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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政府致力於發展觀光，制定相關

政策及推廣。2008年開放陸客來臺觀

光以來，更加速提升我國觀光產業發展，並

帶動整個國內經濟狀況。根據觀光局統計，

陸客在臺每日平均消費金額達230~295美

元、平均停留7日，平均一名陸客來臺遊玩

消費可達2,065美元，消費能力相當驚人。顯

示陸客來臺遊玩能為臺灣觀光市場帶來新契

機，因此許多飯店、旅遊業者紛紛搶著賺取

「陸客財」。根據觀光局資料統計來臺觀光

人數呈現年年攀升，至2015年已突破一千多

萬人次。

惟2016年陸客來臺人數呈下滑趨勢，此

狀況引發飯店、旅行社及商家倒店效應，此

效應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看似前景良好的觀

光產業是否還能持續蓬勃發展？面對此棘手

的觀光議題，如何趁勢將此危機轉化成為轉

機，政府與產業如何找尋對策，讓觀光市場

還能擁有新契機？

事實上，已開發國家人口結構趨向高齡

化，臺灣也不例外。引導觀光產業把市場目

標轉移至中高齡族群，開發設計吸引他們的

旅遊產品，或許有機會解決現階段觀光產業

所面臨的窘境。本文將針對國內銀髮旅遊產

品及偏好類型提出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化危機為轉機：
開發銀髮族旅遊產品

2015年來臺人次突破千萬人，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2016年國內觀光市場產生

很大的變化，造成部分旅遊業者業績下滑，甚至出現倒店現象。面對當前觀光產業的困

難，本文建議政府跟業者可開闢中高齡族群銀髮旅遊的目標市場，趁勢將此危機轉化成

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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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老年旅遊市場

在高齡化時代出現的新世代銀髮高齡

者，他們認為自己比實際年齡還要更年輕，

能夠掌控自己生活，而這群銀髮高齡者又稱

為「新銀髮族」，其特性包含：年齡為55歲

以上，擁有健康強壯的身體、部分已提前退

休，由於經年累月所累積的財富，使他們無

後顧之憂，以及子女皆普遍成年，在退休後

擁有較充裕的時間，來做他們想要做的事。

「旅遊」便成為他們喜歡之休閒娛樂活動，

特別是新銀髮族到外地旅遊的慾望非常高。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國人出國統計資料顯

示，2014年出國人數1,184萬人次之中，50歲

以上人口達387萬人次占32.6%；在臺灣大約

有2,656家旅行社，在2014年服務7百多萬人

出國，50歲以上銀髮族在所有年齡層中占了

32.71%。而〈國人旅遊調查〉則發現：國內

銀髮族參與旅遊活動的比例更高達79%。種

種統計數據均已顯示：銀髮族確實是國內旅

遊產業的重要客群。

並且，依據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臺

灣地區有64%的退休者會選擇團體套裝作為

國外旅遊的方式，以參與團體套裝旅遊活動

來豐富晚年的生活。在旅遊市場當中，銀髮

族群可以作為業者在淡季期間的營收客群來

源，也是穩定出團的基盤市場。銀髮旅遊比

率逐年擴大，可作為當前觀光產業轉型、朝

向高獲利及高成長力的目標市場。因此，強

化國內業者之銀髮族旅遊產品開發，可以作

為轉化當前危機成為轉機的一個重要策略方

向。

靜態主題行程

業者要能針對高齡市場推出更多的旅遊

相關產品，必須充分理解市場趨勢變化及銀

髮人口特性與喜好。首先，銀髮高齡者普遍

基於身體及心理因素，進而影響旅遊活動類

型的選擇，對於刺激具危險性質的行程，旅

遊意願相對較低；反之靜態性活動參與意願

高出許多。本研究發放400份問卷，針對國

內銀髮族調查其主題旅遊產品偏好，發現大

部分特別喜愛鄉村、賞花、古蹟、文化、美

食、溫泉、島嶼、鐵道及無障礙旅遊等上述

九項。

鄉村旅遊受到銀髮族群高度的喜愛，

其原因為多數受訪者生活於都市或是從小在

鄉村長大，對寧靜田野生活感到嚮往，對鄉

村旅遊行程產生共鳴。文化及古蹟旅遊性質

較類似，也深受銀髮族喜愛，文化風俗及古

蹟建築能夠讓人更深入的了解及體驗當地的

傳統文化與古人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同時讓

喜愛或具懷古意識的銀髮族感到喜歡。賞花

旅遊也同樣受到受訪者的喜愛，普遍大眾對

於美麗的事物都會感到興趣，花也不例外。

業者可以推出靜態性或觀賞性的主題旅遊行

程，符合他們的行程偏好，藉由旅遊過程學

習不同的文化及生活體驗，讓他們能更深入

遊玩，而不單只是走馬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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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銀髮族又因年齡層的差異，而

在旅遊型態上也有所不同。作者的研究調查

顯示：55~70歲的銀髮族喜歡4~6天較長天

數、多數透過報章雜誌及網路取得資訊、較

能嘗試冒險刺激的旅遊活動，有時會安排獨

自出遊。70歲以上之年長銀髮族，因教育程

度較低、收入普遍較低、有健康因素及疾病

問題，喜歡1~3天較短天數，並常透過親朋

好友推薦或老人協會團體得知相關資訊，大

多由伴侶或子女及朋友，跟隨協會團員陪同

出遊，以便在旅遊途中相互照料彼此。所以

在開發產品前，要掌握不同年齡層的旅遊習

慣與喜好，進而強化產品合適性，為產品增

添吸引力。

銀髮專屬產品

市場上已有部分業者針對中高年齡者推

出產品，也採用靜態觀賞性的主題行程；且

有針對各年齡層打造專屬適合的旅遊的「分

齡旅遊」產品。以國內的環球旅行社為例，

推出一系列的銀髮族行程「長春健康行」，

對象針對50歲以上，在行程安排與導遊服務

的著重點與一般旅行有所不同。像是：景點

強調文化古蹟體驗（英國安排溫莎古堡、牛

津城及神祕巨石區）、每間旅館皆安排專人

協助提行李服務、交通安排避免轉機或乘車

時間過長、活動以低刺激性為主；同時，隨

團領隊也挑選年齡35~50歲。這些設計的主

要考慮是：即便銀髮族們身體硬朗，但對環

境不適應也較年輕人低，所以在行程安排必

需考量到內容的合適性。

至於臺灣的國內旅遊市場，觀光局也陸

續推出銀髮高齡者遊玩行程，首見於2014年

以樂活、漫遊為元素，結合溫泉、美食及觀

賞自然等活動，可見於觀光局網站「行程推

薦」下的「銀髮族旅遊」。2016年6月，觀光

局又推出銀髮族「老友愛旅行」行程，分別

為「參山谷關溫泉之旅」、「大鵬灣潟湖鮮

蚵之旅」、「東北角好山好水之旅」、「北

海岸美食之旅」以及「日月潭遊湖之旅」等

五條行程，主打為「慢活好玩」。行程皆安

排貼心服務，餐食以養生特色餐為主，視團

員的健康狀況，安排專業醫療人員同行。且

強調行程目的是為了讓高齡者透過遊玩，增

進與親朋好友間的情感，好讓身體越活越健

康。

日本地區旅遊業者同樣瞄準中高齡旅遊

市場。日本業者也指出銀髮市場不同於一般

產品的特徵：高齡者旅行時「價格」並不是

第一考量，而是注重團員人數少、景點豐富

多樣性、隨行人員能提供彈性及貼心服務及

住宿安排同一間飯店，目的為了減少高齡者

的麻煩。

協力打造觀光產業轉機

由此來看，業者及政府均已開始積極

投入，為年長者們打造更多的遊玩路線，使

國內高齡者參與旅遊越來越活絡。但檢視國

內旅遊市場迄今所推出的行程產品，卻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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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外乎環繞著「溫泉、美食及自然生

態」作為行程開發主軸，較缺乏變化、也可

以再強化歷史文化知識深度與趣味性。

然而，臺灣擁有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

不單只限於上述幾種元素來設計行程，應可

融入不同資源來打造銀髮族專屬旅遊，也為

行程注入新鮮的色彩。我們建議政府及業者

可以致力於以下幾個方向的投入，以革新理

念來做設計，針對銀髮族群來開發產品及推

廣，打造一個讓年長者舒適的旅遊環境。不

僅可以擴大國內旅遊市場、也能夠同時服務

外國銀髮來臺遊客的需求。如此，引導觀光

產業發展更為符合中高齡化的市場發展需

求，可有助於化當前的危機為轉機，振興國

內觀光市場、搶救目前所面臨的觀光困境。

一、對政府單位的建議

（一）普及旅遊地區無障礙設施

目前政府已經推出幾條無障礙旅遊路

線，刊載在觀光局網站「行程推薦」之中。

但為了讓銀髮族或行動不便者在旅遊景點有

更多遊玩選擇，政府可以在當前的紓困和援

助措施之中，趁勢引導民間力量投入在旅遊

景點增設無障礙設施、普及旅館飯店與餐廳

的無障礙空間。

例如提供給旅館業之低利紓困貸款中，

要求固定金額比例應投入無障礙設施改善、

增設無障礙客房。或是針對新闢之銀髮旅遊

路線，舉辦無障礙空間改建之設計競賽並給

予改建獎勵資助，增加更多的無障礙設施優

質案例，作為相關業者參考。另一作法為由

政府訂定無障礙設施項目規則，業者們依政

府所訂定之項目，來做無障礙設施改建，最

後政府依據業者改建設施項目多寡，頒發不

同金額獎金。此外政府能架設無障礙專屬

網，此專屬網站內容有別於觀光局提供無障

礙旅遊資訊。此專屬網建構主要目的能助政

府有效直接管理，把國內提供無障礙設施之

店家及景點等做統整，同時免費提供業者宣

傳。如此作法能加速普及旅遊相關的無障礙

設施，讓旅遊業者開發更多的無障礙行程，

最重要的是讓銀髮族們擁有更多的遊玩路

線，同時讓他們玩得安心。

（二）與地方政府及觀光相關社團合作

針對銀髮旅遊偏好的九項主題旅遊，

鄉村、賞花、古蹟、文化、美食、溫泉、島

嶼、鐵道及無障礙旅遊等行程，觀光主管單

位也可運用多元且開放的溝通管道，與各地

方政府與觀光協會交流景點與行程的實務資

訊、分享歷史典故、在地人文故事等。藉以

深化景點的內容吸引力、強化提供多樣化的

行程內容、提升銀髮行程開發效率。

同時，也可以舉辦新遊程產品創意競

賽、試行等活動，針對高齡者提供更多好玩

行程，或是針對各年齡層之主題行程提供更

多的選擇。累積這些資訊分享交流內容、建

立系統資料庫，公告於觀光局及相關團體的

網站上，網站上可增設與民互動系統，大眾

能藉由照片、影片方式分享遊玩經驗，提供

國內更多好玩的私房景點。最後可開放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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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資訊編輯成旅遊小專刊，提供旅遊愛

好者或大眾閱讀分享。

二、對旅遊業者的建議

（一）銀髮行程結合不同元素

觀光局所推出的銀髮族旅遊路線，路線

規劃多以溫泉、美食及自然生態此三元素設

計為主。建議業者能夠增加配合四季天候與

節慶活動，增加其他元素搭配的行程開發。

例如：鄉村、賞花、古蹟、文化、島嶼、鐵

道等，促使銀髮族旅遊路線能更具多樣性。

甚至，針對55~70歲較具有活力的銀髮

族，搭配不同強度的動態活動或趣味競賽行

程，如騎腳踏車、划船、健走大地遊戲等，

提供略具冒險刺激性質的體驗。在旅遊天數

上，也可針對分齡偏好差異，開發1~3、

4~6天等多樣的選擇。藉由推出更多分齡、

分眾旅遊產品，強化產品多樣化，以擴大市

場規模。

更進一步，也可以針對外國銀髮來臺旅

遊客群（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日本的遊客），

規劃推出與國人銀髮旅遊共遊的跨國交流行

程。對遊客而言，在旅遊同時可結交異國朋

友、拓展生活社交網絡、與他國遊客分享在

地生活經驗與知識，而更具有新鮮感與成就

感。此外在行程添加競賽遊戲，以國家分組

方式進行，透過團員間密切合作，共同達成

目標。此作法與以往行程有所不同，能增添

行程吸引力。對業者而言，也可以同一產品

同時服務國際來臺遊客和國內旅遊市場，強

化產品開發的市場效益。

（二）銀髮產品行銷推廣

在產品通路部份，由於較年輕之銀髮

族資訊來源大多使用網路媒體及旅遊報章雜

誌，所以業者能建立銀髮專屬資訊網或行動

apps，讓銀髮族快速取得旅遊資訊。然而，較

年長之銀髮族，業者則應主動與各地區銀髮

族社團及協會之幹部聯繫，宣傳品設計以淺

顯易懂的文字與豐富的圖片，來吸引讓更多

的銀髮族們知道旅遊資訊。

此外，有鑑於「親朋好友推薦」是銀髮

族取得旅遊資訊的重要來源，因此，旅遊業

者也可探索不同於傳統媒體行銷的口碑推薦

之行銷推廣形式。像是：在銀髮族活動據點

（例如醫院、教會或社區大學）舉辦活動聚

會，藉由銀髮遊客現身說法的形式，分享特

定產品、旅遊路線之參團或自助旅行經驗。

旅遊業者們能夠紀錄銀髮高齡者在參與行程

的整個過程及遊玩感想，再透過剪接製成紀

錄片，接著與區域協會、里民辦公室、銀髮

社團及樂齡大學等聯繫，於聚會活動時做播

放。

或是在網路社群中發起複合性的社交活

動，如結合主題電影欣賞與相關遊程推廣說

明會等，集結志趣相投的潛在銀髮客群。藉

以運用「有溫度的行銷」方式，讓更多的銀

髮族樂於參與旅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