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台灣，最好
的玩法就是租上一
輛車，一路開一路
吃一路玩。」台灣
永業旅行社資深導
遊李偉亞不止一次
向大陸遊客介紹自
駕車環島旅遊的樂
趣。據悉，台灣
「交通部」公路總局近日已向「交通部」提報，轉請「行政
院陸委會」考慮是否放寬陸客短期停留時駕車規定。
台公路總局指出，現在大陸人士要在台灣開車，除了有

大陸駕照外，必須持1年有效期的台灣居留證，並通過筆
試。
記者在台所見，除台北市以綿密的捷運系統可稱交通便

利外，其餘多數景點，若非搭乘觀光巴士，則抵達不易。
例如從高雄市區至佛光山，平均30分鐘才有一班巴士，加
上30分鐘車程，往返路程需要2個小時。「如果能夠放開自
駕遊，個人遊便利性會大大增加。」廈門旅遊集團國際旅
行社總經理易斌如是說。

盼「大陸考證台灣租車」
台灣租車業務極為發達，通常遊客出示國際駕照、護照

影印本及押金，並有可供聯絡的電話便可租用自己喜愛的
車型。但目前，大陸尚未開放國際駕照考取和辦理，多數
大陸遊客只能出示大陸相關部門核發的駕照。易斌認為，
大陸遊客每次在台灣逗留的時間上限是15天，如果核發臨
時駕照的程序過於繁瑣，操作起來難度很大。
北京遊客王先生此前已經隨旅遊團赴台兩次，個人遊消

息見諸報章後，他便立即赴旅行社預約。「我本身是個自
駕遊愛好者，如果能租一輛車，在墾丁的海邊慢慢徜徉，
真是相當舒適的享受啊！」他建議，台灣交通主管部門能
夠在開放個人遊的北京、上海、廈門三地，設立辦事處供
考取臨時駕照。「在大陸先考取台灣臨時駕照，一下飛機
就能租車，能夠大大減少耗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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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素來
是香港的支
柱行業，近
年來香港經
濟的回暖、
復甦，也跟
內地赴港個
人 遊 的 放
開、擴大有
關 。 4 月
份，海南出
台了購物離
島 免 稅 政
策，在香港

引起軒然大波。但此次大陸遊客
赴台個人遊並未引起本港業界過
多討論，原因在於業者認為港台
旅遊屬於不同業態，台灣以自然
景觀見長，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
便利性無可比擬。
負責出境遊業務多年的廈門旅

遊集團國際旅行社副總經理楊子
燕認為，赴台個人遊短期內開放
的範圍和人數都有限，對港澳造
成的衝擊微乎其微。「港澳遊的
客人對購物的需求很大，並且覆
蓋了各個年齡層。而到台灣旅遊
的客人，遊覽風景是最主要的目
的。二者有顯著的區別。所以我
們並不擔心客流分散。」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

表示，相比其他地區，港元匯率相
對較低，相信仍然可吸引內地及台
灣遊客來港購物消費，有信心香港
的旅遊業仍有吸引力，「最重要是
把香港打造成一個能夠吸引到旅客
來住、玩及消費的地方」。

增旅遊景點提升競爭力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

理學院助理教授謝思明表示，內
地開放赴港個人遊8年以來，為香

港帶來巨大經濟收益，對台灣來說，具有啟示作
用。倘香港要分佔兩岸旅遊市場，首要是增加航
班，以便跟台灣建立更密切的旅遊合作關係，並
要開闢更多新的旅遊景點，提升競爭力。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日前表示，去年內

地來港的個人遊旅客約1,500萬人次，兩岸開放個
人遊初期規模不大，相信不會搶去來港的內地旅
客，旅發局會考慮與台灣合作，推廣一程多站的
旅遊模式，吸引內地旅客到台灣之餘，順道到訪
香港，甚至其他地區。

自2008年開放赴台團隊遊以來，日均赴台大陸遊
客從最初的不超過300人次一直上升至目前的6,000
人次。火爆的市場行情背後，卻是頻頻發生的意外
事故。據台灣媒體統計，已有超過30名陸客在台灣
觀光時意外喪生。意外事故的警鐘，不僅讓大陸遊
客開始質疑台灣旅遊的安全性，也讓不少業者重新
審視台灣旅遊業的「消化」能力。

基礎設施未同步改善
台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姚大光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開放陸客赴台遊之前，台
灣的接待能力上限僅為500萬人次。「如今大陸遊
客幾乎佔據一半，但是近年來台灣的景點數目、交
通基礎建設等等，卻幾乎沒有增加和有效改善」。
他舉阿里山、日月潭為例，幾乎是陸客必去的這

兩個景點容納度都太小。特別是日月潭，連稍微好
一點的觀光酒店都沒有，而阿里山聯外道路有限，
不論是公路或小火車，都已超出負荷，意外事故難
免發生。「難道要大陸遊客一直戴㠥安全帽旅遊？」
大陸業者對此也有所顧慮。廈門春輝國旅總經理

馬志強告訴記者，有不少年輕背包客前往諮詢「人
少不吵」的台灣景區。「客人想避開團隊人流，但
是作為業者我們都會建議不要去太偏僻的地方，但
是畢竟很難像團隊遊客那樣去時時約束。」

姚大光認為，
如果台灣當局因
為經濟效益，無
法限制不同旅遊
景點的遊客人
數，至少要引導
錯峰出行。「例
如景點接待人數、實時人數能通過網站或是電視等
途徑實時發布，給個人出行的遊客以參考。」

應實時發布景點資訊
他進一步指出，大陸遊客已經為台灣旅遊業帶來

30億美元商機，未來個人遊所創造的經濟效益還遠
勝於此，如果政府不願意在加強硬件配備上多下功
夫，必然對大陸遊客遊台熱情造成負面影響，撿芝
麻丟西瓜的代價實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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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前，大陸觀光客赴台旅遊正式啟動，雖說

是歷史的大突破，但大批觀光客團進團出，呼嘯而

至後如雲消散，帶回的只有太陽餅、鳳梨酥，並不

能以心靈去感受、以眼睛細察台灣社會深層百態。

台灣民眾對大陸同胞的了解，大致也僅停留在「超

強購買力」的層面。

加深彼此全面認知

兩岸經過努力，終決定在6月底開放陸客個人

遊，儘管開放初期人數不多，且局限於北京、上

海、廈門等大城市，但台灣業界早已翹首期盼，因

為個人遊才能讓大陸旅客全面深入走入民間，體驗

台灣小而美的社會及環境；才能真正惠及島內相關

行業，讓基層民眾感受到實惠。相互之間終於可以

有全新的、全面的認知。

記者在高雄六合夜市，曾就餐於一對母子擺出的

做脆皮湯包的攤位。母親說，陝西的遊客吃過自家

的湯包以後，才知道台灣確是濃縮了大陸各地小吃

的奇妙所在。她還讓兒子留下MSN，希望與大陸

來的朋友多多聯繫。歷史上，橫亙在兩岸間的樊

籬，已經隨㠥交流互動的深入漸漸消逝。即便台灣

是泛政治化的社會，但來者既然是客，人便應摒除

所有政治教條，展現好客之風，讓對方賓至如歸。

兩岸是如此地相似，應是相見一家親！

記者手記：相見一家親

有台灣媒體暢想：隨㠥個人遊的開放，陸客不再只鍾
情於阿里山、日月潭，他們可能探訪高美濕地，可

能夜宿清境；他們可能在台東都蘭整夜聽濤，也可能騎
㠥單車在台南東山咖啡公路的綠蔭裡穿梭。他們更可能
不再是遊覽車接去載來的過路財神，他們會踏進尋常百
姓社區，在巷子口小攤上，跟台灣人同桌吃意麵、黑白
切；冬天台灣人擰㠥毛巾泡溫泉，氤氳之中大陸客可能
也裸身在旁。

大城小鎮一線串聯遊
「如果說團隊遊是『套餐』，那麼個人遊就是『點菜』。」

廈門旅遊集團國際旅行社總經理易斌的這個比喻為個人遊
做了最形象的註解。因為工作關係，一眾旅行社負責人，
幾乎每年都要到台灣進行業務「踩線」，可以說是最早體
驗到個人遊樂趣。「事實上08年團隊遊開放後，業界都明
白個人遊是大勢所趨，『踩線』時都指明更休閒、更適合
背包族的去處。」
目前，台灣業界針對大陸遊客個人遊推出了18條大城小

鎮旅遊路線，分為北、中、南、東4大區域。比如，北台
灣以台北為中心，有木柵—信義、平溪—東區、龍山寺—
迪化街—西門町、金瓜石—九份—基隆、大溪—石門—中
壢、六福村—關西—城隍廟這6條不同風格的線路。通過
串聯大城和小鎮的方式，把台灣最值得造訪的景致收入其
中。

旅社送觀光門票捷運券
與之相對，大陸獲得承接個人遊的33家旅行社也相繼推

出一批「個人遊推薦路線」供遊人參考。例如廈門建發旅
行社推出「自由星」系列產品，詢問度最高的當屬台北慢
品逍遙5天4日個人遊，除機票及酒店外，還贈送往返機場
接送、台北101門票、一日捷運券、地圖和電話卡等。
「九份是我最嚮往的地方了。」廈門的葉小姐曾隨旅遊

團「北進南出」遊覽台灣東海岸城市。儘管當時報的是
5,000元以上的高端團，但依舊因為團隊行程緊湊，心儀已
久的九份紅葉和芋圓冰只能遺憾地停留在明信片上。

「機票+酒店」報名未熱
不過，據記者了解，首批赴台的遊客仍將以團隊形式出

入台灣，旅途中的行程可根據個人意願安排。事實上，33
家旅行社都附帶有僅代訂機票與酒店不含行程的產品，但
綜觀近10天來的報名情況，這樣的代訂業務幾乎無人詢
問。業者認為，儘管團隊遊已經開發兩年多時間，但遊人
對於台灣的了解，始終停留在走馬觀花的程度。完全脫離
團隊的嘗試，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建

議赴台旅遊個人遊和團體遊可以相輔相成，兩者不相
悖。遊客有了團體遊的經驗後，進行深度的個人遊可更
得心應手。

首批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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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規劃多元路線 吸引休閒背包族

備受關注的陸客赴台個人遊破冰起航。北京、

上海、廈門三市首批300餘名遊客，28日將踏上個

人遊台灣的旅程。農場拾趣，夜宿民居，溫泉泡

湯，徜徉海岸⋯⋯團隊遊覽行程中難以企及的台

島風情，大陸遊客終於可以得償所願，深度體驗

寶島之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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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喜歡購買紅珊瑚飾品，但要小心不良商家
以次充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租一輛人力腳
踏車，在台灣小
鎮中穿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米南 攝

■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卻因安全問題
令不少大陸遊客卻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攝

■董耀中表示，港
元匯率相對較低，
相信仍可吸引內地
及台灣遊客來港購
物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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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深度悠遊台
灣，享更大自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陸客個人遊

陸客赴台

台或放寬
陸客自駕遊規定

業
態
有
別

對
港
旅
業
衝
擊
微

本㜫內容：新聞專題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台灣新聞 香港新聞 國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