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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因觀光業盛行，各國來臺旅客逐漸增加，同時間政府也積極推廣觀光產業，

而許多境外旅客在旅行的同時也會將選購伴手禮列為必要行程。國外消費者在購買伴手

禮時，礙於其運送重量與體積以及食品保存期限的問題，容易造成觀光客旅遊時的不

便。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國內電子商務代購平台，使旅客隨時可以利用行動裝置在旅遊前

及行程中購物下單，省去在實體店面逐一比價的時間和精力，增加國外消費者對臺灣商

品的購買慾望與動機。近幾年來臺自助旅行的旅客不斷增長，除了團體遊客的消費能

力，自助來臺旅客的消費能力更是不可小覷。現今多數的伴手禮店的運送機制是配合團

體遊客運送較為大量的商品，而沒有提供針對自助旅客的配送方案，因此我們認為藉由

電子商務平台並且結合國內物流業者進行配送，不僅可以為物流業者帶來新的方向，也

可以改善旅客在旅遊時購物的不便性。 

 

關鍵字：電子商務、境外旅客 

 

 

 

 

 

 

 



  境外旅客電子商務平台之服務規劃 

2 

1.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因網路資訊的發達以及普及化，去實體店面購買商品不再是顧客唯一的選擇，人們

會上網搜尋想要購買的商品，並透過網路上的評價、價格查詢以及價格比較等得到商品

的相關資訊，進而購買到想要的商品。網路商店雖然缺少實體店面的優點，但是網路商

店的優點就是沒有空間的限制，可以販賣任何種類的商品。 

    來臺旅客的增加，如何協助這些觀光客能夠更便利的購物，不僅能提高臺灣的營

收，還能推銷臺灣讓更多人瞭解臺灣，如果能建構一個平台幫助外國旅客們，便能更有

效的推廣。如果讓來臺旅遊的觀光客在抵臺前就藉由網路購買臺灣的特色產品，可使國

外旅客在臺的消費金額提高，還能提高臺灣在地業者的營收。相反的，下單完成後如何

能使自由行的觀光客可以方便的拿到商品，又能輕鬆的採購，此時則需要透過物流業者

的協助來完成。 

    本研究希望提供新型態的代購服務模式，提供想來臺灣旅遊及購物的旅客，給予網

購上的協助以及後續的物流服務，配送至旅客指定的飯店、便利商店和機場櫃檯臺等地

點，解決來臺旅客購物的困難，同時建構支援境外旅客代購服務之平台，完善物流運籌

服務與金流交易模式，創造物流業者之服務商機。 

1.2 研究目的 

    此研究提出之臺灣境外旅客電子商務代購之銷售物流整合服務分析其主要目的在

於建構一個新的服務模式： 

1 針對出境旅客（國內外）提供機場、飯店和便利商店取貨服務 

2 將國內物流業者及零售業者串連，為國外旅客提供完整的服務 

3 規劃電子商務平台，方便國外旅客在回國後再次購物 

4 因此本研究在初期先瞭解國外旅客在臺消費的現況，以及現在電子商務的發展趨

勢。在現有的電子商務平台和國內物流業者都各司其職，電子商務平台大多都針對

單一市場傳遞訊息；國內物流業者因地域限制，配送範圍有限。在現有的物流業者

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內，利用此服務模式，將旅客在平台上購買的產品配送到指定地，

不僅可有效運用物流業者的優勢，也能藉此增加國內特色產品的銷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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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促進境外旅客使用電子商務平台購買臺灣特色產品作為研究，減少境外旅

客在觀光購物時的不便性，本研究主要利用問卷調查，來探討境外旅客在使用電子商務

代購平台時的習慣，再針對境外旅客的購物習慣，提供旅客更完善的服務。我們希望藉

由此份問卷，瞭解各國觀光客來臺購物的喜好及網購的習慣。進而為外國觀光客設計電

子商務平台。 

 

圖1.1 研究方法 

2. 文獻 

2.1 代購服務發展之現況 

    近幾年來因網路的興起，讓購物不在侷限於國內市場，消費者也提升了對國外商品

的購買需求，改變了消費型態。電商的市場逐漸擴大，許多傳統業者紛紛投入網路市場，

不再限制於實體店面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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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許多旅客會利用出國幫忙親友代買商品，但因為國際退稅及運送重量限制等相

關繁瑣程序，以至於降低其採買意願。然而因各國關稅價差，商品的金額會有所不同，

因此消費者願意利用代購服務付出相對的代價，來換取購物的便利性。促使代購市場的

興起，海外代購市場的無限商機，提供了海外商品的最新資訊，增加了業者的銷售通路

也讓消費者受惠[1] [2] [3]。 

    多數的跨境電商的代購網站並沒有提供多種語言的服務，往往造成消費者的瀏覽上

的困難，再者對購物的流程的理解方式不同，容易產生誤會導致購物糾紛。為了避免這

種問題發生，臺灣消費者會透過「國內代購代標賣家」購買國外購物網站商品。目前消

費者經常藉此代購之商品的前三名為「服飾配件」、「鞋包精品」及「圖書雜誌」，預期

未來仍將以「服飾配件」、「鞋包精品」為主要購物商品，但3C消費性商品的購買意願

將快速成長[1][4][7]。 

    表2.1為國內消費者進行海外購物的種類，根據資策會統計可得知海外購物方式以

委託國內個人代購賣家代標代購最多。 

表 2.1 消費者海外購物方式的種類[5] 

消費者海外購物

方式 

自行從海外網站

購買 

國內個人代

買家 

國內代購

網站 

百分比 72.9％ 31.8％ 25.8％ 

 

2.2 境外旅客來臺旅遊現況 

    根據觀光局的統計，自100年開始觀光人數逐漸增長，隔年起的外國旅客來臺人數

也皆破600萬，從圖2.1可看出臺灣觀光產業蓬勃發展，境外旅客來臺人數在最近十年內

有明顯的成長，其中，陸客來臺人數在104年突破400萬，從成長趨勢比較中，更可以看

出來臺旅客當中以中國旅客成長幅度最大，從98年開始便成為來臺旅客中的最大來源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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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近十年來臺旅客及中國觀光客人數比較[6] 

    從圖2.3中可看出，來臺旅客當中以觀光目的之比例最高，且逐年成長，到了105年

來臺觀光人數所佔總人數比例已經超過70%。 

 

圖 2.2 十年來臺觀光目的別人次及占比變化[6] 

    「購物」、「觀賞自然風景」、「參觀古蹟」為旅客來臺觀光的主要活動，其中受訪旅

客中，「購物」為最喜愛參加的活動，其次為「觀賞自然風景」、「參觀古蹟」等。來臺

旅客最喜歡購買之物品為「食品」類，多數人選擇在一般商店購買，其次為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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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夜市、免稅店等，而在臺購買物品之種類以食品、衣物、紀念品、茶葉或茶具等

較多，本計劃希望能增加這些境外旅客在網路代購平台的消費，購買臺灣的特色商品，

因此需要建構出一個完整且能使消費者滿意的商業模式平台，提供個人化的服務。 

    根據觀光局資料，匯整出表2.2，從此圖表中可明顯看出購物對境外旅客來臺活動

中佔比例是最高的。另外，從表2.3可看出這些境外旅客來臺消費項目前三名為服飾、

珠寶玉器、名產等。 

表 2.2 104 年受訪旅客在臺期間參加活動排名[6] 

排名 來臺參加的活動 相對次數 (人次/百人次) 

1 購物 91.92 

2 逛夜市 83.3 

3 參觀古蹟 46.07 

4 遊湖 28.51 

5 泡溫泉浴 17.42 

6 參觀展覽 9.61 

 

3. 問卷結果與系統實作 

3.1 境外旅客問卷結果 

    以下是我們主要針對韓國、日本、中港澳地區、東南亞地區、歐美地區來臺自助旅

行的觀光客，韓國39份、中港澳地區37份、日本31份、歐美地區24份、東南亞地區19

份，總計發放150份有效問卷。 

    在我們的問卷中，發現有大多數的觀光客都是第一次來臺灣旅遊，而我們都是針對

自助旅行的旅客做分析，對於他們而言，首次來臺觀光選擇自助旅行是受到歡迎的，此

外也有許多旅客會選擇再次來臺觀光。對於一般跟團來臺的觀光客而言，購買臺灣的特

產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旅行社都會帶旅客到免稅店或伴手禮店購物，而對於自助來臺

的旅客來說，雖然可以自己選擇想要在哪裡買及買什麼特產，但是礙於買了特產後就必

須隨身帶著走，所以我們提供了在網購平台購買臺灣特產的服務。從我們發放的問卷

中，分析出多數觀光客習慣從社群網站接收關於網購平台的資訊，其中以韓國、中港澳

地區旅客最為明顯，其次是東南亞及歐美地區的旅客，而現今多數的社群網站平台都會

針對使用者的喜好推薦相關資訊，因此我們希望利用社群網站平台的優勢，讓有興趣的

消費者可以接收到平台的最新資訊。現今人手一支手機的比率越來越高，網路購物的工

具逐漸從電腦改變到手機或是平板，雖然手機介面較小，無法一次顯示出所有資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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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的方便性卻比電腦多出許多，而有很多的網購平台除了架設網站外同時也會推行

APP，使網購用戶不會受限於單一的工具上。 

 

圖3.1 獲取網路購物平台的來源 

    對於外國旅客來說，如果要輕鬆旅遊又想要買到臺灣的特產品，我們認為對外國旅

客提供此預購服務，預購服務不只是在來臺前的預購，或是抵臺後購買且選擇離臺前至

機場取貨都算在內，不僅可以讓消費者有充足的時間可以瀏覽商品，如果喜歡某項商

品，也可在離臺前再回到平台上做購買的動作。 

 

圖3.2 預購商品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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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來台購物的分類 

    對於外國旅客而言，會吸引他們來臺的原因，除了是臺灣的人文風情以外，臺灣的

美食也是一大主因。臺灣各地皆有不同的特色產品，藉由網購平台來銷售，可增加業者

銷售商品的通路，提高業者的銷售業績，此外旅客也不必到各個景點才能買到當地的特

色產品。另外，臺灣的文創產業以及服飾各佔14%成為國外旅客除了食品以外的第二選

擇。以整體比例來說，食品佔44%，因臺灣屬於海島型國家又位於亞熱帶地區，臺灣本

身以水果王國聞名，再加上臺灣夜市文化盛行、特色小吃種類多樣化，許多外國旅客來

臺時都願意嘗試臺灣美食。其次則是服飾及文創產品，在臺灣夜市裡不僅僅有販賣美

食，還有平價的服飾，臺灣的物價相較於歐美地區的觀光客來說較低，相對的，歐美旅

客在臺灣購買服飾的意願較高；文創產品包含臺灣各地觀光景點的紀念品和精緻藝術

品，購買文創產品不僅有紀念價值，產品本身也代表著臺灣文化，剛好歐美文化與臺灣

文化有著極大的差異，所以多數歐美觀光客來臺旅遊時，對臺灣文創產品有較高的興趣。 

    在國外消費的旅客，為了避免隨身攜帶大量現金，而多數選擇信用卡消費，但在臺

灣仍有許多店家沒有提供信用卡支付的功能，因此現金支付的功能還是佔有一定的比

例。中國旅客習慣使用支付寶、銀聯卡作為日常的付款工具。相較於其他支付工具，使

用 Paypal 付款的人較少，因需支付的手續費不僅高，再加上來臺灣旅遊的歐美旅客人

數較低，導致使用此付款方式的人在臺灣並不多。 

 

圖 3.4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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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取貨地點 

    對於國外旅客而言，便利商店在臺灣擁有較高的密集度，是國外旅客會經常消費的

地點，但選擇超商取貨礙於重量及體積的限制，因此能提供取貨的物品有限；而飯店/

旅館取貨對國外旅客來說，雖然需要提供住宿及個人的相關資訊，但是對於想要在國內

使用商品的旅客來說是具有方便性的；機場取貨服務本身就有對國外旅客提供，雖然沒

有商品重量及體積限制的問題，也沒有隨身攜帶商品旅行的不便性。我們在平台上不僅

提供原有的機場取貨服務，還增加了飯店/旅館、便利商店的取貨地點，希望可以對有

不同需求的旅客，給予不同的取貨服務。因為我們有對外國旅客提供機場、飯店/旅館、

便利商店等地點的取貨服務，所以需要旅客提供個人的旅遊相關資訊，例如：住宿的地

點、附近的便利商店或個人的連絡資訊，方便我們寄送商品給旅客，若是有其他突發狀

況也能即時聯繫旅客。 

 

1.2 系統實做 

    根據問卷設計的結果，我們將設計的電子商務平台以APP的方式呈現，在手機與平

板等行動裝置上進行購物，不會受到地點的限制、介面清楚明瞭且操作簡易，又因為現

今許多業者都會同時架設官方網站以及APP軟體，對業者不僅可以增加營業收入，也可

以針對不同購物習慣的人，給予不同的優惠方案，對消費者而言多了一個購物的管道。

APP製作的軟體採用的是MIT APP Inventor2，經由網路上的資訊學習製作各項功能，並

且規劃APP的流程圖，考慮各個環節的流暢性，並且跟專題內容進行結合，再選擇功能

鍵的建設方式，讓商品的資料庫連結到全域變數中，將點選的商品回傳到購物車成列清

單，設立配送及付款模式，完成一整套代購的作業流程。 

1. 會員登入/註冊 

    點選APP後，會先進入「會員登入」畫面，會需要輸入帳號及密碼，若第一次使用

則需要點選註冊會員，會員註冊則需要會員提供個人的姓名、生日、電話、e-mail，設

定個人的帳號及密碼，註冊完成便可以成為會員。 



  境外旅客電子商務平台之服務規劃 

10 

 

圖3.6 會員登入與註冊畫面 

    登入後便會進入首頁「TaiwanPurchasing」主畫面，會有購物中心、推薦景點、購

物車、我的資訊、常見問題Q&A、登出供會員點選進行購物。 

 

圖3.7 主畫面 

2. 購物中心 

    我們的購物中心提供了四類產品，給予境外旅客做選擇，有臺灣文創商品、藥妝類

產品、臺灣名特產和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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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購物中心主畫面 

  我們放了臺灣的文創商品，此部分的商品不僅代表了臺灣的特色，也結合在地店

家，幫助在地的業者，販售她們手工的產品。 

 

圖3.9 文創商品畫面 

    許多在臺灣販售的藥妝產品都比需多地區來的便宜，所以我們放了各類的產品，提

供給境外旅客做選擇。 

 

圖3.10 藥妝商品畫面 



  境外旅客電子商務平台之服務規劃 

12 

    我們將臺灣名產分為四個區域(北/中/南/東部)讓會員清楚的知道臺灣各縣市販賣的

名特產品，如果旅客因為行程的安排無法到某個地區買到當地的名產，但是藉由我們的

APP便可以買到其他地方的商品，給予旅客更多的方便。 

 

圖3.11 名產地圖畫面 

    臺灣的服飾商品在許國家中是非常出色的，不僅價格親名且材質也很好，所以臺灣

的服飾產品在歐美國家市場和東南亞國家市場是具有吸引力的。 

 

圖3.12 服飾商品畫面 

3.推薦景點 

    我們提供臺灣的景點，讓第一次來臺自助觀光的旅客可以藉由此介面更加的瞭解臺

灣，若是在單一地區觀光的旅客，也能利用此平台作查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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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推薦景點畫面 

4.購物車 

    會員在點選「結帳」鍵後便會進入到此頁面，顯示會員所購買的所有商品明細及總

金額，若確定無誤會員則需按下「確認」鍵，確認後會員需再填寫收件人資訊、付款方

式及配送地點的選擇，配送地點有提供便利商店、飯店/旅館及機場的服務，便利商店

有提供全家和7-11，並用下拉式的方式讓旅客選擇，機場有松山機場、桃園機場、臺中

清泉崗機場及高雄國際機場，飯店則是讓旅客使用手動輸入的方式，因此旅客可以依照

自己的行程選擇取貨地點。 

 

圖3.14 購物流程畫面 

5.我的資訊與Q&A 

會員可在主畫面進入「我的資訊」，讓會員可進行瀏覽或編輯的動作，若需要進行

修改，可更改的部分有聯絡電話、e-mail及密碼。有提供購物流程讓第一次加入的新手

會員可以快速瞭解購物流程。若是使用預購服務的會員，預購的時間會以該國家時間為

主，且會依照訂單成立的順序為準，再進行出貨的動作，但是給予急件服務處理。有會

員在訂單完成後，需在三日內完成付款，若訂單逾期，系統則會自動取消訂單。如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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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重大問題或瑕疵品，則不提供退貨及換貨服務，如果會員選擇超商配送服務，當商

品送達門市後，系統會自動發送簡訊提醒會員可前往門市取貨，所以會員的手機號碼及

電子信箱必須填寫正確。我們有提供ATM匯款及信用卡現上刷卡的服務，而包裹需在

到店後7天內完成取貨。 

 

圖3.15 個人資訊與問與答畫面 

4. 學習心得(Lessons Learned) 

本研究所提出的境外旅客電子商務平台之服務規劃，其主要目的在於針對境外旅客

來臺購物提供機場、飯店/旅館、便利商店的物流配送服務和架設網購平台，比起原本

許多國內零售商業者，提供給外國觀光客只有機場取貨的服務多了更多選擇，我們會想

要提供此想法，不僅是因為提供給外國觀光客取貨的服務據點太少，在我們做問卷分析

時也發現，許多觀光客對機場、飯店/旅館、便利商店有提供取貨服務是願意嘗試的，

除了機場取貨服務之外，飯店/旅館及便利商店目前尚未提供取貨服務給境外旅客，對

於我們主要提供自助旅行的觀光客而言，另外兩種選擇對於他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大

部分自助旅行的人在旅行時間的規劃上彈性較大，對於購物平台上所提供的服務，就必

須較貼近他們的習慣，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交易明細取得顧客資料，送到客人所指定的

地點。 

在我們的網購平台裡有提供顧客物流配送的服務，因此需要結合國內的物流業者，

協助我們配送到機場、飯店/旅館、便利商店，不僅能為物流業者創造更多的物流配送

需求，也能協助我們在多處地點的配送。現階段的物流業者的配送範圍有B2B、B2C、

C2C、C2B，除了B2B、B2C配送的業務量比較穩定以外，其他的較不固定，且現今國

內物流業者已趨近飽和狀態，因此希望物流業者也可以透過我們的網購平台，為他們創

造更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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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問卷分析中發現，原來許多觀光客不僅被臺灣的美食小吃所吸引，其實對

服飾、藥妝產品、文創商品都有著極大的興趣，所以我們希望將臺灣的零售業串連在一

起，把他們的產品都放到網購平台上，讓零售業者擁有著無限大的商機。對於觀光客而

言，我們希望可以給他們在購物上更多的選擇，由於有許多旅客是第一次來臺灣，在購

買伴手禮或是紀念品上較不熟悉，因此希望觀光客可以利用此平台，得到完整的服務也

滿足購物上的需求。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幾點建議： 

1. 給予觀光客更多旅遊資訊 

對於來臺觀光的旅客來說，雖然會有行前規劃也會上網查詢當地的特色景點，但是

卻還是沒有辦法非常清楚的知道臺灣各地區的私藏景點，即使是當地人也不見得會知

道，因此我們希望跟觀光產業有關的業者可以協助推廣，提供當地的特色景點或是傳統

歷史文化，不僅可以創造更多臺灣的特色景點，也能帶來更多觀光人潮。 

2. 提供給境外旅客使用的APP可幫助觀光 

電子商務在全球已改變了許多人的購物習慣，使用APP購物的人也日益增長，大部

分的國外網站會同時有網頁及APP服務，可以針對使用不同3C產品的消費者提供不同的

介面模式，因此我們也希望提供來臺自助旅行的旅客一個專屬的APP。 

3. 提供更多語言介面 

我們在問卷分析時發現，來臺灣觀光的旅客有來自中港澳地區、韓國、日本、東南

亞地區、歐美地區，因此為了讓外國觀光客在瀏覽平台時更方便，我們建議代購平台提

供多種語言的介面。 

4. 提供多種付款方式及取貨管道 

現在多數的代購網站或是國外的網站為提供信用卡付費較多，就算是臺灣國內的代

購網站也只有提供信用卡或是轉帳等服務。在我們的分析中也發現雖然使用信用卡的比

例佔非常高，但仍有部分消費者習慣使用其他付款方式，因此我希望平台業者可提供多

種付款方式。少數店家有給予觀光客機場取貨的服務，對於自助旅客來說是相對不便

的，因此我們建議業者提供國外旅客其他取貨管道，例如：超商取貨、飯店取貨等，給

予外國觀光客更多地點選擇。 

5. 與物流業者合作創造商機 

臺灣的物流業者越來越多，因此競爭也非常激烈，為了讓物流業者能有效運用自己

的資源，減少回頭車的比率，我們希望物流業者能用閒置的資源，協助我們配送商品到

多個據點，創造出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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