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議會 101 年度議事人員
日本（北海道）地區 

參訪考察報告 
 

 
 

主辦單位：澎湖縣議會議事組 

出國日期：101.10.1~101.10.7 

出國地點：日本（北海道） 



澎湖縣議會 101 年度議事人員日本北海道參訪考察報告 

目錄 

壹、  目的 

貳、  行程紀要  

參、  重點概述 

  一、北海道 

二、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 

   三、函館 

   四、小樽運河 

   五、五稜城廓 

   六、大沼公園 

   七、北海道舊道廳及大通公園 

   八、釧路濕原國立公園 

   九、青函隧道 

肆、  心得與建議 

伍、  結論 

陸、  參訪照片 

附件、參訪人員名冊 

 

 

 

 



澎湖縣議會 101 年度議事人員日本北海道參訪考察報告 

壹、  目的 

為培養議事人員的專業性與應變能力，促進國民外交及文化

交流，廣博各項建設見聞，汲取國外各項觀光產業建設規劃及

執行措施,發展觀光建設的長處，以做為我們發展觀光，活絡地

方觀光產業之借鏡，提昇地方競爭力。本著學習態度，前往國

外考察、觀摩，獲取知識做為本縣施政重要參考與借鏡，以提

昇行政事務效率及服務品質，充分發揮議事功能。 

         日本是台灣的鄰國，由北海道、本州、九州、四國組成，全

國計有 1都（東京都）、1道（北海道）、2府（大阪府、京都府）、

43 縣。此次我們造訪的地方是位於日本最北方的島嶼－北海

道，和台灣、澎湖一樣同屬於海島有很多類似之處，面積 834

萬平方公里，約為台灣的 2.3 倍，北海道四周由太平洋、日本

海、鄂霍次克海所環繞，島上山岳遍布，季節性日夜溫差大，

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廣闊的大地呈現多樣的景色，面積

廣大且景觀豐富的濕原為主要的地理特色，其對自然環境、文

化古蹟進行完善保護及管理，所以能夠持續保有原有完整的風

貌。 

議會一行 15 人在王秘書忠群的帶領之下，懷抱著學習的態

度展開北海道之行，借鏡北海道吸引觀光客絡繹於途，引觀光

客入勝之因，展開視野吸收新知，並擷取他人長處，詳實記載

所見所聞並提出建議，以供參考借鏡。 

貳、行程紀要 

    第 1 天（10 月 1 日） 

    馬公台北松山桃園國際機場日本成田機場 

    第 2 天（10 月 2 日） 

羽田機場北海道釧路釧路濕原阿寒湖音更大花



鐘 

    第 3 天（10 月 3 日） 

千歲登別尼克斯海洋登別地獄谷 

    第 4 天（10 月 4 日） 

大沼國定公園星形五稜城廓公園聖女修道院 

    第 5 天（10 月 5 日） 

    函館朝市昭和新山洞爺湖狸小路 

    第 6 天（10 月 6 日） 

    舊道廳大通公園時計台小樽運河北一硝子美術

展示館音樂盒館啤酒工廠千歲機場羽田機場 

    第 7 天（10 月 7 日） 

    成田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台北澎湖  

叁、重點概述 

  一、北海道 

北海道舊稱「蝦夷」，島上原住民為阿伊努族人。位於日

本列島的最北端，面積有 83,451 平方公里，占日本全國總面

積的 22%。但人口數僅約占全國 4.5％，人口密度 1平方公里

只有 72 人且絕大部分集中於札幌等幾個大城市中，可以說是

個地廣人稀的地方。北海道分 4 個地區為道央、道南、道東、

道北，各個地區都充滿了不一樣的特色。雄壯的自然景色，樸

素而抒情的美景、並以日本溫泉數一名而聞名、充分利用各個

地區特色的各種旅遊活動與新鮮、美味的海產等，具有一言難

以說盡的魅力。其農牧亦很發達，森林面積占全國 22.1%，因

此林業也很盛行，木材及紙漿產業非常發達。 

           北海道一年四季景色優美，引人入勝。春天，滿山遍野盛

開的鮮花和野草使大地煥然一新，五彩繽紛，迎風招展，美不

勝收。夏天，青山闊海更能使遊山戲水的旅遊觀光客精神煥

發，是一覽高山植物，登山遠遊的最佳季節。秋天更是滿山紅



葉、美不勝收的景象。冬天展現一片銀白色的世界，鄂霍次克

沿海有漂來的流冰、美麗的丹頂鶴和白天鵝構成了大自然的優

美世界。在各地展開的各種各樣的冬天觀光活動，使來訪的旅

遊觀光能夠保覽北海道獨特的山水風光，再加上北海道特有的

鮮珍海味，更會增加旅遊觀光的魅力。 

           北海道的大自然之所以能夠至今保持其野生的優美環

境，是因在北海道內設立了 6個國立公園，5個準國立公園和

12 個北海道立自然公園，對自然環境進行了完善的保護和管

理的結果。來到這裡，可以觀察或用心去感覺該地區除了硬

體的建設如：四周便捷的交通建設、市容街道完善整潔的規

劃。另外，針對當今環保議題所衍生的相關作法亦是我們可

學習的地方。唯其相對的消費高及每年 11 月到 3月都是冰天

雪地，內陸地區甚至可低到零下 30 度的低溫。也因此限制了

當地觀光及經濟發展。 

  二、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是北海道具有北歐風格的海洋公

園，以「尼克斯城」為主要設施，這座外觀模仿中世紀文藝

復興風格城堡的海洋生態館，遊客入內觀賞，不但可以身歷

其境漫步於海底隧道，更可以看到成千上萬沙丁魚成群悠游

於巨大的「銀河水槽」中。海豚、海獅水中表演秀，企鵝們

列隊散步廣場中，堪稱是海洋公園內最吸引遊客的賣點。海

豚、海獅表演池內，年輕訓練師以嫺熟的手勢，讓海豚、海

獅不斷作出高難度的跳躍、翻滾動作，高潮迭起的精采演出，

使得近在幾尺的考察團驚呼、讚嘆不已，難以想像人與海豚、

海獅之間，竟然有如此絕妙的互動、默契；當企鵝列隊出現

在廣場上遊行時，大、小遊客亦步亦趨跟在它們屁股後面的

同樂畫面，令人笑聲連連。 

    本縣至今仍缺乏大型綜合型的遊樂處所，座落於白沙鄉



歧頭占地約 2.5 公頃的澎湖水族館，於 87 年 4 月 4日開幕啟

用，展示著澎湖群島半徑幾百公里內臺灣海峽、南中國海的

各式海洋生物。館內雖然也有直徑 2.8 公尺，長 14 公尺的圓

形海底隧道及大型餵魚秀，但如果能模仿尼克斯海洋公園的

海豚表演秀，規劃訓練一批海豚作水中特技表演，讓遊客與

海豚作近距離接觸，一定可以吸引更多觀光客來澎湖旅遊，

朝此積極招商蔚為新興的觀光特色。 

  三、函館 

   （一）函館朝市 

               函館朝市是日本最著名的早市之一，位於日本北海道

函館市若松町，佔地約 3公頃，共有 160 多間商店，每年

到此觀光的遊客估算約有 180 萬~200 萬人左右。由於位

於JR函館站西口不遠，交通便捷，附近集中了大小 400 多

家海產店，形成一獨具特色的大型觀光市場。踏進市場，

你可以看到鮮紅肥美的帝王蟹等海產井然有序排列在各

店家門口，在這裡，沒有一般傳統市場吵雜、吆喝的聲音，

主要街道也沒有擁擠、髒亂不堪的景象，遊客在此可以舒

適的逛街，品嚐最新鮮道地海產。 

               本縣位於第三漁港的澎湖漁市場，是馬公近海魚獲的

交易中心，每天出海捕魚的船隻，會在清晨陸續進港，將

新鮮肥美的活跳海鮮，趕上漁市場拍賣，一般市民也會到

此挑選物美價廉的海鮮；由於只有單純的魚獲交易買賣功

能，因此無法吸引觀光客駐足，如果能比照函館朝市模

式，將魚市場提升成一海鮮觀光景點，在有新鮮海產可吃

的誘因下，可吸引眾多來澎湖旅遊的觀光客到此大快朵

頤。 

     （二）函舘金森倉庫群 

              當年日本與美國簽訂開港條約，日本實行 200 年的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9%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A5%E6%9D%BE%E7%94%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A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8A%E5%AE%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8A%E5%AE%A2


國政策被打破，函舘是最早開放的幾個港口之一，也因很

早便與西洋文化接觸，在函舘留有許多當年建設遺留的洋

風建築，而港口之「金森倉庫群」，如今則改裝成為觀光

客購紀念品與土產的好地方，此文創巧思，為地方開創觀

光資源，令人讚賞。 

     （三）函舘市夜景 

       函舘由於兩側獨特海景地形，地方整建空中纜車，將

遊客由山下送抵山頂，由高空眺望燈火相映壯麗的函舘夜

景，尤其海面映著此起彼落的街燈，景色刹是迷人，難怪

日本人稱此為「百萬夜景」。藉此收取的觀光產業收益，

定能為地方吸引龐大的經濟效益。   

  四、小樽運河 

         小樽運河，開鑿於 1914 年，當年為方便貨物船直接將貨

物送進倉庫而建造，共花費 9年時間興建，全長約 1,140 公尺、

寬 20 公尺~40 公尺，曾是北海道經濟中心與繁榮港都的象徵。

現在的小樽運河已失去其原有功能，但卻發展成一著名的觀光

景點，運河沿岸的紅磚倉庫櫛比鱗次，可以想像昔日的繁華景

象；而舊日兩旁的倉庫，已擺脫了倉庫的黑暗、髒亂，已變身

為一間間的風味餐廳、商店及博物館，沿岸設有散步小徑，沿

路豎立著記錄小樽歷史的浮雕版畫、人物紀念碑，讓人感受到

小樽獨特的風情，向觀光客展現當年的浪漫風采。 

           本縣臨近碼頭的第二漁港，原為漁船停泊的基地，近年

來在縣府整體規劃及整治之下，已將原為油污、魚腥味重的

漁港，脫胎換骨地成為市民、遊客休閒觀光的漁人碼頭。漁

人碼頭周遭雖然有木棧道、露天木製桌椅、菊島之星、水舞

廣場等設施，但如果沿途能再規劃發展成具有澎湖特色的商

店街、露天海鮮餐廳，將可媲美小樽運河沿岸風光，帶動澎

湖的觀光更蓬勃發展。 



  五、五稜城廓 

       戶幕府晚期，維新時代的開端，為防衞北方領土為目的，

歷經 7年的建造，花費鉅資，外有護城河內有碉堡的城池在

1864 年完成，早年為防衛領土之目的，後來却成內戰之地。

五稜城廓除了有展望台讓人一探星狀碉堡的秘密外，亦是日本

全國都知曉的賞花名所。五陵城廓的發展有其一定的歷程與文

化背景，在不同的背景時空下，演生出許多不同風格美麗城

池，城池的古建築景觀所構成的吸引力，主要來自極具紀念的

原建設，以函館星形五稜城廓公園為例，此一星狀碉堡的秘

密，誠是獨特的文創之舉，它具有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吸引

力，吸引大多數外國觀光客到訪。 

           澎湖長久以來文化產業發展，面臨困境在於價值觀、保存

政策、技術層面、居民利益考量、法令與制度、及政策等文化

資產保存的問題面向，這都不是一朝一夕的突發狀況，而是長

久以來，文化資產保存被漠視的結果，對文化產業這一環，似

乎必須緊密與觀光旅遊結合，由公部門大量投資預算並輔導推

動，逐漸塑造出具有文化內涵願景的城鎮。 

   六、大沼公園 

            因駒之岳火山的爆發而形成三大湖-大沼、小沼、蓴菜

沼。以此 3 湖為中心將其中 126 個小島、32 個湖灣的美景氛

圍、而成，目睹各小島上樹木林立，呈現壯麗的景觀，而地

方以遊湖船提供遊客環湖的收益，也為地方帶來可觀的經濟

收益。 

本縣東海島嶼有鳥嶼、澎澎灘、錠鈎嶼、雞善嶼、員貝

嶼等，目前旅遊業者積極在推展東海之旅，供遊客欣賞險峻

奇特的玄武岩島嶼、豐富珊瑚礁生態、燕鷗覓食群飛的景象，

但不能光靠旅遊業者，縣府應大力行銷，將東海之美廣推到



世界各地。 

   七、北海道舊道廳及大通公園 

        舊道廳建於 1888 年，磚瓦結構的外觀具有美國式新羅克

建築式樣的特徵，如今被修繕保存起來，在綠意盎然的風貎中

莊嚴矗立，足見地方政府保存文化古蹟的用心。而大通公園鄰

旁，寬達一百公尺長達 1.5 公里，公園內植滿花草，坐在石階

上有如置身花海，而水池內之噴水，變化多端，賞心悅目，難

怪此公園艷名遠播，吸引遊客一再前來。本縣何時能擁有此一

風貎的大眾公園貎，誠是此次考察應省思追尋的標的。 

   八、釧路濕原國立公園 

           公園面積有 19357 公頃，1967 年被列為自然保護區，在

1980 年列入濕地公約國際重要濕地名錄，並以丹頂鶴的繁殖

地馳名，釧路濕原國立公園，以行動保護環境追求永續發展，

已成為全球趨勢。 

           我們澎湖目前響應綠色經濟推行低碳計畫，在 100 年 1

月 6 日奉行政院核定，預計分 5年推動，其中風力發電是整個

低碳島的指標與主軸；行動上，政府仍以電動機車、利用太陽

能發電、和澎湖再生能源風力發電等等作為推動方式，仍未見

有詳細論述，僅僅鼓勵居民購置、認股，極易引發諸多爭議，

徒耗費社會成本；而以縣民而言，政府未建立落實綠色經濟環

保工作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體系，設施仍未以環境保護作為居

民生活概念來推廣，所以，在追求地方永續發展治理目標邁進

的同時，應積極推廣參與環保事務，創造獨特又有活力的地方

城市，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的理念。 

九、青函隧道 

      日本新幹線在北海道函館市（東、南、西方分別被津輕

海峽和函館灣包圍）與日本國土本州最北端的青森縣連接，也



是北海道連接本州的大門，其青函隧道全長 53.85 公里，海底

部分長 23.30 公里，海底段最大水深 140 米，1988 年開通，

除帶動地方繁榮，也成了著名的觀光景點，在隧道並預留銜接

至北海道 2組新幹線車軌。 

           台灣至澎湖的最短距離是 45 公里，平均距離則在 50 公里

左右，這距離比建造完成的青函隧道還短，我們如能仿傚日本

「青函隧道」將台澎之間以隧道貫通，以現在科技進步的狀

況，並不是不可能的事，如果能夠貫穿，則澎湖長期以來所面

臨的困境在空中交通於旺季時一位難求、人口嚴重外流、醫療

後送轉診、設置工業園區等等現象，均可獲得改善或解決，同

時亦可帶動澎湖各項的經濟繁榮與觀光發展，這是夢寐以求的

願景。         

肆、心得與建議 

心得： 

一、北海道豐富多變；不論大自然的地形地物，或都會、小港

的城市風情，都相融在這個北國大地中，而四季的更替，

從春夏兩季的繽紛花海，到秋季的紅葉之美，到冬季的白

雪皚皚，整個島充滿無窮的魅力。北海道是以觀光為主，

沒有工業，觀光人潮絡繹不絕，最主要的是以完善交通規

劃設施及連結各帶狀景點，在札幌小樽運河及河岸倉庫

群、北一硝子美術館、銀之鐘咖啡座、音樂鐘博物館等連

結成遊食空間遊樂區，是值得我們效法。在連結成遊食空

間遊樂區方面，以本縣目前規劃自順承門往西經過篤行十

村眷村保存區，再加上莒光新村、天南鎖鑰、中正堂、澎

防部、觀音亭等皆具有歷史文化與自然景觀，是為本縣難

得旅遊區塊，在這媽宮文化城園區內包括有文創市集、二

手市集、13 省特色小吃、青年旅店、露天表演廣場，整

建工程包括有「國際觀光水岸濱海周邊景觀設施改善工



程」、「軍事生活博物館景觀休憩設施整修再利用工程」、

「莒光新村閒置眷村活化再利用工程」，具有國際級景觀

的發展潛力，為確保計畫順利如期完成，可引進「專案營

建管理模式」，由其貫穿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管理、

營運、維修各階段作整體的規劃、將有助整體開發工作之

順利推動，為本縣未來觀光發展上注入一劑強心針，讓本

縣成為名符其實的海上觀光樂園。 

二、日本法律之現代化以歐洲法律體系為基礎。在明治時代初

期歐洲法系，特別是德國與法國的民法，是日本法庭與法

律體系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頒布的日本國憲法是

日本的最高規範，規定日本為一司法、行政、立法三權分

立的法治國家。台灣於十九世紀末，師承日本，重新形塑

當時台灣人的法律生活，並於日治後再透過文化傳遞而影

響當今台灣法律文化至今。 

    臺灣 2010 年直轄市與縣市合併升格或行政區域劃分，均

參酌仿效日本。此外，城鄉營造運動或發展在地特色的東

港鄉的鮪魚季、湖西鄉的風茹文化季…等「一鄉一物一文

化」活動，讓民眾可以一次體驗台灣各鄉鎮獨特的歷史文

化和風土民情，也都是引自於日本 OVOP（One Village One 

Product）一村一品運動。 

  三、我們到訪的北海道各城市皆有其特色，但最深的感受是日

本井然有序的社會，人民的守法精神，令世界各國都豎起

大拇指讚譽有加，我們在讚嘆如此高素質的人民之餘，反

思難道日本政府都沒缺點嗎？有的，從 2006 年 9月 26

日小泉純一郎首相卸任後至今，在短短的 6年內，日本包

括現任的首相野田佳彥在內，內閣已更迭了 6次，以長治

久安的眼光來看，內閣短時間頻繁更迭，必造成政局不

穩，國民豈能安居樂業，對比於此，相對在台灣的我們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B2%BB%E6%99%82%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9C%8B%E6%86%B2%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C%8A%E5%88%86%E7%AB%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C%8A%E5%88%86%E7%AB%8B


當更加惜福，日本雖有諸多長處，但也不全然都是優點需

要學習，這可從目前的社會看出一般，日本文化規矩禁忌

多，一切有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形成各類大大小小的封

閉圈，外國人要打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真的難上加難，

年長的父母和已成年的孩子在外用餐，須自掏腰包，各自

付帳，這在我們台灣社會是無法見容的，必受責難，但是

他們卻習以為常，儼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是文化

不同，造成不同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這在澎湖推行孝順

年的我們聽起來，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再來是日元升值，

外國觀光客想要購物的慾望在實際看到物品的價碼牌也

不得不縮手，因為各項產品的價格高漲，甚至有同樣的產

品回到台灣再買的聲音出現，物品價格令遊客裹足不前，

這樣的情況是否也連帶的影響日本百業商家的生意呢？

在沿途我們詳細的聽，努力的看，也一一對比之下，在揮

別北海道，回到台灣的懷抱之際，我們不得不承認身為台

灣人是相對幸福的。 

    建議： 

       一、落實環境保護政策 

         （一）加強自然環境及資源的保護 

               日本政府相當注重自然環境及資源的保護，此次參訪

行程中的阿寒湖、大沼國定公園等湖水清澈見底，湖

面未見髒亂垃圾，減低湖水優氧化危機，保持原來樣

貌；即使在都市，也處處可見規劃完善的大型綠地公

園成為都市之肺，除了可提供居民休憩，亦可維持都

市空氣與水的良好品質。近幾年澎湖也致力於綠化及

植樹，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努力，規劃出更多更完善的

遊憩綠地，對於澎湖生態的保護以及觀光產業定會有

相當的助益。 



       （二）倡導使用太陽能等自然能源 

          此次參訪行程中，不難發現到處可見以太陽能發電的

路燈及各項公共設施。由此可見日本政府推動太陽能

源開發與運用的決心。澎湖近幾年也努力朝「低碳能

源島」的目標邁進，除了風力發電外，澎湖也應倡導

使用太陽能等自然能源，以減少電力負荷及能源消

耗，讓大自然的資源永續不枯竭。 

       （三）自然生態保護有方，結合觀光增加價值 

          日本人非常愛護自然生態，不但加強保育含有豐富魚

獲資源的河川，提供河川生物良好的生存環境，並加

以培育魚苗，還落實水資源的保育，豐沛了當地的水

資源，使其能取之不盡、用之不竭。 

澎湖群島為一海底火山爆發後熔岩冷卻的島嶼，自然

資源條件極佳，但污染、破壞情形長年來卻很嚴重，

幸政府力求維護改善，尤其這二、三年已有明顯改

善。沙灘，藍天和澄澈的海水，輔以未有過多生硬人

工鑿痕的秀麗海岸，構成澎湖群島無懈可擊的魅力可

發揮極大之觀光價值，增進澎湖的觀光收入，帶動經

濟發展，因此，亟需有良好的管理維護制度，甚至訂

定罰則，以確保自然景觀，避免人為污染及破壞，即

使為開發觀光設施需要亦不得隨意改變或破壞，而應

有完善之規劃與評估。  

         （四）注重大自然的永續經營 

     日本政府在維護生態方面，除了落實學校的教育外，

生活中也時常宣導資源回收再利用的環保概念。參觀

啤酒工廠時，我們見識到日本民眾對於環保概念的注

重—日本的啤酒空瓶回收率竟然高達百分之百！對

於製造啤酒過程產生的廢棄物及垃圾也能充分利用 



     ，再製造為可使用的衣物及各類製品，努力減低對環

境產生不良的影響。其他，像以環保再生紙作成的衛

生紙，用完即可丟至馬桶沖掉，十分的環保。而隨處

可見的自來水可生飲設施，只要準備一只空瓶即可隨

處裝水飲取，簡便又環保。 

          日本的環保做的很完善，而本縣的環保有待加強，主

要是政府環保政策宣導不足，導致縣民環保意識薄

弱，到處亂丟垃圾製造髒亂，無法有效率的維護環境

整潔，加強縣民環保守法觀念宣導或從小學教育紮根

推廣，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品質，值得一提的

是，近年來，本縣落實的垃圾廚餘分類頗俱成效。 

二、加強古蹟及傳統文化藝術保存與推廣 

       （一）日本對於古蹟及文化的保存相當用心，除了古蹟建築

的硬體修繕與保護外，也常設置資料館、博物館..

等展示及推廣，並結合觀光闢為旅遊景點，增加觀光

收入，一舉數得。 

       （二）鼓勵閒置空間再利用，帶動社區整體營造活力 

               以日本北海道小樽市之自然景觀及歷史建物保存及

再造運動，將舊有倉庫再利用為例，將廢棄不用之舊

倉庫轉型成為玻璃工藝店及音樂盒博物館，並重建成

文化藝術街。閒置空間再利用，不但可保存歷史空

間，也可製造商機，帶動地方發展與繁榮，可說為「社

區營造」工作寫下最燦爛成功的一頁，值得各地學習

參採。 

     澎湖縣也有閒置空間再利用的例子，包括二崁聚落保

存區，將澎湖在地傳統文物、文化加以保存、展示、

活化，且現有各區里亦有民眾活動中心之需求，其實

應可整合，鼓勵社區民眾自行調查區內可用閒置空



間，重新規劃整理使用，政府予以輔導協助，在地文

化特色，也有助凝聚民心民力，達成社區總體營造之

理想目標。 

         （三）函館地區的「金森紅磚倉庫群」建於 1887 年，由於

曾經被大火吞噬，所以重建新造時特別注意建材的選

擇使用，倉庫使用厚重紮實的英式磚牆結構。這磚牆

除了保有防火特質外，還有定溫的作用，一但發生火

災，對於貨物的保存有很好的效果，而且歷經多次地

震的試煉，依然屹立不搖，百年前所選的建材與工藝

建築結構技術，至今仍令人讚佩時人的智慧與眼光獨

到之處，藉著古蹟活化、建築物保護，讓旅行者走在

街道也能進入當地歷史。 

       三、處處展現人性化、生活化的設計 

       （一）日本在觀光產業中處處精緻設計，處處站在遊客的角

度思考，每每產生驚艷的感覺。也能看到設計者的貼

心服務，甚至善待環境中的每一種生物。 

       （二）適度的細節設計，可以讓每個活動、景點提高附加價

值。例如：北海道在人行道埋設電熱線除雪，冬季不

因積雪造成不便。 

         （三）所有的旅遊設計，均針對地方特色本質，對環境的永

續善意對待，人性內在最真實的需求，不只創意設計

還要令人從內心深處感動，例如：在大沼國定公園園

區內參訪，除了徒步就是租借腳踏車，減低汽機車廢

氣排放對環境產生不良影響。 

（四）貼心的生活設計 

          日本的商品在價值上除了商品本身有一定水準之

外，也有一大部分來自於包裝及設計。像是文具、烹

飪器材、美妝產品等日常生活用品，或許僅僅是精巧



方便的拆封設計，在使用上處處覺得新鮮與驚奇。這

些看似微不足道的日常用品設計，提供了我們各種生

活上的便利性，這些意想不到的設計，將平凡的生活

中製造出讓人們深刻的貼心與感動。 

   伍、結論： 

身處快速進步發達的社會，水泥叢林裏的喧擾，長期累積

工作生活壓力，使人彈性疲乏缺少生活動力。近來有許多的

人，愈來愈重視休閒時間的安排，議事人員出國參訪讓許多同

仁放鬆心情紓緩工作壓力，除此之外，亦能增廣見聞，將所見

所聞內化，並營造團體生活的氛圍，協助同仁在群體生活中連

繫感情、發展友誼。北海道多個城市，沿途風光卻大不同，田

野有種疏菜、種稻米的，甜菜田是北海道最大宗的農作物，翠

綠油亮隨風搖曳，經由觀賞大自然生態紓解壓力，欣賞人文古

蹟使人心情愉悅，轉換不一樣的心情，再回到工作崗位重新出

發。 

北海道冬季漫長而寒冷，卻因地方政府致力觀光景點的文

創規劃，呈現出雪國獨特的觀光魅力，吸引世界各地的觀光

客，慕名而來。此次考察，親眼目睹其洞燭機先、匠心獨運的

精心設計，本縣雖也飽受長逹半年的東北季風侵害，但如何追

隨北海道突破地理氣候的困境，展現企圖心集思廣益，將澎湖

的觀光產業推向新的里程碑，確實應借鏡北海道所呈現人定勝

天的觀光軟硬體建設成果。 

   

 



 
北海道釧路第一漁港幣舞橋上路燈以丹頂鶴為造型 



團員於舊道廳前合影 

 

團員於舊道廳入口處與日本女子高校生校外教學時合影 



從武陵城廓塔樓上俯瞰日本最初城廓建造 

 

五陵城廓模型圖示 

 



 
千歲川上鮭魚迴流的地點-印地安水車公園 

 

尼克斯海洋公園如歐風景緻般的城堡  



家家戶戶門前大都有漂亮的花海 

                         

提供遊客休息的原木座椅既美觀又有巧思 



閒置空間再利用的典範-小樽運河倉庫群 

北海道道東的國立公園-阿寒湖 



 

就算路邊的行道樹都有標示與說明 

 

高速公路休息處停車格規劃－符合人性化 



 

貼心提醒遊客向左走的路旁指標 

 

以風力及太陽能板提供路燈的照明 



 

團員於大沼國定公園合影 

乘坐北斗號列車的車站-大沼公園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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