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戶外用品店的經營困境 
黃延任 * 

摘  要 
  台灣戶外用品店的發展史，可以說與台灣戰後的登山發展緊密相連，戶外用品店結合地

方登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團，共同推動起了台灣的登山運動發展，見證爭登百岳、海外遠征

萌發的輝煌歷史，台灣的山海絕景提供戶外產業發展絕佳的先天條件，卻因為後天的政府管

理政策失當，以及諸多內外部的競爭，使得目前戶外用品店的經營面臨到前未有的困境，本

文試以一個戶外用品店從業人員的角度觀察，整理戶外用品店目前所遭遇到的發展挑戰及營

運衝擊，供諸君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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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戶外用品店的經營困境 
黃延任 

前言 
  走過一甲子，台灣戶外用品店的創始龍頭-登山友，今年即將歡慶創立滿 60 周年，回顧

台灣登山發展，其實跟戶外用品店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自創品牌、製作、引進登山裝

備讓山友更安全舒適的挑戰高山，或作為登山活動的報名集散據點，甚至許多店家老闆、老

闆娘就是帶隊出身，對於民間協會、大專社團、乃至海外遠征隊的贊助也是不遺餘力，而對

無數來到店裡，初次接觸登山的戶外菜鳥來說，戶外用品店在某種程度上更扮演著重要的第

一線登山教育者角色，甚至可以稱為登山安全防護網的一環都不為過。 

  時光流轉，許多老字號店家經營至今，根基穩固，開枝散葉，也有的已然凋零，或轉謀

他途，整體而言，今日台灣的戶外用品店規模，較諸以往，不僅品牌選擇多元齊備，產品資

訊流通快速，與世界同步，大型店面的增加也提供更完整的品項選擇以及更舒適的購物體驗，

同時還有許多新創立的年輕店面，風格獨具，也開展出全新的客群領域。 

  觀察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不難發現，隨著國民所得提高，社會發展日趨成熟，大眾對於休

閒活動的重視與投入程度也會與日俱增，反過來看台灣休閒人口，以戶外用品店服務大宗的

登山、露營客群來說，也的確有逐年成長而且參與者年輕化的趨勢，然而就在這個戶外用品

產業看似正蓄勢待發，可以大展身手的時刻，面臨到的種種挑戰以及政府公部門政策上的限

縮箝制，卻也造成許多戶外用品店面臨到發展瓶頸，甚至業績逐年下滑的困境。 

經營挑戰與困境 

1. 封山、封溪、封海，也封掉戶外產業的生路 
  雖然已經是老掉牙的老問題，但既然要談戶外用品店經營發展的困境，就不能不提到，

對於登山等戶外活動，公部門在過去數十年來一味封閉的管理政策與思維模式，用各種條例

限制與處罰措施，不只不鼓勵，更擋住了人民自由上山下海的權利，硬體設施的建造與改善

進度，軟體資訊的可及性與透明度，遠遠跟不上休閒人口增加的速度，山屋、步道建設的質

與量更是落後先進國家一大截，這些先天不足與後天的失調與失能，絕對是造成今天台灣戶

外產業無法蓬勃發展的一大主因。 

  我們有世界級的山海美景，也有熱愛冒險、旅遊、休閒的國民，我們有品質極好，物美

價廉的台灣製造精品，也引進了所有國際知名品牌的一流產品，但是，沒有對全民開放管理

的山、河、海，就沒有用武之地，整體產業（產品製造批發零售業、媒體業、教育業、戶外旅

遊業等）無法走向一個正向的運轉循環，當然也就不可能有興盛的發展。 

  我們不用跑太遠，只要去看看鄰國日本，登山季節的假日，登山步道絡繹不絕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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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摩肩擦踵的山屋，色彩繽紛的帳篷滿出來的營地，書店裡幾十種戶外相關的雜誌刊物，

在在展現「政府採取開放管理的態度」、「國民樂於走向戶外」、「建設完備，提供良好服務的

山屋」、「指標明確，定期修護的步道」、「即時透明便利取得的登山資訊」、「山野教育的扎根

與落實」、「專責的救難單位」、「完善的登山保險機制」等等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就是可以推

動整個戶外產業在一個穩定正向、互相供給的系統中發展，背後代表著多少的經濟效益，直

白來說，可以靠山養活多少人？而帶給國民的健康體魄，冒險犯難精神，總體的國力增強，

更是無形的巨大價值。 

2. 大學登山社團的式微 
  近十年來，大學登山社團的參與人數跟活躍程度明顯降低，可能是因為少子化趨勢，或

是登山被媒體塑造的負面形象，加上對現在的大學生來說，也的確有更多吸引目光的精彩活

動可以打發時間。大學登山社團的式微，對於戶外用品店經營的影響，不僅僅是過去那些學

長姊帶著學弟妹來買裝備的消費客群流失，同時也出現內部人力需求的斷層，戶外用品店在

過去十分仰賴大學登山社成員，在畢業以後加入戶外用品店的服務行列，憑藉著在登山社養

成的扎實登山技能、知識觀念以及豐富的戶外經驗，這些「登山社 OB」都是戶外用品店「即

戰力」的最佳人選，事實上目前在許多戶外用品店擔任資深管理要職的青壯世代，有很多人

就是大學登山社出身，當然也包括一些經營事業有成的公司負責人，大學登山社團在過去與

戶外用品店有著相當深厚的連結。 

3. 公務員國民旅遊卡消費規定改變 
  自 2017 年起，為因應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驟減對台灣旅遊業造成的衝擊，交通部觀光局改

變國民旅遊卡使用的規定，原本公務人員可以自由運用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的 16000 元年

消費額度，改為至少 8000 元要使用在觀光旅遊相關產業（包含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

交通運輸業等），使得原本在戶外用品店的營業收入中有一定占比的國民旅遊卡消費，被硬生

生砍掉一半，對於店家的營運影響不可謂不大。觀光局此舉意在促進台灣觀光旅遊的經濟復

甦，其實不難理解，然而戶外用品店本來也就是觀光旅遊產業的一部分，特別是觀光局既然

把 2020 年訂為「脊樑山脈旅遊年」，也就是高山旅遊年，要進行高山旅遊，總得先到戶外用

品店購買裝備吧。 

4. 大型跨國體育戶外用品連鎖通路進軍台灣 
  法商迪卡儂自 2012 年進軍台灣，迄今在全台已開設 13 家大型賣場，並持續擴點當中，

跨國集團本身具有極豐沛的資源，同時擁有更多與政府合作斡旋的籌碼（例如重劃區大面積

土地的優惠價格租用），並挾著全球大量採購的優勢，提供遠低於一般售價，品質功能尚可的

各類型體育、戶外、休閒用品，越來越多抱持著體驗心態的入門級消費者，會以迪卡儂為首

要選購對象，具破壞性的超低價格、超大坪數的體驗式賣場、豐厚的行銷資源，大量吸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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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屬於戶外用品店的入門級消費者，同時也直接對國產品牌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5. 新型態交易平台崛起，社群媒體(臉書社團、直播)、通訊軟體平台 
  由於近年來臉書、Line 通訊軟體的盛行，造就出完全於不同於以往實體通路（店面）或

是傳統電商（購物網站）的新型態交易平台，透過臉書社團、粉絲團、直播頻道、Line 群組，

就可以非常直接迅速的介紹產品進行交易，管銷成本相對低廉，進入門檻不高，人人都可以

一圓老闆夢，也因為隱匿性較高，個資通常難以追蹤的緣故，逃漏稅（關稅、營業稅）、逃避

商品檢驗的水貨、貨源不明及品質不佳的次級品、仿冒品、詐騙等，也在其中獲得更大的發

揮空間，但是一直到現在，政府有關單位都還沒有相關措施去管理稽核這一個灰色地帶，任

其侵蝕奉公守法正當經營生意的戶外用品店營運獲利。 

6. 中國貨（淘寶貨）賣過來台灣很容易，台灣貨賣過去卻很困難 
  政府開放三通以後，對於中國寄送到台灣的郵件包裹，台灣幾乎採取全面開放政策，台

灣消費者在中國購物網站（如淘寶等），選購產品之後，基本上都可以非常快速而便利，不需

要太多繁瑣手續就寄送到台灣消費者的家門口，而且經常是不會被打到關稅的，提供台灣消

費大眾一個可以更多元比價的便捷採購管道，台灣奉行自由市場貿易原則，這點毋庸置疑，

然而今天中國消費者在台灣網站買了商品要寄送到中國去，卻是困難重重，包裹檢查嚴格不

說，中國海關對進口產品課以重稅，而且一筆都跑不掉，也往往讓中國消費者對於向台灣購

物網站採購產品卻步，中國人猛賺台灣人的錢，我們卻賺不到中國人的錢，形成另類的「不

平等貿易關係」。 

結語 
  筆者入行近廿年，從大學時代就在登山用品店打工，從第一線面對消費者的店員，後來

擔任店長管理店面、採購產品，到現在專責國際品牌代理的工作，是產品的使用者，也身兼

零售商與代理批發商的角色，嘗試從自身工作經驗的角度，粗淺觀察目前台灣戶外用品店經

營所遭遇到的一些內外部的難關與困境，但同時也可能是傳統戶外用品店必須轉型與積極突

破的契機點，戶外用品店業者真的都很認真很打拚，但是在很多層面是需要政府的政策來作

協助，才能永續發展下去，對登山人來說，路斷了，不管高繞或是下切，只要方向正確，總

是能找到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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