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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全球化趨勢發展使得跨越國界旅

遊變得越來越便利，旅遊度假不僅可

以幫助個人放鬆身心、開拓視野，更

是實踐夢想的途徑之一。而在瞬息萬

變的現今社會，許多人選擇寓工作於

度假之中，打工度假以度假觀光為主

要目的，以打工賺取旅費為附帶形

式，使工作和休閒之間原本壁壘分明

的界線變得模糊，近年來受到年輕學

子的喜愛及關注，形成另類的旅遊風

潮。 

我國自 2004 年起已陸續與紐西

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德國、

韓國、英國、愛爾蘭八國簽訂打工度

假協定，並於 2013 年與比利時簽署「臺

比青年度假打工計畫」後，使該國成

為我國青年學子可前往打工度假的第

九個國家。自我國政府推動打工度假

至今，赴海外打工度假的人數更是不

斷增加，其中申請打工度假人數最多

的國家為澳洲，截至 2011 年底止共有

51,761 人，其次依序為日本、紐西蘭、

加拿大、英國、韓國及德國(外交部，

2013)。 

打工度假是一種顛覆傳統的旅遊

方式。對於工作資歷不多的年輕人而

言，最常面對的問題就是旅遊資金不

足，到國外度假是一件令人憧憬卻遙

不可及的夢想，而在西方國家相當盛

行的打工度假由於可以在當地合法賺

取不足的旅費，不僅可以體驗深度之

旅，也解決了籌措旅費的難題（蔡桂

妙，2008）。許多曾經有過打工度假經

驗者表示，原本自己的經濟狀況並不

允許出國，但是內心想要「出走」的

渴望，使得他們選擇此種方式，一來

不替家裡造成負擔，二來打工度假比

一般旅遊更能貼近當地文化，並藉由

這種教育體制外或工作職場體制外的

機會，邊度假邊工作體驗人生，並增

廣見聞、拓展視野，實踐「讀卷書，

行萬里路」的理念。 

然而，近日一則打工度假的新聞

引起社會輿論一陣譁然。一名清華大

學畢業生到澳洲當屠夫被批評為「臺

勞」，引發各方觀點的論戰。在意氣風

發的年紀跨國打工，其定位究竟是拓

展世界觀，抑或是賺錢的勞工呢？另

外，我國年輕人在打工度假期間被勞

方剝削的事件屢見不鮮，使得社會大

眾對打工度假評價不一。打工度假與

一般度假旅遊的最大差別在於，一般

旅遊可以讓個人充分享受旅遊中的服

務，並且將全部金錢、時間投入於休

閒活動之用途；反觀打工度假者，為

了支持所需旅費的跨國工作，是否會

因為勞動時間太長，導致體力負荷過

重，而破壞原本度假旅遊的興致？抑

或水土不服、身體不適、甚至發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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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外等情形，原本計畫完美的旅行

是否還能符合出發前的期望？另一方

面，打工度假者由一個原本熟悉的家

鄉，進到另一個陌生的國度中，可能

產生語言溝通不良、風俗民情不習慣

等跨文化適應問題（呂昭瑩，2008），

而當初希望能夠在打工度假中實現調

劑身心、增廣見聞、拓展社交、自我

實現的目標是否能夠一一實現？  

因此，研究者想要瞭解必須兼顧

工作的打工度假者，其休閒效益是否

因為長時間從事勞動，而大打折扣，

意即打工度假者是否能達成原先預定

的休閒目標。本研究希望藉由訪談方

式深入探討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期

間所獲得的生理、心理、社交、教育

四方面的休閒效益為何，並希望本研

究結果能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欲打工

度假者、或從事打工度假相關研究者

作為進一步的建議及參考。 

(二) 打工度假的定義 

打工度假最早由 Pape 於 1965 年

提出，其為年輕人倚靠工作的旅遊形

式，利用打工度假的體驗來紓解壓

力，並重拾自我價值。工作及酬勞是

次要的，首要的是旅遊經驗（引自羅

雨欣，2011）。我國自 2004 年起陸續

與多國政府簽訂打工度假計畫協定，

讓 18—30 歲間的青年持有打工度假簽

證，依據外交部打工度假簽證制度，

其目的在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間青年

之互動交流與瞭解，申請目的在於度

假，打工係為使度假展期而附帶賺取

旅遊生活費，並非入境主因（外交部，

2013）。 

 換言之，打工度假主要目的

為度假，而非賺錢，甚至會將工作視

為一種遊憩活動。藉由在國外打工，

實際體驗當地的生活方式，並接觸當

地的居民，藉此獲得和一般觀光不同

的體驗。 

(三) 休閒效益的定義與內涵 

高俊雄（1995）主張休閒效益乃

指個人或群體在運用休閒資源的過程

中，滿足休閒參與者需求，進而改善

現況的內容。余玥林（2004）指出休

閒效益必須透過參與休閒活動的過

程，獲得不同的體驗與感受，再經由

個人主觀評價後，進而對個人產生不

同的影響。劉育維（2012）亦認為每

個人對休閒效益的感受不盡相同，不

論是目標達成或是需求滿足都必須透

過參與休閒的過程以及個人主觀評價

後，才會產生不同的休閒效益。 

綜上所述，休閒效益是一種個人

或群體從休閒參與中，主觀評定參與

休閒對其帶來的感受與益處。本研究

的休閒效益係指打工度假者在經由參

與打工度假過程中及參與後，經由個

人主觀評估其休閒目標或身心需求滿

足是否達成的經驗及感受。 

Bammel和 Burrus-Bammel提出休

閒效益可以分為六個構面，也成為國

內許多學者探討休閒效益的遵循架

構，其內涵說明如下（涂淑芳譯，

1996）： 

1. 生理效益：從事休閒活動可以協

助個人維持體能，改善身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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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少疾病的產生。 

2. 心理效益：從事休閒活動可以轉

換情境與角色，幫助個人獲得成

就感，得到自我肯定與自我認同

的機會。 

3. 社交效益：通常在參與休閒活動

時，會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可以

藉此拓展社交圈，另外若是與同

伴共同參與休閒，還可以培養彼

此間的情誼。 

4. 教育效益：休閒活動種類十分多

元，可以藉由參與不同領域的休

閒活動，滿足個人的求知慾並幫

助個人拓展視野、增廣見聞。 

5. 放鬆效益：休閒活動使人遠離習

以為常的生活環境及緊張的工作

環境，協助個人消除壓力、紓解

情緒、恢復精神，促進個體身、

心、精神三者間的平衡。 

6. 美學效益：休閒參與者可以透過

參觀欣賞人工、天然的景物，或

是藉由參加不同藝術人文活動，

培養審美觀及體現美學價值，並

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本研究依據研究主題及研究對象

特性，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之後，試圖

從生理效益、心理效益、教育效益及

社交效益四個層面，探究打工度假者

在參與打工度假期間所獲得之休閒效

益為何。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臚

列如下： 

1. 探討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期間

的生理休閒效益。 

2. 探討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期間

的心理休閒效益。 

3. 探討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期間

的社交休閒效益。 

4. 探討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期間

的教育休閒效益。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藉由訪問調查法來瞭解打

工度假者在參與打工度假期間其生

理、心理、社交、教育四方面的休閒

效益。研究者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

蒐集資料，因為半結構訪談形式較具

彈性，可以讓受訪者暢所欲言、開放

地分享經驗，有助於研究者厚實描述

受訪者的真實情形。另外，為讓訪談

過程更為順利，研究者先將訪談大綱

以 E-mail 方式提供給受訪者，使其有

充分時間回顧自己的打工度假經驗。 

(二) 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係經由周遭親

友、同事或教授推薦，最後共取得十

位打工度假者的資料。之後，再以電

話方式與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其訪談

者基本資料如下（訪談者代號、性別、

打工度假地點、打工度假時年齡、打

工度假前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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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訪談者基本資料 

代號 地點 年齡 職業 

A(女) 紐西蘭 28 學校輔導老師 

B(男) 澳洲 30 
百貨公司 

行銷企劃 

C(女) 澳洲 30 國外展覽業務 

D(女) 澳洲 23 學生 

E(女) 美國 19 學生 

F(男) 日本 28 健身房教練 

G(女) 美國 21 學生 

H(女) 澳洲 30 一般業務員 

I(男) 澳洲 28 室內設計師 

J(女) 澳洲 27 人力資源管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的資料分析方

法，將所蒐集的「打工度假者參與打

工度假之休閒效益」訪談內容進行分

析整理。 

三、研究發現 

(一) 在打工度假期間，是否可以獲得

生理上的休閒效益？ 

10 位受訪者均表示打工度假可以

獲得生理休閒效益。主要原因整理如

下： 

1. 國外生活作息正常，可增進身體

健康 

B：農場工作，有一定的疲勞，但

是生活作息正常，環境自然，早睡早

起，身體非常健康。 

D：可以調整日夜顛倒的壞習慣，

養成早睡早起的好習慣。在澳洲許多

商家最晚 11 點前就打烊了，甚至還有

下午五點打烊的，所以少了夜生活 

2. 國外工時短，工作壓力減少，有

較多時間從事體能性休閒活動 

A：吃好睡飽，精神愉快，而且心

情放鬆愉快,沒有工作壓力。 

C：澳洲是以勞力的工作來換取生

活費，沒有臺灣工作所帶來的壓力。 

H：精神振作，因為外國工時短，

限定一周工作 40小時而已。 

G：有時間從事更多休閒活動，像

是騎單車。 

I：澳洲人工作時間很早，有時候

早上 5、6 點就工作了，要早睡早起，

生活很規律，身體變好了。有很多自

己的時間可以從事休閒，常常會在社

區跑步或運動健身。 

(二) 在打工度假期間，是否可以獲得

心理上的休閒效益？ 

有 9 位受訪者同意打工度假可以

獲得心理休閒效益，主要的的原因乃

是打工度假能夠實現夢想，並獲得成

就感。 

A：這是ㄧ種成功經驗的歷程，讓

我確認自己有完成夢想的能力，而且

我也為自己更加獨立及勇敢感到驕

傲、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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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達到自我實現，實現獨自旅

行，踏上夢想的北領地。 

E：自我肯定和自我實現比較多，

自己帶著履歷表去了 20 多家旅館詢

問，在工作上，如果客人很多，就蠻

有成就感。 

I：我做了很多在臺灣做不到的

事，例如：跳傘、高空彈跳，很有成

就感。 

然而，1 位在日本打工度假的受訪

者持相反意見，表示心理休閒效益不

大，因為工作上沒什麼成就感，工作

壓力不比臺灣小。 

(三) 在打工度假期間，是否可以獲得

社交上的休閒效益？ 

9 位受訪者表示他們在打工度假

期間均可獲得令人滿意的社交休閒效

益。因為在旅行期間可以認識不同國

家的朋友，拓展社交圈。 

B：突破原有舒適圈，必須強迫自

己結交不同國家的朋友。 

C：在國外生活比較可以放開胸懷

交朋友。 

H：結交了新朋友，來自各國的朋

友，彼此之間沒有特殊利害關係。 

J：我認識了許多朋友，最好的朋

友一位是日本人，另一位是香港人，

回國之後還到日本朋友北海道的家住

一個月，香港朋友到臺灣來時也住在

我家三個月。 

而 1 位受訪者表示除了和同行的

朋友感情變得更好之外，並沒交到很

多新朋友。 

(四) 在打工度假期間，是否可以獲得

教育上的休閒效益？ 

10 位受訪者皆同意打工度假可以

獲得教育休閒效益。主要原因歸納如

下： 

1. 提升外語能力 

A：對學習英文產生主動性動機，

對他國文化產生好奇及探究的學習動

機。 

F：學習到新的語言—日文。 

I：最大進步當然是英文變好了，

因為英文不好，找工作不方便，而且

容易被欺負。 

J：英文變流利，變得更敢開口。 

2. 體驗當地文化，培養國際觀 

C：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型態，了

解不同國籍的文化，遊歷澳洲的名勝

景點。 

E：比較了解那個州的歷史，可以

在打工旅遊中培養不同的國際觀。 

F：學習到日本人在當地節令的習

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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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可以體會不同價值觀，激發靈

感等，也能深入了解異國文化。 

3. 增進生活技能 

B：多了很多技能，像是廚藝。拓

展很多學校無法教授的生活知識，不

同國家朋友的交流，帶來許多新知。 

D：到了澳洲，才發現學習不應該

只限於書本，有些東西學了以後是死

的，有些東西學了以後是活的，例如：

幫車子接電。 

H：培養多元興趣，原本不善廚

藝，但出外只能靠自己，學會許多烹

飪技巧。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打工度

假者在打工度假期間的休閒效益」。根

據訪問調查資料分析結果，提出下列

結論： 

1. 工度假者的生理休閒效益： 

打工度假者所從事的工作以勞力

密集性質為主，例如：農場、採收、

包裝、飯店打掃等，體力耗費大，然

而國外打工不需加班，下班後也不須

為工作勞心，壓力減少許多。此外，

打工度假者因工作需要，必須早起，

因而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作息規

律，更可促進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因

為工時短，休閒時間增加，可以從事

更多的體能性休閒活動。 

2. 打工度假者的心理休閒效益： 

多數打工度假者皆認為自己在這

趟旅行中實現自己的夢想，也讓自己

更有信心，對自己產生更大的認同。

多數打工度假者表示即使跨國打工的

經驗對未來工作幫助不大，但他們相

信自己更有能力去應付往後的挑戰。

另外，也有人嘗試了國外的刺激性休

閒，這是在臺灣所沒有的，例如：跳

傘、高空彈跳等等，參與這些活動亦

使其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3. 打工度假者的社交休閒效益： 

研究者從訪談中發現多數打工度

假者都是隻身前往異國打工，離開習

慣的舒適圈，一切都得靠自己，再加

上必須長時間工作、停留，使得他們

通常會積極主動、敞開心胸尋找互相

支持的朋友。另外，因為少了一些利

害衝突，反而可以更加真心交往。另

一方面，打工度假亦會增進一起出遊

的同伴情誼，培養出共患難的堅貞情

誼，不過，與單獨一人前往的打工度

假者相比，較容易依賴同伴，似乎也

減少了認識其他人的機會。 

4. 打工度假者的教育休閒效益： 

受訪者對打工度假可帶來教育休

閒效益均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對他

們而言最大的教育效益是可以增進語

文能力，因為必須與雇主或當地人溝

通，所以變得敢開口表達，而語言也

是找工作的條件之一，可以保護自己

工作的權益。另外，在國外生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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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當地文化，有助於體現多元

文化的內涵，甚至還可以釐清原本對

其他國家文化的誤解。另外在國外打

工凡事必須親力親為（例如：自己打

理三餐），生活能力因而提升，也學習

到許多課本上沒教的事。總之，打工

度假使自己可以跳脫臺灣島國的狹隘

視野，看見世界的無限寬廣。 

整合而言，雖然打工度假過程

中，可能遇到工作找不著的困境，難

免面對離鄉背井的寂寞、必然承擔自

理生活的辛苦，但是多數打工度假者

還是對這趟跨國打工之旅的休閒效益

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 

(二) 建議 

本研究的十位受訪者中一位前往

日本打工度假，一位在紐西蘭，美國

則有二位，其餘五人均選擇澳洲打工

度假。選取的受訪者可能因為打工度

假的國家、工作內容及語言能力不

同，導致對打工度假休閒效益有不同

的感受與想法，可能會影響研究結

果。因此，未來研究建議研究對象可

以擴大到不同國別的打工度假者，深

入探究不同國家的打工度假在休閒效

益的差異為何。另外，可採用質、量

並重的研究設計，除了訪談之外，輔

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因填寫問卷較

訪談省時，可增加研究樣本數，如此

一來，研究發現在文獻驗證上必更有

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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