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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業　寒冬中的困境與轉機
記者 邱⼦維 報導  

⼀年⼀度的TPTE台北旅展在⼗⼀⽉⼆⼗六⽇於台北世貿⼀館正式開幕，然⽽本次
展覽原定為今年⼆⽉⼆⼗⼀⽇舉辦，由於疫情影響⽽被迫延期。不僅如此，在規
模亦或是⼈流⽅⾯，本次展覽與往年相比都⼤幅縮⽔。此外，旅⾏社不堪負荷被
迫裁員甚⾄是倒閉的消息也不時傳出。究竟在這場全球疫情中，我國的旅⾏業⾯
臨著哪些困境呢？就讓記者帶您來⼀探究竟吧！

旅展出入⼝前，⼈流湧動的景象。（圖片來源／邱⼦維攝）

旅展展場　疫情中的縮影
透過今年的旅展，我們可以從側⾯得知當前旅⾏業的概況並不算樂觀。相較於往
年超過展場三分之⼆的占地⾯積，由於今年報名參加的旅⾏社數量不多，因此縮
⽔到不⾜八分之⼀的⼤⼩；此外，多數規模較⼤的旅⾏社，如雄獅、五福以及可
樂旅遊等，都未參加本次展覽。現場的業界⼈員陳裕隆表⽰，⼤旅⾏社具有較多
的資源與⼈脈，因此在被限制國外旅遊的當下，他們的選擇是擴⼤國內團隊旅遊
的業務規模，所以以散客為主的旅展並不在他們考慮的宣傳範圍之內。

今年展場的遊客密度與往年的展場遊客密度相比相差不⼤，但考量到本次展場的
規模，可以推斷出本次展覽的總⼈次不如往年。這似乎與當前旅遊熱情⾼漲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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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可以推斷出本次展覽的總⼈次不如往年。這似乎與當前旅遊熱情⾼漲的社
會現象有所出入，然⽽參觀展覽的⺠眾⽥志誠卻替這項問題找到了解答：「我來
這裡，是來找⼀些⼀般⼈比較難⾃⼰到達的景點。」他如此說道，「因為現在各
地的熱⾨景點都有太多的⾃駕的遊客了。」⽽當記者採訪德豐旅⾏社總經理劉利
樹時，他也表⽰出相同的觀點：「現在⾃由⾏的旅客越來越多了。」他表⽰在疫
情之後根據他所收到的消息，當前有超過七成的遊客都是選擇⾃由⾏⽽非跟團旅
遊。

或許正是因為選擇在台灣本島⾃由⾏的旅客太多，本次展覽中許多旅⾏社皆選擇
以離島旅遊或者是兜售飯店與餐廳等旅遊地點的優惠券作為主打商品。陳裕隆解
釋，無論是航空公司或者是飯店集團等業者都會與旅⾏社合作，將⼀部份的空位
與空房預留給旅⾏社，此舉不僅能幫助旅⾏社帶來商機，也能讓⾃家產業獲得穩
定的收入，是兩者之間的雙贏。
 

疫情之下　旅⾏社的困境
然⽽，即便與其他旅遊業者合作共贏，⼤部分的旅⾏社們仍舊得勒緊褲腰帶過
活，⽽原因在劉利樹看來⼗分簡單。他說過去有九成的旅⾏社是主營國外旅遊
的，「雖然說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旅⾏社都說要轉換成做國內的，但根據我們旅
⾏業內的雜誌《旅報》所說，依舊有⼤約七成的旅⾏社沒有轉換跑道。」他緊接
著以⾃家旅⾏社做舉例，由於他們的旅⾏社規模較⼩，因此從沒進⾏過與國內旅
遊相關的業務。因此在疫情爆發後收入頓時驟減，然⽽⽇常的⽀出並沒隨著疫情
⽽減少，即便政府對於主營國外旅遊的旅⾏社有些許補貼，他們也沒有餘⼒去開
發國內景點路線、重新接觸國內的合作業者，只能維持著當前的營運模式並期待
疫情能於⼀兩年內迅速結束。

德豐旅⾏社的外觀。（圖片來源／邱⼦維攝）

相比之下，廖敏妃經理所處的萬盛旅⾏社情況就好上許多。雖然同為主營國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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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廖敏妃經理所處的萬盛旅⾏社情況就好上許多。雖然同為主營國外旅
遊的旅⾏社，但卻有著不同的境遇。「因為我們本⾝就有做國內旅遊的經驗
了，」她說，「所以轉國內旅遊對我們來說並不是難事。」但她緊接著也補充說
明即便如此也並不好過，以各⼤旅⾏社，由於主營的國外旅遊無法進⾏，即使政
府有給予⼀定數量的紓困⾦作為補助，他們也不得不藉由關店與裁員等⽅法⽣存
下去。「基本上算是勉強⽣存了。」廖敏妃對於當前旅⾏業的狀況給予如此地總
結。

由於疫情的影響，許多旅⾏業員⼯被迫停薪與裁員，許多做國外路線的導遊也失
去帶團的機會。當記者向兩位旅⾏社業者詢問在疫情下這些是否有其餘的收入來
源時，他們都回答了同⼀個答案：餐飲外送員。會有這樣的選擇除了餐飲外送員
地入⾏⾨檻低、不必先進修其他技能之外，能夠⾃由分配時間也是受到考量的⼀
環，因為他們還是希望能夠回到過去的崗位，因此希望這是份能夠隨時抽⾝⾛⼈
的⼯作。
 

旅業寒冬　政府的救濟措施
⾯對旅⾏社的窘境，政府並非毫無作為。在觀光局所公布的《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接待入境旅客地接旅⾏業紓困⽅案申請注意事項》中就詳細說明補助資格與補助
⽅式等規則，並且也有持續補貼旅⾏業的薪資費⽤，⽬前已進⾏⾄第三波紓困。
「當然很謝謝政府與觀光局有幫助旅⾏社紓困了⼀些，」當被問及政府補助對於
旅⾏業的幫助時廖敏妃如此回答，「但是因為補助⽬前只到今年，未來是不是會
繼續補助也還不知道，這⽅⾯我認為還是要繼續與政府做溝通。」

不僅是旅⾏業，由於整個社會都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因此政府對所有受到疫情
衝擊的產業都有所補助。甚⾄交通部還對⼀般⺠眾開放《安⼼旅遊1.0》，補助⺠
眾諸如住宿、交通、團費……的花費。但在團費補助這⽅⾯，部分旅客卻與旅⾏社
之間發⽣衝突，「客⼈會告訴你說：『我給你做，但是你要退給我。』」廖敏妃
無奈地說即便他們向顧客解釋政府規定團費相關的補助對象就是旅⾏社，但客⼈
仍會要求旅⾏社⽅⾯必須給予他們同等價值的折扣，並以這樣的⼀句話來作回
應：「你這家不要做，別家可以做，你要不要做？」

政府補助所衍⽣的問題不僅於此，在立法院所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旅⾏業紓
困問題之研析》⼀文中，便提到部分旅⾏社對員⼯減薪與停薪的同時，仍向觀光
局申請員⼯四成薪資的補貼，使政府的紓困⾦沒法得到妥善的運⽤。此外，本文
還點出在疫情之下，不光是國外旅遊完全停擺，由於入境航班的限制，國內旅遊
也是⼤受影響，因此主營國外旅客的⼄種旅⾏社不應被排除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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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出境⼤廳，連入境⼤廳也因疫情影響，是空空蕩蕩。（圖片來源／邱
⼦維攝）

展望未來　後疫情下的轉機
隨著各國疫情的逐步緩和，全球⾃疫情中恢復的⽇⼦看似指⽇可待，也因此當記
者在台北旅展的展場時，發現有部分旅⾏社已開始向顧客們介紹未來國外旅遊的
⾏程安排，並表⽰當前的價格屬於早⿃優惠，待到疫情結束之後價格必定⾶漲。
兩位受訪的旅⾏社業者也肯定的表⽰在疫情過後國外旅遊的價格肯定會因為遊客
們報復性旅遊的⼼態⽽⾶升，然⽽由於當前疫苗情況尚未明朗，政府也仍未公布
關於疫情恢復後的復甦政策等，因此他們的旅⾏社當前的選擇仍是觀望為主。

但政府已並非沒有做其餘努⼒來為旅遊產業打造更好的環境，以旅⾏社所在的桃
園為例，地⽅政府不僅在各個不同的景點舉辦節慶活動，也配合觀光局安⼼旅遊
補助⽅案，給予旅客來桃園住宿就送免費⼀⽇遊的優惠活動。⽽這並非個例，事
實上⼤多數的地⽅政府都有類似的措施，也持續在規劃新的觀光活動、開發新的
旅遊景點，由此不難想像台灣未來的旅⾏產業將⾛出什麼樣的⾼度。

關鍵字：新冠疫情、旅遊產業、台北旅展、旅⾏社、旅遊

縮圖來源：邱⼦維攝

      

 記者 邱⼦維

編輯 王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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