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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大陸與台灣旅遊產業、市場結構差異， 從中國大陸與台灣出入境與國內等三大旅遊市場、兩岸相關法

規、旅行社業、旅館業、風景區管理、兩岸人民觀光交流等面向 進行比較。資料來源以兩岸官方公布與正式組織資料、書

籍、論 文期刊、網路等等次級資料為主進行比較研究。研究提出之建議 如下： 一、中國部分 (一)中國需加快進行旅遊產

業母法之制定。 (二)針對旅館業部分應制定相關法規進行規範。 (三)加強旅遊相關服務人員專業及素質之提升。 (四)應設置

旅客服務中心，重視旅客服務。 二、台灣部分 (一)全面提升旅遊品質及服務人員之素質。 (二)積極引進國際品牌飯店，提

升台灣在國際能見度。 (三)針對不同國際市場，重新規劃設計旅遊行程。 (四)行銷台灣，讓台灣取代香港成為亞洲轉運中

心。 本研究最後就比較研究結果進行總結，並針對兩岸旅遊產業 市場提出相關建議，希望提供未來產官學界執行或研究

參考。

關鍵詞 : 旅遊產業，產業分析，旅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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