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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新北市遊客人次統計結果及分析報告 

一、 前言 

觀光經常作為城市軟實力評估關鍵指標，遊客人次帶動觀光產值更視為城市發

展競爭力具體展現。本報告將依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資料庫及新北市遊客人次資料，

多面向檢視分析 112度新北市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情形，俾提供相關政策參考。 

二、 統計分析 

(一) 近十年新北市遊客人次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資料，新北市來客數由 101 年約 3,002 萬人次增至 108

年約 5,547 萬人次，成長約 2,545 萬人次，足見新北市推廣觀光旅遊活動深受大眾

喜愛。109至 110年間，全球受 COVID-19病毒影響，國內外疫情警戒，也衝擊旅

遊市場，國旅活動及來台觀光人次趨勢明顯下滑。111至 112年間，爰於疫苗施打

普及，疫情解封降階，各地旅遊人次開始回升（圖一）。 

統計去年度(112)前來新北觀光旅遊約 4,805 萬 6,689 人次，相較 111 年 3,422

萬 4,629人次，增加約計 1,383萬 2,060人次。疫後國旅補助及社群跨境行銷並結合

當前智慧科技線上線下旅前導覽體驗，將吸引遊客回流新北各景點深度旅遊，進而

活化地方產業創生。 

 

 圖一、新北市歷年遊客人次分布圖（101 年-112 年）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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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六都遊客人次 

 六都遊客人次  

年度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108 55,479,180 53,215,793 10,753,269 44,275,984 22,719,900 34,381,372 

109 42,201,746 30,260,207 20,035,689 45,804,595 15,146,062 22,766,097 

110 28,187,255 22,873,159 23,213,008 49,684,725 9,158,000 14,500,136 

111 34,224,629 28,611,024 31,768,211 47,757,972 15,984,366 31,372,044 

112 48,056,689 53,370,373 40,466,561 59,337,385 35,922,065 60,773,665 

109 年增減率 -23.93% -43.14% 86.32% 3.45% -33.34% -33.78% 

110 年增減率 -33.21% -24.41% 15.86% 8.47% -39.54% -36.31% 

111 年增減率 21.42% 25.09% 36.86% -3.88% 74.54% 116.36% 

112 年增減率 40.42% 86.54% 27.38% 24.25% 124.73% 93.72%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 

(二) 112年新北市前五大觀光遊憩據點 

綜理 112 年新北市觀光旅遊據點，排序前五大熱門景點依次為林口三井

Outlet(全年遊客數約 842萬人次，占總人次 17.53%）、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全

年遊客數約 462萬人次，占總人次 9.63%）、淡水金色水岸(全年遊客數約 436萬人

次，占總人次 9.07%）、瑞芳風景特定區(全年遊客數約 392萬遊客人次，占總人次

8.18%）及八里左岸公園(全年遊客數約 322萬遊客人次，占總人次 6.71%），經計上

開前五大遊憩據點遊客人次已逾全市總人次 5 成以上(表二)。由前五大觀光據點不

同旅遊型態，可知本市多元自然景觀及人文地貌深受大眾喜愛，如林口三井購物中

心，歷史底蘊鶯歌陶瓷博物館，老街悠遊淡水金色水岸，山城綺麗風光瑞芳小鎮及

時尚海景八里左岸公園，青山綠水皆是走讀新北好去處，提供不同旅遊需求者前來

踏訪。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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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北市排序前五名觀光據點（112 年） 

名次 景點名稱 遊客人次 總人次百分比 

1 林口三井 Outlet 8,423,005 17.53% 

2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4,629,192 9.63% 

3 淡水金色水岸 4,360,703 9.07% 

4 瑞芳風景特定區 3,929,731 8.18% 

5 八里左岸公園 3,225,508 6.71% 

合計 24,568,139 51.12%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彙編) 

(三) 從行政區看遊客人次增減 

新北市共有 29個行政區，交通部觀光署核定有案觀光景點分布於 16個行政區

（表三），112年具觀光景點行政區來客數，人次最多排序前五依次是林口區(約 842

萬人次，占全市 17.53%)、淡水區(約 681萬人次，占全市 14.18%)、瑞芳區(約 680

萬人次，占全市 14.16%)、鶯歌區(約 562萬人次，佔全市 11.91%)以及八里區(約 504

萬人次，占全市 10.49%)。查 112年 5月起，因 COVID-19疫情嚴重度下降，調整

為第四類傳染病疫情降階，各地觀光旅遊人次較去年有明顯上升趨勢。  

表三、112 年新北市行政區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行政區 112 遊客人次 占新北遊客人次比率 111 遊客人次 增減人次 增減率 

林口區 8,423,005 17.53% 6,922,569 1,500,436 21.67% 

八里區 5,041,516 10.49% 3,958,734 1,082,782 27.35% 

萬里區 1,670,982 3.48% 608,812 1,062,170 174.47% 

淡水區 6,812,837 14.18% 5,150,745 1,662,092 32.27% 

瑞芳區 6,805,275 14.16% 5,265,918 1,539,357 29.23% 

烏來區 2,369,016 4.93% 1,609,506 759,510 47.19% 

金山區 725,659 1.51% 516,144 209,515 40.59% 

新店區 2,396,674 4.99% 2,137,690 258,984 12.12% 

單位:人次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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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三、112 年新北市行政區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行政區 112 遊客人次 占新北遊客人次比率 111 遊客人次 增減人次 增減率 

三峽區 2,091,894 4.35% 1,830,416 261,478 14.29% 

板橋區 168,527 0.35% 118,158 50,369 42.63% 

平溪區 3,897,296 8.11% 3,313,930 583,366 17.6% 

鶯歌區 5,625,055 11.91% 1,160,261 4,464,794 384.81% 

坪林區 241,654 0.5% 119,514 122,140 102.2% 

貢寮區 585,054 1.22% 471,243 113,811 24.15% 

石門區 786,960 1.64% 630,690 156,270 24.78% 

三芝區 415,285 0.86% 464,299 -49,014 -10.56%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彙編) 

(四) 從觀光區域看遊客人次增減 

以新北市觀光景點串連熱門旅遊路線劃分為不同觀光區域(表四)。112 年各觀

光區域遊客人次，來訪人次最多排序前五者依次為：淡八(全年來客數約計 1,185萬

人次)、林口三井購物城(全年來客數約計 842萬人次)、三鶯(全年來訪客約計 771萬

人次)、水金九(全年客數約計 545萬人次)及新烏(全年來客數約計 476萬人次)；其

中成長幅度最大觀光區為三鶯，112年皆較前年度(111)增加約 472萬人次，另外水

金九與北海岸 112年較前年度(111)也增加逾 120萬人次，日後看好；林本源園邸(林

家花園)受限地緣，人次成長較為緩慢，惟精緻的園林歷史古蹟推廣客製主題遊程將

引入更多遊客造訪。整體來看，112年各觀光區較前年度(111)遊客人次，普遍皆回

升，顯示疫情降階後，民眾開始走入觀光景點進行各項遊憩體驗，尤以新北都會近

郊里山出遊及臨海山城小鎮深度體驗行程帶進遊客人次成長情形最為顯著。 

 表四、112 年新北市觀光區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觀光區域 112 遊客人次 占新北遊客人次比率 111 遊客人次 增減人次 增減率 

林口三井 8,423,005 17.53% 6,922,569 1,500,436 21.67% 

林本源園邸

(林家花園) 
168,527 0.35% 118,158 50,369 42.63% 

北海岸 3,598,886 7.49% 2,219,945 1,378,941 62.12% 

新烏 4,765,690 9.92% 3,747,196 1,018,494 27.18% 

單位:人次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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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四、112 年新北市觀光區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彙編) 

 

(五) 從景點性質看遊客人次增減 

按交通部觀光署景點性質分類，112年各類型景點遊客人次增減情形如下(表五)。

查 112 年各類型景點，含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及縣(市)級風景特定區、森林

遊樂區、博物館、宗教場所、購物中心及古蹟歷史建物等地，遊客人次均顯著提昇。 

表五、112 年新北市各類型景點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性質分類 112 遊客人次 111 遊客人次 增減人次 增減率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5,476,522 3,686,076  1,790,466 48.57% 

直轄市及縣(市)級風景特定區 8,359,933  6,539,890  1,820,043 27.83% 

森林遊樂區 413,595  396,573  17,022 4.29% 

博物館 7,323,720  2,716,068  4,607,652 169.64% 

宗教場所 165,546  104,255  61,291 58.79% 

購物中心 8,423,005  6,922,569  1,500,436 21.67% 

古蹟及歷史建物 2,767,724  2,275,987  491,737 21.61% 

其他 15,126,644  11,583,211  3,543,433 30.59%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彙編) 

觀光區域 112 遊客人次 占新北遊客人次比率 111 遊客人次 增減人次 增減率 

淡八 11,854,353 24.67% 9,109,479 2,744,874 30.13% 

深石坪 241,654 0.5% 119,514 122,140 102.2% 

水金九  5,457,406 11.36%  4,214,080 1,243,326  29.5% 

猴硐 1,085,865 2.26% 835,510 250,355 29.96% 

三鶯 7,716,949 16.06% 2,990,677 4,726,272 158.03% 

十分 3,897,296 8.11% 3,313,930 583,366 17.6% 

東北角 847,058 1.76% 633,571 213,487 33.7% 

單位:人次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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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從月份看遊客人次增減 

112 年新北市各月份遊客人次情形如下表(表六)。查察 112 年疫情嚴重度逐漸

下降，旅客皆紛紛戶外出遊，故遊客人次呈現均上升。112年 5月，疫情正式降階，

各景點訪客逐漸增多，特別 5至 7月逢暑期旅遊熱潮加上國旅活動行銷推廣，遊客

人次合計較上年度(111)增加逾 400 萬人次；10 月遊客增加幅度更是達到新高，以

新北市美術館為中心，開辦為期 17天的台灣設計展，帶動三鶯地區觀光旅遊熱潮，

讓遊客得以透過設計展一窺新北市的多元及兼容並蓄，僅單一月份合計較上年度

(111)增加逾 490萬人次，遊客人次顯著上升。 

表六、112 年新北市每月遊客人次增減情形 

月份 1 2 3 4 5 6 

112 年遊客人次 4,056,374 3,532,128 3,481,130 4,020,639 3,498,408 3,754,297 

111 年遊客人次 2,520,421  3,319,289  2,939,130  2,880,676  1,742,813  2,523,744  

增減數 1,535,953 212,839 542,000 1,139,963 1,755,595 1,230,533 

增減率 60.94% 6.41% 18.44% 39.57% 100.73% 48.76% 

月份 7 8 9 10 11 12 

112 年遊客人次 4,390,462 3,477,416 3,283,065 7,861,104 3,406,375 3,295,291 

111 年遊客人次 3,252,028  3,441,764  2,583,812  2,904,044  3,033,028  3,083,880  

增減數 1,138,434 35,652 699,253 4,957,060 373,347 211,411 

增減率 35.01% 1.04% 27.06% 170.7% 12.31% 6.86%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彙編) 

三、 結語 

從新北市前五大觀光遊憩據點及觀光區遊客人次成長可得知，大宗遊客仍位於

本市北海岸、淡蘭古道地區(瑞芳猴硐、深石坪)、三鶯地區，與本局推出「青春山

海線」、「淡蘭古道」旅遊品牌方向一致，是往後可持續結合地方產業亮點行銷、淡

蘭古道人文地貌與底層蘊涵，吸引國內外旅人背上行囊走訪體驗。另外 112年因台

灣設計展，博物館獲得大量關注，成長率破 160%，顯見疫情解封後，遊客不僅熱

愛戶外，也回歸室內展覽。 

值得注意的是，觀光熱區淡水八里及東北角(貢寮)，無顯著成長趨勢，回顧平

均旅遊人次可得知該區均維持穩定遊客量，故疫情尚無較大衝擊，而 112年 1-4月

疫情逐步邁向解封階段，遊客人次亦每月均較去年(111)呈現正成長，5月起，中央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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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防疫降階，疫情正式解除，使觀光客旅遊信心開始提升，6月後逐步站穩信心，

10月更是相較 111年同期成長約 3倍，顯示民眾已一掃疫情的陰霾，踏出戶外並熱

烈參與各項活動。 

四、備註 

⚫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鼻頭龍洞遊憩區、鹽寮福隆遊憩區、野柳地質公園、白沙

灣、翡翠灣濱海遊憩區、觀音山、野柳海洋世界、金山遊憩區、三芝遊憩區。 

⚫ 直轄市及縣(市)級風景特定區：烏來風景特定區、碧潭風景特定區、瑞芳風景特定

區。 

⚫ 森林遊樂區：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 博物館：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

物館、新北市黃金博物園區、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朱銘美術館、林本源園邸(林

家花園)、三峽歷史文物館。 

⚫ 宗教場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清水祖師廟。 

⚫ 購物中心：林口三井 Outlet。 

⚫ 古蹟及歷史建物：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鶯歌

老街、三峽老街。 

⚫ 其他：十分瀑布、十分旅遊服務中心、淡水漁人碼頭、水湳洞遊客中心、雲仙樂

園、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八里左岸公園、淡水金色水岸、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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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登山旅遊活動遊客趨勢分析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近年來，新北市登山旅遊活動逐漸以議題活動並搭配步道導覽方式辦理，藉由議

題活動的方式去規劃各式活動內容(如：山林展演、山林音樂會、音樂劇、嘉年華會、

園遊會、手作活動等)吸引不同族群、不同喜好的民眾參加，而不單單只是吸引喜好爬

山的民眾；也藉由導覽解說方式，帶領參與民眾以步行方式，漫步於山林之中，並結

合在地文化，推廣山林旅遊、低碳綠能旅遊、全齡樂遊並增進與在地連結及環境教育

等概念。 

    另山林展演、園遊會等議題活動也採現場報名或自由入場的方式，經過目前舉辦

活動發現自行登山、外出親近山林、親近自然的民眾非常多的，有些是帶著小孩出

遊，或者是帶著家中長輩出門走走，又或者是倆倆情侶出門約會，對於現在部分民眾

來說放假休閒的時光，願意走進大自然放鬆身心靈，逐漸蔚為風潮。 

一、 議題活動參加分析 

    112 年的「微笑山線 Party Day 親子園遊會」參加活動的遊客約有 33%是以線

上報名，有 67%遊客是現場報名，如圖一。 

 

    圖一  微笑山線Party Day 親子園遊會報名方式比例 

    依圖一可以發現有部分民眾是熟知或是有在追蹤「微笑山線」系列活動推廣

行銷管道，因而知道去哪裡報名並參加；另有部分民眾可以推測為以下 2 種情

形，其一為因新北旅客、我的新北市 FB 粉絲頁露出得知，但無採線上報名，而是

線上報名

33%

現場報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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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直接來參與，其二為辦理地點位於鶯歌陶瓷博物館，此地點為觀光地區，故

人流多，許多民眾會因為現場看到活動而被吸引過來參加。 

    113 年的「微笑山線-冬藏之森」議題活動參加活動的遊客約有 24%是以線上

報名，有 76%遊客是現場報名，如圖二。 

 

圖二  微笑山線-冬藏之森報名方式比例 

    依圖二可以發現有部分民眾是熟知或是有在「微笑山線」系列活動推廣行銷

管道，因而知道去哪裡報名並參加；另有部分民眾可以推測為以下 3 種情形，其

一為因新北旅客 FB 粉絲頁露出得知，但無採線上報名，而是現場直接來參與，其

二為辦理地點位於新店和美山，此地點鄰近碧潭觀光風景地區，故人流多，許多

民眾會因為現場看到活動而被吸引過來參加，其三我們在活動當天安排在新店捷

運站及碧潭周邊發放傳單吸引遊客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二、遊客回流參加分析 

     112 年至 113 年的「微笑山線 Party Day 親子特色旅遊規劃推廣案」及「微笑山

線步道觀光旅遊規劃及推廣案」，2 案皆是行銷本局「微笑山線」品牌辦理，參與活

動的遊客有 64%曾經參加過微笑山線相關活動，有 36%遊客則是第一次參加，如圖

三。 

    由此可見微笑山線品牌對民眾來說是有一定程度知曉的，有部分民眾會對微笑

山線感興趣，因此來參與。 

線上報名

24%

現場報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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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12~113年回流參加比例 

三、 遊客滿意度分析 

112 年至 113 年活動多以議題活動並搭配步道導覽方式辦理，如「五感走

讀」、「親子園遊會」等方式，以視覺、聽覺、嗅覺、味道、觸覺的感官角度，打

造五感走讀，帶著民眾以不同感官視角探索新北家山的自然生態景觀；或以親子

同樂方式，讓父母與小孩享受親子的歡樂時光(遊程表)。由參與者所填的意見調查

表得知活動的安排受到了好評，112 年至 113 年有 96%的民眾滿意活動的安排，

如圖四。 

 

圖四  112~113年滿意度比例 

第一次參加

36%

曾經參加過

64%

72%

24%

4%

0%0%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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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12-113年議題活動 

議題活動 遊程或內容 

微笑山線 Party Day 親

子園遊會 

以園遊會的形式辦理，含說故事、帶動跳、

兒童劇場、活動攤位等。 

山林親山日 鶯歌石登山步道 

山林說書日 土城桐花公園天上山步道 

山林茶香日 茶行體驗搭配成福山周邊生態導覽 

山林懷古日 手作紅龜粿搭配東勢格越嶺古道 

山林音樂日 在地國高中樂團、在地樂隊音樂表演、山林

樂器 DIY 搭配山佳火車站周邊山林生態導覽 

秋收之宴 與《雜草稍慢》、《一味私》攜手合作，

走進鶯歌百年大榕樹，慢慢探索土地，

用心感受植物 

冬藏之森 包含山林展演、山林療癒、山林氣味等活動

搭配和美山步道 

春生之心 寶島頌缽導覽及以頌缽方式引導民眾放鬆搭

配烏塗溪步道 

四、 遊客男女比例分析 

    藉由活動中觀察瞭解參與活動以女性居多，由此可以推測女性對安排選擇文

化、藝術議題性登山健行活動，或是基於安全考量選擇有主辦單位舉辦的遊程議

題活動降低單獨登山健行的危險性。 

 

圖五  遊客男女比例 

男

33%

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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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在 112~113年辦理的園遊會活動及山林展演活動，發現微笑山線品牌對於民眾

來說開始有一定程度知曉的，不論是在新北旅客、我的新北市 FB 粉絲頁貼文宣傳，

亦是現場活動宣傳，漸漸地有更多的人知曉新北市微笑山線。 

    在112~113年推出的「五感體驗遊程」滿意度極高，表示民眾對其登山旅遊模式

的喜愛，或五感體驗活動對身心靈放鬆有相當的效用，使民眾於登山健行等戶外活

動中，認識人類、文化和生物、物理環境間的相關性，使人們得與森林友善溝通，

並從中獲得身、心、靈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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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山線 Party Day親子特色旅遊規畫推廣案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根據以往的台灣登山客族群分析，大多男性比率高於女性，有研究顯示男女比率約

為 66：34(簡玉雲，2012)，民眾對於登山族群的想像也以中壯年男性為主。透過本計畫

以活動的形式推廣特色旅遊，期能達到提升女性、親子及更多年齡層不同族群都能進行

登山旅遊的目的。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微笑山線 Party Day親子特色旅遊報名數量統計 

透過觀光旅遊網將登山旅遊套裝遊程資訊公開透明化，提供民眾無論男女皆可自行

報名參與，根據近幾年參與的人數性別數據顯示，女性參與比率較高於男性報名者，考

量女性或是親子族群若欲前往登山會有交通方面較為弱勢及安全性疑慮等問題，因此若

有安排好交通接駁、餐飲及領隊導覽的登山旅遊套裝遊程活動時，能大大提升女性走出

戶外登山的意願。故觀光旅遊局持續推動舉辦更多此類型的登山活動遊程及提供更完整

友善的登山相關設施或交通指標導覽的方向規劃，以提升不同性別及年齡層族群參與登

山健行活動。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自行整理。 

透過不同議題活動使登山旅遊行程多元化，利用推出登山旅遊套裝行程除了改善交

通方面較為弱勢及安全性疑慮等問題，也期能以此類型旅遊方式，提高各群體前往登山

健行旅遊，故利用統計活動報名數，持續觀察追蹤活動參與情形(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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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12年活動報名性別比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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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自行整理。 

活動多以議題活動並搭配步道導覽方式辦理，以 112年其中一場議題活動為例，如

「親子園遊會」主打親子同樂，活動以園遊會的形式辦理，含說故事、帶動跳、兒童劇

場、活動攤位等，增加青年族群(5-20歲)參與，除了擴大登山旅遊年齡層，也讓父母與

小孩享受在山林的親子歡樂時光，故利用統計活動大人與孩童之報名人數，持續觀察追

蹤活動參與情形(圖二)。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改善新北市登山健行年齡比率差異 

112年參與議題活動大人與孩童之報名人數在部分議題活動中有明顯的比率差距，

因此進一步分析造成此現象的因素，推測因依不同活動主題，產生不同比率的參與度，

因此為提升女性、親子及更多年齡層等不同族群進行登山旅遊活動，未來將考量納入不

同群體需求，規劃可以全齡共同參與的活動。 

(二)發展並選擇方案 

除了針對女性、親子及各群體旅遊需求考量因素，也為一般登山客完善步道識別指

引系統，提供更完整便利、更全齡友善的登山相關設施，並加強交通指標導覽系統，對

無論男性或女性皆適用。 

表一 改善新北市登山健行年齡比率差異之提案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友善安心山徑計畫 針對女性、親子及各群體旅遊需求考量因素，提供更完善識別指引系統，

包含步行方向及距離，設置導覽圖提高路線自明性及全區環境資訊，讓使

用者評估並擇定自身體能所適之路線進行登山活動。 

方案 2 推廣親子旅遊 以議題活動並搭配步道導覽方式持續進行推廣登山旅遊，提升女性、親子

及各群體登山參與度，擴大登山旅遊年齡層，讓民眾能享受在山林旅遊的

樂趣。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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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並提出意見 

為使效益極大化，經評估兩個方案可同時進行，先以優化設施設備、提高步道路線

自明性，再藉由推廣親子旅遊，帶領女性、親子及各群體走入山林，達到提升登山參與

度，讓民眾能享受在山林旅遊的樂趣。 

表二 方案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友善安心山徑計畫 方案 2：推廣親子旅遊 

對象 登山客 所有人 

效益評估 
設置識別指引系統及完善全區環境資訊，讓使用者

評估並擇定自身體能所適之路線進行登山活動。 

以家庭整體規劃旅遊行程，增加青年族群 (5-20

歲)參與可能性，藉此擴大登山旅遊年齡層。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自行整理。 

方案之選定：經評估 2種方案皆可同時實行。 

(四) 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本計畫由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監督，並由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

局觀光技術科執行。 



C.觀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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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瑞芳區觀光發展影響旅客住宿之趨勢  

綜觀 108年至 112年以觀光目的入境台灣總人數統計(表 1)，因受到 109年新冠肺

炎 COVID-19疫情爆發蔓延全球，對觀光旅遊產業造成嚴重影響及衝擊。以台灣而言，

隨著防疫政策的考量政策下，110年台灣以觀光旅遊為目的入境旅客人次大幅衰退至

156人次，與 108年 8,444,024人次的規模呈現非常鮮明的對比，全球各洲入境人次均

呈現明顯的下降，隨疫情後各國陸續開放國門，111年臺灣以觀光旅遊為目的入境人次

已漸回溫，112年更有顯著增長但仍未回復疫前入境旅客人次。 

表 1 因觀光目的入境之各洲地區旅客人次(自 108 年-112 年度) 

         年度 

 各洲地區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08 年較 112 年成長率 

亞洲地區 7,907,366 627,824 80 215,042 3,826,433  -51.61% 

美洲地區 313,633 36,144 30 25,120 310,674  -0.94% 

歐洲地區 151,949 19,204 44 9,967 119,633  -21.27% 

大洋洲地區 68,720 10,775 2 4,433 58,493  -14.88% 

非洲地區 1,829 205 0 99 1,108  -39.42% 

其他未列明 527 35 0 25 491  -6.83% 

總計   8,444,024   694,187   156   254,686 4,316,832  -48.88% 

 資訊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 

一、 瑞芳區住房旅客類別分析 

    瑞芳區住宿分析以民宿為主（本區唯一間旅館業已 110年辦理停業，故不納入本

次分析），觀察 108年至 112年瑞芳區住宿旅客人數的成長走向，112年為住宿旅客高

峰達到 134,851人次，惟至 109年因應 COVID-19疫情影響，住房旅客人次開始明顯減

少為 88,941人次，110年住房旅客更衰退至 50,374人次，瑞芳區住宿受 COVID-19疫

情影響甚大，但疫情後於瑞芳住宿旅客已大幅回溫，更在 112年超越疫情前住宿旅客

人數，瑞芳區住房旅客人數成長圖如下圖 1所示。 

    次觀察圖 2 108至 112年間入住瑞芳區之外籍旅客共計 75,407人次，外籍旅客從

108年 42,783人次開始遞減，尤其自 109年受到 COVID-19疫情發生外籍旅客更是明顯

減少為 4,103人次，110年外籍旅客僅剩為 112人次，隨國門開放 112年外籍客人數已

回溫至 26,534人，但與疫情前仍有一段落差，反而本國旅客持續攀升，且已超越疫情

前住宿旅客人數，有此可觀察到瑞芳住宿旅客成長主要還是以本國旅客為主，瑞芳區

外籍旅客與本國旅客人數成長圖如下圖 2所示。 

    再藉由觀察圖 3瑞芳區旅客類型得知，該區主要的住宿客群以個別旅客居多，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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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至 112年度以個別旅客與團體旅客比較，呈現 9成以上為均為個別旅客之情形；

瑞芳區在住宿選擇上多屬民宿，而該區具有豐富的周邊山海觀光資源，以及有故事性

的地方人文特色，吸引自由行之多元發展，使旅客透過自由行的方式，深度探索該區

自然與人文景觀。瑞芳區個別旅客與團體旅客百分比圖如下圖 3所示。 

 

圖 1 瑞芳區住房人數成長圖(自 108-112 年度) 
 資料來源:台灣旅宿網 

 

 

圖 2 瑞芳區外籍旅客與本國旅客人數成長圖(自 108-112 年度) 

資料來源:台灣旅宿網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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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瑞芳區團體旅客與個人旅客住房人數百分比圖(自 108-112 年度) 

 資料來源:台灣旅宿網     

二、 瑞芳區民宿住用率分析 

    除了對於該區旅客的分析外，再藉由探討瑞芳區民宿之業者家數、客房數、總出

租客房數、客房住用數、客房住用率及平均房價等統計數據資料分析（表 2），進而掌

握該區整理觀光未來發展之全貌；就 112年度對比於 108年度之業者家數，5年間成長

了 21家(↑16.53 %)，客房數增加 65間(↑16.01 %)，總出租客房數增加 22,605間

(↑16.27  %)，然而客房住用數增加 11,738間(↑24.52  %)，客房住用率增加 2.44 

%(↑7.08  %)，客房平均房價增加 625元(↑27.24 %)。呈現瑞芳區住宿已回復疫情前

水準，且有明顯增長。 

表 2 瑞芳民宿業者住宿成長比例表(自 108-112 年度)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08 年較 112 年增減比例 

業者家數 127 137 140 144 148 ↑21 家(↑16.53 %) 

客房數 406 432 441 449 471 ↑65 間(↑16.01 %) 

總出租客房數 138,935 151,053 143,858 140,593 161,540 ↑22,605 間(↑16.27 %) 

客房住用數 47,871 39,464 23,300 39,387 59,609 ↑11,738 間(↑24.52 %) 

客房住用率 34.46 % 26.13 % 16.20 % 28,01% 36.90% ↑2.44%(↑7.08 %) 

客房平均房價 2,294 2,224 2,251 2,598 2,919 ↑625 元(↑27.24 %) 

資訊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行政資訊網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團體旅客 12,186人 7,220人 2,992人 8,339人 7,215人

個別旅客 103,123人 81,721人 47,382人 79,625人 127,6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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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瑞芳客房住用數百分比圖(自 108-112 年度) 

資料來源:台灣旅宿網 

三、 結論 

在 112年 COVID-19疫情後對觀光產業的復甦，藉由新北市瑞芳區民宿相關統計數

據分析，進而瞭解瑞芳區旅宿業發展現況，依據旅客入住人次及業者成長情形，整體

顯示瑞芳區民宿發展趨勢為: 

(一) 近年來民宿家數仍不受疫情影響，呈現微幅增加。 

(二) 國內入住旅客在疫情後對觀光產業的復甦，逐年增長，且已超越疫情前水準。 

(三) 國外入住旅客在疫情後對觀光產業的復甦，呈現微幅增長，但仍未回復疫情前水

準。 

(四)瑞芳區入住旅客多屬個別旅客(約佔 9成以上)。 

(五) 相較於 108年平均住宿房價，112年平均住宿房價有明顯上升趨勢。 

    在後疫情時代下，隨各國陸續開放國門，配合相關的政策，觀光活動已逐漸回

溫，不論是國民旅遊還是外國旅客來臺，在各項統計上都可見證。隨觀光量能逐漸增

加，本局積極進行旅宿業宣傳推廣活動，另搭配本市金好住英、日、韓文等行銷影

片，期提升本市或該區旅宿的國際能見度。並輔導業者在經營管理、法規配合與時俱

進，以提升瑞芳區旅宿業服務品質及產業競爭力，俾利當地觀光旅遊市場更為蓬勃發

展，振興後疫情時代本市觀光產業。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客房住用數 47,871間 39,464間 23,300間 39,387間 59,609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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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遊客問卷性別統計分析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現況描述 

舊三貂嶺隧道位於新北市瑞芳區與雙溪區交界，連通牡丹至三貂嶺，原本是宜蘭

縣所使用的鐵路隧道，1985 年新的三貂嶺隧道通車後遭停用封閉，被列為新北市歷史

建築。歷經 30 年荒廢後轉型闢建，並於 111年 3月完工、10月起正式開放，讓百年

前鐵道開通、礦業運輸盛況之歷史建築重現眼前，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總長 3.19 公

里，成為青春山海線低碳旅遊中最新的路線，112年度吸引累計 210,834 人到訪遊玩。 

三貂嶺隧道保有原始豐富的自然景觀，兩側經過時間累積形成的特殊鐘乳石景觀，

而隧道內潮濕陰涼的環境也吸引臺灣葉鼻蝠成群棲息，以鋼筋作為主要設計元素，配

合瑞芳端入口處利用水池設計讓洞口的地面積水與三貂嶺的景色形成鏡面反射倒影，

打造結合歷史歲月痕跡與自然生態共存、靜謐卻充滿生命力的隧道。 

隧道內燈光為避免干擾棲息於隧道拱頂的蝙蝠，採壁面反射間接照明，同時採取

預約制入場機制，以平衡環境與遊憩乘載量，藉由管制機制降低人為活動對隧道內生

物活動的影響，保護當地原生環境的動植物及其棲地環境，且沿途設有解說牌說明場

域特色，也可預約現場導覽進一步了解三貂嶺隧道的生態與人文故事。 

圖一、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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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客問卷調查分析回收狀況說明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問卷調查係運用線上問卷填列方式，將問卷 QRCode設置於瑞

芳端及牡丹端入口處，提供民眾掃描後進行填寫，同時民眾也可以在導覽人員解說完

畢後進行問卷填寫，並給予導覽人員回饋。 

112 年度累計到訪人次計 210,834 人，並進行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累積問卷數總

計 183 份，問卷內容包含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是否進行導覽、對於三貂嶺生態友善

隧道環境及服務人員滿意度及開放式問答等等。 

(一)遊客性別及活動與同遊者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整體女性占比 56.3%，男性占比 43.7%，填寫比例以女性具較

高意願進行問卷填寫，且遊客年齡層分布於以 51~70歲為主，其中 51~60歲女性為多，

男性以 61~70歲為主。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到訪次數比例如圖四，62%問卷填寫者為初

次到訪，且其中 36%為女性，其次為曾到訪一次者占比 30%。 

 

 

 

 

 

   

    圖二、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到訪遊客男女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人數(人) 百分比(%) 

女性 103 56.3  

男性 80 43.7 

總計 183 100 

表一、遊客性別統計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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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到訪遊客年齡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圖四、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道訪次數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1-3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導覽活動為每日固定辦理 2 場，可於預約入場時同步報名導

覽活動，若為固定時間外欲進行導覽活動，則需額外進行申請。參加本次友善隧道導

覽活動男女分布如圖五呈現，雖參與導覽活動人數較少，然而由導覽人員滿意程度調

查(圖六)及最後一部份開放式問答中可知，有參與導覽民眾多有紀錄導覽人員姓名並

給予滿意及正面評價回饋。 

 

 

 

 

 

 

 

 

 

根據造訪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同遊者調查圓餅圖所示，有 37%受訪者與朋友、同

事一同前來、27%為家庭出遊、20%為情侶或夫妻同遊，由此推斷目前累積問卷數較少

原因可能為團體出遊時僅一人代表進行問卷填寫，又統計問卷中女行佔多數比例可能

原因為情侶或夫妻及家庭活動時，較多由女性進行填寫。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圖五、是否參加本次友善隧道導覽活動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圖六、導覽人員解說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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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造訪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同遊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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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造訪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同遊者調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二)遊客滿意度分析: 

有關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問卷調查滿意度調查部分，主要收集有關本場域之

環境清潔滿意度、服務人員滿意度、動線路標指示滿意程度等，作為本局對於場域

遊憩品質維持及加強之指標。 

清潔滿意度調查部分調查結果如圖八，整體滿意度平均分數為4.24(滿分為5)，

女性滿意度平均 4.31、男性 4.16，配合開放式問答回答指出，分數給分較低民眾部

分原因為未意會入口鏡面水池之用途，或認為周邊自然生長之植被應加強人工修

剪，且部分受訪者認為公廁部分應提供消毒設備供民眾使用，管理層面能調整修正

之處後續已加強改善相關問題，以提升公共設施環境品質及民眾對於環境清潔的

滿意程度。 

  

 

 

 

 

 

 

 

  圖八、清潔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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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提供服務內容包含預約入場認證、三貂嶺旅遊諮詢等服

務，圖九呈現受訪者對於服務人員滿意度，平均分數為 4.26(滿分為 5)，女性平均

滿意度為 4.37、男性平均 4.13，惟服務滿意度主要係民眾針對隧道預約入場制度

具有疑慮而反映於本項指標，相關意見民眾多反應於開放式問答中，然也有多數民

眾給予當天服務人員服務良好之反饋。 

 

 

 

 

 

 

 

 

對於動線路標指示滿意程度，平均分數為 3.98(滿分為 5)，女性滿意度平均 3.89、

男性滿意度平均 4.14，本項目為整體滿意度調查中分數較低者，原因為多數民眾反

應火車站往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沿路無指標或指標不明顯、集合地點標示不清及

動線指標系統不夠直觀等等，故給予分數較低，後續針對本項目，與各局處共同持

續進行指引優化措施。 

 

 

 

 

 

 

 

 

(三)旅客反饋及建議事項: 

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問卷中提供開放式問答區，並提問請受訪者勾選希望可於本

女性

1 2 3 4 5

男性

1 2 3 4 5

  圖九、服務人員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女性

1 2 3 4 5

男性

1 2 3 4 5

  圖十、動線路標指示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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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辦理的活動類別，欲了解民眾想像中本場域可提供或進行之活動，由圖十一、希

望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辦理活動類別統計圖呈現，有 23%民眾認同三貂嶺生態友善隧

道所著重之人為活動與自然生態共存，故希望本場域不額外增加人為活動，或提供以

靜態為主的生態相關研習，例如進入隧道前的簡短介紹、生態保育教育講習等，使造

訪民眾可以更了解在地生態環境，並給予在地物種充分自然、無干擾的空間。 

此外，多數人選擇可於本場域辦理藝文類相關活動，例如藝術展覽、戲劇演出等，

更加豐富場地的藝文性，也可以得到更多元且豐富的遊憩體驗；其次也有部分民眾認

為可以辦理體健活動，例如健走類體育活動，目的係為活絡場地的動態性。 

由開放式問答區中多名民眾給予正向回饋，認同從生態友善隧道中所感受及導覽

活動中所學習到的生態教育，並表示願意再訪、推薦給其他人前來體驗，同步也反應

認為本場域即便有進行人數管制，然而還是認為喧嘩聲音過大、自行車騎乘時所製造

之聲響過大等問題，顯示大眾對於蝙蝠、生態環境保護的關心；也有另一方民眾以遊

憩導向觀點出發，表示對於預約制度的疑慮，認為應簡化申請流程、開放更多人數入

園等，增加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的可及性及開放性。 

本局後續對本案場進行增設告示牌、入園前宣導、生態監測作業及保全人員管制

等措施，以維持環境遊憩體驗品質，並加強對於三貂嶺隧道內的生態環境之保育及維

護，開放適量民眾造訪同時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干擾，以維持三貂嶺友善隧道的環境乘

載量。 

 

      圖六、「來！碧潭小角落」地景裝置遊客建議可改進部分之比例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圖十一、希望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辦理活動類別統計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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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深化: 

根據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問卷調查以隨機抽樣、線上填寫的方式進行問卷累積及

分析，除了方便旅客填寫資料外有助收集大數據資料和推廣無紙化效益，由結果可顯

示名眾對於本場域不同的想法，有著重觀光遊憩面，也著重於對生態保育的關心。 

本局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民眾不同的想法以及希望改善之事項，進行對於維護管理

環境品質及服務提供水準維持的依據，持續滾動式優化管理作為，也能做為場域未來

發展的參考資料，對目前也可以維持環境乘載量及提高社會乘載量，使到訪民眾獲得

良好遊憩體驗的同時，保育好當地的生態環境，未來增進遊客來訪滿意度及提升重遊

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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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風景地區旅遊服務系統統計分析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前言 

新北市為配合觀光客倍增計畫及提升旅客服務品質，陸續於風景特定區及重點觀光

地區，規劃設置服務遊客專責場所，並依考量地方需求、交通節點和服務人數等因素，

選定新北市境內板橋火車站、淡水捷運站、瑞芳火車站及新店捷運站等 4處重要交通及

觀光節點設置旅遊服務中心。 

由於這幾處地點都是遊客至本市重要遊憩景點，且位於必經之交通樞紐，故透過本

文介紹旅遊服務中心的營運狀況以及服務相關統計數據，包括各站到站遊客人次、國外

遊客到站人次、遊客諮詢內容統計、摺頁領取數量、旅服人員男女比例等項目，作為未

來旅遊服務系統營運的參考，以提供民眾全方位的諮詢及旅遊規劃服務，讓遊客皆能立

即得到詳盡的新北市旅遊資訊，及貼心熱情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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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地區旅遊服務系統概述 

新北市依據地方需求、交通節點和服務人數等因素，選定本市境內板橋火車站、淡

水捷運站、瑞芳火車站及新店捷運站(新店站 112年暫停營運)等 4 處重要交通及觀光節

點設置旅遊服務中心(下稱旅服中心)，使遊客能立即得到詳盡的新北市旅遊資訊及貼心

熱情的服務。 

為使風景地區旅遊服務系統之服務品質有效率及專業化，以及降低營運成本，故自

95 年起即採委託經營模式，由專業廠商進駐服務執行新北市 4 處旅遊服務中心的營運

管理業務，期以透過專業之觀光及旅運管理等知識技能及人才，提供旅客優質的服務品

質，並透過委託單位專業資源及執行經驗給予服務人員深入及多元的教育訓練。 

另為落實受託服務承商績效考評制度，除要求承商自行辦理內部督考機制外，亦透

過局內定期、不定期督導考評機制，聘請各界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本案之秘密督考

委員，實地現場督考受託單位，作為本局維持旅遊服務系統品質保證之重要參考依據。 

 

圖一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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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服務中心到訪遊客統計數據 

隨著全球疫情趨緩，國內外旅遊正迎來蓬勃的發展，新北市轄內之觀光景點也有許

多國內外的遊客到訪。而在疫情趨緩下，本局所轄旅服中心各月份之到站人數及諮詢人

數與外國遊客到站人數之變化，分析說明如下。 

(一)、 到站人數統計分析 

分析各站 112 年 1 月至 12 月到站人數可以發現，除因配合臺北大眾捷運公司工程

暫時拆除停止營運的新店站外，板橋、瑞芳、淡水 3處旅服中心皆有逐漸增加趨勢。板

橋旅服中心每月到站人數為 2,000 人左右，僅 12 月到站人數突破 3,000 人，主要係因

為 12 月份有新北歡樂耶誕城活動，致板橋車站遊客增加進而到站人數也一併增加。瑞

芳旅服中心到站人數自年初 4,000人左右，到年底已突破 6,000人。而淡水旅服中心在

11 月到 12 月為全年到站人數最多的時期，人數達 6,000 人以上，其次為 2 月到 3 月，

到站人數為 5,000人左右，如圖二所示。 

 

圖二 112 年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到站人數折線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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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觀察 112 年各站旅服中心之到站總人數(如表一)，以淡水旅服中心之到站總人數

最多，達 60,528 人，其次則是瑞芳旅服中心有 56,973 人，第三為板橋旅服中心有 23,673

人。由於上述 3 站旅服中心皆位於重要交通節點並設置於鄰近捷運站或火車站之位置，

瑞芳旅服中心及淡水旅服中心到站人數遠高於板橋旅服中心之原因可能在於旅服中心

周邊所能服務的景點範圍及內容為主要原因。 

如瑞芳旅服中心可服務之景點範圍包含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以及猴硐煤礦博物園

區，範圍相當廣闊，且站體即位於瑞芳火車站進出票口附近，故可及性高。而淡水旅服

中心可服務之景點範圍則包括淡水黃金海岸、漁人碼頭等，站體亦位於淡水捷運站進出

票口附近，可及性亦高。此外，瑞芳旅服中心鄰近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淡水

旅服中心鄰近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多數前往國家級風景區的遊客亦會路經該站

點，並詢問旅遊服務資訊。 

而板橋旅服中心之服務範圍則多屬商業區及市中心，來往板橋車站旅客多為商務客

或是周邊居民，相較於瑞芳火車站及淡水捷運站多為觀光客之性質有所不同，以至於板

橋旅服中心之到站數較瑞芳及淡水旅服中心有所落差。 

表一 112 年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到站人數統計表 

站所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計 

板橋 2,065 2,373 1,405 2,094 1,690 1,799 1,901 2,011 1,612 1,679 1,772 3,272 23,673 

瑞芳 3,735 3,504 4,317 4,876 4,103 3,760 4,240 5,299 5,181 5,492 6,235 6,231 56,973 

新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淡水 4,206 4,931 5,057 5,542 4,493 3,729 3,794 4,942 4,445 5,664 7,376 6,349 60,528 

總計 10,006 10,808 10,779 12,512 10,286 9,288 9,935 12,252 11,238 12,835 15,383 15,852 141,17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附  註：新店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因故暫停營運。 

 

(二)、 諮詢人次統計分析 

觀察各旅服中心到訪人次中諮詢人次所佔之比例以及月份變化，可看出各站旅服中

心之重點服務月份。 

112年板橋旅服中心的諮詢人次共計 15,526人，平均每月諮詢人次為 1,294人。若

以各月份來看，12月份的諮詢人次最多，達 1,932人，主要原因是許多遊客於該段時間

詢問有關本局辦理之新北歡樂耶誕城活動資訊諮詢人次最少之月份則為 3 月份，僅 867

人，主要原因可能為 3月份無連續假日，到站人數較少進而導致諮詢人數亦會較少，如

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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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12年板橋旅服中心旅客諮詢人次與到站人數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12 年瑞芳旅服中心之諮詢人次共計 49,569 人，平均每月諮詢人次為 4,131 人，其

中又以 11 月的諮詢人次最多，達 5,729 人，諮詢人數最少之月份則為 1 月份，僅 2,985

人。從圖四來看，諮詢人次有逐月遞增之趨勢，若與到站人數一起觀察，可發現因有越

來越多的遊客至瑞芳風景區與周邊景點遊玩，使到站人數逐月增加，進而帶動諮詢瑞芳

風景區與周邊景點各項資訊之人次有所增加，如圖四所示。 

 

圖四 112 年瑞芳旅服中心旅客諮詢人次與到站人數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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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淡水旅服中心之諮詢人次共計 42,502 人，平均每月諮詢人次為 3,542 人，

其中以 11月的諮詢人次最多，達 6,656人，諮詢人數最少之月份則為 1月份，僅 2,086

人。從圖五來看，諮詢人次有逐月遞增之趨勢，若與到站人數一起觀察，可發現年初的

1月至 4月雖每月到站人數皆在 4,000人以上，惟諮詢人次僅 2,000至 3,000人次左右，

年底的 10月至 12月到站人數與諮詢人次接近，經評估可能原因為國境開放外國遊客觀

光人數增加外加國旅回溫所致，如圖五所示。 

 

圖五 112 年淡水旅服中心旅客諮詢人次與到站人數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綜上資料顯示，板橋旅服中心周邊如舉辦大型活動會使諮詢人數上升，故如辦理新

北歡樂耶誕城之 12 月，即為該站重點服務月份。而瑞芳及淡水旅服中心因疫後觀光帶

來之人潮，使旅服中心周邊景點遊客數仍在持續增加，以至於諮詢人次有逐月上升之趨

勢，未來可持續觀察過去歷年各月份之諮詢人次數量，以評估出重點服務月份。 

(三)、 各站國際性及流量人數分析 

針對各旅服中心到訪的外籍遊客進行分析，可觀察到各旅服中心的國際化程度及訪

問量。由圖六可以發現，淡水及瑞芳旅服中心皆屬高流量站點，到訪人流量大同時外籍

遊客亦多，尤其是瑞芳站在總到站人數中有 46.61%為外籍遊客，其中 11月至 12月外國

遊客到站到站人數單月更突破 3,000人，可能原因為年底為歐美國家之連續假期，入境

的外籍旅客明顯回升，以至於到站的外籍遊客增加，如表二所示。 

除瑞芳旅服中心之外，淡水及板橋旅服中心的外國遊客亦是 10 月後外籍遊客到站

人數逐漸增加，淡水旅服中心在 31.29%的國外到站比例內，10 月後到站的國外遊客共

有 8,670人，相較其他月份疫後都突破 2,000人。板橋旅服中心國外遊客占比雖僅 11.11%，

但亦有逐月增加之趨勢，惟不像瑞芳及淡水旅服中心有較明顯的增加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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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12年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國際性及流量人數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表二 112 年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所屬旅遊服務中心外國到站人數統計表 

站所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計 

板橋 
          

181  

          

257  

          

106  

          

205  

          

184  

          

151  

          

138  

          

292  

          

256  

          

312  

          

201  

          

348  

         

2,631  

瑞芳 
        

1,024  

        

1,258  

        

1,707  

        

2,018  

        

2,154  

        

1,937  

        

2,276  

        

2,523  

        

2,453  

        

2,800  

        

3,210  

        

3,196  

       

26,556  

新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淡水 
          

512  

          

650  

        

1,061  

        

1,247  

        

1,407  

          

877  

        

1,015  

        

1,630  

        

1,870  

        

2,329  

        

3,989  

        

2,352  

       

18,939  

總計 
        

1,717  

        

2,165  

        

2,874  

        

3,470  

        

3,745  

        

2,965  

        

3,429  

        

4,445  

        

4,579  

        

5,441  

        

7,400  

        

5,896  

       

48,12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附  註：新店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因故暫停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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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服務中心遊客諮詢內容統計分析 

旅遊服務中心到訪之遊客諮詢內容分類包括交通、餐飲、購物、住宿、活動、遊程

規劃、電腦使用、文宣等項目，有關各站諮詢項目之數量統計說明如下。 

(一)、 板橋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 1 至 12 月到訪板橋旅服中心的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如圖七所示，主要問題

以「交通」、「其它」及「文宣內容」為主，交通的部分占整體的 33%，係因板橋旅服中

心以一般過路轉程客(商務客/自助旅行背包客/親子家族遊等)以及購物者居多，故遊客最

常詢問包含轉乘至板橋周邊地區或其他縣市的交通資訊。詢問次多的內容為「其它」佔

整體的 21%，多為詢問洗手間位置或是借用充電插座及電線等問題，第三則為「文宣內

容」占整體的 19%，板橋作為新北交通與生活的樞紐，透過各類交通工具轉運即可到達

各個觀光景點，故亦有不少遊客先至板橋旅服中心索取文宣並詢問相關旅遊資訊。 

 

圖七 112 年板橋旅服中心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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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瑞芳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 1-12 月到訪瑞芳旅服中心的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如圖八所示，主要問題以

「交通」、「其它」及「文宣內容」為主。因瑞芳旅服中心到站遊客屬性以觀光客居多，

最常詢問之問題以周邊「交通」問題居多，佔整體的 56%，相關問題包含如火車的時刻

表、如何搭乘公車到達九份老街、金瓜石博物館、黃金瀑布、水湳洞等。其次為「其他」

的諮詢內容，佔整體的 19%，多為詢問洗手間位置或是借用充電插座及電線等問題。第

三則為「文宣內容」占整體的 10%，因瑞芳旅服中心可串接平溪、猴硐、九份等熱門景

點，也因此常有遊客詢問文宣內介紹的特色景點，故服務人員應對周邊景點有廣泛認識。 

 
圖八 112 年瑞芳旅服中心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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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淡水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 1-12 月到訪淡水旅服中心的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如圖九所示，主要問題以

「交通」、「其它」、「文宣內容」及「旅遊規劃」為主。淡水旅服中心到站遊客屬性與瑞

芳旅服中心相似，亦是以觀光客居多，故遊客最常詢問之問題係以「交通」佔多數，佔

整體的 35%，其中包括如何到達黃金水岸、淡水老街及漁人碼頭，櫻花季節則有許多遊

客詢問如何到天元宮賞櫻等問題。其次為「文宣內容」，佔整體比例的 18%，因淡水旅

服中心可串接三芝、石門等北海岸的熱門景點，也因此常有遊客詢問文宣內介紹的特色

景點。另外除了「其他」項目以外，「旅遊規劃」項目之詢問亦有 14%，遊客多會詢問如

何遊玩淡水周邊景點，包含老街、古蹟區、漁人碼頭、搭船到八里等遊程組合，故服務

人員應準備一系列遊程規劃，以便隨時提供給遊客參考。 

 
圖九 112 年淡水旅服中心遊客諮詢項目圓餅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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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站摺頁領取統計數據 

本局所轄旅服中心經過每日統計各旅服中心摺頁領取數量，可得出各站主要發放摺

頁以及該摺頁各月所需，以便針對遊客需求調整各站摺頁配送數量，以免有摺頁庫存缺

乏之狀況發生。 

(一)、 板橋旅遊服務中心 

112年板橋旅服中心索取數量前十名的摺頁如圖十所示，索取最多的摺頁為「板橋

－古蹟映風華」，共被索取 1,430 份，該摺頁因包含板橋地區食宿遊購行相關的景點與

資訊，以板橋車站作為轉乘高鐵、臺鐵、捷運及客運等，遊客與商務客可透過該摺頁選

擇有興趣之鄰近景點與美食進行半日遊。另由於板橋車站做為交通轉運節點，故以全新

北市範圍或全臺範圍之交通網絡介紹摺頁與鄰近行政區之摺頁亦常被索取，如「台灣交

通網路圖(中文)」、「中台灣(中文)」、「中永和－五路財神來」、「南台灣(中文)」及「新

北市觀光導覽地圖」等索取量亦都有達到 800份以上，可見板橋作為「三鐵共構」及公

車轉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於遊客欲前往的地點可能遍布新北各地或其他縣市，故旅服人員應具備以板橋為

起點通往台北或台灣各處的交通網絡資訊，並了解從板橋火車站能夠以何種轉運方式到

達臺灣各重要景點，方能適時提供遊客必要資訊。 

 
圖十 112 年板橋旅服中心索取數量前十名摺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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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瑞芳旅遊服務中心 

112 年瑞芳旅服中心摺頁索取數量最多之前十種摺頁如圖十一所示，其中以「瑞芳

－尋山城傳奇」被索取量最多，共被索取 2,215 份，由於瑞芳火車站通常係作為周邊觀

光景點的中繼站或轉運站，多是前往瑞芳風景區遊玩或轉乘前往平溪區景點者為多，故

索取的種類多為瑞芳、平溪、猴硐等地區之摺頁，如「平溪－鐵道憶人文」、「黃金福隆

線(大)中、英」、「猴硐-黑金歲月」等，亦都有 1,000 份以上的索取量，另可發現「瑞芳

－尋山城傳奇(日)」及「瑞芳－尋山城傳奇(英)」的索取量亦有 1,100 份以上的索取量，

可見瑞芳旅遊服務中心所在位置在旅遊服務及外國遊客旅遊服務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由於遊客欲前往的景點可能遍布瑞芳、平溪、貢寮、雙溪等地，故旅服人員應具備

以瑞芳為起點通往鄰近觀光景點的交通網絡資訊，並了解從瑞芳火車站能夠以何種轉運

方式到達周邊重要景點，方能適時提供遊客必要資訊。 

 

圖十一 112年瑞芳旅服中心索取數量前十名摺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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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淡水旅遊服務中心 

112年淡水旅服中心摺頁索取數量最多之前十種摺頁如圖十二所示，除了一直非常

熱門的「淡水/八里－海天共遼闊」，今年索取量達 3,275份外，「小白宮」及「紅毛城」

等淡水有名景點的摺頁亦有 1,000 份以上的索取量。有此可知，透過周邊資訊的整合，

可以更有效地協助滿足遊客觀光旅遊之需求，以提供更優質的旅遊服務。 

許多民眾到淡水除了遊覽淡水周邊鄰近的古蹟景點，對於北海岸遊程亦感興趣，如

中角灣、筠園、朱銘美術館、金山老街、金山萬里溫泉、野柳地質公園等多個景點，其

摺頁索取量亦有 976份，故旅遊服務人員應針對周邊及北海岸相關交通、遊程規劃有所

了解，並因應青春山海線之政策，針對北海岸更詳細的遊程規劃及介紹。 

 

圖十二 112 年淡水旅服中心索取數量前十名摺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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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站旅服人員男女比例統計 

經統計近 4 年來旅遊服務人員男性及女性人數發現(如表三及圖十三)過去都是女性

人數多於男性人數，主要係由於觀光旅遊服務行業需具備耐心、關懷，能與遊客長時間

互動，且外貌親切，根據旅遊服務廠商表示應徵者多為女性，然而旅遊服務過程中亦常

發生意外事故或行為較不妥之旅客，故服務員若能性別比例均衡之方式結伴提供服務，

將能讓服務員於更安全的環境下彼此幫助，為提供更良好的服務環境，本局在旅遊服務

中心內皆裝設有監視器以保護遊客及旅服人員之安全，在 112 年男女比例也達到各半平

衡的狀態。 

表三 近 4 年各站旅服人員男女比例統計表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男 9 47.00% 6 35.00% 6 37.50% 8 37.50% 

女 10 53.00% 11 65.00% 10 62.50% 8 62.50% 

總計 19 100.00% 17 100.00% 16 100.00% 16 1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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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近 4 年各站旅服人員男女比例圓餅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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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1. 本局所經營之 4站旅遊服務中心，以淡水及瑞芳所服務之風景區範圍與周邊景點腹

地較大，遊客流量大，且國際旅客眾多，於 109年後受疫情衝擊，外國遊客人數下

降，惟疫後觀光逐漸復甦的情況下，為維持本市國際化等都市形象，仍應注重幾點

服務需求，包含站點服務員應充足且具備外語能力、景區摺頁應隨時注意庫存並補

充、具備外語之相關告示及摺頁，以提供遊客完善之服務。 

2. 各站針對其服務客群的不同，應有不同的資訊準備，如板橋站以購物者、轉乘者及

通勤族為主，需特別注重板橋附近店家販售內容以及轉運相關資訊；瑞芳站以及淡

水站皆以觀光客居多，且目的明確，多是前往附近風景區的遊客，故服務員應對於

周邊交通及轉乘方式要足夠熟悉，並且能夠協助遊客安排及規劃遊程。 

3. 各站點都具備倉庫但空間有限，本統計資料中呈現摺頁領取數量會隨著季節以及活

動的辦理而有高峰期，應特別注意各站點的需求高峰期，適時補充該摺頁。除此之

外應定期盤點索取量不多的摺頁，以供未來新摺頁印製數量推估之參考外，民眾使

用網路資訊的比例增加，爰未來將斟酌領取量不高的摺頁進行配量調整，並且持續

推廣「無紙化」的服務方式(如電子看板、電視牆)，方能夠最大效率利用站點內的

儲藏空間，順暢供應遊客需求。 

4. 未來除了在聘用人員的比例之外，更須持續針對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以及消弭性

別歧視的教育訓練著手，除可讓服務環境更安全，亦可提供旅客多元之服務環境。

未來可考量更多關懷女性、親子之相關服務，以提升服務中心的功能性。 

5.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於國際及國內影響變小，並慢慢回復成疫情前狀

況，未來旅遊服務的服務項目除配合中央政策邁向疫後新生活外，旅服人員本身仍

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與定期環境整理及消毒，以此累積足夠的動能建立起安心旅遊

的疫後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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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風景特定區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性別分析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 新北市風景特定區現況描述 

本科目前轄管之新北市風景特定區包含瑞芳、十分、烏來等區，其涵蓋範圍廣

大，且到訪遊客眾多，為服務本市風景特定區到訪遊客，有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

服務人員之需求。瑞芳、十分、烏來等區作為新北市重要的觀光景點，每年都有大量

的本國及外國遊客到訪，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做為第一線服務人員，將大大影響

遊客的旅遊體驗及再訪意願。 

數據顯示，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之女性比例較高，本文將進一步分

析統計資料，於服務人員招募上將男女比例提升至趨於平衡，縮小遊客中心及旅遊服

務中心服務人員性別落差並落實性別平等之觀念。 

二、 新北市風景特定區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性別性別分析 

(一) 服務人員性別與年齡分析 

根據新北市旅服暨遊客中心服務人員名冊調查，以圖一來看服務人員男女比例女

性為 73%，男性為 27%，由上述資料得知目前服務人員性別比例懸殊，女性較男性多

出許多。 

以圖二來看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其中以 55至 64歲女性最多，其次

為 65歲以上女性，以年齡層區分服務人員族群，女性都較男性來的多。且 65歲以上

男性服務員數為 0，男性服務人員以青壯年居多，未來可設計配合學校實習等方法引進

年輕學子，降低服務人員年齡層，提升男性服務員人數，平衡服務人員性別比例。 

 

圖一 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男女比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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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年齡分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二) 服務人員外語能力統計 

新北市風景特定區有許多外籍遊客，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之外語能

力能協助遊客迅速解決疑問，以表一及圖三來看多數服務人員只具備一項外語能力，

並以英文居多。各風景區日韓遊客人數日漸增多，提高服務人員之外語能力成為不可

忽視的目標，建議未來可提供外語課程服務人員進修，另設置外語專線，於服務人員

對應外國遊客有困難時，由專人提供服務。 

表一 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外語能力統計 

 英文 日文 韓文 廣東話 不具備外語能力 

男 10 人 1 人 0 人 0 人 2 人 

女 21 人 2 人 3 人 2 人 8 人 

資料整理：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圖三 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 

資料整理：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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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性別友善之規劃及目標 

(一) 改善建議 

經上述統計分析數據可發現，新北市風景特定區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

之男女比例落差明顯，且多數服務人員年紀偏大，服務人員最多的年齡層為 55至 64歲，

此年齡層的人身體機能逐漸下降，若逢連假及春節期間遊客眾多，易有服務品質不穩定

之問題出現。若能透過機關實習的措施引進年齡層較低，活力較充足之年輕服務員，為

可努力的方向之一，且透過分析統計，青壯年之服務員性別分布較為平均，此舉可增加

工作人員之性別比例趨近平等之可能。 

由上述分析統計可發現目前新北市風景特定區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服務人員

之外語能力略顯不足，若能舉辦課程提供服務人員進修之機會，並透過設置外語專線

提供即時性得服務，將為各風景區帶來更好的服務品質，提升遊客的旅遊體驗。 

(二) 應用深化 

為落實上述改善建議，經討論評估後提出二執行方案，如表二，方案一為「創

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即舉辦教育訓練，提升全體服務人員性別友善等觀念，應

徵時以工作適切度作為考量，排除女性較適合服務人員之觀念；方案二為「提升對

外國遊客之服務品質」，即提供外語進修課程及外語考核通過獎勵，激勵服務人員

提升自身能力，除此之外設置外語專人服務專線，廣泛宣達給各風景區服務人員，

提供外國遊客最即時的服務，提升旅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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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北市特定風景區遊客中心及旅遊服務中心性別友善提案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創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 提升對外國遊客之服務品質 

方案內容 

舉辦教育訓練，提升全體服務人員性別友

善等觀念，應徵時以工作適切度作為考量，

排除女性較適合服務人員之觀念。 

1.提供外語進修課程及外語考核通過獎

勵，激勵服務人員提升自身能力。 

2.設置外語專人服務專線，廣泛宣達給各風景區

服務人員，提供外國遊客最即時的服務，使女性

遊客降低語言不通時求救不易之可能。 

辦理成本 教育訓練及講師費用 外語進修課程及激勵獎項 

預期效益 
提升工作環境，團隊氛圍建立，旅客觀感

較佳 

提升遊客好感度，加深旅遊印象，使其能夠重

複到訪。 

 

(三) 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本計畫決議以方案一「創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及方案二「提升對外國遊客之服務

品質」同步進行，並由本局風景區管理科執行，本局將持續提倡性別平等觀念，提升旅

遊環境水平。 



 



F.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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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結好果耶誕樹創意普渡觀光行銷效益分析 

一、 前言 

新北市政府於112年8月30日在新北市市民廣場舉辦中元普渡祭典，由市長率市府各

機關首長及員工一同祭拜，祭典中各機關會自備供品共襄盛舉，祈求安居樂業、國泰

民安、風調雨順，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下稱本局)延續111年以創意普渡祈福品營造

亮點之構想，除了單純準備及擺放供品參與外，融合機關年度特色觀光品牌活動「新

北歡樂耶誕城」與常見普渡商品「可樂果」，手工打造出獨一無二的「結好果耶誕

樹」，祈願百事可樂都有好收穫，新北觀光大發利市，也作為年底「新北歡樂耶誕城」

活動之暖身；另藉由新聞稿及社群媒體發布訊息，創造話題，同時推廣新北觀光旅

遊。本篇統計分析就112年度本局以創意「結好果耶誕樹」作為普渡供品之一，所帶來

之行銷效益進行分析，作為日後類似場合參照運用營造亮點之參考資訊。 

二、 行銷效益分析 

(一)網路新聞露出 

   本局於 112 年 8 月 30 日中元普渡當日發布「普渡拜『結好果』耶誕樹 百事可樂都

有好收穫」新聞稿，主要內容包含本局透過團隊腦力激盪將年底「新北歡樂耶誕城」

與有「有拜有好結果」之意的零食可樂果結合，由同仁手工打造 2 座一紅一綠「結好

果耶誕樹」，在普渡祭典祈願百事可樂都有好收穫，新北觀光大發利市，並提及新北有

各項活動、持續優化景點設施及「新北歡樂耶誕城」活動籌備中等資訊，邀請民眾來

新北旅遊，感受觀光活力與魅力。 

查詢該則新聞稿或議題計有 1 則平面媒體及 8 則網路新聞露出，另 yahoo!新聞入

口網站亦有露出其中 2 則報導： 

平面媒體部分，參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3 年台灣網路報告」資料，以

台灣 111 年 12 月 18 歲以上人口數 19,832,467 人、民眾自傳統紙本報紙或雜誌獲得新聞

來源比例為 3.45%，再參考世新大學「2022 台灣媒體可信度與影響力調查」資料，民眾

最常閱讀的紙本報紙中前三名為自由時報 41.9%、聯合報 25.9%及中國時報 11.9%，估

算本議題於中國時報紙本報紙露出可觸及人次(假設數據內所有人數皆有閱讀該紙本報

紙並皆有瀏覽本則露出)約為 81,422 人次(19,832,467*3.45%*11.9%)。 

表一：平面媒體露出統計表 

序號 平面媒體名稱 標題 

1 中國時報 A9 新北金馬新聞 新北市府普渡 結好果樹祈好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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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網路新聞露出統計表 

序號 網路新聞名稱 標題 

1 中時新聞網 侯友宜普渡祈平安 大包乖乖寫願望「戰爭、災害不要來」 

2 風傳媒 創意滿分! 普渡拜「結好果」耶誕樹 百事可樂人人都有好收穫 

3 中華新聞雲 普度拜「結好果」耶誕樹 百事可樂都有好收穫 

4 台灣好報、yahoo!新聞 普渡拜「結好果」耶誕樹 百事可樂都有好收穫 

5 民眾新聞網、yahoo!新聞 創意供品 新北觀旅局「結好果耶誕樹」祈願百事可樂 

6 台灣 TB 新聞網 中元普渡祭品展創意 觀旅局「結好果」耶誕樹超吸睛 

7 引新聞 新北市府舉行中元普渡祭典 部分供品由社會局捐贈弱勢家庭 

8 大成報 112 年中元普渡祭典 侯友宜祈求颱風不要來、登革熱無影蹤 

網路新聞部分，參考創市際雙週刊第 241 期(2024 年 3 月 15 日)「ARO / MMX 觀察

-新聞媒體 Digital / Social 排名」內資料，露出本議題之網路新聞「中時新聞網、風傳媒

及 yahoo!新聞」15 歲以上網友單月不重複造訪人數等數據，估算可觸及人次約為 3,544

萬人(假設數據內所有用戶皆有使用該網路媒體並皆有瀏覽本則新聞，且不扣除不同新

聞媒體間可能之重複觸及人次)如下表：  

表三：網路新聞可觸及人次估算表 

序號 網路新聞名稱 單月不重複造訪人數 

1 中時新聞網 1,027.5 萬人 

2 風傳媒 875.5 萬人  

3 yahoo!新聞 1,641 萬人 

合計 3,544 萬人次 (不扣除重複觸及) 

本議題內容具創意及話題性，而獲媒體主動發布露出，於未支付任何費用下，即有

可能達到上述觸及人次，另參考戰國策集團網站資料，估算新聞稿撰擬及網路新聞發佈

所需費用約 7.6 萬。此外，截至 113 年 4 月 22 日，各大網路入口平台搜尋關鍵字仍可見

新聞露出訊息，故本次既樽節經費又達到頗佳之行銷推廣及延續性效益。 

 (二)社群媒體露出 

本局於 112 年 8 月 30 日中元普渡當日於既有經營之具百萬以上追蹤者之「新北旅

客」臉書粉絲專頁發布貼文，共有 180人按讚、9則留言及 4次分享。 

參考經理人月刊網路資料中所載，根據美商艾比傑媒體行銷公司「WAVE 7」2014

年社群大調查白皮書，可以透過設定公司品牌價值，將社群互動結果換算成行銷價

值，該公司提供互動內容與市場高/低參考值(如表四)，計算二者之平均後，僅參考該

市場平均值及可得知之數據估算本則貼文之行銷價值，新增 180個讚*11.5+4次分享

*87.5+9則留言(討論)*87.5=3,2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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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社群互動結果換算行銷價值參考表 

互動內容 市場低值 市場高值 市場平均值 

讚 8 15 11.5 

分享 25 150 87.5 

討論 25 150 87.5 

曝光數 15 50 32.2 

粉絲數 50 300 175 

貼文如下圖： 

圖一：本局新北旅客臉書粉絲專頁 112 年 8 月 30 日貼文 

另因本議題之話題性及創意性，可樂果品牌亦主動於112年8月30日於其經營之

「可樂果同樂會」官方臉書專頁發布本局『結好果耶誕樹』相關貼文，共有32人按

讚。參考上述方式計算本則貼文之行銷價值=新增32個讚*11.5=368元。 

坊間旅遊資訊相關之粉絲團「台北ナビ」亦有主動發布相關貼文，共192人按讚、

2則留言及2次分享，參考上述方式計算本則貼文之行銷價值=新增192個讚*11.5+2次分

享*87.5+2則留言(討論)*87.5=2,558元，合計三則貼文行銷價值約6,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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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如下圖： 

圖二：可樂果同樂會臉書粉絲專頁 112 年 8 月 30 日貼文 

圖三：台北ナビ臉書粉絲專頁 112 年 8 月 30 日臉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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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衍生議題 

除上述之平面媒體、網路新聞及社群媒體之行銷推廣效益外，本次透過普渡創意

祈福品之議題，提前為本局下半年度重點觀光品牌「新北歡樂耶誕城」活動作暖身，

加深民眾對於活動之關注與期待，並同時宣傳推廣新北其他活動，持續整合與串聯各

方資源，掌握時機與議題推展新北觀光旅遊，也為原本一年一度傳統普渡祭典，增添

趣味與額外的行銷宣傳效益，一舉多得。 

四、 結語 

由本次藉由例行之中元節普渡習俗與特色觀光品牌活動「新北歡樂耶誕城」之議

題結合，除了將當日祭典創意供品之亮點以新聞稿及臉書貼文方式推廣外，亦將新北

觀光旅遊面向資訊融入宣傳文案，足見觀光旅遊之推廣與日常生活是緊密相關的，未

來本局在推展觀光旅遊時，亦可將類似時機或場合作為推廣管道之一，透過增加訊息

傳播渠道，提升資訊觸及人數及廣度，進而提高行銷推廣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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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公務人員性別結構分析 

一、前言 

為推動性別主流化、打造友善性別環境，掌握成員性別統計數據是最基礎的工

作，可從中進行性別分析，以檢視性別分布圖像，進而了解現況缺口及未來應努力

的方向。 

二、統計分析 

(一)105至112年公務人員性別人數及比率 

本局112年底之公務人員人數93人，為近年來人數最少；在性別比率方面，

與111年性別比率一致，女性佔54％，男性佔46％，女性人數比男性多8％，顯

示女性員工多於男性。 

表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性別人數及比率統計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年度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 

女性 

％ 

合計 

％ 

 

105 46 52 98 47% 53% 100%  

106 47 51 98 48% 52% 100%  

107 47 53 100 47% 53% 100%  

108 52 56 108 48% 52% 100%  

109 52 55 107 49% 51% 100%  

110 42 57 99 42% 58% 100%  

111 45 53 98 46% 54% 100%  

112 43 50 93 46％ 54％ 100％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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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性別人數長條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二)105至112年公務人員各官等性別人數 

112年簡任及薦任官等方面，男性略多於女性；委任官等方面，女性則多

於男性。 

表二、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官等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人數 

年度 

簡任 薦任 委任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5 3 3 35 26 8 23 98 

106 3 3 37 30 7 18 98 

107 3 3 36 31 8 19 100 

108 3 3 37 32 12 21 108 

109 3 2 38 34 11 19 107 

110 2 3 31 35 9 19 99 

111 3 2 32 31 10 20 98 

112 3 2 32 29 8 19 93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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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官等性別人數長條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三)105至112年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性別人數 

教育程度方面，學歷在研究所以上之男性多於女性；大學學歷者則女性多

於男性；112年本局均為大學以上之學歷，研究所以上占45%，大學學歷占

55%。 

表三、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人數 

年度 

研究所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105 27 20 47 19 30 49 0 2 2 0 0 0 

106 28 23 51 19 27 46 0 1 1 0 0 0 

107 32 22 54 15 30 45 0 1 1 0 0 0 

108 34 23 57 18 33 51 0 0 0 0 0 0 

109 33 20 53 19 35 54 0 0 0 0 0 0 

110 25 19 44 17 38 55 0 0 0 0 0 0 

111 25 18 43 20 35 55 0 0 0 0 0 0 

112 23 19 42 20 31 51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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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性別人數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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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三、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教育程度性別人數圓形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四)105至112年公務人員各年齡層性別人數 

本局近8年公務人員整體平均年齡約為37.4至38.7歲，男女性別平均年齡正

逐漸拉大；112年之男女平均年齡相差3.3歲，女性維持約37至38歲，男性則從

37.5歲增加至40.3歲。111年度30至39歲男性約占當年度男性比率42％，112年降

至39.5％；111年度40至49歲之男性約占當年度男性比率為22％，112年提升為

27.9％。 

在各官等方面，112年簡任官等男女性別平均年齡差距為2.8歲、薦任官等男

女性別平均年齡差距為2.5歲、委任官等男女性別平均年齡差距為1.7歲。在112

年度各官等之男女平均年齡差距不大，均在3歲以內。 

表四、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年齡層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年齡  

人數 

年度 

29 歲以下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合計 

105 9 7 21 25 10 16 6 4 0 0 37.5 37.2 37.4 

106 9 8 21 25 11 12 6 5 0 1 37.5 37.8 37.6 

107 6 9 20 24 14 12 7 7 0 1 39.2 38.2 38.7 

108 10 8 21 27 13 11 8 10 0 0 38.2 38.6 38.4 

109 10 9 21 25 14 11 7 10 0 0 38 38.5 38.2 

110 6 11 18 25 12 11 5 10 1 0 39 38 38.4 

111 7 15 19 18 10 11 8 9 1 0 39.3 37.1 38.2 

112 5 18 17 15 12 9 7 8 2 0 40.3 37 38.6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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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年齡層性別人數長條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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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年齡層人數比率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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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五、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年齡層人數比率圓形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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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官等平均年齡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官等性別 

平均年齡 

年度 

簡任 薦任 委任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5 53.7 46 37.2 37.1 33 36.2 

106 54.5 47.4 36.9 36.8 33.1 37.3 

107 54.5 51.2 38.9 38 34.5 36.6 

108 54.5 51.2 37.7 37.9 35.3 37.8 

109 51.2 49.5 37.7 38.9 35.4 36.6 

110 54.5 47.8 39 38.2 35.6 36.1 

111 54.5 49.5 39.8 37.7 33.5 35 

112 54.3 51.5 40 37.5 36.3 34.6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圖六、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各官等平均年齡性別人數長條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五)105至112年公務人員主管及非主管人員性別人數及比率 

本局近8年公務人員主管人員中，男性所佔比率約50%至67%，女性比率約

為33%至50%。顯示男性主管比率仍高於女性主管。在非主管人員方面，女性

則明顯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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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主管及非主管人員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人數 

年度 

主管人員 非主管人員 主管人員 非主管人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5年 13 8 33 44 62% 38% 43% 57% 

106年 14 8 33 43 64% 36% 43% 57% 

107年 12 9 35 44 57% 43% 44% 56% 

108年 11 11 41 45 50% 50% 48% 52% 

109年 13 11 39 44 54% 46% 47% 53% 

110年 10 10 32 47 50% 50% 41% 59% 

111年 14 7 31 46 67% 33% 40% 60% 

112年 16 8 27 42 67％ 33％ 39％ 61％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圖七、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至 112 年公務人員主管人員性別比率折線圖 

資料來源：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各年度年底數據為準) 

三、分析結果 

(一)男女性別人數相當平衡 

本局112年男女性別人數比約為1：1.17，與本府111年底男女性別人數比

1：0.64及全國男女比1：0.74相較，本局男女性別比算尚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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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全國公務人員人數按縣市別分 

單位：人 

統計期 縣市別 總   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比率 總計 比率 

111 年底 

總計 364,654  208,651  57.2% 156,003  42.8% 

 中央各機關 193,118  108,770  56.3% 84,348  43.7% 

 地方各機關 171,536  99,881  58.2% 71,655  41.8% 

 新北市各機關 21,426  13,060  61.0% 8,366  39.0% 

資料來源：全國公務人力統計資料平台 

(二)具研究所以上學歷比率較高 

本局112年研究所以上學歷者佔45%，相較本府111年19.1%比率高25.9％，

比全國26.5％亦高出18.5％。 

表八、全國公務人員人數按縣市別及教育程度分 

 
資料來源：全國公務人力統計資料平台  

(三)本局公務人員平均年齡與本府整體平均年齡相當 

本局112年公務人員平均年齡為38.6歲，相較本府111年平均年齡40歲、全

國44歲低，顯示本局是一個較為年輕的機關。 

表九、全國公務人員人數按縣市別及年齡分 

 

資料來源：全國公務人力統計資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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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局人員整體分析結果重點如下： 

(一)本局男女性別比尚屬相當，推動相關業務時，其思考方向、細節及規劃內涵較

可避免性別落差。 

(二)本局高學歷同仁比率相當高，人力資源深具潛力，如能善用人才，可提升業務

績效及品質。 

(三)本局公務同仁年齡較年輕，具較高活力與創新力，對於推動本局所職掌之觀光

旅遊行銷工作有加成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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