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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曾經舉辦一場座談會，其中探討中國觀光客來台對台

灣觀光業的影響，當時個人認為站在觀光產業而言，短期內開放中國觀光客可能帶來數

量的利多。但是因為無法用正常的國對國觀光交流模式，導致許多的不可測因素。除了

客源的穩定性仍然十分有問題之外，排擠效應及中資可否開放投資觀光業，外部成本的

衝擊是否影響到台灣觀光產業的永續經營，都有待進一步觀察。 

觀光產業：根據全球旅遊市場 

  根據統計，近年來全球旅遊人數屢創新高，2015年全球旅遊總人數接近十二億，如

果以1％來算的話，一年就高達一千二百萬人。至於，中國出國旅遊人次大致為一億兩千

萬人次，約略中國總人口數的一成。中國觀光客出國的人數相當可觀，這些具體的統計

數字不容小覷。 

  台灣每年有將近一千三百萬人次出國觀光旅遊，外國觀光客入境則大概將近一千萬

人次，另外台灣人留在國內觀光的總人數統計則大概是一億七千萬人次。如果將觀光視

為貿易的一種類型，我們將產品出口到外國賺外國人的錢；第二個則是本國人留在本地

觀光消費，本國人賺本國人的收入。觀光產業的收益基本上來自兩個層面，第一是來自

外國觀光客的消費，在此我們將中國觀光客視為外國觀光客的一部分。2015年台灣國內

的觀光產業總產值統計，總共二百五十七億新台幣，其中一百四十三億新台幣屬於境外

收入，這是外國人來台消費的總金額。至於，台灣人到國外旅遊消費則被外國人賺走約

一百五十四億新台幣。 

  台灣旅遊消費收入的進跟出存在很大的落差，也就是說十幾年前台灣出國的人很多

到國外觀光消費，至於外國人來台灣觀光旅遊的人數則相對偏少。因此，2008年馬英九

政府上台以來，他們一再地標榜，我們要擴大外國觀光客來台的人數，尤其是引進中國

觀光客來台灣旅遊，效果顯而易見。剛剛提到八年前，個人參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座談會，針對中國觀光客來台對台灣觀光業的影響提出一份報告，今日來看當時的評估

報告寫得太保守。個人對於中國觀光客來台的影響評估，其實並不太樂觀，因為即使部



    聯合國、台灣與文化資產的保存及觀光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5期／2016.09.30 28   

分觀光業者有賺到錢，但是整個國家與社會則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卻是非常高昂。 

旅遊的五個循環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觀光產業，觀光產業又是怎麼產生的？當然，首先要有

觀光客，也就是要有人想要出去玩才會有觀光客出現。旅遊的產生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個

循環，從「分享」開始→隨後是「旅遊意圖」→「找尋旅遊資訊」→「詢價預定與購

買」→「路上的體驗」。 

 

 

圖 1、旅遊的五個循環 

 

  （一）分享：過去我們都是先參考別人旅遊的經驗，才會產生旅遊的意圖。例如：

周遭的朋友出國旅遊，必須等他們回來把照片洗出來之後，才能分享之前出國旅遊的相

關照片。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社群網站上隨時可看到朋友出遊的打卡或分享照片，例

如：在「臉書」（FB）上只要飛機在目的地降落，旅客一下飛機後即開始打卡、分享照

片與檔案。 

  （二）旅遊意圖：由於新型態旅遊方式隨著「社群網站」、「部落格」、「旅遊網

站」及「旅遊論壇」等的出現，顛覆了過去旅遊資訊分享的模式，使得旅遊意圖的產生

比以前更為迅速。 

  （三）找尋旅遊資訊：產生旅遊意圖之後，開始出現找尋旅遊資訊的需求，這部分

不論是在Google、部落格、旅遊網站、官方網站等等均有推薦旅遊行程。在此以前，這

一些旅遊的相關資訊大多掌握在旅行社手中，消費者必須任憑旅行社的安排與規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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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較低。如今，由於旅遊資訊的透明化，旅遊資訊隨手可得，旅行社主導的空間有

限。 

  （四）詢價預訂與購買：消費者排定旅遊的行程之後，可以向旅行社、航空公司詢

價有關飛機票、旅館住宿與交通費用等等開銷。 

  （五）路上的體驗：等一切行程都排定，搭上了飛機抵達目的地之後，又重新開始

另一個諮詢分享的循環。這是現在新世代旅遊的循環模式，差不多是這樣在操作的。 

台灣觀光產業上的新興發展 

  新時代旅遊模式，也帶動台灣觀光產業新的發展趨勢： 

  （一）把傳統旅遊套裝碎片化：「碎片化」是什麼意思？就是整體被支解開來。例

如：觀光客有旅館住宿的需求，則有人專門在經營旅館；觀光客想要吃到在地美食，就

有人專門提供在地美食之旅等等。（二）隨著傳統旅遊套裝走向碎片化，於是產生出—

專人帶隊（負責導遊領隊）、飲食（餐廳）、玩樂（活動體驗）、住宿（旅館民宿）以

及交通安排（機票車船）等，均各自獨立成為電商平台的產品。什麼是「電商平台」？

就是消費者可以自己聯上旅遊網站下訂單，不論是何種商品：機票可以自己訂，住宿也

可以自己訂，還有要安排去哪裡吃等等，都有人專門負責這一方面的業務。（三）由消

費者依照個人興趣、主題、預算與時間等需求自由選購，例如：消費者找到合適的導遊

之後，可以請導遊代為安排車子、住宿、飲食與旅遊等客制化行程，於是出現一種新型

態的旅遊模式，可以提升旅遊的自主性與滿意度。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傳統旅遊套裝逐漸走向碎片化，顛覆傳統觀光產業的運作

模式。我們在思考台灣下一步觀光產業的經營的時候，必須注意如何符合外國遊客的需

求，特別是旅遊的自主性和滿意度，這是台灣旅遊產業提升服務品質很重要的關鍵。因

此，台灣政府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旅遊，除了維持該有的旅遊品質之外，也要嘗試如何

繼續台灣旅遊市場的品質，而不是為了接納更多中國觀光客，反而降低台灣本地的旅遊

品質，趕跑有高消費能力的尖端觀光客。 

  其實，不少國家在開放中國觀光旅行團之後，曾針對中國觀光客來訪所帶來的觀光

收益以及對社會的影響進行研究，大多認為儘管中國觀光客的數量可觀，不過卻可能因

此而將那些金字塔頂端尤其非常重視旅遊自主性和服務品質的旅客一一趕跑。這種旅遊

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最近也出現在台灣，很多人都說現在中國觀光客來台人

數大減的時候，應該趕快去墾丁、阿里山等觀光名勝旅遊，否則改天大批中國觀光客再

來的時候，台灣人去那些地方的意願就不高。由此可見，我們必須認真的思考，台灣如

何發展優良的觀光產業，提供外國觀光客高水準的旅遊品質，未來還有很多挑戰需要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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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旅遊市場特徵 

  當前新興旅遊的市場還有一些特徵，值得大家注意：（一）廉價航空世代的即興旅

行，以實用作為其競爭的優勢。（二）共享經濟時代的旅行商機，共享經濟就是創造一

個共通的平台，有意願提供服務的商品皆可在此平台上交易，一旦交易成功，提供平台

者則可以從中獲得抽成，這是一種新型態的交易模式。（三）旅行消費新介面，譬如整

合「主題策展」、「消費場所」與「旅行交易」三個面向成為一種新型態的旅行消費。

（四）提供獨特無可取代的內容，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也最容易獲得消費者的青睞。現

在出現一種新型的職業叫做「跨界旅行達人」，這類人工作的內容，就是一天到晚四處

去玩、拍攝美食照片、寫旅遊報導，他們寫的報導文章引起眾人的關注之後，就有人去

請他們幫忙報導，並給予一定的報酬。這類的工作型態以前大多是交由記者來報導，如

今已經有這類新型態的職業出現。除了跨界旅行達人之外，還有一種就是（五）生活型

態廣告就是旅遊廣告。在這個生活型態的廣告背後隱含的地點，就是介紹一個特殊美麗

的地方，讓人看了印象深刻想要親自造訪。以台東池上伯朗大道那棵樹為例，因為金城

武拍了一支廣告片，才讓台灣人注意到那裡漂亮的景色。所有的人到台東去都在問金城

武那棵樹到底在哪裡？說實在那也沒什麼，僅只是一棵樹而已，但是生活型態廣告就是

旅遊廣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文化資產在觀光產業中的角色 

  在當前新興的生活型態與新興的旅遊型態相結合之後，文化資產在觀光產業中扮演

的角色是什麼？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 

  （一）如何將古蹟經營得不古板？在此以近來最流行的「寶可夢」（Pokemon）為

例，這項結合VR與AR技術而成的新產品，如果可以活用在參訪古蹟上會產生什麼樣的

效果？過去參觀古蹟時需要有人在旁邊提供導覽、解說或是閱覽古蹟旁的文字說明等

等。其實對人而言，要滿足觀光客的視覺感官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觀光客看得到東西。

因此，透過聲光效果的方式介紹古蹟，短暫播放五到十分鐘介紹影片之後，讓來訪的觀

光客建立一個基礎的印象，可以得到不錯的效果。如今，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未來甚

至可以利用VR的技術，每一位觀光客頭上都帶著頭盔，例如：觀光客到台南的熱蘭遮城

參觀，我們可以利用視覺的技術，有一個人出現在身旁介紹當時發生海戰的狀況，讓人

親身感受三百年前熱蘭遮城發生的歷史。這類旅遊發展的新型態，未來應該會很受到觀

光客的歡迎。 

  （二）文化資產最重要的是創造有趣的氛圍，透過個人的故事分享可以創造很好的

效果。因為部落格、旅遊網站的蓬勃發展，很多人樂意去分享旅遊的經驗，如果旅遊的

地點很無趣，自然不會有人想要分享。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何讓大多數來訪的人

都覺得有趣，即使文化資產維護得非常好，也必須要費點心思好好來規劃。例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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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的資源有限，剛剛提到透過VR技術的互動，介紹鄭成功和荷蘭海戰的歷史讓觀

光客感到有趣，也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三）找到偏好自己的旅遊商品與文化資產相結合：有些人為了攝影的需要偏好，

喜歡看有特色的建築或漂亮的景物，也有人喜歡畫素描，找到一個獨特的地方，用三、

四十分鐘的時間作畫。回到家之後，利用社群臉書分享他在某處的素描或照片，然後與

文化資產相結合，長久經營下去才可以看到成效。 

國際文化觀光憲章 

  在此援引成功大學傅朝卿老師發表的著作提到「國際文化觀光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Cultural Tourism）—從最廣義的層面來看，自然與文化遺產是屬於全體人類所

有。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與責任去了解、重視與維護其普世性的價值。遺產是一個廣義的

概念，包括了自然與文化環境。遺產涵蓋了景觀、歷史地方、場所和營建環境以及生物

多樣性、收藏品、過去及現在持續的文化執業、知識與生活經驗。遺產記錄並表現歷史

發展之長期過程，形成了民族、區域、本土的多樣本質與當地的自明性，並且是現代生

活之整體的一部分。遺產是成長與變遷動態的參考點，也是積極的工具。每一地區或社

區特殊遺產與時代集體記憶是不可取代的，同時是現在與將來發展一項重要的基石。 

  在「國際文化觀光憲章」中提到文化資產是涵蓋了景觀、歷史地方、場所和營建環

境以及生物多樣性、收藏品、過去及現在持續的文化執業、知識與生活經驗。其實台灣

的民間對於文化遺產或文化資產的保留上已經有很強的力量與共識，最近台南市推動都

市計畫想要拆除一棟古老的魚市場，有人進行歷史的考究之後，主張這個魚市場有一定

的歷史價值，不應該屈就於都市計畫而拆除，引起正反兩方的辯證。對於歷史文物的保

存上，台灣社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雖然已經達成相當的社會共識，但是文物獲得保

存下來之後，更重要的在後續如何發展。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需要專業人士的投入，

接下來文化資產的活化與經營，更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這是個人真正投入文化資

產活化與經營之後，對於文化園區的管理有很深的感觸，事情真的不是如表面上看的那

麼簡單。 

  此外，葛藍艾波林（Graeme Aplin）也說：「觀光產業和遺產領域間必須要有效的

合作。在遺產場所上，觀光操作者、巴士駕駛、導遊與任何參與其事的人對於遺產場所

瀕臨危險課題之更廣的認知是必要的。正確的資訊也該被傳達給訪客。觀光操作者也可

以藉由在訪客到訪之前的準備，在詮釋的努力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另一個角度來

看，當地域的民眾對於當地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有更清楚了解，他們就更容易成為在地

性的力量。「觀光產業中的許多團體都深深地認知，與那些關懷環境與遺產的人合作之

需，而且理想上最好本身成為關懷者。」 



    聯合國、台灣與文化資產的保存及觀光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5期／2016.09.30 32   

台南的案例探討 

  基本上，有形的文化資產大概是指老屋老街、古蹟與自然山水；至於，無形的文化

資產則包括了故事、音樂、美術。上述的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經過一番整合，

再配合節慶活動的舉行，好好地規劃操作甚至都有可能附帶延伸文創商品出來。 

  以台南市為例：（一）林百貨經過文化資產的活化之後，現在裡面變成一個專賣文

創商品的「文創百貨」。（二）舊司法院宿舍，現在則變成藍晒圖文創園區，到那裡照

相的人很多，打卡的人也不少，可惜真正進去裡面消費的觀光客並不多。（三）台南文

化創意園區，原來是總督府專賣局臺南出張所，這是目前個人負責經營的地方。（四）

321巷藝術聚落，有人曾提議說這類地方最適合提供藝術家來進駐，可以帶動當地的繁

榮。對此，個人有不同的想法，因為一旦釋出給藝術家進駐之後，恐怕會出現很多不同

的主張，這些主張往往會與公共利益出現衝突，兩者不一定可以配合得很好。（五）總

爺藝文中心。（六）十鼓文創—仁糖園區。 

  由於台南的古蹟很多，民間文史工作者的力量還蠻強的，使得台南的發展相較其他

城市更具特色：（一）古蹟、老屋在台南：傳統再生透過建築空間重新演繹在地文化。

（二）生活在台南：慢活自在，衍生多樣創意生活產業。（三）第一唯一在台南：在地

精神盤點資源、在地特色產業轉型升級。歡迎大家有空可以來台南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