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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假日晚上不管在花蓮市區街坊或自強夜市漫遊的我們，偶然發現身旁的人

們，口音與我們都不大一樣，我們意識身旁的遊客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且數量眾

多，彷彿置身中國，於是我們開始尋找有關中國旅客來臺灣旅遊的論文或書籍，

大多發現研究主題為旅遊消費行為研究、旅遊滿意度研究、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對台灣觀光產業影響、在臺灣旅遊的意象探討及價值，而鮮少探討中國大陸旅客

來台旅遊的路線選擇研究上，這也開啟了我們的研究興趣，不僅開始思考，到底

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些中國旅客來到台灣遊玩?選擇臺灣的哪些景點旅遊的原因為

何？本研究欲以此些疑問為基點，探討大陸人士來台旅遊路線之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擬透過大陸旅行社網站至臺灣旅行路線資料、中國大陸旅客訪談資料、

內政部移民署業務統計資料月報1，經分析後，希望得到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分析大陸人士來台旅遊團體行與自由行的路線選擇與差異分析。 

（二）探究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與其原因。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利用政府公開資料、相關期刊論文及網路資源，蒐集大陸觀光客來台灣旅

遊的相關資料，並實際至花蓮市區及自強夜市進行口頭訪問，最後進行統整、

分析與探討，以下圖 1 為本文的研究架構。 

 

 

 

                                                      
1
.內政部移民署業務統計資料，

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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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分為旅行社網站資料、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訪談資

料三大類。以下分別說明。 

1. 旅行社網站資料 

本研究主要透過中國最大旅行社網站欣欣旅遊（http://www.cncn.com/）以

及自由行網站螞蜂窩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2684.html）兩個網站進

行，其次為其他旅行社資料，目的了解大陸旅客來台的景點與路線為何？ 

2.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 

實際口頭訪問 

決定研究場域 

進行資料統整 

構思研究主題 

蒐集主題相關文獻 

蒐集政府公開資料、 

網路資源 

歸納結論 

 

進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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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透過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中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各類交流）人數統計表」，進行從 97 年至 103 年的數據統計分析。 

3. 大陸旅客訪談大綱 

本研究以開放性的問題利用晚上時間至花蓮市區中正路、中山路與中華路

一帶與自強夜市訪問大陸來台旅客，包含自由行與團體行兩類旅客，以下為訪

談大綱。 

(1) 請問您是第一次來台灣旅遊嗎?(否，請問第幾次) 

(2) 從哪個省到來？ 

(3) 請問是團體行或自助旅行呢?為何選擇來台灣旅遊？（團體行續問第 4題，

自由行跳問第 5題） 

(4) 團體行： 

A：請問是幾日遊？ 

B：旅行社規劃的景點有那些？ 

C：覺得這樣的安排如何? 

D：希望旅行社可以增加甚麼旅遊景點讓自己對這次的旅行更滿意？ 

E：這些景點和您中學時代的台灣地理有無關聯？  

F：與印象中的台灣有何不同？ 

G：哪些景點的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H：下一次旅遊還會來台灣嗎？會選擇跟團還是自助？為什麼？ 

(5) 自由行： 

A：為何不跟團旅遊？ 

B：請問是幾日遊？ 

C：為何選擇來台灣旅遊？ 

D：規劃自由行的景點有哪些？ 

E：這些景點和您中學時代的台灣地理有無關聯？ 

F：哪些景點的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G：下一次旅遊還會來台灣嗎？會選擇跟團還是自助？為什麼？ 

(6) 實際看到的景點與課本上或是網路上所看到的照片是否相似?與想像中是否

有差異? 

(7) 請問這次的旅行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是甚麼?(景點、住宿、食物…)為甚麼? 

 

(三) 資料蒐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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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蒐集資料的方法為蒐集，故將資料分為旅行社網站資料、內

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訪談資料三者，其資料蒐集內容與研究目的之關係

如表 1： 

表1：研究工具與研究目的對照表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資料 

分析大陸人士來台旅遊團體行與自由

行的路線選擇與差異分析 

文件分析法 

訪談法 

旅行社網站資料 

大陸旅客訪談資料 

探究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

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與其原因 

文件分析法 

訪談法 

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 

大陸旅客訪談資料 

 

貳●正文 

一、 大陸人士來旅遊團體行與自由行的路線空間分布 

(一) 團體行路線分析 

本研究歸納大陸旅遊網站後，發現大多數的大陸旅客團體行都是 8 日遊以

上，前往景點皆很單一化，如以下景點： 

表 2：大陸旅客團體行 8 日以上遊景點 

縣市 景點 

臺北市 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士林官邸、101、士林夜市 

新北市 野柳 

南投縣 日月潭、中台禪寺 

嘉義縣 阿里山 

高雄市 蓮池潭、西子灣、六合夜市 

屏東縣 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公園 

台東縣 知本溫泉、三仙台、八仙洞 

花蓮縣 北回歸線、石梯坪、太魯閣、七星潭 

最少來台灣旅遊為 6 日遊，將花蓮縣與台東縣景點去除即可，本研究歸納

大陸旅客的訪談資料有四點發現來闡述研究目的一，如下： 

1. 行程緊湊，壓低品質 

團體行大陸客普遍表示形成過度緊湊，壓低旅遊品質。 

 

來台灣八日扣除第一日與第八日，實際來台時間約為六日。

(20150923-3) 

 

需要將所有行程走完，每個景點停留時間約僅能 40分至 60分，扣除上

下車時間大約只能 30至 50分(20150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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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望有機會能夠自由行 

 

因為行程過度緊湊，希望下次來台灣自由行。 

 

等到我們的城市開放自由行後，我們一定自由行，這樣景點可以待得

比較久(20150923-2) 

 

下次要自由行，才能買到我真的想要的名產。(20150923-5) 

 

3. 希望旅遊路線能更多元，因為我們只能團體行 

中國開放大陸旅客可至台灣自由行，設籍於在以下 47 個城市居民，可

申請來台灣自由行，如以下： 

●東北：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 

●塞北：呼和浩特、蘭州、銀川 

●華北：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煙臺、西安、威

海 

●華中：上海、蘇州、杭州、寧波、無錫、成都、重慶、長沙、武漢、合肥、 

       南京、南昌、常州、舟山、徐州 

●華南：廈門、廣州、福州、深圳、南寧、昆明、泉州、貴陽、溫州、中山 

     漳州、海口、惠州、龍岩、桂林 

 

圖 2：陸客自由行開放城市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101.com.tw/#!china/ch4m 

因此除此 47 個城市中國來台旅客僅能團體行，但團體行的景點重複性

非常的高，完全無法吸引中國觀光客二度來台的可能性。 

http://www.taipei101.com.tw/#!china/ch4m


大陸人士來台旅遊路線之研究 

6 

 

我下次不會來台灣，因為景點都差不多，除非我的城市開放自由行。

(20150923-3) 

 

景點都差不多，如果有新的路線，我才會來。(20150923-3) 

 

4. 日月潭和阿里山的景點，和小學課本的想像差很多 

 中國小二的課本有日月潭的好山好水，音樂課本有「阿里山的姑娘」，

去完之後，與想像中的意象差太多了，願意重遊機會甚低。 

 

中國大山大水遠勝過日月潭和阿里山，我們那裡漂亮多了。(20150923-5) 

 

阿里山姑娘沒有特別美麗，都老了。有機會自由行，絕對不會再去阿里

山和日月潭。(20150923-2) 

 

(二) 自由行路線分析 

本研究歸納大陸最知名自由行網站後，發現自由行旅客旅遊景點集中在都

市或知名景點內，尤其是台北、台中、高雄、墾丁與花蓮五地，歸納如下： 

表 3：大陸旅客自由行 8 日以上遊景點 

地點 景點（取最熱門的前三名景點） 

臺北市 故宮博物院、101、中正紀念堂 

台中市 東海大學、宮原眼科、高美濕地 

高雄市 美麗島捷運站、駁二藝術特區、西子灣 

屏東縣 鵝鑾鼻公園、墾丁大街、龍磐公園 

花蓮縣 七星潭、太魯閣、清水斷崖 

經由訪談自由行來台灣旅遊大約為 8 日至 10 日為多，而景點大多以台北、

台中、高雄、墾丁與花蓮五地為主，本研究歸納大陸旅客的訪談資料有 3 點發

現，如下： 

1.語言互通，第一次到台灣就自由行 

大陸旅客與台灣語言相通，自由行旅客透過網站資料，就可以自行用電

子郵件方式聯絡台灣的民宿業者與交通工具，完全沒有語言阻隔。 

 

雖然第一次出國玩，但利用網絡資料我可以得知訂到休息的民宿及車

資，很方便。 (20151002-2) 

 

很多自由行部落格可以參考很方便。 (20151002-13) 

 

2.自由行組團型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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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的組團方式，大部分都是與朋友一起來遊玩，但也有少數組團

方式是以 QQ、微博網友方式組團，相當多元。 

 

我們有從廣州、上海、北京來的，透過 QQ、微博就可以組團，分攤車

費很重要。 (20151002-5) 

 

我和大學同學來，大家感情都很好。(20151002-7) 

 

我和男朋友來，我們對台灣旅遊有高度興趣。(20151002-9) 

 

3. 選擇自由行景點，受到網路部落格影響 

訪談自由行將近 15 組，普遍發現去的城市或景點，皆為台北、台中、

高雄、墾丁與花蓮，本研究經過追問下，原來大多自由行旅客都透過網路

部落格介紹這幾個熱門景點，而且經本研究發現 15 組自由行熱門景點，與

大陸知名自由行網站螞蜂窩有高度重覆性，且有些景點團體行不會去到。 

 
圖 3：中國網站螞蜂窩介紹台灣自由行景點 

 

我們去了台中去了東海大學、宮原眼科。(20151002-11) 

 

去了高雄的美麗島站與駁二特區，挺好的。(20151002-12) 

 

(三) 自由行與團體行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經由訪談分析，發現自由行與團體行的中國旅客具有差異，分析如

下： 

1. 交通工具的差異造成交通易達性不同，演變旅遊景點不同 

自由行旅客大部分採用的是拼車方式，先坐火車或高鐵至大城市，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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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日包車的方式旅遊，故旅遊景點大多會以城市周圍景點為主，如：台中

東海大學、宮原眼科；高雄美麗島、駁二特區等景點，反倒不會去日月潭與

阿里山兩個景點，它們認為太遠了，且沒有旅遊價值。 

團體行旅客採用遊覽車方式，景點就和自由行不同，可以去到非大城市

的景點，如：日月潭、阿里山、三仙台、北回歸線與石梯坪，但因此也拉長

坐車時間，因為只要到東部地區，拉車的時間一定比火車慢很多，相對壓縮

很多時間。 

 

2. 日月潭與阿里山兩大景點吸引度降低，造成選擇自由行與團體行的差異 

自由行旅客普遍不會選擇日月潭與阿里山兩大景點，因為網路部落格不

推薦前往，比不上中國大山大水，而且距離遠，浪費時間，而幾乎所有團體

行景點必含兩大景點，故等有機會再去看看。 

 

二、 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與其原因 

(一) 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 

有關團體行部分，97 年 6 月 13 日海基會與海協會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

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97 年 7 月 4 日中國旅客來臺觀光首發團抵臺，7 月 18

日正式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每日數額 3,000 人。後經「台灣海峽兩岸

觀光旅遊協會」（台旅會）與大陸「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海旅會）積極磋

商達成共識，並完成換文確認程序，100 年 1 月 1 日調升至每日數額 4,000 人，

102 年 4 月 1 日再次調升至每日數額 5,000 人。（交通環境資源處，2015） 

有關自由行部分，海基、海協兩會於 100 年 6 月 21 日以換文方式確認「海

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修正文件一」，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自由行。

移民署公告自 101 年 4 月 20 日起自由行每日來臺申請數額上限由 500 人調整為

1,000 人，102 年 4 月 1 日起調整為 2,000 人，102 年 12 月 1 日起調整為 3,000 人，

103 年 4 月 16 日起調整為 4,000 人，104 年 9 月 21 日起調整為 5,000 人。開放初

期首批試點城市以北京、上海、廈門 3 個城市為先期試點，第二批城市再增加

開放天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成都、濟南、西安、福州、深圳 10 個城

市，第三批城市再增加開放瀋陽、鄭州、武漢、蘇州、寧波、青島、石家莊、

長春、合肥、長沙、南寧、昆明、泉州等 13 個城市，第四批試點城市再增加開

放哈爾濱、太原、南昌、貴陽、大連、無錫、溫州、中山、煙臺、漳州等 10 個

城市，第五批城市再增加開放海口、呼和浩特、蘭州、銀川、常州、舟山、惠

州、威海、龍岩、桂林、徐州等 11 個城市，合計已開放 47 個試點城市。（交通

環境資源處，2015） 

本研究主要透過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中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各類交流）人數統計表」，進行從 97 年至 103 年的數據統計分析，如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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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總共(包含第二類、第三類旅遊) 90035 601754 1188929 1286574 2001941 2263476 3328224 

第一類旅遊(跟團) 54249 592534 1174955 1234395 1772492 1688396 2073020 

個人旅遊(自由行) 0 0 0 30281 191148 522443 118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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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7 年至 103 年大陸旅客來台人數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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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可以發現從 97 年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後，來台旅客增加速度相

當快速，從 98 年至 103 年增加將近 6 倍之速，但也可以發現到從 101 年開始團

體行的旅客增加速度減少或趨緩，反倒是自由行旅客快速增加。如果再加入 104

年 1 月至 7 月的資料，團體行有 1,111,476 人，以 103 年為基數，約已達 53％；

而自由行 104 年 1 月至 7 月有 778,190 人，以 103 年為基數，約已達 66％，自

由行增加大幅超越團體行，愈形重要。且從 104 年 9 月 21 日起自由行，自由行

額度從每日平均 4,000 人開放至每日平均 5,000 人與團體行相同，計算 104 年 1

月至 9 月每日相差 1000 人之下，自由行人數約近同團體行旅客，未來若開放更

多城市自由行，自由行人數肯定比團體行多。 

 

(二) 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變化之原因 

本研究認為造成此差異變化有兩點，分析如下 

1. 語言相通，網路便利，造成自由行人數增加快速 

中國旅客與台灣語言相通，溝通沒有障礙，加上網路高度便利，不須透

過旅行社安排，也可以順利完成自行規劃來台旅遊。 

2. 團體行路線過度單一化，吸引度降低，再遊可能性不高 

團體行的路線過於單一性，在網路口耳相傳下，吸引度逐漸漸低，也造

成近一兩年團體行旅客增加速度減緩及減少的可能，再加上有自由行的選

擇，建議團體行路線宜多元化。 

參●結論 

 

本文擬透過大陸旅行社網站至臺灣旅行路線資料、中國大陸旅客訪談資料、

內政部移民署業務統計資料月報，經分析後，得到以下的研究結果。 

一、 分析大陸人士來台旅遊團體行與自由行的路線選擇與差異分析。 

(一) 大陸旅客團體行都是 8 日遊以上，前往景點單一化，地點為故宮博物院、

中正紀念堂、士林官邸、101、士林夜市、野柳、日月潭、中台禪寺，阿里

山、蓮池潭、西子灣、六合夜市、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鵝鑾鼻公園、

知本溫泉、三仙台、八仙洞、北回歸線、石梯坪、太魯閣，團體行旅客覺

得行程過度緊湊，壓低品質，希望有機會能夠自由行，盼望旅遊路線能更

多元，且日月潭和阿里山的景點，和小學課本的想像差很多。 

(二) 自由行來台灣旅遊大約為 8 日至 10 日為多，受到網站部落格的影響景點大

多以台北、台中、高雄、墾丁與花蓮五地為主，因語言互通，第一次到台

灣就自由行，自由行組團型態多元，再遊機會高。 

自由行與團體行的差異分析，有以下兩點結論，一為交通工具的差異造成交

通易達性不同，演變旅遊景點不同；二為日月潭與阿里山兩大景點吸引度降低，

造成選擇自由行與團體行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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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究大陸人士來台旅遊選擇團體行與自由行的歷年人數差異與其原因。 

3. 97 年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後，來台旅客增加速度相當快速，從 98 年至

103 年增加將近 6 倍之速，但也可以發現到從 101 年開始團體行的旅客增加速

度減少或趨緩，反倒是自由行旅客快速增加。造成團體行與自由行人數歷年

人數差異並逐漸人數差異。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 語言相通，網路便利，造成自由行人數增加快速 

(二) 團體行路線過度單一化，吸引度降低，再遊可能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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