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觀光產業分析 
與水域活動展望 



 
需求模糊化 

資訊過度爆炸的後
遺症致需求不抉擇 

 
複製經驗 

遊客經驗投射的複
製需求提高成本 

 
喜新厭舊 

對旅遊模式的假性
需求影響資源投入 

 
物質的顯性價值 
旅遊價值仍以物質
的價值轉換率為評
量指標 

 
評價制度的不平

等關係 
  

 
假性的文化需求 
投資與回收之間的
不對稱關係 

 
打卡需求 

娛樂性的變動成本
導致無法累積品牌
實質的風格價值 

 
秘點需求 

 
 

 
分眾市場 

採取選擇性經營客
群的必要性 

無法預期的需求變動 
產品的不穩定週期 



時代 
問題 

網路 

資訊 

自我 

意識 

城市 

競爭 

供給 

曲線 

社會 

功能 

歸因 



 

澎湖現象 

 

服務創新

不穩定性 
景點開發

過度浪費 

過度分眾

成本浪費 

產業結構

過度集中 討好顧客

取代產業

升級 

變動價值

的永續路

線模糊 

人力培育

不易 

產品導向

無法解決

傳統問題 



外國市場回
歸的逆襲 

經營成本控
管的發展風

險 

不夠友善客
群的經營 

疫情後假設模式： 

1：出國取代國旅 

2：國旅競爭帶來價格壓力 

3：淡季與淡日更難經營 

4：分眾市場缺乏規模利基 

5：比較的弱勢 

6：通路經營導向大平台 

 
法進行模式設定的風險 

後疫情風險 



水域活動顧客 
嗜海者 

體能性 

超越性 

蒐集性 

專業性 

同溫層 

價值性 

離海者 

話題性 

性價關係 



澎湖水域活動的吸引力 
 

水域 專業性 品牌性 親水性 娛樂性 可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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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四島 
  
v 

  
v 

    

其他小島如
虎井花嶼員
貝桶盤等等 

 
  

  
 

 
  
 

  
 



在既有的品牌與產業基礎上進行
區域海域的分區發展定義 

在區域海域分區定義下的區域管
理規範公約提供業者遵守 

集市效益 

水域品牌定義 

分區定義 

分區管理 

分區產品 



 

1：家庭旅遊市場的潛在商機 

2：節慶活動的開發仍存在發展空間 

3：島嶼分眾定位的度假島嶼模式充滿潛力 

4：深化旅遊的文化內涵進行加值並解決淡季效應 

5：高價市場的傷機仰賴跨域整合 

6：海域活動朝向度假休閒與自我挑戰兩條路線 

市場展望 

1：跨域合作是未來的產業發展重要趨勢 

2：社區與海洋及島嶼是未來3塊碧玉 

產業展望 

提高創業門檻，外部人才吸引，政府系統培訓，中年二度就業 

人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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