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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海道地處日本最北端，氣候與地貌雖與台灣不同，但兩地都以農業為主要發展

基礎，觀光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地方發展上具有可比較性。北海道幅員廣闊，以

農村風貌與自然資源為主，與本國相比兩地均重視在地農特產品的發展與品牌行銷，

也都積極推動農業觀光與文化保存。 

此外，北海道與台灣一樣面臨高齡化及人口外移問題，在社區營造、青年返鄉與

地方創生方面的政策實踐，對台灣鄉鎮未來發展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期能藉此次實地

考察，在本鄉原有的農業特色及產業基礎之下，借鏡北海道在農產品附加價值、觀光

整合、生態保育與社區營造等方面的成功案例。 

經由此次實地體驗北海道於在地農特產品的品牌行銷、推動農業與旅遊的結合、

自然保育與地方創生、營造友善高齡與青年的社區環境等方面的實際作為，有助於本

所行政人員拓展國際觀與重新審視地方發展策略，並作為未來觀光行銷推展、公共服

務等可資借鏡之處，為本鄉發展注入創新思維，促進轉型與活化，打造具永續性與地

方認同感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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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為提升本所施政品質與各單位業務推動效能，並強化本鄉在農業、觀光、民政、

環境與公共事務等面向的整體發展，本次特由鄉長率領同仁前往日本北海道進行實地

參訪，作為本所未來發展方向與施政作為的重要借鏡。 

行程涵蓋十勝、釧路、北見與札幌等地區，走訪池田葡萄酒城、丹頂鶴自然公

園、釧路濕原、阿寒湖、傳統愛努村落（Kotan）、摩周湖、鄂霍次克流冰館、北見狐

狸村、大通公園等具特色之地點，體驗當地溫泉觀光設施與旅宿文化、了解農業與觀

光融合的經營模式並觀察自然生態保育與文化觀光共存的發展樣貌。 

本鄉為典型的農業鄉鎮，具備發展農業觀光、社區營造與永續生活環境的良好基

礎，與以農業為主體的北海道地區發展脈絡相互呼應。藉由本次考察，期能汲取其實

務及創新經驗，拓展施政視野，進一步應用於本鄉各項業務推動與公共服務之精進，

以提升整體施政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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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時間及行程 

一、時間：114年 4月 9日(星期三)至 4月 13日(星期日) 

二、行程： 

時間 參訪地點 備註 

第一天 

4月 9日 
秀水鄉公所→桃園機場→北海道千歲空港→⼗勝溫泉 

 

第二天 

4月 10日 

池⽥葡萄酒城 

丹頂鶴⾃然公園 

釧路濕原－釧路濕原展望台 

阿寒湖 

 

第三天 

4月 11日 

霧之摩周湖 

天都⼭ 鄂霍次克流冰館 

北⾒狐狸村 

 

第四天 

4月 12日 

札幌市區 

⼤通公園、⾞經時計台、⾞經舊道 

 

第五天 

4月 13日 

MITSUI OUTLET PARK 札幌北廣島→海道千歲空港→桃園

機場→秀水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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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了解日本地方治理與農村發展實務，本次考察團於 114年 4月 9日至 4月

13日前往北海道地區，進行為期五天的實地參訪，涵蓋農業觀光、自然保育、民政、

環境與公共事務等多元主題，本次觀摩考察重點如下： 

第一天由秀水鄉公所出發，經桃園機場抵達北海道千歲空港後，轉往十勝地區，

入住當地溫泉旅館，此日主要為交通日，並藉由移動過程初步觀察北海道地景與區域

空間規劃。 

接著第二日上午參訪池田葡萄酒城，深入了解當地農產加工與酒莊經營模式，觀

察如何透過品牌化與地方創生結合觀光推動產業升級；隨後前往丹頂鶴自然公園，認

識日本對瀕危物種保育的實際作法，並思考自然資源與旅遊管理的平衡策略，午後參

觀釧路濕原展望台，了解濕地保育、災害防治與生態教育整合推動的經驗，最後抵達

阿寒湖，體驗自然與原住民族文化共融的旅遊型態。 

第三日行程以北海道道東自然景觀為主軸，上午造訪霧之摩周湖，體會其保育政

策與低度開發原則；午後參觀天都山鄂霍次克流冰館，學習極地生態教育與災害科普

推廣方式，最後前往北見狐狸村，了解動物友善與觀光教育的實務結合。 

行程的尾聲進入札幌市區進行都市文化與歷史街區之巡禮，參訪大通公園、札幌

時計台、舊道廳等地標，思索都市更新與歷史建築保存之間的平衡關係，並觀察札幌

作為北海道首府之都市發展策略與空間規劃脈絡；最後參訪 MITSUI OUTLET PARK 札

幌北廣島，了解大型商業設施與觀光動線整合設計，亦觀察消費行為與都市邊陲發展

的關聯性。



 
7 

 

 

參、心得與建議 

一、參訪心得 

(一)農業與觀光方面： 

1.農村觀光與旅遊並進： 

抵達北海道首站便直接下榻十勝川溫泉飯店，十勝溫泉區不僅提供住宿與休

憩體驗，也與周邊農場、市集、文化景點形成旅遊動線，讓農村觀光從單點

體驗延伸為整體旅遊路線，本鄉可學習整合鄉內農業、宗教及古蹟景點，推

動「半日農村小旅行」或「一村一特色導覽行程」；透過導覽、說故事與手作

體驗延長旅客停留時間。 

2.活化農作物價值，串聯觀光資源： 

「池田葡萄酒城」，池田町善於將葡萄種植、釀酒技術與觀光資源結合，發展

成具文化、經濟與體驗功能的「葡萄酒城」，讓農業不再只是生產行為，而是

帶動地方創生的核心；本鄉可將其在地農產品進行品牌形塑與包裝設計，建

立農產品展示與銷售空間，結合農事體驗，吸引遊客停留，更能舉辦農產主

題活動慶典(如：稻田藝術節)。 

3.從文化導入農村觀光： 

「傳統愛努族聚落」保留並重現愛努族的傳統聚落風貌，建立觀光導向的文

化村，透過木雕、傳統樂器（如口琴 mukkuri）、服飾與表演等形式，向外界

展示其民族歷史與生活智慧更以原住民族「愛努文化」為亮點，將傳統工

藝、樂器、故事與部落空間規劃融入觀光設計；因此我們能夠透過文化資產

保存與活化，建立屬於秀水鄉本土文化（如：農耕信仰、在地故事）融入觀

光活動，並且能夠建立秀水在地意象或吉祥物，提升辨識度與文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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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旅遊 

儘管農業與觀光的融合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一定壓力，本鄉可以學習札幌市等

地的經驗，注重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性；結合農業觀光的同時，強調環境

與自然資源的保護，發展綠色觀光。我們可以從推動有機農業與生態農場著

手，讓遊客在參觀的過程中了解環保農業的實踐，並提供低碳、環保的旅遊

選項，這不僅有助於保護在地生態環境，還能吸引對永續發展有興趣的遊

客，進一步提升本鄉之形象及知名度。 

(二)民政方面： 

1.友善便民空間設計與服務窗口整合： 

「札幌市役所」(札幌市政府)設有明亮開放的一樓接待大廳與市民諮詢服務

區，服務窗口集中，資訊清楚，動線順暢，讓民眾能夠快速找到所需單位並

完成洽公流程，展現高效率的市政服務，具有高度的施政透明度與公共參與

機制，對於本所在提升行政效能與創新具有參考價值。 

2.地方記憶與公共認同的建立，文化保存與民政業務的結合： 

「札幌時計台」不僅被保存為重要文化財同時也作為城市之象徵，更承載著

札幌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能夠從中學習如何落實文化保存的價值，本鄉可

從文化資產保存列入社區營造成為各村活動的一環，並支援其發展「在地文

化資源資料庫」，建立由下而上的文化保存模式。 

3.走進「Kotan」原住民文化與觀光的交會點： 

阿寒湖為世界知名自然景點，湖中綠球藻「Marimo」為天然保育植物，屬重

要自然資產，阿寒湖溫泉街亦保留了傳統原住民族愛努（Ainu）文化聚落

「Kotan」，其保留傳統生活建築、信仰儀式與工藝展示，居民就在文化空間

中生活與創作，展現「活的文化保存」模式，而非靜態展示，本鄉可於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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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之廟埕或農村空間中導入「故事與活動導向」的空間設計，以文化永續

為核心，厚植本鄉傳統，推動地方發展與認同。 

4.災害韌性防救考察： 

釧路濕原國立公園為日本最大濕地，具生物多樣性並被列為拉姆薩濕地，公

園內設有完整步道、觀察台及解說中心，提供生態旅遊與教育功能；特別值

得注意者為其兼具災害緊急避難機能之設施規劃：濕原觀景台旁設有避難動

線指引與臨時避難設施，展現出「環境設計與災害韌性」的整合思維，且對

於預警機制與安全空間規劃的高度重視，對本鄉後續災防與環境設計具參考

價值。 

(三)主計方面： 

1.民生建設：以人為本的在地發展策略 

北海道地廣人稀，許多市町村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問題，當地政府在民生

建設方面特別重視基礎交通、醫療設施與社區整合，提供高齡者持續在地生

活的可能性。 

於此方面，我們觀察到這些建設項目強調預算效率與資源整合，顯示當地政

府在有限財源下，優先配置資源於實際需求最迫切的族群，這樣的作法啟發

我們在編列預算時能夠更貼近地方民情，強化跨部門協作與預算的彈性運

用。 

2.公共事務管理：地方自治的彈性與創新 

北海道以活化地方經濟與社會活力為主軸，在考察過程中，發現當地政府支

持小規模創業與觀光發展，展現出高度的地方自治與自我革新能力；因此公

共事務的治理不應僅止於上對下的管理，更應重視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與

溝通，未來將致力於透過預算規劃，引導地方資源有效整合，提升施政策略

的執行效率與民眾參與程度，以實現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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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發展：農業與觀光融合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北海道長年以農業、漁業及觀光為主要產業，在實地考察札幌、釧路及網走

等地後，深感當地政府致力於將傳統產業與觀光資源整合，並以區域特色創

造品牌價值，吸引大量國內外觀光客。這樣的發展模可以做為本鄉在推動經

濟發展時，必須從在地優勢出發，結合產官學合作，以長期規劃來投入資

源，同時，在財政上亦應預留彈性預算，鼓勵具創新性與永續性的地方產業

發展計畫。 

4.財政思維的轉化：靈活財政與策略落實並進 

本次考察讓我們體會到主計人員的角色已不再侷限於傳統的數字監督，而是

政策推動與資源調度的關鍵一環；未來，我們將思考如何更靈活地運用各項

財政工具，提升預算編列的前瞻性與回應速度，並結合數據分析與績效評估

機制，進一步強化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有效性，實現更具整合性與韌性的財

政治理。 

(四)環境保護方面： 

1.看得懂，也做得到的垃圾分類 

北海道地區垃圾分類嚴謹，尤其在都市型或觀光型地區（如札幌、旭川、釧

路等），分類細緻如「可燃、不可燃、資源回收、有害垃圾、大型垃圾」等，

回收機制清楚，並配合多語標示與居民說明會，讓分類落實於生活中，北海

道各市町村對分類的規範與執行相當到位，民眾配合度高，違規會有罰則或

退回處理；本鄉未來可朝強化垃圾分類標示與實務引導，降低錯誤率；制定

清晰且易於操作的垃圾分類規範，並透過社區教育與宣導，提高鄉民的環保

意識，讓每個人都能更自覺地參與垃圾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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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分類到能源再利用：日本焚化處理的成功模式 

根據日本環境省資料，日本擁有超過 1,000座焚化設施，是全球焚化設施最

密集的國家之一；因為日本國土狹小、掩埋地有限，加上垃圾分類精細，焚

化處理效率高，焚化同時也結合能源再利用（如餘熱供應溫泉或發電）。也因

此日本的垃圾分類與焚化政策是互補關係：分類做得好，是為了提高資源回

收與焚化效率，並減輕環境負擔；惟焚化爐仍是耗能源的嫌惡設施，因此，

落實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工作，讓垃圾減量、淨零排碳，朝著零廢棄的目標

前進，仍是本鄉未來能夠持續努力學習的方向。 

3.讓環保有感，從自律出發 

北海道展現出高度的自律精神與實踐力，值得本鄉引以為鑑，當地居民普遍

具備強烈的環保意識，從垃圾分類、街道整潔，到公共設施的愛護，都能看

出一種由內而外的公共責任感；他們不依賴嚴格的監管，而是透過長年累積

的教育與社區文化，建立起全民參與的習慣，然本鄉在公共環境維護上仍仰

賴少數清潔人力，民眾參與程度較低，若能以北海道為榜樣，強化地方認同

與環保教育，讓居民從內心產生自發行動，那麼「讓環保有感，從自律出

發」將不再只是理想，而是成為本鄉未來可以實現的目標。 



 
12 

 

二、參訪建議 

在這次赴日本北海道考察過程當中，我們深入了解了當地在農業、觀光、文

化保存、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經驗與實踐，這些都對鄉內在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重

要的啟發，然而，北海道的成功經驗也並非全然無懈可擊，它所面臨的挑戰與

不足，亦能為我們在未來規劃政策時提供寶貴的反思空間。 

北海道的發展，成功將農業與觀光相結合，創造出具有區域特色的旅遊路

線，並將農產品與文化資源充分整合，使農業不僅僅是生產行為，而是成為帶

動地方經濟與文化的核心力量；我們可根據自身的農業特色與自然資源，打造

具地方特色的農村觀光路線，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同時透過文化資源的挖掘

與展示，深化地方的文化內涵與凝聚認同感。然而，在借鏡北海道的成功時，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過度依賴觀光產業可能會使地方經濟變得脆弱，其經驗告

訴我們，若單一產業過於依賴外來觀光，可能會導致經濟結構不穩定，因此，

我們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必須強化經濟結構的多元性，避免對單一產業過度依

賴，應結合當地特色發展更多元的產業，打造一個可永續發展的經濟結構體

系。 

北海道在環境保護與災害韌性思維方面，同樣讓我們對未來的發展有了更深

刻的認識，釧路濕原的規劃，除了生態保護外，還兼顧了災害防範的功能，這

種將自然保護與災防需求相結合的模式，對於本鄉未來的發展尤為重要；隨著

氣候變遷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我們應當將其所見習之具體作為融入環境保

護及災害防救，打造更加韌性和適應性強的社區環境。北海道在推動環保與垃

圾分類方面也面臨一些挑戰，特別是在觀光人潮多的地區，垃圾處理與資源回

收的壓力不容忽視；雖然當地的垃圾分類系統非常嚴格，但這樣的高強度管理

是否能夠長期維持，仍為一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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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鄉在學習這些經驗時，應該強調與民眾的互動及合作，讓環保成為鄉民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僅僅是制度化的管制措施。 

此次赴北海道的考察，不僅讓我們看到了該地區在農業觀光、文化保存、環

境保護等領域的成功之處，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地方發展過程中的挑戰與不

足，對本鄉而言，這些經驗無疑是寶貴的參考依據，但我們將所見所聞根據本

鄉實際需求與特色進行本土化創新，只有在不斷地吸取外部成功經驗的同時，

也能夠敏銳地發現並彌補其中的不足，如此才能使本鄉未來的發展更加穩健，

並為居民創造出更高品質的生活與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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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成果照片) 

 

池田町-池田葡萄酒城 

 

釧路市-丹頂鶴自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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釧路市-阿寒湖 

 

弟子屈町-霧之摩周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