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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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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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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少萍 會計處 科長 從業人員 

潘怡汝 會計處 專員 從業人員 

趙珮雅 會計處 專員 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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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機場協會、經濟委員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ACI、

三一論壇 

報告內容 

摘要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 是以全球

各國際機場為成員之國際組織，總部位於加拿大蒙特婁，並於非洲、亞

太和中東、歐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設有辦公室。桃園國

際機場公司隸屬於 ACI亞太和中東地區，ACI亞太和中東地區理事會之下

設有經濟、營運安全、環境、人力資源等專業委員會。 

本次 ACI 亞太和中東地區經濟委員第 22 次會議於越南胡志明市舉

行，並積極邀請各機場代表接續參加同樣於胡志明市舉辦的三一論壇。

隨著疫後運量復甦、機場營運恢復正常，ACI經濟委員會主席鼓勵各機場

代表親自出席參與會議，藉此增進各機場交流互動機會，並分享營運經

驗、更新近況，亦有助於提升桃園機場在國際舞臺的能見度。 

三一論壇(The Trinity Forum)是由機場營運單位、免稅業者及國際

旅遊零售品牌業者三方一同參與，針對機場商業收益進行交流研討，藉

由三方互相合作，來提升機場商業服務設施，進而改善旅客機場體驗、

刺激旅客消費力，以提高機場整體非航空收入，達成三方及旅客互惠共

贏之成效。 

本屆三一論壇以「在不斷變化的消費者環境中推動創新以保持領先

地位（Driving Innovation to Remain Relevant Within an Evolving 

Consumer Landscape）」為主題，探討機場發展策略、旅遊零售業未來

展望和智慧消費趨勢等，期望各機場商業活動能因應旅客消費模式轉變

進化，藉此提升顧客體驗，增進航空、旅遊零售領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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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 是以全球各國際機場為成員之

國際組織，總部位於加拿大蒙特婁，並於非洲、亞太和中東、歐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以及北美設有辦公室。桃園國際機場公司隸屬於 ACI 亞太和中東地區。ACI 亞太和中東地區

決策機構為理事會，其下設有經濟、營運安全、環境、人力資源等專業委員會。本公司自

2015 年起即加入為經濟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本次第 22 次經濟委員

會會議由越南機場公司(Airports Corporation of Vietnam, ACV)主辦，於越南胡志明市舉

行，並接續舉辦三一論壇(The Trinity Forum)。 

現今全球機場營運大致上已恢復正常運作，桃園機場 2024年旅客人次已突破 4,000萬，

且正值第三航廈建設高峰期，透過參與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經濟委員會，可與會員機場交流

營運資訊，了解周邊機場經營現況及未來發展規劃，並有助於提升桃園機場在國際舞台的能

見度。三一論壇從機場商業收益角度切入，探討機場營運發展策略、旅客機場零售服務體驗、

旅遊零售產業未來發展趨勢等，有助於我們了解市場趨勢、旅客需求及消費行為的轉變，並

從各界分享中汲取經驗，以提升機場商業服務，致力於優化旅客機場體驗。 

 

貳、過程 

一、出國行程概要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曾科長少萍、潘專員怡汝及趙專員珮雅三員，奉派於

113年 11月 3日至 7 日於越南胡志明市參加本次兩場會議，主要行程如下：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概述 

113年 11月 3日 桃園─胡志明市 啟程 

113年 11月 4日 胡志明市 參加 ACI 亞太區經濟委員會會議 

113年 11月 5日 胡志明市 參加三一論壇會議第一天 

113年 11月 6日 胡志明市 參加三一論壇會議第二天 

113年 11月 7日 胡志明市-桃園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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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場代表近況更新與分享 

(一)泰國機場公司(Airports of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AOT)： 

泰國機場公司管理泰國 6大機場，分別為素萬那普機場(BKK)、廊曼國際機場

(DMK)、布吉國際機場(HKT)、清邁國際機場(CNX)、清萊國際機場(CEI)及合艾國際

機場(HDY)，該 6大機場於 2023年營運量佔泰國整體機場的 86.7%。截至 2024年 7

月整體收入已幾乎超過疫情前同期之水準。 

統計疫情前後泰國國際航線旅客前十大國籍分布數據顯示，中國旅客雖然僅恢

復至疫情前 62%水準，但仍是僅次於泰國本國籍第二大佔比之旅客；印度、韓國、

俄羅斯、台灣旅客人數則均超越疫情前人數。 

(圖 1：疫情前後泰國國際航線旅客前十大國籍分布) 

在提升機場非航空收入方面，泰國機場公司除了妥善規劃商業服務設施空間、

旅客動線外，亦蒐集旅客購物數據，分析各機場購物旅客的國籍、購買的品項等，

藉此了解不同客群的消費模式，以改善機場提供服務的內容，為機場創造最大化的

非航空收入。更推出了 SAWASDEE Pass個人化服務，協助旅客順利完成登機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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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以及行李托運、提取等程序，另根據個人需求，提供如預訂交通工具、住宿及

其他旅遊相關服務，以提升旅客的機場體驗滿意度。  

(圖 2：泰國各機場購物旅客排名及其購買品項) 

(圖 3：泰國機場公司推出 SAWASDEE Pass個人化服務) 

此外，泰國機場公司也致力於各機場的建設計畫及永續發展措施，在提升機場

硬體設施增加旅客服務量能的基礎下，同時推行使用永續航空燃料(SAF)以減少航

空業的碳排放，及加強對污水與廢棄物的管理，確保資源被有效利用以達成環境保

護，並鼓勵航廈採用電動計程車、汰換設備等，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達成永續

經營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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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川國際機場(Incheon Airport, ICN)： 

在營運績效表現方面，截至 2024年 9月份，航空架次與 2019年同期相比已恢

復至疫情前水準；客運量則恢復 97%，預計今年年底全年度客運量可以達到 7,000

萬人次，將會是疫後首度全面復甦。 

依據地區別客運量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仁川機場旅客以東南亞人數為大

宗，其次為日本及中國，但與疫情前相比，來自中國和歐洲國家旅客人數減少，恢

復速度較為緩慢。 

(圖 4：依地區別統計仁川機場旅客數) 

在財務表現方面，2023年淨利達到 3.59億美元（約新臺幣 116億元），相較

於 2022年已成長超過 7億美元（約新臺幣 226億元）；2024年上半年財務表現亦

持續成長，累積總收入達到 8.8億美元（約新臺幣 284 億元）。 

在航廈建設方面，仁川機場在第四階段建設完工後，預計每年可容納 1.06億

旅運人次及 60萬航機起降架次。其中新增的機場體驗設施包括動態雕塑、巨型電

視牆及傳統韓國造景，藉以向世界各地旅客展示現代與傳統的韓國文化。 

(圖 5：仁川機場新增機場體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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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隆城國際機場(LTIA)簡介 

隆城國際機場(Long Thanh International Airport, LTIA)選址位於越南南部同奈省

(Dong Nai)，距目前胡志明市新山一國際機場(SGN)約 40公里，其規劃建設為依國際民航組

織(ICAO)分類中的 4F 級機場。該建設工程預計分三階段進行，目前為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預計建設一座航廈及兩條跑道，完工後每年可容納 2,500萬人次及 120萬噸貨運量；整體完

工後將取代新山一國際機場地位，成為東南亞新的國際航空樞紐機場，預計每年服務旅客量

可達 1億人次、貨運量達 500萬噸。 

隆城國際機場外觀以越南國花「蓮花」為理念設計，藉此向國際旅客展現越南的熱情文

化及現代建築；內部設備將以旅客為中心，設立即時航班資訊、自助報到機台、生物辨識系

統等，並結合數位及自動化技術，讓旅客能有更加便利及快速的登機流程。 

 (圖 6：隆城國際機場示意圖 1) 

 

(圖 7：隆城國際機場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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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場因應通膨調整收費之重要性 

機場營運成本主要來自人力、維護和建設成本，和其他行業一樣，隨著大環境物價通

膨，這些成本可能會大幅增加，對機場運作造成財務壓力，若能建立良好的機制，跟隨通膨

程度調整機場收費將能確保機場財務運作穩定及健全性，有助於機場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服

務，並有能力不斷投入新建設並改善基礎設施。 

為能有效因應通貨膨脹調整收費，可設立一套結構化作業流程。首先，先選定一個合適

的通貨膨脹指標作為衡量基準，後續應定期審視收費費率表，檢視機場是否需跟隨通膨趨勢

調整收費，並確保收入與營運支出成本同步成長。另外，針對特許權經營契約，協議內容應

涵蓋通貨膨脹調整條款，並訂有合理公平的風險分攤機制，確保通膨風險在機場管理方和特

許經營者之間是公平分攤的。此外，與監管機關、航空公司等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公開溝

通也是重要的，良好的溝通可以降低通膨調整收費的阻力，並有助於維持長期合作關係。 

在選擇通貨膨脹指標方面，主要考量該指標是否能適當反映機場營運成本通膨情形，並

且是經監管機關認可的指標，以下 6種為機場常用來衡量通膨的指標： 

(一)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衡量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所支付的平均價格變化，常被

廣泛作為通貨膨脹調整的基準，可以反映生活成本、工資、公營事業等通膨壓力，

涵蓋多方面，能適時反映機場營運成本變動。 

(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追蹤國內生產者產品售價的平均變動，著重於生產過程的

上游成本，包括材料、能源、服務等。機場於擴建或新建時期，維護、建造等營運

成本佔比重，PPI可作為衡量建築材料等價格上漲的指標。 

(三)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CI)：追蹤建築材料、勞動力和設備等成本，是為了衡量建築

行業相關通膨所量身訂製的。機場計畫進行擴建或維護工程時，可以透過 CCI追蹤

混凝土、鋼筋和勞動力等材料的價格趨勢。 

(四)燃料價格指數(Fuel Price Indices)：追蹤航空燃料和其他能源的價格。機場機坪

作業、航機加油等其他營運均涉及能源成本，在能源成本波動較大的地區，使用專

門的燃料指數，有助於機場根據能源成本調整相關收費。 

(五)零售物價指數(RPI)：與 CPI相似，從消費者角度衡量通貨膨脹，但包含貸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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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等成本。在英國等地區官方會以 RPI作為通膨衡量標準，涵蓋面相更加廣泛。 

(六)機場專用通膨指數(Airport-Specific Inflation Indices)：制訂客製化的通膨指

數，專門關注與機場營運相關的特定成本，包括勞動力、能源、建設成本，可以根

據機場的成本結構進行調整，不同於其他通膨指數。 

機場如果未能隨著通膨情況調整收費，長期下來人力、物料、建設等營運成本漲幅將超

越收入。收入短缺會使得機場無法妥善維護或翻新現有設備，更難以投入新的基礎建設，不

僅降低服務品質，影響旅客的機場體驗，亦對機場營運造成負面影響，降低機場的競爭力。

因此根據通膨情形定期調整機場收費對維持機場營運至關重要，不僅能有助於維持機場財務

的穩定性，更能確保機場整體長期穩健的發展。 

 

五、疫後運量及營收復甦情形 

自疫情爆發以來，航空產業影響甚鉅，最關注的便是何時能全面恢復至疫情前水準，依

ACI統計數據來看，截至 2024年 9月份，全球航空整體客運量表現已全面恢復至疫情前水

準，但若依地理位置各區細看，亞太地區復甦較為緩慢，尚未完全恢復，其餘地區則均超越

2019年水準。 

(圖 8：近年全球客運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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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截至 2024年 9月依地區別分析客運量) 

然而將客運量與收入恢復程度相比，會發現收入復甦程度不及於運量恢復程度，其中非

航空收入恢復得更加緩慢。分析亞太地區疫情前後機場非航空收入結構，可以看出零售收入

雖然仍是非航空收入主要來源，但比重明顯下降，土地房屋租金則有微幅成長之趨勢。 

(圖 10：全球、亞太地區運量及收入復甦程度) 

(圖 11：亞太地區 2019年及 2023年非航空收入結構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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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針對長期全球客運量表現預估到 2042年全球客運量將成長近一倍，若以地理區域

細分，並考量人口紅利及各區旅遊傾向，長期下來預測亞太地區複合年成長率將位居第一，

其次為中東、非洲；針對機場收入表現推估，總收入部分預計 2025 年可以恢復至疫情前水

準，非航空收入則要等到 2026年才能達到疫情前水準。 

 

六、透過數據整合提升旅客體驗 

Thabet Musleh身為卡達航空首席零售暨酒店長，於三一論壇中展示了卡達航空、卡達

免稅店及哈瑪德國際機場(DOH)如何透過數據共享合作來提升旅客機場體驗。首先，Thabet

展示卡達免稅店歷經三年時間精心打造的 36Q數據共享平台(36Q data-sharing 

platform)，這一開創性數據平台搜集了哈瑪德國際機場旅客及卡達免稅店消費者即時且詳

盡的數據，內容涵蓋年齡、性別、國籍、旅行頻率、消費商店及品項、旅程目的地等多項數

據，預計將於 2025年 1月 1日起免費向其合作夥伴開放。透過平台數據資料，合作夥伴能

更全面地了解旅客潛在需求及喜好，運用這些資訊為旅客量身打造獨特的終極體驗。 

(圖 12：卡達免稅店 36Q數據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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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habet 亦在論壇中介紹卡達航空集團開發的人工智慧虛擬助理「Sama」，並透

過 Sama與主持人 Martin Moodie 的對話，展示 Sama如何透過數據分析，適時地協助旅客，

為旅客量身打造合適的購物指南及餐飲建議，讓他們能更盡興的享受旅程。 

(圖 13：卡達航空人工智慧虛擬助理「Sama」) 

 

七、旅遊零售產業未來展望 

後疫情時代，全球旅客運量已大致恢復，然而，非航空收入恢復程度卻不如預期，部分

原因是因為疫情爆發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帶動了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相對導致旅遊零

售買氣下滑，這暗示著旅遊零售產業正面臨重大的變革與挑戰，要將這危機化為轉機，我們

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變： 

(一)機場商業空間規劃：為滿足不同旅客族群多元的需求，旅遊零售業者可以藉由打造

靈活且可調整的空間型態去因應，便於依據不同品牌需求和旅客行為做變化，可以

隨著旅客的需求改變或節慶活動等主題進行調整，透過靈活的空間設計，有效提升

空間使用率，進而優化顧客體驗。 

(二)整合數位與實體通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消費者的購物習慣逐漸發生改變，「數

位原住民」越來越多，他們傾向在網路平台了解並購買商品，因此結合數位及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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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模式成為未來零售產業的重要趨勢。旅遊零售商可以藉由打造沉浸式數位體驗

與實體互動結合的購物模式，提升品牌知名度，讓旅客獲得嶄新的購物體驗。 

(三)品牌與消費者間的關聯性：現今全球旅客人數逐漸成長，但其購買力卻未能同步提

升，旅遊零售業者要想改變這困境，品牌商應主動發掘旅客潛在的需求，從產品定

位、包裝定價到活動宣傳等方面著手，並針對不同旅客需求提供客製化的服務，透

過數據分析與個人化推薦來提升購買力，加強品牌與旅客間的互動連結，增進旅客

對於品牌的忠誠度。 

(四)永續發展與創新：旅遊零售業在永續發展的浪潮中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為社會環境盡

一份心力，在未來，旅遊零售商品不單單是一個物品或服務，也是傳遞品牌價值與

社會責任的媒介，業者應在創新與永續發展中取得平衡，推出兼具環保理念與社會

責任的產品或服務。 

(五)長期合作創造共贏：未來的旅遊零售市場，不再局限於品牌與消費者雙方之間，要

確保整體市場的繁榮，需要各方一同努力、共享資源，包含品牌商、零售商及機場

管理方，都應該本著共贏的理念攜手合作，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共同面對挑戰，

為旅遊零售業開創一個嶄新的世代。 

 

參、心得及建議 

隨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雖然全球旅客運量已大致恢復，但如何提升非航空收入仍然是

各國機場苦惱的難題。此外，如何進一步提升機場服務和旅客體驗滿意度，使機場更具吸引

力和競爭力，也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ACI 亞太區經濟委員會成員多為各機場財務、商業營運、策略規劃之重要主管，其探討

之議題涉獵甚廣，包括商業經營、收費管理、財務規劃、公私合營、物流運籌、航空客貨運

趨勢分析等，是 ACI 亞太區理事會之重要決策智庫，歷年來也獲理事會交辦重要研調案，研

究方向經經濟委員會討論後成案，研究初稿送經濟委員會審核後呈理事會決策定稿，發布形

成 ACI 亞太區之官方報告或專業意見。本公司自 2015 年 ACI 亞太區經濟委員會成立之初即

獲選為該委員會成員，至今已屆 10 年。本公司參與該委員會，除聽取各國機場經營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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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其營運經驗、擴展視野，建立與其他機場的友好關係外，桃園機場代表在歷次會議中，

也以簡報及口頭說明等方式，將桃園機場營運亮點，及台灣的特色與優勢，主動讓與會各機

場代表充分瞭解，有效提升桃園機場及台灣在國際舞臺的能見度與好感度。 

經由本次會議，了解各機場面對疫後復甦相關因應策略、亞太及中東地區航線發展及市

場趨勢、如何因應通貨膨脹調整收費等議題，反思桃園機場在未來迎接回流的國內外旅客和

提升機場服務品質、重返往日榮耀等，甚有收穫。例如，泰國機場公司透過蒐集旅客購物數

據及推出 SAWASDEE Pass 個人化服務，獲得旅客的反饋，藉此來改善機場提供的服務內容；

仁川國際機場在新的建設計劃中，增加了能夠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機場內就能感受韓國

文化特色的設施，提升旅客的機場體驗，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作法。 

本次 ACI 經濟委員會會議與三一論壇同時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辦，三一論壇是集結機場營

運單位、免稅商店與零售業者，及國際旅遊零售品牌之重要會議，聚焦機場商業活動及營收，

歷年來由穆迪報導(The Moodie Davitt Report)與 ACI合辦，並由論壇舉辦地之機場接待，

本次由越南機場公司(Airports Corporation of Vietnam, ACV)接待。 

本次論壇討論的主題之一是透過數據整合提升旅客體驗，旅客體驗及數位轉型是近年來

被反覆探討的商業經濟模式，透過消費者消費習慣、消費能力等大數據資訊分析，為消費者

量身打造個人化服務及商品，提供更優質的消費經驗。後疫情時代因應消費行為模式改變，

營運整合線上及線下全通路發展已不可逆，數位化便捷快速的購物體驗已是消費者購物體驗

重要的一環，旅遊零售業者與品牌業者如能滿足旅客在旅程中的不同需求，才能創造更便利

及有效率的消費模式，促進更高的營收及消費轉換率。 

透過本次論壇，了解國際航空運輸需求及旅遊零售市場發展趨勢，藉由產業標竿單位的

營運策略與經驗分享，重新思考機場、零售業、品牌在後疫情時代的角色；而旅客消費行為

與模式轉變，也帶來新的挑戰與契機，這些收穫有助本公司研議機場未來商業發展模式，作

為第三航站招商及營運規劃參考，使桃園機場未來商業服務更為多元且全面。 

本次赴越南胡志明市參加會議及論壇，感受到近幾年越南政府積極改善基礎建設及推動

旅遊業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目前現有最大的新山一機場已逐漸超出可負荷的旅運量，為緩解

現有機場的堵塞情形，越南機場公司持續積極推動興建距離胡志明市 40 公里遠的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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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城國際機場(LTIA)」。我們也透過在市區的觀察，實地感受到越南積極促進觀光與經濟

發展，運用其擁有的豐富自然景觀、歷史文化遺產和多樣的旅遊資源，吸引大量國際和國內

遊客，近年也成為台灣旅客經常到訪的旅遊目的地，顯見越南在世界航空市場的重要性逐漸

攀升。 

綜上，本次參與 ACI 經濟委員會會議及三一論壇，讓我們對疫情後的全球機場經營現狀

與未來發展策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對於機場商業發展及營運策略有新的思路與觀點。未

來亦將持續關注國際趨勢，借鑒各標竿機場優秀案例，並致力推動桃園機場各項建設，提升

國際競爭力。 

(圖 14：ACI經濟委員會各機場代表與 ANARA小組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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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新山一機場候機室設有商品販售服務) 

(圖 16：新山一機場美食區指引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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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第 22 次 ACI 亞太區經濟委員會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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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ACI 亞太區經濟委員會代表與參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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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024年三一論壇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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