營品質。8家業者相關輔導項目如表 1。 

表 1輔導成果計畫執行表 

項次 業者名稱 109年計畫 111年計畫 

1 
華南 

汽水廠 

硬體： 

 故事館展示、店內陳列升

級 

 整體營業空間重整規劃

施作，動線、燈光氛圍、

入口意象、外部視覺、打

卡牆面 

軟體： 

 梳理汽水廠故事、策展 

 販售汽水商品版本升級 

 研發套餐料理，以汽水主

題入菜，強調在地特色食

材與視覺呈現 

軟體： 

 文化小旅行、體驗遊程、

店內體驗 DIY活動設計（商

品化） 

 同業合作結盟（選物店） 

 數位優化、網路評論提升 

 上架電商平台販售推廣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扶植成為烈嶼文化特色景

點、質感文創選品店 

2 亨式暢遊 

硬體： 

 四維七營區空間規劃，作

為體驗遊程據點 

軟體： 

 一日深度烈嶼套裝遊程

硬體： 

 京站小吃營業空間重整規

劃，作為體驗遊程據點 

 西方老街店面空間重整規

劃，增加體驗遊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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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業者名稱 109年計畫 111年計畫 

設計 

 地方創生政府資源媒合

申請 

 遊程上架電商平台販售

推廣 

 媒體行銷曝光 

軟體： 

 服務流程優化 

 單項體驗遊程設計改良版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3 
合成 

餅店 

硬體： 

 入口意象、店招優化 

 店內陳列、燈光氛圍營造 

 品牌故事牆、職人形象牆 

軟體： 

 品牌視覺 CI設計 

 百年老店形象強化 

 提袋、運送包裝設計製作 

 紀錄片拍攝 

 媒體行銷曝光 

軟體：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紀錄片運用、網路行銷宣

傳 

4 
源 興 興

商店 

硬體： 

 整體營業空間重整規劃

施作，動線、燈光氛圍、

入口意象、外部視覺、店

內陳列 

 品牌故事牆 

 軟體： 

 柑仔店故事、角色圖像化 

 老店品牌視覺 CI設計 

 產品點心品項研發 

軟體： 

 營運建議與成本控制調整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5 
海霓 

蜜坊 

軟體： 

 營運規劃與建置建議 

 養蜂教學體驗活動建議 

硬體： 

 整體營業空間重整規劃施

作，動線、燈光氛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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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業者名稱 109年計畫 111年計畫 

 異業合作方案 

 

口意象、外部視覺、店招 

 寵物友善餐廳環境設計 

 軟體： 

 品牌視覺 CI設計 

 包裝設計製作 

 產品全品項研發 

 地方伴手禮產出 

 上架電商平台販售推廣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扶植成為遊客必訪點、質

感蜂蜜主題咖啡廳、特色

伴手禮商店 

6 
新 大 同

餐飲 

軟體： 

 營業空間改造建議 

 數位優化建議 

 

硬體： 

 整體營業空間重整規劃施

作，動線、燈光氛圍、入

口意象、外部視覺、店招 

 職人形象牆 

軟體： 

 服務流程優化 

 菜單設計重製 

 數位優化、網路評論提升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7 沐珈啡 - 

軟體： 

 營業空間與工作區改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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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業者名稱 109年計畫 111年計畫 

 營運規劃與販售品項調整

建議 

 相關政府資源媒合申請 

 以高粱與芋頭開發新產品

點心品項技術協作，作為

地方伴手禮產出 

 上架電商平台販售推廣 

 網紅踩線推廣、社群頻道

露出及媒體行銷曝光 

8 
鄉 村 旅

行社 
- 

 建立主題式旅遊的遊程品

牌－「玩美烈嶼」，定位

為烈嶼現代的軍事質感暨

海陸特色遊程 

 優先執行玩美餐盒與特色

活動（為和平乾杯）等 2

項行動計劃 

 交通工具形象設計 

 遊程品牌識別設計 

 鄉村旅行社導覽與接待制

服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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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源興興柑仔店輔導成果 

 

 

圖 4.海霓蜜坊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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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華南汽水廠行銷及遊程設計 

 

 

圖 6.沐珈啡輔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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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資源推動輔導計畫 

為強化輔導績效，以「因應大橋通車後烈嶼鄉觀光產業發展策略及實

施計畫」為平臺，整合地方及中央資源共同投入烈嶼觀光產業之輔導。 

(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烈嶼商圈補助計畫： 

(1)爭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109 年商圈振興商圈發展」新臺幣 30 萬

元、「110年商圈行銷活動」新臺幣 46萬元、「111年商圈示範輔導」

新臺幣 120萬元。 

(2)烈嶼商圈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 2021故事商圈評選活動獲得全國故

事商圈殊榮，有助發掘特有之品牌識別形象，使民眾除於商圈消費外，

能夠更加深入認識商圈的經濟與人文內涵，打造獨特之商圈品牌，提

升商圈知名度及聚客力。 

2.SBIR(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與業者共同挖掘特色及優勢，並協助研擬計畫，爭取 SBIR計畫： 

(1)109 年地方型 SBIR：嘉年華冰菓室-金門戶外軍事品牌設計與產出計

畫，補助新臺幣 69 萬元。 

(2)110年地方型 SBIR：鶴山商店-藝遊笠嶼再探「陶」花源，補助新臺幣

31萬元。 

(3)111年地方型 SBIR：沐珈啡廚房-「芋」上瑪德蓮「酒」幸福計畫，補

助新臺幣 44萬 7000 元。 

3.縣府產業輔導計畫： 

(1)110年-111年海霓蜜坊—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50萬元。 

(2)110年-111年新大同餐飲—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20萬元。 

(3)109年-111年京站小吃—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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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110年金瑞成貢糖—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20萬元。 

(5)109 年-110 年合成餅店—場域空間改造及企業識別、產品包裝設計，

補助新臺幣 30萬元。 

(6)109 年-110 年源興興商店—場域空間改造及企業識別設計，補助新臺

幣 30萬元。 

(7)109 年-110 年華南汽水廠(鶴山商店)—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 

(8)109 年-110年嘉年華冰菓室—產品包裝設計，補助新臺幣 30萬元。 

(9)108年-109年北街古早味—場域空間改造，補助新臺幣 15萬元。 

(10)108年-109年嘉年華冰菓室—產品包裝設計及網頁建置，補助新臺幣

20萬元。 

 

三、業者經營能力提升計畫 

(一)籌組專家輔導團 

成立專業輔導團，邀集熟諳智慧旅遊、觀光及運輸、經營管理等專長

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診斷輔導服務，提升業者經營能力。輔導團

名單如下表： 

編號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01 賴瑟珍 臺灣旅遊交流協會理事長 觀光發展 

02 林承毅  林 事務所 執行長 體驗設計 

03 陳甫彥 易遊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觀光行銷 

04 歐聖榮 朝陽科技大學教授 景觀設計 

05 黃位政 臺中教育大學教授 青創及文創 

06 拾已寰 臺中教育大學教授 青創及文創 

07 張漢寧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 青創及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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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吳健豪 錦霞樓總經理 特色餐飲 

09 陳建龍 高雄餐旅大學副教授 特色餐飲 

10 葉文琦 裕賀牛觀光工廠執行長 特色餐飲 

11 王東昇 高雄餐旅大學助理教授 青創及文創 

12 劉喜臨 高雄餐旅大學教授 觀光行銷 

13 吳英偉 高雄餐旅大學副教授 觀光行銷 

 

 

  

  

圖 7.輔導團訪視及輔導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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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大師講堂，5場次逾 200人次參加。 

場次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第一場 
2022/6/20 

上午 

【鍊潮流  活化品牌】觀

光趨勢與世界潮流 

高雄餐旅大學  

劉喜臨 教授 

第二場 
2022/6/20 

下午 

【鍊傳承  地創文化】創

生未來式：二地居 X移動

創生 

創生塾 

林承毅 塾長 

第三場 
2022/6/21 

上午 

【鍊科技  轉型數位】 

轉型進行式：漫談如何優

化你的旅遊產品 

Klook  

林耀民 台灣總經理 

第四場 
2022/6/22 

上午 

【鍊服務  升級品質】創

造感動與唯一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王永豪 兼任助理教授 

2022觀光優良從業人員 

第五場 
2022/6/23 

上午 

【鍊未來  接軌趨勢】經

濟共享學：不能不知的異

業結盟 

美福飯店 

林偉德 總經理 

(二)業者參訪計畫 

安排烈嶼地區 20位業者赴臺參訪交流，計參訪 KKday總部等 12處學

習交流對象，並由參訪業者研提參訪心得，俾供作為未來業者經營及縣府

施政之參考。 

 
圖 8.參訪行程及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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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業者赴臺參訪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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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行銷推廣計畫 

(一)結合雜誌行銷： 

與旅遊雜誌-旅奇週刊及行遍天下雜誌合作，配合金門大橋及烈嶼鄉

推廣行銷宣傳，採人物專訪方式專欄報導，撰寫共 2 篇專題報導及 2 篇

Facebook 貼文，結合 Facebook 及網站宣傳，達到線上結合線下的最大宣

傳效益。 

 
圖 10.雜誌報導(資料來源：旅奇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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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網紅踩線：網紅 Youtuber「就是嘟丟笑欸」及部落客韓若紫至烈

嶼鄉踩線及規劃二日遊行程，吸引旅客前來烈嶼旅遊。 

 

圖 11.烈嶼二日遊推薦遊程(資料來源：「就是嘟丟笑欸」臉書粉專) 

 

圖 12.烈嶼景點推薦(資料來源：韓若紫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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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臉書粉專行銷： 

1.建立「烈嶼 小島漫遊」FB 粉專發布烈嶼觀光旅遊訊息，搭配遊程原創

性貼文、分享轉貼文章素材持續曝光，透過互動貼文、定時貼文、消費

者喜好撰文、適度投放廣告、選擇最佳貼文時間、回覆留言保持互動、

舉辦小型互動遊戲等七大方式，提高貼文的瀏覽率，計 64篇貼文。 

 

圖 13.「烈嶼 小島漫遊」FB粉專 

2.於觀光處臉書粉專「金門觀光逗陣行」、「樂遊金門」等處，行銷烈嶼觀

光及推薦商家。 

 

(四)新聞報導： 

藉由新聞稿發布及邀請記者報導，共計 40 餘篇新聞媒體報導。透過

新聞媒體報導及曝光，行銷烈嶼觀光產業，吸引旅客前往旅遊及消費。 

 

五、輔導成果 

近二年多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旅市場旅客量有不穩定情況。惟

分析 110年 1月至 111 年 8月之大小金船運載客統計，使用「全票」搭乘

人次及「機踏車」數量有上升趨勢，顯見在疫情趨緩、烈嶼產業輔導及觀

光行銷推介等多重因素下，烈嶼旅遊人次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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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票」搭乘大小金船運人次 
月份 110年 111年 
1   11,146   9,763  
2   10,423  10,619  
3   13,418  12,521  
4   18,145  20,109  
5   13,325  12,496  
6      681  16,327  
7      852  26,924  
8    2,701  30,360  
9    5,634  -  
10   12,447  -  
11   16,208  -  
12   13,063  -  

 

 

大小金船運「機踏車」數量 
月份 110年 111年 

1    1,793     1,890  

2    2,178     1,826  

3    2,652     2,432  

4    3,498     4,672  

5    2,936     2,517  

6      238     3,364  

7      287     5,865  

8      856     6,089  

9    1,599  - 

10    2,968  - 

11    3,586  - 

12    2,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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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持續努力方向 

未來將持續秉持「創新跨域整合」思維，以跨域加值理念，注入創新

手法與元素，擴大並延伸一二三級產業的價值鏈，讓原有一級、二級產業

與當地人文、歷史、生態景觀、美學密切結合，再加入服務、餐飲、休閒

旅遊的經濟活動，建立「烈嶼產業」為核心場域，邁向全新三級產業，為

大橋通車後的烈嶼創造全新的商機與吸引力，並吸引青年族群返鄉工作，

形成更完整的產業價值鏈，提升產業經濟產值。推動方向如次： 

(一)推動合作事業：在地產業跨域合作加值發展 

1.整合在地產官學研資源，提供產業由生產研發至經營銷售之完整產業鏈

輔導，促進產業跨域合作及加值發展，強化產業發展能量。 

2.主動發掘具潛力之社區聚落，全力推動合作事業，形成「自益—互益—

共益」之合作型經濟體，讓經濟體內的成員經由共同合作與決策，獲取

經濟發展紅利。 

(二)人才加值培訓：學以致用，培育就(創)業力 

1.配合地方產業發展需求與課題，邀請有實務經驗之創業達人、專家學者

及政府代表組成顧問團，針對有意願前往烈嶼地區發展之在地青壯年，

開辦創業培訓課程或地域產業發展學程，提供實作場域訓練，進行訓

練，讓其具備就業或創業能力。 

2.落實「人力加值培訓產業發展方案 」，建立人才培訓供需對話機制，邀

集產官學 共同組成對話機制，針對產業所需人才缺口，推動培訓計畫

與就業媒合。 

(三)服務升級加值：貼心服務賓至如歸優質享受 

1.推廣旅遊達人服務，培訓在地旅遊業者，提供客製化之無縫旅遊服務；

並透過整合中央、地方及民間旅遊資訊，建立地區旅遊資訊網及 APP應

用軟體，提供便利的遊程規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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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貼心住宿，輔導訓練民宿服務從業人員，以加速提升其服務品質，

縮減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期待落差，並與政府管理標準與評鑑機制接軌。 

3.推動產地餐桌，引進研發創新能量，結合在地文化與食材研發具地方特

色料理，並規劃讓消費者直接到產地採買兼旅遊，從認識食材到農業體

驗，滿足消費者從旅遊、美食品嚐到伴手禮一次到位的需求，落實地產

地消理念。 

(四)亮點串連整合：島嶼亮點有機鏈結群聚發展 

以實體及虛擬網絡加強串聯地方產業發展亮點，包括有機農業、文化

創意、觀光旅遊、社區及產業，並整合「食、宿、遊、購、行」等關聯性

產業，發展加值創新服務，並藉由實地展覽的形式，帶動產業群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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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金門縣觀光歷經 30 年來不同階段的影響與轉變，已逐漸從著重遊客

量、團客旅遊為主思維轉變成分眾旅遊及強調主題化、精緻化、年輕化、

自由行、深度旅遊，縣府也同步朝此思維推動烈嶼觀光發展。 

縣府從 109年啟案，深入烈嶼與產業溝通，聘請觀光專家學者以陪伴

式輔導的駐村形式，協助在地的業者們轉型與升級，輔導店家擴及食、宿、

遊、購、行等產業，包括百年手工餅舖的合成餅店轉型成觀光伴手禮、青

岐社區柑仔店結合西式點心坊的複合式經營、華南汽水廠結合鶴山窯的文

創故事館、亨氏暢遊的四維營區水彈體驗、烈嶼高粱掃帚編織的文化體驗

等，並透過行銷推廣，逐漸成為旅客喜愛之參訪景點，並打造成為烈嶼觀

光產業示範點。 

此外，針對觀光及交通運輸產業，進行輔導轉型，如烈嶼鄉藍色公路

海上遊程、結合視聽感官的綠色迷彩電瓶車智慧語音導覽遊程等，未來，

縣府也將持續協同烈嶼鄉公所，以公私協力及跨域整合方式，針對不同客

群推出各種型態的烈嶼主題遊程，如地質景觀深度旅遊、藍色公路體驗

遊、海濱綠能行動咖啡、露天海灘酒吧等，以打造烈嶼成為低碳度假生活

島，並在兼顧傳統與創新之間，賦予烈嶼鄉觀光產業的新契機。此外，縣

府將持續從產業面著手提升烈嶼產業服務品質、結合產業資源發展轉型成

六級產業，發展烈嶼的標竿品牌，協助更多有意願的業者提升經營品質。

同時，開發烈嶼特色遊程，以落實金門大橋「三分交通、七分觀光」之建

設願景。 

未來，期許在貴會的督促與鞭策之下，持續戮力推動執行，打造烈嶼

永續發展之島嶼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