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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列舉3項內地人外遊時的不文明行為。

2. 承上題，舉例解釋3項不文明行為的成因。

3.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會間接影響國家形象」這個說法？解釋你
的答案。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反映其國民素質低下」？解釋你的觀點。

5. 香港人外遊時有何不文明行為？試列舉3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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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外遊

出現不文明行為

表現
•隨處拋丟垃圾

•無視禁煙標誌

•插隊

•大庭廣眾下脫去鞋
襪、赤膊袒胸

•說話髒字連篇

•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

•受傳統思想影響

•樂極忘形

•引起外國人反感

•損害國家形象

影
響

原
因

內地社會各界對改善中國公民的不文明行
為有以下建議：

加強宣傳 學外國社交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不能只看到自

己，還要放眼全球；要與國際接軌，就要學
習國際禮儀，遵從國際交往習慣。內地旅遊
管理部門應通過傳媒、互聯網等媒介大力宣
傳，讓公眾認識到遊客不文明行為對旅遊環
境、景觀的污染和破壞。

遊前培訓 令導遊監督
旅行社可通過印發手冊、進行遊前培訓、

明確導遊督導職責等方式來引導旅客。旅行
社委派的帶隊導遊應對旅遊者行為起到直接
的示範、監督和制約作用。在旅遊中，導遊

應有「行為指導」的職責，鼓勵旅客表現出
對環境、景觀負責的行為，預防其不文明行
為，並能妥善處理出境旅遊過程中遇到的各
種問題。

編制指南 勸公民遵守
美國有組織曾編寫《世界公民手冊》，向

出國旅遊的美國公民提出「世界公民」概
念；韓國政府則針對「醜陋的韓國人」採取
限制出境的做法，進行「黑色紀錄」，嚴重
違規者適當限制他們的旅遊機會。
中國也有必要借鑒外國的經驗，為出國

的公民編寫類似的「文明規勸手冊」，作為
非強制性的推薦指南在全國社會推廣，對
即將代表「國家形象」的外出公民進行相
應的文明規勸。

市場發展蓬勃
•亞洲第一客源

•預測2020年的出境旅遊人數
增長至1億人次

•加強教導和宣傳

•學習外國社交禮儀

•外遊前接受培訓

•吩咐導遊監督旅客行為

•編制外遊指南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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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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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公德心修養低
海外評價差

中國出境旅遊發展的巨大潛力引起世界主要旅遊國家的注

意，各國近年紛紛採取措施吸引中國遊客，如日本、德國、新

西蘭等已降低中國旅客的簽證門檻。新西蘭政府對旅遊簽證申

請流程進行多項改進，包括大幅增加多次出入境簽證的發放數

量、延長停留期限至6個月、允許申請者用中文提交申請材料

等。另外，即使被視為「最難簽」的美國，也有意縮短中國人

赴美申請簽證的時間。

巴黎等特設中文告示牌
然而，2005年至今，海內外媒體屢次對中國公民出國（境）

旅遊時的不文明行為進行報道。一些大城市如巴黎、華盛頓等

甚至出現專門針對中國遊客而豎起「請勿喧嘩」、「請勿隨地

吐痰」等中文告示牌。2007年，在歐洲酒店業舉行的全球遊客

評選中，法國人被評為「最差遊客」，而中國遊客得到的評價

也不理想，位居倒數第三。

中央頒指引規範「惡行」
針對部分中國遊客在出遊過程中表現出的不文明行為，中央

文明辦、國家旅遊局於2006年頒布《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文明行

為指南》，對公民的旅遊行為作出明確規範，旨在提高公民的

文明素質，塑造中國公民的良好國際形象。

中國公民出國（境）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1. 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

上廁所不沖水；

2. 無視禁煙標誌，污染公共空間，危害他人健康；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爭搶擁擠，購物、參觀時插隊加塞，

排隊等候時跨越黃線；

4. 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

話、呼朋喚友、猜拳行令、紮堆吵鬧；

5. 在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嬉戲、玩笑，不尊重當地居民風

俗；

6. 大庭廣眾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捲到膝蓋以上，

酒足飯飽後毫不掩飾地剔牙，臥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

整，有礙觀瞻。

7. 說話髒字連篇，舉止粗魯專橫，遇到糾紛或不順心的事大

發脾氣，惡語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養；

8. 在不打折扣的店舖討價還價，強行拉外國人拍照、合影；

9. 涉足色情場所、參加賭博活動；

10. 不消費卻長時間佔據消費區域，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離

開賓館飯店時帶走非贈品，享受服務後不付小費，貪小便

宜。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旅遊局網站

中國公民出國出現不文明的原因有以下各項：

以為付小費是「不尊重對方」
出境旅遊的中國公民有很多不文明行為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而

形成，一旦出國，與國際上的交往禮儀往往格格不入。如在給小費的
問題上，中國人和西方人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歐洲各國普遍都有收
小費的慣性措施，因
為小費是服務行業的
收入來源之一；但中
國人認為，付小費會
被視為不尊重對方。

守秩序是
「缺革命精神」
守秩序在西方國家

是應有的禮儀。而中
國在文化大革命期
間，很多基本禮儀被
禁，如「守秩序」被視為缺少革命精神的表現。時至今日，這些舊思想
仍在一些地方殘留，造成個別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時出現不文明的行為。

新奇刺激 樂極忘形
人們外出旅遊，容易被新奇事物刺激而處於一種精神的亢奮狀

態。人們在這種亢奮狀態下，容易擺脫日常工作與生活中的規範，
對外界的提示未加注意，行為更是不加思考，十分隨意，產生各種
各樣的衝動行為。

現代中國＋全球化＋今日香港
■內地旅客不滿香港迪士尼

樂園因人流過多臨時關閉而

強行爬閘入場。 資料圖片

過去十多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的

發展迅速，特點是出遊人次多、增長

速度快、平均消費水平高。2003年，

中國的出境旅遊人數超過2,000萬人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亞

洲第一客源。2011年，儘管世界經濟不景，國際旅遊市場缺乏

增長動力，但中國出境遊客仍達到7,025萬人次，位居世界第

二；遊客境外消費近73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德國，名列世界

第三。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預測，到2020

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將增長到1億人次。

2020年出境遊人次料達1億

近年，中國公民出境

旅遊市場發展迅速，世界各國都紛紛採取措施

來吸引他們。不過，個別中國遊客在海外旅遊時

的不文明行為，經常引起外國媒體報道，嚴重影響中

國的國際形象。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為何出現不文明行為？

政府應如何針對這個現象提高公民旅遊的文明素質？下文將

作詳細探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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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的不文明行為造成以下影響：

旅遊是文化的雙向交流過程，中國遊客在外國領

略外國文化風情的同時，也把中國的形象呈現給外

國人；外國人通過這些接觸而形成對中國的印象。

中國遊客在海外旅遊過程中表現出缺乏公德心的不

文明行為，難免引起外國人反感，嚴重損害中國的

國際形象。

發展出境旅遊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深化的

直接表現之一，其目的是通過組織公民走出國門與

目的地國家(地區)的人民開展平等互惠的雙向交

流，促進區域間多種形式的合作。但中國公民的不

文明行為，將使目的地國家(地區)的人民反感，甚

至產生抵觸情緒，影響中國與國際間的交流和合

作。如香港早前就有不少人反對內地進一步開放個

人遊，認為大批內地旅客來港，會影響本港市民的

日常生活。

惹外人反感
損國家形象

■美國有意縮短中國人赴美的簽證申請時

間。圖為中國人赴美旅遊。 資料圖片

國人不遮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