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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參訪考察行程，其主要目的為前往日本關西地區，與當地機關「關西地區

觀光促進協會（關西廣域機構）」進行日本關西地區民宿產業的經驗交流。因日本民宿

發展較台灣成熟，其成功經營及特色吸引相當多國內外旅客。因此，本次參訪考察重點

是藉由台灣及日本學生及老師相互交流，深入探討對於民宿未來發展看法，並瞭解日本

民宿發展重點主軸及趨勢。 

  此行考察重點包含交流座談會及實地訪查，其中交流座談會由和歌山大學及阪南大

學舉辦，學生們於口頭簡報前須將分組交流心得及感想彙整成一份完整的報告後提出，

最後再由教授等專家學者們提供建議與結論，透過雙方專家、學者與業者的學術實務相

互交流，期能突破現今民宿發展及民宿相關法規訂立的瓶頸，期能將民宿產業有更好且

完善的發展。 

  參訪考察期間，主辦單位安排的民宿實地訪查，也參訪民宿週邊遊憩資源規劃及特

色，從中全面瞭解現今日本對於民宿之設定主軸與開發趨勢，並知悉日本政府與民間單

位如何操作、建設、規劃、保存觀光資源(如：人文、自然等)。此次與會之專家學者、

民間業者、政府單位對於民宿相關議題皆有相當多的心得交流，並提出不同的見解，整

體參訪考察可謂獲益良多。本人針對此次參訪考察行程提出八點之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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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考察之目的 

 

  本人於 100年 12月 16日至 100年 12月 20日赴日本關西地區參加日本民宿參訪與

考察。此次參訪考察之目的為與當地機關「關西地區觀光促進協會（關西廣域機構）」

進行日本關西地區民宿產業的經驗交流。希望從中瞭解現今日本對於民宿發展主軸與發

展趨勢，並知悉關西地區觀光促進協會、明日香民宿協會…等民間單位如何操作、建設、

規劃、保存觀光資源(如：人文、自然等)。同時，亦在參訪考察過程中，以舉辦學術交

流的方式，至日本和歌山大學及阪南大學與學生們進行民宿相關議題的籌辦座談會，並

藉由參訪大阪當地不同的民宿，瞭解其民宿主人的理念與經營方式。此外，民宿週邊人

文藝術、古蹟遺址、天然資源…等觀光資源的保存，藉由著彼此交流瞭解日本與台灣觀

光旅遊資源的操作、建設、規劃、保存等差異性，從中找出臺灣可以吸取的經驗與改進

的方向。 

 

二、 參訪考察之背景 

 

  此次參訪考察由關西地區觀光促進協會（關西廣域機構）主辦，主要參與單位為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日本和歌山大學観光学部、阪南大學国際観光学

部。參訪考察目的地為日本關西地區，包含奈良當地民宿參訪及大阪地區觀光資源，赴

日參與人員包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老師及學生 13 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老師及學生 11

名，日本方面參與人員包含民宿業者、政府機關、民間企業、觀光旅遊休閒專家學者、

日本和歌山大學観光学部及阪南大學国際観光学部教授及學生約 50 人與會進行學術交

流與經驗分享。 

  自從台灣於 2001年 12月 12日頒布通過民宿管理辦法，民宿便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資料顯示，截至 2011 年 11 月為止，有登錄且合法的民宿高達 3362

家，但其實台灣有更多民宿業者礙於法規及建築規模無法申請成為合法民宿，其潛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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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問題及消費者的權益是難以保障的。 

  日本民宿發展較台灣成熟，其發展鼎盛時期曾經高達二萬多家，但隨著經濟的變化

一度消退且改變，現今日本民宿已趨向於專業化經營，其成功經營及特色甚至讓《國家

地理雜誌》出版的“50 places of a lifetime”將日本民宿列為必遊世界五十大景點

之一。因此，本次參訪考察重點是藉由台灣及日本學生及老師相互交流，深入探討對於

民宿未來發展看法，並瞭解日本民宿發展重點主軸及趨勢，期許能透過雙方專家、學者

與業者的學術實務相互交流，突破現今民宿發展及民宿相關法規訂立的瓶頸，期能將民

宿產業有更好且完善的發展。 

 

三、 參訪考察過程 

 

  此次參訪考察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蕭登元 (本

人)及應用日文系助理教授黃女玲領團，並協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

系曾教授及學生們一同前往，聯合籌辦舉行民宿研究交流與實務探討分享座談會，此趟

行程涵蓋二場各校師生們深入式交流座談，口頭民宿議題發表與交互詰問討論；以及奈

良當地民宿實地參訪，與民宿業者做訪談與討論，並考察當地風土民情、古蹟遺址、天

然資源…等，民宿週邊遊憩資源，訪查當地地域振興公社對於觀光休閒環境的保存及營

造。 

  此次參訪考察主要採用深入式交流座談及實地考察解說二種形式。深入式交流座談

採用方式如下，首先所有與會單位之代表進行交流與認識，經雙方相互介紹專家學者背

景後，便將各校學生分組，各組針對民宿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各組師生們討論過後將交

流所學之心得感想彙整成一份完整的報告。全體與會人員一共七組，每組輪流進行約 20

分鐘口頭簡報議題發表，待報告結束後便請與會者進行提問，由報告者即時回應與臺下

進行討論，最後再請專家學者及教授們針對報告內容提出建議與結論。雖形式僅為交流

座談會非正式學術發表，但與會人員皆表現專業態度與求知精神，對於民宿議題內容有



 5 

著相當熱烈的討論，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操作上是一次相當良好的交流。 

 

  日本民宿分為洋式民宿(Pension)和農家民宿(Stay home on farm)兩類，民宿實地考察

解說由阪南大学国際観光学部長 吉兼秀夫教授帶領，參訪兩種不同經營方式的民宿。

農家民宿代表為脇本利夫民宿，其古宅已有二百五十年歷史，民宿經營的資歷也已到第

二代；洋式民宿代表為 B&B Asuka，其民宿主人的歐式裝潢及品味，為另一種截然不同

的民宿風格，與民宿主人訪談的過程中，不僅認識了每家民宿的發展過程及每位民宿主

人經營理念，更重要的是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與民宿的互動與協助。 

 

  民宿週邊遊憩資源實地考察由和歌山大学観光学部 廣岡裕一教授帶領，藉由著教

授的導覽解說深入瞭解民宿週遭觀光資源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風土民情、景點解說、

天然資源、相關政令等遊憩資源開發與保存。所有團員透過關西地區觀光促進協會（關

西廣域機構）的講解及實地參訪，清楚地瞭解當地民宿發展過程與觀光概況，使雙方在

理論及實務的互動中產生共鳴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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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考察心得及建議 

 

1. 此次參訪考察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及阪南大學擴大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和

歌山大學一同參與，共四所大學師生相互交流學習。在不同國家及不同地區之大

學的學習型態下，雙方師生皆激盪出許多不同學術面與實務面想法，此點相當值

得成為未來國內舉辦任何型式海外交流研習的主辦單位請益對象。 

 

2. 日本民宿可分為洋式民宿與體驗民宿，此兩種民宿除了經營方式有所不同，亦分

屬於不同主管單位，其中洋式民宿屬於日本政府觀光局管轄；體驗民宿屬農林水

產省管轄，相似於台灣休閒農場…等特色民宿及一般合法民宿的管制，但台灣民

宿法規的執行及相關法條較有疏漏，建議相關立法機關及民宿協會可參考日本的

民宿辦法進行改善。 

 

3. 日本政府對於民宿的管制規範相當嚴格，須遵行當地的旅館業法中有關安全、消

防、稅收、建築…等相關法令，因此，即使偏遠地區的簡易民宿都採取許可制，

嚴格禁止非法經營，須先取得執照才得以經營民宿。而日本民宿多附有餐飲服

務，因此民宿主人也必須有廚師執照，由此也可見其對安全的重視。相較於台灣

民宿參差不齊的素質，日本民宿對於入住的旅客而言相當安全及有所保障。 

 

4. 此次師生們民宿交流座談會先行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在各組發表報告前有充足

的時間相互交流看法及探討，而各組將所激發的知識及心得看法彙整程完整的一

份報告，最後再輪流進行口頭簡報。與過往參與相關座談會經驗相較之下，此一

交流方式互動更顯頻繁，可讓師生們更瞭解各與會人員之看法，進行更深入的探

討。此方式，值得未來國內各主辦單位進行交流座談會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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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為了保存當地的遊憩資源及歷史景觀，設立了「古都保存法」及「特別法」

等法令，雖然在建設及生活上有諸多限制，但民宿業者也都欣然配合，努力保存

當地的歷史文化與觀光資產，進而吸引許多國內外遊客體驗當地文化。相較於台

灣的民宿，尤其是墾丁、清淨地區民宿，雖然每間建築都相當有特色及設計感，

但其民宿無法融入當地文化及地理景觀，破壞了傳統文化及景觀而顯得突兀。其

文化保存與產業發展值得政府機關、專家學者及業界深入探討。 

 

6. 此次參訪考察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日本關西地區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入交流，教

學相長讓個人感覺獲益良多，不僅瞭解更新現今日本民宿的發展，更汲取許多民

宿發展相關知識，民間與政府單位的相互配合，同時也得到更多未來的研究方

向。雖交流座談會規模不如國際研討會盛大，但相較之下可以得到更多交流切磋

的機會，假若未來有相關的座談考察行程，相信仍非常值得本校教師與研究生參

與學習，以期未來於國內外舉行更多民宿及觀光休閒遊憩相關的優質交流座談

會。 

 

7. 日本的民宿在經營管理上，強調大眾的合理收費與自助性的服務，房間多是簡單

和式褟褟米，設備雖簡單並不豪華，但特別注意安全與衛生整潔。另外，民宿主

人也非常重視利用天然資源，使用當地的特產及食材烹飪精緻的家庭料理，其服

務有著濃厚的人情味及家鄉味。日本民宿成功的經營模式，搭配當地文化特色，

讓住客能夠充分享受悠閒的住宿環境，實能讓台灣較鄉村的民宿經營者深入探討

與學習。 

 

8. 此考察過程中也觀察到，明日香村為了維護環境及推廣觀光，於村落各地點及民

宿皆擺放自行車，以提供外地遊客在當地遊玩時騎乘，此服務不僅提供旅客便

利，也更能讓來訪的旅客深入探訪當地，進行深度旅遊。此自行車租借方式值得

各鄉鎮參考，以推廣深度遊憩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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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考察相片 

＜台灣與關西青年民宿議題交流座談會－與和歌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民宿議題交流座談會－關西地區觀光促進協會會長引言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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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議題交流座談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授於學生簡報後進行結論與建議＞ 

 
 

＜阪南大學教授及學生們進行導覽解說－介紹當地遊憩資源及歷史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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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南大學吉兼秀夫教授－阪南大學觀光學部專題作品導覽＞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與和歌山大學師生－民宿議題分組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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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地區民宿實地訪查－訪談洋式民宿《B&B Asuka》＞ 

 
 

＜實地訪查明日香村民宿－訪談脇本利夫民宿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