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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的夏天，花蓮很不一樣，遊客人數變少了，顯得格外冷清，走到知名小吃店也不用

再排隊了，往日榮景不再，更有許多名店都因經營不下去而接二連三的宣布歇業，按往例，

暑假可以說是花蓮旅遊的旺季，但今年觀光人潮不再，0403 強震後，不僅震壞了花蓮的建

築物，也震碎了遊客對花蓮的信心，我們希望透過這份研究，了解遊客不來花蓮觀光旅遊的

主因，並且提出建議的對策，期待花蓮能早日恢復生氣、重現觀光榮景。 

 

二、研究目的 

(一)整理花蓮市的觀光發展。 

(二)探究花蓮觀光客減少的原因。 

(三)了解 0403 震災後花蓮市觀光業的現況。 

(四)分析政府對於重振花蓮觀光政策的成效。 

 

三、研究架構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將研究主題拆解成數個關鍵字進行搜尋，蒐集書

籍、期刊論文、網路資料的資訊，將資訊加以分類、統整，找尋出研究架構及脈絡。我們的

研究主題是「0403 花蓮地震災後重建-以花蓮市的觀光產業為例」，將主題拆解成觀光業、

地震、花蓮市等關鍵字，在網路的搜尋引擎、圖書館的搜尋引擎進行搜尋，找尋書籍資料、

網路資料。再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類，找尋出研究架構及研究目的。 

 
(二)田野調查 

0403花蓮地震災

後重建-以花蓮市

的觀光產業為例 

花蓮市觀光

發展及資源 

0403地震對花

蓮市觀光業的

影響 

政府重振花蓮

觀光業的政策

與成效 

店家 遊客 店家 遊客 

圖一：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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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是指研究人員進入研究場域，依據研究目的觀察研究對象的行為特質、環境

等。我們在 2024 年 9 月 21 日走訪花蓮著名觀光景點新天堂樂園、七星潭、東大門夜市，觀

察賣場、店家及遊客數。 

(三)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指針對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選擇適合訪談的時間、地點，以訪談大綱的

問題訪問研究對象。在訪談的過程中，以真誠、尊重的態度詢問訪談對象，也尊重受訪者的

訪談意願，若受訪者不願意拍照、錄音則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讓受訪者在信任的環境中發表

自己的觀點、感受、意見。 
 

我們在 2024 年 9 月 21 日到新天堂樂園、七星潭、東大門夜市，訪問店家和遊客。我們

會先徵詢店家及遊客的受訪意願後，才開始進行訪談。我們對本地遊客或外地遊客，進行訪

談蒐集資料。訪談者不願意拍照時，我們也尊重他們的意願。訪談結束後，我們將訪談轉為

逐字稿，相互比較同一個問題下，不同受訪者的回答，再分析訪談及撰寫心得。 

 

(四)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根據文獻分析及研究目的設計出問題，調查多數人的意見、想法。我們根據

所查到的關於觀光的資料，設計出問卷，打成 google 表單，再經過測試之後，發給隊員及老

師外地的親友，請他們填寫。調查截止後，我們再根據每題的回答情形來探討回答狀態的原

因。 

 

五、研究對象 

(一)訪談對象：9 月 21 日下午 15：00-19：00 至新天堂樂園、七星潭、東大門夜市時，

我們每個地點都訪談到店家、本地遊客與外地遊客。 

 

(二)問卷發放對象：問卷的要蒐集資料的對象是除了花蓮以外的外地遊客，透過組員及

教師的親友網發送 google 表單連結。自 9 月 20 日到 9 月 23 日中午 12:30 共收到了 317

份有效問卷。 

 

貳、正文 

一、解釋名詞 

（一）旅遊行為 
 

旅遊行為是消費者內在心理需求以及外在社會環境影響，透過整合收集旅遊資訊，選擇

工作以外並離開居住地從事休閒活動目的的消費行為（伍興明，2021）。 

 
（二）觀光 
 

觀光是人類的一種空間活動，離開自己的定居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做短期的停留，其目的

可能包含觀光自然與人文風光、體驗異國風情，使得身心得以放鬆和紓解(郭雨柔，2009)。 

 

二、花蓮市觀光發展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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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花蓮縣政府觀光處所統計的「104 至 113 年遊客人數年度總表」發現遊客最喜歡的

花蓮市旅遊的景點有七星潭、石雕博物館、松園別館、東大門夜市、新天堂樂園、台泥

DAKA 園區(花蓮縣政府觀光處-政府資訊公開，2024）。 

 

 從哪裡來花蓮 如何來花蓮 為何想來花蓮 

新天堂外地遊客 台中 開車 走一走，看看海 

七星潭外地遊客 高雄 開車 達成願望 

東大門外地遊客 雲林 搭火車 比較少到花東玩 

七星潭小朋友 高雄 搭火車 來看海 

大多是從台灣中南地區來的，搭火車和開車各占一半，開車的都選擇開南迴，跟來花蓮

的目的都是來看看花蓮的風景。 

來花蓮的交通方式? 

 

觀光客來花蓮的交通方式第一多的是火車(56.5%)然後是自行開車(38.5%)第三是騎摩托車

(1.9%) 

坐火車來花蓮的人最多占一半多，由此我們推論，大多數人覺得相較自行開車和騎摩托

車，坐火車會更便捷快速且安全。 

 

三、0403 地震對花蓮觀光產業的影響 

由花蓮縣政府觀光處所提供的「113 年度花蓮縣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統計表」可知在

0403 強地震之後，花蓮各景點旅遊的遊客瞬間驟降(花蓮縣政府觀光處-政府資訊公開，

2024）。許多商家紛紛歇業，陷入旅客進不來、商品出不去的困境，七月屬旅遊旺季仍不

見任何起色，就連著名的松園別館也敵不過天災的浩劫與觀光人數驟減的衝擊，宣布在今年

八月底休館。 

 
當地方發生重大災害後，關鍵基礎建設若無法發揮功能，影響日常生活、經濟活動之運

作、交通運輸系統，更因相互依賴性造成其他系統一併失效，導致社會成本損失、經濟混亂

現象（林宛莼，2017）。走在花蓮大街，熱鬧的街景不再，店家一家家的暫停營業，震後飯

店民宿的客房住用率僅一至兩成，相較去年同期明顯衰退許多。 

 

(一) 地震對店家的影響 

 

地點 店家地震之後的虧損狀況 

新天堂-寶雅 大概 7~8 萬 

新天堂-行李箱 沒有虧損但生意不好 

交通方式 火車 自行開車 騎摩托車 

比例 56.5% 38.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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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潭-魚刺人相關店家 餐具是虧損最多的 

東大門-遊戲店家 還好，就是沒有客人  

我們推斷出：地震對花蓮的生意影響很大，因為人潮減少，所以店家沒有開店，有開店

的也有虧損。 

地點 地震前營業額 

新天堂-寶雅 六到七萬 

新天堂-行李箱 一、兩萬塊，有時候到四萬 

七星潭-魚刺人相關店家 * 

東大門-遊戲店家 * 

地震前的營業額和地震前相差有到上萬元 

地點 地震前後遊客數量的差異 

新天堂-寶雅 很多，但是目前有在回溫 

新天堂-行李箱 沒有影響很大 

七星潭-魚刺人相關店家 只剩一成左右 

東大門-遊戲店家 六成以上 

大家都覺得遊客數減少有超過一半，但現在有開始回溫。影響最大的是七星潭，遊憩類

的店家影響最大。 

 

(二)地震對遊客的影響 

 

最近一次造訪花蓮是在什麼時候? 

時間 1 個月內 1~3 個月內 3~6 個月內 半年前 一年前 沒來過 

比例 13.2% 6.9% 5.4% 8.8% 60.9% 4.7% 

 

觀光客最近造訪花蓮的是半年前來的(60.9%)之後是 一個月內(13.2%)再來是半年前(8.8%) 

由上圖表格，我們推測在地震過後，大部分的人都還沒來過花蓮，不過在一年前是有來

過的，而還是有人在地震後，在最近一個月前來到花蓮。所以大部分外地人因地震關係不來

花蓮，但在地震前是有來過的，但還是有少數人會來花蓮。 

地震發生後，是否有計劃前往花蓮旅遊? 

是/否 是 否 

比例 40.1%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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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後，沒有計畫前往花蓮旅遊的人數比較多(59.9%)，有計畫前往的比較少(40.1%) 

地震發生後沒有計畫前往花蓮旅遊人必較多，所以我們推論，害怕地震會造成旅遊安全

而選擇不來花蓮的人比較多，但有計畫的人也不少，幾乎是一半一半 

 

如果您沒有計劃前往花蓮,主要原因是什麼? 

原因 安全問題 道路交通狀況 景點破壞 資訊了解不足 住宿條件 

比例 61.6% 55.3% 30% 22.1% 12.1% 

 

沒有計畫前往花蓮原因第一多事擔心安全問題(61.6%)，第二是對道路交通狀況不放心

(55.3%)第三是擔心景點已遭破壞(30%)第四是對地震後的旅遊資訊不了解(22.1%) 

由此我們推論很多外地人很重視「安全第一」這點，接著才會考慮旅遊的條件。 

如果您選擇前往花蓮，主要原因是什麼? 

原因 景點仍有吸引

力 

支持當地經

濟 

旅遊計畫已安

排好 

不擔心地震

影響 

拜訪親友 

比例 59.1% 48.8% 21.3% 11.8% 1.6% 

 

景點仍對我有吸引力(59.1%)  支持當地經濟(48.8%)旅遊計畫已安排好(21.3%)   

依表格可推論外地人來花蓮主要是因為當地景點的條件和吸引力，其次是外地人多數也

很支持花蓮的當地經濟，因此來花蓮旅遊或觀光等 

 

地震後,您是否認為花蓮的旅遊吸引力有所下降? 

是/否 是 否 

比例 76% 24% 

 

有 76%(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花蓮的吸引力有下降，只有 24%的人覺得沒有 

由此可知，地震後地震真的讓花蓮得吸引力減少了一些 

 

您認為哪些方面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項目 自然景觀 服務與設施 文化,歷史遺址 美食,特色商品 

比例 75.4% 45.8% 34.2% 20.1% 

 

認為花蓮在自然景觀方面吸引力有下降的人最多(占 75.4%)，第二是旅遊服務與設施

(45.8%)，第三是文化與歷史遺址(34.2)因此可推論以「好山、好水、好風景」出名的花蓮，

少了美麗的自然景觀，就大大減少了吸引力(如太魯閣)。 

您主要透過哪些管道獲取花蓮地震後的相關資訊? 

方式 新聞媒體 社交媒體 旅遊網站或 App 政府或官方機構 親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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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86.8% 53.6% 25.9% 21.8% 19.6% 

 

多數人是從新聞媒體(86.8%)上取得花蓮地震相關資訊，接著是社交媒體(53.6%)， 也有

少數是從旅遊網站 App(25.9%)政府或官方機構(21.8)和親友推薦，來取得資訊。所以若要推

銷花蓮觀光，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新聞媒體和社交平台，來傳播新資訊，這樣能更快讓外地

人和遊客充分了解花蓮現況和資訊。 

 

是否願意在未來再次訪問花蓮? 

願意度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比例 51.7% 43.2% 2.8% 2.2% 

 

非常願意再次來花蓮的人數最多(占 51.7%)，願意(較非常願意稍微不願意)的人第二多

(占 43.2%)，不願意的人第三多(占 2.8%)，有少數(2.2%)的人非常不願意再來花蓮 

引此我們推論，雖然花蓮的吸引力減少了，但還是有很多人願意再次來訪花蓮，只是可

能不是現在 

 

您是否有意願在未來一年內前往花蓮旅遊? 

是/否 是 否 

比例 72.6% 27.4% 

願意在未來一年內前往花蓮旅遊的人比較多(占 72.6%)，不願意的較少(占 27.4%) 

由此可知，有很多人會在近期再次來花蓮，但還是有一些人會因為一些因素而暫時不來

花蓮 

 

在選擇旅遊目的地時，什麼因素對您最重要 

因素 安全性 交通便利性 景點的吸引力 旅遊成本 當地文化和歷史 

比例 71.9% 71.3% 62.8% 50.5% 20.5% 

選擇旅遊目的時，安全性是最多人首先考量的因素(占 71.9%)，其次是交通便利性(占

71.3%)，第三則是景點吸引力(占 62.8%)。 

旅遊時，安全性和交通便利性是大家首先考量的，之後才是景點吸引力，所以交通狀況

和安全是首先要改善的方面。 

 

 

四、政府重振花蓮觀光業的政策與成效 

 

(一)政府的補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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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 0403 地震後的花蓮觀光業，紛紛祭出振興花蓮觀光旅遊補助。觀光署對旅行

社的團體旅遊與國人自由行都有補助。旅行社是今天的 6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之間，辦理 2

天 1 夜以上、12 人以上之團體旅遊，可領取 2 萬元的補助。國人自由行從今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底到花蓮住宿每房每晚補助房價 1000 元。花蓮縣政府推出永續遊花蓮獎勵方案，也分

別給予國內、外旅行團以及自由行，甚至國外遊客獎勵。旅行團是到花蓮指定三個地點旅遊

及住宿可獲得補助；自由行也是同樣的條件可以獲得抽獎機會；國外遊客則是在今年 5 月

10 日到 11 月 30 日到國際平台預訂花蓮合法旅宿和活動，最高可獲得 60 美元折抵。農業

部提出「從心出花 2.0－花蓮振興農粉幣方案」於今年 7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可至農業易遊

網領取農粉幣 250 元。以及在指定電商平台消費滿千送 250 元農粉幣。文化部力挺花蓮推

出「文化幣花蓮限定，擴大加碼 1200 點」，16 到 22 歲的青年，可領 1200 元文化幣使用

於花蓮地區藝文消費「振興震後花東觀光旅遊補助」懶人包總整理-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資

訊(2024)。 

 
(二)店家對補助政策的回饋 

 

地點 政府的補助對生意有幫助嗎 

新天堂-寶雅 還好，沒有特別影響 

新天堂-行李箱 當然會有幫助 

七星潭-魚刺人相關店家 沒有接收到什麼補助 

東大門-遊戲店家 沒有多大的幫助 

只有行李箱店面覺得補助有幫助，其他都覺得沒有多大幫助，七星潭的店家也都沒辦法

適用各項補助，也有可能是店家對政府的補助還不了解。 

 

(三) 遊客對補助政策的回饋 

 

 

之後還會想來花蓮觀

光嗎 

來花蓮觀光是否

有符合原先的預期 

那如果有政府的補助是否

更願意來花蓮觀光 

新天堂

外地遊客 肯定會 有有有 當然 

七星潭

外地遊客 當然  有有 會的 

東大門

外地遊客 應該會  當然 會 

七星潭

小朋友 會  有 恩 

地震對大部分民眾來花蓮的預期沒有太大的影響 

 

認為花蓮地方政府或旅遊業者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吸引遊客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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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措施 

改善

交通狀況 

加強地震後

重建進度透明度 

宣導

安全狀況 

提供

優惠方案 

詳細旅

遊資訊 

舉辦活

動 

比例 75.8% 66.2% 58.6

% 

39.5

% 

33.8% 26.8% 

 

最重要的措施是改善道路及交通狀況的人最多(75.8%)，其次是加強地震後重建進度的透

明度(66.2%)，第三是加強宣傳當地安全情況(58.6%)，第四是提供特價或優惠方案(39.5%)，

第五是提供更詳細的旅遊資訊(33.8%) 

大部分民眾都希望交通狀況能改善，且能加強地震後重建進度透明度，並宣導相關安全

狀況，採取這些措施，能吸引遊客重返花蓮。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對花蓮市觀光業的現況及其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在 0403 強震後的背

景下。我們的調查和數據顯示，震災對遊客心理與實際行為的影響是顯著的。具體結論如

下： 

 
（一）遊客信心受損：0403 強震後，許多潛在遊客因對地震的恐懼而選擇放棄來到花

蓮，尤其是對於家庭旅遊的遊客而言，安全是首要考量。因此，恢復遊客的信心成為當前的

首要任務。 

（二）基礎設施的破壞：雖然花蓮的自然景觀依然吸引人，但基礎設施的損毀－－交通

不便和住宿選擇減少，直接影響了遊客的選擇，這需要政府與業界共同努力，盡快修復與提

升相關設施。 

 

（三）觀光模式的單一化：花蓮的觀光活動主要依賴自然景點，但在多元化旅遊需求的

背景下，缺乏創新和特色的活動，就會使花蓮觀光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因此，發展多樣化的

旅遊體驗成為必要之舉。 

 

（四）市場競爭加劇：隨著其他旅遊勝地的崛起，花蓮在觀光市場中的競爭壓力加大，

各地旅遊業者積極推廣新穎的旅遊產品，使花蓮面臨更大的挑戰。 

 

（五）政府政策稍有不足：雖然政府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來振興觀光業，但目前的政策執

行力度和資源配置仍稍顯不足，未能充分應對目前的困境。 

 

綜上所述，花蓮市的觀光業正面臨著重重挑戰，但同時也蘊含著重振的潛力。若能透過

相關策略，強化安全宣導、改善基礎設施、創新觀光產品以及加強市場推廣，恢復花蓮觀光

榮景仍指日，希望未來能夠吸引更多遊客，讓花蓮再次成為人們心中理想的旅遊目的地。 

 

二、研究建議 

為了促進花蓮市觀光業的恢復與發展，以下是針對各項問題提出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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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安全宣導與信心重建：政府可以定期公佈震後安全評估報告，強調花蓮的

安全狀況，並透過社交媒體和旅遊網站廣泛宣傳。同時舉辦安全旅遊講座，邀請

專家進行講座，向遊客解釋震災後的應急措施及安全指引，增強遊客的安全感。 

 

（二） 提升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修復計畫，針對受損的交通、住宿及公共設施，制定

優先修復計畫，以確保遊客的便利性與安全性。也可以設立資訊中心，在主要交

通樞紐設立資訊中心，提供即時的交通及安全資訊，協助遊客更好地規劃行程。 

 

（三） 提供多元化觀光產品：發展主題旅遊、生態旅遊、文化體驗、藝術活動等多樣

化的旅遊產品，以吸引不同族群的遊客。在旅遊點舉辦活動，如音樂節、美食節

和文化展覽等，吸引更多遊客及媒體的關注。 

 

（四） 促進地方商業與政府合作：建立政商合作平台，鼓勵地方商家共同策劃促銷活

動及旅遊包套，提升整體吸引力。政府可提供商家資金支持，提供一定的資金補

助或優惠政策，以鼓勵商家積極參與。 

 

（五） 持續監測與評估政策效果：藉由建立數據收集觀光數據，包括遊客數量、遊客

滿意度等，進行分析以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再評估後舉行定期回饋會議，收集

觀光業者及相關單位的意見，及時調整政策。 

 

（六） 強化行銷與宣傳策略：運用創新數位行銷、社交媒體及網絡廣告，針對不同市

場進行精準行銷，吸引更多潛在遊客。協助商家塑造花蓮的獨特旅遊品牌形象，

強調其自然美景、文化底蘊及當地特色，以提升競爭力。 

 

（七） 增強社區參與：鼓勵當地居民參與，透過培訓課程提升當地居民的服務意識和

技能，以便於在觀光業中發揮更大作用。組織社區參與活動，增進居民與遊客的

互動，提升遊客對花蓮的認同感。 

 

以上建議，期望能促進花蓮市觀光業的全面復甦，並得以持續發展，希望能在未來吸引

更多遊客，重振花蓮的觀光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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