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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台灣溫泉資源豐富，隨著溫泉法及 13 項子法自 94 年 7月 1日起正式實行，

溫泉資源管理及產業輔導是未來重要的課題。日本溫泉法在 1948 年即制定，對

於如何輔導及規範溫泉產業永續利用，已行之有年，溫泉產業整體發展之管理

制度，值得台灣借鏡與學習。考量台灣溫泉產業發展深受日本極大影響，為利

後續推動溫泉觀光產業輔導、溫泉區管理及提昇業界溫泉休憩品質，計劃透過

實地參訪研習，深入瞭解日本在溫泉地區觀光產業輔導及整體環境設施維護經

營管理方面之作法，以為輔導國內溫泉產業及提昇溫泉觀光休憩之服務品質。 

 

 

二二二二、、、、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次出國研習係奉交通部提荐觀光局參加經濟部 97 年度台日技術合作計

畫，並獲計畫評審委員會評選同意前往研習，研習期限為 13 天。主要研習目的

如下：    

 

（一） 參訪中央溫泉主管機關環境省，瞭解日本溫泉產業發展政策、「溫泉地計

畫」審查核准程序，對溫泉地區業者所提土地開發許可申請案件，尤其

是地處陡峭、臨河岸地區，如何提高建築安全標準以維公共安全。 

（二）以草津、箱根及有馬等較具規模之溫泉開發地區為觀摩對象，參訪地方

溫泉主管機關都道府縣及市町村，瞭解其「溫泉地計畫」規劃及其執行

情形，及公部門對當地溫泉發展協會之具體產業輔導措施。 

（三）參訪日本重要溫泉研究及開發單位，如中央溫泉研究所、社團法人日本

溫泉協會，瞭解各地公、民營溫泉取供事業實際運作模式，參觀蒐集溫

泉供配系統、收費方式、溫泉現地管理等資料。 

 

三三三三、、、、研習研習研習研習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本計劃研修及參訪行程由經濟部國際合作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協助安排，交通部觀光局耿工程司蕙玲、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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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司欣毅及經濟部水利署吳助理工程司依芸等 3 員參加，並由林正子小姐負

責協助全程翻譯工作，其中日本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伊藤不

二夫及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先生等人，亦隨同參與相關之研習及參

訪行程。 

    

四四四四、、、、研習研習研習研習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參訪對象： 

為確實達到參訪之目的，參訪形式採取會談及實地考察 2種方式併同實施，

原計畫設定參訪對象如下： 

1、參訪中央溫泉主管機關環境廳，瞭解日本溫泉產業發展政策。 

2、參訪地方溫泉主管機關都道府縣及市町村，瞭解日本具體溫泉產業輔導措

施及相關計畫規劃過程。 

3、參訪日本重要溫泉研究及開發單位，如中央溫泉研究所。 

4、實際與日本各地區溫泉發展協會之經驗交流與座談。 

 

 

（二）具體的研修內容： 

1、依據日本溫泉法第 14、15 條及溫泉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環境廳長官

得指定溫泉地域並要求設施改善，藉由參訪溫泉地區，深入瞭解日本溫泉

區不同型態之實際案例及發展過程。 

2、 依據日本溫泉法第 20 條規定，溫泉開鑿須經都道府縣自然環境保全審議

會諮問，又「溫泉地計畫」須經環境廳核准，經由資料收集及實際案例，

研習其特定審查程序。 

3、日本負責土地政策之上位計畫部門或開發部門，對溫泉地區業者所提土地

開發許可申請案件，尤其是針對地形陡峭、臨河岸地區是否開放申請建

築，如有開放，如何要求提高建築安全標準符合公共安全？是否有特定輔

導計畫或審查原則，研習其實際案例。 

4、瞭解各地公、民營溫泉取供事業實際運作模式，參觀蒐集溫泉供配系統、

收費方式、溫泉現地管理等資料，提供台灣未來溫泉政策制定與經營管理

之參考。 

5、隨著國人對泡溫休閒之需求提昇，研習將日本溫泉遊憩設施之相關管理維

護經驗，將有助於公部門給予業者積極適當之協助、業者本身溫泉設備升

級及泡湯環境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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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達成目標及效果： 

1、提供台灣推動溫泉地區觀光產業輔導及經營管理之具體方向及作法，及中

央觀光主管機關審查溫泉區管理計畫之重要參考。 

2、熟悉公、私部門共同推動溫泉發展應有之歷程及介面，建立推動溫泉產業

之重要機制，必要可供作後續溫泉子法研修重點。 

3、加強台灣與日本政府部門溫泉業務及民間溫泉業者間之溝通、聯繫管道。 

 

 

五五五五、、、、研習及研習及研習及研習及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單位／講師） 研修內容/地點 

6/30（一）  啟程   

      

7/1（二） 上午 行前說明會 

 10:00～ 國建協／企劃部 高橋靖之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簡稱國建協）6 樓 55 會議室 

 下午 （社）財團法人日本溫泉協會 研習 

 2:00～ 講師／事務局長 布山裕一 「日本溫泉相關管理法系概說日本溫泉相關管理法系概說日本溫泉相關管理法系概說日本溫泉相關管理法系概說」 

      

7/2（三） 上午 （財）財團法人日本交通公社 研習 

 10:00～ 講師／研究調查部長 梅川智也 「溫泉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溫泉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溫泉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溫泉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 

      

 下午 （財）財團法人中央溫泉研究所 研習 

 2:00～ 講師／所長 甘露寺泰雄 「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 

   國建協 6 樓 55 會議室 

      

7/3（四） 上午 （株）東京 DRICO 株式會社 現地視察/地下鉄・後楽園 

 11:00～ 講師／管理課課長 田丸幸男 Spa La QuaSpa La QuaSpa La QuaSpa La Qua（（（（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    

      

 下午 （財）財團法人日本健康開發財團 研習 

 1:00～ 講師／研究調查部 矢崎俊樹 「日本溫泉醫學之利用日本溫泉醫學之利用日本溫泉醫學之利用日本溫泉醫學之利用」 

    國建協 6 樓 55 會議室 

7/4（五） 上午 神奈川縣小田原土木事務所 研習 

 10:00～ 講師／建築指導課長 依田貴仁 

    

「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下午 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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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講師／主任研究員 菊川城司 「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 

      

7/5（六）  資料整理   

      

7/6（日）  移動 (東京→京都)   

      

7/7（一） 上午 京都自然史研究所 研習 

 10:00～ 講師／理事長 西村進 「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 

      

7/8（二） 下午 （社）有馬溫泉觀光協會 研習及設施視察 

 1:00～ 講師／兆楽 當谷正幸 「有馬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有馬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有馬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有馬溫泉產業振興經驗」 

      

7/9（三） 上午 神戶市國際文化觀光局文化觀光部 研習 

 10:00～ 「神戶市役所溫神戶市役所溫神戶市役所溫神戶市役所溫泉管理作為泉管理作為泉管理作為泉管理作為」 

  

講師／觀光交流課 課長 天王寺谷 

慶吾   

7/10（四） 下午 草津温泉旅館協同組合 研習及設施視察 

 2:00～ 講師／中澤一裕   

      

7/11（五） 上午 草津町役場  講義 

 10:00～ 講師／溫泉課課長 吉田秀男 

    

「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

制制制制」 

 下午 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整局  現地視察 

 1:30～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 「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 

      

  檢討會 國建協 6 樓 55 會議室 

  國建協／企劃部 高橋靖之  

      

7/12（六）  返國   

    

    



 - 5 - 

貳貳貳貳、、、、研修研修研修研修實錄摘要實錄摘要實錄摘要實錄摘要    

一一一一、、、、日本溫泉相關日本溫泉相關日本溫泉相關日本溫泉相關管理法管理法管理法管理法系系系系概概概概說說說說    

 

（一）時間：7 月 1 日 14:00 

（二）地點：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三）講師：財團法人日本溫泉協會 / 事務局長 布山裕一 

（四）陪同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

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財團法人日本溫泉協會係以日本溫泉之研究、推

動溫泉知識普及、溫泉資源保護、溫泉利用設施改善、國民保健之增進

及觀光資源之活用為目的，於 1929 年 12 月 4 日設立，並於 1930 年 3月

17 日受認可為日本溫泉界唯一的統合團體。其主要工作包含： 

1、溫泉相關調查研究及各項資料之收集。 

2、溫泉地區之保健、文化、觀光及其他相關設施之改善促進之指導。 

3、溫泉利用方式之指導、協調及諮詢。 

4、溫泉地質、挖掘、汲取、泉源保護、溫泉水權及地域振興等現地調查、指

導與協調。 

5、溫泉相關知識推廣及溫泉地區介紹。 

6、溫泉相關研討會議、展覽會，及國外溫泉保養地視察研修之辦理。 

7、溫泉相關出版物之刊行及販售。 

8、相關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之協調聯繫。 

（六）講授摘要： 

1、日本與溫泉相關之法系大致包括：溫泉法、旅館業法、公共浴場法（規範

入浴設施標準等）、水質污濁防止法（規範排放基準）、入湯相關稅法（屬

地方稅法，以保育、觀光及消防等為主要支用項目）、旅行業法、觀光立

國推進基準法（96.01）、景觀法（街區風景之保全）及文化財保護法（地

域文化之保存和利用）等。 

2、日本溫泉法於 1948 年制訂施行，2007 因應相關災害之防止工作，開始進

行修法程序。 

3、「國民保養溫泉地」自 1945 年開始指定（3 處），至 2008 年共有 91 處；

日本實施溫泉保養地之歷程係自 1954 年開始實施「國民溫泉保養地」、

1974 年開始導入溫泉保養館、1981 年建構國民保健溫泉地、1986 年成立



 - 6 - 

溫泉健康執行委員會、1987 年制定綜合保養地域整備法，1990 年實施溫

泉醫利用型醫療費用可以抵稅有醫療之行為；日本環境省對國民溫泉保養

地有明確的定義，一是擁有顯著的溫泉功效、豐富的出水量、適合利用的

溫度，其二是良好的環境衛生條件、周邊地區需有優美的景色、在溫泉氣

候學上適合作為休養地，三是擁有適切的醫療機構與休養設施，或是即將

設置、設立以醫學角度來指導正確的溫泉利用及健康管理的顧問或醫師，

四是災害防治的安全措施與交通相對便利或交通可改善之可能性。 

4、日本溫泉行政之體系，中央主要由環境省主管，都道府縣則由藥物課主管，

雖相關業務跨涉各單位，但橫向聯繫尚屬順暢；惟因地方各有其行政標

準，將來恐生問題。 

5、日本溫泉法目前所出現之問題包括對於泉源保護無積極之規定、對於溫泉

療養之規定未明確、業者對於溫泉權利未落實、溫泉挖掘及利用等管制於

中央管轄單位不一等。 

6、日本利用「文化財保護法」對於振興溫泉之例： 

(1) 與溫泉有關之自然現象：如間歇泉、北投石（玉川溫泉）等。 

(2) 建築物：如道後溫泉、銀山溫泉等。 

(3) 傳統祭典儀式：如野澤溫泉、有馬溫泉（入初式）等。 

（七） 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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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溫泉溫泉溫泉溫泉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地建設與社區總營造－－－－以以以以阿寒湖溫泉為例阿寒湖溫泉為例阿寒湖溫泉為例阿寒湖溫泉為例    

 

（一）時間：7 月 2 日 10:00 

（二）地點：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三）講師：財團法人日本交通公社 / 研究調查部長 梅川智也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該公社係自 1912 年日本旅行社而衍生，自 1963 

年，由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國營公司（現任：JTB 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出旅行部門，對於觀光文化振興進行相關調查、研究及研習之工作。   

（六）講授摘要： 

1、阿寒湖溫泉之概要： 

(1) 距離釧路空港約 1小時之車程。 

(2) 位於阿寒國立公園內。 

(3) 阿寒湖周邊土地係由前田一步園財團所有及管理，包含森林及動植物

的保護、自然環境的保全及溫泉泉源的管理等。 

(4) 容宿能力：收容力約 7000 人，半數以上由其中 9間大型旅館所容納。 

(5) 宿泊人數：1998 年為 102 萬人，至 2006 年減為 82 萬人。 

2、因應遊客數減少之危機感，自 2000 年開始由町及溫泉區全體，合意成立

「阿寒湖溫泉活性化戰略會議」，進行阿寒湖溫泉之活性化工作，其預期

目標包括： 

(1) 發展成為釧路市之觀光核心地點，透過公私部門之協力，共同協商發

展之方向。 

(2) 除觀光產業外，亦併同思考市區整備和就業問題，同時成為適合居住

之地點。 

(3) 區分短、中、長期發展策略，並分頭進行。 

3、2001 年 6 月成立「阿寒湖溫泉發展協議會」，整合原有相關之協會團體，

統籌區域之振興工作。 

4、2010 年發展目標之設定： 

 觀光面 生活面 

現狀 道東地區代表的觀光地 自然環境優美但醫療及居住品

質較差 

課題 對於新時代新旅遊型態之因應 居住環境品質之改革 

策略 1.從團體客群轉換為個人 1.重現阿寒湖及其四周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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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人之消費轉換為時間之消

費 

3.從謹為住宿之目的轉換為地

區逗留 

2.湖畔、商店街及居住環境之景

觀整理 

3.居民及業者之合力 

2010

目標 

愉快的湖畔，悠閒的溫泉 阿寒湖 

~3 天 2 夜湖畔之旅 

5、整體營造案例 

(1) 商店街景改造 

   

(2) 觀光資訊中心及產品之開發 

    
攜帶型煙灰缸之製作                旅遊服務中心之興建（預計 2009 年 4月完成） 

 

(3)阿寒湖畔公園化 

 � 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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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造後 

(4)對住宿客免費提供旅遊指南及標誌，並可獲得商店優惠 

 

(5)實施商店街通行動線規劃 

 

（七）研修照片紀實： 

        

まりもの里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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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溫泉資源之妥善利用及管理    

 

（一）時間：7 月 2 日 14:00 

（二）地點：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三）講師：財團法人中央溫泉研究所 / 所長 甘露寺泰雄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摘要： 

1、日本溫泉資源概述： 

(1) 日本溫泉法針對「溫泉定義」，參考德國溫泉法項目訂定，指從地裡所

湧出的溫水、礦水以及水蒸氣或其他的氣體（碳化氫為主成分的天然

瓦斯除外），符合附表一之溫度或成分之一者，其中溫度部分採以日本

中部地區夏天平均溫度為標準。 

日本溫泉標準日本溫泉標準日本溫泉標準日本溫泉標準    

溫溫溫溫度度度度((((從泉源採取時的溫度從泉源採取時的溫度從泉源採取時的溫度從泉源採取時的溫度))))    攝氏 25 度以上 

物質(下面所列物質中之任一項) 

溶解物質溶解物質溶解物質溶解物質    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1 總溶解物 總量 1000 毫克以上 

2 游離碳酸(CO2) 250 毫克以上 

3 鋰離子(Li) 1 毫克以上 

4 鍶離子(Sr) 10 毫克以上 

5 鋇離子(Ba) 5 毫克以上 

6 鐵或費里康銅(Fe，Cu) 10 毫克以上 

7 第 1錳離子(Mn) 10 毫克以上 

8 氫離子(H) 1 毫克以上 

9 溴離子(Br) 5 毫克以上 

10 碘離子(I) 1 毫克以上 

11 氟離子(F) 2 毫克以上 

12 氫砷酸離子(HasO4) 1.3 毫克以上 

13 苯環亞砷酸(HasO2) 1 毫克以上 

14 總硫磺(S)﹝HS＋S2O3＋H2S﹞ 1 毫克以上 

15 苯環硼酸(HBO2) 5 毫克以上 

16 苯環硅酸鹽(H2SiO3) 50 毫克以上 

17 重碳酸鈉(NaHCO3) 340 毫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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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氡(Rn) 百億分之 20 居里單位以上 

19 鐳(Ra) 一億分之 1 毫克以上 

 

(2) 對於溫泉之理療相關規範，與台灣有相同的問題，受限於醫師法及藥

師法規定，日本針對療養泉之定義或療效，並未訴諸於法規或納入健

康保險制度。但日本民間協會自訂之療養泉定義（附表二），早已受到

日本民間普遍認同。 

(3) 受泡湯休閒觀光風氣盛行影響，日本溫泉開發型式亦有明顯的改變，

自 1970 年至 2005 年統計資料顯示（附圖一），以機械動力取水井比率

大幅提升，顯現溫泉水位應有下降之虞。 

 

 

2、溫泉集中管理系統：對於溫泉資源的保護對策包含：開發間距、開鑿深度、

口徑及動力等限制以及溫泉保護地域之設定，自部分知名溫泉地區發生溫

泉枯竭，目前推行集中管理系統機制，已有 130 處，多由縣、市、町、村

等一個公部門結合民間協會組成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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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溫泉法修法檢討：鑒於 1998 年 10 月焊接火花引燃挖掘時噴出天然瓦

斯、1998 年 12 月挖掘狀況時視察人員點燃打火機引燃天然瓦斯，引發爆

炸、2003 年 04 月天然瓦斯噴出時，鄰近的事務所因香菸而引起火災，產

生爆炸、2005 年 02 月溫泉井套管清洗作業中，天然瓦斯噴出，因石油暖

氣機的火焰引發火災、2005 年 12 月鑽孔機啟動開關啟動瞬間，引燃噴出

的天然瓦斯，發生爆炸等案例，日本政府著手開始進行法規檢討修正，於

2007 年 11 月 30 日發布溫泉法部份修正草案，2008 年 05 月 21 日溫泉法

部份修正法案正式實施日期等政令公佈，2008 年 05 月 28 日溫泉法施行

細則部份修正並公告各部會，並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要求溫泉井開發

者，應制定可燃性天然瓦斯的相關對策。 

4、溫泉法施行細則修正要點： 

(1) 有可燃性天然瓦斯噴出危險性之場所 

・挖掘坑口必須距離施工工地界線 8M 以上。 

・挖掘坑口 8M 以內嚴禁設置用火設備並嚴禁用火，且須設置嚴禁用

火標示。 

・挖掘坑口 8M 範圍內，或設置柵欄範圍內嚴禁非相關人員進入。 

・必須設置防止噴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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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設置可燃性瓦斯警報設備。 

・以目視檢測等方法實施檢測有無噴出徵兆，紀錄結果並保存。 

(2) 必須設置攜帶型可燃性瓦斯檢測器以及滅火器 

(3) 每一工作日必須檢測甲烷濃度一次以上，紀錄結果並保存 

(4) 製作災害防止規範，明定事故發生時所採取之必要措施 

(5) 許可申請書，完工申報書等申報書之記載項目以及附錄文件的追加 

5、其他訪談重點紀要 

(1) 日本溫泉法2008年修法檢討針對可燃性天然瓦斯噴出危險性之場所已

有明確規範，但對於另一種有害氣體硫化氫則尚無規範。 

(2) 日本溫泉法僅針對可燃性天然瓦斯之防範訂定基本原則，至於具體分

析或審查程序，則由都道府縣因地制宜規範。 

(3) 溫泉法規之檢討修正應認清事實、順應時代潮流變遷。 

 

（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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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現地視察現地視察現地視察現地視察 Spa La QuaSpa La QuaSpa La QuaSpa La Qua（（（（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都市型溫泉設施））））    

 

（一）時間：7 月 3 日 11:00 

（二）地點：DRICO 株式會社 

（三）講師：DRICO 株式會社 / 管理課課長 田丸幸男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LA QUA 係位於東京都內之都市型溫泉泡湯場所，

其溫泉來源為大深度溫泉井。 

（六）講授摘要： 

1、溫泉深井開發係由各都道府縣政府審查管理，自從去年東京發生室內溫泉

井氣爆事件後，目前溫泉井開發的過程需依今年環境省發布之溫泉開發之

可燃性氣體事故防止指導方針辦理；完成開發後亦有維護管理階段之可燃

性氣體事故防止指導方針規定。 

2、有關可能含有可燃性氣體之溫泉井開發指導方針，包含以井口為中心八公

尺範圍內不得使用含火器設備、嚴禁用火、噴出防止等。 

3、至於使用階段之指導方針，可分為戶外與室內兩種，兩者皆需嚴禁用火並

安置氣水分離器及排氣閥，室內場所尚需裝置換器設備、警報器及防爆設

備，並應注意可燃性氣體之防漏，以確保安全。 

（七）研修照片紀實： 

            

        � La Qua SPA 外觀 (內部參觀相關設施未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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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日本溫泉醫學日本溫泉醫學日本溫泉醫學日本溫泉醫學之之之之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一）時間：7 月 3 日 13:00 

（二）地點：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三）講師：財團法人日本健康開發財團 研究調查部 / 矢崎俊樹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原日本人泡湯多習慣於 1~2 月，因此 JTB 公司研

究利用溫泉具療養之特點，以延長國人於溫泉鄉消費的時間，並成立「財

團法人日本健康開發財團」，以 SPA 水療設施之開發、普及、利用及相關

健康研討會之辦理，為主要之工作項目。 

（六）講授摘要： 

1、日本溫泉醫療之歷史 

(1) 自古以來，人民即發現受傷的動物會自然的到溫泉泡湯，在日本文字

出現之前，日本即開始有泡湯的歷史。日本湯治原為農閒期到溫泉區

停留 5~10 日之現象，現今日本鄉下仍有湯治的文化，但泡湯人口已呈

高齡化，天數亦少。日本湯治已非治療之目的，而是人用以舒緩長期

之疲勞。自明治維新後，近代西洋醫學被引入，如湯治等傳統醫學即

式弱。 

(2) 直到一德國博士被聘請到東京大學講授西洋醫學時，其對日本傳統之

溫泉療養非常感興趣，開始將日本如草津溫泉等介紹到西方。 

2、第 2 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溫泉發展 

(1) 於第 2 次世界大戰時，在許多溫泉地都設有醫院，以治療受傷之陸、

海軍，惟戰後就沒落。而戰後因景氣之復甦，如熱海等傳統溫泉區，

則發展成「遊樂地」之形式，反而失去溫泉療養或紓緩的功能；當時

「溫泉旅行」即意味著「宴會、與藝妓同玩」。另，公司之慰問旅行帶

來大量的團體客，也造成溫泉區服務型態之轉變，民間開始興建大規

模的旅館；如日光鬼怒川，其溫泉量並不多，但因娛樂之需求，該地

興建大量之飯店。惟自泡沫經濟後，大型旅館經營困難，紛紛轉手經

營或被銀行接管。 

(2) 第 2 次世界大戰前，德國醫學體系於日本許多大學於溫泉區分設有研

究所，但日本戰敗被美國統治後，美國醫學體系引入，原東京大學及

德國系醫院對於溫泉之研究暫停；另因現代醫學無法證明溫泉之療

效，因此美國醫學體系亦屏棄相關溫泉之研究，而德國現在亦未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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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療養進行進一步之研究工作。 

3、現代德國的溫泉制度 

目前德國溫泉療養之行為已納入健保之制度，於東西德合併前，3 個禮拜

可以泡一次湯，並有溫泉保健醫師，針對個人體質、健康狀況等，指導其

泡湯及運動方式等。 

4、現代日本溫泉醫療的利用 

因日本政府未視泡湯為醫療行為且未納入保險制度，因此醫院方面並未積

極意願配合，目前有 100 家左右，惟大部份未利用溫泉進行醫療，頂多當

作熱水，或加壓按摩用。溫泉設施已從「歡樂」轉換為「身心放鬆」。 

5、以溫泉設施作為醫學利用之課題： 

(1) 如何因應及接待重患病人。 

(2) 健康客人會降低前往之意願。 

(3) 食宿價錢高，但其所包含豐盛之餐點是否適合病人食用？接受度仍待

觀察。 

(4) 溫泉飯店難以對外佐證其溫泉之療效。 

(5) 集客方式有困難。 

6、厚生勞動省對於溫泉之相關制度 

(1) 以「公眾浴場法」（針對未住宿之泡湯行為）、「旅館業法」作為浴槽衛

生管理之準則：原係避免因大腸桿菌發生使入浴者感染而規定，而由

地方政府（都、道、府、縣）依其地方特性再另行訂定條例規範之；

基本上規定每日換水，但大規模者要求完全換水會有操作上之困難，

因此視各地方而定。自 95 年阿米巴原蟲事件開始，預計相關規定將會

更加嚴峻。 

(2) 由厚生勞動省大臣認定「健康增進設施」制度： 

項目 溫泉利用型 溫泉利用課程（program）型 

實施日期 平成元年 平成 15 年 

運動設施 

須包含以下 2 項運動設備： 

1. 健身房 

2. 運動室 

3. 泳池 

除本身外，其週遭必須有其他

相關可增進民眾健康之設施可

利用。 

溫泉設施 

1. 可供沖身適應溫度之小浴

槽 

2. 全身及半身浴池 

3. 寢湯 

1. 刺激性強之浴槽：42℃以上

強泉質之溫泉 

2. 刺激性弱之浴槽：39℃弱泉

質之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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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溫泉利用型 溫泉利用課程（program）型 

4. 壓力浴及氣泡浴 

5. 蒸氣浴、土耳其浴及桑拿 

(以上皆具備) 

指導員需求 

1. 健康運動指導士 

2. 溫泉利用指導員 

備註：以上係經國家考試所取

得之體育系、保健師、營養管

理師等，經一定時間之培訓而

取得資格；健康運動指導士需

經 12 天培訓，目前有 1 萬多

名，溫泉利用指導員需經 4 天

培訓，目前有 300 多名。 

溫泉入浴指導員 

備註：經 2日之培訓講習課程

即可獲得資格。 

申請難易度 難 易 

 

（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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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1 日本溫泉利用型健康增進設施－全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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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2 日本溫泉利用型健康增進設施範例－山形縣村山市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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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概要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概要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概要神奈川縣土地及建物開發規範概要    

 

（一）時間：7 月 4 日 10:00 

（二）地點：神奈川縣小田原土木事務所 

（三）講師：神奈川縣小田原土木事務所 / 建築指導課課長 依田貴仁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該事務所為神奈川縣之下屬單位，負責小田原市、

箱根町、真鶴町、湯何原町等 4 區之都市計劃制定及開發審查等工作；

其下包括管理、計畫建築、道路都市及河川砂防等 4部。 

（六）講授摘要： 

神奈川縣對於土地使用之規則及誘導如下： 

1、急傾斜地崩壞災害防止法：1969.8.1 施行，該法指定「急傾斜地崩壞危

險區域」之條件為崖高 5 公尺、坡度 30 度及保全對象 5 戶以上（政府機

關、學校、醫院及旅館等不在保全對象 5戶之限），所劃定區域內之挖填、

建築及溫泉井挖掘等之工程行為，接受一定程度之管制；該法由政府及民

意訂之，目前區內只有 1 處受管制。 

2、土砂災害防止法：2001.4.1 施行，危險區域之指定分為以下 2種： 

(1) 警戒區域：管制程度尚未嚴格，惟當警報發布時，民眾須配合避難。 

(2) 特別警戒區域：公共設施（含溫泉）開發時有一定程度之管制。 

（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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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    「日本土砂災害防止法」宣傳摺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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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2 「日本土砂災害防止法」宣傳摺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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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神奈川縣溫泉資源現況概說    

 

（一）時間：7 月 4 日 13:00 

（二）地點：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 

（三）講師：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 / 主任研究員  菊川城司 

（四）陪同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

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位於神奈川縣箱根國家

公園山腳，隸屬於神奈川縣安全防災局，設立於一九六一年，主要目的

為地震監測與預防、保護地下水及溫泉資源，目前也進行溫泉泉質及甲

烷氣體之檢測工作及研究計畫。 

（六）講授摘要： 

1、目前日本既有溫泉地區，近二十年陸續有超過一千米以上深度之大深度溫

泉井出現，至去年三月調查已有約七十處，大多位於非火山地區，甚至都

會地區，因為深度大所獲得之溫泉及礦物質，可符合溫泉定義，但其生成

因素及是否會有深層地下水源枯竭或造成地盤下陷等問題，目前神奈川縣

溫泉地學研究所正辦理此類之非火山溫泉研究。 

2、現階段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尚未進行溫泉資源之定點自動，自一九六

七年起大約數年會進行數處之詳細項目泉質檢測，以建立溫泉長期資料，

以 1970 年神奈川縣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地震，造成該地區溫泉溫泉略微上

升為例，這幾年的資料顯示該次影響已漸趨緩。為了掌握地下水資源，該

地區三處地下水靜水位之量測。 

3、箱根地區溫泉泉源約每分鐘 22000 公升，其中湯本地區約佔每分鐘 5500

公升，依 1970 年至 2008 年分析資料顯示，湯本地區溫泉泉質可分為四類，

這樣豐富的泉源自昭和初期起，即由箱根溫泉供給株式會社扮演溫泉取供

事業之角色。 

4、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具另一各特殊的功能，是溫泉代檢機構，日本法

規並未似台灣法規以溫泉水權要求水權人需一至二年進行一次檢測，但每

約十年需進行一次約三十項之溫泉檢測，並將其揭露於公開場合，今年起

並應將甲烷氣體之檢測納入，而地學研究所此規模之檢測報告收費約八至

九萬（新台幣），較一般檢測業界的來得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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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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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日本溫泉分析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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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日本溫泉分析書別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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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3 日本溫泉注意事項揭示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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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有馬溫泉資源現況概說    

 

（一）時間：7 月 7 日 10:00 

（二）地點：京都自然史研究所 

（三）講師：京都自然史研究所 / 理事長 西村進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  

1、地下水調查：包含地下水位之連續觀測、水質分析及污染物質調查防止等。 

2、環境調查：包含學術資料之收集，地質、各種物理、河川生物及水文等調

查，岩石、化石、植物及火山灰等鑑定與分析。 

3、古堆積環境之判定。 

4、地下水、溫泉探查、斷層調查。 

5、鑿井及溫泉井戶之管理監督。 

6、相關學術書籍之出版、企劃及販售。 

（六）講授摘要： 

1、近畿地區非火山區，自古以來城崎、有馬及白濱等 3 大溫泉區，約略有

88 處泉源，泉質屬塩化泉，往地下挖鑿 15M 之泉溫有 40℃。 

2、日本溫泉法制訂之緣始：日本傳統泡湯方式，不在旅館內部而是集中至外

湯使用。在有馬地區於戰前有一大型旅館設立，自己鑿井而取用大量之溫

泉，導致溫泉區泉源減少，因此該區域之其他業者聯合起來對該大型旅館

提起訴訟，但因大戰開始而暫停。日本於 1945 年戰敗後，關東地區亦發

生一起類似之爭端，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溫泉法之制定。日本溫泉法制定之

目的主要係管制以人工方式挖掘溫泉之行為；該法施行至今修正不多，已

與現況發展有所差異，且該法中亦無有效之裁罰機制。 

3、有馬溫泉：泉質主要分金泉（紅褐色）及銀泉（無色透明，鹽份高）2 種，

目前溫泉區所遭遇的問題，東京、名古屋及大阪等地之大財團紛紛於有馬

收購土地，興建大型飯店，惟其開發審查僅注重相關建築技術規則，並未

考量當地溫泉資源之含量。當地人即要求，對有馬未來資源造成威脅之建

設，必須立即停止開發；因其資源面上之判斷須從地球物理專業面上，因

此有馬地區成立一協議會，由專家、神戶市政府及建商所組成，相關更改

及調查之費用則由建商負擔。 

4、白濱溫泉：位於和歌山縣內臨太平洋，該地區溫泉多為私人企業開發後，

再轉賣給其他溫泉旅館，而該地區目前有漁港計畫整修，但因有影響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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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因此取供事業反對。日本傳統的溫泉地目前都面對更新的問題，也

因更新，而導致是否影響泉源之議題；且現代鑿井技術提升，日本越來越

多大深度的鑿井行為，因為日本溫泉法所訂溫泉成份低，所以只要挖掘深

度夠，大多可以成為溫泉。 

   註：白濱溫泉（Shirahama Onsen）位於日本和歌山縣紀伊半島南端（南

紀）的白良濱海濱，是日本著名三大古泉（有馬溫泉、道後溫泉、白

濱溫泉）之一。白濱溫泉三面環海，碧海白沙灘，自然環境優美，是

日本著名渡假地。白濱溫泉附近旅遊景點眾多，既有有千疊敷、三段

壁、白良濱等自然景點，又有冒險樂園、白濱海中展望塔等其他一些

大型渡假設施，還可在海上觀賞鯨魚游弋的壯觀場面，即可享受海濱

渡假的樂趣又可浸泡溫泉的理想渡假地。 

5、近畿地區主要溫泉區概要： 

項目 城崎溫泉 有馬溫泉 白濱溫泉 

目前的源泉數 

3 源泉，由豊岡市湯

島財產區所有，採

集中管理方式 

約 60 源泉，其中神

戶市所有 8 源泉佔

大部分泉量 

約 35 源泉，白濱町擁

有 2 源泉，大部分之泉

量由民間溫泉會社所

有 

計量方式 以量計 以管徑大小計 以浴池面積計 

目前遭遇課題  大規模開發的影響 港灣改建的影響 

審議機制 

湯島區溫泉審議會

（9 名組成，全部為

當地民間人士） 

有馬溫泉泉源保護

協議會（10 以內組

成，其中 2 名專家，

8 名為包含神戶市

及有馬町之官員） 

泉源保護協議會（3

名，全為專家學者） 

（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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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1 有馬地區溫泉開鑿申請流程 

                        
附表 8-2 溫泉資源調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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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有馬有馬有馬有馬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溫泉產業振興經驗溫泉產業振興經驗    

 

（一）時間：7 月 8 日 13:00 

（二）地點：銀水莊別館－召樂 

（三）講師：有馬溫泉觀光協會 / 當谷正幸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如後摘要） 

（六）講授摘要： 

1、有馬溫泉（Arima Onsen）位於神戶市北部，歷史悠久，素有「神戶之腹

地」之稱，是日本三大名泉（下呂、草津）之一。有馬溫泉中含有約為海

水 2 倍濃度的鐵鹽，泉色似鐵秀紅的「金泉」和無色透明炭酸泉「銀泉」

尤為著名，對風濕病和神經痛具有一定療效。 

2、有馬溫泉地區發展現況： 

(1) 面積：8.3km
2
。 

(2) 人口數：1479 人（男 637 人、女 842 人）。 

(3) 事業所數及從業員數：事業所數 302、從業員數 4502 人。 

(4) 宿泊設施：旅館 28 間、會員制保養所 23 間。 

(5) 觀光客數：神戶地震前（平成 7年）年遊客數皆在 180~190 萬人之譜，

當年之後因受地震影響，年遊客數銳減為 102 萬人，平成 10 年間受經

濟衰退亦影響到訪遊客數。 

3、有馬溫泉產業推展主要由「有馬町活性化委員會組織」進行，其分工及任

務如下：寺町界隈整備部會（針對 7 古寺廟之遊步道整建）、交通基礎建

設檢討部會（對外籍區內交通之整建）、市容整頓部會（如恢復木構造及

市容整頓）、觀光資源活用部會（包括自然環境整理），目前主要之振興

策略如下： 

(1)有關地區景觀之控制，以「有馬地區景觀形成市民協定書」規範之，其

屬勸導方式之規定，無補助金。 

(2) 對於交通阻塞之對策，短期已先設捷徑讓車子通過，不進入有馬，長

期對策設置一大型 PASS。 

(3) 增加有馬與其他旅遊地區之連結，如附近之六甲摩耶地區，配合推動 3

天 2夜遊程，含六甲纜車、醫生診療、歷史解說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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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1 有馬溫泉導覽圖 

 

附表 9-1 「有馬町活性化委員會組織」圖 

 

 

 

 

 

 

 

 

 

 

 

附表 9-2 有馬溫泉年遊客數 

年(平成) 6 7 8 9 10 11 12 

萬人 172 102 145 141 136 133 128 

年(平成) 13 14 15 16 17 18 19 

萬人 129 131 170 163 159 159 160 

 

總   會 

幹事會 

寺町界隈 

整備部會 

交通基礎建設 

檢討部會 

市容整頓 

部    會 

觀光資源 

活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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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3 有馬節慶安排 

月 日 節慶活動 

1 2 日 入初式(溫泉寺有馬小學)、新年第 1次入湯儀式 

 9 日 西宮神社獻湯式 

2 18 日 「創作料理•物產」匯展(評審) 

4 8 日 櫻花節 品茶會夜櫻 

 15 日 品茶會夜櫻 

6 17~18 日 梭羅樹－弦琴鑑賞會 

7  葫蘆節 

 29 日 有馬涼風節觀賞 

8 19 日 有馬涼風河觀賞 

 5~6 日 有馬夏日節 

10  溫泉神社秋日節 

  有馬溫泉問題搶答賽 

11 2~3 日 有馬品茶會 

 13 日 六甲有馬楓葉觀賞游 

  運湯儀式 

  有馬溫泉問題搶答賽 

 

（七）研修照片紀實： 

    

            
        � 有馬地區相關溫泉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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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訪兆樂溫泉旅館－每一溫泉池皆依規定領取並標示天然溫泉使用證 �    

    

                    

        � 有馬地區新興旅館建案                      � 金之湯－公共浴池    

    

                

        � 太閣飲泉場                                � 「有馬地區景觀形成市民協定書」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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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閣足湯 

                        

  � 有馬溫泉之「金泉」富含鐵質，輸水管線皆附著鐵銹，需定期抽換� 

                            

        � 有馬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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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御所泉源    

    

    

                        

        � 妬泉源    

    

    

                

        � 天神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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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泉源處遊客可利用手機條碼掃描功能，獲得相關資訊。 

               
    

            

    

                    

        � 神戶六甲山之水所釀啤酒             � 有馬特產碳酸水    

操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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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2 有馬溫泉中文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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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神戶市役所溫泉管理作為神戶市役所溫泉管理作為神戶市役所溫泉管理作為神戶市役所溫泉管理作為    

 

（一）時間：7 月 9 日 10:00 

（二）地點：神戶市役所 

（三）講師：神戶市國際文化觀光局文化觀光部觀光交流課係長 /天王寺谷慶

吾 

（四）陪同人員：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高橋靖之、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摘要： 

1、神戶市有泉源 

名稱 泉質 挖掘年 
深度 

m 

溫度 

℃ 

湧出量 

l/min 
性質 

天神泉 
含鐵塩化物強塩

高溫泉（金泉） 
S25 206 98.2 28 弱酸性 

御所泉  S26/S41 170/182 83.5 20 中性 

妬泉  S30/S48 187/192.5 93.8 28 中性 

極樂泉  S28 240 94.3 30 中性 

銀泉 塩化物高溫泉 S22 67.4 42.3 20 弱酸性 

碳酸泉 
單純二酸化碳冷

泉 
幫浦抽水 35~40 18.6 20 弱酸性 

鐳泉 單純放射能溫泉 自然湧出  29.4 7 中性 

 

2、自湯本坡起進行區域循序之整建工作，使遊客在泡湯之餘，亦可享受遊街

之趣。街道整建工作於 3 年前完成，而去年遊客數即增加到 160 萬人。 

3、神戶市町所與地區觀光協會一起為增加遊客數而努力。 

4、包含天神泉、御所泉、妬泉及極樂泉等 4公有泉源，乃由神戶市町所與神

戶電鐵公司各出資一半成立公司管理之；神戶電鐵公司因有設置鐵路直達

有馬地區，且與神戶市町所之關係密切，因此出資經營有馬地區之取供事

業。另外成立公司之理由為，有馬町與神戶市進行行政區域整併後，有馬

溫泉地區即劃歸神戶市町所管理，但無相關溫泉技術人員。 

5、取供事業之收入以賣水及政府委託費為主，目前該公司人員多以神戶市町

所與神戶電鐵公司原有員工兼任，專聘者只有 1 人，成立至今收支尚可平

衡。政府委託費 1 年 2000 萬元，賣水收入約 1 年 1000 萬元，每年神戶市

町所尚可分配到營收，但總結而言，政府對於此地區之支出仍大於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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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託費是最近 2~3 年才增加的，因為管線結垢堵塞，使溫泉量減少，

所以每個禮拜都需要抽換新管。 

6、目前溫泉使用以「神戶市有馬溫泉設施條例」、「神戶市有馬溫泉設施條

例施行細則」規範，許可使用需每年更新乙次。 

7、目前有馬地區仍有大規模之開發行為在進行中，其並未考量當地含溫泉等

自然資源之容受力，雖依地方自治法規定，民眾有提出設施建設之權利，

但因為目前由神戶市町所與神戶電鐵公司所合營之取供事業所供應之泉

量已近飽和，所以新開發業者申請溫泉使用將無法提供。 

8、對於業者自行鑿井之態度：依法並未制止，惟需依兵庫縣規定，須取得鑿

井處半徑 500m 內其他泉源者之同意後始得鑿井。 

9、所有於有馬地區欲新設「溫泉設施」之業者，依據『神戶市有馬溫泉設施

使用許可要綱』規定，須滿足以下條件： 

(1) 依據『旅館業法』規定取得旅館業之設立許可。 

(2) 依據『溫泉法』規定取得溫泉利用之許可。 

(3) 營業處所需位於有馬町內。 

(4) 需加入「有馬溫泉旅館組合」。 

(5) 須取得既有溫泉使用者之同意。 

(6) 需按規定繳納相關稅款。 

 

（七）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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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草津溫泉產業振興經驗草津溫泉產業振興經驗草津溫泉產業振興經驗草津溫泉產業振興經驗    

 

（一）時間：7 月 10 日 14:00 

（二）地點：草津溫泉旅館協同組合 

（三）講師：中澤一裕 

（四）陪同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

會伊藤不二夫、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參訪)單位簡介（如後摘要） 

（六）講授摘要： 

1、中澤家族於草津地區發展之歷程：中澤家族於江戶地區即開始經營溫泉旅

館，於明治時期時，德國貝爾斯教授造訪草津後，認為此處之溫泉比歐洲

的溫泉區優良，十分讚賞，中澤家族亦購買 10 萬平方公尺之土地，並於

1968 年開始增建旅館，至今開發面積已擴展至 30 萬平方公尺。 

2、草津溫泉於江戶時代即為一大聚落，規模為日本最大，其泉質可治病，且

因強酸之故，殺菌力亦強，在當時醫學不發達之年代，聚集很多民眾前往

尋求治療，尤其包含性病患者，是江戶時期支援京都之醫療後盾，也是日

本第 1 個以溫泉醫療為目的而成之聚落。 

3、草津溫泉之殺菌力強，尤其是針對大腸桿菌，在當時即有「定時浴」之觀

念，號稱浸泡 45℃之溫泉，一天 4次，1 次 3 分鐘的話，則百病即消。 

4、惟近代西洋醫學發達後，到訪草津以醫療為目的之遊客日漸減少，因此轉

以冬季滑雪活動為號召來吸引遊客。 

5、目前草津會以四季之季節特色來吸引遊客，如春季賞花、夏季避暑、秋季

賞楓、冬季滑雪。 

6、草津溫泉之泉源皆屬自湧，總量約估為每分鐘 33,000 公升，大部份之泉

源為公所所有，自 400 公尺高之萬代地區湧出（每分鐘 7000 公升，96℃），

利用地勢之高低差自然彙流至市中心（及目前之湯佃）後，經過熱交換處

理機制，使溫泉降溫至 55℃左右後供給各業者使用。 

7、因草津溫泉酸度太高，因此目前輸水管線接改成鈦，較穩定且不易腐蝕。 

8、目前草津地區主要之協會及其功能如下： 

(1) 草津溫泉觀光協會：接受政府部門補助款而運作，主要由行政層面，

協助宣傳之工作。 

(2) 草津溫泉旅館協同組合：收入以會員會費、向遊客轉介旅館之介紹費

及入湯費為主，其任務包括會員旅館備品之統一採購、協助推薦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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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機構、針對不同類型之會員營業型態進行分類宣傳、向國外宣傳、

即向政府提出建言等。 

（七）研修照片紀實： 

                

        � 展覽文件：草津溫泉於日本歷史上排名皆最優 �    

                

        � 草津溫泉之後端生成物：湯花                � 草津溫泉強酸之影響-混凝土構造物腐蝕    

                

                    

        � 草津溫泉輸水設施展示                      � 草津溫泉旅館協同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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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津中心意象-湯佃，為發展之核心，週遭公共設施包含公共澡堂、泡腳池等 �    

    

    

                

        � 統一意象之建築景觀                        � 連 7-11 都融入當地之色彩規則    

    

    

                

        � 公共泡腳池                                � 具特色之觀光巡迴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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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邊之景點-西之河原，其溫泉露頭保護完善，無過多之公共設施 � 

    

                            

        � 依四季特色宣傳草津溫泉    

    

                

        � 包含公共澡堂等溫泉設施皆有認證標示        � 草津溫泉宣傳新主張-『泉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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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制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制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制草津溫泉景觀暨資源管理機制    

 

（一）時間：7 月 11 日 10:00 

（二）地點：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會 

（三）講師：草津町役場 溫泉課課長 / 吉田秀男 

（四）陪同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

會伊藤不二夫、翻譯林正子 

（五）講授摘要： 

1、草津溫泉之特色係皆自湧而非鑿取，泉性屬強酸（PH1.6~2.1），湧出量

每分鐘 32,000 公升，為日本溫泉湧出量最大之地區。 

2、當地充分利用溫泉熱交換之機制，將源頭處（萬代地區）約 94.5℃之溫

泉水，透過熱交換機，把自來水溫度提高至 60℃，而溫泉則降至 54℃可

直接使用之溫度。整套熱交換機制採重力自然流方式，以電腦系統控制流

量，分配給旅館、公共浴場及民舍等，另外亦供暖氣、道路融雪及游泳池

溫泉之用，初估每年可節省約 32,000 桶之石油。供水管線材質為 FRP，

熱交換器主要為 172 片鍍鈦片，共 4 套機器以輪休清理。 

3、有關景觀控制部份，草津地區私有地少，多為公有地或國家公園土地；於

平成 5 年前，草津地區之大型開發案較多，而景觀規範方面只有要綱而

已，約束力較弱，因此參考熊本縣之經驗後，訂定草津地區景觀條例，規

定於湯佃中心區域，須保持原本傳統建築格局及風貌，其周邊劃為古典傳

統區，以恢復傳統風貌為主，其外高原地區，則維持清爽乾淨之建築型態，

另外亦劃設藝術、文化、運動及須與大自然融合之區塊。 

4、草津景觀指導基準純屬協議性，而非具強制性之法律規定，於進行開發構

思規劃階段時（即進行法定建築許可作業前），業者須提出相關開發之藍

圖向草津町進行協調工作。其細部基準摘要如下： 

(1) 材料：需採用抗酸性強、不易腐蝕且與自然色調融合之元素。 

(2) 屋頂形式：以斜屋頂為主。 

(3) 停車位數量：住宅部分需闢建二分之ㄧ以上，旅館則為三分之ㄧ客房

數以上之停車空間。 

(4) 色彩及外觀形式：禁止使用具反射及螢光之色調，外觀形式則須由景

觀審議會審查核可。另，取得草津町之景觀審查後，即可免去送群馬

縣審之程序。 

(5) 為因應冬季之枯水期，需增設可儲水 2日之儲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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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築地基以不損及地盤及泉源為原則。 

5、維護管理機制：草津町役場溫泉課共 12 名職員，供水及熱交換設備之施

工及維修工作委外進行，公共浴場委由各街廓自治會管理，每年給予 42

萬日幣之管理費，而街區打掃工作由各自治會負責。 

（六）研修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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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簡介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簡介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簡介草津地區溫泉中和事業簡介    

 

（一）時間：7 月 11 日 13:30 

（二）地點：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整局 /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 

（三）陪同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財團法人國際建設技術協

會伊藤不二夫、翻譯林正子 

（四）講授摘要： 

1、為處理草津溫泉之強酸（PH1.6~2.1）造成下游河川生物死亡及混凝土構

造物腐蝕等現象，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整局於吾妻川流域進行水質中和工

作，流程如下： 

(1) 於群馬與琦玉縣交界地區開採石灰礦。 

(2) 於谷澤川及湯川設置香草及草津等 2 中和工場，抽取河水與石灰粉混合

後，再分別投入谷澤川、湯川及大澤川等 3 河川。 

(3) 因酸鹼中和後會有中性沉澱物之產生，因此於上開 3 河川彙流處建造品

川水庫，以暫淤沉澱物，避免繼續影響下游河川。 

(4) 中和之目標值，以進入品川水庫前之水質酸鹼度達 5.5PH。 

(5) 品川水庫需定期針對中性沉澱物進行浚堞工作，其撈取之沉澱物再經過

脫水工場處理。 

2、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每年編列預算 6~8 億日圓（含設備及人事等），其中

石灰開採及中和約花費 2 億日圓，浚堞工作則花費 1 億日圓。 

（五）研修照片紀實： 

    

  �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外觀                    �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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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灰水投料監控畫面                        � 中和工場內部混合設備 

    

    

  � 石灰水注入河川                            � 酸鹼中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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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1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中和事業簡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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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2 品木水庫水質管理所中和事業簡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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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溫泉區土地建物合理使用 

（一）日本溫泉區之狀況，此次參訪中詢問相關溫泉機關，對於溫泉區開發之

審議，均無任何放寬之規定，以箱根町為例（詳參附件 3-箱根町開發審

查表），均須經過嚴謹之審查過程，而日本業者之守法及公部門之嚴格執

法，在維護溫泉區的同時，也使溫泉產業得以永續經營。 

（二）反觀近期辛樂克颱風重創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塔羅灣溪與支流馬海

僕溪溪水爆漲及大面積坡地崩塌，造成 7 層樓高的綺麗飯店倒撲於塔羅

灣溪，緊臨的公主小妹民宿亦傾斜於湍急的溪水中，塔羅灣溪沿岸的民

宿飯店亦無一倖免，當地觀光產業損失慘重；台灣溫泉區普遍存在之土

地、建築物未合法使用之問題再次浮出檯面。 

（三）台灣溫泉區多位於山區地質脆弱之處，業者違建、河川爭地或超限開發

等問題由來已久。據南投縣府統計，廬山溫泉區內 27 家溫泉業中，只有

4 家核發建照，廬山溫泉區旅館區用地有限，業者為蓋樓，各憑本事取得

土地使用權，有買斷原住民保留地，有以承租、合作或人頭戶方式取得

土地；縣府指出，倒塌的綺麗飯店根本沒有建照，業者為避免溪流侵蝕，

還自行興築堤防擋水，結果還是倒了。從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後陸

續進駐的飯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無照，這些飯店所占用的土地從

河川用地、保護區、道路用地、綠地、停車場，甚至連污水處理廠用地

也被佔用。縣府長期縱容違建、業者肆無忌憚超限開發，都是造成這次

災害之主因。 

（四）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建議地方政府應儘速檢討評估溫泉區合理之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強度，並對於違法超限之開發行為嚴格取締拆除；倘

有相關法令對於溫泉開發造成限制，依現行「溫泉法」規定，建議地方

政府應儘速落實溫泉區之劃設工作，以確定合理安全之發展區塊，並透

過「溫泉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所賦予之機制，經由會商中央

各目的主管機關檢討若干法令之限制，並配合變更溫泉區相關土地之使

用分區或用地別，以符合地用管制。 

 

二、溫泉設施安全管理問題 

（一）96 年 6 月份於日本東京澀谷鬧區一家女性專用溫泉會館「SHIESPA」發生

爆炸事件，共造成三名女性死亡，六人受傷，爆炸之起因係供應溫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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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溫泉會館內部管線滲漏。 

（二）日本為因應溫泉取用可能伴隨之天然氣所帶來之危機此一事件，於今（97）

年溫泉法之修正中，增列對溫泉挖掘設施之位置、構造及設備訂定基準，

並對可燃性天然氣體災害防止。 

（三）台灣溫泉區密度大，且因深層鑿井，都市型溫泉設施或溫泉公寓也日益

增多，相關伴隨溫泉之可能性氣體之防治工作，建議早日進行。 

 

三、依台灣水文地質條件，溫泉井位於如含有煤氣層或背斜構造地區或鄰近油

氣生產區或火山地區等，均有產生可燃性氣體或有毒氣體之可能性，宜納

入溫泉開發階段之審查。（目前已納入水利署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溫

泉使用現況報告書編制參考手冊檢討修正中） 

四、日本溫泉取用費之徵收方式與台灣不同，日本採入湯稅方式與台灣採計量

徵收相較，雖較不科學、較不公平，但似較為單純執行容易，對於台灣目

前各地業者拒繳溫泉取用費及計量設備成本大等瓶頸，有待溫泉法實施相

當時日後，審慎綜觀之。 

五、台灣目前僅溫泉法之溫泉標準作為認定溫泉之依據，並未如日本除溫泉法

具一最低標準，另訂有療養泉之成份標準，可提供地方溫泉協會團體及業

者主張宣稱其溫泉療效，未來台灣在溫泉法修法檢討納入溫泉醫療養生方

面，應可有所借鏡。 

六、落實溫泉集中統一取供之機制，需很多條件，例如溫泉產出型式、產出量

的大小，在日本的箱根、草津地區，或者是台灣的北投地區，皆是溫泉露

頭處之溫泉水量大，並非一般鑿井取得之地區皆可採行之方式；另外，從

日本草津地區、有馬地區及箱根地區來看，其歷史背景也是重要因素，畢

竟統一取供事業的主體，無論由公部門或私部門組成，皆須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台灣各地方政府如何能形塑成立統一溫泉取供事業的契機，在溫泉

區管理計畫擬定之初，即應有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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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參訪相關附件參訪相關附件參訪相關附件參訪相關附件    

 

一、日本溫泉利用現況表（財團法人中央溫泉研究所所長 甘露寺泰雄 提供） 

二、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神奈川縣小田原土木事務所 提供） 

三、箱根町開發審查表（神奈川縣小田原土木事務所 提供） 

四、有馬地區溫泉分析表（神奈川縣溫泉地學研究所） 

五、神戶市入湯稅款（神戶市國際文化觀光局文化觀光部觀光交流課 提供） 

六、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神戶市國際文化觀光局文化觀光部觀光交流課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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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日本溫泉利用現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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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日本溫泉利用現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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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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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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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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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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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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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奈川縣溫泉保護對策要綱（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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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箱根町開發審查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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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箱根町開發審查表（2/3） 

 

    



 - 64 - 

附件 3-箱根町開發審查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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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有馬溫泉分析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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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有馬溫泉分析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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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有馬溫泉分析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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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神戶市入湯稅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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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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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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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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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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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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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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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神戶市溫泉設施條例（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