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的異義讀書心得

隨著時代的進步，運輸的便利，使得旅行變成不再是遙不可及

的事，正如我國每年出國人數這八年來年年攀升，從民國九十七年

的八百多萬人，到民國一百零四年的一千三百多萬人，當然這也不

是只有我國這樣，事實上，來台旅遊人數也是逐年增加，從民國九

十七年的三百多萬人，到民國一百零四年已達一千萬人，雖然來台

旅遊人數始終少於出國人數。從旅行衍生的觀光產業更是龐大，觀光

業目前已是規模僅次於石油和金融、不容忽視的世界第三大產業，產

值高達六點五兆美金，而且相關從業人數更多達全球總人口的十二

分之一。這其中功不可沒得應該就是廉價航空的產生吧!不過，也因

為有這樣的需求，才有越來越發達的廉價航空。而世界各地的政府，

也開始注意到觀光業的發展，各個國家開始想盡辦法推銷自己，大

家都想藉由觀光，以最少的投資，得到數倍的報酬，在今日臺灣旅

行已經是每個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各式各樣規模不一的旅程安排，

已成為人們日常安排的常態。在國家的層次，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更

成為政府施政的關注焦點，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努力的推動觀光事業，

視為經濟的主要命脈。但這樣真的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甚至根據世

界觀光旅遊協會（WTTC）的統計，觀光財占全球 GDP的約 10％，而

在其「2014年觀光旅遊經濟研究」報告中也指出2013年台灣的觀光旅

遊業收入占台灣GDP的 5.3％，在觀光業無法外包的情況下，莫怪乎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鼓勵發展觀光產業，聯合國旅遊組織甚至說觀光

業是「貧窮國家的少數發展機會之一」，樂觀的人認為「觀光業可以帶

來財富、減少貧窮，以及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但前提是必須加以規

範」，但，問題果真如此簡單嗎？我曾經覺得沒錯，感覺觀光產業，



沒有工廠的汙染，又可以從觀光客的活動及消費中，創造工作的需

求及經濟效益，但真的是這樣嗎？

作者Elizabeth Becker是美國資深記者，書中揭露全球諸多國

家因著觀光業發展而來，不為人知的巨大改變，在觀光愈來愈是各

國重視的經濟發展產業的時代，書中提到：「觀光客是當代世界的消

費引擎，他們的現身彷彿讓機場搖身變成一間又一間的連鎖購物中

心，將『免稅』變成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環保行動者利用觀光

業的影響力，達到原本難以企及的目標：為了挽救一座瀕危的非洲

荒野公園，他們將它重新規畫成為一個新的觀光景點；或是買下位

於中美洲長達數英里的海灘，作為環保觀光渡假村；甚或將原本平

凡無奇的愛爾蘭沼澤申請為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並且規劃在遊客

必造訪的觀光路線圖上。」原來，觀光業的影響力這麼的大，但是這

樣的影響與改變卻不見得會如我們所願，也許那並不是我們的本意，

但卻大大改變了生態或人們的生活，就算只是買個紀念鑰匙圈。

正當愈來愈多國家將觀光產業視為經濟特效藥，真正因觀光業

而讓整體國家獲得正向發展的，幾乎只有法國與哥斯大黎加，有趣

的是，以法國波爾多城為例，波爾多之所以能用十五年時間改頭換

面，吸引如數觀光客，讓波爾多人樂在生活於波爾多城，關鍵因素

之一竟是當初市場在規劃時，起心動念並非發展觀光業，而是打造

一個讓人活得舒服的城市，但威尼斯和柬埔寨則沒有那麼幸運，觀

光業掏空了威尼斯其他產業的生存可能，並且破壞了既有的文化基

礎；柬埔寨則更等而下之，除了面臨一樣的困境，更淪為以性觀光

為賣點，致使國內貧窮的下層女性，沒有任何選擇的可能，只能被

地下性產業吞食。這是我們最不樂見的，但諷刺的是，我們卻是這個

悲劇的推手，而且即使我們想幫忙卻不知從何幫起，在華麗的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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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裡，卻有著深深的哀傷，讓人不禁想，如果沒有外國遊客，沒

有性產業的市場，她們的命運是不是就可以改變了？而以自然為賣

點的觀光是否就沒有問題了呢？尚比亞的狩獵旅行、哥斯大黎加的綠

色觀光，以及在戰火之中的斯里蘭卡為討論的對象。這些國家相對窮

困，利用自然資源是最簡便的獲利方式。非洲以草原生物和尋根之旅

作為在歐美行銷的賣點，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則吸引大量亞洲面孔，

但整個獲利的邏輯即是販賣自然，所造成的生態浩劫可以想像，再

加上政局的變動，引起了更多的糾紛。綠色觀光看似截然不同的運作，

然而什麼是「綠色」的標準則仍待討論，各式的認證會議和標章顯示

了觀光業的反省，可是成效如何，特別是否能達到維護環境和文化

生態的預想，則仍待觀察。斯里蘭卡則像在兩者進行一場賭注，想藉

由旅行業的發展來彌平戰火和內部的分裂，結果是向上提升或嚐到

觀光產業的苦果，沒有任何人有把握。作者指出野生動物如何成為非

洲國家的觀光財，卻又與動物保育起衝突，在非洲，「起伏不定的歷

史和現代社會的壓力造成了諸多問題：盜獵、貪腐、森林除伐，以及

人類聚落嚴重侵占公園保護地．自然觀光幾乎是非洲觀光產業唯一

的前景：倘若少了那些動物，觀光產業則會大幅萎縮，連帶它每年

為非洲帶來七百六十億美元的觀光收益也隨之降低．如果將所有因

為觀光活動產生的間接消費金額加總，這個數字會更攀升到一千七

百一十億美元．對某些非洲國家來說，觀光收益是外匯收入、國內生

產毛額，以及新就業機會的最大來源。」也因此「沒有哪個大陸像非洲

一樣，觀光產業的興衰如此依賴大自然受保護的程度。」

九一一攻擊後的三天，在美國包含商業客機在內的所有飛機都

禁止升空，科學家終於得以測量空中旅遊究竟造成多少汙染，結果

是驚人的，僅僅三天，就讓氣溫下降一度，在氣象學角度來看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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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幅度，也證實了，頻繁的交通運輸大大的造成地球環境的改

變，但是對於這樣的結果，除了心存愧疚，似乎也說不出任何具體

改善的展望。就像去年召開的巴黎氣候變遷高峰會，想訂立一份具

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要求各國以工業革命前的氣候為基準，將全球

均溫升幅控制在攝氏二度以內，但所謂的措施是希望已開發國家到

2020 年，每年應籌措 1000億美元，用以減緩並讓開發中國家適

應因減排帶來的衝擊。

對於環境的破壞與污染是這般的無力，至少觀光可以促進

經濟發展吧!但從書中很遺憾的發現，一如其他所有產業，底層勞

動者所能分享的觀光利潤十分有限，且多面臨嚴苛的勞動條件。以柬

埔寨為例，眾所皆知的吳哥窟每年為柬埔寨帶來無數遊客，觀光業

為柬埔寨帶來每年粗估 20億美元的收入。然而，這對底層階級的實

質幫助並不大，觀光地區周圍的貧窮與失業問題仍然嚴重。作者直指

這是因為柬埔寨觀光發展背後的真相，政府先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

然後再變賣給與菁英官員關係密切的私人企業，這些企業再從度假

村、飯店、SPA的投資中獲取利益。因此受益者主要是菁英階級，一般

的柬埔寨人民則被排除在獲利範圍之外。更哀傷的是，不僅在第三世

界國家如此，在遊輪產業上，美國企業也利用權宜船籍的措施，將

船隻登記為外國籍，規避美國最低工資及環境污染相關法規的規定，

在財團經營下，業績日漲，遊輪從原先的交通工具，變成行動旅館，

用各種形式，鼓勵旅客在遊輪上消費，賺取最高利潤，卻又剝削勞

工，不願負起對環境的責任，遊輪上的員工薪資低得不可思議，每

周 50美金，幾乎全靠小費過活，而船上的員工的確也多是印度、菲

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然而搭上遊輪的觀光客，到每個景點不過走馬

看花，隨即被趕上遊輪，而這些個遊輪造訪的景點，店家未必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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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而賺錢，環境卻因大量觀光客湧入而造成難以恢復的破壞。說

到觀光業壓低底層從業人員的薪資，台灣近幾年應該很有感受，受

到陸客一條龍及低價團、甚至零團費的觀光模式影響，導遊的基本薪

資被壓得極低，得由購物回扣補足，導遊變成推銷員的背後是極為

惡劣的勞動條件與競爭環境。當然，依靠購物回扣及小費賺錢幾可說

是觀光業的傳統，並不全與陸客團有關，只是在一條龍的情況下，

台灣觀光業界能分的羹更少，但過度開發的環境承載問題卻得全由

台灣人民買單。

而書中也提到了另一個隱憂，世界衛生組織認為，2020年醫療

照護及觀光相關產業，將成為全球第一、第二產業，兩者的產值約占

GDP22%。美國醫療觀光手冊及工研院的統計則認為，2010年全球醫

療觀光旅遊人數約為 4000 萬人，占全球旅遊總量 4%，產業產值達

400億美元；美國新聞周刊 2010年 9月研究更指出，2012年亞洲醫

療觀光市場產值將達 44億美元。台灣目前也積極要在規劃中的自由

經濟示範區內發展國際醫療觀光，然而，在醫療觀光被視為「新金

磚」，各國趨之若騖的同時，有一個問題是更該被質問的：為什麼醫

療會被整合進觀光產業裡？觀光醫療雖是結合觀光與醫療的產業，

但重點主要是在醫療品質，也就是以醫療需求帶動觀光發展，而非

以觀光特色吸引國際醫療需求，那主要是什麼樣的人會使用到跨國

的觀光醫療？書中給了部分的解答，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統計2010年

有 5900萬名美國民眾沒有醫療保險，也就是大約每4名正值工作年

齡的美國民眾中，就有 1人沒有健康保險，而美國的醫療體系堪稱

是最昂貴、窮人負擔不起的體系之一，也因此財力足以負擔旅遊開銷，

卻趕不上醫療保險費用增加的速度的美國人，遂透過前往海外尋找

一定品質的醫療服務來解決自身的醫療需求。事實上，由於價格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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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宜許多，有些美國健保公司現在已將前往事先核准的國家與醫

院從事海外醫療與旅遊的費用納入保險項目，其中十大醫療旅遊地

點分別是：巴西、哥斯大黎加、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新加坡、

台灣、泰國及土耳其。但書中沒有提到醫療觀光最為人詬病的問題：

排擠提供服務國國內的醫療資源。許碧峰在〈台灣醫療觀光發展困境

之省思〉一文也曾指出，「醫療觀光的發展是否為地主國帶來負面影

響一直是爭議的問題。依印度之發展經驗，醫療觀光使地主國之醫療

體系惡化，主要原因在於地主國之醫療資源不具有閒置產能，醫療

觀光的發展反而使公、私部門互相競爭有限的醫療資源，造成公部門

健康照護成本上漲。台灣目前面臨嚴重的護士荒、內外婦兒科四大皆

空等醫療人力問題，加上長期急診室爆滿、病房一床難求，及偏鄉醫

療資源困窘，政府在此時不思改善問題，反倒一味推動要開放觀光

醫療市場，屆時恐怕不但會排擠國人的醫療資源與權益，還會加速

國內醫療商品化，甚至偏鄉醫療也會更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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