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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消新冠疫情的限制

措施以來，前往日本旅行的遊客人

數迅速恢復，但與此同時亦再次出現因

為遊客過多而產生的「過度旅遊」問題。為

了減輕遊客過多對居民和交通等基建造成的負

擔，日本各地政府及民間組織近期都為此絞盡

腦汁，並已經陸續出台不少針對這一問題的措

施，例如徵收旅客稅或調升旅客車費等，不

過這些措施到底能有多大效用，日本當

地不少輿論都表示質疑。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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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開關」後，旅客持續出現爆發
性增長，日本政府觀光局日前公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9月份入境日本的外國旅客
數量達到218萬人次，連續4個月超過200
萬，亦已經恢復到疫情爆發前2019年同月
人數的96.1%。此外，7月至9月份訪日外國
人在當地的消費總額，亦達到1.39萬億日圓
（約 726 億港元），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17.7%，是開關以來旅客消費額首次超過疫
情前水平，顯示日本旅遊業既「旺丁」亦
「旺財」。

景點「淪陷」人手未補充
不過旅遊業興盛的背後，以京都、富士山
為首的主要觀光景點卻面臨愈來愈多因為旅
客增長而帶來的問題，例如垃圾和噪音滋
擾、公共交通不勝負荷、旅客為拍照誤闖私
人地方或住宅等。其實早在新冠疫情爆發
前，日本已經出現一定程度「過度旅遊」問
題，只是由於疫情後旅遊模式轉變（例如旅
客目的變為「打卡為上」，容易一窩蜂湧往
特定景點），加上疫情後旅遊相關行業人手
未及補充，以及一些旅遊區居民早已習慣了
旅客較少的生活，都令「過度旅遊」問題在
開關後更顯突出。

5元「遊客稅」被指無幫助
今年以來，日本各個主要觀光景點的相關
部門相繼出台了不同措施，希望減少「過度
旅遊」對居民、基建和環境的影響，例如以
「水上鳥居」聞名的廣島景點，10月1日起
就開始向旅客徵收每人100日圓（約5.2港
元）的「遊客稅」；京都則於9月底停止出
售「巴士日票」，改為「巴士地鐵日票」，
希望將旅客分流到地鐵，減少途經熱門景點
的巴士路線的壓力。
日本政府亦在10月中召開一次部長級會

議，會上提出幾項應對
「 過 度 旅 遊 」 措
施，包括允許鐵
路營運商提
高 特 定 日
子和時段
收 費 ，
或者提
供居民
乘 車 優
惠，同時
亦 打 算 放
寬規定，允許
巴士服務營運商更容
易地開設新的直通巴
士路線，接載旅客來往交通樞紐
和個別景點，減少旅客與一般居
民「爭車」的情況。
不過日本當地不少輿論都認
為，現時各地採取的措施實際上
都是「治標不治本」，例如徵收
「遊客稅」或提高車費等，對於控
制旅客數量根本毫無幫助，旅客也不會
因為區區100日圓的費用而放棄參觀某個景
點，金錢方式的措施頂多只能作為亡羊補牢
的事後手段，不能改變居民生活受到影響的
事實。
專家指出，日本政府應該考慮如何更有效
地將旅客分流，不單是讓旅客在不同時段前
往熱門景點，亦應該避免旅客集中在某幾個

主要景區。此外，當局亦應該關注嘈
音和擠迫等以外的深層次問題，例
如景點周邊土地被用作興建大量酒
店，就可能導致地價上升，導致
原本的居民不得不搬離，情況就
像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樣。

日日過度旅遊過度旅遊
政府補鑊成效低

自新冠疫情後全球各國
陸續開關以來，不少旅遊
勝地都出現「過度旅遊」
問題，包括日本在內，不
同國家政府都推出各項措施希望減少旅
遊業對民生的影響，不過很多措施都只
流於表面，沒法解決遊客過多、遊客不
當行為等問題。真正想要處理「過度旅
遊」問題，就應該從根源處着手。

在大部分國家，旅客想去哪裏旅遊
都是旅客的自由，接待國政府無法強制
安排旅客到什麼地方或做什麼事，因此
很容易造成旅客集中在某幾個大城市或
景點。不過接待國政府能夠透過提供誘
因引導旅客分流，包括開發新景點、鼓

勵旅客到主要景點以外地區進行深度探索，當然
這背後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進行配套，例如

向旅客宣傳（製作深度探索行程路線
等）、主要景點以外的旅遊基建（酒

店、道路等）。
此外，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各地政府不希望旅客有不文
明行為的同時，亦應負起責任好好
教導自己的國民，到國外旅遊時要
做個文明的旅客，例如不要到處醉
酒鬧事，又或只顧「打卡」罔顧他
人感受。舉個例子，最近有一位美國

YouTuber就為了拍片教人「免費遊日
本」，在日本各地搭霸王車兼白吃白

喝，如果經常有這樣的旅客出現，就難怪
當地人會對旅客反感了。

最後，作為旅客的我們，亦應該學會在旅遊過
程放鬆但不放縱，當一個負責任的旅客，在目的地多顧

及當地居民的感受，例如盡量挑一些淡季或冷門景點外遊、
盡量避免人數太多的大型旅行團，或者嘗試以不同方式探索傳

統熱門景點。此外，出發前先預習一下目的地的風土民情和習慣，試
試先學會用當地語言說「多謝」、「你好」，這些小動作雖看似微不足

道，但也可以幫助改善當地人對旅客的觀感。
旅遊業對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也是不同地方之

間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各地政府不應因為出
現「過度旅遊」問題就一刀切對旅客人數
作出限制，而是應該思考怎樣與旅客共

存，讓旅客體驗更多的同時亦可以
擴大經濟效應，達至共贏境地。

遊客急增滋擾居民生活遊客急增滋擾居民生活 徵稅提高車費未能控制數量徵稅提高車費未能控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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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近年全
球興起「打卡」文化，去旅行目的不再是體驗
各地風土民情，而是變成在景點「打卡」放上
網，當中一些「隱世小店」或「隱世景點」又
更容易「呃Like」，但這往往又會令一些本來
不是旅遊區、亦無法短時間內接待大量旅客的
「隱世」地點難以承受，位於日本京都府北部
丹後半島的伊根町就是其中一個深受「打卡」
風潮之苦的地區。
距離京都市約130公里的伊根町本來是個平
凡漁村，人口只有約2,000人，但當地有一種
特色傳統建築「舟屋」，即是建在岸邊、能夠

直接將小型漁船泊入屋內的民居。由於社交媒
體的傳播，這個小漁村從10年前開始就湧入大
批國內外遊客，估計今年就有多達40萬人，足
足是居民人數的200倍。

居民周末不再外出
舟屋原本只是普通民居，附近路面狹窄，但
現在卻經常停滿大型旅遊巴和擠滿旅客，而且
經常有旅客為了「打卡」而誤闖舟屋。這些問
題都讓伊根町的居民感到非常困擾，不少居民
表示現在都不會在周末外出。由於伊根町本來
就是個小漁村，町政府根本沒有足夠資源去應

付大量湧入的遊客，只能用非常消極
的手段去應對，例如在町內派發傳單呼籲旅客
遵守秩序，當中更寫明「伊根町並不是旅遊地
點」。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講師西格研究發

現，「打卡」文化興起後，很多人旅
遊只是為了在社交網站上「打卡」
而爭取認同，因此往往會花更多心
機在找地方拍照、甚至是拍照後
修圖，而不是探索每個景點，亦
較不會尊重景點當地文化習
慣。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提到
日本，一般海外旅客都會聯想到京都和奈良
的寺廟、東京和大阪的商店和美食，但對於
這些城市以外的日本特色景點，一般旅客可
能所知不多。有在日本經營專門針對歐美旅
客的旅行社負責人表示，不少旅客對日本都
有一種刻板印象，導致他們只會集中選擇特
定城市旅遊，但假如能讓外國人更深入了解
日本文化等各方面，就可以引導旅客前往大
城市以外的地方，既可起到分流作用，也能
振興鄉郊地區的經濟。
來自英國的克里斯蒂是旅行社Walk Japan

負責人，該旅行社專門在日本舉辦健行導覽
團，帶領旅客行走日本郊區和古道，讓旅客
能夠步行探索日本的歷史、自然和地理。克
里斯蒂表示，他一直希望讓旅客能夠更均勻
分布在日本各地，「我們這樣做已經有 20
年了，我們傾向於去非旅遊勝地，所以我們
正在梳理日本有趣的地方。」
2007年，Walk Japan啟動一個社區項
目，以振興公司九州辦事處所在地大分縣國
東半島的農村，除了在區內帶團導賞外，
Walk Japan還開啟發展項目，從幫助當地農
民種植水稻和香菇，到為學童提供英語教育
和翻新舊建築。

瀕臨滅絕小村需旅業支持
隨着日本人口老化，許多小村莊瀕臨滅
絕。對於這些社區來說，旅遊業可能是一種
受歡迎且急需的復興力量。
「在適當的支持下，一些社區真誠地希
望遊客體驗他們的熱情好客和當地生活方

式，並了解他們的地區，只要他們不被遊
客淹沒並且生活質素不下降，」旅遊顧問
公司Gotoku創辦人布拉德肖表示。
「即使一個村莊無法在未來倖存下
來，它也能透過這種方式被某
人記住。」
旅遊業界普遍認為，日

本不知道如何向外國旅
客推銷自己，但布拉
德肖認為，西方媒
體也有份造成外國
人對日本的刻板
印象，「他們
都只集中在媚
俗、奇怪的一
面……例如
到處都是女
僕咖啡館、
藝伎、茶道
和忍者。」

「打卡」風潮襲隱世景點 2000人漁村湧入40萬遊客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
者 余家昌）在日本芸芸景點

中，富士山是最受「過度旅遊」
影響的地方，每到登山季節，富士

山都會擠滿登山客。山梨縣知事長崎
幸太郎早前就提出，為解決「過度旅
遊」問題，計劃全面禁止汽車駛入富士
山，改為興建「富士山登山鐵路」以有效管
理登山客。

公廁常堆滿垃圾
富士山最受歡迎的登山口「吉田口五合目」

（合目是日本計算登山的單位，從山腳到山頂分
成1到10合目）位於山梨縣，每到登山季節，吉
田口五合目都會擠滿國內外登山客，甚至到了人

頭湧湧的情況，而清晨攻頂的登山客
之多，更會在登山路上形成長長人龍。登
山客多了，自然有不守秩序的人出現，例如
五合目的公廁便經常堆滿垃圾。
長崎幸太郎9月表示，為了控制登山人數，山
梨縣目標是在河口湖通往富士山五合目的現有收
費道路上，完全禁止汽車行駛，改為興建輕軌系
統接載登山客，以更有效控制登山人數。長崎
說：「富士山正在發出悲鳴，必須思考把（旅遊
的）量轉化成質。」
根據山梨縣的初步計劃，這條輕軌系統長約25
公里，列車每次能載約120人，上山約52分鐘，
下山約74分鐘，興建費用約1,400億日圓（約73
億港元）。若票價定在每人來回1萬日圓（約522
港元），預料每年有300萬人次搭乘。

業界促開發歷史自然等新景點

富士山旺季逼爆富士山旺季逼爆 或建登山鐵路或建登山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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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口五合目擠滿登山
客。 網上圖片

◆旅客在舟屋前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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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到「水上鳥居」需付約
5港元「遊客稅」。 網上圖片

◆富士山深受
「過度旅遊」
影響，人滿為
患。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