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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文化　互惠的橋樑？小費文化　互惠的橋樑？

2015-09-25  記者 吳和謙 文

在許多的歐美國家，常會有顧客給予服務人員小費的情形。小費可以是零錢、紙鈔甚至是支票，

出自顧客的意願。然而在某些國家，「給小費」的行為卻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被當作一種

基本禮貌。也就是說，只要服務生對顧客進行服務，顧客就必須付小費。給予小費的時機與方法

，各國略有不同。而以上這些種種的現象與不成文規定，通稱為「小費文化」。

小費的起源與發展小費的起源與發展

小費文化最早起源自十七世紀的英國。當時的鄉間地區，旅客習慣給予旅館的服務人員額外的零

錢作為酬謝。隨後這股風氣在倫敦興起，久而久之流傳至歐美地區。而小費英語「Tips」的起源

，據說是由「To Insure Prompt Service」（保證迅速服務）簡化而來。當時倫敦小費文化興

起時，有些服務人員會將這句話寫在字條上，預藏在餐具中，暗示顧客給予小費。

雖然小費文化興起自歐洲，但現今的歐洲民眾並未將「給小費」視為一種義務，通常只有當服務

生表現周到時，顧客才有可能主動掏錢。但若在美國拒絕給予小費，服務人員可能會非常不滿。

在美國，服務人員非常在意顧客是否給予小費，其主要原因是聯邦政府同意雇主以低於基本工資

的待遇雇用服務人員。是故，小費是服務人員重要的經濟來源，部分人士的小費收入甚至遠高於

雇主給予的工資。

談到美國小費文化的勃興，必須追溯至一九二〇年代。當時，美國政府頒發「禁酒令」，許多的

餐廳、酒吧面臨到收入的銳減，無力支付薪資。再加上二〇年代後期的經濟大蕭條，是故小費文

化在美國受到特別的發展。除了美國外，特別重視小費的地區並不多。受過英國、美國殖民的開

發中國家，或是曾受歐美文化影響的地區，如印度、菲律賓、泰國的都市中，仍有小費文化的蹤

跡。

     

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較早的泰國，可見小費文化的跡象。圖為泰國餐館常見的小費箱，供顧客自由打賞。

（圖片來源／ 世界新聞網）

 

小費文化面面觀小費文化面面觀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顧客之所以願意給小費，是希望藉由實質鼓勵來回饋服務人員，吸引更好

的服務品質；服務人員也能透過小費多寡來檢視自己的服務水平。顧客透過小費提供了提振服務

業環境品質的「誘因」，而服務人員也能藉此提高收入。彼此一來一往，相得益彰。如此一來，

便建立了一種善的循環。

從人情的角度出發，服務人員雖然是基於職責來服務顧客，但是顧客與服務人員之間的相處情形

，並不是雇主可以掌控的。比如說，有的顧客比較自私，會向服務人員索取較多的服務，甚至為

難他們；相反的，當顧客遇到困難不便開口的情況時，也經常需要服務生的主動協助。因此，雇

主不應用一份死薪水，來要求雇員恪盡職守。而小費文化正是落實服務業環境中「群己倫理」的

良策。換句話說，「小費文化」提供了顧客與服務人員之間互惠的橋樑，不僅提供顧客一個報答

的途徑，也讓服務人員的熱忱能得到直接的鼓勵。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顧客會基於同情的心態，

刻意給予服務人員高額的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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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曾有一位在餐廳服務的婦人，收到200美金的小費，超過其消費金額的20倍。

（圖片來源／ 每日郵報）

顧客這種「因為受到優質服務，所以願意掏錢」的心態，被稱為「互惠」。但如果逆向思考，可

以得出「服務人員之所以提供服務，只是為了得到小費」的推論嗎？的確，這是社會的一個難題

，容易造成社會對服務人員的負面印象。一旦小費文化形成，服務人員的初衷可能就會變質；或

是某些人雖保有熱忱，卻難以自清。一個凡事力求完美的服務人員，正常情況下會獲得社會的讚

賞；但在小費文化的壟罩下，就可能會被外界解讀是基於自私的表現。

 

小費文化中的人際賽局小費文化中的人際賽局

不可否認的是，人的資源與心力有限，難以做到真正的無私。更何況，就算再博愛的人也無法做

到真正的一視同仁。這正是小費文化的缺點，服務生可能會基於顧客的身分地位，給予差別待遇

。相反的，顧客也可能辜負服務人員的辛勞，造成對方不滿。

因此，讓我們再度回到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人類私慾與小費文化之間的關係。「賽局理論」可

作為一個易懂的有利模型。假設每一位服務人員與顧客都有兩套策略，分別是「合作」與「自私

」，作為因應彼此的方法。結束前，彼此都不能改變先前決定的策略，則可以將所有結果歸納成

下圖的表格。

       

 此為賽局的報酬矩陣。綠色方格內為彼此的策略，藍色表格則是綜合

兩方策略下得到的結果。（圖片來源／ 吳和謙製）

假設社會服務人員合作意願高，就會讓顧客有僥倖的空間。因為不論慷慨與否，顧客們都能讓自

己佔到便宜。相反的，若顧客普遍樂善好施，服務人員可能也會有類似的心態出現。最好的情況

是，彼此都有高度的合作意願，因為這會讓雙方都得到滿意的結果。若雙方皆抱持自私的態度，

小費文化可能就會逐漸消失。

而美國小費文化之所以歷久不衰，原因在於服務生族群有「賽局前的劣勢」。美國的服務生薪資

普遍水準低於政府規定的基本薪資，是故服務人員無法達到完全的自私。必須保有一定的合作程

度，服務人員才能補貼所得。除了美國之外，大多數的已開發國家，小費文化難以發展，可能與

國家或企業的規定較為完善有關。

 

台灣社會與小費文化台灣社會與小費文化

反觀台灣，小費文化之所以難以形成，一來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強調人倫義務的重要性。二

來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台灣並不像英、美等國重視資本主義與個人意識。民眾更容易被社會風氣

左右，行為不易偏離風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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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清流　美聲歌手恩雅新世紀清流　美聲歌手恩雅

介紹愛爾蘭歌手恩雅與她歷年來的專輯。

因此，台灣民眾大多依舊認為「服務生」是一份職業，並不期待多做能拿到更多的獎賞。相反的

，台灣社會也尚未對小費文化形成共識。該怎麼給？該給多少？沒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願意冒

險亂給。另一個問題是，「給小費」的行為在東方社會有較高的爭議，容易被認為是一種優越感

的展現。於是，即便是有真心想回饋服務生的顧客，也會恐懼被誤會而膽怯。

小費文化，就像一份社會的契約。願意履約的人多，互惠的橋樑就會被搭起；自私自利的人多，

這份契約就容易破滅。小費文化有機會在台灣生根發展嗎？有賴未來社會的共識與民眾的合作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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