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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香川縣的高松機場（Takamatsu Airport，IATA 代碼：

TAK），是四國地區主要的聯外國際機場。高松機場於 107 年 4

月轉型為民營公司，為發展成為四國地區第一的國際機場，高松

機場成立顧問委員會，召開顧問委員會議，邀請專家學者、政府

部門及國際機場代表交流機場營運發展，聽取委員建議以提升機

場營運效能及推動航線擴充。本公司於 108 年 4 月 2 日與高松機

場簽訂姊妹機場備忘錄，高松機場並依據備忘錄，邀請本公司指

派代表擔任其顧問委員會成員。 

本行係應高松機場邀請本公司出席參加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會

議，提供機場發展規劃相關建議。本公司由企業發展處羅文惠擔

任代表，參加會議。於委員會中與出席的代表就國家航空管理、

外國觀光客入境旅遊(赴日觀光)、觀光產業、交通政策方向(2024

年問題現況、勞動力短缺、觀光公害、航油採購等)、如何因應

因國家政策以致機場營運成本增加等議題進行對談，提供高松機

場運營活動之諮詢，本公司並提供第三航廈引進之先進技術與服

務，及台灣國內外航線復甦程度及未來展望，供高松機場參考，

鞏固本公司與高松機場之友誼關係，深化並擴大今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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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日本四國地區共有高松、松山、德島及高知等 4 個機場，其中香川縣的高

松機場(Takamatsu Airport，IATA 代碼：TAK)，是四國地區主要的聯外國際機

場。 

高松機場於 107 年 4 月轉型為民營公司(Takamatsu Airport CO., LTD.)，為發

展成為四國地區第一的國際機場，高松機場成立顧問委員會，召開顧問委員會

議，邀請專家學者、政府部門及國際機場代表交流機場營運及未來發展規劃，

聽取委員們建議以提升機場營運效能及推動航線擴充。 

本公司於 108 年 4 月 2 日與高松機場簽訂姊妹機場備忘錄，高松機場並依

據備忘錄，邀請本公司指派代表擔任其顧問委員會成員。本公司於 108 年至 109

年(Covid-19 疫情前)皆派員參加該顧問委員會，定期交流並分享機場營運經驗。 

疫情過後，航空業逐漸復甦，高松機場公司並再次邀請本公司出席高松機

場顧問委員會會議，提供機場發展規劃相關建議。本公司由企業發展處羅文惠

擔任代表，參加會議。於委員會中與出席的代表就國家航空管理、外國觀光客

入境旅遊(赴日觀光)、觀光產業、交通政策方向(2024 年問題現況、勞動力短

缺、觀光公害、航油採購等)、如何因應因國家政策以致機場營運成本增加等議

題進行對談，提供高松機場運營活動之諮詢，本公司並提供第三航廈引進之先

進技術與服務，及台灣國內外航線復甦程度及未來展望，供高松機場參考，鞏

固本公司與高松機場之友誼關係，深化並擴大今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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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次出國行程共計 4 天， 詳如表 2.1。 

 

表 2.1 出國行程表 

日期 行程 說明 

113 年 6 月 27 日 

(星期四) 
臺北 -> 高松機場 CI 178 

113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五) 
出席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  

113 年 6 月 29 日 

(星期六) 

參訪高松機場新設設施及

預計擴建用地 
 

113 年 6 月 30 日 

(星期日) 
高松機場 -> 臺北 CI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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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紀要 

 

一、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介紹 

  高松機場公司為了於推動高松機場發展主計畫（master plan）期間能夠獲

得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意見與建議，以使計畫更為完善，順利完成；並希望提升

機場營運效能及推動航線擴充，特成立「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 

 

 

圖 3.1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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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 疫情發生之前，該委員會的成員共有 10 位，分別來自學術

單位、各國機場、地方議會、經濟及觀光團體，以及四國運輸局等單位。在

疫情之後，高松機場公司檢討顧問委員會的運作，精簡常任委員的組成，並

視發展需求個別邀請經濟及觀光團體提供建議。目前常任顧問委員會成員計

有四名，詳表 3.1。 

表 3.1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組成 

 

顧問委員會規劃於每年 5~6 月間舉辦一次，主要議題包含年度經營成

果(包含運量、財務狀況等)、相關活動報告，以及未來年度經營計畫報告與

發展規劃等，並於每次會議前提出相關議題，請顧問委員先行準備，於會中

交叉對談、討論。本次顧問委員會於 113 年 6 月 28 日舉辦，高松機場公司

於會議前先行向本公司說明本次顧問委員會的規劃，以及希望本公司分享有

關台灣國內及國際航線復甦情形及與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引進先進技術與服

務之規劃。 

  

視野 所屬 職銜 姓名

慶應義塾大學 教授 *******

香川大學 教授 *******

其他機場事例 桃園國際機場 副處長 羅文惠

二次交通 四國運輸局 局長 *******

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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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 第十屆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於 6 月 28 日召開。會議議程包括： 

(一) 2023 年度財務業績摘要 

(二) 2024 年度經營計畫報告 

(三) 議題討論 

1. 國家航空管理、外國觀光客入境旅遊 (赴日觀光)、觀光產業、交

通政策方向 (2024 年問題現況、勞動力短缺、觀光公害問題、航

油採購等) 

2. 如何應對因應國家政策而使機場營運成本增加的問題 

3. 如何活用航廈外的用地 

4.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引進先進技術與服務 

5. 台灣國際線及國內線客運量復甦程度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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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 第十屆會議內容 

年度財務業績及經營計畫報告為高松機場內部資料，僅摘錄大綱 

(一) 高松機場 2023 年度財務業績 

高松機場 2023 年國際線加上國內線總旅客人數及收益，都恢復到新冠

疫情爆發前的 90%水準。 

營運現金流量、EBITDA(稅、息及折舊攤銷前的獲利)連續四年轉為正值，

但借款餘額仍居高不下。 

(二) 高松機場 2024 年度經營計畫報告 

1. 國內航線 

(1) 國內線班次數已恢復到新冠疫情前水準，惟因改以較小型的航

機執飛，整體座位數供給呈現減少趨勢。 

(2) 羽田航線的旅客數僅恢復至疫情前 90%水準，商務需求尚未完

全恢復。 

2. 國際航線 

(1) 2024 年高松機場夏季班表的班次數已超過疫情前水準，並預計將

創下歷史新高。 

(2) 受到日圓貶值等因素影響，東北亞地區航空公司開航的意願很高，

而東南亞地區則處於需求創造階段。 

表 3.2 高松機場疫情前後國際航線班次數比較表 

航班數/週 航班數/週 平均乘載率

2019夏季班表 2024夏季班表 2023.4~2024.2

首爾航空 首爾 7往返 7往返 86%

春秋航空 上海 5往返 4往返 _

中華航空 桃園 7往返 5往返 77%

香港快運航空 香港 4往返 5往返 _

星宇航空
台中

(定期包機)
_ 3往返 _

23往返 24往返

航空公司 起飛地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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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收益的措施 

(1) 2024 年 3 月 31 日開始導入國際線旅客服務設施使用費(PSFC)

及國際線旅客保安服務費(PSSC)。 

(2) 2024 年 4 月 1 日開始，調整國內航線安檢費增額(廢除根據搭

乘率設定的上下限)。此舉是響應中央政府要求，改善安檢人員

的待遇及提升安檢的效率。 

(3) 擴大停車場尖峰時段收費的適用時段(例如三連休)，並擴大共享

汽車的停車空間。 

(4) 活用立體停車場的牆面，設置大型廣告空間，並提高人氣位置的

廣告定價。 

 

圖 3.2  2023 年高松機場立體停車場 圖 3.3 2024 年高松機場立體停車場(已

設置大型廣告，增加機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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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討論 

1. 日本政府的訪日旅遊、觀光、交通政策的方向 (2024 年問題現況、

勞動力短缺、觀光公害問題等) 

(1) 四國運輸局河野局長 

新冠疫情結束，加上日圓貶值的趨勢，使得日本的外國觀光客人

數快速恢復。外國觀光客雖然促進日本疫後經濟復甦，然而日本

國內勞動力不足，以及過多外國觀光客湧入，已經對於日本當地

居民生活、交通、環境，乃至於文化造成困擾。 

尤其外國旅客集中至觀光地區，人數遠超越當地負荷時，便形成

「觀光公害」（over tourism），如何在觀光與公害之間取得平

衡，成為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新挑戰。 

依據目前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研討的初步「解方」，將針對國內與

國外旅客採取不同定價，以解決日益嚴重的觀光公害，包含「住

宿稅」、「通行費」等等。另為保護文化遺產，亦將對觀光客發出

禁令，觀光客不得進入私人管理的巷弄。 

(2)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加藤教授 

接續上一屆顧問委員會的建議，除了高附加價值旅遊之外，為了

減少觀光客過度集中而產生的觀光公害，建議政府可以因應體驗

式旅遊風潮興起，順勢推廣「探險旅遊」（Adventure 

Tourism），包含在旅程中納入「體育活動」、「自然環境」及「文

化體驗」三大要素，將擠在東京、大阪、京都等都會區的觀光

客，吸引至二、三線城市，進一步擴大觀光效益，也期待能減少

觀光公害。高松地區非常適合推廣此類觀光型態，可藉此一政策

間接增加高松機場的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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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空燃料不足問題 

(1) 高松機場 

日本地方機場因為航空燃油不足，相繼發生航空公司無法增加航

班的情況，甚至連成田機場也無法倖免。 

高松機場的國際航班亦受到影響，以星宇航空開航台中—高松航

線為例：初期以包機方式營運，隨著運量成長，原訂於今(113)

年 7 月改以定期航班飛航；惟因高松機場所分配到的航空燃油不

足，如以定期航班飛航，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航空燃油；原協調星

宇航空改採出發地(台中機場)加滿油或是持續以包機方式營運此

條航線，後經星宇航空評估，如採出發地加滿油方式營運，必須

相應將可售座位數減少，爰星宇航空決定持續以包機方式營運該

航線。 

無法供給航空燃油造成無法滿足新需求是十分嚴重的事態，希望

政府能早日解決此一問題。也想請桃園機場公司分享台灣是否也

面臨同樣的問題。 

(2) 四國運輸局河野局長 

關於航空燃油不足乙節，經檢討原因有二：燃油供應商減少供應

航空燃油，以及從煉油廠運送燃料的船隻不足所導致。然而再深

入討論航空燃油不足問題，可發現除了燃油供應商低估航空用油

恢復成長力道外，勞動人力不足，仍是主要原因：今(113)年 4

月日本政府對於加班的新規定，導致油罐車司機人力出現缺口，

加以燃料船由於工作環境不佳(辛苦，而且船上沒有網路)，長期

存在召募人力不足的問題，以上原因都擔誤了機場航空燃油的運

輸。短期政府將先以向韓國進口解決燃眉之急，長期而言，解決

運輸人力短缺問題，更是政府未來施政重點。(目前正著手進行

鼓勵自衛隊隊員退役後，加入運輸駕駛彌補人力，並改善船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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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環境，並裝設網路，以增加年輕人就業意願)。 

(3) 桃園機場公司 

桃園機場以及台灣地區其它機場之航空燃油供應充足，並未出現

供給不足情形。 

目前在桃園機場，為達成淨零碳排目標、加速航空業減碳，刻正

進行於機場添加永續航空燃油(SAF)之試行計畫，預計明(114)年

上半年由台灣中油公司為國籍航空航機首次添加 SAF，加速國

籍航空碳排放減量。 

3. 如何應對因應國家政策而使機場營運成本增加的問題 

(1) 高松機場 

由於原物料價格及勞務成本(日本基本工資調整)上漲，讓機場設

施的維護管理和更新成本也隨之增加並造成負擔，高松機場公司

刻正尋求如何轉移這些成本的方法，包含增加收費及持續擴展國

際航點。 

增加收費部分，2024 年 3 月 31 日開始導入國際線旅客服務設

施使用費(PSFC)及國際線旅客保安服務費(PSSC)、4 月 1 日開

始，調整國內航線安檢費增額(廢除根據搭乘率設定的上下限)。

此舉是響應中央政府要求，改善安檢人員的待遇及提升安檢的效

率。 

持續擴展國際航點，除了目前首爾、上海、香港及桃園機場的定

期航線外，今(113)年亦開航了台中(星宇航空)及胡志明市(越旅

航空執飛)之包機業務，展望未來將持續拓展東北亞及東南亞航

點。 

(2)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加藤教授 

依據日本觀光統計數字，70%觀光客仍為國內旅客，爰建議高松

機場除了上述持續拓展東北亞及東南亞航點之外，亦可朝增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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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除了現行成田、羽田及那霸機場外)航點的方向努力。 

惟日本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以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現已邁入高

齡，建議高松機場可與航空公司及當地旅遊業者合作，針對此一

消費力高的高齡旅客，設計適合的旅遊行程，在淡季時促銷，提

昇高松機場在離峰時期的旅客數。 

4. 桃園機場專題分享 

本次會議前，高松機場即與本公司連繫，希望本公司能於委員會中

分享第三航廈引進先進技術與服務，以及台灣國際線及國內線客運

量復甦程度與未來展望。以下摘要本公司分享內容： 

(1) 第三航廈引進先進技術與服務 

主要分享第三航廈的規模、設計理念，資通訊系統、PMS、

CUTE/ONE ID、自動靠橋系統，及智慧化系統清潔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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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國際線及國內線客運量復甦程度與未來展望 

除了分享全台灣國際及兩岸、國內線之復甦情形以及未來運量推

估，並著重分析桃園機場客、貨運量之恢復及長期展望，另由於

桃園機場自 2022 年第四季解封後，航空公司逐漸恢復航網，國

際航空拓展越洋航航點及增開航班，加上桃園機場開辦美國地區

出發旅客轉機一站式安檢(OSS)大幅簡化轉機程序，與優化標誌

提升旅客便利性及轉機時間，對於航網的恢復都有正面的貢獻，

爰特別分享了桃園疫後旅客來源組成分析及轉機情形與香港及中

國大陸的轉機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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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高松機場公司經營策略緊扣政府政策 

高松機場為小型機場，規模及運量皆不及桃園機場，但高松機場自 2018

年民營化之後，非常積極提昇機場運量及營收，透過持續參與國際活動，主

動與航空公司代表及目標市場所在之地方政府連繫，爭取在高松機場開航機

會。 

考量小型機場的運作受政府施政影響大，例如日本基本工資調整，造成

包含設施的維護管理、工作人員的待遇等，使得機場經營成本隨之增加，爰

高松機場公司密切觀注日本政府政策，提前因應，在政策實施後隨即做出反

應，積極尋求增加收入的方法和管道。 

於顧問委員會議中，亦可感受到高松機場經營高層相當重視日本政府對

於訪日旅遊、觀光、交通政策的方向，例如因應日本政府可能針對「觀光公

害」（over tourism）所採取的策略、近期日本境內航空燃油不足等問題，高

松機場公司高層積極利用會議面對面的機會與國土交通省四國運輸局官員

溝通，瞭解政策方向，以及表達相關政策對於機場經營可能產生的影響，並

提出希望中央政府協助的地方。 

二、 高松機場公司與公部門進行人才交流學習有利營運 

高松機場公司的經營股份中，地方政府占了 10%，地方政府除了定期

參與顧問委員會瞭解經營狀況外，並透過派員至機場工作(期間約 2 年)交流

學習方式，瞭解機場實際的工作流程、運作情形及面臨問題；而高松機場公

司的同仁也能透過與公務部門同仁的日常工作合作，瞭解公務部門的思維，

透過來自外來的刺激，讓原本雙方的成員瞭解不同立場的觀點，有利後續公

私部門間的合作，進一步促進機場的營運順利。 

以本次會議期間接觸到來自四國運輸部門的同仁為例，她原本負責的業

務是籌劃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透過人才交流，讓四國運輸局與高松機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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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後續國際藝術祭的籌備上能更緊密的合作，在展期的選擇、地點的安排、

機場尖離峰時段工作人員調度上都能更為完善。使參加的人次增加，也提升

機場的運量，機場方並透過及早的安排使得旅客的服務更為效率也提高服務

的品質。 

三、 機場經營面臨相同的困擾—公共藝術品的處理 

本次參加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議，高松機場公司同仁安排未來擴建用地

的參訪，行程中經過一處大型吊掛物，就位於既有用地與擴建用地的交接處，

高松機場公司同仁提及此一大型吊掛物為瀨戶內國際藝術師的作品，贈予機

場做為公共藝術品。惟隨著擺放時間愈長，後續養護困難的問題逐漸浮現，

目前該藝術品更是位於擴建用地上，造成後續擴建設施設計的限制。 

此類要兼具「公共性」與「藝術性」的問題，在台灣也同樣存在著。最

開始公共藝術品的設計、擇定與擺設，只單純從藝術性出發，未考慮到設置

地的環境、營運動線等面向，這麼一來沒有考慮到環境動線，反倒破壞了原

本的空間。加以機場更是一個需要快速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做出改變的場所，

更是容易有維護上的困難。爾後如果能從藝術導向，走向以公眾為主、從單

純把藝術品擺放在開放空間，轉為同時顧及公眾需求，透過重新詮釋與調整，

與當地環境有更深刻的連結，同時也能夠提升民眾的美學素養以及對機場環

境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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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2 高松機場國際航廈內公共藝術位於擴建用地上限制了設計彈性 

 

四、 應持續與其它機場建立良好關係 

機場的營運與國際事務運作習習相關，建議後續本公司應持續與國外機

場管理單位建立良好關係，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促進與其它國際機場合

作的之機會。 

藉由歷年來持續參與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與高松機場代表分享機場營

運點滴，並提供相關建議，建立良好的互動(今年 4 月台灣東部海域發生芮

氏規模 7.2 地震時，高松機場 CEO 小幡社長亦特地來函問候本機場營運狀

況)，深化雙方機場的友誼，有利未來的合作與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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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5 高松機場顧問委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