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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曾預測休閒產業將在 2015 年主

導世界勞務市場，許多國家亦將邁入休閒時

代。人們將提撥時間至休閒領域，以追求充

實的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質。休閒產業 19

世紀中葉發端于歐美，20 世紀急遽成長。休

閒產業的發展將改變產業格局，馬惠娣〈21 

世紀與休閒經濟、休閒產業、休閒文化〉一

文指出：「休閒不僅標誌著人已經從繁重的

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標誌著人從滿足

現實的基本生活需要轉向對精神生活的嚮

往；標誌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

變的過程中，已由傳統的生產——消費模式

逐漸地轉向消費——生產的模式；標誌著人

開始從有限的發展轉向全面地發展自己。 」

臺灣經濟蓬勃發展後，人們的生活態度

與價值觀也有所改變，開始講究生活品質，

重視休閒文化。我國公家機關自 2000 年元月

開始由原本的隔週休二日改為週休二日，加

上多日法定假日的彈性串聯，這表示我們

有了更多時間可用於閒暇，排解塵勞疲

憊，讓心靈放鬆。而觀光休閒產業將有開

闊的發展空間。

臺灣為迎接新時代的訴求，行政院於

2002 年提出「觀光客倍增計畫」。觀光產業

的發展亦是我國「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之一。以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資料顯

示「90 年的觀光總支出為 5,048.40 億元，包

括外人來臺觀光支出 1,557.78 億元、國人國

內觀光支出 2,504.22 億元，及國人出國觀光

在國內支出 986.40 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毛

額（GDP）的比重，分別由 85 年的 4.39 ％、

88 年的 4.09 ％至 90 年的 5.31 ％」（注 1）顯

示我國觀光產值日有所長。在臺灣國際處境

艱難的今日，觀光事業的開發，可讓他國旅

人藉此認識臺灣，發現臺灣的美、善、好。

國人亦可透過觀光產業帶動各級產業的發

展、活絡就業市場，提升國內經濟產值。由

此可知觀光事業是極富生機，足以深耕發展

的重點產業。然而如何發展觀光？厚植觀

光？行銷臺灣？本書正好可為我們對於觀光

此一產業提供許多解疑釋惑的良方。

秉持「以觀光旅遊讓臺灣和世界交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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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信念的嚴長壽，曾多次參與國家重要國際

觀光事務的規劃、為臺灣整體觀光及美食的推

廣、包裝、教育投入極大心力，擔任過美國運

通公司臺灣區總經理、亞都麗緻大飯店總裁、

臺灣觀光協會會長、圓山飯店總經理，更曾獲

中華民國觀光獎章、國際觀光金舵獎、十大傑

出企業領袖獎、亞太旅行協會傑出貢獻獎等。

身為臺灣觀光業的領航者，他看到臺灣未來的

希望可在觀光休閒這一區塊善加發揮，更堅信

若能好好提昇臺灣旅遊產品的內涵與價值。必

定使臺灣的觀光產業創造無限商機，帶領臺灣

經濟高飛。

嚴長壽將 30 多年於休旅界的經驗，書寫

成文，提供國人對於觀光產業的認識，並指點

發展路向。他謙稱這本書是他在觀光旅遊這一

行業的畢業報告。嚴長壽說：「這幾年，我常

看到官員、民意代表，本著對地方的愛做了不

少規劃，但是因為沒看到大方向或經驗不足而

被誤導，開發失敗了，土地也破壞了，實在非

常可惜。因此，我覺得我應該把自己的經驗，

有層次地介紹出來。」（頁 9）

在全球追尋觀光旅遊熱潮中，如何詮釋

臺灣景點、推展臺灣文化、開發臺灣觀光？嚴

長壽以其豐厚見識，廣闊視野、多年經驗，直

指臺灣觀光可發展的路徑，挖掘臺灣可拓展的

地方資源，指陳臺灣觀光亟須改進之處。希望

能建立臺灣專屬特性，成為優質觀光地。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我們

的優勢在哪裡？分別就臺灣的美食料理、節慶

活動、文化創意、醫療美容、宗教信仰、休閒

農業等，分析我們可予以發揮的質素。第二部

分、臺灣的國際級規劃：以其觀點針對臺灣的

北部、中部、南部、東部、離島各區規劃發展

為國際級觀光地區的構想。第三部分、未來還

需要什麼：多面向地指出我們未來須改進與思

索的部份。如公務體系、土地利用、商圈規

劃、技職教育等。

文中更舉出許多國家推展觀光成功的例

子，可為我們觀摩學習。如新加坡主導的「新

亞洲料理」、峇里島發揮海灘優勢，造就新局

面的成效等。文中並殷殷叮嚀國人須以戒慎恐

懼之心，加快成長步伐，為自己找到新的成長

契機。

每章結束都提供 4 個方向的關鍵思考：「看

見價值」、「認識別人」知道我們的優勢何在，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瞭解自己」、「不斷

提升」以期日新又新，緊跟時代。

◆	 我們的優勢：以文化發展觀光深度

第一部分、「我們的優勢在哪裡？」文

中剖析臺灣的優勢╱商機何在？許多現代人每

日辛苦追求物質生活滿足後，最渴望尋求心靈

安適，精神平和、文化感動、心靈悸動。這種

需求背後蘊藏的，正是文化觀光。嚴長壽說：

「歐洲旅遊為何持續數十年依然興盛？不只是

自然景觀保護得宜，更是因為，他們的觀光已

經不純然以自然風光為主，還充分結合深厚的

文化傳統及人文特色。可見，經過世代累積的

『文化資產』，雖然不是為了經濟價值而生

成，卻是商業利益與國際能見度最關鍵的競爭

力。」（頁 265 - 266）

近年來，東方格調，備受國際人士喜

愛。東方氣息的文化特質，正是我們行銷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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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利素材。因此蘊涵東方氣味的中華餐飲、

節慶、藝術、宗教等，在臺灣經過融合焠鍊

後，已呈現臺灣專屬風格。此應善加利用，使

觀者能藉此品味臺灣深厚的文化內涵，更藉此

為臺灣的觀光競爭力加值。

中國傳統民俗型態多樣，內容豐繁。如

宜蘭頭城的搶孤、臺北的燈會、臺中大甲媽

祖遶境、臺南鹽水烽炮、東港燒王船等。我們

要在繼承傳統民俗基礎上，推陳出新，以完整

的包裝，展現文化精神。如此既能承祧傳統文

化，增點地方風采，更能增加觀光契機，吸引

觀光客深入體驗。

文化是最能增加觀光深度與內涵的因

素，也是能促使觀光者一來再來的動力。我們

平日需注意到自己文化的保存與發展，以文化

藝術打造鄉鎮，甚而協助日漸式微的一級產業

轉型為三級觀光服務業，為他們展開另一新天

地。如南投水里蛇窯創建於 1927 年，1960 年

代傳統的柴燒窯正面臨生存的困境，林國隆於

1993 年 11 月 12 日，將其轉型為國內第一座陶

藝文化園區──「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發

揮傳統工藝之美，為傳統工藝開闢生機。1986 

年臺南七股鹽場開始改以機械化採收，並與觀

光產業結合。使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沒落的鹽

場，走出新路。

觀光客的品味╱要求會隨社會進步與旅

遊經驗豐富而要求更多。我們須跟隨時代步伐

不斷求進步，提昇觀光品質，服務水準，才能

吸引遊客到來，甚而一再回返。如餐飲業須講

究味覺口感，視覺效果、燈光氣氛等，使旅者

對該地獨特飲食、整體情境，留戀難忘。而農

產品需走向精緻化，了解當地食材與文化而後

研發出專屬該地的美食。甚而可用農村莊園悠

閒情調與美食作為推廣觀光的誘因。使旅者不

僅消費美食也消費了濃郁的文化體驗。

我們可將足以提供消費者異質化體驗的

因子──臺灣的藝術、創作、宗教、民俗、文

化、美食、自然風光、歷史人文、建築、景觀

等，注入觀光活動中，形成一種更深刻的精神

層面觀光體驗，使臺灣的觀光產業內涵更加豐

富。讓人們在旅遊過程中亦認識了臺灣文化，

也願意再次深入體驗此地，如此才能創造觀光

的延續，而非短暫光臨。

◆	 臺灣的國際級規劃：結合在地資源

以新視野大格局規劃觀光事業，不但可

為藝術找到活路、文化尋得傳承、開發觀光者

創造舞臺，更能營造豐富的觀光內容。我們該

如何打造一個有國際水準且融入臺灣文化特色

的休閒遊憩環境？

嚴長壽指出觀光規劃是有一定規則可循

的，他希望大家在規劃之前，先問自己下列4

個問題「一、認識顧客是誰？他需要什麼？

二、我有什麼觀光資源？和別人相比，哪一項

是我的優勢？三、如何包裝出顧客需要的產

品？四、要用什麼方法行銷？」（頁 113）進

而根據各自差異性，運用特殊觀光資源，營造

自己風格，創造優越性。

目前臺灣各地蓬勃發展觀光事業，我們

應將眼光放遠，好好經營能代表當地特色的觀

光事業，以在地特色帶動區域之繁榮與商機，

並制定完整的開發計畫與管理策略，如此才有

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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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嚴長壽分北部、中部、南部、東

部、小離島、大離島逐一述說其欲將該地建造

為具國際觀之休閒地區的方式──藉由整合╱

運用地方產業、文化、生態、地景等資源，形

成獨特風貌的觀光遊憩空間。如臺北便捷的生

活機能、絕佳的地理位置是成為華人文化觀光

重鎮的最佳處所。中部則可以都會為中樞，整

合附近縣市的靜謐風情，讓遊客可同時享受都

會的熱情與鄉村的寧靜。南部阿里山特殊地

景，豐富林相、雲海變化，則應規劃使旅者能

體驗阿里山的壯闊與靜謐。現代人凡事要求

快，也在快速壓迫下，身心俱疲，因此近年人

們反而極力追求散漫的閒情。開發較晚的花東

地區，巧奪天工的自然景觀和豐富人文，正可

以在慢活氣息中，展露花東地區的文化特色。

可規劃為慢活的國際觀光勝地。嚴長壽對花東

地區的建議為：「如果有一個整體的開發計

畫，結合臺灣特有的太極養生、瑜珈禪修、茶

飲、藥浴，足浴等放鬆身心的方法，規劃為國

際級的溫泉渡假社區，必能成為一個有臺灣特

色的心靈休閒中心。」（頁 164）

高希均曾說：「利潤是結果。企業遵守

倫理規範、創造經濟價值，才會產生利潤。不

顧根本只求賺錢，整個社會都須為之付出代

價。」（注 2）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如何重視

自然環境的維護，需有一套永續發展的妥善規

劃才是，而非以現代工程技術恣意侵擾自然生

態。畢竟「觀光計劃考慮了自然條件、融入了

天地環境，才可能營造百年榮景。」（頁 167）

針對離島地區，嚴長壽指出：「化環境

的劣勢為特色，既能保護生態，永續經營地

方，也同時提供一個落實環保的絕佳示範，臺

灣的離島會不會成為全球離島的夢幻示範區，

在離島觀光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多國際先

例顯示，環保也可以成為旅遊題材。臺灣的離

島大可落實環保，為離島觀光打出新號召。」

（頁 179）澎湖千奇百怪的礁岩、鬼斧神工的

玄武岩奇景，多樣化的地質正可開展為天然的

地理教室。金門因戰地天然位置，可開發具戰

地色彩的觀光事業。綠島種類繁多的珊瑚礁和

海洋生物，猶如海底皇宮。可利用其天然資源

開展專屬風采。

人們需要尋找自由休閒的空間，情感動

容的所在。如何製造令人感動的因子，提昇旅

遊質感，使人們流連難忘，臺灣的許多特色，

都是我們可以好好加以籌劃運用的。

◆	 未來還需要什麼？

規劃一個都市，必須看到未來的商機和

潛在的顧客。本書第三部分藉由不同點來分析

我們仍須努力的地方，如兩岸關係如何藉觀光

開放，消弭彼此緊張氣氛。而公務人員要如何

拓展視野，以擔負臺灣更重要的使命。臺灣地

小人稠，土地非常珍貴，土地如何不斷再利

用，創造多次利益，以發揮最大效益。自然商

圈代表未經包裝，人潮自然聚集而成的商圈，

如何維持傳統商圈的各自特色，甚至技職教育

體系的偏頗該如何導正等。

兩岸多年的隔閡，經由觀光破解了冰河

關係。1970 年代末期大陸開放臺灣、香港、日

本、美加等地居民可到大陸省親。1987 年臺灣

開放了民眾赴大陸探親，2001 年 11 月 23 日，

行政院通過《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推動

塑造臺灣成為優質觀光地的良方─《我所看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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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並於 2002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試辦旅居

海外的大陸人士可經由第三地來臺灣旅遊。

2004 年政府曾一度計畫全面開放大陸觀光客來

臺。如今，開放大陸來臺觀光已經施行。嚴

長壽認為兩岸觀光交流，不可僅為了擴張經

濟效益的淺短眼光，應將此當成改善兩岸關

係、消弭誤解、增進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的

機會，才能創造日後更加長遠的觀光價值。

畢竟大陸是一個極大的市場，使大陸群眾樂

於來臺，對臺灣的經濟絕對具加分作用，這

是無庸置疑的。

為迎接觀光休閒時代的來臨，因應休閒

產業市場之人才需求，教育體系也藉由課程

規劃，培養專業人才，提高觀光產業人力素

質。國內目前設有觀光相關科系的技職學校

相當多，如致遠管理學院觀光休閒學系、親

民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系、景文

技術學院觀光事業系、和春技術學院觀光與

休閒事業管理系、育達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

理系、環球技術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德

霖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等，然而技職學校對

於師資的標準似乎失焦了，只一味要求老師

具高深的學術研究能力，卻忽略了觀光產業

需要的是，實務理論皆能兼具的教師。嚴長

壽在書中也一針見血點出技職教育體系師資

的盲點，他認為老師們必須擁有最新的市場

資訊，並有實務經驗，如此教出來的學生才

不會與社會脫節，也較能切合職場需求。

觀光事業，是百年不易衰敗的事業，值

得我們深耕，我們應積極提供旅者最佳服務

與產品，建置最完善的軟硬體設施，如舉辦

活動場地的周邊設置、旅遊設施，甚至旅客

的食、住、行皆能有妥善安排，並努力進行

資訊與促銷的建構。

臺灣有許多特點是發展觀光的厚實潛

力；如專屬臺灣風味的臺灣文化、人文精

神、藝術品味、生活格調，豐富多彩的夜市

小吃，精緻新穎的傳統藝術，加上臺灣濃厚

的人情味，我們應善加發揮，塑造臺灣成為

名符其實的觀光之島。

本書不僅可作為觀光科系的教科書，更

可提供產官學界新的思考點。尤其在臺灣大

力推展各鄉鎮的觀光事業時，各地方政府更

該以此書為參考，用心尋索該地的優勢，盡

情發揮地方特色，展現自我的丰采，帶動永

續性的觀光發展。如此臺灣未來燦爛願景是

值得期待的。

注釋

1.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 

1306021612695，網路資料。

2. 高希均：〈事業雄心要建立在企業品上」〉，

《我們的V型選擇》（臺北市：天下遠見，2007 

年 8 月），頁 98 -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