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2022 銘傳觀光國際研討會 2022 MCU Touris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Toward new norm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of leis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 post-

COVID transformations 

日期：2022年 4月 15日（五）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EE701休憩系專業教室、EE801休憩系專業教室 

EE204觀光系專業教室、EE102、EE107、EE501、EE702、EE703、EE704、EE709、

EE711 

網站：觀光學院官網及研討會專屬網站 https://2022mcutic.weebly.com/  

內容： 

全球化與自由化浪潮下，銘傳大學素來特別重視國際化教育，積極與外國學校進行學

術交流及教育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和文化的交流，將使銘傳的教育特色，進

一步向國際之路發揚光大。銘傳大學觀光學院一直以增進發展教育觀光、餐旅、休憩及相

關專業學術，對於產業、國家、甚至世界作最佳的服務，亦強調學生在必須有全球觀。在

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強化觀光國際競爭力以及深化觀光品質，帶動觀光續航攀升

為本院目前積極亟欲探討議題。 

本國際研討會之舉辦，讓關心於觀光、餐旅、休憩環境的學術界人士、研究生，以及

實務界人士們，一同研討如何在當前的觀光餐旅休憩環境下，創造優質觀光產業以及整體

觀光餐旅休憩產業創新，以提升台灣觀光之競爭力，特別是如何面對全球疫情下的觀光困

境與未來，共同思索與疫情共處。疫情衝擊之下，我們仍然看到許多觀光業者展現韌性，

從困境中逆勢突圍，本研討會以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為主題，傳統的經營管理行銷服務品質之外，在大學社會責任與 SDGs的大前提下，環環

相扣設計了疫情之挑戰與展望、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文化旅遊新面向、永續發展與實

踐、休閒運動管理與行為促進、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等各項子題，同時設計 special 

theme 邀請高中生論文探討地方永續發展議題等，以期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並與高中、社

區發揮更緊密連結的關係。 

本次研討會舉辦期間因應新冠疫情 omicron 之流行，為避免群聚感染考量下，改採全

線上舉行，林青蓉院長率領主辦單位的休憩系師長們於主會場主持開幕，宣讀銘傳大學校

長沈佩蒂博士的歡迎詞，中英日文稿同步併陳歡迎美日學者；協辦的觀光事業學系、餐旅

管理學系的主任們，率領師生分散於各會場貫徹防疫措施，同步連線國內外與會學者、師

生們。 

成果：國際專題演講數：4篇、國內發表論文數：95篇、高中職論文參賽：130篇 

上午，美國克萊姆大學 (Clemson University) 休憩旅遊管理學系的教授 Corliss 

Outley 博士，以及三位來自日本千葉大學鈴木雅之副教授、田島翔太助理教授、金澤大學丸

谷耕太副教授；綜合座談增加兩位日本與談嘉賓為佐川哲也教授與德光重人董事，提供網路

現況直播，以及專業即時口譯。中午，海報組的展演與競賽，每位海報組的發表者都會在線

上，另外也有高中生的海報出色的專題研究成果。下午，則有八個發表場次的口頭發表，聚

焦不同的議題。 

1. 國際場次：邀請美國、日本專家學者，進行四場專題演講、一場綜合座談 

美國專家學者：美國 Clemson University 教授 



Outley博士為 Clemson University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研究室創
辦人兼 Clemson University 董事，以關懷青少年的玩「全民參與：公平、管道和包
容」，大格局關懷多元社會公平正義與文化包容，希望全球不同種族的公民能覺醒重
新審視生活中的輕重緩急 
日本專家學者：日本千葉大學兩位、日本金澤大學兩位、北投加賀屋一位 

日本千葉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教授鈴木雅之發表千葉大學 USR與地方政府、社會企業及

NPO組織，一同落實鄰里間社區關懷及地方創生的實踐經驗。以「城鄉合作的社造觀

光-千葉大學 COC+的實踐-」為主題介紹千葉大學「新旅遊管理課程」，為地方規劃開

發的體驗創新旅；助理教授田島翔太以「千葉縣長柄町產官學攜手造鎮」介紹長柄町

版大學聯合型生涯活躍城市，設計健康自然步道，推廣觀光與地方開發特產飲料。 

日本金澤大學地域創造學科教授佐川哲也主任，為本論壇主持綜合座談，佐川教授致

力於金澤大學與地方連結、校際間合作，金澤大學 2013年開始的 COC、COC+，以及

2020年與 COC+R.四校之一信州大學的合作學校。副教授丸谷耕太，以文化觀光的「跨

域連繫的北陸設計」為題，分享日本北陸工藝節“GO FOR KOGEI”如何創新觀光與地

方共榮，同時邀請北投加賀屋德光重人董事，以大學與企業合作角度為我們引介丸谷

教授的演講。 

2. 國內發表場次：秉持學院歷年來辦理研討會的團隊合作精神，觀光事業、休閒遊憩及

餐旅管理等三系(所)全體師生群，邀請全國各大學院校菁英共襄盛舉。會中邀請校外

張景煜、裘家寧、林裕強、湯幸芬、洪維勵、劉志興、李庭閣、雷芷卉等教授評論：

疫情之挑戰與展望、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文化旅遊新面向、永續發展與實踐、休閒

運動管理與行為促進、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大專生科技部等議題之發表，共計有 95

份稿件，口頭發表 40篇、海報發表 55篇。高中職小論文競賽以英文組+觀光餐旅組+

社會經濟議題組，總計超過 130篇投稿。 

3. 本次研討會所收錄之論文均上傳至銘傳大學學術研討會官方網站雲端硬碟，並提供 QR 

code 聯結專設網址，提供與會來賓下載瀏覽。 

影響： 

本次國際研討會有來自美日的六位國際專家學者與會，邀請 95篇投稿的國內投稿作

者與八位校外評論專家學者，並結合校內專業課程約295位師生落實理論結合實務，進而

結合銘傳觀光事業研究所在職專班，將此經驗推廣到實務界。近四百人參與盛會，對於增

進我國觀光休憩領域之國際能見度，促進我國觀光研究與實務之國際交流的目的，已達到

相當的影響力。銘傳大學觀光學院將持續善用此股能量，結合國際學者之理論與實務帶動

大學USR與SDGs之提升，爾後並將持續與美日專家學者之國際交流，結合銘傳大學既有的

國際移動與海外實習等發揮更深更廣的影響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