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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伸港鄉民代表會出國考察報告 

考察馬來西亞（坡德申、馬六甲、吉隆坡等） 

海洋生態、文化、古蹟藝術、心得報告 

出國人員 柯承翰 

出國地點 馬來西亞（坡德申、馬六甲、吉隆坡等） 

出國日期 自 105 年 11月 16日起至 105年 11月 20日止計 5天 

報告日期 106年 02月 07日 

一、目的 

考察馬來西亞在古蹟保存、自然保育、文化藝術、環境保

護，地方建設等以擴大視野吸取其優點供本鄉借鏡及建設

之參考。 

二、經過 

 

105.11.16 第 1天 

桃園-吉隆坡-坡德申（去程） 

1. 參訪考察吉隆坡市區建設。 

2. 粉紅清真寺 

3. 太子城 

 

105.11.17 第 2天 

坡德申-馬六甲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 

1.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方濟教堂。 

2.雞場街(古董街) 

3.海峽清真寺 

 

105.11.18 第 3天 

馬六甲-吉隆坡 
1. 蠟染藝術工坊。 

2. 亞羅街夜市。 

3. 雙子星花園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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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9 第 4天 

吉隆坡 

1.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 

2. 錫器 DIY 

3.市區觀光(英式火車站、 獨立廣場) 

 

105.11.20 第 5天 

吉隆坡-桃園（返程） 

1.參訪考察吉隆坡市區建設。 

2.返回桃園。 

 

 

三、心得 

 105.11.16第 1天 

桃園-吉隆坡-坡德申（去程） 
1.參訪考察吉隆坡市區建設。 

吉隆坡（英語以及馬來語：Kuala Lumpur，簡稱「隆市」或「KL」， 

舊稱「州府地」）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兼最大城市[6]，一座對東南

亞的文化、教育、財政、經濟、商業、金融都具有極大影響力的

國際都會。 

2.粉紅清真寺 

又被稱普特清真寺（Masjid Putra），其四分之三建於湖面上的

水上清真寺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可同時容納一萬

兩千人。每當做禮拜時，清真寺那高高的宣禮塔内播放的古蘭經

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悦耳。 

3.太子城 

太子城是馬來西亞正在建設中的未來首都,一個現代化的資訊化

的行政中心,馬國政府於 20世紀 80年代選定此處重建一個理想

中的首都這座城市據說是馬來西亞的環保無煙城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6%94%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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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105.11.17 第 2天 
坡德申-馬六甲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 

1.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方濟教堂。 

  荷蘭紅屋建於 1650年，是荷蘭人在 1641年戰勝葡萄牙人後所建 

  造的建築物。當時不但是荷蘭總監居所，也是荷蘭人統治馬六甲 

  時期的政府行政中心及市政局。聖芳濟教堂則為法國傳教士在 

  1849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紀念被譽為東方使徒的聖芳 

  濟。 

 

2.雞場街(古董街) 

   雞場街(古董街)散步，體會當地早期生活文化。 

3.海峽清真寺 

   海峽清真寺，佇立在馬六甲的海洋上，只有入口處與陸地接壤。 

   地基以柱子打入海中，讓整座清真寺，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您 

   可來此看著海面上往返的船隻，想像這片海峽通古貫今的繁忙 

面貌，而幽靜地清真寺便在這每天地眺望大海，朝向西方麥加 

聖地。 

 

105.11.18 第 3天 

馬六甲-吉隆坡 

1.蠟染藝術工坊。 

  蠟染藝術是馬來西亞一百多年來的傳統，在此您可以試試看蠟染 

  彩繪的樂趣，並可將成品帶回家留戀。 

2.亞羅街夜市。 

  亞羅街夜市是馬來西亞著名的夜市，一到傍晚，整條人行道上瀰 

  漫著咖喱及烤肉味。馬來西亞的美食基本上是綜合華人、馬來、 

  印度三種飲食文化的融合，相當具有特色。 

3.雙子星花園廣場。 

  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優雅(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 

  塔所以無法入內餐觀)您可前去雙子塔購物城，購物城內各式名 

  牌商店成立，商品琳瑯滿目盡享購物樂趣，更有露天的 COFFEE  

  SHOP讓您彷彿身在巴黎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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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9 第 4天 
吉隆坡 

1.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 

2.錫器 DIY 

  可親自動手制作錫蠟精品，並可把一塊錫蠟片捶打成小碗，做一 

  件最獨一無二的錫製品，做為此趟旅程的留念，更可印上自己的 

  名字給自己一份永遠難忘的紀念，就如一個世紀前的錫蠟工匠制 

  作的一樣！可帶走自己制作的錫器品及圍裙 1件及証書 1份！ 

3.市區觀光(英式火車站、 獨立廣場) 

  (1) 英式火車站 

      這座 火車站是由英國設計師 A.B. Hhubbock設計，為白色 

      摩爾風格的建築，而且還 是東西合璧。 

  (2) 獨立廣場 

      1957 年 8 月 31 日的午夜，英國國旗在這個具歷史性意義 

      的地方，最後一次被徐徐降下。獨立廣場，位於皇家雪蘭莪 

      俱樂部旁的一片草坪，每一年的 8月 31日，馬來西亞公民 

      皆會齊聚在此，共同慶祝國家的獨立。這裡的前身是雪蘭莪 

      俱樂部操場，一向來是作為板球賽、鉤球賽及橄欖球賽的賽 

      場。 

      後來到了 90年代中期，整個地方被重建，以容納一個地下 

      停車場、購物及餐館的商場，操場則繼續獲得保留。如今， 

      偶爾這裡還會有舉行板球比賽。在獨立廣場的南端，有一個 

      全世界最高的旗竿，上面飄著國旗，其基地則是一座小型花 

      園。 

    

105.11.20 第 5天  

吉隆坡-桃園（返程） 

1.參訪考察吉隆坡市區建設。 

2.參觀三井 Outlet名牌城 

  由日本知名度高的三井 (Mitsui) 於東南亞首座名牌城。內售賣 

  的產品種類多元化，從奢侈名牌、服飾及手飾、香水及彩妝品、 

  巧克力及糖果糕點、孩童服飾、運動服飾、家庭用品及行李箱等 

  應有盡有。 

3.返回桃園。 

以上部份有關歷史文化敘述為恐失真參考維基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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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1.尊重宗教、新住民與本國多元文化融合： 

(1)馬來西亞的國教雖然為伊斯蘭教，但國民於馬來西亞憲法下享 

   有宗教自由的權力，國內主要宗教有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 

   天主教、印度教、錫克教等；種族方面，馬來西亞由華人、馬

來人、印度人、伊班人、卡達山人、峇峇娘惹、原住民及其他

殖民時期留下的英國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等歐洲後裔共同組

成。在其政治體制下仍能和平相處，難能可貴。 

(2)目前彰化縣國中小設置外配教學的學校不多，本鄉目前有新港

國小及伸港國中有此設置，建議再增加大同、伸東、伸仁國小

全面讓外配學習台灣的教育，提昇教育水準，幫助下一代排除

文化教育的隔閡，增強學習效能。 

(3)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更是社會安定的力量，甚至是國力的 

   基礎，除了英語外應利用目前台灣印尼、越南等國人民來台工 

   作、結婚人口日增，應增設該國語言、風土習慣的學習，配合 

   政府南進政策，促進經濟發展。 

   

2.建議日本 Outlet移至本鄉新市鎮區帶動觀光人潮與商機： 

  目前規劃日本 Outlet是在台中港，本鄉新市鎮緊臨台 61乙線、 

  國道三交流道，交通更方便，風勢比台中港小，配合新市鎮規畫 

  成集吃、喝、玩、樂一應俱全的名牌城，招來更多的觀光客，帶 

  動本鄉的觀光資源與經濟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6%86%B2%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5%85%8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8%8F%AF%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9%A6%AC%E4%BE%8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9%A6%AC%E4%BE%8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B0%E5%BA%A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7%8F%AD%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8%BE%BE%E5%B1%B1%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87%E5%B3%87%E5%A8%98%E6%83%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4%BD%8F%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4%B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