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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研討會鎖定在「藍色經濟」產業，搭配向海致敬鼓勵人民「親海」的精神，以「海洋觀光休閒及

遊憩產業」作為這次會議探討主軸，並導入「創意（設計力）、創新（生產力）、創業（行銷力）」的海

岸地方創生概念，為地方注入發展產業的動能，達到增加產值與就業機會，吸引島嶼青年人口返鄉創業、

就業的實質效益。 

   

  高科大校長楊慶煜表示，作為具有海洋特色的技職大專院校，除了在校園內培育具有產業技術之學

生外，更應走入地方和社區，發揮大學社會責任，利用教學資源協助社會培養產業專業人才，學校應全

力的支持與協助。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則表示，政府積極建構資訊整合平台，提供民眾及業者能更方便、更深入了解

相關旅遊資訊，而「海域遊憩資訊整合平台 https://ocean.taiwan.gov.tw/」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彙整台

灣海域遊憩的周邊相關資訊，更希望透過此平台，讓民眾了解海洋，進而從親海到進海，甚至更深度的

海洋遊憩活動，擴大我國海域相關遊憩產業發展。 

 

  唐鳳說，「海域遊憩資訊整合平台」從去（109）年 9 月開始上線，歷經業者建言、使用回饋等資訊，

於今年 3 月大改版。該平台揭露許多公開資訊，可說是海洋相關的素材庫，除提供資訊外，未來更將成

為相關海洋遊憩或活動的一站式申請網站。 

 

  會議針對兩大議題進行與談，其中「海洋遊憩產業發展及地方創生」邀請海委會海洋資源處處長王

茂城主持。以離島地方創生為例，臺灣具有國際級景點與天然旅遊資源，應是觀光遊憩發展潛力雄厚的

旅遊聖地，但海洋觀光休閒及遊憩產業卻尚未達到預期的規模及應有的觀光收益，透過走遍世界各大潛

點海底映像李世明的經驗分享，看見島嶼海洋遊憩產業的潛力，並與國發會組長許文瑞、高科大海管所

所長劉文宏及澎湖縣政府參議陳晶卉的實務觀察，提出操作策略或方向建議，且以小琉球和綠島為鑑，

事先與在地居民達成共識，評估環境承載量，建立總量管制，避免過度的觀光浩劫。 

 

  另，「海洋遊憩產業人才職能建構」議題則邀請國海院院長邱永芳主持。產業之發展有賴專業人力

的培養和投入，文藻外語大學謝馥蔓教授以海洋人力資源為主題說明該產業「職能基準」和「職能分析」

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並延伸探討「職能檢定」需求，也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施貞仰和高科大海

事所丁國桓助理教授提出實務操作經驗和建議，並由海晴人潛水旅店專業教練潘志榮以實務角度提供建

言。 

 

  最後，則由行政院南服中心副執行長許乃文、海委會綜規處處長沈建中、高科大退休教授黃聲威、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理事長曾應鉅進行綜合座談，並針對當日許多探討議題做成結論。 

 

  高科大祈透過對話，以開放的態度聽取各方意見、蒐集資訊，期盼多方意見交換激盪出新的火花，

與國人一同建構更健全的海洋觀光休閒及遊憩產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