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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澎湖觀光圈第一次幹部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名稱：澎湖觀光圈第1次幹部會議 

二、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 

三、 會議地點：本處第1會議室 

四、 會議主持人：蔡總召集人萬生             紀錄：呂家亘 

五、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六、 會議內容: 

(一)和盟公司：113年度觀光圈推動執行案工作事項報告。 

略。(如附件) 

(二)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13年觀光行銷推廣工作說明。 

略。(如附件) 

七、 會議討論： 

(一)蔡總召集人萬生： 

1. 澎湖觀光圈成立已近兩年的時間，未來是否持續或廢立須經6月25日

成員大會開會決議，由成員們共同討論觀光圈後續的發展方向；倘決

定持續觀光圈運作，亦需思考是否立案成立社團法人。 

2. 觀光圈的參訪功能有其必要性，藉由觀摩他人的長處將激發業者產生

改變自身的動力，可採部份自費的方式辦理參訪活動，另工作坊培訓

課程訂在6月底，考量商家的參與率問題，建議可調整至10月份後再

行辦理。 

(二)洪處長志光： 

1. 參照其他觀光圈的執行模式，發現觀光圈仍是以相關觀光產業界的專

業建議為指導方針，未來也希望持續以實際站在旅遊產業第一線的觀

光圈成員(尤以旅行業/旅館業等業者)作為澎湖旅遊的發展主力，期

許觀光圈作為智囊團角色，發揮產業特性有執行能量，公部門會慢慢

退場，產業能自主主動求好較具意義。 

2. 許多觀光圈成員皆肯定參訪活動的必要性，雖目前暫無法納入觀光圈

計畫中辦理，可思考調整執行方式，例如可提出由本處分攤10%-20%



2 

 

活動經費，其餘費用由參加者自行支付等方案，未來將再與觀光署討

論可行性。 

3. 觀光圈工作坊及訓練期程，配合業者需要，可調整延至淡季辦理。 

 (三)餐飲組謝召集人玉玲： 

澎湖業界較缺乏凝聚力，較無資源共享、共同成長的概念，店家思

維大多仍只關注在自身，導致產業方面在資源串聯上總是顯得力不

從心，無法達到民官合作的目標。 

 (四)特產組吳副召集人美瑤： 

建議澎湖旅遊應發展其特色性，例如將肥美的海鮮、潔白的沙灘、

美麗的自然風景、特色小店、濃厚的在地人情味等元素加以整合，

形成如耍廢區或是靜靜區之類的獨特旅遊模式，相信對需要心靈休

憩的現代人而言將極具吸引力。 

 (五)推廣組薛召集人蘢富： 

認為觀光圈應該持續存在，觀光圈的目的應在於提供資源平台，並

確保能夠公開、公平、公正的讓每一個業者獲得相關資訊及資源。 

 (六)特產組楊召集人國隆： 

1. 認同觀光圈存在之必要性，且不一定要成立社團法人，以免出現團

體間相互競爭有限資源的問題。 

2. 澎湖觀光的國際化程度較不足，希望執行廠商能多導入海外行銷相

關資源，提供業者更多元的宣傳管道，協助提升澎湖在國際市場上

的能見度。 

 (七) 顧問組陳副召集人中行： 

1. 認為觀光圈有必要存在的價值，要有延續性，但組織的存廢與否，

仍需由推選出的總召集人表態有無擔任總召的意願而定。 

2. 觀光圈的執行重點應更著重在整合產業、教育輔導業者轉型，協助

商家提升自身量能並發展優質產業。 

     (八) 陳副總召集人仁和： 

1. 認為澎管處應該有所表態，說明觀光圈的存在對澎湖觀光產業之發

展能夠提供哪些具體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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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潮澎遊」應以專案或是專屬行程的方式將該品牌作一統整及

推廣;認同參訪有其必要性，透過觀摩學習才能有所創新;旅展的推

廣宣傳效益有限，建議調整其他方式行銷。 

3. 永續旅遊為潮流趨勢，建議輔導業者發展綠色碳排、永續旅遊的經

營模式。 

     (九) 顧問組胡召集人俊傑： 

個人認為觀光圈不需要成立社團法人，而是應將其定位為澎管處的

智庫，例如可由澎管處先行提出短中長期計畫，再由觀光圈集思廣

益，協助提供專業意見以及執行方式;或是作為公部門與民間業界中

介的角色，協助業者提出問題、與業管單位溝通協調、共同討論解

決之道。 

     (十) 呂總幹事彥璋： 

認為觀光圈應維持目前運作模式且不需成立社團法人，另建議採參

加推介會的方式行銷澎湖觀光產業及優質產品，若能到海外推介，

例如鄰近的日本，可增加國際曝光度，也能引進更多外國遊客來到

澎湖旅遊，具體執行細節可再請特產組召集人楊國隆協助，分享澎

湖伯行銷案例作為參考借鏡。 

     (十一) 旅宿組陳副召集人俐潔: 

1. 認為觀光圈有存在的必要性且不應該成立社團法人，惟觀光圈尚缺

少明確具體的發展目標。 

2. 近時參與新加坡春季旅展，旅展主要是以行銷為主，提供相關文宣

品及發放宣傳單，不能銷售產品;新加坡遊客的消費力極強，但對於

澎湖旅遊資訊並不十分了解，雖然大部分的人知道澎湖，但卻以為

到澎湖需要搭乘國際線航班，可見相關旅遊資訊仍需強化露出;依照

觀察，新加坡遊客大多於九月份開始安排旅遊假期、一次出遊最少3

天以上、喜歡海鮮、也較無語言問題，建議觀光圈可用3-5年的時間

嘗試經營新加坡旅遊市場。 

八、 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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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屆總召人選將依6月25日成員大會之投票討論結果決定，未來澎湖觀

光圈將定位為發展澎湖觀光之智庫，提供相關觀光政策及執行策略之專

業建議，並兼具輔導及執行之功能。 

(二)成員大會將於6月25日下午2時30分召開，請各組準備3到5分鐘的專題分

享，重點為分析各組目前面臨的產業挑戰或未來願景，以便協助成員更

清楚了解當前產業情勢及發展趨勢。 

(三)觀光圈可以設定每年具體要完成的工作計畫及目標，如：今年設定完成

觀光圈參加新加坡旅展推廣計畫，採各組集思廣益跨產業分工努力完成，

以彰顯對於澎湖整體觀光的貢獻。 

(四)觀光圈成員應貴精不貴多，後續將進行幹部及成員重整，對於無意願配

合參加相關活動或課程之成員將予以退出組織，各組幹部人員亦應進行

調整，並請推廣組及和盟公司合作經營，使觀光圈群組更加活絡。 

(五)爾後幹部會議除處長及副處長外，請秘書、遊憩科科長、企劃科科長及

承辦同仁共同參與，制定更加周全之計畫。 

(六)預計減少國內旅展的經費投入，本年度主要工作將致力於綠色永續旅遊、

海外旅遊市場之推廣，參展方式由澎管處負責提供場佈、攤位，業者自

費參加。 

(七)目前海外旅展先以日本、新加坡或是香港為主，有關新加坡參展相關事

宜，請旅宿組副召集人陳俐潔再提供詳細資訊供和盟公司參考，澎管處

將與台灣觀光協會（TVA）協調新加坡旅展能否為澎湖開設專場。 

(八)日本旅展部分，除結合和盟公司在日本的既有資源、人力及宣傳管道外，

可再向台灣觀光協會詢問觀光署駐東京、大阪辦事處、駐日代表處協助

的可能性，以促進當地推介活動，實現國際化目標。 

九、 散會(下午5時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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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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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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