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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第七屆 OVOP 國際研討會暨觀摩活動

服務機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姓名職稱：雷世謙 副組長

派赴國家：越南(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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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暨展覽行程

【越南河內‧第七屆 OVOP 國際研討會暨展覽】

日期：2010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5 日

辦理地點：越南河內國家會議中心

辦理時間：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參展會場布置

2010 年 12 月 14 日 OVOP 國際研討會及展覽開幕

2010 年 12 月 15 日 OVOP 國際研討會觀摩活動

日期：2010 年 12月 14日(二)

時 間 行 程 備 註

08:00~08:30 代表團報到

OVOP國際研討會暨

展覽

08：30~08：50
開幕及介紹(越南農業與農

村發展部/MARD 部長)

08：50~09：10 MARD次長 演講

09：10~09：50
Hiramatsu Morihiko 博士

演講

09：50~10：20
國際 OVOP 政策組織(IOPA)

代表團 演講

10：20~11：00 團體照/中場休息

11：00~11：45 展覽會開幕儀式

11：45~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研討會主題 OVOP 發展議題

討論

16：00~16：30 頒獎(Dr. Hiramatsu)

第
一
階
段
：

開
幕
儀
式

第
二
階
段
：

展
覽
開
幕

第
三
階
段
：

全
體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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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MARD 部長致詞

17：00~17：30 媒體記者會

17:30~19:00 OVOP迎賓晚宴及文化交流

19:00~ 夜宿 GRAND PLAZA

GRAND PLAZAHANOI Hotel

http://www.grandplaza

hanoi.net/

日期：2010年 12月 15日(三)

時 間 行 程 備 註

09:00-14:00 Phu Vinh 竹籐傳統工藝村
地方特色產業參訪

14:00-14:30 撤展

14：50-15：35

出發至機場

3hr 河內台北

VN924 17:35 / 21:05

貳、會議暨參訪內容

一、緣起與目的

本處自民國 78 年起針對地方特色產業進行輔導，以（一鄉一品）

的精神形塑地方產業特色，民國 98 年更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成立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鼓勵地方政府積極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以促進

在地就業，活絡地方經濟。未來輔導重點將藉由優化地方特色產品、推

薦特色休閒服務、整合行銷推廣等措施，並透過 OTOP 通路布建、授權

標章及展售活動，推廣 OTOP 產品，促進國內本土消費，協助地方業者

第
四
階
段
：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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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提升地方產業競爭力，同時強化與國際組織的合作與交流，讓

地方特色產品行銷全台與國際，並且吸引消費者至各個特色產業體驗其

特色。

第七屆OVOP國際研討會於2010年 12月 14日在越南河內國家會議

中心舉行，同時辦理為期 1日的展覽，並安排當地新興產業村落參訪。

職除率團出席研討會外，並藉機與各國代表進行意見交流，同時實地參

訪手工藝品村鎮等地方特色產業及拜訪當地推動組織，藉由參與國際研

討會及觀摩學習案例，瞭解並汲取國外推展經驗，並推廣台灣地方特色

產品，期以不同的輔導角度，來協助發展國內地方特色產業，並供未來

輔導政策推動之參考。本次出席研討會代表包括國內中小企業暨地方特

色產業相關輔導團隊計 16名，團員名單如表一:

表一、我國出席第七屆 OVOP 國際研討會代表團名單

項次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雷世謙 副組長

2 德雅環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李宜靜 總經理

3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

中心

蔡君漢 專案經理

4 黃佩瑩 專案設計師

5

備事得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黃琇緞 董事長

6 呂雅文 經理

7 吳佩娟 專案企劃

8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堅 行銷總監

9 涂慧鈴 專案經理

10 展智創意策略設計有限公司 陳思安 經理

11 手工藝推廣中心 袁啟鑫 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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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斌宏 管理師

13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黃俊仁 協理

14 林孟麗 經理

15 朱家慶 專案經理

16 何雅芳 副管理師

越南近年來成為新興金磚國家，許多國際企業(日本、韓國與台灣)

都積極設廠於越南，其市場發展潛力不容小覷。本次的觀摩行程，除了

參訪竹籐傳統工藝村外，也藉由當地文化的巡禮與地方特色商店參訪，

感受到法國殖民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的特色，而在此文化與歷史薰陶

下，讓越南的地方特色產業除了充滿在地傳統文化的活力外，也增添幾

分的親切感與浪漫氣氛。

此次參訪行程中亦安排與 OVOP 運動創辦人—日本大分縣前知事

平松守彥先生及越南地方特色產業推動單位進行意見交流，為未來國際

交流與合作建立良好關係，並表達台灣主辦 OVOP 國際研討會之意願，

希望能讓更多國際友人瞭解並認識台灣地方特色產業。

二、國際研討會暨地方特色產業觀摩重點

（一）、OVOP國際研討會
觀摩重點：各國地方特色產業推動措施

本次國際研討會以越南傳統舞蹈與歌謠作為開場序幕（圖

一），呈現動態的在地特色文化，也吸引與會者的目光，在短暫

的官方致詞後，即開始進行國際研討會相關議程。本次主要參與

政策分享的國家，分別是日本、馬來西亞、中國、越南、馬拉威

及肯亞，各國依其政策推動目的、作法及未來規劃等面向，分別

發表推動措施及作法。茲就中國、泰國地方特色產業推動內容綜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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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表演-傳統歌謠 開場表演-傳統歌謠

主辦國越南致歡迎詞 平松守彥博士分享日本推動經驗

圖一、主辦國越南農業部長致詞及開場表演

 中國

已有超過 50,000 個村落，多達 2 千萬的農民參與

OVOP 一村一品運動，並且以推廣在地產業、發展創新農

業架構、增進農特產品品質及強調新的農業經濟為發展方

向。此外，中國透過發展 OVOP活動，引起更多社會關注，

並且加強各省鄉村間的訊息交流分享，以推動產業永續發

展。以雲南為例，提供農民新的蔬菜種植技術，幫助農民

提高農作物品質，以增加收益。

中國未來將以創新概念為發展OVOP活動的基礎原動

力，並且加強人力源管理及地方專業人才培訓，同時結合

科技技術導入 OVOP活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泰國

由塔克辛前總理所推動的 OTOP 計畫，並且運用政府各

部會的力量全力發展，但塔克辛前總理下台後，多數政策

已逐漸停擺，甚為可惜。泰國計畫推動著眼於地方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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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銷，乃至於擴大至國際行銷通路開拓，而非單純的

產品銷售。但因產品多為農閒時所製作的，因此農民對於

如何做生意及行銷通路拓展並不熟稔。因此，泰國政府將

透過 OTOP 計畫，增加銷售通路，協助農民行銷產品。

推動電子商務發展OTOP為泰國未來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的主要方向，盼藉此擴大市場規模至全世界，以接觸目標

客群，泰國大部分的網站性質以旅遊、電腦與網路、娛樂

為主，並且有高達 55.3%以上的產品網站為英文網站，以方

便泰國國內產品行銷至海外。

 OVOP 展覽

本次展覽會場位於研討會外的主要通道上，有我國、

越南、馬來西亞、日本、泰國、肯亞等國展示攤位，陳列

產品涵蓋手工藝品、家飾品、編織品及農特產品等，我國

及越南展位並有現場示範，讓與會國家可互相交流觀摩。

由於越南較無主辦大型國際展覽會經驗，如與歷屆

OVOP 國際展覽相較，今年展覽規模較小型，佈置單純，

幾為展示性質，較無商機媒合機會。再以各參展國展示產

品來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產品近幾年皆大同小

異，而我國往年皆以團隊輔導之地方特色產品與台灣意象

產品參展，今年則直接呈現 OTOP設計大賞獲獎作品，就

產品設計上結合在地素材與意象，融入文化與故事性，並

整合科技(LED、CD播放)，以及在包裝設計上運用創意與

環保概念，都讓今年台灣產品特別與眾不同，吸引與會者

目光及熱烈的詢問。

 拜會平松守彥博士

本次於研討會的交流時間安排與日本推動 OVOP 不遺

餘力的平松守彥博士進行交流（圖二），當面向平松守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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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表達我國樂於與 OVOP 會員國分享推動地方特色業的發

展經驗，並將目前台灣推動地方特色產業 20多年經驗，多

達 127 個示範輔導點、4 家 OTOP 館，及運用行動條碼(QR

Code)科技結合台灣地方特色資訊等推動經驗，簡短介紹給

平松守彥博士了解，並邀請日本 OVOP 推動組織成員到台灣

分享更多推動實務，同時表達我國可辦理 OVOP 國際研討會

的意願。平松守彥博士表示支持，對於台灣推動 OTOP 的成

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盼利用機會來台親自體驗我國的發

展成果。

與平松守彥博士交流 介紹台灣 OTOP 執行成果

與平松守彥博士合影 國際研討會後各國代表上台合影

圖二、拜會平松守彥博士

（二）、OVOP展覽會
觀摩重點：展覽區布置、特色產品整體呈現

本次 OVOP 國際研討會之各國地方

特色產品展示區，設置於位南河內國際

會議中心 3 樓會室外的主要通道上。展

覽會場上計有 16個展示攤位，除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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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因支援部分研討會經費取得較大展區外，其他國家展示攤位均

為本次展覽製式規格的展櫃及展板，平均每個展示攤位空間尺寸

為 3x3 公尺。

(1) 展覽區布置

由於本次主辦國越南在展區規劃、陳列櫃及展板規格及數量

等資訊，未能及早提供予各會員國，致使部分國家之展覽視覺輸

出布置未能完全符合大會展區設計。我國因備有多款萬用台灣

OTOP 視覺形象之宣傳掛軸，故能在越南提供展區資訊不足情況

下，仍得以有效廣宣我國推動 OTOP 的發展經驗，另出席代表耳

目一新。本次我國展示主軸及展示品如下：

A.展覽主軸：台灣 OTOP 設計大賞

B.展覽件數: 10 件第四屆台灣 OTOP 設計大賞得獎作品

C.展覽文宣:

a.台灣 OTOP 地圖 (中英文版本)

b.台灣 OTOP 英文電子報第一~四期(裝訂版)

c.台灣 OTOP 設計大賞專刊 (中英文版本)

d.驚豔台灣地方特色導覽手冊 (中英文版本)

D.展攤設計圖：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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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展攤設計圖

Taiwan OTOP 掛軸視覺圖：Taiwan OTOP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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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OTOP 掛軸視覺圖：本次展覽主題 2010 Taiwan OTOP 設計大賞介紹

(2) 展攤多為單一品類展品呈現，易於瞭解但乏質感及設計性

展覽的地方特色產品以各國地方工藝及加工特產食品為

主，而所展示的產品多為日本 OVOP 組織派員到各國的輔導成

果，故許多攤位的布展是由日本人設置的。各展覽攤位之布置上

均有單一主題（如圖四），雖有利於了解所輔導及強調的特色地

方產品項目，唯產品品質較無質感，包裝及設計亦顯單調。

Oita Japan Quy Chau Bro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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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h Logn Nice Paper Nhi Khe Wood

Ha Thai Lacquerware

圖四、OVOP 展示攤位

（三）、竹藤傳統工藝村（Phu Vinh）
觀摩重點：工廠實地觀摩/政府相關產業政策
目前越南地區竹藤是越南木材外具有

較高經濟價值的林產品。根據資料指出越南

竹藤出口總額從 1999 年的 4800 萬美元上升

到 2008 年的 2.247 億美元。目前，越南的竹

藤加工產品在世界 120 個市場銷售，且越南

全國擁有 2000 多個手工藝村，其中有 723

個專門加工竹藤製品的手工藝村，為 34 萬

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可見竹籐對於越南經

濟的重要程度。

本次所參訪的富永村(Phu Vinh)位於 ChuongMy 區，離河內中心

約 27 公里的距離，全村面積約 815 公頃，其中竹籐出口約佔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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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5%。主要出口的市場為日本、美國及德國，全村內包含上中游

手工編織的工廠及下游主要負責出口貿易或越南內銷的工廠，目前

整體的產業鏈已相當完備。

其中本觀摩行程中的 DOANKET（如圖五）是當地以外銷為主

的貿易公司，以有 20 年的歷史，年營業額達 7 千多萬台幣，許多國

際知名的企業如 IKEA、Walmart 也都是由此家廠商提供商品，其公

司所製作的竹藤編織品便是由村內合作社中製作而來（如圖六），工

廠內約有 200 名的員工，而廠外製作編織品的員工約 3 萬人左右。

DOANKET公司 竹籐編織品

圖五、DOANKET公司及其展示品

在村內平均每個編織工人時薪約 2 美元，越南政府也提供相當

優惠的獎勵政策協助當地居民發展竹籐編織產業，如建廠後的頭三

月免稅期及產業人才的培訓等，也是讓竹籐編織產業在越南具有競

爭優勢的原因。

工人多數以女性為主 產品以分工的方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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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社的方式製作商品 品質管理要求嚴格

圖六、富永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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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心得及建議

OVOP 國際研討會每年在不同會員國舉行，各會員國藉由國際研

討會分享彼此推動 OVOP 發展經驗，也透過展覽的形式推廣至其他國

家。由於越南為亞洲的新興市場，因為資源、人力與區位的關係，所

以有越來越多的外商前往投資設廠，當地主要的地方特色產業有竹

編、漆器、陶瓷與木雕，雖然整體經濟發展尚屬發展中國家，但經過

本次觀摩仍有部分值得學習借鏡之處如下：

1. 以國際援助角度強化國際鏈結，擴大台灣 OTOP影響力。

參加本次 OVOP 國際研討會後，除瞭解目前各國推動情況外，

亦發現 OVOP 運動發起國—日本，除大分一村一品國際交流推進協

會之原始推動組織外，另以國際援助的角度成立行政法人—國際協

力機構 JICA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協助許多非洲

地區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例如：肯亞、烏干達、利比亞等；以我國

目前 OTOP 發展的情形，相信已有足夠的能力輔導其他相關的邦交

國家，發展其地方特色產業，藉此增進邦誼，並擴大台灣 OTOP 的

影響力。

2. 未來可就產品/遊程設計等進行觀摩研習，以提升國內地方特色產業

輔導能力

藉由本次參與 OVOP 國際研討會及展覽，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所推

動之一村一品仍停留在地方特色物產之發現及塑造、農特產品加工

產品之延伸等，相較之下，我國 OTOP 發展已較其他參展國家先進

許多，除產品品質較高外，包裝設計已朝創新創意方向發展，並結

合在地觀光體驗遊程，皆有利於厚實國內地方特色產業未來的發展

能量。由於觀摩發展中國家的地方特色產業，對提升台灣 OTOP 輔

導能力或激發創意效益較屬有限，建議未來可選擇在地方特色產品

及遊程設計較為先進的國家進行觀摩研習，如日本產品包裝及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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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泰國產品設計及觀光，或歐洲先進國家的創意設計，較能提

升我國地方特色輔導能力，並透過與受觀摩國之互動了解其人民偏

好，以利於促進台灣地方特色產業在產品或體驗遊程設計上符合外

國觀光客的需要，使國內地方特色產業更具國際化視野及競爭力。

3. 力求創新產品、技術，奠定市場發展利基

不僅是 OVOP 國際研討會各國所發表的推動政策及本次參訪

的各個產業點，仍可見到創新產品、生產技術及至經營模式在會員

國內具有較高的產品價值，雖然國內地方特色產業業者在各項創新

不遺餘力，但往往較著重在產品包裝設計，對於形塑產品本身之特

色、產品創新及技術的資源投入相對較顯不足，未來除透過研習、

會議的交流，亦應透過資訊廣宣，鼓勵業者善加利用政府相關研發

資源，借力使力，創造產品經營優勢，提升本身的經營效益。

4. 著重客製化、產品創意及合宜的產銷分工，滿足顧客需求

在本次參訪的地方特色產業行程，其中以富永村(Phu Vinh)內

的貿易公司 DOANKET 經營效益最為顯著，分析其原因，不外乎

提供高度客製化的訂單服務、多元化的創新產品及合宜的產銷分

工，滿足國外進口者的需求，此經營的核心為我國地方特色產業群

聚發展的良好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