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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陸客來臺形式轉變的商機 

 

一、前言 

近期臺灣經濟受到國際景氣復甦不如預期拖累，2015 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

僅 0.52%，其中陸客來臺觀光人數減 2.92％(結束連續 15季正成長)，致整體來臺

旅客人次僅小幅增加 1.55％，致使實質商品服務輸出成長率較 5月預測時大幅減

少 4.57個百分點，成長幅度只有 1.30%；2015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下修至 1.56%，

與 5月預測相比減幅達 1.72個百分點，實質商品服務輸出成長率 1.35%，同樣大

幅下修 3.34個百分點，為近五年來次低水準。由於臺灣屬於小型開放經濟結構，

外部需求波動對國內經濟表現影響甚鉅，此次下修實質商品服務輸出成長率，固

然與商品出口金額成長連月表現不佳有關，但陸客來臺觀光人數減少，導致服務

貿易輸出成長減緩，同樣是影響國內經濟成長表現不佳的重要因素。 

面對國內經濟成長減緩趨勢，行政院推出多項措施希望能針對短、中、長期

來改善國內經濟體質，提振經濟成長。其中在加強服務輸出部分，對於陸客來臺

觀光將增加中客每日自由行人數達一千人，並放寬其他國家觀光客來臺簽證規定，

吸引更多觀光客來臺旅遊。顯見在國內製造業產業轉型刻不容緩之際，觀光業所

帶來的商機同樣對臺灣未來經濟成長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陸客觀光商機龐大 

根據前述主計處的數據顯示，陸客來臺觀光人數的確會影響臺灣經濟走勢。

而觀察開放陸客來臺這 7年對臺灣產生的直接與間接效益，也能佐證這樣的看法，

陸客經濟對臺灣的影響不能輕忽。自 2008年 7月開放陸客來臺觀光，迄今已經

屆滿 7周年。而陸客不僅為臺灣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帶來龐大的消費及就業

效果。 

根據觀光局統計，陸客來臺人數從最早的每日帄均 300人次，到 2014年底

止，帄均每日已突破 1 萬人次。這 7 年來，總來臺人次逐年成長，2008 年僅有

32.9萬人次，2014年已高達 398.7萬人次，成長幅度超過 10倍。此外，為因應

陸客來臺觀光人數的大幅成長，臺灣觀光旅遊相關產業也大舉投入資金，興建與

改建新旅館。依據觀光局數據，自 2008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底，臺灣總共新增

766家新建旅館，投資金額為 1,691億元，若加計更新改建設備部分，則投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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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將高達 2,000 億元；預估到 2016 年底，還有 246 家旅館將會陸續開業，投

資金額高達 1,530億元。 

陸客為臺灣帶來的直接效益顯而易見，也確實幫助臺灣的經濟成長。隨之衍

生的間接效益，更不容小覷。大幅成長的陸客人數，徹底激發臺灣觀光旅遊潛能，

除成功聚焦國際觀光旅遊產業的目光外，也吸引國際連鎖旅館品牌加快進駐臺灣。

2008 年市場上僅有 8 個國際連鎖旅館品牌，但到了 2014 年，數目已激增至 19

個，成長幅度高達 138%。 

國際知名品牌的進駐，有兩大好處，其一是可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另一就

是誘發鯰魚效應。目前臺灣旅館業的服務在同級別國家中雖已在帄均水準之上，

但對比以觀光旅遊聞名的國家或地區，服務水準仍有段落差。引進國際知名品牌

將可激發國內同業的危機感，連帶提升整體的服務水準，這就是所謂的鯰魚效應。

特別是在當前臺灣經濟因出口衰退而大幅下滑之際，要透過內需提振經濟就得加

快服務業的升級與轉型，在這過程中，服務水準的提升顯然是必備的。 

 

三、團客商機較不易擴及一般民眾 

事實上，由於中國大陸經濟近年來快速發展，民間累積可觀財富，其民眾興

起一股國外旅遊熱潮，且購買實力雄厚，所到之處均創造可觀消費紀錄，成為國

際旅遊市場爭相行銷的目標。基於兩岸歷史、人文淵源，雖然政策面採取階段性

開放措施，中國大陸民眾對於來臺觀光仍具有高度期盼，在主觀意願方面，陸客

赴臺旅遊的興致高，是招攬陸客來臺觀光旅遊的一大誘因。 

而我國自 1987年 7月 15日宣布解嚴，並於同年 11月 2日開放一般民眾赴

中國大陸探親後，兩岸交流才日趨頻繁。至於中國大陸人民來臺觀光旅遊，最早

可溯及 1990年初步放寬，至 2001年開始有所謂「小三通」，並公布「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觀光活動作業

規定」，但開放對象僅限於旅居國外的大陸人士，或經由國外旅遊或商務考察而

轉來臺灣旅遊者，並未真正開放大陸境內民眾來臺觀光旅遊。直到 2008年 6月，

兩岸開啟制度性協商管道，於召開首次江陳會後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

臺灣旅遊協議」，才正式開放大陸地區民眾來臺觀光旅遊的管道。2011 年 6 月

進一步開放陸客自由行，於觀光團體型式之外，提供陸客來臺旅遊另一種選項。

(陸客來臺自由行發展過程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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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開放陸客自由行來臺之發展過程 

日期 事件 

100.6.21 海基會與中國大陸海協會於 100年 6月 21日完成「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

灣旅遊協議修正文件一」換文，翌日生效。第 1批開放北京、上海、廈門為詴點

城市，6月 28日首批自由行中國大陸旅客來臺。 

100.7.17 臺、海小兩會假重慶長江三峽黃金一號舉辦 2011年海峽兩岸觀光交流圓桌會議，

討論旅遊品質及旅遊安全議題。 

100.7.27 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澎湖地區個人旅遊完成換函通報，並於 7月 29日正式

啟動。 

101.4.28 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第 2批 10個詴點城市，分兩階段實施，來臺人數配額

上限由每日 500人，配合本次開放調整為每日 1,000人。 

第 1階段 101年 4月 28日天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成都等 6個詴點城

市正式啟動。 

101.8.28 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第 2批第 2階段濟南、西安、福州、深圳 4個詴點城市

啟動。 

101.11.15 「臺旅會」上海辦事處成立。 

102.6.16 臺旅會與海旅會經多次積極磋商達成共識後，兩岸同意開放第 3批 13個中國大

陸城市，分兩階段啟動，102年 6月 28日正式啟動第一階段瀋陽等 6個城市，8

月 28日再啟動石家莊等 7個城市。 

102.6.28 第 3批第 1階段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 6個開放城市，瀋陽、鄭州、武漢、蘇

州、寧波、青島於 102年 6月 28日啟動。 

102.8.28 第 3批第 2階段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 7個詴點城市，石家莊、長春、合肥、

長沙、南寧、昆明、泉州於 102年 8月 28日啟動。 

102.12.1 為挑戰來臺旅客 800萬人次歷史新高，擴中國大陸客來臺自由行規模，每日配額

上限由 2,000人調整至 3,000人，並自 102年 12月 1日起實施。 

103.4.16 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每日配額上限由 3,000人調整至 4,000人，並自 103年 4

月 16日起實施。 

103.7.18 第 6屆「海峽兩岸觀光交流圓桌會議」以「深化合作，互利共贏」為主軸，在中

國大陸長春市舉行，謝會長提出未來持續推動的四個工作重點：一、「整頓市場

秩序，優化旅遊品質」二、「推動兩岸郵輪旅遊發展」三、「擴大赴臺自由行市

場規模」四、「強化旅遊安全工作」。會議中雙方共同宣布，第 4批陸客來臺自

由行開放城市，增加開放哈爾濱等 10個城市，並於 103年 8月 18日啟動。 

103.8.18 第 4批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 10個開放城市，哈爾濱、太原、南昌、貴陽、

大連、無錫、溫州、中山、煙臺、漳州，於 103年 8月 18日啟動，合計開放陸

客來臺自由行城市已達 36個城市。 



3-4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70 期 

日期 事件 

104.3.18 第 5批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 11個開放城市：海口、呼和浩特、蘭州、銀川、

常州、舟山、惠州、威海、龍岩、桂林、徐州，於 104年 4月 15日啟動，合計

開放陸客來臺自由行城市已達 47個城市；另新增 48家出境旅遊組團社爲第 6批

指定經營中國大陸居民赴臺旅遊業務旅行社。赴臺旅遊組團社合計共開放 31省

（區、市），組團社 311社。 

104.9.21 移民署公告修正陸客來臺自由行每日配額上限由 4,000人調整至 5,000人，並自

104年 9月 21日起實施。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面對未來陸客來臺觀光型態逐漸轉變的趨勢，雖然在政策面上乃政府為了提

振國內經濟而端出的解決方案，但對於國內整體旅遊、觀光業而言，卻不失為一

次好的「轉骨」良機。尤其觀光資源屬俱樂部財，不具有完全的「可共享性」，

也就是說當遊客人數超過一定限度後，隨著人數的增加，遊客參訪景點的效益也

將直線下滑。也因為觀光資源不具有完全的「可共享性」，所以若景點的遊客過

多，遊興降低，將導致其他許多遊客不願前來的排擠效果，一般來說，高所得者

時間成本較高，而時間成本高的遊客對排隊、擁擠的忍受程度低，就屬於容易受

到「排擠」族群，同時旅遊的效益降低，又進一步使得旅客為遊此地所願付的價

格下跌，如此惡性循環，也就較難發展高品質高單價的旅遊服務。 

再者，當景點的遊客過多時，為使旅遊的效益不致太低、維持景點起碼的運

作，就得增加維護成本，如增派警力疏導交通、增加人力清運垃圾等，增加的成

本最後多由政府買單。此外，對於以自然環境為賣點的景點，如太魯閣國家公園，

過多的人潮與車潮也容易導致生態惡化，不僅不利觀光產業的永續發展，將來也

可能要再花一大筆錢復原生態環境。因此，當推動觀光產業發展時，為了永續為

地方帶來最佳經濟效益，就必須考慮到各景點最適旅客人數的問題，而不是盲目

以「極大化觀光人數」作為經營目標。 

自 2008年夏開放中國大陸團客來臺後，2009年起我國來臺旅客人數成長主

要以中國大陸團客為主；中國大陸來臺旅客(不含港澳)帄均年成長率約為 33%。

但根據觀光局所做之「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顯示(如表 2)，中國大陸團客

的行程主要以購物為主，其中超過四成以上的中國大陸觀光團安排五次以上的購

物活動，而中國大陸團客每人每日消費支出有六成以上為購物費用。以 2014年

為例，中國大陸觀光團帄均每人每日消費支出為 242美元，其中購物費用為 128

美元，而其他旅館、餐飲、交通、娛樂與雜費等支出則僅為 11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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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年受訪旅客每人每日帄均消費細項－依主要市場分 

單位：美元,% 

市場別 總計 
旅館內 

支出費 

旅館外 

餐飲費 

在臺境內 

交通費 
娛樂費 雜費 購物費 

全體 
金額 221.76  72.60  33.34  30.14  7.90  2.60  75.18  

結構比 100.00% 32.74% 15.04% 13.59% 3.56% 1.17% 33.90% 

日本 
金額 243.33  102.90  37.23  37.72  14.19  2.21  49.08  

結構比 100.00% 42.29% 15.30% 15.50% 5.83% 0.91% 20.17% 

中國 

大陸 

金額 241.98  44.38  29.34  31.09  6.63  2.08  128.46  

結構比 100.00% 18.34% 12.13% 12.85% 2.74% 0.86% 53.09% 

香港 

澳門 

金額 198.82  72.02  37.30  23.59  6.79  4.23  54.89  

結構比 100.00% 36.22% 18.76% 11.87% 3.42% 2.13% 27.61% 

新加坡 
金額 204.45  80.38  34.32  26.20  9.69  3.03  50.83  

結構比 100.00% 39.32% 16.79% 12.81% 4.74% 1.48% 24.86% 

韓國 
金額 216.09  88.61  38.22  34.66  7.05  3.41  44.14  

結構比 100.00% 41.01% 17.69% 16.04% 3.26% 1.58% 20.43% 

馬來 

西亞 

金額 165.37  60.97  27.02  21.42  5.29  2.57  48.10  

結構比 100.00% 36.87% 16.34% 12.95% 3.20% 1.56% 29.09% 

美國 
金額 211.78  121.63  35.44  23.34  7.02  3.62  20.72  

結構比 100.00% 57.43% 16.74% 11.02% 3.31% 1.71% 9.79% 

歐洲 
金額 187.71  107.43  28.62  22.32  6.05  2.66  20.62  

結構比 100.00% 57.24% 15.25% 11.89% 3.22% 1.41% 10.98% 

紐澳 
金額 183.46  73.51  32.87  24.58  9.18  13.57  29.75  

結構比 100.00% 40.07% 17.92% 13.40% 5.01% 7.39% 16.2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3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其中，高達 128美元的帄均每日購物費用對當地經濟推動效益其實有限。舉

例來說，調查中也指出，中國大陸團客的購物內容集中在珠寶、玉器、名特產與

化妝品(如表 3)。以鑽石為例，根據天下雜誌 2012年的報導，中國大陸團客主要

到高雄購買鑽石，但高雄並不產鑽石，而五家接待中國大陸團客的鑽石商中，有

三家是港資(捷達、歐亞與林紅)，其市占率則高達八成。此三家港資近年又陸續

投資全臺其他諸如伴手禮、鐘錶與珊瑚等陸客購物店；在所有購物行程中，目前

僅少數本土業者在紅珊瑚和玉石中佔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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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年全體、日本及中國大陸觀光團體旅客帄均每人每日購物費之細項消費 

單位：美元,% 

購物費消費項目 
全體觀光團體旅客 日本觀光團體旅客 

中國大陸 

觀光團體旅客 

消費金額 百分比 消費金額 百分比 消費金額 百分比 

總計 143.52  100.00% 76.63  100.00% 171.77  100.00% 

  服飾或相關配件 17.45  12.16% 9.65  12.59% 21.87  12.73% 

  珠寶或玉器類 38.42  26.77% 3.74  4.88% 52.30  30.45% 

  紀念品或手工藝品類 9.40  6.55% 3.36  4.39% 10.07  5.86% 

  化妝品或香水類 16.19  11.28% 2.46  3.21% 21.37  12.44% 

  名產或特產 38.47  26.80% 40.41  52.74% 39.27  22.86% 

  煙或酒類 6.29  4.38% 2.10  2.74% 8.27  4.82% 

  中藥或健康食品 3.28  2.29% 0.53  0.69% 3.24  1.89% 

  電子或電器用品 2.42  1.69% 0.25  0.32% 3.28  1.91% 

  茶葉 10.71  7.46% 13.90  18.14% 11.17  6.51% 

  其他 0.88  0.61% 0.24  0.31% 0.92  0.54% 

資料來源：同表 2。 

 

由此可知，在中國大陸團客來臺的消費中，至少有六成落入港資(中資)或少

數幾家購物店業者手中，餘下的每人每天 114美元的消費再由對岸的數間組團社，

以及本地眾多的接團社、旅館、餐飲、交通、娛樂等業者瓜分，另根據《新新聞》

雜誌於 2013年所做的報導(第 1369期)，臺灣地接社能拿到的團費，每人每天最

多僅有 40美元。即使 2013年底有部分的改革措施，仍難以相信 2013年中國大

陸旅行團給予本地地接社的費用能超過每人每日 100美元。而即使此 114美元全

由本地業者瓜分，吸引中國大陸團客對臺灣整體觀光產業的效益，仍較其他國家

(譬如日、韓或新加坡)旅客為低。 

 

四、自由行商機更能雨露均霑 

其實，陸客自由行政策開放之初，國內業者期待頗高，首發團於 2011 年 6

月 28日抵臺，當日自由行陸客共 278人，但截至 7月底為止一個月，自由行人

數僅 858人，與原先預期落差頗大。之後情況雖有所改善，但每月自由行人數最

多才 8 千多人，總計自由行開放至 2011 年底為止半年多時間，自由行總數僅 3

萬多人，帄均每天自由行人數約 162人，對國內經濟拉抬效果呈現非常有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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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成效未如預期的主因，包括申辦手續較為繁複、費用高於跟團、業者利潤較

低、詴點範圍有限，以及宣傳不足等。 

以臺灣觀光協會於 2014年 11月 8日「海峽兩岸臺北旅展」中，針對參加旅

展的中國大陸人士進行「大陸民眾來臺旅遊看法調查」所進行調查為例，陸客來

臺旅遊以自由行較受歡迎，6 成 5 的受訪者希望以自由行方式遊臺灣，其中，5

成 2的受訪者是屬於戶籍地已開放地區，1成 3則是未開放，但也有 3成 5較希

望以團體旅遊方式來臺。高達 9成 8認同「開放個人遊」對於增加兩岸人民交流

有幫助，如果可簡化赴臺申請資料、增加直航班次，針對自由行旅客多開放自由

行詴點城市，針對旅行團方面再提升其品質，應該會讓這趟臺灣行更加圓滿，對

寶島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目前來臺旅客以陸客為最大宗，且開放陸客自由行的城市不斷增加，傳統走

馬看花式的大眾觀光模式勢必調整，因此，強調臺灣在地文化、傳統或生活方式

體驗的深度旅遊，必將逐漸受到自由行陸客的重視。在追求觀光量化成長的同時，

也可藉由整合地方政府力量與居民的社區共識，定期推出既具文化特色又可吸引

觀光客的產品，作為國際行銷的亮點，希望旅客不僅在夜市、商圈、美食及購物

等獲得滿足，更引導遊客深度體驗在地文化、特色、風土人情等，進而讓經濟效

益得以遍及各地，讓各行各業雨露均霑，經由觀光體驗帶給旅客更多的感動，讓

臺灣的優質軟實力向外擴散，進一步促成區域均衡發展，讓觀光產業永續經營。 

隨著陸客自由行人數持續開放，觀光型態也從過去的團進團出、走馬看花，

逐漸轉變為搭配包車旅遊定點、深度旅遊，而大眾交通運輸機場接送便利性，則

是吸引自由行旅客成行的關鍵。為提升臺灣經濟發展競爭力，宜蘭縣、基隆市、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等北臺灣八個縣市早已組成北臺區域

發展推動委員會，除在產業發展、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防災治安、環境資源等

各項議題上跨區進行資源整合與分工合作，在促進觀光方面亦持續推廣八縣市觀

光景點路線串聯及觀光巴士旅遊行程，提升旅客在移動上的便利性。 

長期來看，臺灣經濟要重新找回成長動能，內與外，缺一不可。對內，服務

業的升級轉型是重中之重。這一方面，觀光旅遊業的發展，做了良好示範。對外，

中國大陸市場仍是關鍵所在。中國大陸供應鏈自主化的對臺灣衝擊效應正逐步擴

大，但危機就是轉機，臺灣反而應藉此找出自身供應鏈的特色，集中發展具有獨

特性的高端技術，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兩岸優勢互補，就如同瑞士模式，成功找到

自己的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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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範可能問題於未然 

雖然不論是針對陸客來臺觀光，或是整體觀光、旅遊業發展，持續推廣陸客

自由行都是一項重要且必須的政策方向，但持帄而論，未來臺灣在陸客自由行逐

漸增加的情況下，仍有許多問題必須面對。舉例來說，香港自從 2003 年開放中

國大陸遊客自由行之後，對香港當地人的生活即造成不小影響。而近年來，香港

的中國大陸自由行旅客，自 2009 年中國大陸政府開放深圳旅客「一簽多行」後

急速暴增，從 03年的 67萬人次，暴漲至 2009年的 1,059萬人。來到 2014年，

全年的自由行人數已高達 3,134 萬人，整整成長了超過 45 倍，當中透過「一簽

多行」前來香港的深圳居民，就高達 1,485萬人。 

換句話說，香港這座人口密集的都會區，每一年還要再多圔這些上千萬的中

國大陸人，這使得當地不僅知名觀光景點人潮暴增，連一般市區巷道也變得更為

擁擠，同時讓香港各類交通設施每逢尖峰時刻必定「圔爆」，甚至不時還會有中

國大陸旅客在列車等公共設施上做出吃麵、隨地大小便等不雅舉動，引發不少中

港民眾之間的衝突。 

此外，隨著這些掃貨不手軟的中國大陸觀光客，利用自由行的管道大舉湧入，

各式各樣的跨國零售連鎖店以及精品業者紛紛搶占香港熱門店面，原本是住宅區

的北區、屯門、元朗，變成這些水貨客掃貨勝地，商場、大型藥妝店隨處可見。

而這些店鋪的進駐也拉抬店面市場，租金在短短 10 年內就成長數倍之多，高漲

的租金排擠了小吃餐廳、特色小店、美容院等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店舖，且全換

成藥局、珠寶店、精品店、3C商品旗艦店等，嚴重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機能。 

因此，雖然對臺灣而言，陸客來臺旅遊形式朝向推廣自由行來發展，有助於

國內整體旅遊、觀光產業發展更為健康，但另一方面，由於兩岸人口、面積等規

模差距太大，因此，在進行開放陸客自由行的進程上，香港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

由行的前車之鑑，值得我國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時做為參考之用，才能讓有效降

低未來陸客自由行可能帶來的社會成本，讓整體陸客自由行商機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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