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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帛琉，這個歷來以「上帝的水族箱」著稱的島嶼國家，因應近年全球暖化、海

域環境破壤等因素，讓這個經濟來源40%仰賴觀光產業的國家陸續推動原始天堂環境

稅、水母湖稅及「帛琉誓詞」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期使到訪的觀光客除能欣賞帛琉海

洋美景外，並能共同為保護帛琉的天然環境盡一份心力。 

為瞭解帛琉政府在推動永續觀光及水域遊憩活動旅遊行銷推廣之實際作為，作

為後續台灣澎湖及其他類似島嶼推動觀光之參考，經交通部觀光署指派由澎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洪志光處長帶隊，組成成員包括交通部觀光署旅行業組鄭智鴻副組長、景

區發展組徐正誠科長共同前往考察。 

此次，除了透過實地考察就近觀察帛琉地水域、陸域永續觀光活動推動情形

外，也透過拜會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帛琉旅遊局董事會及帛琉人力資源、文化、

觀光及發展部等機關更深入地瞭解帛琉官方目前推動永續觀光的作法及後續兩國共同

合作行銷推廣永續觀光之可行性，另此行也藉由與在地業者的交流座談，並以觀光產

業從業人員的角度得知帛琉永續觀光推動作為對於該國觀光發展的影響。 

綜上，本次行程透過實地考察、官方拜會及業界座談等多面向工作，探討瞭解

帛琉永續觀光政策及執行推動情形，後續亦可作為本國永續觀光及水域遊憩活動旅遊

行銷推廣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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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聯合國於2015年公布了「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在這個計劃裡包含了終結貧窮、永續城鄉、責任消費及生產、保育海洋生態

等17項行動，企圖讓各國可依循各行動項目，共同努力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全球永

續旅遊委員會（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GSTC）因應前項目標就旅行面向

制定了永續旅遊目的地準則，期望能對 SDGs 有所貢獻；此外，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亦將2017年定為「永續旅遊發展年」，世界

主要國家業陸續推動符合保護自然環境、維持生物多樣性、尊重當地社會文化與價值

觀等多個行動項目的永續旅遊（Sustainable Tourism）。  

帛琉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Palau）經濟來源40%仰賴觀光業（註1），為了響應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及推廣該國永續旅遊，帛琉政府於2017年底要求入境旅

客需在護照上簽署「帛琉誓詞」，以保證自已不會傷害帛琉境內天然環境；此外，該

國亦於同年規定每位入境旅客應繳交原始天堂環境稅（ The Pristine Paradise 

Environment Fee，附件1），該項費用則用作維護該國境內自然環境的經費；此外，因

帛琉觀光主要皆於該國海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爰該國科羅州（Koror）亦就釣漁、

出海、水母湖旅遊等項目科有不等比例之稅賦（附件2），並將相關經費用於該州的觀

光設施維護、人員聘用及推動永續觀光旅遊。 

臺灣四面環海且多高山，海洋、山林資源、地形與生態環境豐富且具多樣性，

自行政院於108年陸續推出「向山致敬」及「向海致敬」政策後，國內從事山林、水

域遊憩活動的人口大增，各式新興的山林、水域遊憩活動如雨後春筍般逐漸興起、篷

勃發展，且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民眾從事山林及海洋活動頻率增加，也往往造成

山林與海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及衍生諸多爭議，所以，推廣「永續旅遊」成為臺灣

發展觀光的重要課題。此外，因應近年來結合各類活動、運動的新興旅遊行態，赴澎

湖、綠島、蘭嶼、龜山島等離島從事潛水、立式划漿、溯溪、登山等遊客日益增多，

如何有效結合離島特色推動觀光發展，則是另一項重要的課題。 

鑑於帛琉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永續旅遊，並以「上帝的水族箱」為名積極行銷該

國觀光，爰本次行程希望藉由現地觀察深入瞭解帛琉政府如何持續秉持聯合國永續旅

遊政策推動該國海洋及陸域的觀光發展，另亦期待透過與帛琉共和國旅遊局及當地觀

光業者間的交流，更深入瞭解帛琉永續觀光旅遊事業的推廣實務，並期待能綜整所見

 
1 經濟部 帛琉共和國投資環境簡介 p5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getFile?file=c41a123a-81f4-4af8-9f8b-52a17bf17782.pdf&Fun=ArticleAction&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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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聞，以利作為臺灣後續推動永續觀光及行銷推廣水域遊憩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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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過程 

帛琉共和國位處西太平洋，由約350個島嶼組成，國土面積約為488平方公里，

全國人口數約為2萬，約有7成人口居住於第一大城（舊都科羅州），經濟海域約達

608,896平方公里；該國氣候為熱帶海洋性氣候，高溫多雨，四季如夏，年平均溫度約

為攝氏27度，年雨量約3,800公厘，乾季為2至4月，雨季為5月至翌年1月（約集中於6

月與7月），時區較臺灣快1小時。 

本次行程受限於時間及配合當日漲退潮等因素，主要就帛琉東線經典潛水點

「牛奶海（Milky Way）、藍色珊瑚礁（Fantasy Snorkel）、鯊魚城（Shark City）、水母

湖（ Jellyfish lake）、干貝城（Clam City）」、「帛琉國家博物館 (Belau National 

Museum)」及近年新興陸域觀光景點「安德茂瀑布（Ngardmau Waterfall）」等地點進

行考察，另本次行程亦與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團員共同拜會中華民

國駐帛琉大使館、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Ministry of HRCTD）雙向交流

瞭解帛琉政府推動永續觀光推動情形，並辦理座談會與帛琉在地觀光業者充份交換意

見，期能透過深度交流探討在帛琉官方持續推動永續地觀光政策下，對在地觀光的優

勢與劣勢影響，相關行程內容概述如下。 

日期 時段 行程內容 備註 

10月26日 

星期六 
12:30-17:20 搭乘中華航空(CI28)前往帛琉  

10月27日 

星期日 
全日 帛琉水域遊憩活動考察 出海 

10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 帛琉陸域旅遊活動考察  

下午 拜會我國駐帛琉大使館 
地點：中華民國駐

帛琉大使館 

10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 拜會帛琉官方行程 

地點：帛琉人力資

源/文化/觀光及發

展部（Ministry of 

HRCTD） 

下午 與帛琉觀光業者座談交流會 
地點：帛琉老爺大

酒店會議廳 

10月30日 
全日 帛琉陸域旅遊活動考察 

地點：長堤國家公

園 (Long Island 

Park)、帛琉國家博

物館(Belau National 

Museum)、KB 大橋 

18:10-21:10 搭乘中華航空(CI27)返回臺灣  

 



4 

參、活動概要 

一、10月26日行程：臺灣（桃園機場）→帛琉共和國 

本日搭乘中華航空公司 CI28班機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飛往帛琉共和國，飛機降落

前航空公司配合帛琉政府政策，於機上播放保護帛琉原始天堂教育宣導短片，讓每位

旅客清楚瞭解帛琉的人文歷史、自然資源及需於入境時簽字承諾保護帛琉未來；此

外，帛琉入境大廳明顯處皆放置「帛琉宣誓」宣導海報、旗幟，帛琉海關並於旅客入

境時依據每位旅客的國籍，蓋上不同語版的「帛琉宣誓」戳章，並讓入境旅客於帛琉

海關人員見證下確認遵守宣言內容及親自署名。 

  

機上播放保護帛琉原始天堂宣導短片 機上宣導入境旅客簽字承諾保護帛琉未來 

  

入境大廳「帛琉宣誓」宣導海報 
每位旅客入境（帛琉）前皆需於個人護照

簽署帛琉宣誓（中文版） 

二、10月27日行程（帛琉水域遊憩活動考察）：牛奶海→藍色珊湖礁→水母湖→藍耀

石島（午餐）→體驗潛水（藍耀石島、干貝城、鯊魚城水域） 

（一）上午9時乘坐快艇出海考察帛琉東線潛水主要景點，首站先至牛奶海（船程約1

小時）停留約50分鐘後，再驅船至藍色珊瑚礁、水母湖、干貝城及沙魚城，本

次行程順道於沙魚城進行水肺潛水體驗行程，此外，因帛琉政府積極推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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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政府，亦禁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遊客使用具有毒性的防曬乳液（附件

3）。 

（二）牛奶海，位處洛克群島（Rock Islands）之間海域的潟湖，因為該處海域底部沉

澱大量的火山泥，水質呈白色不透明，顏色很像牛奶，故得其名。據說該處火

山泥敷在身上可以養顏美容且拍照極具效果，所以牛奶海深受遊客喜愛，為帛

琉浮潛必去景點之一。此前，因本區船舶數量極多且須下錨泊船等待浮潛遊

客，船錨持續破壞海底地型及寶貴生態，帛琉政府為保護海底珍貴生態，遂於

近年興建船舶靠泊平台供客船靠泊，此外該平台可供遊客站立塗抹火山泥，另

平台亦設置階梯是供遊客更安全的下水方式。 

  

牛奶海泊船平台及船舶靠泊實況 牛奶海泊船平台 

（三）藍色珊湖礁，鄰近范特西島（Fantasy Island）邊緣，為鹿角珊瑚完整性及覆蓋率

最高的地方之一，透過現場考察發現，該區域珊瑚同樣遭受全球暖化影響致鹿

角珊瑚大量白化，藍色鹿角珊瑚所佔比例愈來愈少，爰保護及復育海底生態環

境亦為帛琉政府亟需待解決的事項。 

  

藍色鹿角珊瑚現況 藍色鹿角珊瑚現況 

（四）水母湖，為帛琉最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亦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6 

認定的世界遺產，是世界七大海底奇景之一。水母湖原本屬於海洋的一部分，

距今約1萬2000年前，因地形抬升形成一個內陸鹹水湖並與海洋逐漸隔絕，湖內

的水母，因為缺乏天敵，逐漸演化為無毒水母，另為求生存，水母與蟲黃藻共

生，大量的蟲黃藻讓水母顏色呈橘黃色，所以水母湖內的黃金水母世界聞名；

除了黃金水母外，水母湖內也有一種被稱為月亮水母的白色水母，相關的基本

資訊及旅遊規範都於入口處告示牌清楚揭露。 

水母湖是科羅州重要的觀光資產及收入來源，科羅州政府對於每位進入水母湖

的遊客收取50美元稅金，並以此經費維護水母湖及設施建置；惟自2015年底開

始，聖嬰現象席捲全球，水母湖內的水母數量從原來的800多萬隻大幅減少到約

60萬隻，至2017年底只剩不到10萬隻。官方雖於2017年緊急關閉水母湖並展開

復育，後經評估水母數量逐步增加，配合嚴格執法（禁用化學防曬乳、不觸摸

腳踢水母等）及限制遊客數量後又於2018年重新開放；但因氣候異常、全球暖

化問題嚴重，爰本次考察時僅在湖內觀察到3隻月亮水母，據當地旅行業者表示

因水母驟減，為免過多遊客行為影響水母生存，及恐衍生旅遊廣告與實際情形

不符情形，爰除遊客堅持外，多已將水母湖從套裝行程中暫時排除，並以其他

優質行程替代。（註2，註3） 

  

水母湖入口告示 水母湖入口 

  
 

2 https://e-info.org.tw/node/225931 

3 https://www.palaublue680.com/post/%E8%AA%8D%E8%AD%98%E5%B8%9B%E7%90%89%E6%B0%B4%E6%AF%8D%E6%B9%9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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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湖岸際設施及湖面 科羅州政府核發之水母湖許可證 

（五）藍耀石島（午餐），位處洛克群島（Rock Island）內的一個無人島嶼，鄰近鯊魚

城及干貝城間灣域，因地點適中、景色優美，故帛琉東線水上遊程多安排於此

午餐，因應帛琉政府力行永續旅遊政策，當地旅遊業者皆自備環保餐具、餐碗

或餐盤（目前已無提供一次性免洗餐具）供遊客使用，並於用完餐後由業者自

行攜回於清洗後再次使用，另相關廚餘亦由業者一併攜回，以維持該島潔淨與

生態環境；此外，該島嶼因屬無人島，並無簡易碼頭可供船舶靠泊，爰業者自

行備妥簡易繫船設施以利船舶臨時停靠，亦無需下錨可避免破壞水下生態環

境。 

  

業者自備簡易繫船設施(靠泊藍耀石島) 藍耀石島涼亭午餐 
（業者自備環保餐具，用餐後收回） 

（六）水肺潛水體驗（體驗區域：藍耀石島、鯊魚城、干貝城水域） 

相較於我國國內相關法規規定須取得相對應證照（至少須取得水肺潛水學習

證照）方可從事水肺潛水活動，目前部分國家為推廣境內水肺潛水活動，針對

沒有取得水肺潛水執照的遊客，於特定地點推出體驗水肺潛水課程的遊程（如

美國關島魚眼海洋公園、日本西表石垣國家公園川平灣、菲律賓薄荷島阿羅那

沙灘、帛琉鯊魚城、干貝城間水域區域等），帛琉體驗潛水課程參加資格要求參

加者需年滿10歲（未滿18歲者需由監護人陪同並簽署同意書）、身體無重大疾

病，並須簽署「健康聲明書」及「責任免除暨風險承擔協議書」方可參加相關

行程，並由取得 PADI 執照之教練以一（教練）帶二（體驗遊客）方式進行體驗

潛水課程，最大下潛深度則為水下12米。 

前述體驗水肺潛水活動雖非目前國內法律所允許，惟考量水域遊憩活動日新

月異，國內相關法律亦有衡酌世界發展趨勢及國內民情研議調整的可能性，為

充分瞭解國外體驗潛水課程的實際操作模式，爰特別於本次行程內安排參加相



8 

關體驗（受限行程時間，僅規劃體驗1支氣瓶），以作為後續國內相關法規滾動

檢討之參據，本次體驗實務概述如下。 

1、 第一部分（約30-40分鐘）：體驗者依指示穿著完整裝備，並由教練講授水肺

潛水基本手勢、水肺呼吸器吸器及排水、面鏡排水、壓力錶、上浮下潛操

作、身體壓力平衡等基本實務課程，並由體驗者就前述課程內容於藍耀石島

淺灘下水實際操作至熟練。 

2、 第二部分（約50-60分鐘）： 

（1） 由教練帶領體驗者開始逐步下潛，下潛深度約至3米左右，教練即用手勢詢

問體驗者身體狀況及壓力平衡狀況，待體驗者適應水下壓力後，逐步繼續

下潛約至水深6-7米左右深度；期間教練會不時以手勢詢問體驗者身體狀況

及壓力平衡適應情形，有身體不適情形則立即停止下潛，並持續進行身體

壓力平衡至體驗者適應為止。 

（2） 由教練帶領體驗者於藍耀石島、鯊魚城、干貝城水域間逐步橫向移動及持

續下潛，並協助體驗潛水者進行浮力控制（期間教練會亦不時以手勢詢問

體驗者身體壓力適應狀況），本次行程下潛深度最深約為11米，期間近距離

觀察黑鰭鯊、各式各樣地熱帶魚並可與其共游外，另於水下就近觀察硨磲

貝、珊瑚等海洋生物，對於初次體驗水肺潛水的遊客極具吸引力。 

  

水肺潛水體驗（回覆教練 OK 手勢） 鯊魚城-水下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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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貝城-硨磲貝（成體） 干貝城-硨磲貝（幼體） 

  

干貝城-繫船繩及底部固定實況 干貝城-繫船及潛水實況 

三、10月28日行程：安德茂瀑布（陸域活動考察）→拜會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 

（一）安德茂瀑布，位處帛琉北方大島（巴貝爾塔布島，Babeldaob Island），又稱天

使瀑布，位於安德茂河（Ngardmau River），瀑布高度約15公尺，為帛琉為數不

多的陸域生態體驗活動景點。 

1、入口設施：安德茂瀑布入口左側設置一處簡易遊客服務中及售票處，收費窗口

亦明確標示進入瀑布之課徵稅金之法源、稅金金額（每位遊客10元美金）及

用途，另考量前往瀑布道路多為黃土鋪面或天然石階且須橫跨溪水，具有一

定危險性，爰瀑布入口左側亦貼心提供天然手杖供遊客使用。 

  

安德茂瀑布資訊中心及售票處 安德茂瀑布售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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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法規、門票費用及用途公告 安德茂瀑布入口（左側提供遊客天然手杖） 

2、步道及指標設施：前往瀑布沿線須經過原始叢林並溯溪而行，帛琉政府亦採取

與自然度融合度較高的方式建置沿線指標、標誌及步道設施，讓遊客至該區域

旅遊時，可以充分體驗沿線兩側原始自然生態風貌，並可讓遊客第一線接觸體

驗安德茂瀑布（註：瀑布周邊並無任何警示或提醒注意牌面）。 

  

紅土階梯步道（前往瀑布） 溯溪路徑（前往瀑布） 

  

天然石階步道（前往瀑布） 人工塑木步道（前往瀑布） 



11 

  

植物介紹牌面 警示牌面 

  

跨溪吊橋（前往瀑布） 安德茂瀑布 

（二）拜會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 

本次拜會行程由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洪志光處長率隊、中華民

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蕭博仁理事長等共同聯袂拜會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

黎儀倩特任全權大使，黎大使闡述帛琉政府為響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及推

廣該國永續旅遊，爰將該國目標客群定位規劃為高端旅遊，並對外國旅客徵收天堂稅

（中央稅收，100美金）及出海稅（地方稅收，50美金）。此外，帛琉風景區開發工作

則為各州政府的權責工作，並由各州政府視需要規劃，與國內情形（中央、地方皆可

就其權責開發轄管風景區）有所不同，目前所知帛琉政府可能在維護該國生態環境的

前提下，規劃幾個觀光亮點或作法（如帛琉結婚證書由總統簽名見證、國際知名旅館

進駐規劃陸域景點、出海夜釣行程），以拓展該國的觀光。 

另，洪處長則表示就這幾日觀察，帛琉身為海島國家整體環境與澎湖相似，且

雙方皆強調 SDGs 及 ESG 的發展與價值，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鏡之處，後續亦可透過大

使館作為橋梁介接帛琉旅遊局以利相互學習觀摩；另，運動觀光已成為世界風潮，鑑

於帛琉已辦理2屆國際馬拉松賽事，後續可以研議規劃結合帛琉、沖繩、澎湖等海島

型馬拉松賽事，並成立海島馬拉松聯盟作為國內旅行業行銷推廣臺灣觀光旅遊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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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拜會我國駐帛琉大使館 
（主要人員：黎倩儀特任全權大使、洪志光處長、中華民國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蕭博仁理事長） 

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左前起為鄭智鴻副組長、黎倩儀特任全權大使、蕭博仁理事

長、洪志光處長，後排為徐正誠科長及臺灣旅遊業者 9 位）  

  

洪志光處長代表觀光署致贈禮品 
（受贈者：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黎倩儀特任全權大使）  

大使館內展示前總統蔡英文簽署帛琉誓詞 

四、10 月 29 日行程：拜會帛琉官方行程→在地業者交流座談會 

（一）拜會帛琉官方行程【拜會帛琉旅遊局董事會（Palau Visitors Authority Board of 

Directors）及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Ministry of HRCTD）】 

由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安排台方代表團拜會帛琉旅遊局董事會主席 Mr. 

Jackson Doktok 及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觀光處長 Mr. Melson Miko 等

人，Doktok 主席及 Miko 處長除表示很歡迎臺灣代表團到訪交流，也希望藉由本

次交流有機會讓代表團瞭解為了響應聯合國永續目標，帛琉政府全面積極完備

相關管理法規及推動各項政策，雖然因收取規費稅金（如原始天堂稅）旅遊成

本因此墊高，但帛琉政府目前也嘗試著向遊客宣導赴帛琉旅遊成本較高之原因

及相關規費收取後的用途（如投入海洋環境保護、聘請稽查人員…等）。此外，

帛琉旅遊局董事會副主席（Vice Chairwoman）Ms. Jennifer S. Olgeriil 說明帛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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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局過去5年嘗試開發更多不同類型產品，希望將傳統來帛琉從事海域遊憩活動

的旅遊形態分散至陸域從事觀光旅遊，後續該局將著重開發陸域旅遊產品（如

生態、文化、體育賽事（如：單車、馬拉松）…等）及結合在地美食，勠力改

善各項基礎觀光設施，以使帛琉觀光發展更全面，此外，未來也希望與臺灣方

面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如自行車旅遊），共同努力拓展雙方的旅遊品牌知名

度。 

洪志光處長表示，帛琉的海洋觀光資源豐富，加上帛琉、澎湖兩地皆屬島

嶼，觀光發展類型相近，後續帛琉也可將當地執行環境保育及發展生態旅遊的

經驗透過賡續交流提供臺灣方面作為參考及合作契機，例如：帛琉、澎湖皆有

硨磲貝，後續雙方可研議透過兩國農業及科研單位商談合作，將帛琉硨磲貝與

臺灣硨磲貝作適當連結，作為臺灣－帛琉兩地海洋旅遊合作的指標性象徵，亦

可為兩地共同創造生態觀光旅遊亮點，吸引世界遊客；此外，澎湖秋、冬2季因

受東北季風影響較不適合從事水域遊憩活動，爰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規劃以

運動為主的觀光體驗活動（例如每年11月舉辦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2024年有

4,200位參賽者，其中3,200位參賽者皆為澎湖以外地區參賽者），創造淡季旅遊

熱潮。今（2024）年，台灣「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與同為海島賽事的日本

「沖繩馬拉松」一起合作及互相宣傳，未來，可評估納入帛琉「國際馬拉松」

活動研議規劃「海島馬拉松聯盟」共同行銷推廣三地的觀光旅遊。 

  

觀光署及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代表團連袂拜會帛琉旅遊局董

事會及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 

臺帛雙方代表會後合影 
(主要代表，前排起左 2：帛琉旅遊局董事會主席 Mr. Jackson Doktok、

左 3：中華民國駐帛琉大使館黎倩儀特任全權大使、左 4：帛琉方由帛

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觀光處長 Mr. Melson Miko、左 5：觀光

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洪志光處長、左 6：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蕭博仁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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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光處長代表觀光署致贈禮品 
（受贈者：帛琉旅遊局董事會主席 Mr. Jackson Doktok） 

帛琉人力資源/文化/觀光及發展部 

（二）臺灣-帛琉觀光業者座談交流會 

為能瞭解帛琉觀光旅遊實際運作推動情形，爰安排與當地觀光旅遊業者

（飯店業、旅行業、餐飲業等）座談交流，得到業者主要回饋意見如下： 

1、 帛琉有極佳的海洋生態環境，但海洋教育體系尚未完整，與臺灣恰好相反，

台、帛兩地後續可研議合作互補機制（譬如連結兩地紅樹林生態系辦理觀光

交流）。 

2、 帛琉水母湖為世界最具指標的觀光景點，但目前水母湖水母已近消失後，帛

琉缺乏世界唯一的知名地標景點吸引觀光客，目前該國也在思考替代景點

（如大斷層、牛奶海等），此外也積極發展陸域旅遊知名地標景點（如：總統

府（小白宮）、情人橋等）。 

3、 帛琉政府雖極力推動生態永續旅遊，但並未積極鼓勵境內景點、旅宿業爭取

各項永續及綠色旅遊認證，如綠色旅遊目的地（GD, Green Destinations）、綠

色旅行標章(GTS, Green Travel Seal)等，殊為可惜。 

4、 帛琉境內公共運輸交通工具較不發達，幾乎都靠在地旅行業者串接旅遊行

程，對於自由行旅客較不方便。目前帛琉政府欲發展陸域旅遊活動，在地旅

遊業者已著手配合規劃串接產品。 

5、 帛琉近年受通貨膨脹因素，加上陸續開徵天堂稅、出海稅、水母稅、釣魚稅

等稅金，旅遊產品價格不斷攀升，倘無法讓消費者具體瞭解相關費用執行聯

合國永續目標的成果，對於在地旅遊業的發展有不利影響。 

6、 帛琉夜間活動缺乏（有本地戰士舞表演，但需要預約表演，費用高昂），降低

遊客到訪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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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帛琉觀光業者座談交流會 臺灣-帛琉觀光業者座談交流會會後合影 

五、10月30日行程（帛琉陸域旅遊活動考察）：長堤國家公園(Long Island Park)→帛琉

國家博物館(Belau National Museum)→KB 大橋→返回臺灣 

（一）長堤國家公園(Long Island Park)，位於科羅州，是帛琉共和國境內唯一的國家

公園，提供帛琉在地居民從事游泳、戲水、打沙灘排球及觀景等遊憩活動，

其功能與台灣的地區型公園功能類似。 

  

長堤國家公園沙灘 長堤國家公園觀景台 

（二）帛琉國家博物館(Belau National Museum)，位於科羅州，創建於1955年，最初

設立於日本政府氣象局內，後搬遷至由我國出資協助建設的現今2層樓館址。

帛琉國家博物館為非營利機構，其主要宗旨為保護帛琉國家遺產、促進自然

文化、社會、歷史價值與藝術發展，博物館戶外空間展示了傳統男人會館及

獨木舟等國家遺產，館內展示了帛琉歷史地理、自然及傳統的資訊、藝術

品、攝影作品等，此外，館內目前正辦理臺灣原住民族特展展出南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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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國家博物館-傳統男人會館 帛琉國家博物館-帛琉傳統獨木舟 

  

帛琉國家博物館-帛琉傳統屋模型展示 帛琉國家博物館－臺灣原住民族特展 

（三）柯羅—巴貝圖阿普大橋（簡稱 KB 大橋），又稱日本—帛琉友誼大橋，總長

143公尺，是連結柯羅與最大島巴貝圖阿普島之間的跨海大橋，該橋由日本協

助重建及於2002年興建完成。KB 大橋因橋體簡潔優美，且橋梁下方公園乾

淨舒適，所以 KB 大橋成為遊客照相取景的新興熱門景點。 

  

KB 大橋 KB 大橋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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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航空公司基於帛琉政府法律，於機上播放保護帛琉原始天堂宣導短片，該影片

以卡通動畫方式呈現，讓每位旅客於入境前瞭解帛琉人文、歷史、生態及海洋

環境，並說明保護環境的意義，極具正向宣導效果；目前台灣部分離島（如小

琉球）於交通船舶上亦有播放離島生態保育宣導短片，惟相關內容多屬禁止或

罰款（如禁止碰觸綠蠵龜或碰觸罰款金額等）等負向宣導，建議後續如有拍攝

相關宣導短片，可以參考帛琉政府作法以更正向方式呈現。 

二、 帛琉政府以法律規範所有旅客於入境帛琉共和國時須於護照簽署「帛琉宣誓」，

以要求入境旅客應確實遵守帛琉傳統及法律保護當地生態及海洋環境，極具宣

示意義；考量世界各國目前多無類似法律規定強制要求入境旅客簽署相關宣

誓，但或可研議調整相關作法，於舉辦大型旅遊活動（如自行車、慢跑等）

時，主辦單位可將報名網頁納入保護當地生態環境的宣言，並以鼓勵方式讓報

名者簽署或勾選，以向外界宣示維護生態保育的決心。 

三、 帛琉水域遊憩活動主要以潛水（浮潛、水肺潛水）為主，近來亦逐步發展獨木

舟、立式划漿等非動力水域遊憩活動，因帛琉政府積極推動保育政策，爰該國

境內目前尚無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爰此，國內地區生態較為豐富且易受噪音

影響水域環境，建議可朝向非動力水域遊憩活動發展。 

四、 帛琉安德茂瀑布指標設施雖貼近自然風格，惟規格、樣式不一，相較台灣各景

點之指標設施目前多已規格化且具有在地特色，惟台灣景點之指標設施就貼近

自然風格及設置位置部分仍應再留意，以免影響民眾賞景。 

五、 帛琉近年積極規劃推展陸域觀光，惟尚未成熟，且該國大眾公共運輸極不成

熟，相較台灣近年觀光景點基礎建設健全完善，且積極推動臺灣好行、臺灣觀

巴等大眾觀光運輸工具串聯景點，對於自由行旅客極具吸引力，建議後續可加

大力度推動，以利發展多樣化特色觀光。 

六、 經瞭解於帛琉體驗潛水會選擇風險度較低之場域實施，相關規定亦需符合 PADI

之規範，惟考量台灣法規及國情等因素，目前尚不允許無照遊客於國內體驗潛

水，本項因涉及觀光發展及旅遊安全課題，目前推動時機仍未成熟，仍宜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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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討論、蒐集意見，俟國內各界具有共識後再行研議辦理。 

七、 鑑於綠色旅遊已成為世界潮流，帛琉水上活動業者所提供之餐食容器皆可回收

清洗重複使用（由業者統一回收隨船載回清洗），對於台灣部分旅遊業者仍提供

遊客紙製餐盒及免洗筷，建議可持續向業者宣導使用提供可重複利用之餐具，

以減少對生態環境之負荷。 

八、 澎湖與帛琉兩者皆屬海島，且兩地近年皆規劃發展馬拉松賽事等運動觀光，後

續可規劃結合帛琉、沖繩、澎湖等海島型馬拉松賽事，並以海島馬拉松聯盟行

銷方式，提升台灣離島光亮點。 

九、 澎湖及帛琉皆有硨磲貝，後續可由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研議與農業部水產試

驗所澎湖漁業生物研究中心、外交部等單位共同合作，將帛琉硨磲貝與臺灣硨

磲貝作適當連結，作為臺灣－帛琉兩地海洋旅遊合作的指標性象徵，亦可創造

話題，吸引世界潛水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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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附件1 － The Pristine Paradise Environment Fee/RPPL 10-02 

(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17/04/RPPL-No.-10-02-re.-Amendments-

to-Environmental-Impact-Fee.pdf  )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17/04/RPPL-No.-10-02-re.-Amendments-to-Environmental-Impact-Fee.pdf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17/04/RPPL-No.-10-02-re.-Amendments-to-Environmental-Impact-F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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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2 －Fact Sheet Visitor User Permit Information 

( https://www.kororstategov.com/pdf/dcle/VUPI2016-Legal%20size.pdf )  

 

https://www.kororstategov.com/pdf/dcle/VUPI2016-Legal%20siz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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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 The-Regulations-Governing-Reef-Toxic-Sunscreens/MNRET SERIAL 

NO.1928/20 

(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20/03/The-Regulations-Governing-Reef-

Toxic-Sunscreens-1.pdf  )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20/03/The-Regulations-Governing-Reef-Toxic-Sunscreens-1.pdf
https://www.palaugov.pw/wp-content/uploads/2020/03/The-Regulations-Governing-Reef-Toxic-Sunscreens-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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