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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號/目: 

關 鍵 詞： 

內容摘要：日本「道之驛」係指設立於一般國道、公路等交通要道，提供往來旅

客休憩的驛站，作用與台灣設置在高速公路旁的服務區或休息區等公路設施相

仿，必須同時具備休憩、資訊傳遞、振興區域等功能，是一種綜合性功能的道路

設施，強調「地方特色」和「地產地銷」。 

台灣擁有許多獨具特色的地方產業，政府亦積極推展相關政策措施，在促進地方

產業發展時，可參考日本「道之驛」之發展模式。本研修透過實地走訪，進一步

了解日方之推動狀況、經營模式與營運之相關問題，期能作為未來輔導國內「道

之驛」成立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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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起 

簡而言之，「道之驛」是指設立於一般國道、公路等交通要道，提供往來旅

客休憩的驛站，作用與台灣設置在高速公路旁的服務區或休息區等公路設施相

仿。而日本的「道之驛」，必須同時具備休憩、資訊傳遞、振興區域等功能，是

一種綜合性功能的道路設施。其中，一項重要的服務項目，是提供當地農產品、

工藝品與地方特色產品一個展售地點，展示許多具地方特色或只有當地才可購得

的商品，亦即強調「地方特色」和「地產地銷」。訪客透過「道之驛」，可更進一

步認識生產者，理解「道之驛」所代表的地方特色。此外，道之驛也拉近了消費

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有助活絡地方發展。 

台灣擁有許多獨具特色的地方產業，政府目前亦積極推展「一村一品」等重

要政策措施，在促進產業及地方發展時，我國可參考日本「道之驛」之發展模式。

例如，雲林縣即效法日本，將西螺舊漁市場打造成雲林的第一個道之驛，藉此推

廣在地農特產，以便吸引觀光、帶動地方發展。本次研修透過實地走訪，進一步

了解日本「道之驛」之推動狀況和經營模式，及其營運之相關問題與發展趨勢等，

期能作為未來輔導國內「道之驛」成立之參考。 

 

二、研習目的 

本次出國研習係奉中小企業處參加經濟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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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天。主要研習目的如下： 

1. 參訪日本道之驛相關管理單位，瞭解日本道之驛發展沿革與現況。 

2. 實地走訪日本能登半島、琦玉縣等道之驛，並訪問市町村相關管理單位，

瞭解實際規劃及營運狀況。 

3. 參觀東京有樂町、銀座之地方特色產品店舖，觀摩產品推廣模式。 

4. 走訪「日本煉瓦史料館」、「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Moku Moku

手作 Farm」，瞭解日本休閒農業與觀光工廠相關推動現況。 

5. 考察日本東京之 ICT 創新服務案例，掌握 ICT 產業發展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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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成員 

本研修及參訪行程係由經濟部國際合作處、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日本

社團法人海外農業開發協會協助安排。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營輔導組地方服務

科陳科長俊良、知識資訊組江科長景祥、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趙技正仁堅、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休閒產業科簡技正秀芳共 4 員參加，全程由社團法人海外

農業開發協會渡邊哲、翻譯李秀娥隨行。 

 

四、研習計畫 

（一）參訪對象： 

為確實達到研修目的，形式上採取訪問及實地考察兩種方式併同實施，原計

畫預定參訪對象如下： 

1. 訪問日本道路保全技術中心，瞭解日本道之驛發展沿革與現況。 

2. 參訪能登半島道之驛及其負責營運之第三部門或市町村單位，瞭解道之

驛實際營運情形。 

3. 參訪日本東京具代表性之地方特色產品銷售據點。 

4. 參訪日本具特色之休閒農業園區或觀光工廠。 

（二）預期達成目標與效果： 

1. 提供台灣推動道之驛輔導及經營管理之方向與作法，作為主管機關

推動相關計劃之重要參考依據。 

2. 掌握地方特色產品於店舖的呈現方式，以及休閒農業園區和觀光工

廠之具體作法。 

3. 蒐集資料與建立人脈。 

 

 



 
 

5

五、研習及參訪行程 

 
日期 時間 參訪行程 地點 

11/11(三)  啟程赴日  

上午

10:00~11:30 

行前說明會 

社團法人海外農業開發協會 

下午 

13:30~15:30 

研習 

「道之驛之設立背景與沿革簡介」 

財團法人道路保全技術中心企劃部 

Hotel Asia Center 

of Japan 

1 樓 E 會議室 

下午 

16:00~17:00 

參訪 

「沖繩縣物產公社」 

11/12(四) 

下午 

17:00~18:00 

參訪 

「Muchikara machikara」(從村從鄉而來) 

東京銀座、有樂町

上午 

10:00~14:30 

研習與參訪 

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 

11/13(五) 
下午

14:40~15:40  

參訪 

日本煉瓦資料館 

深谷市教育委員會 生涯學習課文化材保護課 

埼玉縣 

11/14(六) - 資料整理 - 

11/15(日) - 至東京至金澤 - 

上午 

9:00~9:40 

研習與參訪 

道之驛「高松」 

上午 

10:00~11:00 

研習與參訪 

道之驛「中島浪漫」 

上午 

11:30~12:30 

研習與參訪 

道之驛「能登島」 

下午

13:00~14:30 

研習與參訪 

道之驛「食祭市場」 

能登半島 

11/16(一) 

下午 

15:05~21:00 
由七尾市至岡山 - 

上午 

10:00~14:00 

參觀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下午 

14:30~15:30 

研習與參訪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 

岡山市周邊 

11/17(二) 

下午 

16:06~17:07 
由岡山至京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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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參訪行程 地點 

上午

11:00~3:00 

參訪 

體驗型農業 Amusement park 

「Moku Moku 手作 Farm」 

三重縣 

11/18(三) 

下午

4:00~6:30 
由三重縣返回京都，移動至東京 - 

上午

10:00~12:00 

參觀 

「Panasonic Center」 
東京台場 

下午 

13:00~15:00 

參觀 

「東京 Ubiquitous 計畫」  
東京銀座 

11/19(四) 

下午 

16:00~18:00 
檢討會 

Hotel Asia Center 

of Japan 

1 樓 E 會議室 

11/20(五) - 返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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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修內容摘要 

一、研習－道之驛之設立背景與沿革簡介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2 日，下午 13：30 

(二) 地點：Hotel Asia Center of Japan，1 樓 E 會議室 

(三) 講師：財團法人道路保全技術中心企劃部，谷谷兼慶次長、佐藤弘史博士 

(四) 與會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謝偉馨 

(五) 講授單位簡介：財團法人道路保全技術中心以道路保全技術之相關調查研

究、發開、指導等為目的，於 1990 年 11 月成立，目前在全日本有 8 個分處。

主要工作包含： 

1、舉辦道路鋪設施工管理技術人員資格考試。 

2、道路保全技術、鋪裝施工技術人員之技術研修。 

3、支援「道之驛」連絡會。 

4、道路管理資料庫、道路防災研究之相關調查研究。 

5、出版道路防災手冊等。 

(六) 研習內容概要： 

1、日本道之驛的沿革 

(1)1988 年：於新潟縣成立「豐榮資訊中心」，提供除雪與積雪資訊、洗手間。 

(2)1990 年：日本中國地方建設局主辦「道之驛」研討會，討論一般道路的

Service Area 相關功能。 

(3)1991 年：日本建設省道路局，將「道之驛」作為施政方針檢討。在岐阜

縣、山口縣、栃木縣進行實驗，當時道之驛被定位為一種交通安全的設施。 

(4)1993 年：道之驛事業開始。2 月制定設置要領，4 月於全國開始，有 103

站申請登錄成功。 

2、道之驛為 1993 年日本國土交通省政策推動而建立的機制，除作為一般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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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的休憩場所外，對區域經濟、活化區域亦有長足貢獻。道之驛並非單

純的休憩場所與交通節點，同時也是該區域之服務平台。此外，亦致力銷

售代表地方特色的特產，有助區域經濟振興及提升區域形象，在促進觀光

人口成長與活化觀光產業的同時，亦可創造就業機會與提升當地居民的現

金收入。然而，道之驛之主要目的並非經濟活動，而是透過親切款待外來

客人(hospitality)的方式，以提升整體區域價值。 

3、道之驛需滿足「休憩」、 「資訊傳遞」及「地域合作」之三項基本功能。

其中，休憩功能為可免費使用的停車場、24 小時皆可使用的乾淨洗手間；

而資訊傳遞功能係指，道之驛匯集鄰近區域的各種資訊(觀光、醫療、產業

等)後，並向遊客傳達相關訊息；區域合作功能則是結合不同特色的道之

驛，各驛充分發揮自我特色的同時，合為一體(group)提供服務，藉此集中

需求與資源，提高服務水準。 

4、道之驛以道路管理者為何者作為區分，分為「一體型」與「單獨型」兩種。

較大規模的道之驛，設施包含觀光休閒設施、圖書館或美術館等文化教養

設施等。另外，也有和火車站或巴士轉運站共構的案例。  

(1)「一體型」：由道路管理者建設停車場、洗手間導引看板等，由道之驛的

營運管理者設置區域振興設施。一體型意指合二為一之意，此類型常見

於全新規劃案。  

  (2)「單獨型」：意指「道之驛」中大部份設備由單獨的道之驛管理者提供。

將既有設施登記為「道之驛」者屬此類型。  

(3) 道之驛之設施主體與內容：「一體型」道之驛的平均面積為 1 萬 9 千 m2。

其中約 1/3 作為道路管理者設置停車場與洗手間的空間，其他由道之驛

設置者規劃停車場或區域振興設施等。其整備經費，因各站服務內容之

不同，可獲得不同的補助金或適用之融資。道之驛日常的營運管理，則

由道之驛管理者全權負責。另一方面，由於「單獨型」之設施則大部份

為既有設施，面積和空間分配比例則差距較大。 

5、日本道之驛登錄標準 

(1) 設施條件：須具備 20 個以上的停車位、10 座以上的馬桶、公共電話，

並需全天候 24 小時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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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提供：除提供具一定規模的停車場和乾淨的洗手間之外，結設施與

設施之間的路徑需為無障礙空間。設施本身則需提供多元化服務，必須

設置提供道路或區域資訊的櫃台或諮詢中心，並配置服務人員。 

(3) 設置對象：提供服務、諮詢者必需為市町村，或是可代表市町村的 

公部門(第三部門)。若提供服務或營運者為市町村以外的團體，必須和「道

之驛」簽訂契約，以確保服務的提供。 

(4) 其他事項：須將女性、青少年、高齡者、殘障人士的需求列入考量，規

劃時需考慮景觀，特別於風景區不得破壞原有之優美環境。 

(5) 相關規制：符合上述條件之設施可透過一般國道或都道府縣道之道 路管

理者，向道路局長提出登錄為道之驛的申請。申請時需提出設施設計圖，

並提出市町村之相關證明、所在縣市推薦登錄之證明、預計何時開業之

相關資料。若部份設施營運權隸屬道路管理者，則應提出該單位願意合

作經營之證明。 

6、日本道之驛現況 

  (1) 除都市地區外，日本各地都可見到道之驛，設置地點則集中於觀光地。

2005 年各站每年平均使用人數在約為 30 萬人，以 2007 年 3 月底時日本

的市町村數約為 2,300 個，換算後平均 2.7 個市町村就有一個道之驛。 

  (2)日本造訪人次前五大道之驛之特徵： 前五名的道之驛，訪客人次約為

190~145 萬人次。此類道之驛通常都具備地利優勢、且提供高品質服務。

道之驛多屬於區域內為數極少之核心設施。扮演連結區域經濟的重要角

色。提供區域農作物在清早採集後的直銷環境，因此某些道之驛規模雖

小，卻是該區域物產銷售額之冠軍。 

7、日本道之驛的課題 

(1) 垃圾問題：由於部分使用者欠缺禮儀規範，設置於道之驛的垃圾桶常遭

使用者丟棄外來垃圾(家庭垃圾、大型垃圾或產業廢棄物等)，垃圾桶經常

爆滿，使垃圾溢出散落。另外，可燃燒垃圾、瓶罐、保特瓶等垃圾未經

回收分類就被丟棄。除了有礙觀瞻、對環境衛生造成影響外，產生垃圾

分類和處理之作業費用高昂，而且必需加強防治烏鴉啄食及防止動物覓

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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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伴隨露營車而來的問題：不當使用道之驛中的電源、長時間或長期停車

露營車等之供水補給、洗車、洗衣服、煮飯、洗頭髮等、使用複數車位

進行露營、烤肉等行為、暴走行為、起火、(以露營車)住進道之驛等 

(3) 資訊系統硬體無人使用：由於資訊提供與道之驛的收益並無直接關連，

若配置專責人員，則營運成本將相對提高。另外，早期登錄的道之驛，

大部份面臨機器更新的時期，卻苦無預算而無法更新，亦為機器或功能

老舊無人使用的主因。 

(4) 相關解決辦法：道之驛以供應善良市民之使用為前提，過去未對此類問

題進行防範。目前對違規行為僅能進行柔性勸導。將來必需主動面對並

思考解決方式。資訊傳遞方面，將努力透過各區域的研究會等進行宣導，

希望道之驛中的全體員工，都能共享並掌握道路和地方資訊，隨時滿足

訪客需求。 

8、日本道之驛的未來發展 

(1) 規劃防災、避難的新功能：2004 年 10 月 23 日新瀉縣中越地方發生三次

強度六的地震，死亡人數 63 人。當時，受災區域內有六個道之驛在受災

後成為避難場所與支援設施，而受災區域周邊的道之驛則成為提供道路

資訊與受災資訊等的廣播據點。未來日本對於有潛力成為防災據點的道

之驛，將規畫災後之物資儲備等新功能。 

    (2) 區域交流活動據點：由日本財團法人野鳥協會發起，以「道之驛」為據

點，舉辦賞鳥活動，提供民眾「與自然接觸的機會」。例如 2005 年度的

活動， 則選在「道之驛」川場田園 PLAZA 舉辦，由日本國土交通省和

川場村協辦，贊助商為上毛新聞社、群馬電視、FM 群馬，參加人數約

700 人未來不僅是賞鳥活動，道之驛將振興區域的功能，展開更多元化

的活動。例如提供例假日的醫療院所資訊、登山踏青及腳踏車等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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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紀實： 

研修情形                            留影合照 

講解道之驛沿革情況                     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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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訪－沖繩縣物產公社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2 日，下午 16：00~17：00 

(二) 地點：東京都中央區銀座 1-3-9，沖繩縣物產公社銀座分店 

(三)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四) 參訪單位簡介：沖繩縣物產公社於 1993 年成立，資本額為 4.5 億日圓，主

要出資者有沖繩縣政府、沖繩振興開發金融公庫、沖繩電力、沖繩縣農業協

會、沖繩地方銀行等。是一家由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共同出資營運的公司。

目前在東京、大阪、福岡、名谷屋、沖繩等地皆設有分店，推廣沖繩的農產

品與地方特產。  

(五) 參訪概要： 

(1) 沖繩縣氣候屬亞熱帶，島上有豐富的文化與自然遺產，從傳統工藝品到

農產品、泡盛(日本酒的類別)等，有許多饒富個性的產品。沖繩縣物產公

社以推廣沖繩特產、提供消費者安心安全的產品兩大宗旨為目標而設

立，希望能夠透過沖繩物產，讓更多人能夠了解沖繩的歷史背景、文化、

自然等特色，並開拓地方特產在日本其他縣市的市場。 

(2) 該店一樓規劃銷售沖繩當地特產，如黑糖、海鹽、金桔、紅釋迦、美人

蕉、海葡萄(海藻)，以及以沖繩金桔製成的健康飲料、食品等。地下一樓

則規劃為沖繩各地泡盛的銷售據點，也同時陳列印沖繩自然景觀的月

曆、透明夾及沖繩當地樂器等。地下一樓也規劃表演場地，每月在固定

時間演出，方便消費者更進一步了解沖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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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活動紀實： 

沖繩縣物產公社銀座分店外觀        沖繩縣物產公社銀座分店之店內陳設 

沖繩特色農產─紅釋迦(釋迦頭)          沖繩特色農產─與那國島黑糖 

     沖繩傳統工藝─石獅子                   沖繩生鮮農產(海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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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訪－Muchikara machikara(從村從鄉而來)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2 日，下午 17：00~18：00 

(二)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楽町 2-10-1，Muchikara machikara 店舖 

(三)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娥 

(四) 參訪單位簡介：「從村從鄉而來」是由日本「全國商工會連合會」出資成立

的店鋪。「全國商工會連合會」是統整日本 2,000 多個商工會的機構，各地

商工會的會員係由各地方的不同業種、共 96 萬家中小企業所組成。「從村從

鄉而來」的店鋪之設立目的為進行各地方特產的推廣與市場拓銷。 

(五) 參訪概要： 

(1) 商店內銷售日本各縣市具代表性的地方特產，種類包括餅乾、乳製品、

調味料、乾貨、豆腐、納豆、水果、米、麵類、飲料水、酒類等，品項

多達 1,300 種。 

(2) 目前每天造訪該店的人數約 3,000 人，是日本唯一一家地方特產的綜合

專門店。許多消費者選擇該店的商品作為禮品贈送。另外，也銷售在東

京較難購得的地方特色酒、紅酒、燒酒等。 

(七) 參訪活動紀實： 

「從村從鄉而來」之店鋪推展地方產品、產品陳列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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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習與參訪－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3 日，上午 10：30~14：30 

(二) 地點：埼玉縣北葛飾郡杉戸町大字才羽 823-2，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 

(三) 講師：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事業本部長，內田貴司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單位簡介：「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是日本唯一一個附有農園和公園

的道之驛。於 2001 年 4 月 28 日開幕，設施具備食、遊憩、生活、學習等多

樣性功能，包括資訊中心、農產直銷所、食堂、食品加工所(饅頭、味增、

漬物等)、廣場、舞台、烤肉區、花店、蓮花池、小動物廣場、育苗設施、

農園等。提供當地居民與訪客的交流場地，透過農園和直銷所等振興在地農

業。 

(六) 參訪概要： 

(1) 「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建設過程： 

1991 年原為杉戶町環境中心之計劃預定地，1994 年規劃為杉戶町的綜合

區域振興設施，1999 年公園及育苗設施建設完工，2000 年成立有限公司

「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2001 年開幕。 

(2) 設施與建設經費概要： 

 主要設施：總面積 10.2 公頃，可提供 152 個停車位(含 23 個遊覽車車位)。 

          道之驛的土地和建物為杉戶町所有，分類上屬獨立型道之驛。 

 事業經費：購地費用 20 億日圓，建設費用 16 億日圓，合計 36 億日圓。 

 補助金項目： 

1.地域農業基盤確立農業構造改善事業(國庫補助 2.9 億日圓) 

2.IKIIKI 森呼吸促進事業(國庫補助 184 萬日圓) 

3.彩之國 TSUKURI 農業構造改善事業(縣庫補助 1,150 萬日圓) 

4.國 TSUKURI 助成金(縣庫補助 3,900 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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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限公司「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概要： 

   以活化地方產業為目的，非營利單位。經營由官民共同出資成立的第三公

部門共同營運。公司資本額為 5,000 萬日圓，以比例而言，杉戶町出資 3,000

萬圓(60%)、JA 琦玉 MITSUHO 出資 1,000 萬日圓(20%)、杉戶町商工會出

資 300 萬日圓。另外，民間部份除了來自地方銀行各出資 100 萬日圓之外，

也有來自個人及村民的資金。官股占整體的 50%以上。 

(4) 營運現況： 

1.一般道之驛的餐飲部門是租場地外包給附近的商家經營，不過本站餐飲部

門則為直營，故員工人數較多，目前全站約有 50 名員工(不含打工)。 

2.來園人數方面，計算購買餐券、通過收銀機和農業體驗的人數，2008 年度

超過 180 萬人，以農產直銷所的人數最多，每月有 3 萬多人前來購物。遊

客屬性以家庭和朋友居多，由於本站為農業公園，因此也有許多訪客是來

自學校校外教學。 

3.營收部份，2008 年度總營業額約為 6.9 億日圓。其中，食堂營業額為 9,450

萬日圓，農產直銷所為 5.2 億日圓，農業公園為 2,443 萬日圓。平均每位

訪客的消費金額，食堂為 550 日圓，農產直銷所為 1,265 日圓，農業公園

為 756 日圓。 

4.本道之驛完工時正值日本泡沫經濟之際，為提升來園人數，設立了入園免

門票的制度，目前有許多年輕人的家庭都會到此參觀。 

5.農業公園部份，土地可出租，每人可借 10m2。遊客可於假日前來體驗農

耕，若不克前來，也可請專人代替照顧作物，並可透過網路觀察自己農園

作物的生長。 

(5)登錄道之驛的動機： 

   公園開始建設時已有計劃登錄道之驛，所有的設施和條件都依照道之驛的

標準設計。不過，由於所在地離縣道有一點距離，在開幕時無法完成登錄。

後來是透過日本國土交通省的協助才順利完成。當初登錄道之驛的主因是

擔心農業公園在宣傳上較為困難，由於道之驛是由國家政策推動，認為加

入後在廣宣方面會較為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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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紀實： 

「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入口處                   研習實況 

     志工免費教授木製小工藝                     農產直銷所內 

        產品清處標示生產者                   園外銷售刀刃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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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觀－日本煉瓦資料館 

(一) 時間：時間：2009 年 11 月 13 日，下午 14：40~15：40 

(二) 地點：埼玉縣深谷市上敷免 89 番地，日本煉瓦資料館 

(三) 講師：深谷市教育委員會、生涯學習課文化財保護科主查，宮本直樹 

(四) 參觀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日本煉瓦資料館被列為是日本重要的國家文化財產之一，是日本煉瓦製造

株式會社的舊址。該公司於 1888 年在琦玉縣深谷市上敷免開業，2006 年

休業，歷經 120 年的歷史。此地深具歷史意義，平常並不開放一般民眾參

觀，特別於 2009 年 11 月 7~8 日開放兩天，即吸引 5,000 人次入場，日本

NHK 也特別為此地製作特別節目介紹煉瓦發展的歷史。 

(2) 日本明治時代的政府，在文明開化的政策之下，開始興建洋式建築。當時

的洋式建築，主要分為以木材和煉瓦兩種。其中煉瓦的建築技術需要引進

國外技術。由於明治時代日本與各國簽訂許多不平等條約，政府為構築和

各國的平等地位，開始名為「官廳集中計劃」，亦即將主要的官廳和政府單

位集中於東京，並積極建設鐵路等基礎建設。而日本煉瓦製造株式會社所

製作的煉瓦，用於明治時代許多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對於日本的近代化有

很大的貢獻。 

(3) 深谷市上敷免雖然土質適合製作磚瓦，但需要搬運至東京路途遙遠，一開

始乃是使用船運，經過小山川、利根川、江戶川運至東京。不過至 1891 年

後，由於用在隧道橋樑的工程逐漸減少，船運的效率顯著下降，因此該公

司便計劃鋪設鐵路，採用英國技術。這也日本第一條鐵路，由深谷市至上

敷免，全長四公里，最早的動力採馬匹拖運，後來才改為火車。 

(4) 目前資料館中的建築物包括日本煉瓦製造株式會社的辦公室舊址，以及六

座窯場。其中五座為煉製建築底座的磚瓦，一座規模較小的是用於煉製貼

牆瓦片。現在東京車站的外牆磚瓦，即為此地所製。窯場的特別之處在於，

窯的內部構造為圓型，由上方往下看有如運動場，以輪流煉製的方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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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效率。 

(六) 活動紀實：  

煉瓦製造株式會社的辦公室舊址               辦公室遺址說明                

煉瓦製造株式會社窯場模型                   煉瓦製程說明 

        現存六號窯復舊模型                     煉瓦全盛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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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時代煉瓦工廠使用的工具 

 

            六號窯場入口處 

→六號窯場之外觀(關東地震後重建) 

窯場內部                  仿東京車站外觀建築的深谷市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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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習與參訪－道之驛「高松」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6 日，上午 9：00~9：40 

(二) 地點：主要地方幹道金澤田鶴浜線（能登有料道路），道之驛「高松」 

(三) 講師：石川縣道路公社 副理事長竹田信夫、科長木戶脇克弘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單位簡介：石川縣道路公社成立於 1990 年 5 月，業務為建設、改建、

維護、修繕石川縣的地方型收費公路，成立目的為透過道路基礎建設，促進

產業經濟發展。目前主要管理能登有料道路，全長 82.9 公里，收費站共計 8

處，設有 4 個休息站，其中的「高松站」登錄為道之驛。 

(六) 參訪概要： 

(1) 道之驛「高松」的設立沿革：配合 1982 年能登有料道路開始營運，為方便

來往訪客，石川縣道路公社在道路沿線設立了 4 個休息站。其中一個即為

「高松」，於 1985 年 7 月 21 日開幕。在設施建設為成之後才申請登錄為道

之驛，於 1993 年 2 月 23 日正式登錄成功，是石川縣第二個登錄的道之驛。 

(2) 營運部份則委託河北市的第三部門成立的「高松 rest house」，該公司資本

額為 2,500 萬日圓，其中河北市出資 1,200 萬日圓，河北市商工會出 650 萬

日圓，JA 石川河北出資 650 萬日圓。目前員工人數計 22 名。 

(3) 「道之驛高松」的特徵是所在地為有料道路沿線，是日本少數位於收費道

路的道之驛之一。由於能登有料道路沿途可眺望日本海，風景優美，因此

有許多觀光客造訪此地。訪客可在道之驛旁邊的沙灘欣賞夕陽聽潮，餐廳

內也可看海。  

(4) 1987~1992 年日本泡沫經濟時，由於經濟成長顯著帶動觀光，當時年營業額

可達到 5 億日圓。不過近年景氣逐漸衰退，因此年營業額亦下滑至約 2 億

日圓，營業額銳減的主因，應該是伴隨景氣低迷交通量減少所致。能登有

料道路預計於 2014 年 1 月 29 日停止收費，變為免費道路後，訪客人數和

營收應該都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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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道之驛高松」有兩個站點，一個位於上行，一個則位於下行。面積

各約 300m2，所以者皆為石川縣道路公社，停車場各可容納 52 台小型車和

10 台大型遊覽車。 

(6) 以 2008 年為例，計算通過店鋪收銀機的訪客人數總計約 32.2 萬人次，每

日平均約 883 人次。登錄道之驛的動機是，原先建設之初就已符合道之驛

的條件，希望透過登錄提升知名度。現在資訊提供方面，主要提供導覽手

冊，常設專櫃銷售當地紡織工廠的產品，另外因應季節也會銷售一些葡萄

或螃蟹之類的農漁產品。 

(七) 活動紀實： 

「道之驛高松」外觀                        研修情形 

「道之驛高松」店內陳設↑ 

 

             特產品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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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列當地紡織工廠產品                  當地特產解說 

     「道之驛高松」旁的沙灘                能登半島歷史的解說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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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習與參訪－道之驛「中島浪漫」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6 日，上午 10：00~11：00 

(二) 地點：石川縣鹿島郡中島町字中島二部 1-19，國道 249 號 

(三) 講師：七尾市役所建設部土木課課長栗津輝夫、七尾市建設部次長坂本良

平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道之驛中島浪漫」的所在地，位於能登半島的正中央，居交通要道，加

上自然風景優美，擁有約 8,200m2 的腹地，緊臨湖畔，在道之繹設立之前，

即為往來旅客休息的場所。在此背景下，石川縣政府為是希望提供長時間

開車的族群一個休憩的場所，並提供訪客和地方交流的機會出資興建停車

場與洗手間供往來旅客使用。之後在「故鄉支援道路整備事業」計劃下，

由中島町興建物產館和餐廳部份，建設期間自 1996 至 1998 年，耗時兩年，

自 1999 年 1 月開始啟用，1999 年 8 月正式登錄為道之驛。 

(2) 目前「道之驛中島浪漫」中設有停車場、物產館、公共廁所、休息區、看

板等設施。 營運部份，餐廳和物產館則由有限公司(株式會社八幡)經營，

以年為單位簽訂場地租約，管理上採分責制，類別區分屬一體型。詳細管

理區分如下表所示： 

 石川縣 七尾市 

建築物

管理 
洗手間、淨水槽 

修繕管理 

(老舊化修繕) 

一般管理 

(打掃、水電費) 

道路設

施管理 
停車場、入站道路、

護欄、引導標示 
修繕管理 

(破損修繕、除雪)

一般管理 

(打掃、清除障礙物) 

公園設

施管理 
草木、公園道路 

照明設施、給水設備

修繕管理 

(草木種植、道路鋪

設修補) 

一般管理 

(草木修剪、除草、打掃、

撒水) 

連帶設

施管理 
休息區、資訊看板、

扶手等 
－ 

修繕、一般管理 

(打掃、破損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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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5 年的交通流量每天為 10,800 台，停車場提供 15 台小型車、12 大型遊

覽車車位。特色物產是只能在當地採獲的中島菜的醃漬品，許多訪客專程

前來購買。休息區提供能登半島的地圖海報和閱讀筆，訪客只要持閱讀筆

劃過地名等資訊，閱讀筆即能朗讀出相關資訊，有日韓中英文可供選擇。 

(六) 活動紀實： 

「道之驛中島浪漫」建築外觀          道之驛緊臨風景秀麗的湖畔 

「道之驛中島浪漫」物產館內                  研修實況 

    當地特產「中島菜」相關產品            當地特產鹽味半生牛奶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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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登半島資訊海報                       資訊閱讀筆 

           實際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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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習與參訪－道之驛「能登島」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6 日，上午 11：30~12：30 

(二) 地點：石川縣七尾市能登島向田町 122 部 14，主要地方幹道七尾能登島公

園線 

(三) 講師：七尾市產業部觀光交流科、能登島觀光對策室室長谷口和孝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1983 年能登大橋開通後，「能登島水族館」於同年 7 月成立，為充實臨近的

觀光設施，因此 1984 年 7 月利用廢棄的小學和中學的學校用地，興建陶藝

工房和玻璃工房，形成「匠之里」之手工藝村，此即為「道之驛能登島」

的前身。而候，1991 年緊臨手工藝村的「玻璃美術館」啟用，1996 年銷售

當地特產的交流市場開幕。原先各項設施的宣傳為各自獨立，不過為提高

使用方便性和提升資訊提供的效率，故匯整三項設施，共同在 2004 年成功

登錄道之驛。該站交通流量估計每日約 3,000~4,000 台。 

(2) 「道之驛能登島」的設施： 

1. 停車場(大型遊覽車位 8 個、小型車位 272 個、殘障車位 2 個)、洗手間(男

廁 10 間、便池 23 個、女廁 21 間、殘障用 2 間)。 

2. 能登島玻璃美術館：由財團法人玻璃美術館振興財團營運，展示現代大師

的玻璃雕刻作品、中國清代玻璃、互外玻璃藝術品及其他常設展覽。 

3. 交流市場：由株式會社能登島營運，提供餐飲和 140 個座位，銷售當地農

產和伴手禮，工房提供燒陶體驗。 

4. 能登島玻璃工房：玻璃體驗(吹玻璃、玻璃球製作等)，玻璃製品店舖、玻

璃講座(住宿制的職人陪訓講座)。 

(3) 「道之驛能登島」之管理區分： 

 能登島玻璃美術館：財團法人玻璃美術館振興財團 

 交流市場：株式會社能登島(第三部門、指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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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登島玻璃工房：能登島玻璃工房(前身為東京玻璃工藝研究所) 

 (六) 活動紀實： 

交流市場外觀                    交流市場內展售當地農特產 

身為小學校舍的能登島玻璃工房                玻璃工房內部陳設 

玻璃工房中職人的作品                      研修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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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習與參訪－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6 日，下午 13：00~14：45 

(二) 地點：石川縣道 132 号七尾港線，七尾 Fisherman’s Wharf 能登食祭市場 

(三) 講師：七尾市產業部產業政策科專員堀口嘉久、能登食祭市場總務部長鹿

渡松生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位於七尾市的中心地帶，對該市而言是相當重要

的公共設施，該站於 1991 年 9 月 21 日開幕，2010 年正邁入第 19 年。2008

整年的訪客人次高達 78 萬人，至今累計到訪人數為 1,500 萬人次。 

(2) 建地面積約 1,000 坪，賣場面積約為 1,600 坪，另有約 1,000 坪的停車場。

由於七尾市和美國加州的蒙特雷市為姊妹市，因此建築物外觀參考蒙特雷

的 Fisherman’s Wharf，屋頂並設計有魚的背鰭和尾鰭。與道之驛緊鄰的公

園於 2002 年 3 月完工，休憩功能在完工後更加完備。 

(3) 「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設施： 

1. 一樓： 

 鮮魚、水產加工店為中心的「能登生鮮市場」 

 銷售能登明產與輪島塗的「能登銘產、工藝館」 

 介紹能登祭典的「能登歲時館」 

2. 二樓：由和食餐廳、洋食餐廳、咖啡廳構成的「能登美食館」 

3. 道之驛的 2009 年度營業額約為 10 億日圓。 

(4) 目前道之驛的營運由株式會社香島津負責管理，現任董事即為日本第一名

旅館加賀屋的老闆，藉此打響名號。 

(5) 出資部份，官方包括石川縣政府、七尾市政府、中能登町，民間企業則包

括 JR 西日本、當地團體和當地金融機關等 31 家。是少數以第三部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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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成功案例。 

(6) 道之驛於鄰近公園舉辦的主要活動包括： 

 5 月：青柏祭(展示傳統祭典車) 

 7 月：七尾港祭 

 9 月：週年慶感謝祭 

 11 月：食祭大市(請樂隊表演) 

 2 月：如月愛吃祭(2009 年請到相撲力士白鵬到場) 

(7) 「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的特別之處在於，除登錄為道之驛外，另外也成

功申請登錄「港都綠洲」，因立地關係，是日本少數同時成功登錄海陸兩個

種類的道之驛。 

(六) 活動紀實： 

「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建築外觀                   研修實況 

「道之驛能登食祭市場」內部                道之驛的登錄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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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一樓的生鮮市場 

      二樓美食館垂掛的看板                傳統祭典排樓車(dega 山：意為

巨大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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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參觀－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7 日，上午 10：00~14：00 

(二) 地點：岡山縣赤磐市東軽部 1556 

(三) 參觀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娥 

(四) 參訪概要： 

(1)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所在的岡山縣素有「晴天之國」和「水

果王國」之稱，瀨戶內海特有的溫暖氣候，支持當地白葡萄、桃子等高級

水果生產。在優沃的自然環境當中，工廠利用各種類葡萄的特性製造葡萄

酒。在此生產的葡萄酒，在全球和日本國內都受到相當高的評價，屢屢在

國內外獲獎。 

(2)  SAPPORO Wine 所生產的葡萄酒「Grande Polaire」系列，原料所使用的

葡萄是和合作的農場簽約生產。目前在北海道、長野縣、山梨縣、岡山縣

和美國華聖頓州都有農場。 

(3)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是日本典型的觀光工廠，一般民眾可參

觀葡萄酒產線(濾製工程、產品工程等)、葡萄酒桶酒窖、酒瓶酒窖、葡萄

園、白蘭地蒸餾設備、葡萄酒商店，並可在商店中試喝葡萄酒。 

(4)  工廠從 2004 年開始每年舉辦「My Wine 體驗教室」，參加者需事前報名，

在 4~12 月之間到工廠內實際參與從葡萄栽種到釀酒的課程。參加者首先

在葡萄園中選擇一顆自己喜歡的葡萄樹，定期到園中修剪枝葉栽培，到 9

月收獲之後，參與葡萄酒製程。經過發酵熟成後裝瓶，貼上標籤製作專屬

的葡萄酒。最後，所有參加者一起試喝製成的葡萄酒並進行品評。透過體

驗課程，可加深一般民眾對葡萄酒的認識和喜愛。 

(5)  另外，SAPPORO Wine 也積極參與岡山縣和赤磐市的活動，如環保和地

區貢獻等，例如舉辦地方清潔活動、針對小學生的葡萄栽種體驗和舉辦葡

萄酒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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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習活動紀實：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外觀                解說實況 

解說 SAPPORO Wine 創業過程之海報        SAPPORO Wine 的葡萄產地 

葡萄酒的製造產線(洗瓶)↑ 

檢查葡萄酒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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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ORO Wine 酒窖中的酒樽↑ 

SAPPORO Wine 的產品－水蜜桃酒→ 

 

 

 

 

十一、研習與參訪－農產市場「稚媛之里」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7 日，下午 14：30~15：30 

(二) 地點：岡山縣赤磐市馬屋 561-1 

(三) 講師：有限公司稚媛之里代表取締役安井正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稚媛之里」的前身是 1995 年由 5 位農家子弟所組成的「若葉會」(現改

名為農業經營者俱樂部)。起初是其中一位成員在農務工作場地前開始銷售

自己栽種的玄米，當時的規模只有一張帳蓬大小。至 1998 年，開始銷售山

陽町特產的水果和蔬菜，夏天的水果產季每日營業，冬季僅六、日營業。

2000 年以後，陸續有其他農家第二代加入，至 2001 年稚媛之里開幕，並

導入收銀機系統。2007 年正式引進管理系統至今。 

(2) 「稚媛之里」成立的目的是希望幫助地方農產品的宣傳，並促進生產者和



 
 

35

消費者的交流，以促進地區活化。透過提供多種類少量的方式，配合消費

者的需求，促進農產品普及並擴大生產。 

(3) 目前的所在地是 1996 年時的山陽町觀光中心，不過作用不大。正好 1999

年 12 月若業會的農家子弟正在尋找適合銷售產品的地點，其實當初曾和岡

山縣溝通申請補助，不過後來支援面有困難，故才選在現在的地點擴建原

本的觀光中心。 

(4) 設施面積共約 178m2，建設費用約 1,000 萬日圓，其中岡山縣補助 510 萬

日圓，山陽市補助 520 萬日圓，五位農家子弟合資 250 萬日圓。營運部份

是由若稚媛之里經銷農產品，向出貨的農民收取 15%的手續費，但稚媛之

里會協助訂定價格和宣傳。場地部份土地和建築物是向山陽市以低價租

賃。此外，山陽市也在市網上幫忙宣傳。 

(5) 稚媛之里的組織架構圖如下： 

 

 

 

 

 

 

 

(6) 農產銷售方式： 

 登錄出貨農家：需常住在赤磐市，並透過營運委員會認可的生產者。登錄

時需要繳納 5,000 日圓會費。 

 農產品出貨：原則上以赤磐市生產的農產品為主。 

 出貨農家的工作：必需提供可具有賣相、品質優良的農產品。 

 銷售與精算：店內銷售工作由打工媽媽負責，營業額的計算由營運者進

行。給農民的實際費用為商品售價減去 15%的手續費和條碼貼條費用。 

(7) 農產直銷所經營至今的心得是，不能太過於強調當地生產，因為同一個

農業後繼者俱樂部(若葉會) 

岡山縣 
赤磐市 

有限公司稚媛之里 營運委員會 顧問 赤磐市觀光協會 

生產者會員

合作 
建議 

報告 
建議 

委託銷售 提供資訊 

建議 

委託觀光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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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農作物的生產時期非常有限，以結果而言還是需要請其他地區提供

產品。另外，訂價方面最好也是由直銷所統一標價，其實很多生產者都

不一定是全職農家，業餘農家的出貨者或高齡者經常把價格訂得太低，

會影響其他全職農家的權益。直銷所也會針對定價進行指導。 

(六) 活動紀實： 

「稚媛之里」農產直銷所外觀                銷售各種新鮮蔬果 

      提供新鮮安全食品的口號              介紹栽種農民的簡歷和理想 

     只有通過審查的農民才能出貨         獲得農林水產省大獎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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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參訪－體驗型農業 Amusement park「Moku Moku 手作 Farm」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8 日，上午 11：00~下午 15：00 

(二) 地點：三重縣伊賀市西湯舟 3609  

(三) 講師：農事組合法人伊賀之里 Moku Moku 手作 Farm 理事松永茂 

(四)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渡邊哲、李秀

娥 

(五) 參訪概要： 

(1) 「Moku Moku 手作 Farm」的 Moku Moku 意為形容煙囪冒煙之意，農場的

主力產品是製造火腿、德國香腸、燒豬等煙燻產品，故取名如此。原本農

場是由 13 位養豬人和 6 位經營者所共同成立投資的加工廠。不過，因為對

於一般產品行銷和流通方式有疑問，無法自訂價格，認為燻製產品也可以

成為主要產業，而非附屬產業，因此在成立新產業的構想下開始經營。 

(2) 農場於成立之際的銷售情況並不理想，由於消費者對產品不熟悉，因此農

場便想方設法讓消費者了解他們的生產理念。例如現在農場內體驗火腿製

作的的活動也是消費者所建議的。體驗活動推出之後，就藉由消費者的口

碑慢慢將產品推廣出去。 

(3) 1995 年開始，農場將豬隻放養到農場外圍的地方，所在地則建設為農業公

園，從當初的 8 公頃，拓展到現在的 15 公頃。農場內的所有設施，是像拼

圖一樣，一塊一塊拼湊起來的。 

(4) 農場目前的設施包括，商店部份有燒豬香腸專門店、麵包工房、牛奶工房、

啤酒工房等，體驗部份包括手工香腸教室、石窯牛奶麵包教室、道地煙燻

香腸教示、採草莓體驗、採香菇體驗等，也有溫泉、學習牧場和直營餐廳。 

(5)目前 80%產品為自製，從生產、包裝到行銷登取自當地。遊客人數一年約

50 萬人次，預約體驗工房的人數年約 18 萬人次，主要業務包括郵購事業(會

員數 3.7 萬，全部內銷日本國內)、禮品(已形成固定品牌)、餐廳(農場內 3 家、

園外其他縣市 7 家)，其中餐廳部份 90%營業額為自產自銷，不會受到流通

組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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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農場的特色是設有住宿設施，主要提供家庭住宿，是一種滯留型的體驗學

習營，來住宿的客人必需參加隔天一早的牛隻照顧和農業體驗，因為消費

者一般不了解吃到的東西是從何而來，透過這些學習方式，提供「食育」

教育。也提供讓小朋友在農場內實習的服務，加強珍惜食物的概念。 

(7) 農場內目前有 132 位正式員工，加上約聘人員和臨時工約有 400 位，合作

生產的農家約有 200 家。平均年齡 32 歲，都是對農業有理想的年輕人，因

為有共同的夢想，所以才能持續努力。 

(8) 營業額方面，2008 年農業公園約為 17.5 億日圓，郵購事業約 14 億日圓、

外食餐廳約為 13 億日圓。當初申請的政府補助主要是建築物的部份，如加

工廠和住宿村。有接受農林水產省的補助金，不過貸款方面是向地方銀行

申請，20 年來接受的補助金額約 20 億日圓。 

(9) 農場的經營理念： 

 透過農業振興事業活化地區。 

 農場扮演地方自然和農村文化的守護者。 

 積極思考守護自然環境等問題。 

 製造生產須兼顧美味和安心安全。 

 農場和消費者一起「了解」和「思考」，經營共同具有感動的事業。 

 職場注重心靈充實，希望創造笑聲不斷、有活力的工作環境。 

 以合作精神為最優先，基於民主的原則經營事業。 

(六) 研習活動紀實： 

「Moku Moku 手作 Farm」入口處                 手作體驗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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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實況(一)                            研修實況(二) 

農場園內直營餐廳                      迷你豬表演劇場 

 

 

 

 

 

 
燻製品的銷售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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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參觀－「Panasonic Center」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9 日，上午 10：00~12：00 

(二) 地點：東京都江東區有明 3-5-1 

(三)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等；江景祥、趙仁堅、簡秀芳 

(四) 參訪概要： 

(1) 成立目的：展示無所不在(Ubiquitous)的通訊概念、ECO IDEAS、Universal 

design 及各項先進節能家電技術。讓訪客從具體可見的產品，了解 Panasonic

的企業價值。 

(2) 新產品提案： 

1. 環保生活： 

 Eco Navi ─ 家庭節能（節能、儲能、創能）之完整解決方案，展示包

括太陽能電池、燃料電池、電動車、節能家電等創新科技產品。 

2. 互聯生活： 

 Viera Link ─ 所有裝置與電視串接、所有內容與手持裝置連結 Display。

如關掉電視時，與電視互連的播放器自動關閉；廣播內容連網結合虛實

店舖整合。 

 “Life Wall＂ ─ 牆壁本身即為大型的 Display，實現人在家中坐、世界

在手中的概念，結合感測顯示技術進行學習、家庭裝飾、影片欣賞之新

生活提案。 

3. 安心生活： 

 Universal design(通用設計)─ 因應高齡化社會，研究適合所有人使用的

機器形態。例如讓訪客體驗白內障、色盲者的視界，研究家電燈光顯示

如何讓有障礙者也可輕鬆使用。 

(3)  Panasonic Center 館內展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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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fe Wall＂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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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活動紀實 

「Panasonic Center」外觀                    節能家電解決方案 

「Life Wall」操作解說(一)             

「Life Wall」操作解說(二)   

「Panasonic Center」館內          館內附有中小學生的理科教育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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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參觀－「東京 Ubiquitous 計畫」 

(一) 時間：2009 年 11 月 19 日，下午 13：00~15：00 

(二) 地點： 

(三) 參訪人員(職/敬稱略)：陳俊良等 

(四) 計畫簡介與參訪概要： 

(1) 東京 Ubiquitous 計劃由東京都與日本國土交通省合作，運用最新的 RFIP

技術，達到不論「何時、何地、任何人」都可輕鬆獲得資訊的實證測試計

劃，測試時間自 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3 月。  

(2) 測試地區為東京最繁華的銀座，造訪者在合作的飯店或固定地點可免費借

得一套手持裝置和訊號接收器。走在銀座街道中，即可自動接收特色老店

資訊簡介，讓訪客一面聽嚮導，一邊漫步銀座。  

(3) 系統提供日英韓中四種語言，以利國外訪客使用。亦提供路徑指引、地圖

和周邊店家資訊，使用者可依照商店或設施的分類搜尋，同時也提供鐵路

運行狀況和天氣預報。 

(4) 東京 Ubiquitous 計劃實驗區域(銀座歷史與特色老店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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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紀實： 

起始畫面               語言選擇                導覽畫面 

       計劃海報                解說實況 

實際操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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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道之驛沿革與發展的啟示 

(一) 日本道之驛提供民眾「貼心感動」的服務： 

(1)「道之驛」並非單純的休憩設施或當地特產的銷售場所。必需站在使用者立

場，用心經營各項服務。 

(2) 提供貼心感動的服務，才能提高民眾再次到訪的次數，藉此增加區域整體

的觀光客人數，並引領區域成為一流的觀光地。 

(3) 透過觀光來振興區域，是在追求區域整體的貼心感受(Hospitality)。 

(二) 朝多樣化功能、貢獻地方方向發展值得學習： 

(1) 區域雖然無法單靠道之驛追求經濟利益，但道之驛卻可間接的對區域之觀

光收入有所貢獻，台灣在推展區域觀光時或可參考其作法。 

(2) 道之驛提供清潔衛生的洗手間，讓遠道而來的訪客有一份安心的感覺。此

外，道之驛提供的區域整體資訊，不僅限於手冊和資訊化服務，服務人員

親切的態度，更讓訪客對地區印象加分。 

(3) 2009 年日本道之驛已成長至 917 驛，儼然成為日本各區域的代表，同時也

具備防災據點、賞鳥據點、踏青散步等新型態的功能，無論是訪客或是在

地居民都可使用。台灣規劃道之驛時，亦可將地方特色(如賞鳥、步道)等列

入考量。 

二、規劃道之驛之相關建議 

(一) 從「使用者」角度出發，重視服務內容 

(1) 日本道之驛不論規模大小，提供的服務必需讓訪客感動，才能促使訪客回

流，和振興區域連結。 

(2) 台灣若設立道之驛時，除硬體建設外，必需建立洗手間、設施等具效率的

硬體維護方式，服務人員對訪客的態度、是否對地方有足夠了解，以及相

關研修教育訓練將是成功關鍵。 

(二) 考量在地合作、發展獨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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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道之驛為振興區域整體的手段之一，政府於先期規劃時必須考量不和

既有的商家或設施產生摩擦，應仔細評估與地方商家、產業之合作方法。 

(2) 台灣因幅員較為狹窄、物流方便，許多在地特色名產即使在外地也可購得，

較難以特產品吸引訪客。可參考日本作法，例如在設於風景優美處、附設

體驗工房、結合耕種畜牧體驗，亦可與特色展館共構，發展出獨自特色。 

(三) 運用現有資源、發揮最大功效 

(1) 要興建具規模、具亮點效果的的道之驛，若重新興建事實上需要投入相當

多的經費和人力，若台灣未來有計劃設立道之驛，可運用現有資源，例如

廢棄中小學校舍、沒落的舊農漁市場等進行改建或增設，並利用當地現有

經營資源以降低成本、提升綜效。不過，亦須將交通和當地條件列入考量。 

(2) 另一種方式，即設立道之驛標章制度，具體列出加入道之驛的條件，邀請

已具規模的業者加入，例如台灣國道、省道旁的農場、觀光工廠等，有興

趣的業者或團體在通過審核後即可登錄。如規模較小者，亦可建立補助措

施和辦法進行輔導。 



 
 

47

肆、參訪相關附件 

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手冊 

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手冊 

三、道之驛「中島浪漫」簡介手冊 

四、道之驛「能登島」簡介手冊 

五、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簡介手冊 

六、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手冊 

七、Amusement park「Moku Moku 手作 Farm」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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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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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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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3/5) 

 

 



 
 

51

附件(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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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道之驛「AGRICULTURAL-PARK 夢杉戶」簡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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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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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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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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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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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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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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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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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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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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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10/11) 

 

 



 
 

63

附件(二)、日本煉瓦資料館簡介(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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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道之驛「中島浪漫」簡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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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之驛「能登島」簡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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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之驛「能登島」簡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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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之驛「能登島」簡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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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之驛「能登島」簡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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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簡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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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簡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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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SAPPORO Wine 岡山 Winery 簡介(3/3) 

 

附件(六)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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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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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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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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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農產市場「稚媛之里」簡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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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Moku Moku 手作 Farm」相關資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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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Moku Moku 手作 Farm」相關資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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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Moku Moku 手作 Farm」相關資料(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