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前好久不見的嚴長壽，沒有74歲的老態龍鍾，反而顯得年輕，更清瘦了。

這4年他午餐吃得清淡，生活過得簡約，鮮少出現在鎂光燈前，就這麼一頭鑽進台灣東海

岸，傾注心力輔導當地旅宿業做地方創生，也投身教育為台灣築地基。

誰也沒想到，顛覆世界原本安定的新冠肺炎，再度把嚴長壽逼出來，花了一年寫出《我

所嚮往的生活文明》一書，他在接受《天下》專訪時，急切又憂心地呼籲，台灣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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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把握住疫情結束前的轉型契機，厚植自己的能力。

他的激動和熱情一點也沒變，還是那個對內反對政府開發蘇花高，提醒台灣觀光不能只

靠陸客，對外領著台灣觀光業走向世界舞台的「飯店教父」。即便在冷冽寒冬裡，依舊

能感受他手心溫度的炙熱。

在嚴長壽眼中，國旅亂象該如何遏止？他為什麼說台灣只能是國際旅客附屬旅遊地？

以下是專訪摘要：

問：過去你在台灣培養不少旅遊人才，如何看待目前因疫情衍生的旅遊人才大出走潮？

答：這件事我不太擔心，出去別的產業走走很好，即使為了付房貸，不得已接單開Uber

eats也不錯，趁著疫情重新學習一種新技能，等到疫情結束再回來，或許能為觀光業激盪

出新火花。

廣告

我更關心台灣觀光旅遊業的發展，現在是轉型的契機，唯有文明才能讓我們永續，如果

抓不到方向，即使國境解封，我也不覺得台灣觀光能有太大的突破。

我從美國運通的傳達（編按：部門間送公文的基層員工）做到總經理，又到亞都當總裁

的30年裡，見證過台灣被全世界關注的年代。

我借調到圓山飯店時，一度想嘗試讓圓山變成半島酒店，把台灣帶上國際舞台，後來受

到工會抵制，同時間台灣在世界的地位也被上海、北京和首爾等城市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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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灣現在以防疫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尤其國境一開，我們賣的是安全，全世界不

是都想來嗎？

廣告

答：這個想法太一廂情願。過去一年大家認為台灣像天堂般安全和自由，萬一像現在疫

情突然又捲土重來，怎麼辦？

台灣只是處於暫時性的安全，除了管控得宜，也很幸運，如果當初台灣和日本、韓國一

樣，維持讓中國觀光客入境，台灣擋得住嗎？可能未必比日本、韓國做得更好，醫療系

統或許早就崩潰。

現實情況是，台灣從來就不是國際觀光旅客的首選目的地，只是一個過路的地方，用不

著到紐約時代廣場或倫敦地鐵砸大錢登廣告，因為那些遠在天邊的歐美旅客，不會因為

一個廣告產生動機。

台灣要有自知之明

我們要有自知之明，台灣只是附屬目標，真正應該經營的是已經來到亞洲、搭機約在3個

半小時內的歐美人士，像是上海的美國人、日本的法國人等等。

廣告

這些歐美人士來到亞洲，一定會找商務處、辦事處或當地人，如果我們能透過那些關鍵

人士，推薦那些出差來亞洲的歐美人士，週末來台灣旅遊，將比砸大錢登廣告還有效。

問：如果台灣是附屬目標，我們該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

即使國境開放，台灣也無法獨善其

身，說得更直接一點，當鄰居失火，

我們如果只是圍起一道防火牆插手旁

觀，難保火勢不會殃及自己。又如何

期待他們滅火後馬上有錢來台灣玩？



答：台灣最成功的兩個公關，都是因為災難而起。我們曾因汶川地震的捐款，讓中國人

感動；也曾因為對日本311地震的援助，讓日本人謝了再謝。

幫助別人絕不能是，你跟我有邦交，我才幫助你，這不是我認為的文明。

文明是周圍所有的鄰居，不管喜不喜歡，只要我能夠幫助你，你不提我的名字都沒關係

——這才是真正讓人打從心裡能接受，並非有條件、有代價或給壓力。

廣告

不只是鄰近國家，而且要與世界互動，台灣絕對要做非政治的政治，還是一樣走出去，

但和人家接觸的方式不一樣，這就是文化觀光成為最強軟實力的原因。

我認為外交部精通當地語言的官員，

應該轉到觀光局或文化部上班，而不

是留在外交部，到哪裡都被打壓。



謝佩穎攝

問：去年因為疫情原本經營國際旅遊的業者，紛紛轉向與國內旅遊業者搶生意，這麼多

人投入，是國旅發展的機會嗎？

答：原有經營國際旅遊的業者搶國旅市場，只想到遊輪式、偽出國等方式，我覺得好可

惜。他們只是把國外的經驗搬回來，我認為當他們回到國內，必須先蹲下來傾聽，瞭解

台灣當地的優勢，也認清我們的劣勢，否則只會加速毀滅這塊土地。

廣告

很多人看到花蓮海邊，就想打造成峇里島，但峇里島四季如夏，但花蓮夏天有颱風，冬

天有東北季風，一定要順勢而為。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吹東北季風，向來是花東旅遊的淡季，卻有不少外國人專程來台東

金樽衝浪。有位外國衝浪好手對前交通部長毛治國說過，他住在香港，也有房子在峇里

島，每次來台東要花8個小時，但他每個週末都想來，「愛衝浪的人都知道，亞洲這段期

間最好的浪點就是金樽。」我們真的要回過頭從人家的角度來看。

台東縣政府提供



台灣業者拿不出新招 解封只會更退步

面對國際旅遊業者的競爭，國內業者也拿不出新招，還是走同樣的路。

更令人擔憂的是，接待業者沒有趁著疫情，重新好好整頓，更深刻包裝出屬於自己的特

色，因為不需要改變調整，就有生意送上門，等到國境解封，一切又回到原點，看不到

國內本土旅遊品質的提升，可能還會退步。

問：提升國旅品質有什麼具體方法？

答：想提升國旅，需要幾個層面的配合，一個是接待業者，現在國旅大爆發，接待業者

也被煩得受不了。

我最近在雙濱（花蓮豐濱、台東長濱）群組建議，業者可以趁疫情更自信大膽對客人要

求，盡量不接待一日住宿客，如果不住兩天，就不賣房給他，要是住三天，還可進一步

提供優惠。讓旅客停下來，心靜下來，他們就會到處找東西看，自然能幫助當地產業發

展。

第三代觀光：什麼都不做

長濱一家名叫「分手巧克力」的民宿，主人陶藝家高小姐就訂下「連續住六天，第七天

免費」，她提供隔天簡單的食物，附近也有小店可以採買生活用品，就能過上幾天和過

去分手的日子。

這是讓旅人留下來的好辦法，讓他們了解，來一趟就要多住幾天，讓心靜下來，如果來

去匆匆，就感覺不到當地的精彩。

我30年前在美國運通當總監時，每年休假都會固定造訪夏威夷的茂宜島，我和太太就租

一部車，住在長租型簡單的度假小屋，好好休息兩個星期。這是我向外國人學來的，就

是我之前所說三種觀光型態的第三代觀光，什麼都不做。

台灣經過了幾十年，現在的國旅頂多

只停留在第一階段走馬看花或第二階

段深度旅遊的層次，我們要盡量往第

三階段提升。



問：國旅要好，一定要慢下來？

答：一定要慢下來，而且要深進去。我每次都舉宜蘭的不老部落為例，因為找不到第二

個，這麼多年來，最多還是只收30位旅客，他們堅信做好總量管控，才能提供深度旅遊

體驗。

問：你憂心疫情下的國旅亂象嗎？

答：我更擔心因疫情受重創的大城市國際旅館。就算資金再雄厚，旅館如果沒有五、六

成以上的住房率，大概都會賠錢，而台灣都會區的國際旅館住房率在疫情期間掉到僅剩

20、30％，每個月都賠幾千萬，疫情再拖下去，恐怕很多飯店都要宣布倒閉。

謝佩穎攝

雖然我沒有介入，但我認為去年台中

亞緻飯店、台南大億麗緻第一時間就

選擇關掉止血，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問：就算都會的國際旅館還撐著，但明顯感覺服務人員的熱情，似乎被國旅客人消磨殆

盡？

答：他們痛苦得一塌糊塗，每間客房退房後，就像被炸彈炸過，這就是國民素養問題。

以前台灣80％的台灣本土飯店都以接待觀光客為主，但我在亞都堅持不接受團體客，即

使全台北客滿、亞都只有15％的住房率，我也不收。

原因很簡單，當你習慣服務求快的團體客，不可能馬上轉換服務國際商務客的客製化模

式。當時亞都的法國餐廳天天客滿，有時候人手不夠，我寧可撤掉兩張餐桌，也不能降

低服務水準。

每上一道菜，客人都得被迫暫停仍未盡興的話題，先聽服務人員背菜式，否則他們就等

在桌旁，讓人倍感壓力。

他們只用一種制式的方法服務客人，似乎忘了在文明社會裡，各種層次的客人都有，內

行的客人反而希望在別人未說出前，自己就能嚐出主廚的巧思。

問：能否請你給目前仍在旅遊業第一線奮戰的從業人員一些建議？

答： 我建議他們能用更體貼的方式引導國旅客人。舉例來說，想說服住兩天的旅客，顧

及環保不換床單，可以這樣說，「如果能夠不換床單，只收垃圾，我們會很感謝你。」

又例如，如果要提醒國旅客人不要把泡麵丟到熱水壺煮，可以很禮貌地說，「為了下一

位客人，請千萬不要把食物放進熱水壺裡煮。」如果目的是為了下一位客人，那麼他自

然就會參與其中。

不是教育旅客，而是引導他們以一種更文明的態度去面對。（責任編輯：李郁欣）

現在年輕的旅館員工，就像同一位老

師教出來，都以相同的方式服務，就

連站姿都一模一樣，套句蘇總（高雄

餐旅大學助理教授蘇國垚）說的，就

像抱著肚子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