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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下雜誌第 650 期報導「觀光雪崩？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指出，馬英九先

生擔任總統時期，從 2010 年至 2015 年的來台觀光人次從 550 萬衝到 1000 萬，

國內觀光帶動飯店業蓬勃發展，新飯店如雨後春筍般林立，老舊飯店為掙得市場

強化競爭，亦相繼投入大量資金改建增設新設備，帶動整體觀光旅遊品質，絡繹

不絕的大量觀光人潮，除創造了觀光產業的榮景外，更帶動了國內觀光經濟產

值，成功比想像來得快，也更快地幻滅（謝明玲、辜樹仁、吳琬瑜，2018）。 

謝明玲等人（2018）指出在蔡英文總統上台後，冰冷的兩岸關係讓陸客銳減，

從高峰 418 萬人次驟降至去年的 273 萬人次。東南亞遊客花錢不如陸客大方，其

中較富裕的馬來西亞人每日花費約 4200 台幣，只有陸客的七成。民間業者把矛

頭指向了政府，趁勢在年底選舉前施壓抱怨，中央或地方縣市政府就落入快速端

出救急方案的循環中，出爐各項補貼救觀光。但這並非長久之計，亡羊補牢之餘，

我們是否仔細衡外情、量己力，從根本了解臺灣觀光競爭力及優劣勢，並虛心改

善臺灣觀光的品質、品味與特色？本論述，為專訪臺灣合法三星級壹品棧商務旅

店楊總經理的訪談統論。 

二、飯店業實務訪談 

筆者在入住壹品棧商務旅店的機緣下，與該旅店楊總經理進行飯店業現況與

產業教育需求的訪談︰ 

壹品棧商務旅店楊總經理說：「面對國內整體觀光旅宿人潮的銳減，與其抱怨政府

政策，不如著眼檢討正視自我體質的問題，創造獨有品味與特色，硬體設備的局限，或

許不易改變，可將在地文化融入，讓軟體服務的呈現具有溫度。飯店不是為了陸客而建，

臺灣觀光更不應掌握在陸客手上。話雖如此，政府政策的實行或許應該再細膩些、再廣

面評估而為，先讓相關產業有所準備，或許就不至於造成產業的措手不及而瞬間崩解。

以我飯店為例，於 2012 年投入大量資金籌建，2014 年 4 月 1 日正式營運，客源比例為：

大陸人士來台團體 80%、國旅團體 10%、臨櫃客戶 10%，2014 年 4 月 1 日至同年 9 月

30 日統計，平均住房率近 80%，並逐月穩定上升中。好景不常，就在新政府蔡英文總

統上任後，兩國情勢的緊張關係導致原本的客源驟減，瞬間業績下滑，真措手不及。飯

店轉型速度，成為決定存亡的關鍵；然而，談何容易，非隻字片語得以論之。這當中，

人員素質與教育訓練成為絕對關鍵。」近年，高等教育政策廣興大學，產業所見

是，素質逐年低落，專業訓練過度刻版、態度應變遲緩、抗壓性低，常因為觀念

的不足，造成產業的訓練落差，實在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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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總經理反應目前的飯店業現況需求與教育現場的落差，在少子化的衝擊

下，高職教育各類科唯有餐飲類科招生保持順暢，對應大學高等教育亦因應創建

餐旅相關科系，培養出許多的「準餐旅人」。在這幾年的大環境轉變下，特別凸

顯出產業與教育的密切關係。在餐旅教育的教學現場，師者是否具有「職場經驗」

尤顯重要，業師的比例是連結的關鍵。就飯店業而言，同為三星級飯店，客源比

的不同就會造就不同的教育，學校教育的基本功方向得要與產業一致，重點在於

觀念的內化，並非僅在專業技能的養成，例如：為客服務觀念為主軸、儀態肢體

語言為輔，倘若一味的著眼於所謂專業證照的考取，而無法體會其專業精神的所

在，將會徒勞訓練出一群「制式化的餐旅人」，除無法有效提升產業發展外，更

會造成更多認知失調的挫折感。 

飯店業為全天候 24 小時服務，所有部門的專業連結，就只為成就完善旅人

的旅程體驗，每個旅人的每次旅程，都極其珍貴，都應當被尊重的對待；當下，

都應當以呵護所有旅人的旅宿為使命，盡所能地滿足全旅人的要求與所需。美國

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說：「旅人的目的地並不是一個地點，而是看待

事物的新方式。」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為旅行做了一個很美的詮釋，飯

店業亦然，每位旅人都應當被視為珍貴的獨立個體，所以更不應施予「制式化的」

慣性對待。教育前線，應當重視的是「服務的精神與態度的養成」，而非一味的

教育學生取得填鴨式「制式的證照」，更不應當教育學子「證照=薪資」，這是大

大的錯誤，一場美麗的誤會！ 

三、結語 

產業-教育-人才的三角關係，期盼能在未來的環境中，得到最為和諧的漸

層。「足夠的訓練，造就直覺」，教育不應當一成不變，飯店從業人員的每個臨場

應對，都將影響此飯店聲譽，顯見教育的重要性。與其一味地批判餐旅業的低薪，

何不深究自省，自己的競爭力在哪？先遑論所謂不可取代性為何，而應先真切了

解產業精神與所需，才能教育出適合產業的人員，透過產業的再教育及市場的淬

鍊，方得成就適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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