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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專案報告

壹、前言

    金門曾是兩岸對峙的最前沿，民國 81年解除戰地政務，遂於民國 82年 2

月開放我國民眾赴金門觀光，惟長年受軍事管制，整體建設發展受限，民

國 84年 10月內政部營建署成立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永續保存與發展金

門文化資產、自然生態與戰地紀念為目標，隨著小三通於民國 90年開通，

加上逐漸便利的辦證與交通模式，由金門搭乘小三通往返兩岸的人數，逐

年攀升，也讓金門觀光產業享受和平紅利，蓬勃發展。

    迄今，金門觀光開放與小三通開通已二十餘載，地方主題活動面臨老化、

觀光客源單一、業者削價競爭、服務品質稱差不齊等問題，如何讓既有的傳

統活動增添新意、打造新品牌活動、開拓多方客源與年輕族群旅客、輔導業者

提升旅遊品質等，均是本府刻不容緩與責無旁貸的要務。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也讓小三通暫停客運往來，同時阻斷金門

觀光產業賴以為生的陸客市場與消費，但在疫情趨緩之際，金門、馬祖與澎

湖等離島，卻享有疫後紅利，無法出國旅遊的國人，因此大量往離島進行

報復性旅遊，讓離島觀光再現生機，當然也出現不少品質亂象。

    特別感謝貴會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之時，及後疫情時代的報復性旅

遊的各項應變措施及政策支持，這次疫情是金門的危機，希望也是金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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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業的轉機。為發展金門地區觀光事業發展，用老步，走出新路，尚祈各位

議員給予指導與支持，期順利推動觀光事業之建設與發展。

貳、現況分析

    金門的老步不少，但這是金門的基礎，不是老步就不好，要能溫故知新、

新舊並存，甚至產生新火花，讓老步走出新花樣。

    金門與澎湖同屬於中華民國之離島縣，但各自擁有不同觀光資源與民俗

風情，觀光魅力可說是各有千秋，也成為吸引不同客群前來觀光旅遊的主

要原因，以下臚列金門與澎湖各項觀光旅遊優劣態勢：

一、 地理氣候：

(一)金門位於九龍江出海口，水質混濁，岸際海浪大，水域活動難以

發展，但氣候四季宜人，無明顯淡旺季之分，除於受天氣轉換之

際，偶有濃霧影響班機起降外，任何時間皆適合旅遊。

(二)澎湖位於台灣海峽，水質清澈靜穩，夏日以海為特色，獨傲三離

島，唯其以在 10月至 3月為淡季，故思考花火節等衝淡季，今年

看似風光，其因為每年出國人數 1,600萬人的轉移各縣市，也造

成暑假滿溢，影響居民生活及品質敗壞之後果，又交通部澎管處

經費挹注，相較金門親力親為，自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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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位優勢：金門與澎湖都屬於「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

實施辦法」範疇，惟僅有金門與馬祖與大陸地區有固定且直接對開之

船班，面對廣大的陸客市場，金門絕對取得先機。

三、 旅遊型態：金門觀光資源包羅萬象，擁有閩南文化、僑鄉文化、戰地史

蹟與自然生態等，已然形成一座天然的博物館，適合各年齡層旅客細

細品嘗，而澎湖僅以水域遊憩活動，廣受年輕人喜愛，客群相對年輕

活潑。

四、 旅客組成：金門擁有小三通的基礎，旅客組成包含大陸旅客與台灣旅

客，108年度航空入境人數計 1,272,909人次、小三通入境入數計

984,315人次，合計人數為 2,257,224人次，其中陸客人數佔大宗，尤

以自由行為主，更能深入大街小巷，讓各行各業雨露均霑；澎湖因無

直接與大陸通航之港口，且無與大陸對開之固定船班，僅有與台灣本

島往返船班，到訪澎湖的旅客以台灣旅客為主，108年度航空人數計

962,301人次，輪船人數計 323,776人次，合計 1,286,077人次。

五、 業務權責：

(一)金門於民國 81年解除戰地任務，內政部營建署並於民國 84年 10

月成立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負責經營管理，以金門傳統文化資

產、特殊戰役紀念、多樣性自然生態，得以永久保存與永續發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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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二)金門為兩岸最前線，島上仍遍布軍事重地，且受限於「要塞堡壘

地帶法」規範，如涉及要塞堡壘範圍之景點開發，尚需經國防部

核可，始得為之。

(三)金門完整保存傳統閩南文化、宗族文化與僑鄉文化，島內各聚落

古厝與洋樓林立，2,600多處軍事營區遍布全島，面臨「文化資產

保護法」第 15條規定，審查與再利用之難題，公有建築物進行新

建、改建前須先進行文資評估工作。

(四)金門受「全區都市計畫」影響，多項土地使用變更，均需報內政部

核定，方可進行變更；而澎湖則無相關限制，僅透過都市計畫審

議委員會審議，即可修訂。

(五)交通觀光局於 84年 7月正式成立「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期有

效利用資源，促使澎湖地區經濟再發展，提升產業附加價值，疏

解國內旅遊需求，以「建設澎湖為國際級觀光休閒之海上渡假公

園」為整體發展總目標。

六、 職掌預算：

(一)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設有觀光企劃科、觀光業務科、城市行銷科、交

通行政科與大陸事務科，108年度歲出預算約 7.45億元，包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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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預算 1.5億元、公務預算 5.95億元(含停車場工程)。

(二)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設有觀光行政科、觀光促進科、景區管理科、交

通陸務科，108年度歲出預算約 3.37億元，包含基金預算 0.6億元，

公務預算 2.77億元(不含交通與停車場工程)。

(三)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8年度歲出預算約新台幣 3.51億元，包含基金

預算 1.65億元、公務預算 1.86億元(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七、 發展潛力：

(一) 金門目前旅客群體以中、老年人為主，其消費能力與方向，有利

於地區特產業者發展，且論金門旅遊型態包羅萬象，未來透過品

牌合作方式，融入年輕市場，可望吸引更多的年輕族群來金旅遊

持續向下扎根。

(二) 澎湖旅遊型態以發展水上遊憩活動為主，年輕族群為對象，旅客

群體難以吸引中、老年人族群。

八、 基礎承載：

(一)金門旅館加上民宿約可容納 8,000人。

(二)澎湖旅館加上民宿約可容納 25,000人。

金門澎湖旅遊資源比較表

項目 金門 澎湖 備註
地理氣候 1.位於九龍江出海口。 1.澎湖位於台灣海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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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質混濁，潮差大，岸
際浪大，流速快。
3.氣候四季宜人，無明顯
淡旺季之分。

為沙岸。
2.水質靜穩，水域活動為
主要特色。
3.4~9月為旅遊旺季，入秋
以後，所有旅遊服務業暫
停營運。

區位型態

1.金門屬「試辦金門、馬祖、
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
辦法」通航港口。
2.有固定且直接對開之船班

1.澎湖屬「試辦金門、馬祖、
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
辦法」通航港口。
2.無固定且直接對開之船班

旅遊型態

1.金門觀光資源包羅萬象，
已然形成一座天然的博物
館。
2.適合各年齡層旅客細細
品嘗。

1.澎湖以水域遊憩活動為
主要賣點。
2.廣受年輕人喜愛，客群
相對年輕化。

旅客組成

1.陸客+台客。
2.去(108)年度航空+小三通
入境人數共計 2,257,224人
次。

1.以台客為主。
2.去(108)年度航空+輪船人
數共計 1,286,077人次

業務權責

1.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負
責經營管理，以金門傳統
文化資產、特殊戰役紀念、
多樣性自然生態，得以永
久保存與永續發展為目標。
2.金門仍遍布軍事重地，
且受限於「要塞堡壘地帶
法」，如涉及要塞堡壘範圍
之景點開發，尚需經國防
部許可。
3.金門受「全區都市計畫」
限制與影響。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
促使澎湖地區經濟再發展，
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建設
澎湖為國際級觀光休閒之
海上渡假公園為整體發展
總目標。

職掌預算 業務職掌較澎湖多了新聞
媒體與密集的兩岸事務
108 年度歲出預算約 7.45
億元，包含基金預算 1.5億
元、公務預算 5.95億元(含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歲出預
算約 3.37億元，包含基金
預算 0.6 億元，公務預算
2.77億元(不含停車場工程)。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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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工程)。 歲出預算約 3.5億元，如澎
湖燈光節即由澎管處辦理，
活動經費 7,000萬元。

發展潛力
1.以中、老年族群為主。
2.仍有年輕族群為發展潛力

水域活動僅能吸引年輕族
群。

基礎承載 約 8,000人。 約 25,000人。

參、因應策略

    金門的老步，必須要維護，在於安步當車，在於兼顧在地民意需求，在

於維護既有金門特色，金門保有閩南文化、戰地文化、僑鄉文化、酒鄉文化、

自然生態等，既有的觀光資源其實不遜色，如何善用，如何活用，將是未

來的觀光重點：

一、 閩南文化：

(一)在既有 6條觀光公車路線上，推出週末日遊瓊林。

(二)山后民俗文化村促使漢服換裝。

(三)透過輔導民宿業者，閩南式民宿如雨後春筍成立。

(四)增加誘因，提升基礎承載量。

二、 戰地文化：

(一)用心響應，老兵重返英雄島人數及響應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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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穎景點大膽島，持續火熱，持續加強各項改善措施。

(三)各鄉鎮以標語為榮，為之遊程、彩繪，如近期推出知金湖九宮格

活動，以及即將呈現之烈嶼戰地一條街。

(四)洽談金門國家公園更深的合作模式，讓古蹟維護仍更活潑運用，

同時加大宣傳效果。

(五)陽翟大街與金東戲院結合樂高積木活動，打造品牌旅遊模式。

三、 自然生態：金湖南石滬喊泉、烈嶼潮間帶、綠石槽、古寧擎蚵、斗門古道、

成功牽罟、慈湖鸕鶿、栗喉蜂虎等。

四、 酒鄉文化：各類活動導入金酒元素，如老兵活動之專屬禮，尋城趣探

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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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僑鄉文化：陳景蘭洋樓搭配九宮格、世界金門日活動、水頭洋樓群、順

天茶坊轉化民宿等。

六、 海岸地景特產文化：金寧石蚵節、金城迎城隍、金湖花蛤季、烈嶼芋頭

節、金沙風獅爺文化季，金門傳統小吃，糕點等，五所一廠親子遊，

以及各社區之社區發展、青創文創等。

 

七、 兩岸原鄉文化：金廈泳渡、金門馬拉松、世界金門日、宗廟交流、姓氏宗

族交流、金廈旅遊節、旅遊互訪、金門迎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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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解決方案

    金門有別於澎湖的特色，切勿妄自菲薄，更秉持貴會要求與監督，在老

步老路維持的前提下，思考新步新路：

一、 活化旅遊品牌，打造四季都有活動，吸引各族群旅客來金旅遊：

(一)包裝既有地方主題觀光活動，讓老品牌穿新裝。

(二)攜手樂高積木大師，以品牌合作創造旅遊新亮點。

 

(三) 共譜金門主題曲，透過創作高傳唱力度之詞曲，吸引年輕族群來

金旅遊。

(四) 推出海洋藝術季「白色秘境」，邀請藝術家於烈嶼鄉配合現地地貌

11



打造各式地景創作，並以發掘國境之西、詮釋在地特色，作為後

續地方創生發展的資源與資產，未來將規劃輪流至五鄉鎮舉辦，

相較澎湖縣政府編列高預算投入澎湖花火節活動，109年白色藝

術節僅有 150萬公務預算支出，並爭取中央預算支持，未來為持

續辦理海洋藝術季，讓活動內更加豐富，讓五鄉鎮皆有獨具特色

的地景藝術，期盼貴會能給予更多預算支持，以利辦理長達一個

月的大型節日活動，為更鄉鎮打造打卡新熱點。

 

(五) 推動虎航航空體驗營，讓民眾了解本府年節疏運時擔任的角色與

任務，增加旅客來金遊程豐富度，成為旅遊新產品，吸引親子體

驗航空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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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打造小三通偽出國與藍色公路，比照桃園機場以實際出國體驗與

免稅優勢，打造旅遊新路線。

 

(七) 推動溪邊海水浴場，透過土地有償撥用，突破法規限制，增加岸

邊遊憩設施與水上活動，讓金門水域活動有新玩法。

二、 打通交通新路線，開拓新客源：

(一)配合交通部航港局加速推動藍色公路十年發展整體計畫，112年

設定為郵輪跳島年，今年因疫情，已自 109年 7月底起開展郵輪

跳島旅遊，並持續推廣，用金門的熱情與傳統藝陣活動歡迎郵輪

13



跳島旅客，也讓旅客瞭解金門傳統文化。

 

 

(二)推動與馬祖、台東、花蓮雙向國內包機。

三、 善用網路與媒體行銷，推廣觀光知名度：

(一)善用網路社群行銷，擴大觀光活動與資源影響範圍。

(二) 強化與自媒體或網紅行銷模式，以及與時尚品牌合作，邀請高人

氣網紅結合金門特色美景，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把金門變成天

然的攝影棚，藉由網紅高人氣與培養的粉絲群，透過網路社群的

高傳播力，可望號召更多的年輕族群來金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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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旅遊智慧平台，當旅客抵達金門即可收到簡訊，旅客可以打

開連結使用，成為旅客的最佳旅遊助手，透過定位服務，提供自

由行旅客周遭吃、喝、玩、樂、天氣與建功嶼潮汐等即時旅遊資訊，

目前已有 100家以上金門業者加入，如遊程中遇到問題，即可與

旅遊服務中心連繫並協助解決，另將規劃結合計程車隊系統提供

叫車服務，讓旅客在金門旅遊期間更為方便。

 

(四)邀請業者參與活動，如老兵召集令，打造老兵一條街；樂高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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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公開徵求潛在業者，或創業者，一齊加入活動與行銷推廣

共創旅遊環境與資源。

四、 待疫情過後，持續借重兩岸區位與小三通政策優勢，持續吸引陸客來

金旅遊：

(一) 積極辦理兩岸旅遊展與推介會，招攬大陸客源。

(二)深化兩岸交流業務，爭取辦證簡化與陸客放寬。

(三)持續加強區域合作，攜手廈門、漳州、泉州等城市，推動閩西南旅

遊區，吸引外溢旅遊人口。

五、 加強縱向與橫向溝通協調機制：

(一)強化與各鄉鎮公所溝通機制，共建金門觀光行事曆。

(二)整合縣府各局處資源，共同做好整體觀光發展。

(三)加強與金門國家公園合作，讓金門觀光永續發展。

(四)加強與國防部聯繫與合作，讓戰地豐富呈現。

六、 改善整體觀光體質：

(一) 透過制定優質行程獎勵方案，輔導旅行業者打造有創意的旅遊產

品。

(二) 強化業者座談與橫向溝通，邀請業者共創旅遊模式，形成提升旅

遊品質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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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非法違規之取締與裁處，杜絕各項破壞服務品質之作法，以

及劣幣驅逐良幣之情形。

 

 

(四)辦理大師講座，提升旅遊服務品質。

伍、結語

    金門旅遊四季皆宜，並無特別明顯淡旺之分，今年受疫情影響，更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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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旅遊市場打回原形，在中央政府積極推動國內旅遊，國內每年 1,600萬出

國旅遊人口，移轉各縣市，也造就讓各離島報復性旅遊人潮，讓疫情低迷

的旅遊市場，重返生機。

    金門與澎湖雖屬離島，經常提出比較，但金門、澎湖兩地觀光特色迥異，

且相比金門，在澎湖風景管理處經費挹注下，攜手澎湖縣政府推動各項主

題與行銷活動，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係以維護金門觀光資源永續保存為

設立目標，金門各項觀光活動即有賴本府獨力推展。

    觀光是總成，是整合各鄉鎮，本府各局處的活動合輯，才是新步新路，

從食、宿、行、遊、購等五面向加強著墨；食在觀光中扮演重要角色，結合本

府建設處加強輔導特色美食、青年創業；宿為觀光重要因子，結合國家公園、

業者整合推動，提升住宿品質與服務素質；行為觀光之對外連結，對外交通

海陸空交通與自行車整合發展；遊為直接觀感，從旅遊遊程、道路品質、景

點話題、公園維護、展演空間盤整，並結合五所一廠體驗、本縣文化局文化資

產資源、本縣文化園區管理所資源齊心推動；購為加值服務，結合青年文創、

特產、大型賣場、地方特色商家打造一體化服務。

    金門整體建設發展受限於多年的軍事管制，但卻完整保存既有觀光資源，

如傳統、文化、宗教、宗族、區位、閩南、南洋、僑鄉、酒鄉、戰地、自然、生態等，

雖是用老步、走老路，但原有的老路應兼顧民意與維護既有特色，在貴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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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與鞭策下，本府將在既有優勢下，持續上緊發條，在老品牌上微加新

意，並共創品牌合作，讓金門觀光老路走出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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