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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更⾃由？網約導遊到此⼀遊
呂奕廷 報導  

對現代⼈來說，觀光已經成為⽇常⽣活中重要的休閒娛樂，⺠眾可以透過觀光調
劑⾝⼼、增廣⾒聞。許多旅遊業者也於今年台北國際旅展推出各種套裝優惠，吸
引⺠眾搶購觀光⾏程，⽽為了提升旅遊品質，旅⾏社往往會提供隨團導遊負責解
說景點及解決旅客的突發狀況。然⽽近年來，中國興起不需依附旅⾏社即可獨立
執業的「網約導遊」，讓觀光客能⾃⾏上網搜尋提供客製化⾏程的導遊，掀起⼀
波新的旅遊模式。究竟網約導遊是什麼樣的概念？與傳統導遊相比利弊為何？台
灣是否也有機會在未來開放網約導遊，讓導遊⾃由執業？

台北國際旅展每年都吸引喜歡旅遊的⺠眾參觀，搶購旅⾏業者推出的觀光
優惠⾏程。（圖片來源／呂奕廷攝）

中國網約導遊　市場化觀光經營
中國從2016年起提出由「全域旅遊」取代傳統「景點旅遊」的發展⽅向，導遊⾃
由執業便是其中⼀環。傳統景點旅遊注重規劃觀光區、設景點及興建飯店；⽽全
域旅遊則打破以景點區為旅遊單位的概念，希望整合在地資源、發展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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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旅遊則打破以景點區為旅遊單位的概念，希望整合在地資源、發展地⽅特⾊，
讓觀光不只在景點區發⽣。近幾年來隨著⾃由⾏普及，透過旅⾏社報團已經不是
觀光業主流，於是中國希望以⾃由市場帶動觀光業發展，秉持「哪裡有觀光需
求，哪裡就提供觀光服務」的精神推動觀光產業。在此背景下，中國國家旅遊
局也推動導遊改⾰，從過去⾏政封閉式管理轉向市場化經營，讓在地居⺠當起導
遊，使⾃由執業的網約導遊成為推廣全域旅遊的助⼒之⼀。

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國家旅遊局現階段並非全境開放網約導遊，⽽是於江
蘇、浙江、上海、廣東等地開放⾃由執業導遊試點。遊客如果想要預約導遊服
務，可以上試點地區的互聯網平台查看價格、評價，並和導遊溝通⾏程細節，在
旅遊結束後也可以給予評論，並透過評價機制淘汰不適任的導遊，達成⾃由市場
的營運模式。

以中國桂林地區為例，網約導遊線上平台有許多⼈提供導遊服務，網站上
也有顯⽰評價星級。（圖片來源／截圖⾃道遊網）

來⾃中國廣東的交換⽣劉嘉慧表⽰比起跟團，⾃⼰比較喜歡⾃由⾏，雖然沒⽤過
網約導遊的服務，但之後如果是到語⾔不通的地區，可能會使⽤網約導遊讓⾃⼰
的旅程更順利。台灣⼤學⽣廖庭歡也表⽰在國內旅遊時喜歡⾃訂⾏程出遊，但海
外由於文化不同，會希望有網約導遊的服務讓遊玩更深入，去⼀些⾃⼰上網找不
到的地⽅玩。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的《2017年國⼈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指出，
台灣有近九成的⺠眾採⾃由⾏⽅式旅遊，表⽰⼤多數的⺠眾較不傾向參加旅⾏社
的⾏程。對於網約導遊尚未合法的台灣，未來有可能會讓導遊與旅⾏社脫節嗎？

中台法規比⼀比　導遊規範重重
根據台灣《發展觀光條例》第32條，合法導遊必須先考取國家級導遊合格證書，
再參加職前訓練取得執業証並受雇於旅⾏社才能開始帶團。⽽中國除了試點開放
網約導遊的地區以外，也受到《中華⼈⺠共和國旅遊法》第37條及第40條的規
範，導遊必須先考取導遊證並受雇於旅⾏社才能開始執業。這些規範都是為了保
護旅客權益，並在消費糾紛發⽣時有權責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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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旅客權益，並在消費糾紛發⽣時有權責歸屬。

此外，根據《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除了代售公共運輸的乘客票外，非旅⾏業
者不得經營旅遊業業務，其中旅遊業業務包括：代辦簽證、接待招攬觀光客並安
排食宿交通⾏程、設計旅程安排導遊或提供旅遊諮詢。也就是說，除了旅⾏社指
派的導遊外，其他⼈不得接待觀光客或是替其安排⾏程，也不能在網站上組團出
遊營利，否則將會開罰。

宏嘉遊覽公司英語導遊賴郁雯表⽰，其實「交通運輸」與「網路推廣」才是是否
違法的關鍵紅線。如果⼀般⼈擅⾃幫旅客規劃⾏程、並提供交通運輸⼯具，或是
在公開媒體平台招攬成團出遊就會被罰；相較之下，如果是共同乘坐⼤眾運輸⼯
具，或是線下由台灣⼈帶領台灣⼈出遊，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但這些仍處於法律
中的灰⾊地帶。

導遊在旅程中最主要的⼯作是講解與導覽，並解決旅客的突發狀況。（圖
片來源／賴郁雯提供）

遊⾛灰⾊地帶　安全品質何在
台灣法律對於導遊執業有明確的規範，不過仍有許多業者遊⾛於灰⾊地帶，避免
使⽤「導遊」⼀詞在執⾏類似職務。比⽅說，坊間也存在許多非旅⾏社業者，在
網路平台使⽤「在地⾏銷」、「課程」、「體驗」等名義宣傳旅遊活動，只要其
中不涉及安排住宿、交通、⾏程規劃，就沒有違法。其實，因應時代需求，觀光
局也有打算修正原有法條，但最終還是考量到最根本的旅客安全與品質保障。

交通部觀光局局⻑周永暉表⽰，由於導遊⼈員屬於旅⾏業接待國外觀光客的⼀
環，需要由旅⾏社來安排合法住宿設施、租⽤合法交通⼯具、維護旅客安全以及
投保責任險，發⽣意外事故時通報觀光局等相關配套措施也都早有規定，所以未
來是否開放網約導遊，還需要經過消費者保護團體、導遊⼈員與旅⾏業團體意⾒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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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否開放網約導遊，還需要經過消費者保護團體、導遊⼈員與旅⾏業團體意⾒
交流、審慎評估後才能決定。中華⺠國旅⾏業品質保障協會也提到，選擇「合
法」是因為其由政府認可，並有定型化契約保障旅客權益，使發⽣消費糾紛時有
保障。比較中國開放的網約導遊，雖有導遊證保障，但品質主要來⾃於網友的評
價，其安全與品質問題仍有待觀察。

導遊與導覽員　網約真的必要嗎
中國開放的網約導遊模式，是讓有執業証的在地導遊能在網路上刊登資訊，聆聽
旅客的需求並規劃⾏程，在旅⾏的過程中也能彈性調整，其中並沒有旅⾏社的參
與。賴郁雯認為，這種模式其實跟台灣現有的「導覽員」或「解說員」⼗分類
似，不⽤受雇於旅⾏社，同樣也能進⾏導覽解說，⽽與網約導遊最⼤差別就是不
能在網路上宣傳⾏程。根據《發展觀光條例》第19條與《⾃然⼈文⽣態景觀區專
業導覽⼈員管理辦法》第5條，於特殊⾃然⼈文景觀地區執業的專業導覽⼈員需要
經過培訓，除此之外，其他類型諸如推廣文化、介紹社區的導覽解說員並沒有相
關法律規定，只要不涉及旅⾏社業務，都可以⾃由執業。

導覽相關⼈員（導遊、導覽⼈員、網約導遊）職務比較。（圖片來源／呂
奕廷製）

現今已有越來越多業者申請以合法旅⾏社名義，配合應⽤程式與網路平台，推出
符合各種年齡需求及⽬的導向的旅遊規劃服務，其中多是以需求為主要導向，也
提供⾏程客製化服務，讓國內外的⺠眾皆可受惠。就這個觀點來看，台灣應該仔
細思索未來觀光需求的趨勢，並且評估現存的解決⽅案是否充⾜與恰當，⽽不是
單純討論是否該開放網約導遊，或是否准許導遊不依附旅⾏社⾃由執業，如此才
能帶給台灣觀光業最⼤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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