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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目的為探討影響東亞九個經濟體（台灣、香港、韓國、中國、及東南亞國

協五國─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在國際旅遊觀光市場之相對競

爭力的因素及利用國際旅遊觀光統計資料，透過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及迴

歸分析，分別針對東亞九個經濟體，探究相對價格、匯率及供給面變數，對其主要

來源國家觀光客─美國、日本做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1) 如果旅遊目的為商

務或探親，或者是以觀光團型態旅遊，則國際觀光客對於相對價格變動並不敏感。

(2) 如果大部分在目的地國家的旅遊支出是以來源國家貨幣計價，則國際觀光客對

於匯率變動並不敏感。(3) 供給面因素的確對經濟體之國際旅遊觀光市場佔有率具

有決定性影響，然而其影響視來源國與各目的地國家之相關性而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目  錄 

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內容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第四節 章節安排 ........................................................................6 

第二章 理論模型 ............................................................................8 

第三章 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12 

第一節 樣本 ...............................................................................12 

第二節 變數 ...............................................................................12 

第三節 實證模型 .......................................................................15 

第四節 預期實證結果 ...............................................................16 

第四章 實證結果 ...........................................................................18 

第一節 美國市場實證結果 .......................................................18 

第二節 日本市場實證結果.........................................................20 

第五章 結論 ....................................................................................23 

參考文獻 ..........................................................................................25 

表格    實證結果 表 1～表 2 .....................................................28 

圖次    圖 1～圖 7 .......................................................................3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航空技術進步及各地往

來交通持續發展，使得交通的實質成本下降，以及國際間往來互訪的自由化等因

素，旅遊已經成為人們休憩渡假的主要選擇之一，而在 1987 至 2007 年東亞九經濟

體1國際訪客人數呈現穩定成長（請參考圖 2），在此同時，全世界旅遊人數也從 3.62

億人次成長到 9.04 億人次（請參考圖 1），比較特殊的是在 2003，2003 年因為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的流行導致國際旅

遊人數減少（請參考圖 1），然而各經濟體在這段期間內無論是呈現穩定成長、負

向成長，或是起伏不定的狀況，東亞各國政府皆投入大量資源發展國際觀光業。 

 而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預估全球國際觀光

人次將於 2010 年達到 10.06 億人次，2020 年將達到 15.61 億人次，平均年成長率

為 4.1%，其中東亞與太平洋區域預估為 3.97 億人次，平均年成長率為 6.5%，佔全

球市場 25.43%，為除了中東區域以外成長最快的地方。此外世界觀光旅遊委員會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WTTC）於 2000 年就觀光產業對經濟貢獻度所

做的統計，指出 2000 年全球觀光產業規模約佔全世界 GDP 的 10.8%，相當於 3.58

兆美元，並預測在 2010 年全球觀光產業規模將佔全世界 GDP 的 11.6%，相當於

6.59 兆美元。而 2000 年時全球從事觀光產業的人口約有 1.92 億人，約佔總就業人

口十二分之一，並預測至 2010 年止，觀光產業將再創造 5,942 萬人的工作機會，

使全球觀光產業就業人口達到 2.53 億人，因此，觀光產業對於每一個國家的重要

性可見一般。 

旅遊業的發展不僅能提供國家大量的就業機會，也能使一個地方的經濟多樣

化，更帶來大量的外匯收入，在全球各國的外匯收入中，從 1990 年的 2.63 兆美元，

                                                 
1 為台灣、香港、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中國、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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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9 年 8.52 兆美元，由表 1-1 可知，在 2007 年台灣觀光外匯收入高達 51 億美

金，且觀光收入佔 GDP 比例為 1.35%，而亞洲鄰國與世界觀光競爭力前十名的國

家，其光收入佔 GDP 比例甚至有 5%以上，未來政府推動「觀光拔尖領航方案」，

希望能在 2012 年創造 90 億美金的觀光外匯收入，佔 GDP 比重超過 2%，預期能

在「量」上有可觀的成長，在「質」的方面也要能夠兼顧。 

表 1-1  2007 年先進觀光國家及東亞鄰國觀光外匯收入佔 GDP 比例 

 
國家 觀光外匯收入 

(USD million) 
GDP 

(USD billion) 
觀光外匯收入佔

GDP 比例 
瑞士 11,743 423.94 2.77%
奧地利 19,034 373.94 5.09%
德國 36,211 3,322.15 1.09%
法國 53,509 2,560.26 2.09%
加拿大 15,467 1,432.14 1.08%
西班牙 57,846 1,438.96 4.02%
瑞典 12,066 455.32 2.65%
美國 96,907 13,843.83 0.70%

W E F 
2009 年 
觀 光 競

爭力前

十 名 

澳洲 22,266 908.83 2.45%
新加坡2 9,052 161.35 5.61%
日本 9,206 4,383.76 0.21%
韓國 5,264 957.05 0.55%
中國 41,611 3250.83 1.28%
泰國 15,575 245.66 6.34%
香港 13,746 206.71 6.65%

馬來西亞 13,389 186.48 7.18%
菲律賓 4,929 144.13 3.42%

東亞鄰

國 

印尼 5,325 432.94 1.23%
 台灣 5,175 383.31 1.35%

資料來源： 1. 觀光外匯收入：The Travel &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 

2. GDP: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8。 

近年來，台灣政府先是受到全球金融海嘯的衝擊，再來是兩岸三通才剛起動就

遇到了 H1N13新流感的威脅，日前又受到八八水災的重創，不但國內旅遊市場大

                                                 
2 新加坡同時為 WEF 2009 年觀光競爭力第十名國家。 
3 H1N1：Swine Influenza A，原是一種於猪隻中感染的疾病，屬於 A 型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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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度的萎縮，國內業者最期待的陸客更是陸續取消原定來台行程。台灣政府提出了

六大新興產業發展重點：觀光旅遊、醫療照顧、生物科技、綠色能源、文化創意、

綠色能源、精緻農業，且在 2009 年 4 月也提出了六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下的「觀

光拔尖領航方案4」，希望運用與中國大三通以及台灣特殊的自然、人文與社經資源

優勢，將台灣發展成東亞觀光交流運轉中心及國際觀光重要旅遊目的地，由此可見

政府對觀光業的重視，由往日「自然美景」為主軸的觀光產業，近年來也加入了許

多元素，像是在「供給面」以本土、文化、生態為特色的觀光內容，其整體規劃與

配套發展是建立在生活面、社會面之上，除了人文活動之外，生態環境如何永續維

護也是重要課題，在「需求面」以行銷優質套裝行程，以吸引國內外不同的觀光需

求，開拓觀光市場發揮最大效益。 

第二節 研究內容 

在 1987 至 2007 年間，東亞九國在國際觀光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不同經濟

體之間存在消長之情形，以兩大來源國美國與日本為例，香港在美國與日本觀光市

場一直佔有極大的比重，但卻是每年的遞減，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利用其地大物

博的優勢，吸引到對中華文化有濃厚興趣的外國觀光客，在日本市場於 1998 年、

在美國市場於 2001 年超越香港，韓國則是從 2002 年世界杯足球賽吸引了大量觀光

客，以及近年來興起的「韓流」文化，從戲劇到偶像團體等等，並且利用「地點」

做為韓劇中的「景點」，進而變為韓國旅遊的「賣點」，在美國與日本市場都有不錯

的表現。台灣在美國觀光市場逐年縮水，可視為一大警訊，雖然日本市場有逐年增

加的趨勢，但還是比不過鄰近的香港、中國、韓國。而東南亞的泰國、新加坡、馬

來西亞、印尼、菲律賓在美日市場的變化都不大，因為其長年投入「觀光景點」形

象的維護，故在中國的崛起後，在美日市場未流失過多的旅客。本文的內容，主要

是針對 1987 至 2007 年東亞九經濟體相對價格因素及供給面等相關變數改變，對

美、日觀光客選擇旅遊目的地的影響，並做跨國性的比較，藉此來了解美、日觀光

                                                 
4 以「拔尖」、「築底」、「提升」三個主軸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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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佔有率的消長，進而探討彼此間是否存在替代或互補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研究國際旅遊的需求因素，主要是從消費者需求理論進行分析，在

實證分析上，主要是採單一方程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OLS）

與聯立方程式估計（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來建構旅遊需求模型。單一

方程最小平方法主要由旅遊收入（支出）或國際訪客人數為被解釋變數，而以觀光

客的所得、兩國間相對匯率、相對物價、運輸成本、治安問題和其他供給面因素5為

解釋變數，然而 Eadington & Redman（1991）指出，單一方程最小平方法提供研究

國際旅遊需求一個有用的方法，雖能專注於事件的影響程度，但詳盡的程度卻有

限。故許多研究者改採用聯立方程式模型來進行國際旅遊之研究，其中又以 Deaton 

& Muellbauer’s（1980）AIDS（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為代表，此模型假

設經濟個體會決定花多少所得在國外觀光並且嘗試去估計當各旅遊目的國之間的

相對物價及相對所得發生改變時，各目的國國際旅遊市場佔有率之變化。因此，聯

立方程式估計十分適合用來研究各經濟體在國際旅遊競爭力之研究，但模型中所需

之旅遊支出資料蒐集上有其困難，目前各國在旅遊費用方面的統計資料尚未有完整

的資料庫，除了資料年數有限以外，更多資料是用「估計」得到的，以致於此模型

無法使用。 

 De Mello & Fortuna（2005）的文章則是採用動態近似理想需求系統（dynam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DAIDS），探討英國在 1969 年至 1997 年至葡萄牙、西

班牙和法國這三國的觀光需求分析，在模型方面其解釋自我相關分配落後模型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簡稱 ARDL model）、部份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簡稱 PA model）、靜態 AIDS model 此三模型皆為 DAIDS 模型之

特例。Song et al.（2003）以 1988 年至 2000 年香港地區主要十六個來源國為研究

                                                 
5 如政治因素、舉辦大型賽事活動、自然災害或傳染性疾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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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透過經濟理論一般設定方法，接著透過 ARDL 模型建立香港地區旅遊人次

需求模型且進行預測，並指出中國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來源國。 

 Artus（1972）和 Bond（1979）所使用的計量模型為傳統的單一方程最小平方

法，其認為國際觀光如同國際貿易一樣，可視為雙方或多方國家互相輸入（出）旅

遊財貨與勞務。旅遊成本（價格）對估計國際觀光需求佔十分重要的角色，Martin 

& Witt（1987）及 Moshirian（1993）嘗試建立一個結合「相對匯率」、「相對物價」、

「兩地運輸成本」的觀光客綜合物價指數，作為探討價格變動對觀光需求的影響，

在 Martin & Witt（1987）的結果指出，觀光客綜合物價指數並沒有顯著優異之處，

因此其建議單獨使用消費者物價指數（英文全名；CPI）或是消費者物價指數與匯

率兩獨立變數一起使用；Moshirian（1993）認為將兩地相對消費者物價指數做單

一獨立變數使用，在本文中也是適合的。 

 單獨就匯率來說，除了就「相對物價」做討論以外，Moshirian（1993）提出

在浮動匯率之下，匯率的相對波動程度大小，會使得當一國匯率貶值時，不一定會

增加該國觀光客人數。此外大部分文獻認為，觀光客對於兩國匯率變動較旅遊目的

國物價變動來的敏感（Artus, 1972；Truett & Truett, 1987；Crouch, 1992；Moshirian, 

1993），故在計量模型假設上，應將匯率與相對物價作為兩獨立變數，Tsai & Wang

（1998）對來台觀光的日本觀光客所做研究，也支持以上論點。 

 Yair & Liran（2004）利用了三維追蹤資料分析法（three-dimensional panel data 

analysis）進行探討分析，其重點在於各國家間的文化差異、地理因素、風險因子

等對國際觀光需求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文化差異與風險因子對觀光目的國的選

擇具有顯著的影響，而地理因素對低所得目的國具顯著影響力，對高所得目的國則

無顯著影響。但文化差異與地理因素兩變數為固定數並不隨時間改變，不符合本文

研究方向，故不予採用。 

 Shareef & McAleer（2005）則是使用了 GRJ-GARCH model，由種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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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生態體系、犯罪率甚至是恐怖行動等的差異，對各小島國經濟體的旅遊

競爭力的影響。而 Turner & Witt（2001）使用了 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來估計所有有可能影響旅遊需求的變數，其將被解釋變數：旅客人次分成假日旅

客、商務旅客、回國訪親旅客三種，再與其它解釋變數做 SEM 分析，其結果為國

際貿易對商務旅客影響最大，零售業對假日旅客影響最大，新私人汽車牌照登記數

量對回國訪親旅客有顯著的影響，但 SEM 在國際觀光需求競爭力的文章中很少出

現。 

 而 Li et al.（2006）的文章中使用了 TVP（Time-Varying Parameter）模型來修

正原本的 EC-DAIDS 模型，此模型在估計旅遊需求不時變動的旅客時有很大的幫

助，但在其 TVP-EC-DAIDS 模型假設下，其模型很適合用來預測未來，但資料取

得不易，無法進行完整的估計。 

 根據 Tsai & Wang（1998）之模型是以兩階段決策（two-stage decision）為基礎，

並參照國際貿易理論文獻，假設一國之所有消費者之偏好是完全相同的，使分析的

依據由「支出比例」轉變成「觀光客人次比率」的概念，此方法為國際觀光產業研

究另闢蹊徑。本文主要依據兩階段決策所建立的理論模型，利用 1987 至 2007 年東

亞九經濟體觀光競爭力相關資料，以至各經濟體觀光客人次之相對比例為被解釋變

數；解釋變數包括了相對價格、相對匯率及供給面變數，並以三階段最小平方法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進行實證資料之迴歸分析，分別估計與探討影響

東亞九經濟體國際旅遊競爭力的主要因素，並加以比較分析。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論，提出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與研

究架構。第二章為理論模型，詳細推導 Tsai & Wang（1998）的理論模型。第三章

為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在此章節中介紹如何將第二章的理論模型應用在實證上，

並詳細說明資料來源，在第三章末預期實證結果。第四章為實證結果，分別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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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日本市場的實證結果分析並加以說明。第五章為結論，對本文的主題做總

結，並提出未來研究方向。 
 
 
 
 
 
 
 
 
 
 
 
 
 
 
 
 
 
 
 
 
 
 
 
 

圖 1-1 研究架構流程圖 

 

第一章 

緒論 

第二章   

理論模型 

第三章   

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第五章 

結論 

第四章   

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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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模型 

 本文之理論模型，主體架構稟承於 Tsai & Wang（1998）的模型體系，其內容

與假設如下： 

一般而言，一經濟個體在做一旅遊決策有幾個階段。在有限的貨幣所得及其他

限制，如時間，及效用最大化假設下，經濟個體一開始選擇的支出項目上包括旅遊

這個項目；在第二階段，則是考慮國內或國外旅遊；而下一個階段可能是決定到北

美、南美、西歐、東歐、非洲，或者是亞洲地區；最後，如果決定到亞洲地區，則

選擇某一特定國家或區域來旅遊。就上述決策過程可簡化成一個兩階段決策模型如

下： 

一、第 i 來源國的經濟個體 l 之效用函數，其形式可由兩項財貨所構成─「至東亞

地區九個經濟體（簡稱國外）旅遊財貨與勞務」 lit 與「其他商品財貨」 lix 來

表示，效用函數顯示如下6： 

       ,,,1    ,,,1    ),,( IiLluu ilililili KK === xt                        (1) 

       ),,,( 21 iK
lililili ttt K=t  

     ),,,( 21 iM
lililili xxx K=x  

其中 I、Li、Ki 分別為來源國總數、第 i 來源國經濟個體總數及旅遊目的國總

數 。 定 義 lit 及 lix 之 外 生 價 格 向 量 函 數 為 ),,,( 21 iK
iiii ppp K=p 及

),,,( 21 iM
iiii qqq K=q ，且經濟個體之所得為 liY ，則經濟個體 l 之效用極大化可

寫成： 

       ),,(max lililili uu xt=   ... liliilii Yts =⋅+⋅ xqtp                (2) 

二、由於為了描述旅遊目的國之相對競爭力，因此觀光客在各地的「消費支出相對

比例」是一重要指標；然而「相對比例」的函數型態以各國所提供的旅遊財貨

                                                 
6 本文為探討各目的國之間的相對競爭力之比較，因此國內旅遊包含於 l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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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勞務之個別價格較觀光客至該地區願意支出的總金額為佳。進一步可做下列

假設： 

(1) 若國外旅遊財貨相對於其他財貨為「弱可分性」的（weakly separable），則

可形成獨立的「國外旅遊財貨與勞務」的「次效用函數」（subutility function）

─ )( liliv t  

      ),),((),( lilililililili vuu xtxt =                                 (3) 

(2) 若再假設此次效用函數 )( liliv t 為齊序性7（homothetic），則觀光客對兩種財

貨商品，可進行彼此獨立的二階段消費決策。第一階段藉由最適化的過程

選擇最適的 liv 與 lix ，同時決定了最適的「所有國外旅遊財貨與勞務」支出

水準 li
t

li rvY = ；第二階段則決定至「各個旅遊目的地國財貨與勞務」最適量

k
lit ，因此第二階段為解下列最適量 k

lit 之問題： 

      .  s.t.  )(max t
liliilili Yv =⋅ tpt                                (4) 

            ).( i
k
li

t
li

k
li bYt p=                                     (5) 

  其中 ip ：對應於各國 k
lit 旅遊財貨的外生價格 

k
lit ：第 i 來源國的 l 經濟個體至 k 國「旅遊財貨與勞務」的最適量。 

k
liY ：第 i 來源國的 l 經濟個體至 k 國「旅遊財貨與勞務」的最適支出。 

  k
lib ：第 i 來源國的 l 經濟個體至 k 國的最適支出佔「國外旅遊財貨與勞務」

的最適支出的比例。 

 

                                                 
7 齊序（homothetic）的假設，理論上須滿足經濟個體所有目的地國旅遊財貨與勞務。一旦經濟個

體只消費一目的國之旅遊財貨，則此假設就不適用；然而在兩階段決策中，此條件為充分而非必

要條件，因此此假設可簡化效用極大化過程且被廣泛地接受（Varia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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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一國消費者的偏好皆是完全相同的，且經濟個體可「無限制的分割」。將

第 i 國所有消費者加總起來，則最適消費支出比例 k
iβ 將變成 i 國至 k 國佔 i

國觀光客至東南亞地區的比例。將上式兩邊同乘∑k
k

iP ，且已知： 

          ∑ ∑ ∑=k l l
t

li
k
li

k
i Ytp ， 故∑ =

k
k
i

k
i bp 1                      (6) 

          ∑
=

=
iK

j

j
i

j
ii

k
i

k
ii

k
i bppbpp

1

.)()(β ，∑ =
k

k
i .1β                   (7) 

    k
iβ 表示至目的地 k 國比例相對至整個地區的變動指標；若 k

iβ 提高則表示 k

國之競爭力相對上升，反之則相對下降。 

四、 關心相對競爭力之變化同時，我們對於影響 k
iβ 之所有因素亦感興趣。因此引

進 iα 表示偏好的改變，則 )( i
k
i pβ 可改為 ),( ii

k
i αβ p ；除了時間過程之偏好變

化， iα 可解釋為供給面因素所造成的改變，如提昇旅遊觀光客成長政策、廣

告活動及政治事件等。於是 ),( ii
k
i αβ p 可改寫為 )),(,( zp Tii

k
i αβ ，其中 T 代

表時間趨勢，Z 表示供給面因素之向量；由於 k
iβ 對於 ip 為零階齊次函數，所

以(7)式藉由各基期所計算之成長率可表示為： 

      ∑ ∑
≠

++−=
iK

kj n
n

k
in

k
i

k
i

j
i

k
ij

k
i GzGTGpGpG ηεθβ )(                   (8) 

其中 ;  ,  ,  ,  ,0

0

n
j

i
k
i zTpx

x
xxGx β=

−
=  0x 為 X 之基期 

    ,0

0

k
i

j
i

j
i

k
ik

ij
p

p β
β

θ
∂
∂

=  

,0

0

k
i

k
ik

i
T

T β
βε
∂
∂

=  

.0

0

k
i

n

n

k
ik

in
z

z β
βη
∂
∂

= 8。 

由於價格 j
ip 是以第 i 來源國貨幣表示，而觀光客一般支付旅遊費用是以旅遊

                                                 
8 k

iβ 成長率之推導，利用全微分 K
iK

i

k
i

i
i

k
ik

i dp
p
b

dp
p
b

db
∂
∂

++
∂
∂

= ......1
1

及∑ =
k

k
i

k
i bp 1，可得(8)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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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國貨幣；因此必須知道旅遊目的地國與來源國之間的匯率以求算 j
ip 。

假設旅遊財貨在第 j 個目的地國的價格為 j
ip* ，而匯率為 j

iE ，則可得

j
i

j
i

j
i pEp =⋅* 。進一步對上式取對數再微分，可獲得下列式子： 

      ,)()( ** k
i

j
i

k
i

j
i

k
i

j
i GpGpGEGEGpGp −=−+−                   (9) 

其中 Gx 表示變數 X 的變動率，且上式顯示出對於第 i 來源國之觀光客其旅遊

於第 j 個目的地國所產生的成本變動，主要來自兩方面：其一為目的地國家旅

遊財貨價格之變化，另一為匯率變動。 

五、 進一步將第(9)式代入(8)式。然而就國際旅遊文化而言，觀光客較容易掌握世

界各國匯率變動，而較無法精確獲悉旅遊目的國家之物價；這也顯示出觀光

客傾向於對匯率變動較敏感而非旅遊財貨之價格（Artus 1972；Truett & Truett 

1987；Crouch 1992；Moshirion 1993）。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應將匯率變動這

變數從這模型中獨立出，則式子(8)可得： 

       ∑ ∑ ∑
≠ ≠

++−+−=
i iK

kj

K

kj n
n

k
in

k
i

k
i

j
i

k
ij

k
i

j
i

k
ij

k
i GzGTGEGEGpGpG .)()( ** ηεξθβ  (10) 

    本文特依循(10)式的架構對東亞地區之經濟體作進一步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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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藉由第二章理論模型之建立，本章第一節進一步說明樣本、被解釋變數、解

釋變數；而第二節配合理論模型(10)式，就所面臨的問題加以解決，以確定最後實

證模型。本文探討東亞九經濟體對主要來源國－美國與日本訪客的相對競爭關係，

數據資料由 1987 至 2007 年，共 21 年，並採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進行實證分析。 

第一節 樣本 

本文主要目的為研究並比較東亞地區國際旅遊之相對競爭力，其中包括台

灣、香港、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尼、菲律賓、泰國、中國和韓國。就來源國

而言，限制來源國必須佔目的國的國際訪客人數前十大，故本文選用美國與日

本為來源國代表。由於不同的來源國與目的國之間可能存在特殊的文化或政經

關係，所以本文在探討國際觀光競爭力的過程中，針對國與國之間的相關性及

目的國之間的替代與互補性，故針對這個部份作深入探討與比較。 

第二節 變數 

     (1) 被解釋變數 

承接第二章的理論模型，被解釋變數（ k
iβ ）代表第 i 來源國對第 k

目的國的國際旅遊支出佔其對所有目的國國際旅遊支出之比例，但由於

資料不齊全（Morshirian, 1993；Tsai & Wang, 1998；Wang & Wu, 2002），

限於人力、經費問題，觀光收入的統計資料僅能以抽樣的方式再估算，

再者觀光客在觀光目的地國的時間長短不一且平均每日消費變動過大，

藉由計算旅遊收入並非具公信力的選擇變數，因此現今大部分研究仍以

旅遊出入境人數來分析。故本文中將採用每一目的國佔單一來源國到所

有目的國的國際旅客總數之比例為替代變數。為了維持資料來源統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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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本文資料來源皆為 WTO（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出版的

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 

     (2) 解釋變數 

在方程式(10)中包括兩解釋變數，第一組為相對價格變動率；第二

組為影響觀光客偏好之所有變數。就旅遊業而言，主要由一種財貨與勞

務的混合物，其價格之呈現相較其他實物商品複雜，大致上由三種元素

組成，分別為到目的國的交通運輸成本、在目的國購買的商品與勞務之

價格以及匯率，因此各目的地國之 CPI 便成為是旅遊成本之合理估算指

標。台灣與新加坡的 CPI 來自 TEJ 資料庫；其餘經濟體 CPI 資料來源為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9，匯率資料皆來自台灣中央銀行，且所有 CPI 皆以 2005 年作為基

期。 

    在影響觀光客偏好之變數中，首先為時間趨勢（time trend），雖然

在作迴歸實證常被省略，但時間趨勢常被用來顯示偏好的自然改變（O’ 

-Hagan & Harrision, 1984；White, 1985；Crouch & Shaw, 1990）。另一方

面為供給面變數，在研究國際旅遊之相對競爭力中，推廣市場的政府支

出也是重要課題之一；然而此支出的資料不易取得精確的數字，故無法

將此變數納入分析。在方程式(10)中，供給面變數之取得必須合理且具

有重大影響，像是當地的人文活動，如特殊節慶、世界性的體育賽事等，

旅遊業的觀光推廣如馬來西亞的觀光年，當地的政治情勢、治安、經濟

問題，還有天災或流行性疾病等，都會影響國際旅遊的選擇。因此在計

量分析上以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s）來表示是最恰當的。就本文實

證上定義之虛擬變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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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 1996 ⇒  D96 = 1 

        D96 
       other  years ⇒  D96 = 0 

1996 年，香港回歸中國大陸前訪港熱潮。 
 
 

                year = 1997 ⇒  D97 = 1 

        D97 
       other  years ⇒  D97 = 0 

1997 年，香港回歸中國成為特別行政區。 
 
 

                year = 1998 ⇒  D98 = 1 

        D98 
       other  years ⇒  D98 = 0 

1998 年，自泰國開始的亞洲金融風暴。 
 
 

                year = 2003 ⇒  D03 = 1 

        D03 
       other  years ⇒  D03 = 0 

        2003 年，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等地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year = 2005 ⇒  D05 = 1 

        D05 
       other  years ⇒  D05 = 0 

        2005 年發生南亞大海嘯，波及印尼、泰國、馬來西亞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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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模型 

由於各國經濟體之物價所產生之相對價格變動率存在高度相關，因此改採每一

經濟體之單一相對價格，以避免嚴重的線性重合；根據 White (1985)與 O’ Hagan, 

Harrison (1984)，第 i 來源國觀光客所面臨第 k 目的地國相對於其他目的地國的相

對價格，可定義如下9： 

                  ( ) ( ) ⎟
⎠
⎞⎜

⎝
⎛= ∏ ≠kj

wj
i

k
i

k
i

jpprp  

其中 ∑ ≠
=

kj jjj ssw ， js 為第 j 個目的國之觀光客市場佔有率。 

因此，(10)式可推展成(10`)式以作為本文實證分析。 

          
0503989796 0503989796

*

DhDhDhDhDh

GTGrEGrpG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

++= εξθβ
   (10`) 

其中   ∑ ≠
−=

kj
j

ij
k

i
k

i GpwGpGrp ***
； 

           ∑ ≠
−=

kj
j

ij
k
i

k
i GEwGEGrE  

雖然根據需求法則我們可以預期
k
iθ 為負值，但運用於國際旅遊業上卻不一定

如此；假設第 k 目的地國相對於另一目的地國之相對價格上升，則代表有兩種情形

會造成如此。第一種可能是 ( )k
ip 上升，而 ( ) ⎟

⎠
⎞⎜

⎝
⎛∏ ≠kj

wj
i

jp 不變，另一種是

( ) ⎟
⎠
⎞⎜

⎝
⎛∏ ≠kj

wj
i

jp 下降，而 ( )k
ip 不變。在第一情形下，則

k
iθ 將如預期為負，在第二

情形下，
k
iθ 可正可負，但須視第 k 目的地國與其他目的地國間是替代或互補關係。

還有一種可能是 k
ip 與 ( ) ⎟

⎠
⎞⎜

⎝
⎛∏ ≠kj

wj
i

jp 同時變動，則
k
iθ 正負號更難判斷。然而東亞

九國地處鄰近地帶，且各國許多方面相似度頗高，所以假設觀光客視台灣與其他目

的地國為替代關係，所以
k
iθ 則應為負；此一推論亦適用於

k
iξ 。 

                                                 
9 Tsai & Wang (1998)指出(8)式為兩兩相對物價，會產生嚴重線性重合問題，因此依循此模式來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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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利用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檢定檢查共線性時，發現時間趨勢變

數與虛擬變數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在去除時間趨勢後發現即可修正此問題，故以

(11)式作為本文實證分析。 

0503989796 0503989796

*

DhDhDhDhDh

GrEGrpG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k
i

+++++

+= ξθβ
   (11) 

第四節 預期實證結果 

首先是相對物價，由需求法則與假設各經濟體之間為競爭關係可知，預期符號

為負。相對匯率符號預期也為負，而虛擬變數係數符號預期如下： 

一、D96、D97 

 對於美國與日本訪客而言，1997 年香港回歸中國，讓國際訪客心生疑慮，故

香港符號預期為負，但在其前一年，應會引起國際訪客訪港熱潮，所以前一年香港

符號為正。而台灣、新加坡與香港相距不遠且旅遊性質較相同，所以預期台灣與新

加坡 D96、D97 的符號與香港相反。 

二、D98 

 亞洲金融風暴使的亞洲國家貨幣貶值，以印尼、韓國和泰國最嚴重，香港、馬

來西亞和菲律賓也受到較小程度的影響，台灣、中國與新加坡影響最小，所以預期

印尼、韓國和泰國的符號為正。 

三、D03 

 2003 上半年亞洲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台灣、香港、新加

坡與中國都有疫情傳出，也被世界衛生組織（英文全名；WHO）列入旅遊警告名

單，又以香港與中國最為嚴重，美日國際旅客也避免到這些地區旅遊，所以這四國

家的係數預期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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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05 

2004 年年底在印尼蘇門答臘島北端亞齊省西北方外海發生芮氏 8.9 的強震，引起南

亞地區的大海嘯，死傷數十萬人，此次大海嘯波及九經濟體中的印尼、馬來西亞與

泰國，所以對美日旅客觀光意願影響極大，故預期此三經濟體係數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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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本章延續第三章實證模型所得之(11)式，運用聯合估計方法進行實證分析。再

針對各經濟體利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來估計方程式(11)的所有參數。此外由普通最

小平方法於各方程式中可得判定係數（R2）以供參考（參見表 1 至表 2）此外本章

第一節為美國觀光客實證結果；第二節為日本觀光客實證結果。 

第一節   美國市場實證結果 

美國觀光客在九國旅遊目的國的迴歸實證結果列表於表 1。以下將分別就相對

價格、相對匯率及各供給面變數解釋其對國際觀光競爭力的影響。 

一、 相對價格 

就各目的國相對價格（ k
iGrp* ）之估計係數而言，印尼、中國如預

期為負號，且至少有 10%的顯著水準；香港、馬來西亞、菲律賓亦為負

號，但不具顯著水準。此情形由統計資料顯示大部分美國訪客到香港、

馬來西亞、菲律賓主要目的為商務或歸國探親，而這兩類型的旅客，不

管在居住或是購物上都具有相對優勢，且大部分海外僑胞回國探親皆不

太在意物價波動，故美國訪客對香港、馬來西亞、菲律賓的物價變動無

顯著影響。而對於泰國之估計係數為正號具 10%顯著水準，即當相對物

價改變時，泰國與其他經濟體間是否呈現替代或互補關係，當此情形發

生，則 k
iGrp* 係數之正負號就不一定了。再藉由 Gujarati（1988, pp,178-82） 

及 Pindyck & Rubinfeld（1981, pp,128-30）文獻，可找到另一合理的解釋。

可能的原因為某些重要的解釋變數，如交通成本並沒有反映在泰國的消

費者物價指數（CPI）上，於是，正向顯著係數突顯出泰國與美國之間

運輸成本的影響，亦有可能是在實證模型中還有未考慮的因素，故不如

預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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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對匯率 

由實證結果可看出相對匯率（ k
iGrE ）係數，泰國為負號，且具有

10%顯著水準與預期的方向相同。中國的係數為正，且具有 1%顯著水

準，可能是忽略了某些相關的解釋變數，如：總體經濟環境的變動、或

外商直接投資等因素等，這條件與相對匯率習習相關，且對訪客有正面

的影響，且中國自 1979 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公佈以來，一直至今為

止，以成立經濟特區並透過減稅等手段吸引外資，且大部份外資皆投資

在觀光業，故其係數為正值。台灣、菲律賓、新加坡、韓國為負號但不

顯著。而印尼係數為正號但不顯著，主要是因為觀光客在印尼的旅遊支

出大部分是以美元計價而非以當地貨幣計算，因而對匯率變動不敏感。 

三、 供給面變數 

就香港回歸前訪港熱潮（D96）事件與香港回歸（D97）事件而言，

香港雖如預期中係數估計值為正但皆不具顯著性，這可能是中國政府承

諾不干預香港的民主自由，美國旅客對此承諾採信任態度。反觀台灣的

D96 係數為負且具 5%顯著，可能是台灣與香港在美國市場具有替代關

係，且在 1996 年，中共向台灣的高雄與基隆外海發射飛彈，導致美國旅

客不敢前來台灣。再來是泰國 D96 係數為正且具 10%顯著水準，其可能

原因為當年度剛好遇到泰國觀光局為了慶祝設立 36 週年，展開了很多的

慶祝活動，如「泰國旅遊人鳥獎」。其它六國的估計係數不具顯著水準，

D97 則是都不具顯著水準，可能是因為當年度還有霾害的影響，效果剛

好抵消掉。 

再來是亞洲金融風暴（D98）的實證結果，各國的結果皆不顯著，

也可能是受到霾害與社會不穩定的影響，有很多的效果相互抵消。 

而 SARS（D03）的爆發，使得香港係數為負且分別具有 5%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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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中國、台灣和新加坡之係數為負值但不顯著，表示在美國市場，

SARS 的傳染程度只影響小部分的美國旅客；菲律賓和韓國之係數為正

且有 5%的顯著水準，表示美國市場將這二國視香港替代關係，有部分

旅客因 SARS 而轉向菲律賓和韓國旅遊。其它經濟體的估計結果不具顯

著性，比較有趣的是，只要是華人生活圈的國家係數皆為負值，非華人

生活圈的國家皆為正值，可見這次 SARS 事件對華人地區的觀光有很大

的影響。 

最後是南亞海嘯（D05）的影響，雖然印尼、馬來西亞和泰國係數

為負，可是不具顯著性，可能是因為美國旅遊市場在這三國旅遊人數皆

不多（小於日本市場）且算穩定的成長，且佔的比例很低，所以沒有顯

著的改變，且在災後世界各國迅速投入救災，故影響美國觀光客旅遊意

願不大，而其它的經濟體之估計值也不具顯著性。 

第二節   日本市場實證結果 

日本觀光客在九國旅遊目的國的迴歸實證結果列表於表 2。以下將分別就相對

價格、相對匯率及各供給面變數解釋其對國際觀光競爭力的影響。 

一、 相對價格 

在這個部分，台灣的相對價格（ k
iGrp* ）係數估計值同預期為負值

且具有 10%顯著水準。泰國之係數估計值為正號且具有 5%顯著水準。

菲律賓、中國之係數估計值為負號且具有 1%顯著水準。其它經濟體在

此係數不具顯著水準。泰國之估計值為正，可能是因為實證模型忽略了

某些重要的解釋變數，如：交通成本等，日本旅客到泰國的旅遊支出中，

可能交通成本就佔了很大的部分，但這部分並不表現在當地物價上。更

重要的是，日本旅客大多以旅行團形式出遊，而旅行社在行程的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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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較大的議價能力，故日本訪客在旅遊時對物價波動較不敏感。 

二、 相對匯率 

在日本觀光市場中，相對匯率（ k
iGrE ）估計值，台灣、馬來西亞、

菲律賓、泰國皆為負值且皆具有 1%顯著水準，主要是因為日本旅客在

上述國家的旅遊支出大部分以美元計價，相對於美國觀光客，相對匯率

的波動對於日本旅客有較顯著的影響。而中國的估計值為正且具 5%顯

著性，可能是受到外人直接投資的影響，故相對匯率的影響為正。 

三、 供給面變數 

就香港回歸前訪港熱潮（D96）事件與 1997 年香港回歸中國大陸

（D97）事件而言，香港的係數估計值如預期且具有 1%顯著水準。日本

旅客到香港大多是購物、觀光，所以對目的國的政治型態與社會環境有

高度的重視，再從原始資料可看出，1996 年日本旅客大量進入香港，但

是隔年的旅遊人數比例卻比去年減少 10%，可見日本旅客對政治的敏感

度是很高的。韓國的 D96 係數估計值為負且至少有 1%的顯著水準，可

能在日本旅遊市場被視為與香港具替代關係，表示在香港的政治方向改

變時，日本旅客也改變觀光目的國。而在 D97 的係數估計值中，韓國為

正值，且具有 1%顯著水準，其替代關係更是明顯。而台灣與菲律賓的

D97 係數值與香港相反也可能具替代關係，泰國則是因為當地觀光局大

力推動觀光所以係數為正值。 

在亞洲金融風暴（D98）事件中，香港、印尼的係數估計值為負，

且分別具有 1%與 5%顯著水準，香港是因為匯率波動不大，所以不具有

誘因吸引日本觀光客。印尼則是在當年度「霾害」與「印尼排華事件」

的影響，雖然匯率貶值幅度相當大，但是日本旅客為了自身安全不敢前

往印尼。而韓國的係數估計值為正且具有 1%的顯著水準。韓國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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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大幅度貶值而吸引大量的日本觀光客前往，且具有較有穩定的社

會、政治環境，故能吸引日本遊客。 

然而 SARS 疫情（D03）的影響，香港、新加坡如預期的係數估計

值為負且分別具有 1%與 10%的顯著水準，台灣的係數估計值雖為負但

不顯著，可能是因為台灣有關當局的處理迅速且感染人數極少的關係。

而菲律賓和泰國的係數估計值為正，且分別具有 1%與 5%的顯著水準，

可見日本旅客在 SARS 疫情爆發時，選擇前往菲律賓和泰國以取代到疫

區觀光，且只要是華人生活圈的國家係數皆為負值，非華人生活圈的國

家皆為正值，可見這次 SARS 事件對華人地區的觀光有很大的影響。 

最後是南亞海嘯（D05）的影響，雖然印尼的係數為負，可是不具

顯著性，可能是因為世界各國幫助南亞各受災國，唯獨台灣在係數估計

值為正且具 1%顯著性，是因為台灣在 2005 同時開始推動觀光年的活

動，也剛好遇到南亞海嘯，所以日本遊客人數能有顯著的成長，其它國

家係數估計值皆不具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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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論 

本文主要目的為檢視影響各經濟體相對於其他國家之競爭力之因素。首先根據

兩階段決策所建立的理論模型，再來推導實證模型，應用各經濟體觀光客人次之相

對比例為被解釋變數；解釋變數包括相對價格、相對匯率、時間趨勢及供給面變數。

透過「類似的文化背景」及「相鄰的地域關係」為樣本分組原則；以三階段最小平

方法進行資料的迴歸分析，其兩個觀光來源國─美國、日本及九個觀光目的地國─

台灣、香港、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國協五國，在四個不同樣本分組下，主要的發現

有： 

1. 相對價格的影響視旅遊目的及型態的不同而有差異。大多數到香港及新加坡的

美國觀光客對其物價波動並不敏感，因為其主要目的為商務或探親；而日本觀

光客除了到香港及新加坡外，對於東亞其餘旅遊目的地國的相對價格變動並不

敏感，主要因為大多數日本觀光客是以觀光團型態旅遊且其背後通常存在具有

議價能力的旅行社。 

2. 匯率的影響須視觀光旅遊支出是以當地貨幣計價或是以旅遊來源國貨幣計價而

有差異。國際旅遊觀光客的旅遊支出，若大部分以來源國貨幣計價，則對於匯

率變動通常不敏感。 

3. 供給面因素對於國際觀光市場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且對於不同的來源國

及不同的目的地國會產生不同的效果。就香港回歸前訪港熱潮及而言，就美國

觀光客的旅遊情況，韓國與香港並無明顯的替代關係；但對於日本觀光客而言，

香港與韓國具有高度替代關係，效果相對的顯著。而 2003 年的 SARS 傳染病，

香港在此事件中受害極大，對於美國及日本觀光客市場上皆呈現負面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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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有兩項重要議題值得更深入的探究： 

（1）為了提昇國際旅遊觀光市場競爭力，必須針對不同的來源國觀光客

應採取不同的行銷策略。本文發現國際觀光客並非同質，若採相同行銷策略來

吸引觀光客，將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說，要有效的提昇相對競爭力則

應針對不同來源國之觀光客及個別的觀光目的地國家的特性進行深入的研

究，以擬定適當的行銷策略。 

（2）在本文實證結果上，發現與理論相反的相對價格效果，以及不如預

期的匯率效果，可能的因素在於重要解釋變數上有所遺漏，因此，須要更多潛

在的供給面變數及資料，使得國際觀光市場的分析能夠更完整，才能提供更多

有效且有意義的行銷策略，藉此提升國家的旅遊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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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來源國─美國、目的地國─東亞九國 

 台灣 香港 印尼 馬來西亞 菲律賓 新加坡 泰國 中國 韓國 

k
iGrp∗  0.0203 -0.0414 -0.0547* -0.0278 -0.0377 0.0270 0.0991* -0.4050*** 0.0515 

 (1.21) (-2.00) (-1.82) (-0.19) (-0.38) (0.67) (1.91) (-5.16) (0.72) 
k
iGrE  -0.0018 -0.0620 -0.2873 -2.0466 0.0480 0.0003 -0.7298** 0.5178*** -0.0470

 (-0.03) (-1.22) (-1.59) (-1.69) (0.17) (0.00) (-2.93) (4.58) (-0.42) 
D96 -7.8151** 1.4252 8.7760 0.3634 1.1683 -0.9021 20.4367* -7.3639 0.9924 
 (-2.56) (0.25) (0.62) (0.01) (0.10) (-0.14) (2.08) (-0.43) (0.17) 

D97   4.1262 5.1456 -23.4794 -4.4305 14.1322 -0.2960 -15.1511 -21.7759 3.7777 
 (1.31) (0.89) (-1.63) (-0.12) (1.25) (-0.05) (-1.58) (-1.29) (0.65) 

D98 2.7573 -1.4000 -22.7175 -28.9752 12.1906 -7.6111 9.8184 -26.7405 -5.5160
 (0.90) (-0.23) (-1.49) (-0.81) (1.07) (-1.58) (0.99) (-1.63) (-0.89) 

D03 -1.9070 -13.7705** 5.5720 21.0786 28.6137** -0.9712 13.3423 -8.0603 15.9616**

 (-0.61) (-2.31) (0.39) (0.59) (2.43) (-0.16) (1.34) (-0.49) (2.72) 

D05 -4.5755 -2.0122 0.6734 -16.9794 7.1292 5.1688 -2.9977 -2.9641 -3.5975
 (-1.42) (-0.33) (0.05) (-0.46) (0.59) (0.81) (-0.30) (-0.17) (-0.59) 

          
2R  0.638 0.398 0.324 0.298 0.353 0.325 0.465 0.905 0.436 

註：表中括弧值為 t 統計值。***、**及*分別代表 1%、5%、10%之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

著性。R2值來自 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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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來源國─日本、目的地國─東亞九國 

 台灣 香港 印尼 馬來西亞 菲律賓 新加坡 泰國 中國 韓國 

k
iGrp∗  -0.0644* -0.0298 -0.0411 -0.0210 -0.1492*** -0.0317 0.0801** -0.4846*** 0.0988 

 (-1.96) (-1.37) (-1.48) (-0.18) (-4.37) (-0.51) (2.39) (-4.37) (1.53) 
k
iGrE  -0.4094*** -0.0636 -0.3718 -2.1889*** -0.3088*** -0.1841 -0.6631*** 0.4563** 0.0153 

 (-3.26) (-1.27) (-1.75) (-4.01) (-3.45) (-1.25) (-4.04) (2.22) (0.12) 
D96 -10.9344 40.9626*** 9.9239 -7.1934 -3.9260 -9.0119 2.5780 -15.5882 -21.3866***

 (-1.72) (8.86) (0.70) (-0.23) (-0.40) (-1.13) (0.38) (-0.56) (-3.33) 

D97   14.9297** -32.2204*** 8.6242 -0.2264 23.7763** 10.7493 12.8009* -6.5015 21.7330***

 (2.31) (-6.82) (0.59) (-0.01) (2.41) (1.29) (1.91) (-0.24) (3.40) 

D98 6.9637 -21.8297*** -39.3963** -19.2388 10.9874 -7.1068 9.4253 -15.4368 29.0836***

 (1.07) (-4.44) (-2.53) (-0.60) (1.11) (-0.86) (1.39) (-0.57) (4.38) 

D03 -7.4742 -15.0418*** 0.9323 -18.2490 35.0168*** -13.8357* 15.9656** -15.2915 8.1299 
 (-1.13) (-3.16) (0.06) (-0.55) (3.50) (-1.80) (2.29) (-0.57) (1.23) 

D05 24.4593*** 3.8841 -16.5774 2.0791 15.2854 -0.7903 -0.2433 -8.9154 0.4715 
 (3.61) (0.81) (-1.11) (0.06) (1.50) (-0.10) (-0.03) (-0.32) (0.07) 

          
2R  0.702 0.934 0.487 0.255 0.560 0.606 0.533 0.773 0.782 

註：表中括弧值為 t 統計值。***、**及*分別代表 1%、5%、10%之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

著性。R2值來自 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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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 2009 

圖 1：1987-2007 全世界旅遊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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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2：1987-2007 東亞九經濟體國際訪客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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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3：東亞九經濟體國際訪客總人數佔全球市場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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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4：東亞各經濟體國際訪客人數佔九經濟體到訪總人數的比例10 

                                                 
10 圖中右邊座標軸為中國大陸的百分比，左邊座標軸為其它八國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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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5：東亞九經濟體在美國市場的相對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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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6：東亞九經濟體在日本市場的相對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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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一  

圖 7：美國與日本至東亞九經濟體總人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