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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國外考察期間自 2024年 6 月 20 日至6 月 24 日止共計 5 天，由鄉長帶領十五位主管

及同仁至日本關西地區，透過實地參訪，深入了解並親身體驗當地觀光產業、環保生態、建

築工程及古蹟文化資產，期望能參考他國經驗，改善本鄉各項建設與福利，促進本鄉農村文

化資產特色、結合生活、旅遊、教育、休閒交通等各項發展，增進本鄉日後推展觀光產業及

振興鄉政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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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莿桐鄉擁有自然淳樸的農村特色及多元豐富的產業資源，惟近年來人口不斷外移，鄉村

人口結構老化，藉由本次考察日本之觀光景點設施、自然生態景觀和歷史文物保存管理、交

通建設與環保生態等，期望對本鄉觀光產業及農特產品有所助益，創造本鄉更多就業機會，

促進人口回流，以振興本鄉產業及城鄉發展。 

 

貳、考察人員及行程 

一、考察人員:共計16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鄉長 廖秋蓉  

2 主任秘書 楊媺媱  

3 機要秘書 林源晨  

4 財行課 課長 王洹榕  

5 民政課 課長 張榮科  

6 工務課 課長 張常君  

7 農經課 課長 鄭秉政  

8 清潔隊 隊長 黃淑華  

9 幼兒園 園長 蘇政輝  

10 圖書館 館長 程惠貞  

11 零售市場 管理員 張綺玉  

12 工務課 技佐 蕭樺鈺  

13 民政課 村幹事 張富郎  

14 民政課 佐理員 許博眾  

15 社會課 辦事員 林祖以  

16 財行課 村幹事 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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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行程: 6/20-6/24，共計5日 

 

日期 行程 

第一天(6/20) 桃園→關西機場→臨空 

第二天(6/21) 京都→奈良東大寺.梅花鹿公園→平等院→清水寺.二寧坂.音羽之瀧→

花見小路→京都車站 

 

 [ 環保生態考察 ] 

●奈良公園位於若草山腳下，面積廣闊，活潑、友善的鹿在公園內隨 

  處可見。鹿是一般財團法人奈良鹿愛護會登陸的商標，其收益 的一 

  部分使用於鹿的保護工作。 

[ 古蹟文物考察 ] 

●東大寺為全世界現存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築，供奉巨大的宇宙佛毘盧 

  遮那的青銅像，完成於 1200 年前，為奈良時代鎮國之寶。 

●平等院為日本平安時代的建築代表作，因「阿彌陀堂」外型似欲振 

  翅而飛的禽鳥，在中堂脊沿更有兩隻尊貴象徵的金銅鳳凰像，遂在 

  江戶時期，更名為「鳳凰堂」。 

●清水寺為棟梁結構式寺院。正殿寬19公尺，進深16公尺，大殿前為 

  懸空的「舞台」，由139根高數十公尺的大圓木支撐。寺院建築氣勢 

  宏偉，結構巧妙，沒有用一根釘子。寺中六層炬木築成的木台為日 

  本所罕有，為古都京都的文化財之一部分，列名至世界文化遺產 

  中。 

[ 建築工程考察 ] 

●京都車站於1997年建造完成，由建築師原廣司所設計，主體為鐵骨 

  和鋼筋混擬土構造，外觀以鏡面組成，映照出京都塔。充滿魄力的 

  景色令許多國內外的旅客驚豔，曾得到日本第40回建築業協會賞， 

  其京都車站流水電梯，共有125階的階梯以及15000盞的 LED 燈泡 

  組成絢爛燈光秀，吸引踏足於京都旅行的眾人目光。 

第三天(6/22) 京都→美山町合掌村→天橋立→伊根舟屋(搭船)→傘松公園展望台→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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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產業考察 ] 

●京都美山町合掌村 ，是京都近郊景點，也是日本三大合掌村之 

  一。整個北村聚落僅50戶建築，坐落於8、900公尺高山之間的山谷  

  裡，過去以林業及農業為主，現今則積極推廣觀光事業。 

●天橋立/傘松公園展望台 

  天橋立位於日本京都府北部的宮津市宮津灣，是一個特殊的自然景 

  觀，因為地殼的推擠作用，在海上形成一個沙洲地形，被日本人譽 

  稱為丹後之天橋立，其與安藝之宮島及陸奧之松島共同被稱為「日 

  本三景」。 

●伊根舟屋 

  伊根舟屋是人口大約 1,900 人的小市鎮，寧靜地坐落在山區與伊根 

  灣之間。這個地區在古代位於中國大陸和京都 的貿易路線之間，發 

  展成專門以漁業為主的市鎮。伊根被視為日本風景最優美的村莊之 

   一。 

第四天(6/23) 京都→心齋橋→兵庫 

 

[ 觀光產業考察 ] 

●心齋橋是位於日本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的商業購物區，一連排的百                              

  貨商店與各式專門店等為大阪代表性的中心商務區。 

第五天(6/24) 兵庫→大阪公園→梅田商業區.梅田地下街→關西空港→桃園 

 

[ 古蹟文物考察 ] 

●大阪城與名古屋城、熊本城齊名的三大名城之一，此城為日本名將 

   豐臣秀吉所建造，四周均為綠意盎然的公園綠地，秀麗的庭園和亭 

   台樓閣、奇花異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 觀光產業考察 ] 

●大阪梅田地下街是當地 的經濟中心，是 JR 線、阪急線、阪神線和 

  三條地鐵線的車輛集中出入的交通地。而位於地面下的梅田地下街 

  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地下街， 各式各樣的店面創造出日本第一的美 

  譽，有著美麗噴泉的「泉水廣場」一帶儼然已成了 一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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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此次考察日本關西地區發現很多生活細節及現況與本鄉有所差異，分別如下: 

一、大阪農產品的產出大部分係由農戶及集團採契作的方式辦理，於超級市場或百貨公司販 

  售，甚少見到個體戶的經營，契作的好處是集團負責行銷與管理，農戶僅依集團的指示  

  與栽培即可，集團可依市場的需求來決定種類與數量，以取得供需平衡，穩定市場價 

  格，農戶則依集團契作價格取得保障的收入，如此的經營模式在政府的督導與集團基於 

  商譽的嚴格管控下，農民生產品質優良與安全的農產品，也使消費端吃到安全又健康的 

  農產品，如此環境得以永續經營，人民的健康得以照護經濟得以發展，更創造出宜居的 

  生活環境。 

二、超級市場以分流方式，進出門分開，結帳方式：以自助方式消費者自行使用電腦刷條 

        碼，用刷卡或自行用現金電腦收款方式，幾乎完全不用接觸人及錢，值得學習；便利商 

        店的付款流程使用自動繳費找零設備，其設計可能源於 covid-19的流行、減少人與人的 

        肢體接觸降低感染的機會，該設備也增加辨識真偽鈔的功能，大大提升了設備的便利 

        性，足堪國內學習借鏡。 

三、日本停車格的劃設間隔設計考量兩車之間的間距避免開車門時可能的碰撞，可謂設想週 

        到，雖是很小的設計卻大大的降低兩車碰撞的機率，是很人性化的設計，值得本所所屬 

        停車場學習的榜樣。(圖一) 

四、日本各地都會有代表當地物產的吉祥物，除了將可愛的吉祥物做成公仔外，也會將吉祥 

        物化身為各種附屬品，增加曝光度及記憶性。(圖二) 

五、日本非常重視人行環境，寧壓縮車道寬度來設置實體人行道，保障人行環境後，逛街人 

        潮多，店家生意興旺凝聚起商圈。反思國內大多店家因停車需求，反對門前施作人行 

        道，市區無法提供良好的人行逛街環境，反而不利於商業發展。 

六、建築工程中架設鷹架，鷹架外圍除了一般的防護網，為了降地噪音及粉塵，日本人會在 

        原有的網子外再加上一層抗噪避免粉塵外飛之帆布，以降低擾民情形發生。 

七、日本高齡就業相當普遍舉凡超商、大樓車道管理、餐廳服務人員、售票處服務員皆有銀 

        髮勞動力加入，日本針對人口老齡化及勞動力短缺問題，透過延長退休年齡、再就業計 

        劃、技能輔導及提升、彈性工作時間、稅收及補助優惠及健康管理等措施，有效鼓勵銀 

        髮族就業。(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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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到之處盡是乾淨整潔的生活環境，他們對自然及人文景觀的珍惜和維護，呼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健康與福祉、淨水及衛生、永續城鄉、責人消費及生產、保育陸 

        域生態、多元夥伴關係等指標。如在道之驛看到多樣新鮮的農特產品,牆面上有對生產 

        者的介紹;在美山町合掌村、天橋立、大阪城公園等處可看到蒲公英和魚腥草等防疫用 

        藥草。(圖四、圖五) 

九、參觀日本著名寺廟，發現早期的寺廟、神社等建築物是以木頭為主要建材，為了防止下 

        雨泡水腐蝕發霉，主要採類似高腳屋的方式將木質的地板架高(如圖六) 

十、從日本街道整潔及垃圾桶設置可發現日本環保意識，日本街道上很少設置垃圾桶，如有 

        設置垃圾桶，一般都會分類，而不能亂丟垃圾和丟垃圾時垃圾要分類的觀念，從小就在 

        日本人的觀念中，日本垃圾基本上就會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保特瓶．鋁罐．玻 

        璃瓶、紙類等等，這樣分類不僅提升了資源回收率還減少了對環境的負擔，而日本環保 

        教育從小做起值得我們借鏡及反思。(圖七) 

 

 

 

 

 

 

  

圖一、停車格劃設間隔設計 圖二、水溝蓋結合當地物產 圖三、高齡員工工作情形 

  

 

 

 

 

 

圖四、新鮮農特產品 圖五、防疫藥草 圖六、平等院 

 

 

 

 

 

 

 

 

 

 

 

 

圖七、垃圾分類桶 圖八、除草工作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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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建議 

 

        此次考察，我們深刻感受到日本不管在文化遺產保護、環境保護生態、經濟觀光發展及

建築設計的創新和努力。本所可以借鑒以下幾點： 

一、建議在本鄉持續辦理維護自然環境生態的推廣教育和環保講座，公園綠地多採人工除

草，避免濫用除草劑和殺蟲劑，以營造自然優美的生活環境。 

二、建議可以創造莿桐鄉吉祥物或將本鄉農特產品結合路標、機構標示等，打造另一種亮

點。 

三、城市要發展商圈要凝聚，本鄉人行環境不可少。 

四、地方觀光及產業除了品質和特色外，其行銷與包裝及增加顧客參觀或購買之便利性，也

是本鄉目前重要課題。 

五、借鑒他國相關福利措施，以提升銀髮族就業率，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並提高高齡勞動

者的生活質量與經濟獨立性。 

六、本所清潔隊將加強環境維護教育與宣導，增加公眾對回收的認識和參與度，養成公眾自

主性分類垃圾，避免垃圾隨意丟棄，並加強法治觀念，讓妥善的垃圾處理及分類被認為

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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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照片 

 

 

 

 

 

 

 

 

 

 

 

 

圖九: 關西機場 圖十:奈良-東大寺 

 

 

 

 

 

 

 

 

 

 

圖十一:京都車站 圖十二: 美山町合掌村 

 

 

 

 

 

 

 

 

 

 

圖十三: 大阪公園 圖十四: 心齋橋 

 

 

 

 

 

 

 

 

 

 

圖十五: 清水寺 圖十六: 甲子園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