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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旅游一定要做好出发前的“功课”。除
了上网搜罗景点、美食，制定攻略外，办理赴台
手续可是重中之重。简而言之，大陆居民赴台
个人游需办理“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和《入台证》，主要分为以下两步。

第一步：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申请人要携带户口簿、身份证、证件照及
申请表，到户籍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
门办证。需要注意的是，户口簿及身份证需提
交原件及复印件；证件照是正面免冠白底彩
色近照 2 张，规格为 33×48mm，办证大厅周
边通常有数码快像店，可以随照随取；申请表
的全称为《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表》，
可在办证大厅现场填写，也可以提前在当地
出入境管理部门官网上下载打印；一些出入
境办证大厅为居民提供网上预约服务，事先
预约能节省办证时间。办理手续完成后，一定
要保存好证件领取凭证，15 个工作日后凭证
件领取单到办证大厅领取或选择快递上门，
急件5个工作日内即可办完。

第二步：办理《入台证》。《入台证》要在领
到《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后，委托具有
组织赴台游资质的旅行社代为办理。需要提
供以下资料的彩色扫描件：《大陆居民往来台
湾通行证》、白底彩色 2 寸照片、身份证正反
面、户口簿及财力证明资料。办理证件需要 5
个工作日左右。具有相关资质的旅行社名单
可登录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网站进行查询。

2013 年，赴台游政策进一步放宽，大陆
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再添 13 个。目前，
已有北京、上海、厦门、天津、南京等 26 个城
市开放赴台个人游。此外，2013 年 12 月 1 日
起，台湾将个人游配额上限由每日 2000 人
调高至 3000人。

赴台旅游需“双证”
本报记者 禹 洋

元旦期间到农历新年，各大旅行社的
台湾游线路人气爆棚，1 月份尚未过半，仅
团客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 9.53%。大陆
居民赴台旅游新年伊始迎来了开门红。

玩转台湾一次不够

台湾是个一年四季均适合出游的地
方，不仅山多林密海美、而且人文气息浓
郁，每个季节都有适合的活动和景点。到新
北逛平溪老街，在清境农场小住几日，到台
东拥抱浩瀚湛蓝的太平洋⋯⋯很多大陆游
客初次赴台旅游常常会觉得意犹未尽，玩
转台湾确实需要提前好好做个规划。

“要想深入游台湾需要 6 次，第一次环
岛游，然后北、中、南、东、离岛依次走走。”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北京办事处主
任杨瑞宗给出了建议。

以历年春节期间的台湾为例，空气清
新、偶有小雨，气温一般在 15 至 25 摄氏
度左右，如北方春暖花开时节般温暖舒
适，很多大陆游客春节期间锁定台湾游不
无道理。期间台湾会有很多极具特色的民
俗活动，平溪放天灯、台南盐水蜂炮、台东
炸寒单，还有每年都举办的台湾灯会等。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到台湾吃水果也是不

错的选择，什么释迦、青枣、莲雾、木瓜、红
香蕉⋯⋯吃过的没吃过的应有尽有，一定
让你大快朵颐。

台湾 2013 年入境游客人数超过 800
万，大陆游客居首。2014 年，台湾观光旅游
部门预期入境游客人数目标为 900 万。杨
瑞宗表示，希望 2014 年赴台旅游是质、量
并进的一年，为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我们的
旅游产品将更加注重多样性，推出各种主
题游、深度游，以及私人定制行程游，让更
多的人了解多面台湾。

最适合大陆居民自由行

租辆单车在大街小巷走走停停、混迹
于夜市品尝各色台湾小吃、和民宿老板闲
散地拉拉家常，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选择
以自由行方式游走在台湾各地。

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正式开放大陆居
民赴台自由行以来，自由行游客逐年大幅
上升，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赴台
自由行游客已达 74万多人次。

“语言相通、文化相亲、交通便利，这些
都决定了台湾是最适合大陆居民自由行的
地方。在很多大陆游客心目中，浓浓的人情
味是赴台游的第一品牌。”杨瑞宗说，“今年

将加大推广大陆游客赴台湾自由行的宣传
力度，并进一步提升赴台旅游人次。今年的
台湾灯会、台湾美食节、台湾温泉美食嘉年
华、台湾自行车节等四大主题活动也非常
适合自由行人群。”

台湾旅游观光部门针对自由行游客也
推出许多措施。对于自由行游客偏爱的旅馆
和民宿，目前全台已有481家旅馆通过星级
评鉴，681家民宿通过好客民宿认证，且各具
风格特色。“台湾好行（景点接驳）旅游服务”
是专门为个人旅游规划设计的交通服务系
统，从台湾各大景点所在地附近的台铁、高
铁站接送游客前往台湾主要观光景点，满足
游客深度探访台湾的旅游交通需求。

品质旅游不排斥购物

“低价团费+高价购物”是团队游中一
些不良业者的操作模式，但完全没有购物
的旅游似乎也存有缺憾。“品质旅游是不排
斥购物的，关键在于保障游客权益，合理安
排行程和购物。”杨瑞宗说。

2013 年 10 月大陆首部《旅游法》正式
上路以来，赴台旅游经历了团费上升、团客
人数下降的磨合阵痛期。进入今年 1 月份，
团客人数正在逐步回稳。业界认为，《旅游

法》将原来自费项目的资费移到团费中，使
得旅游费用更加透明，虽然过去一些靠购
物行程来弥补团费的行为被禁止，但未来
台湾将可承接更多的优质团，观光旅游产
业利润也更能雨露均沾。

杨瑞宗表示，台旅会于 2013 年 5 月 1
日推出了“优质行程”措施，从每日出游
时间、行程设计、住宿标准、用餐标准、
交通工具、全程未安排指定购物商店等各
方面都作了规定，这些保障游客权益的措
施 与 大 陆 《旅 游 法》 出 台 的 目 标 是 一
致的。

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已成立 24
年，拥有3200家旅行社会员，专门负责处
理旅游纠纷投诉。理事长许晋睿介绍说，
购物所产生的问题在陆客投诉中最多，但
我们调处的成功率高达 97%，平均调处时
间在两周之内，基本上不产生额外费用。
但需要提示游客的是，购物一定要保留发
票，并尽量在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认证的
商店购物。

杨瑞宗说，为提高旅游品质要三方面
共同努力：一是旅游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
规范措施；二是业者要自律提质；三是游
客要理性辨别旅游产品，不能盲目追求
价廉。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2014 年赴台游提质增量
本报记者 廉 丹

随着大陆赴台自由行的开放，被称
为台湾最美人文风景之一的民宿，受到
越来越多大陆游客的喜爱。台湾的民宿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住宿型的，多在景
区或闹市附近，干净整洁，价格低廉；另
一种则是以特色和服务闻名，或强调田
园乡村主题，或展现小镇怀旧情结，或主
打太平洋海景牌⋯⋯浓浓的人情味和多
种人文服务是这类民宿的共同特点与经
营理念。

台湾民宿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
是为解决假期旅馆住宿供应不足问题的。
后来，许多城市退休人士或是想创业的年
轻一族投入民宿市场，将许多生活美学、情
感连结、多元营销方式引入到经营中，极大
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成为台湾旅游产
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 2011 年大陆
赴台自由行启动后，大幅增长的游客为民
宿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据台湾民宿协会统
计，截至2013年10月，全台旅馆及民宿突
破8000家大关，相比自由行开放前的只有
几百家，增长速度惊人。

台湾的民宿因地域呈现出不同特点。
像在花莲、垦丁，民宿一般是和主人住家
分开的小型旅馆，多是独幢小楼或自有院
子，设施、卫生条件不亚于星级饭店，但比
星级饭店有个性且温馨。主人像家里来了
亲戚一样招待你，聊天喝茶、讲讲当地风
土人情，有时还会亲自下厨烧一桌特色
菜招待你，或开车带你去周边景点兜风，
令你身处异乡有回家的暖意。而在台北、
高雄，民宿多隐匿于楼群之中，临近闹市、
交通便利，主人也多是上班族或家庭主
妇，钥匙交给客人，家中设施随意使用，一
切自便。虽然民宿风格各异，但该有的服
务一样不少，好的民宿主人往往是游客和
当地自然人文的媒介，同时身兼厨师、管
家、导游、司机等数职。价格方面，民宿根
据位置、装修水平及假日时段等的不同，
每晚从几百元到几千元新台币不等，而大
多数民宿相对酒店要便宜近三成。

王秋凉是花莲“美那多”民宿的主人，
一幢 3层小楼共有 6间客房，主打东南亚
休闲自然风情。“我们现在基本上以接待
大陆自由行游客为主。旺季一般都要提前
两个月左右预订，像春节期间的房间，早
在去年 10 月就已经预订出去了，花莲这
边知名度高点的民宿基本上都已经没有

空房了。”王秋凉说。
作为花莲民宿协会的理事，王秋凉

表示，大陆游客的不断增多，让民宿尝到
好处，业内在保证现有特色的基础上，更
要整合当地旅游资源不断创新，为持续
增长的客源做好准备。“现在许多花莲的
民宿主人、司机、导游都有微信、微博和
QQ，网络的普及为大家提供了方便快捷
的沟通平台，以往支付不畅等问题都不
存在了。”王秋凉说。

经过多年发展，台湾民宿业已经达
到比较专业化的水平，在对大陆及外国
游客的接待过程中，民宿业者几乎已经
取代了导游，客人一落地就能享受到民
宿的接送、租车、订票、美食推介、旅
游线路设计等一站式服务。“民宿不是
比豪华，而是要让客人在这里体验文化
美感、感受生活哲学。我们还在不断挖
掘 好 的 创 意 ， 希 望 能 与 客 人 一 起 分
享。”王秋凉说。

感受台湾“民宿生活”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随着马年新春的临近，不少大陆游客已经计划好在
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的台湾过一个特别的春节。众信旅
游出境旅游公司方面表示，今年春节期间赴台游火爆，
预计通过该公司赴台观光的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超过
一倍。同时，春节期间赴台精品旅游产品也将上涨三成
左右。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开放以来，两岸旅游往来保持了
平稳、有序的发展态势，特别是自由行人数实现连年倍
增。国家旅游局局长、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会长邵琪
伟日前表示，2013 年赴台旅游人数达到 218.9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0.94%，游客满意程度处于较高水平。
而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2013 年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人数突破 50万人次，较 2012年增长逾 2倍。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里最
喜庆热闹的日子。游客在台湾能够体验到哪些特色的年
俗文化呢？众信旅游出境旅游公司副总经理张锐介绍
说，公司今年推出的春节赴台产品就加入了诸如祈福小
红包、台湾风俗围炉餐等内容。张锐介绍说，所谓围
炉，就是台湾除夕夜吃的团圆饭。全家人围坐一桌，桌
下放置烘炉。火光熊熊，寓意全家兴旺，而炉畔环钱，
象征万事如意，年夜饭后那些钱就成了发送的压岁钱。

“这些充满特色的风俗内容能让游客在台湾度过一个别
有风味的除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台湾各地还有各种
地道年俗备受游客青睐，其中“北天灯、南蜂炮”最受
欢迎。“平溪天灯节”是新北市平溪区在每年元宵节所
举办的活动，天灯节时上万写着祈福吉祥语的天灯同时
升空，蔚为壮观。春节期间，台南县盐水镇武庙的“蜂
炮”也闻名中外，百姓燃放烟花鞭炮，蕴含去除瘟疫、
永葆安宁。旅游业者表示，春节旅游产品中的这些台湾
民俗将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

旅游出行都希望玩得开心尽兴，旅行社如何保障春
节旺季期间游客得实惠，且旅游品质不打折扣？对此张
锐介绍说，由于是旅游黄金旺季，加上机票、酒店等稀
缺资源的价格上涨，总体来看春节赴台旅游产品的价格
都略有上涨。但各家旅行社对热门景点及活动，都会做
到提前预约，最大程度实现游客分流，从而保障有序
出游。

对于备受关注的旅游购物等不良现象，采访中多家
旅行社表示，《旅游法》 的实施对市场的规范作用明
显，目前赴台旅游品质已有整体提升，旅游产品中均不
包含购物环节。游客如有个性化购物需求，旅行社都能
安排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自主出行选购物品。旅游业者
表示，随着赴台游政策的不断放宽以及台湾各地景点人
气的攀升，未来赴台旅游的人数还将呈快速上升趋势，
业界也会推出更多自由行、半自由行的旅游产品，以适
应“深度游”、“体验游”等赴台观光新潮流。

春节台湾年俗游火爆
本报记者 周 剑

本版编辑 毛 铁

静下心来，在台湾的任何一条老街

游走，都能品尝到台湾的味道。

姜母茶沏成了小杯，糕点切成了小

块，鱼干摆放出了试吃的小区域⋯⋯老

街上的东西大多是可以品尝的，试完了

再作决定不迟。即使从街这头吃到街那

头，也没有老板给你白眼。街上的店面有

不少是家族经营，动辄都有几十年的历

史。店家也会很高调地张贴出某某电视

台来采访过、某某公司来光顾过的条幅，

让人们看到就对出售商品的信任度爆

棚，真是一种颇有成效的营销方式。

对于喜爱台湾电影和台湾歌曲的

人们来说，台湾的很多老街并不陌生。

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中，梁咏琪

寻找金城武踪迹的一幕是在西门町拍摄

的。西门町是台北市第一条且有地标性

意义的步行街。它原本只是一片荒凉的

地方，后来成了台北著名的电影街，上世

纪 90 年代后期被规划为步行街。西门

町与明星有缘，目前几乎每个周末都有

签唱会、电影宣传等在这里举行。

常常听戴佩妮的那首《淡水河边》，

歌里唱着“漂流中的船，往返了多少遍，

回忆的帆却停在那一年⋯⋯”真的到了

淡水，你会发现除了歌中所描述的哀伤

与美丽，还有一条位于河畔旁的老街。

河畔的静态美与老街的生气勃勃相互

呼应，一动一静之中让人心生留恋。当

然，老街上的美食也不容错过，尤其是

阿给。当地人将油豆腐的中间挖空，然

后塞入肉燥粉丝，再以鱼浆封口，蒸熟

之后淋上特制的甜辣酱汁，搭配得恰到

好处。

“这里的景色变幻莫测，这样的午后

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

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陈绮贞用这

首《九份的咖啡店》唱出了九份老街的味

道。这里是电影《悲情城市》的取景地，也

是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作品《神隐少女》

中出现过的街道。窄巷弯弯曲曲、石阶高

高低低、观光客来来往往，看似老旧的小

城镇却点缀着许多新奇的事物，看似平

静的山区却又因人潮而繁华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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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住民宿的乐趣

在于与民宿主人的交流互

动，天南地北的海聊使你

快 速 了 解 当 地 的 风 土

人情。

左 图 经

过 台 旅 会 严 格

筛 选 出 来 的 好

客 民 宿 是 游 客

最 喜 欢 选 择 的

住宿地点。

右图 民宿内的每一

处装饰都彰显主人的个性

与兴趣。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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