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言 

第一節、研究緣起與目的 

在全球化高度整合與技術快速變革的競爭下，會議和展覽活動

(以下簡稱會展活動)除了具教育意義，也是全球競爭中非常重要的展

示、溝通平臺，並且會展活動還能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如航空、旅遊、

交通、餐飲、飯店、公關、口譯、廣告、印刷、裝璜、設計、物流、

報關、儲運、消防、保全警衛、環境清潔等等，所能帶動之產業關聯

非常可觀，每投入 1 元支出，約可帶動 7-10 元之周邊經濟效益，因

此各國莫不將會展產業是為增加國家競爭力的重點工作。在臺灣政府

除了將會展產業選定為未來服務業重點之一外，行政院亦於 93 年核

定「全國服務業發展綱領」，據此，經濟部「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

畫」及「臺灣會展躍升計畫」自民國 94 年推動至今，現更持續執行

「臺灣會展領航計畫」，將臺灣會展業推向新紀元， 期望促使會展產

業於 2020 年產值達新臺幣 512.5 億元、在臺舉辦協會型國際會議數

達 310個，來臺參加會議國外人士達 23.5萬人。 

此外，由全球區域競爭思考，國家或城市成功舉辦會議、展覽、

節慶或賽事活動，除了實質經濟效益外，也使國家/城市知名度提升，

甚至扭轉國家形象等無形且持續之效應，然而正因為會展產業的關連

甚廣，影響會展產業發展的因素也同樣眾多，大到一個國家的整體產

業聯結、基礎建設、交通運輸、土地規劃利用、細至對環保、性別、

社會安全之重視，諸多變項都可能是影響否能成功舉辦國際會展的關

鍵，而且所有因素必須是長期累積，逐步建立起口碑，非一蹴可及，

因此，會展產業的競爭力除了會展本身展場的基礎設施外，在全球會

展的競爭上，亦需將相關影響因素一併納入考量，方能了解我國發展

會展產業的優劣面向，據此以發展出適合我國會展產業之最佳路線，

逐步累積我會展產業的品牌與全球競爭力，鑒此，本研究將探討整理

影響會展產業全球競爭力之因素，了解臺灣發展會展產業的潛力與利

基，根據客觀評量項目，以產業全球競爭力的觀點定位我國會展產業

最適方向及發展策略。 

 

 



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方法 

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促使各國注重國家競爭優勢的累積

與競爭。早期古典經濟理論學家李嘉圖駁斥了絕對優勢的概念，而主

張比較優勢才是促進國際經濟發展與貿易的重要思維。國際貿易理論

與實務提供競爭又合作的絕佳印證，運用比較利益原理所顯現的相對

貿易優勢，能促進國際之間透過相互貿易而進行經濟合作，並進一步

促進彼此的經濟成長。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競爭、而是因為彼此瞭解相

互的優勢所產生的合作，因此而稱之為優勢互補。引用此一名詞需要

深究此一用語的背後含意，始能對國家競爭力一詞之意義具備確切的

理解與應用。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詳如(圖 1.2.1)。首先以宏觀面掌握全球重要會

展市場的發展特色與趨勢，其次透過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觀察

臺灣與主要競爭對手之優劣勢，以及臺灣會展產業的競爭地位，其中，

競爭對手的選樣基礎係依據市場規模、地理區域、於 UFI與 ICCA排

名相近之地區等因素選取，初步以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馬來

西亞、泰國、中國大陸等亞洲主要會展市場為主要競爭對手。接著剖

析各競爭對手在評比指標中的利基點與特色。最後彙整量化與質化之

綜合分析結果，歸納臺灣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策略方案與建議。玆

將研究方向與內容說明如下： 

A.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 

關於會展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基礎，傳統上以及目前一般研究

係依據 UFI與 ICCA的統計資料，惟其指標項目有限，無法深入掌握

各市場的發展架構，故本研究輔以 Porter的鑽石理論與國際競爭力指

標(2009)，以平衡宏觀面與個體面的評比架構，但其指標內容過於廣

泛，因此無法對各市場一一進行比較，尚須依據會展產業特性酌予調

整或另尋代理變數(proxy)。另，會展產業的成功要素與目的地行銷息

息相關，故過去文獻亦曾採行目的地行銷管理的指標評比1，以說明

主要市場吸引國際會展與觀光客的成功之道。綜上所述，本研究首先

必須釐清評比指標的依據與需求，方得進行後續的會展國際競爭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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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nd Destination Perspectives, Helsinki, Finland, pp. 467-478. 



較分析。 

彙整上述 UFI與 ICCA的競爭力排名指標、Porter的國際競爭力

指標、會展與旅遊目的地指標等三大類的過去文獻，可將會展國際競

爭力指標歸納為 5大類：總體環境、政策架構、軟硬體資源、行銷策

略、產業環境，分述如下： 

(A)總體環境分析 

本項目指標主要為各經濟體之經濟規模、人口、經濟發展程

度等項目構成。由於各市場的經濟穩定度、經濟發展程度對會展

產業的供給面與需求面為其基本影響因素，故須優先考量並說明

之。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新興市場的崛起，全球會展市場亦因應國

際變遷趨勢而調整發展策略，故 UFI每年對其會員的經營狀況進

行調查，並發布年度別、區域別之調查成果報告。因此，本研究

亦須隨時掌握國際各主要會展公協會與研究機構所發布的產業

調查資訊，以彙整歸納國際會展產業的發展情況，俾即時提供相

關因應策略以掌握商機。 

(B)政策架構分析 

本項目指標包括政策支持度、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外國商旅

入境數等。其次彙整主要市場的官方機構在推動會展產業上，其

主要核心視野與策略為何？說明其目標定位、配套措施，以及主

管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的合作方法。另探討有哪些法規及相關配

套的機制與組織變化、租稅制度，對國際合作、吸引外資之改善

與激勵作法。 

 (C)軟硬體資源分析 

本項目指標可包括三類：基礎或硬體設備、人力資源、關聯

產業等。 

a.基礎建設分析 

(a)會展軟硬體設施因應節能環保與科技化趨勢的作法。 

(b)會展融合地方特色的作法。 

b.人才資源分析 

(a)分析會展人才的國際化定義，以及統計具國際語言、國



際禮儀及專業證照制度之人力資源數量。 

(b)彙整各國培訓具國際觀、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源方法。 

(c)掌握國際會展人才之認證標準。 

c.關聯產業(例如住宿、餐飲、零售）資源的完善程度。 

(D)行銷策略分析 

就指標面觀之，行銷策略的比較分析多採定性研究，故在量

化部份僅以價格面、國際組織參與度等觀察。 

a.主要市場推動會展品牌與國際形象作法。 

b.品牌會展活動的發展與特點。 

c.城市行銷、目的地行銷的定位、市場區隔、與推廣策略。 

d.主要市場推動會展國際行銷的新作法。 

e.參與國際組織的層面與程度。 

(E)產業環境分析 

本項目指標包括會展產業家數、外資企業數、辦理國際會展

數等。 

a.各國會展產業的產業結構與業態、會展企業競爭合作、國

際策略聯盟的情形與經營模式。 

b.外商投資、外資企業參與市場之程度與方式、特色。 

(F)彙整歸納全球以及上述主要會展競爭對手市場推動會展產業

的 SWOT分析，並將各會展競爭對手的發展特性與臺灣現況

比較，以釐清臺灣面對這些競爭挑戰的優劣勢、策略及具體

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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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方法與流程詳如圖 1.2.1。首先釐清會展產業國競爭力

的比較基礎，其次蒐集相關文獻、報導以及次級統計資料，包括國內

外會展產業的發展趨勢與國際化策略、國際重要會展特色與國內外主

要國家發展情形。接著進行深度的市場與會展調查，包括國內專家業

者的座談與訪談，並透過本會遍佈國際的海外駐點調查國際主要市場

的會展發展情況、政策措施，以及對臺灣會展產業的看法以及參與或

合作需求、意願與建議。 

彙整次級資料，以及國內外調查得到的初級資料之後，進行國際

競爭環境分析，包括臺灣與主要會展競爭者的優劣勢、國際會展產業

的發展趨勢與因應策略、標竿國家與業者的國際競爭力方案等，所有

的統計分析資料與策略規劃報告均邀請專家學者與標竿業者協助研

判、篩選與分析，並輔以外貿協會在全球所進行深度研究與歸納統整，

最後得出研究建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