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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作为一种低阶性政治活动，能够超越两岸关系结构性矛盾的边界，衍生出政治、经

济、社会及文化等层面连动的大格局。海峡两岸双方基于旅游发展所进行的合作与互动，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机制建构、利益联结、文化整合及社会融合等政治功能。正确认识观光旅游

在两岸互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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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 18 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大陆居

民赴台旅游，结束了先前两岸单向旅游往来的历

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随

后，两岸协商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起开放北京、上

海、厦门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至 2013年 8 月 28

日将总计开放 26 个城市。2012 年，大陆居民赴台

旅游总人数达 197.32 万人次，其中团队游 178.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75%，个人游 19.07 万人次，同

比增长 553.29%。大陆赴台游客占台湾入境旅游

总人数的比例已升至约 36%，市场份额比排名第二

的日本市场高出近 15 个百分点，稳居台湾第一大

入境客源市场 [1]。2012 年台湾同胞入境大陆旅游

人数达 534.02 万人，同比增长 1.47%，入境人数居

香港、澳门之后，居大陆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①

2008 年以来，两岸大规模双向旅游流动局面

已经形成。如何理解观光旅游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中的作用，成为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以旅游政

治学为理论框架，分析观光旅游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中的实现路径及作用机制。

一、旅游与政治：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架构

旅游政治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并发展起

来的对旅游现象进行政治学分析的新兴交叉学科。

唐志明认为，“旅游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对

旅游活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所引起的

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2]。路易·多洛认为，“体现

国际关系面貌的，不再仅是外交官、士兵和商人，而

且有学者、作家、艺术家，不用说还有旅游者”[3]。旅

游活动能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

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

旅游与和平的关系是旅游政治学研究的一个

热点。旅游作为民间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能够加

强不同社群间的了解和友谊，有助于不同政治共同

体之间友好关系的维护及和平环境的营造。L D’

Amore和 Jafar J等学者认为，旅游是促进和平的一

种潜在力量，旅游促使不同地区的人民及文化进行

接触，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有助于和平的建构[4]。

关于旅游促进分裂国家和平进程的系统研究，尤其

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旅游具有增进和平的功

①《2012 年 1—12 月来华旅游入境人数》，http://www.cnta.gov.cn/
html/2013-1/2013-1-17-17-10-20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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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以成为消弭分裂国家裂痕的助推力[5]。Butler

和 Mao 的研究指出，政治分裂国家之间的旅行有

助于缓解紧张气氛，促进双方的政治理解；随着分

裂国家之间旅游的增加，条件有可能会朝着更加和

平的方向发展，在适当的时间最终会走向统一 [6]。

Kim和Crompton通过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分析，提出

发挥旅游在促进双方和平发展的双轨外交模式，认

为旅游能够通过双轨外交帮助韩国与朝鲜最后实现

统一[7]。在旅游与两岸关系的研究方面，YuL 的研究

显示，旅游在政治性分裂国家之间，扮演着促进政治

和解的工具性角色，海峡两岸民众通过旅游频繁互

动，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及两岸关系均产生重大影响；

旅游作为一种低阶政治性活动，有助于缓和两岸民

众间紧张和敌对关系，尽管两岸的旅游发展及政治

关系仍存在许多障碍，但旅游的发展已是不可逆转

的趋势[8]。孙根年、王洁洁研究了 1987-2007 年的 20

年间两岸关系变化及危机事件对台湾大陆旅游客流

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两岸关系恶化、危机事件爆

发时，在入境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岛旅

游比统计曲线上形成了明显的“凹形谷”[9]。曹正伟

认为，“旅游活动在台海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发展，增

加两岸人民接触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和平状态的实

践。”[10]旅游与和平关系的研究显示，通过旅游互动

扩大民间交往的低阶政治活动能够促进不同政治

社群间初步和解与和平建构。

二、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机制建

构功能

所谓机制建构是指组织的制度化，“只有凭制

度化规范的力量，内部冲突才能被控制在可以被忍

受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不同单位才能沟通彼此相

互支持的关系”[11]（P149）。李鹏认为，“两岸关系的和

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

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能够接受的机制

性安排的过程”[12]。两岸旅游互动涉及三个层次：

第一，两岸民众之间、旅游业者之间、游客与对岸企

业之间的互动；其次，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在旅游

交往中的互动，如相关机制、制度、规范及权利义务

等层面的协调等；第三，两岸民众、游客与对岸公权

力部门之间的互动。旅游交往能够引起两岸各参

与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连动。旅游互动

中各参与主体的交互影响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

机制化需求与建构。

1. 促进两岸公权力部门或公权力部门授权机

构间的机制化

两岸旅游发展衍生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及

个人间的互动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支

持。刘国深认为，“两岸双方需要共同商讨建立涉

及民生问题的相关管理规范，以确保两岸民间交流

的有序和高效进行。这些管理规范的建立，最终一

定会涉及行政层面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就需要双

方在共同治理的游戏规则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和公

权力行使的合作”[13]。两岸公权力部门在制定两岸

旅游规则，推动两岸旅游管理体制及发展模式对

接，完善旅游配套措施，维护旅游秩序等事务上的

博弈与合作不断推动两岸关系的机制化进程。

2010 年，两岸旅游办事处的互设，是两岸双方

旅游合作机制化进程的重要指标。2006 年，中国

大陆发布《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并

成立“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海旅会)”，台湾也随

之成立“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台旅会)”，作

为接受两岸公权力部门委托磋商两岸旅游事宜的

民间机构。2008 年 6 月，两岸两会恢复制度性商

谈后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

2010 年 5 月 4 日“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北

京办事处”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北京办事处”

分别在北京和台北正式挂牌运作。两岸互设旅游

办事处开始正式实现，这是 60 年来两岸首次互设

“具有官方性质的机构”，标志着两岸旅游交流合作

进入常态化、机制化发展阶段。2012 年 11 月 15

日，“台旅会上海办事处”于上海成立营运，表明两

岸旅游合作机制化的深化。

2.推动两岸民间社会、民间组织间的机制化

李鹏认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民

间社会的力量完全可以、也理应成为两岸机制化建

构主体之一，成为两岸政府或当局进行机制化建构

的重要推动力”[12]。民间社会是推动两岸民间交流

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另一股力量，配合着两岸公权力

部门的机制化发展。刘国深曾建议，“两岸和平发

展过程中，⋯⋯面对与民生相关的共同事务，可以

考虑由事务层级的专业官员去处理，两岸共同治理

可以不受高阶政治的影响，相对独立地建立制度化

的合作机制”[13]。两岸民众在旅游中遇到的很多问

题在两岸公权力部门无法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可以

充分发挥两岸民间旅游组织的优势，通过各自设立

的民间机构作为沟通管道，协调解决旅游中衍生的

各类问题。

三、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利益联

结功能

利益与政治存在天然联系，“利益源于政治，也

归于政治。任何政治活动都以利益为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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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指向利益的实现和维护”[14]。海峡两岸在维护

两岸关系稳定与促进和平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

益需求。两岸双方若没有共同利益的寻求，两岸关

系的推进就失去了现实依托和源动力。

1.促进台湾旅游产业及相关行业发展，深化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

2008 年实施大陆居民赴台游以来，已为台湾

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据台湾媒体报道，开放大陆游

客赴台自由行将为台湾带来年过1000亿的商机[15]。

台湾学者王淑美研究显示，“马政府上台之后开放

陆客来台观光在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之间，

总计获致 576 亿元的观光外汇收入，增加国内生产

总额达 1092 亿元，增加 52943 人年就业机会。同

时，无论是对国内生产总额或是支撑就业而言，陆

客来台经济效益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2010 上

半年已经超越了 2009 年全年效果；最主要的受惠

部门为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和娱乐文化等新兴服务

领域”[16]。大陆居民台湾游会带动台湾旅行社、景

区、餐饮、购物、住宿、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发展，改

善经济滑坡对台湾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利益

是维系不同政治社群间信任的重要因素，两岸通过

旅游建立的利益联结有利于两岸民众社会信任的

建立和深化。

2.双方基于旅游合作上的共同利益拓展，有利

于两岸利益共同体建设与经济互赖的加深

经济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有学者观察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两

岸交流的各个层面，在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多

个领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

影响”[17] (P1)。统计显示，自 2008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底止，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已达 483 万余人次，

预估已为台湾经济带来约 2433 亿元新台币的外汇

收益。①2012年，台湾同胞大陆旅游入境人数514.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61.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②两岸旅游发展的彼此

需求与互惠互利有助于两岸经济互赖的巩固与深

化。海峡两岸旅游合作与发展可以带动上游及下

游行业的投资需求，增加两岸民众就业渠道，促进

两岸旅游关联产业发展。

在两岸旅游发展上，双方要不断寻找新的合作

渠道。大陆方面不仅要与台湾北部地区建立旅游

合作关系，也要加强与南部台湾及离岛的旅游交流

合作，积极回应南部旅游业者的需求，增加大陆居

民与南部民众的接触互动，化解台湾南部基层民众

对大陆的陌生与排斥感。

四、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文化整

合功能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

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18](p305)。文化整合的作用在

于达成一个文化系统内各文化层次及文化特质在

功能上的协调统一。两岸文化整合是中国文化体

系内两个次级文化系统的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互

动、磨合与建构过程。旅游交往是文化扩散的重要

途径，“文化扩散过程中，旅游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

化的冲突融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激受效应、累积

效应是旅游地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19]。旅游活动

中双方主体要素的互动、竞争与协调，构成了两岸

文化整合的动力机制。旅游交往在两岸文化整合

上具有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及文化涵化等主要功

能。

1.文化认同功能

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可以改变和形

塑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旅游者作为强势文化

群体，通过示范效应，对目的地的文化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强势文化群体通过‘借鉴过程’被弱势文化

群体假借而产生了‘涵化’，目的地的居民的文化认

同心理得以重新建构”[20] (P157)。中华文化是两岸民

众认同的基础，超越了两岸政治结构、统独、蓝绿和

党派的鸿沟。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展现旅游中

文化认同的另一种形态。台湾同胞在旅游过程中

目睹祖国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有助于

唤醒和重建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

2.文化适应功能

文化适应是指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

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21](p309)。从

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旅游是一种感受和体验

文化差异的活动，是一种客源地与旅游接待地异文

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22](P248)。一般来说，旅游交往

会引起双方文化模式的渐进式变异，导致会通两岸

的新文化体系的建立。两岸文化适应就是台湾文

化与大陆文化相互吸收、对接及融合过程，涉及到

两岸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社会心理等层面的

转换。

3.文化涵化功能

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

① 台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持续扩大陆客赴台旅游》，http://
www.chinanews.com/tw/2013/02-14/4563277.shtml.
② 《2012 年度中国旅游业分析报告》，http://www. 51766.com/

xinwen/11026/1102668865.html.



392013 年第 5 期

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

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 [23]。文化涵化

会造成文化特质、文化模式等文化环境的衍化，导

致文化变迁的发生。文化涵化理论认为，“当一个

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在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

会接触时，较弱势的社会常常要被迫接受强势社会

的许多文化要素，这种由于两个社会的强弱关系而

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借鉴过程’就是涵化”[24](P12-25)。

旅游中的双向文化扩散能够渐进地造成海峡两岸

的文化同化、行为同化和语言同化，缩小两岸次级

文化的差异性，“东道社区或社会的文化变迁实质，

也就是旅游地原始文化与旅游者外来文化，这两个

相互开放的文化系统之间，随着碰撞发生持续的交

互适应。”[25]

五、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社会融

合功能

一般认为，社会融合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

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

的过程。旅游有助于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经过

旅行以后，游客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调整能力、

心理情况、行为举止等都会发生变化”。[26](P132)旅游

对游客个人的影响主要通过旅游过程的政治社会

化功能实现的，“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促进，为人们

习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

立场，重塑价值观念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2]。两岸

人民深入对岸社会的角落，切实体验对岸民众生

活，在互动交融中促进两岸社会融合。旅游交往在

两岸社会融合中具有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累积两

岸社会互信及拉进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等功能。

1.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两岸社会一体化，实质就是海峡

两岸在社会诸领域的全面整合，以最终推动两岸社

会的全面融合”[27]。海峡两岸长期的隔绝状态造成

了双方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性，为两岸社会一体化设置了障碍，“群际关系竞争

的本性构成了寻求差异的动力，差异的存在不利于

长久的稳定，它必然会导致群体之间变动不居的关

系和对社会有利位置的争夺”[28] (P108)。2008 年夏天

以来，两岸双向旅游互动局面的形成为两岸社会融

合拓展了空间。旅游互动能够缩小两岸诸多领域

的差异性，深化两岸社会互动关系，引起民间介质

的相互吸收和转化，充实民间生活的内涵，推动两

岸社会的同质化进程。

2.降低偏见和刻板印象，培育两岸社会互信

长期以来，两岸双方的社会互信基础十分薄

弱。和平环境下的双向旅游，可以缓解由于地域阻

隔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误解与偏见。社会心理学认

为，“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

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

程度”[29]。陈孔立观察到，“近年来，特别是 2008 年

以来，两岸交往日益热络，有许多台湾各界人士前来

大陆交流、访问、旅游、经商，对大陆的了解逐渐加

深，对于减少、降低、改变刻板印象已经发生重要作

用”[30]。一位来大陆交流的台湾大学生写道，“大陆

人其实没有想像中的可怕，只是他们说话比较直来

直往。没有接触、没有交流，也就不会有所了解，其

实这次我们所交流的同学们，人都不错！”[31] (P119)旅

游交往有助于两岸民众间消弭错误认知，改善刻板

印象，培养求同存异的态度，增进社会互信。

3.加深两岸民众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沟通融合

Khamouna 和 Zeiger认为，旅游者通过与其他

社会文化的接触，旅游能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

民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感情[32](P80-86)。“台旅会北京办

事处”主任杨瑞宗曾表示，“大家多往来、多交流、多

认识，就没有隔阂了，而且旅游双方都把最好的展

现给对方，再学习对方好的东西, 是消除隔阂的最

好方法”[33]。观光旅游为两岸人民间疏离感的改善

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观光旅游有利于两岸文化、知

识及价值规范的社会化，拉进两岸人民的情感距

离，促进相互间的社会心理融合。

六、结语

旅游交往活动深受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种因素的制约。当两岸关系出现波折时，双向旅游

客流量下降；当两岸关系缓和时，双向旅游客流量

上升。1987 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旅游，开启了台湾民众入境大陆单向旅游的局面。

2008 年春天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国

民党再度执政后正式实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标志

着两岸旅游合作进入了双向旅游的新阶段。当下，

海峡两岸旅游超越了旅游的一般意义，以旅游交往

促进两岸良性互动，缓和两岸敌对情绪，降低偏见

和刻板印象，化解两岸互信不足，营造和平氛围，已

成为两岸朝野之共识。旅游交往能够促进两岸不

同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间的接触、对话、

渗透及融合，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和平建构。在

两岸政治僵局暂时无法破解的情形下，把握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契机，依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制

化路径，通过旅游合作巩固两岸利益基础，加强两

岸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培育和深化两岸民

间互信，拉进两岸民众心理距离，是海峡两岸面向

吴乐杨：观光旅游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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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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