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3 日交通部交路（一）字第 10582006205

號令修正發布。 

※法規修正對照表已於之前＂PT1202_PT1203_106 年_2017 版_細說導遊 2_領隊 2_重點補充資訊＂為附，此

處近列最新＂修正後＂法條內容。 

第 23 條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接待或引導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觀光旅客旅遊，應指派

或僱用領有英語、日語、其他外語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之人員執行導遊業務。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辦理前項接待或引導非使用華語之國外觀光旅客旅遊，不得指派

或僱用華語導遊人員執行導遊業務。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對指派或僱用之導遊人員應嚴加督導與管理，不得允許其為非旅

行業執行導遊業務。 

 

2.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6 條、第 28 條：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3 日交通部交路（一）字第

10582006205 號令修正發布。 

※法規修正對照表已於之前＂PT1202_PT1203_106 年_2017 版_細說導遊 2_領隊 2_重點補充資訊＂為附，此

處近列最新＂修正後＂法條內容。 

第 6 條 

導遊人員執業證分英語、日語、其他外語及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 

已領取英語、日語或其他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如取得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

證考試外語能力合格認定基準所定基準以上之成績單或證書，且該成績單或證書為提出加

註該語言別之日前三年內取得者，得檢附該證明文件申請換發導遊人員執業證加註該語言

別，並得執行接待或引導使用該語言之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已領取導遊人員執業證者，經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團體舉辦第一項所定其

他外語之訓練合格，得申請換發導遊人員執業證加註該訓練合格語言別；其自加註之日起

二年內，並得執行接待或引導使用該語言之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領取英語、日語或其他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得執行接待或引導國外、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領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得執行接待或引導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觀光旅客或使用華

語之國外觀光旅客旅遊業務，不得執行接待或引導非使用華語之國外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第三項關於其他外語訓練之類別、訓練方式、課程、費用及相關規定事項，交通部觀光局

得視觀光市場及導遊人力供需情形公告之。並準用第七條第四項、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第 28 條 

導遊人員違反第五條、第六條第五項、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七條規定者，由交通部觀光局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 

 

 

******************************************************************************** 

發展觀光條例 
 
【近期法規沿革】 

1.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678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7 條條文。 

2.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32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5、6、24、36、38、55、60、

64 條條文；增訂第 70-2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363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5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20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9、34、38、49、51 條條文；

並增訂第 37-1、55-1、55-2 條條文。 

 



 

 

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關係文書版） 
修正規定 修正前規定 

第 2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觀

光設施之興建、改善，為觀光旅客旅遊、食宿提供服

務與便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

風景、名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

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

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

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原住

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資源

保育區、自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

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範圍內劃設之

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觀光

旅客休閒、遊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光旅館，

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

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

服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

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

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

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

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

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樂設施

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

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

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人員。 

十五、外語觀光導覽人員：指為提升我國國際觀光服務品

質，以外語輔助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

資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區所設置具外語能力之人員。 

第 2 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觀

光設施之興建、改善，為觀光旅客旅遊、食宿提供服

務與便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

風景、名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

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

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

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其範圍包括：原

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資

源保育區、自然保留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

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觀光

旅客休閒、遊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光旅館，

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

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

服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

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

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

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

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

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樂設施

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

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

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自

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人員。 



 

 

修正說明 

一、本條第五款對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定義係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

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 

二、其涵蓋範圍之「原住民保留地」及「山地管制區」部分，前者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第三條規定，係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

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後者依「國家安全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

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

區，並公告之。 

三、依說明二所述，其劃設目的顯非屬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爰本條第五款之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

制區應刪除。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配合第十九條、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爰新增本條第十五項名詞定義。 

審查會： 

一、第五款，依委員鄭天財等 19 人提案及委員鄭天財等 5 人所提修正動議，並經修正為：「五、自然

人文生態景觀區：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

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

保護區等範圍內劃設之地區。」。 

二、增訂第十五款，依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通過。 

三、其餘均維持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第 19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覽人員，

並得聘用外籍人士、學生等作為外語觀光導覽人員，以外

國語言導覽輔助，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

陪同進入，以提供多元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

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應優先聘

用當地原住民從事專業導覽工作。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光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覽人員，

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

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

永續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專業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說明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修正第一項：根據我國政府正努力朝發展國際觀光、提升多元旅客旅遊品質

之目標邁進。為發展國際觀光，外語服務事必格外重要且不可或缺。爰此，增加得聘用外籍人士、學

生等提供外語導覽輔助之規定。 

審查會： 

一、第一項，依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除刪除「如有外籍旅客進入該地區，應提供外語觀光導覽人

員，」文字外，其餘均照案通過。 

二、增訂第二項，依委員鄭天財等 9 人所提修正動議增訂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位於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應優先聘用當地原住民從事專業導覽工作。」。 

三、第三項：依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第二項遞改為第三項，文字未修正。 

四、第四項：依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第三項遞改為第四項，句首「專業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

法」修正為「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光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法」，其餘均照案通過。 

第 34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主管機關對各地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應會同有關機關調

查統計，輔導改良其生產及製作技術，提高品質，標明價

格，並協助在各觀光地區商號集中銷售。 

各觀光地區商店販賣前項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不得以贗

品權充，違反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4 條 

主管機關對各地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應會同有關機關調

查統計，輔導改良其生產及製作技術，提高品質，標明價

格，並協助在各觀光地區商號集中銷售。 

修正說明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 

一、我國各地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係代表當地特色之紀念性質物品，對於消費者可留下特殊旅遊印象，

然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並未有其他具體之行為措施，僅具有訓示性之規定，對發展觀光之效益實

數有限。 



 

 

二、爰增訂第二、三項，要求各觀光地區商店販賣第一項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不得以贗品權充，並

授權訂定相關實施辦法，以利落實該項規定。為防止不肖業者以不誠實行為，帶消費者到貨不真

價不實之商店購物，致我國觀光產業名譽受到損害，實有增訂相關規定予以規範之必要。 

審查會： 

一、第一項，照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依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並經修正為「各觀光地區商店販賣前項特有產品及手工

藝品，不得以贗品權充，違反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7-1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主管機關為調查未依本條例取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

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務、旅館業務或民

宿之事實，得請求有關機關、法人、團體及當事人，提供

必要文件、單據及相關資料；必要時得會同警察機關執行

檢查，並得公告檢查結果。 

 

修正說明 

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主管機關查緝非法旅行業及非法旅宿，尤其是調查日租屋之實際需要，明定得會同警察機關

執行檢查，以維稽查者人身安全，並得公告檢查結果，讓消費者明悉，並得向有關機關、法人、

團體或個人請求提供有關文件，以利查察。 

審查會： 

依委員提案，並經修正為：「第三十七條之一 

主管機關為調查未依本條例取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務、

旅館業務或民宿之事實，得請求有關機關、法人、團體及當事人，提供必要文件、單據及相關資料；

必要時得會同警察機關執行檢查，並得公告檢查結果。」 

第 38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為加強機場服務及設施，發展觀光產業，得收取出境航空

旅客之機場服務費；其收費繳納方法、免收服務費對象及

相關作業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該管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對進入之旅客收取觀光保育費；其收費繳

納方法、公告收費範圍、免收保育費對象、差別費率及相

關作業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其涉及原住民

保留地者，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研訂，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 

第 38 條 

為加強機場服務及設施，發展觀光產業，得收取出境航空

旅客之機場服務費；其收費繳納方法、免收服務費對象及

相關作業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修正說明 

委員葉宜津等 17 人提案： 

一、新增第二項規定，原本文改置第一項，未予修正。 

二、新增第二項規定，對於進入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遊客，得收取一定之

觀光保育費，以做為維持自然生態保育、永續經營台灣特有之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資源之費用，

其相關收繳納方式、收費對象、差別費率及作業方式等技術性、細節性之規定，則授權行政命令

處理。 

三、發展觀光吸引大量之觀光客，但亦可能造成環境破壞、垃圾處理等相關問題，為維持其原有景觀

面貌必須有相對應之經費以支應，此於世界其他國家亦然，因此對於遊客收取非屬規費性質之觀

光保育費實有必要。 

四、至尚未納入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地區，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均應

規劃建設為觀光地區，故認有應收取而尚未納入收取之地區，自應依相關規定，納入為觀光地區、

風景特定區或自然人文光態景觀區後，始得收取觀光保育費。而得收取觀光保育費之地區，亦得

依實際狀況決定是否收取或為不同標準之收取。 

審查會： 

一、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二、第二項，依委員葉宜津等 17 人提案及委員鄭天財等人修正意見，並經修正為：「觀光地區、風景

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進入之旅客收取觀光保育費；其收費

繳納方法、公告收費範圍、免收保育費對象、差別費率及相關作業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其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研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49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

品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於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

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免。 

前項不動產，如係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設定

地上權或承租者，以不動產所有權人將地價稅、房屋稅減

免金額全額回饋地上權人或承租人，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者為限。 

第一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

升服務品質之核定標準，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行政

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五年為限。 

第 49 條 

民間機構經營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之租稅優惠，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規定辦

理。 

修正說明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 

一、觀光產業向來有「無煙囪工業之稱」，觀光人數愈多、旅客停留觀光場所的時間愈長，可以創造

的觀光產值就越高；就經濟效益而言，不僅創造觀光產值，也能增加消費、提振景氣、增加就業

機會等，因此觀光對經濟的貢獻不言而喻。 

二、有別於營建業花費三、五年申請建照、施工及售出即可獲利了結，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並非

以炒房為目的，其設置會展中心、游泳池、咖啡廳等設施設備係為提供完善服務與永續經營，且

動輒投入數十億以至數百億元資金，並需持續支付貸款利息、員工薪資、高累進費率的水電費用

等成本，往往經過二十年還不一定可以回收成本。近年政府打房未區分營建業與觀光遊樂業、觀

光旅館業的產業特性，一概以倍數方式調高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的不動產持有稅賦，如房屋

稅、地價稅的徵收，不分是否有產業經濟貢獻一律調升，實已嚴重影響其正常營運發展，更衝擊

國際觀光產業業者在臺投資意願。 

三、值此全球經濟衰退，各國爭相祭出減稅措施以吸引國外大型投資之際，臺灣不僅極度限縮觀光產

業適用租稅優惠的管道，更不斷加重其不動產持有稅負影響其正常營運發展，明顯悖於政府扶植

未來支撐臺灣經濟之重要觀光產業朝向品質、價值提升的政策。 

四、為能有效吸引重大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的投資，引導觀光產業升級與永續發展，特提出「發

展觀光條例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使符合政策需要且達一定規模標準的重大觀光遊樂業、

觀光旅館業投資也有適用租稅優惠的機會，俾有效吸引投資，帶動產業升級。 

審查會： 

依提案，並經修正為：「第四十九條 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品質，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於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

減免。 

前項不動產，如係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設定地上權或承租者，以不動產所有權人將地價

稅、房屋稅減免金額全額回饋地上權人或承租人，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為限。 

第一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品質之核定標準，由交通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並以五年為限。」 

第 51 條（106 年 1 月 11 日） 

經營管理良好之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

人員，由主管機關表揚之。 

前項表揚之申請程序、獎勵內容、適用對象、候選資格、

條件、評選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 條 

經營管理良好之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

人員，由主管機關表揚之；其表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修正說明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提案： 

觀光產業的發展有賴於政府的經營政策方針、有效監督與業者的完善經營，若政府對經營管理良好之

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為獎勵表揚係有激勵之作用。然該評鑑之項目、基準

及表揚辦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將相關評鑑資訊公開透明，以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觀光產

業相關的公共事務，能進一步瞭解並信賴及監督，以表彰其公信力。 

審查會： 

依提案，並經修正為：「第五十一條 

經營管理良好之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由主管機關表揚之。 



 

 

前項表揚之申請程序、獎勵內容、適用對象、候選資格、條件、評選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55 條（105 年 11 月 9 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

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

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書

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

營者，違反第四十二條規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

報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

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令

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

或觀光遊樂業務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旅館業務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歇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部

分者，其擴大部分，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民宿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 

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館業務及民宿者，依前四項規定經

勒令歇業仍繼續經營者，得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

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

其他必要可立即結束經營之措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

例之經營者負擔。 

違反前五項規定，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名稱、

地址、負責人或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 

第 5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

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

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書

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

營者，違反第四十二條規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報請

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

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令

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

或觀光遊樂業務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禁止其營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旅館業務者，處新臺幣十八

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立即停業。經命停業

仍繼續營業者，得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建築主管

機關，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其他必要

可立即結束營業之措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之經營

者負擔。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立即停業。經命停業仍繼續

經營者，得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建築主管機關，

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其他必要可立即

結束經營之措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之民宿經營者

負擔。 

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部分者，其擴大

部分，分別依前二項違規營業或經營行為論處。 

違反前三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名稱、地址、負責

人或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 

修正說明 

一、第一項到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四項提高罰鍰數額，並配合第五項、第六項用語為文字修正。 

三、第五項調整其罰鍰數額與第四項相同，因旅館業規模較觀光旅館業為小，其罰鍰數額不應遠高於

第四項罰鍰。至命其停業後之效果統一規定於新增之第八項規定。 

四、無照民宿經營者之規模完全無法與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相比，故仍維持其罰鍰數額。至命其停業

後之效果，亦統一規定於新增之第八項規定。 

五、觀光旅館業亦有擅自擴大營業客房之可能，爰於第七項新增觀光旅館業擅自擴大營業客房之處罰。

但領有執照、登記證之合法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經營者，其擴大營業之可罰性與完全無照

之業者較輕，其處罰應符合比例原則，故不應比照論處，爰明定其罰鍰數額。 

六、新增第八項規定，將無照或擅自擴大營業之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經命其停業後之

效果統一規定於本項。 

七、原第八項規定依序改移為第九項規定，並依各項修正調整文字內容。 

第 55-1 條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

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務、旅館業務或民宿者，以廣

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

媒體等，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修正說明 

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杜絕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者以任何宣傳管道提供營業訊息，有效根絕其源頭，

爰訂定相關罰則。 

審查會： 

依委員提案，並經修正為：「第五十五條之一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務、旅館業務或

民宿者，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散布、播送或刊登營

業之訊息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5-2 條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資

料，向主管機關檢舉。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

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

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第二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修正說明 

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眾協助行政機關，檢舉非法旅行業、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館業及民宿，導正市

場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明定檢舉違法案件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數額達一定數額

時，得提充給予檢舉人一定獎金；另於第三項賦予主管機關檢舉獎金之編列依據。 

審查會： 

依委員提案，第一項修正為「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

檢舉。」，其餘均照案通過。 

 

 

發展觀光條例修正說明 
 

（一）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條文修正草案（葉宜津等 18 人擬具之提案要旨） 

鑑於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規定，對於未領取執照、登記證或擅自擴大營業客房之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經營者的處罰均有所不同且未符合比例原則，造成實務上

處理違法案件造成困擾。對於未領取執照、登記證而營業之行為，觀光旅館業、旅館

業其可罰性相同，罰則亦應相同，不應有旅館業之處罰遠大於觀光旅館業之情形；對

於有領取執照、登記證而擴大營業部分，其可罰性不同，罰則亦應不同，不應有領取

執照、登記證者之處罰與完全未領取執照、登記證者相同。為符合比例原則，對於罰

則部分不失偏頗，爰提案修正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天財等 19 人擬具之提案要旨） 

本院委員鄭天財、簡東明、黃昭順、廖國棟、孔文吉等 19 人，鑑於「發展觀光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條解釋本條例使用之名詞，其中第五款為關於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之定義部分，為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

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但其列舉範圍涵蓋「原住民保

留地」及「山地管制區」部分，並不能歸類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爰提出本條例第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一、本條例第二條第五款對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為之定義，係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

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

殊自然人文景觀，其範圍包括：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

保護區等地區。 



 

 

二、關於前開範圍之「原住民保留地」及「山地管制區」，前者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係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

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後者依《國家安全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

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三、揭櫫前開「原住民保留地」及「山地管制區」之規定，顯現其劃設目的應不能歸

類為本條例第二條第五款之自然人文生態景管區。對此，爰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二

條第五款，刪除原住民保留地及山地管制區，以符實際。 

 

 

（三）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之提案要旨） 

本院委員蕭美琴、莊瑞雄、呂孫綾等 18 人，鑑於觀光產業向來有「無煙囪工業之稱」，

若觀光人數愈多、旅客停留觀光場所的時間愈長，可以創造的觀光產值就越高；另就

經濟效益而言，不僅係創造觀光產值，亦能增加消費機會、提振市場景氣、增加各項

就業機會。我國地理環境特殊，孕育著特殊海島國家人文與風景，此等特殊風貌均係

我國觀光產業之瑰寶。為振興我國經濟，發展優質並具台灣當地特色、人文之觀光產

業，爰擬具修正「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十九條第一項，為發展國際觀光及提升多元旅客旅遊品質，增加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得聘用外籍人士、學生等提供外語導覽輔助。 

二、增訂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要求各觀光地區商店販賣第一項特有產品及手

工藝品，不得以贗品權充，並授權訂定相關實施辦法。 

三、中央主管機關得獎助旅行業者，安排觀光旅客觀賞歷史文物及藝術珍品之展覽，

與國樂、國劇、國產電影及民族藝術活動，其獎助及推廣辦法，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文化部定之，爰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 

四、為能有效吸引重大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的投資，引導我國觀光產業升級與永

續發展，使符合政策需要且達一定規模標準的重大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投資

也有適用租稅優惠的機會，俾有效吸引投資，帶動產業升級。 

五、觀光產業的發展，有賴於政府的經營政策方針、有效監督與業者的完善經營，若

政府對經營管理良好之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為獎勵表

揚係有激勵之作用。然該評鑑之項目、基準及表揚辦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將相

關評鑑資訊公開透明，以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觀光產業相關的公共事

務，能進一步瞭解並信賴及監督，以表彰其公信力。 

六、對於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各觀光地區商店販賣前項特有產品及手工藝品，

不得以贗品權充者，於第五十三條一項增訂相關罰則之規定，以示我國對於防查

贗品、維護我國觀光產業於國際社會名譽之決心。 

七、增訂第六十六條第六項，增加外語觀光導覽人員之訓練及管理等相關規定。 

 

 

（四）發展觀光條例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葉宜津等 17 人擬具之提案要旨） 

本院委員葉宜津等 17 人，為維持自然生態保育、永續經營台灣特有之自然生態與人文

景觀資源，對於進入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旅客，得收取非

屬規費性質之觀光保育費賦予法源，以讓相關地區因外來遊客大量增加所帶來之環境

保護、垃圾處理等問題，有相對應之經費可供維護及解決。此做法於世界其他國家亦

行之多年，且成效良好，爰提案修正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草案。說明如下： 

一、參照世界其他國家，為保育觀光地區，對於遊客得收取相對應之保育費用，例如

帛琉、菲律賓、日本等國家，均有如海洋保育費、入山費等相關收費，以做為維



 

 

持自然生態保育、永續經營觀光資源之經費來源。 

二、台灣近年來大力推廣觀光，觀光客人數屢創新高，但亦造成部分觀光地區、風景

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因人潮眾多，而造成環境保育、垃圾處理等相關問

題，此等事項之解決，均需有相對應之財源以資解決，方能維持原有之觀光品質

及生態保育。但因受限於無法源基礎，致使有心維持及提昇觀光品質之各級主管

機關，無法對於遊客收取觀光保育費用，以支應相關經費支出。參考世界各國及

我國實際狀況，亟須賦予收取觀光保育費之法源基礎，在有相對應經費來源下，

才得確保觀光品質及維持原有生態面貌。 

（五）發展觀光條例增訂第 37-1 條、第 55-1 條及第 55-1 條條文草案（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擬

具之提案要旨） 

本院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鑑於現行日租套房與非法旅館充斥，造成公安事件頻傳與損

害我國旅館住宿安全的國際形象，故有必要嚴格取締。但受限於人力及查察不易，現

有法條無法扼止非法亂象，實有必要加強處罰標的及提供適當檢舉獎金，才能有效取

締日租套房與非法旅館之存在。爰提案增訂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五十五

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之二條文草案。 

※以上資訊僅為提列，詳細資訊請參見有關之法案三讀關係文書。 

 

 

 

******************************************************************************** 

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 
 
【近期法規沿革】 

1.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役字第 1040830445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7 條條文。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役字第 1050831197 號令修正發布第 5、6 條條文。 

 

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6 條修正總說明 

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由內政部於九十六年十月四日訂定發布，期間

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修正發布。為策進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

作業，簡化相關作業程序，並配合服勤單位派遣一般替代役役男出國參加會議或活動之實際

需要，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條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役男申請出境經主管機關審核並發給核准文件後，即得辦理出境，免除役男護照核

蓋出國核准章作業，以資簡化程序並符經濟；另為因應緊急或特殊案件需求，得以核蓋替代

役役男出國核准章之方式辦理。（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為配合服勤單位派遣一般替代役役男赴國外從事與其勤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實際需要，

爰酌增一般替代役役男赴國外參加會議或活動之出境日數。（修正條文第六條） 

 

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6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修正前規定 

第 5 條 

一般替代役役男、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一階段服

役期間申請出境，應由服勤單位或役男敘明事由、出入境

時間、地點，檢附出國申請表、證明文件及其中文譯本，

於預定出境之日十日前，送經主管機關審核並發給核准文

件後，始得辦理出境。 

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期間

申請出境，應由用人單位至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資訊管

理系統登錄申請，併同出境申請函（表）、證明文件及其

第 5 條 

一般替代役役男、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一階段服

役期間申請出境，應敘明事由、出入境時間、地點，檢附

出國申請表、護照、證明文件及其中文譯本，於預定出境

之日十日前，送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核蓋替代役役男出國核

准章後，始得辦理出境。 

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期間

申請出境，應由用人單位至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登錄

後列印出國申請表，併同申請函、護照、證明文件及其中



 

 

中文譯本，於預定出境之日三個工作日前，於上述系統傳

送主管機關審核並發給核准文件後，始得辦理出境。 

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有緊急或特殊情況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受前二項申請期間之限制；其未能即時取得核准文

件者，得由主管機關於其護照內頁核蓋替代役役男出國核

准章（格式如附件）辦理出境。 

替代役役男核准出境案件，由內政部役政署每日將最新資

料以電子傳送方式送內政部移民署，以供辦理役男出境查

驗使用。 

文譯本，於預定出境之日十日前，送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核

蓋替代役役男出國核准章後，始得辦理出境。 

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有緊急或特殊情況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受前二項申請期間之限制。 

修正說明 

一、為明確一般替代役役男、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一階段服役期間申請出境之主體性，爰第

一項增列「由服勤單位或役男」文字。 

二、按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現行規定仍須由主管機關於其護照上核蓋出國核准

章，始得辦理通關出境。茲因役男既經申請核准並獲發核准文件，且出境查驗單位透過主管機關

電子傳送資料，業已取得獲准出境役男資訊，茲為求簡便並符經濟，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有關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期間申請出境，依現行實務，係由用人

單位於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線上傳輸作業，第二項爰酌作文字修正，俾符實際。 

四、因考量於非工作日時，役男遇有須出境奔喪、病危探病等緊急或特殊情況，為協助渠等役男出境

需要，爰增訂第三項後段，得由主管機關於役男護照內頁核蓋替代役役男出國核准章方式，據以

辦理出境，以資周妥。 

五、另為利於出境查驗作業準確，有關經核准出境之替代役役男相關資料（如役男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核准出境日期等），由核准機關每日將最新資料以電子傳送方

式送內政部移民署，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第 6 條 

一般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之日數，限制如下： 

一、參加會議或活動：每次不得逾二十日。 

二、參加各類競賽及訓練：依實際需要核給。 

三、探病：每次不得逾七日。 

四、奔喪：每次不得逾十五日。 

五、特殊事故：每次不得逾七日。 

第 6 條 

一般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之日數，限制如下： 

一、參加會議或活動：每次不得逾十日。 

二、參加各類競賽及訓練：依實際需要核給。 

三、探病：每次不得逾七日。 

四、奔喪：每次不得逾十五日。 

五、特殊事故：每次不得逾七日。 

修正說明 

按現行一般替代役役男經服勤單位派遣赴國外從事與其勤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事由，其出境日數每次

不得逾十日，與部分申請案例所需之期程相較略屬過短，爰修正第一款規定，調整為每次不得逾二十

日，以符實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