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走旅遊在台灣旅遊未來發展願景 
李偲弘 * 

摘  要 
  近年健走旅遊風氣漸盛，政府推廣古道健走不遺餘力，旅遊業者該如何在大環境不景氣

氛圍中，面對挑戰突破困難，結合政府宣傳管道與資源，將台灣先民拓荒時所留下的古道開

墾史，以及周邊部落／社區傳統美食與文化，推廣給喜愛山林的旅客，為現階段業者思考的

方向與課題，筆者也期盼政府單位未來能夠將台灣山林之美，推向國際舞台，提供國際觀光

客來台旅遊新選擇，提升台灣觀光旅遊競爭力。 

 

 

 

 

 

關鍵字 
古道、健走、旅遊、旅行社、觀光補助 

 
*那米哥國際旅行社 主任 



 
 
 

C1-2-6 健走旅遊在台灣旅遊未來發展願景 

樂在山林 挑戰自我  135 

健走旅遊在台灣旅遊未來發展願景 
李偲弘 

現行努力方向 

1. 結合在地部落／協會，聘請在地導覽，以故事行銷地方 
  台灣近年興起青年返鄉，社區營造，地方創生等，各地社區發展協會重新盤整資源，推

出許多優質且獨具特色的地方／部落小旅行。 

  為能夠讓遊程更具特色，筆者於遊程安排上，優先與在地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眼看「自

然美景」，耳聽「在地導覽」，口嚐「特色美食」，腳踏「先民之路」，讓古道健行不單是運動健

身，更能透過身體感官，重新認識這片土地。 

2. 全面提供無線導覽耳機系統 
  有感於山徑寬度有限，導覽解說範圍有限，故我司特別引進博物館

專用之「無線導覽耳機系統」，讓遊客於健走過程中，能夠欣賞美景之餘，

也能透過導覽耳機，清楚聽見解說員沿途介紹的先民故事與人文生態。

無線導覽耳機，不同於傳統隨身行擴音器(俗稱小蜜蜂)，可有效降低解說

音量，不讓聲音放大外擴，對於自然生態干擾更能有效大大降低。 

3. 健走路線分級，步道路線／坡度圖 
  筆者從事商業健走旅遊，最常被旅客詢問到的是「我 xx 歲，能走得動嗎?」筆者近年觀

察發現，在山野中遇到走不動的狀況，多為身體狀況不佳／準備不足／對路線狀況不熟悉等，

走不動與年齡並非直接關係，反倒常見年輕的旅客，因平日工作或生活環境，鮮少親近自然

環境，因朋友邀約或是家人報名前來參加活動，但卻無法勝任的狀況。 

  然而，近年戶外活動興起，郊山步道

健走旅遊日趨盛行，有鑑於旅客對郊山健

走概念有限，路線分級制度更有其重要性

與必要性，經參考國內外專業山徑分級制

度，郊山多列於初級路線，對於無高山經

驗的一般旅客來說，郊山仍存在許多風險

與困難度，遂自行建立 Lamigo 健走等級分

類表，再輔以步道路線圖／步道坡度變化

圖，提供旅客參考，期讓旅客能於報名前

先行評估自身體能後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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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挑戰與困境 

1. 好的旅遊產品，宣傳資源有限 
  大環境不景氣旅遊業首當其衝，國

人年度旅遊預算下修，健走旅遊屬於小

眾市場，廣告預算有限下，往往將宣傳

資源編列於海外旅遊，國內旅遊宣傳資

源稀少，產品精心策畫後，常因宣傳不

足集客效益有限。 

  未來如能由政府主導，業者提供優

質旅遊產品，公部門整合宣傳推廣，勢

必能將台灣獨具特色的郊野旅遊推向國

際，成為台灣觀光發展重點之一。 

2. 政府推廣活動補助過於頻繁 
  近年政府單位因業務推廣需求，許

多單位會推出地區小旅行或大型登山活

動，但也因為了創造人流，提供團費補

貼或免費活動，導致業者價格無法與政

府活動競爭，不僅造成業者無法獲利，

更常被消費者質疑，為何公部門活動費

用比旅行業者便宜，而且有政府背書，

品質掛保證，那又何必參加旅行社行程。 

  公部門立意良善，卻也因此讓旅遊

業者雪上加霜，國內旅遊在低價市場與

政府補助優惠雙重夾擊下，業者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只好隨波逐流推出低價路線，或是轉向

帶領國人前往海外旅遊，以維持旅行社營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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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政府推廣活動，除了團費補助優惠之方式，可朝向輔導地方產業，提供當地

導覽人才之培訓計畫，將經費資源用於行銷宣傳，提升曝光率，並長期追蹤其曝光成效。遊

程費用之制定，則回歸市場機制，消費者用合理的價格選擇適合的遊程，政府推廣結束後，

也才能讓好的遊程能繼續下去，而非補助款結束，有明顯的價格落差，消費者繼續尋找其他

政府補助遊程，反倒讓好的旅遊產品無法延續。 

3. 優質運動遊程徵選活動 
  筆者以教育部體育署「十大優質運動遊程」徵選活動為例，相關徵選活動行之有年，但

業界資訊鮮少流通，直至 2018 年委由品保協會承辦，承辦單位舉辦北中南多場說明會並廣邀

同業參加，旅遊同業才得知此相關活動與訊息。據悉該年參加徵選遊程大幅提升，可見台灣

優質運動遊程眾多，過往資訊傳播過於封閉，造成許多業者並不了解相關規則，失去參與徵

選與曝光機會，實屬可惜。 

  筆者投稿之遊程中，「阿朗壹古道+部落小旅行 3 日」有幸受評審青睞，獲選為十大遊程，

透過政府徵選活動與後續宣傳，遊程獲得旅客青睞。 

4. 政府補助優惠措施與觀光產業輔導機制 
  近年因陸客限縮，觀光局大力推廣國內旅遊，提供各項補助優惠，短期快速帶動國人旅

遊風氣，提升飯店住房率與旅行業者成團率，一旦補助期限結束，飯店住房率與旅行社成團

率急速降低，甚至比過往同期，沒有補助活動更慘淡，消費者開始期待下一次的補助優惠措

施，造成國內旅遊前所未有之亂象。 

  筆者建議，團費／住宿費補助雖能短期創造效益，但以長期觀光發展而言並非好事，如

能將其經費妥善運用，輔導業者創造產品差異化，提升服務競爭力，客群分眾，對於國內旅

遊與入境旅遊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勢必能有大幅提升。 

5. 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之延續性 
  觀光局 2016 年「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定調四年觀光發展主題：2017 生態旅

遊年 Tourism、2018 海灣旅遊年、2019 小鎮漫遊年、2020 脊樑山脈旅遊年，筆者以業界資

訊經驗，提供幾點參考： 

  a) 徵選時程過短：遊程規劃非紙上談兵，需經過實地勘查，成本分析，活動企劃發想，

才能夠設計出好的產品提供消費者參加，但徵選流程過於倉促，往往於公告至收件截止時間

僅 1-2 週，業者收到相關規則後，礙於時間過短，不一定能夠來的及參與徵選，甚至得知相關

資訊後，以超過收件截止日期。 

  b) 宣傳期限過短，缺少延續性：旅遊觀光年，獲選之遊程，大部分宣傳資源僅限於當年

度，多為記者會／廣宣／海報，但主題旅遊應是延續性，是長遠性，比如 2017 年獲選的生態

旅遊遊程，如何於 2018-2020 年仍繼續推廣，讓國際旅客能夠快速且準確地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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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建議 
  1. 健走旅遊，如能與周邊社區／部落結合，放慢步調，聘請在地導覽員，感受在地文化，

品嚐特色美食，將能使旅遊過程更加豐富，也能幫助在地就業與社區發展。 

  2. 政府宣傳管道相較於旅遊業者，更具資源與公信力，政府之角色應是透過篩選機制，

挑選優質旅遊行程，給予輔導與推廣，讓優質遊程能更廣為人知。 

  3. 政府補助經費之運用，建議用於提高宣傳廣度與高度，扶植在地產業／社區／部落發

展，讓旅遊價格回歸市場，減少直接旅費補貼，創造短期人流，卻無法帶動長期回流。 

  4. 台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是否能更有延續性，帶動台灣特色主題旅遊發展，而非單一

年度主題推廣即結束，也讓主題旅遊有更多想像力與價值，民間願意持續推廣，吸引國際旅

客前來，創造更多外匯收益。 

  5. 台灣自然資源豐富，古道山徑眾多，值得政府與民間一起合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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