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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9年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9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地點：文心 6-1會議室 

參、主席：洪副主任委員誌宏代理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觀光旅遊局專題報告「後疫情時代臺中市觀光振興規劃」（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周委員天穎： 

一、疫情後觀光蓬勃發展，國旅盛行，交通顯得相形重要，如何到

達、如何停車等一般性的訊息，可以科技的方法提高便利性，

如 iBike、iRent之 APP使用，更有效率的傳達資訊。 

二、今年臺中購物節辦理相當成功，惟民眾在 APP 使用上略有抱

怨，產生負面消息及遺憾，影響 APP的評價，建議未來市府辦

理大型活動應留意輿情，透過新聞局即時應對及說明。 

三、如何吸引觀光客，需針對不同客群規劃不同的推廣方式，以拍

攝宣傳影片為例，年輕人、親子、銀髮三種不同的族群想法不

同、喜好也不同，應酌分宣傳的對象，設計不同型態的宣傳內

容。 

四、臺中商圈包含一中商圈、逢甲商圈、東海商圈、繼光商圈、勤

美園道商圈等，應先瞭解特色商圈所吸引的客群、商品為何，

以規劃不同行銷的方式。另亦可引用跨界結盟，如米其林、必

比登，引發民眾的好奇、體驗，帶動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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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建元： 

一、疫情過後，民眾的消費習慣有所改變，已非傳統模式，不再回

到原點;商圈型態也已改變，商業區萎縮，實體商店沒落，雲

端購物盛行。現今為資料經濟，市府應超前佈署，建議從 APP

數據，結合新科技，來分析、規劃整體產業模式。另辦理任何

活動亦應蒐集數據，作為下次調整的參考。 

二、建議市府開發新景點，培育更多題材及創新行銷作法。 

三、疫情期間，臺灣防疫有成，在國際間發光發熱，除國際間邀約

增加外，在疫情結束後，也可能增加外國觀光客，必須思考臺

中的國際化、雙語化是否足夠，及解封後臺中的亮點、賣點為

何。 

 

朱委員庭逸： 

一、臺中在觀光宣傳上有雄厚的底蘊及基礎，惟觀旅局的簡報雖有

清楚的計畫及目標，卻缺乏畫龍點睛及重點。建議參考交通部

觀光局的影片，在吃、住、玩等不同面向先行分類，讓人容易

找到線索。 

二、行銷品牌需找出靈魂及個性，用適當介面作宣傳，如大玩臺中

FB 中圖片及臺中伯朗大道宣傳影片，缺乏創意及企劃，不具

吸引力，無法令人感受到好玩、好吃，建議參考「咱的台中」

影片，搭配導演吳念真的口白，以鳥瞰視角，一探臺中的自然

美景與人文建築，觸及人心，令人感動。因此，市府對外的影

片及宣傳，應加強包裝及介面管理，吸引注意。 

三、臺中宣傳資源有限，建議可借力使力。臺灣設計展是每年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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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大型設計展會之一，今年將在 10月 1日於新竹市登場，

在舊城區規劃 2公里展區，邀臺灣設計好手、在地公司及傳統

產業米粉、貢丸等參展，注入設計、創意、美學能量，讓人感

受風城魅力，這是整座城市的展覽，對於城市行銷有很大的幫

助，是很好借力使力的方法。去年臺灣設計展在屏東，將展場

設計為超級市場，展現特色產業，榮獲全臺第一之經典標竿。

因此，建議臺中可借助中央資源，整合創意，行銷臺中。 

 

李委員君如： 

一、就觀光發展的要素觀之，地方/城市吸引力的內涵需與各局處

協力，共創更高價值；連結供需市場的交通、資訊與行銷，則

可持續優化與創新。考量分眾市場特質的執行作為的效益分析

（更細膩的目標客群定位、分析與操作、檢討），作為再精進

的參考。 

二、如何掌握與善用疫情危機所促動的轉機，為當前的重要課題。

更有系統的數據蒐集分析與因應策略的討論與思考可能是必

要的（R&D)；以此為基礎發展產業內部增能、外部品牌行銷、

市場有效媒合、效益共構機制。 

三、短期因應策略到長期的政策佈局，未來性的引導可再強化。更

深入了解因疫情促動的需求與行為改變，預測可能的國旅、國

際觀光的旅遊產品與通路的質變與量變，預為準備以等待疫情

過後的觀光發展。 

 

柒、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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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府是一體的，振興臺中市的觀光發展並非只由觀光旅遊局單

打獨鬥，而是需交通局、文化局、經濟發展局等相關局處通力

合作。 

二、囿於宣導預算經費有限，導致宣傳量能不足，效果不如預期，

市府團隊每一份子皆需努力透過各個管道，讓民眾有感。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下午 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