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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本次旅行業調查範疇依營業規模分為綜合旅行社（實收資本額不少於 3,000

萬元）、甲種旅行社（實收資本額不少於 600 萬元）和乙種旅行社（實收資本額

不少於 120 萬元）。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

屬「旅行及其他相關服務業」（7900），定義為從事旅行及其他相關服務之行業，

如安排及販售旅遊行程（食宿、交通、參觀活動等）、提供導遊及領隊服務、提供

旅遊諮詢及相關票券代訂代售等服務。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國外產業趨勢 

1. 自然和山岳旅遊、都會休閒旅遊目的地快速復甦，安康旅遊（Wellness travel）

旅遊前景看好。 

2. 數位遊牧者的出現，目的地、飯店業者改建基礎設施以符合市場需求；商務

休閒旅遊消費需求持續增加。 

3. 永續發展不僅是未來趨勢，而是未來觀光產業的必要因素。 

4. 科技擴大應用於觀光產業，人工智慧將改變觀光產業商業模式和用人需求。 

(二) 國內產業趨勢 

1. 因通貨膨脹而旅行費用調漲的情況下，我國旅客仍願意增加出國旅遊頻次

與天數。 

2. 「美食探索」和「客製化包團」反映我國旅客對旅遊中獨特體驗的追求。 

3. 年齡 50 歲以上獨旅者增加，偏好特殊目的地及國內旅遊。 

(三) 產業現況 

1. 應對旅遊產品零組件化、客製化和主要市場變化的趨勢，業者提供更多元且

靈活的服務。 

2. 入境旅遊市場復甦緩慢，政策法規及人才短缺為目前主要的問題。 

3. 傳統旅行社在組織上並沒有太大的變革，僅會受目標市場的轉換而調整部

分職務。 

4. 新進人員更注重語言和快速學習能力，員工需具備更強的靈活性與適應力

以應對快速變動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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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層人力流動率高，企業須提供更具競爭力的薪資和品牌特色以吸引年輕

人投入與晉升中階管理人才。 

6. 產業開始吸納不同科系背景的人才，以應對新技術和新趨勢的挑戰。 

三、人才供需現況與未來供需量化推估 

(一) 人才供需現況 

疫情後，旅遊市場逐漸回溫，旅遊產品趨向零組件化、客製化等多元性

發展，進一步帶動相關人才需求；然而，旅行業面臨年輕人才短缺問題，尤

以基層人力招募困難，且流動率偏高。旅行業者對於 113 年專業人才供需現

況之看法，有 49.1%業者反映人才不足，另 45.9%表示人才供需狀況平衡，

僅 5.0%認為人才供給充裕，顯示產業普遍仍存人才供不應求的情形。 

(二) 未來 3 年人才供需量化推估 

有關 114-116 年旅行業專業人才供給推估，主要運用問卷調查方法，並

依據教育部之大專院校歷屆畢業人數統計、勞動部之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

導航查詢網等相關資料，綜合考量服退役、延畢、出國/進修、投入產業比率、

轉入/出產業人數等因素後，推估每年平均新增供給 1,079 人。 

至於 114-116 年旅行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行政院

主計總處之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等相關資料，推估專業人才每年平均

新增需求為 1,874~2,309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4.7~5.8%。 

詳細專業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新增供給推估結果彙

整如下表，惟未來就業市場實際空缺人數可能因為多種原因發生變化，例如人

力新增供給的波動或培訓人力實際投入職場的狀況等，本推估結果僅提供未

來勞動市場供需之可能趨勢，並非未來產業職缺之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

做為政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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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 

情勢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2,155 5.7 

1,267 

2,305 5.8 

1,098 

2,468 5.9 

873 持平 1,749 4.6 1,871 4.7 2,002 4.8 

保守 1,749 4.6 1,871 4.7 2,002 4.8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民 113），113 年觀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研究案正式報告書。 

說明：(1)新增需求： 

(a)在景氣持平趨勢下，114 年持平=113 年本案調查之整體需求人力*（1+預測年度平均成長率）；115、116

年持平=前一年持平人數*（1+預測年度平均成長率）。 

(b)114-116 年樂觀=各年持平人數*預估平均成長率（+23.26%），其中預估平均成長率為業者預估成長人數

較前一年人數比率之平均值。 

(c)114-116 年保守=各年持平人數*預估平均衰退率（0.00%），其中預估平均衰退率為業者預估衰退人數較

前一年人數比率之平均值（本年度認為衰退業者為 0）。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旅行業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務人才需求條件彙

總如下表。 

(一) 欠缺之專業人才包括：業務人員、行銷企劃人員、旅遊產品操作人員、產品行

銷企劃人員（團/線控人員）等 4 項職務。另人才欠缺主要原因為「在職人員

技能或素質不符」、「勞動條件不佳」。 

(二) 在學歷要求上，均需大專學歷；另在科系背景方面，主要集中於「不拘」及「旅

遊觀光」細學類。 

(三) 工作年資要求方面，除旅遊產品操作人員需 2 年以下，其餘均無相關門檻。 

(四) 在招募難易度方面，所有職務尚屬普通，另均以國內人才為招募對象，無海外

攬才需求。 

所欠缺之 

人才職業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攬才

需求 

人才欠缺 

主要原因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業務人員

(020102) 

針對企業、團體

或個人，從事商

品或服務之國內

外銷售、業務推

廣、客戶開發等

工作 

大專/ 

旅遊觀光細

學類(10151) 

不拘 

1. 建立/維護與改善

客戶/人脈關係 

2. 提供有品質的服務

經驗給消費者 

3. 介紹銷售解決方案 

4. 協商並完成銷售 

無經

驗可 

普通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

或素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行銷企劃人

員(210103) 

從事行銷企劃擬

定，透過廣告、公

關、媒體、品牌的

資源整合與運

用，達成產品或

活動最佳的曝光

效果，以提升公

司形象及產品競

爭力 

大專/ 

旅遊觀光細

學類(10151) 

不拘 

1. 蒐集所屬產業之行

銷類型及發展趨勢 

2. 協助完成行銷專案

提案 

3. 盤點現有資源，準

備行銷活動 

4. 管控行銷活動執行 

無經

驗可 

普通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

或素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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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業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攬才

需求 

人才欠缺 

主要原因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旅遊產品操

作人員

(160108) 

負責招攬旅遊業

務及為旅客代辦

出國及簽證手

續，或協助旅客

安排行程、食宿、

交通工具等 

大專/ 

旅遊觀光細

學類(10151) 

不拘 

1. 辦理出團前行政作

業 

2. 準備出團作業 

3. 管控團帳與彙整意

見表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

或素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產品行銷企

劃人員（團/

線控人員）

(210104) 

負責為產品擬定

行銷策略、訂價

策略、促銷計劃、

撰寫行銷方案等

工作 

大專/ 

旅遊觀光細

學類(10151) 

不拘 

1. 蒐集旅遊市場資訊 

2. 規劃行程 

3. 控管產品營運成本

及銷售策略 

4. 執行旅遊行程前置

作業 

無經

驗可 

普通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

或素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民 113），113 年觀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研究案正式報告書。 

說明：(1)欠缺人才職業係呈現部會調查、廠商反映之原始職缺名稱；代碼則係由部會參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通俗職業分

類」後，對應歸類而得。 

(2)學類代碼依據教育部 106 年第 5 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3)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博士；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4)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平臺，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

求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五、人才問題及因應對策 

以下為業管機關就其調查結果，所綜整出之人才供需問題及相關因應對策，

其中部分議題尚需跨部會合作協商解決。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涉及之部會 

受少子女化和政府政策影響，觀光

相關科系在校生人數逐年下滑，目

前朝東南亞國家尋找具觀光產業潛

力學生 

協助業者深化產學合作，並持續跨部會溝通，放寬

稀少語別導遊和僑外生留臺工作資格讓業者能更彈

性運用人力 

教育部、 

勞動部 

我國勞動力結構和年輕世代工作價

值觀的改變，中階主管皆出現斷

層，業者開始調整人力運用方式和

組織結構 

協助產業改善勞動條件外，並以提升產業品牌形象

為核心，吸引更多的勞動力投入 
- 

業者目前招募職務需求以「無經驗

可」較多，期望未來因應趨勢人才

以具備「數位行銷」占多數 

結合產業人力需求協助公協會主辦專業競賽，讓業

者能更有效地發掘具潛力人才 

教育部 

大型業者因應全球趨勢積極投入永

續觀光和智慧觀光，而中小企業考

量導入成本，在無誘因下投入意願

較低 

為各業別提供雙軸轉型階段性的具體目標範例，並

給予業者轉型上的資源支持與培訓課程 
- 

多數業別以當前人力供給不足比例

較高，基層人力短缺，未來觀光需

求持續增加可能會擴大人力缺口 

建立並整合地方人力庫，優先開發國內多元人力，

並逐步開放外籍工作者來臺，縮減產業人力供需差

距 

勞動部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民 113），113 年觀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研究案正式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