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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識別號：C10500000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頁數：00本文含附件：是 

出國報告名稱：參加 2016年名古屋ど真ん中祭典及觀光推廣活動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交通部觀光局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張錫聰/交通部觀光局/科長/02-2349-1500 分機 8420 

出國類別：其他 

出國地區：日本 

出國期間：民國 105年 8 月 25日至 8月 29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5年 10 月 21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關鍵詞：日本、名古屋、祭典、推廣活動 

內容摘要： 

為推廣「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就是現在」及行銷臺灣各大旅遊主題，交通

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組團參加「2016年ど真ん中祭典街舞活動」，本次邀請中國

文化大學組成「Time for Taiwan」展演隊伍前往愛知縣名古屋市參加該慶典。 

「Time for Taiwan」展演隊伍前往愛知縣名古屋市參加該慶典。 

本活動除參加街舞活動外，代表團也特別前往當地家扶中心「鳴海聖園天使園」舉

行慈善義演，拉近我國與愛知縣民眾感情，並拜訪愛知縣大村秀章知事和名古屋市新開

輝夫副市長，雙方就臺日兩國之觀光發展進行意見交流。此外，亦於大會會場設置臺灣

攤位，提供民眾觀光諮詢服務，發放觀光文宣進行宣傳。本次任務除增加臺灣知名度，

大幅增進臺日兩國民眾情感交流，代表團於 8月 29日返臺，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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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參加 2016 年名古屋ど真ん中祭典及觀光推廣活動報告 

出國人姓名 
（2 人以上，以 1 人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黃怡平 科長 交通部觀光局 

出國類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其他參加名古屋ど真ん中祭典（例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105 年 8 月 25 日至 105 年 8 月 29 日 報告繳交日期：105 年 10 月 27 日 

出國人員

自我檢核 

計畫主辦

機關審核 審      核      項      目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資料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參考價值 

6.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參考 

8.退回補正，原因： 

（1）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2）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3）內容空洞簡略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4）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5）引用相關資料未註明資料來源  

（6）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理    

（7）未於資訊網登錄提要資料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行之公開發表： 

（1）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說明會），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2）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3）其他                     

10.其他處理意見及方式： 

出國人簽章（2 人以

上，得以 1 人為代表） 
計畫主辦機關

審核人 

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 

   

說明：  

一、各機關可依需要自行增列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行保存。 

二、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不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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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名古屋「にっぽんど真ん中祭り(Nippon Domannaka Matsuri)」（以下

簡稱多曼南卡節），是起源於 1996年名古屋的大學生們，參加北海道的 Yosakoi 

Soran 祭典後受到啟發，於 1999年在名古屋企劃舉辦一個完全由民間力量，包

含學生和市民所舉辦祭典，迄今已邁入第 18屆。每年 8月的第四個週末，名古

屋街道便宛如成為一個大型的展演舞台，吸引來自日本全國的觀眾。今(105)

年參加多曼南卡節共有 207個隊伍，參加表演人數 2萬 3千名，吸引約 200萬

名來自日本各地及國際觀光旅客造訪。 

多曼南卡節參加規則是「使用鈸、鑼等鳴器」以及「採用一段當地的民謠」。

亦即舞蹈中富有當地文化及個性的舞蹈，以及加入了當地民謠的獨創樂曲。世

界各地的人們為了參加多曼南卡節而聚在一起。本活動的舉辦目標是為了「人

類和地域的活性化」及「文化的繼承和創造」。 

多曼南卡節最大特色是「総踊り（總舞）」，辦理理念就是「總動員為零的

觀眾數」言下之意，就是全體參加人員亦是融入在其中的舞者。本活動在 2010

年，由 9,481人共同齊舞 5分 33秒的「総踊り（總舞、大會舞）」創下了金氏

世界紀錄；在場的所有人超越國籍、性別、文化、年齡等，自然形成一體、共

同創造出一個節慶的歡樂空間。在總舞中，在共同的音樂下，跨越舞蹈者和觀

眾的分界線、參加的所有人都能從中感受到舞蹈的樂趣及不同的風土文化，所

有舞者都是主角，透過笑容，超越語言的障礙，從舞蹈中感受到心連心的交流。 

名古屋為日本第三大城市，為開拓日本中部地方客源，並看好本活動的宣

傳潛力，交通部觀光局自 2013年起組團參加多曼南卡節，藉由參與日本知名國

際性慶典吸引媒體報導及民眾參觀的方式，增加臺灣曝光率。本次並邀請中國

文化大學舞蹈系所師生組成「Time for Taiwan」隊伍前往愛知縣名古屋市參加

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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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除參加街舞活動外，臺灣代表團也特別前往當地家扶中心「鳴海聖

園天使園」舉行慈善義演，把幸福和快樂傳遞給當地小朋友。並拜訪愛知縣大

村秀章知事和名古屋市新開輝夫副市長，雙方就臺日兩國之觀光發展進行意見

交流。祭典活動期間交通部觀光局亦於會場設置臺灣攤位，提供臺灣觀光資訊，

透過直接與民眾的面對面交流，以多樣化的方式，落實觀光宣傳及友好交流之

目的，展現臺灣最棒的軟實力外交。本次任務除吸引媒體聚焦、增加臺灣知名

度外，大幅增進臺日兩國民眾情感交流，代表團於 8月 29日返臺，圓滿達成任

務。 

本次推廣結合觀光、藝術、文化等交流。臺灣隊伍的參加，不僅提升臺灣

在日本中部地區知名度及形象，更有助於臺日慶典交流。目前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三重安濃津 YOSAKOI祭典及名古屋多曼南卡節的主辦單位皆派遣

隊伍來臺參加臺灣燈會，臺日雙方相互交流，加深與彼此的緊密連繫及友好關

係，有助長期深耕日本市場。 



 7 

貳、行程 

 日  期 行                   程 

第一天 

8月 25日 

星期四 

出發‧綵排 

07:30~11:15桃園/名古屋 CI-154 

14:30-15:00綵排 

第二天 

8月 26日 

星期五 

慈善表演‧拜會相關單位‧前夜祭‧歡迎晚宴 

10:30-11:30鳴海聖園天使園慈善義演 

14:30-14:50拜會名古屋市副市長 

16:30-16:50拜會愛知縣知事 

15:00-16:00歡迎酒會 

19:30-前夜祭演出 

20:00-21:30組織委員會舉辦臺灣隊伍歡迎晚宴 

第三天 

8月 27日 

星期六 

終日參加表演 

12:33-大津通遊行演出(4場) 

14:30-久屋大通公園主舞台演出 

16:57-大津通遊行演出(4場) 

18:15-美食廣場演出 

第四天 

8月 28日 

星期日 

終日參加表演 

11:55-矢場公園會場演出 

14:06-道德公園遊行演出(3場) 

16:10 拍攝大合照 

16:54-大津通遊行演出(4場) 

20:30-久屋大通公園主舞台演出(Final Stage) 

第五天 

8月 29日 

星期一 

返國 

09:55~12:50名古屋/桃園 CI-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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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廣過程 

一、祭典推廣活動 

本次臺灣代表團由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辦理籌組觀光推廣

團，由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所師生 65人組成表演團隊，以「Time for Taiwan」

為隊名，表演主題為「霹靂台灣」，舞蹈內含臺灣傳統的俠義精神特質，藉由曼

妙的紗裙及扇子等閃亮的服裝道具，描述臺灣先民渡海開墾的辛勞，把福爾摩

沙美麗的一面傳達給觀眾，進而推廣臺灣觀光，促進臺日友好。本次為增加吸

晴度，特於總決賽時，頒贈優勝隊伍臺灣大獎為一年份的鳳梨酥，藉此吸引話

題並宣傳臺灣。 

臺灣表演團除主舞臺表演外，並在久屋大通公園主場、大津通遊行會場、

美食廣場、道德公園遊行及矢場公園會場等處進行踩街表演。活動會場並設置

臺灣展攤，展攤位於人潮聚集的美食區，提供臺灣觀光諮詢服務及各式觀光文

宣、地圖摺頁。參觀民眾可向工作人員直接諮詢臺灣觀光資訊，活動期間來訪

民眾絡繹不絕，宣傳效果良好。 

二、慈善義演 

臺灣表演團特別前往當地兒童慈善機構「鳴海聖園天使園」進行慈善義

演，該學園主要收容未受家庭完整照顧的孩童及青少年們；本次慈善表演帶來

的舞蹈有融合臺灣布袋戲、傳統武術的舞碼，有翻滾及街舞等高超技術的呈現，

藉由音樂與舞蹈的活力，都受到當地小朋友及少年們的歡迎；團員們也一同與

院童們互動同樂，雖然語言不同，透過舞蹈及微笑，這樣的交流，也讓團員們

體會愛無國界的意涵，亦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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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愛知縣廳及名古屋市公館拜會 

    本次除進行推廣宣傳外，臺灣代表團分別至日本愛知縣廳拜會大村秀章知

事，及前往名古屋市公館拜會新開輝夫副市長。愛知縣大村秀章知事及新開輝

夫副市長與談時，分別表示對臺灣觀光代表團的歡迎，並就臺日觀光和祭典交

流議題交換意見，亦傳達當地民眾期待臺灣隊伍的演出。我方也請知事與副市

長能大力協助促成名古屋表演隊伍來臺參加台灣燈會表演及燈會展燈，希藉由

慶典文化交流深化臺日的情感，並加深與愛知縣的緊密連繫及友好關係。強調

宣傳觀光局於去(2015)年 4月成立名古屋連絡站，是對當地業者及旅客能提供

最直接的旅遊資訊服務。 

    活動期間除受到名古屋多曼南卡節組織委員會歡迎外，亦受到愛知縣寺西

睦議員及名古屋市市議會橫井利明議員的陪同接待，從中了解愛知縣辦理國際

性活動經驗，透過「城市行銷」提升國際知名度，進而促成地方產業發展，創

造經濟效益，皆是可學習借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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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持續廣化、深化的文化交流 

觀光局除組團參加名古屋多曼南卡節祭典外，另自 2004年起組團參加北

海道 YOSAKOI SORAN 祭典，2007 年起組團參加三重安濃津 YOSAKOI 祭典，長

期深耕臺日民間文化交流活動，亦間接促成 2013 年於日本三重縣舉辦第 6 屆臺

日觀光高峰論壇，新北市與日本三重縣簽訂觀光交流合作協定書，亦是長期深

耕交流，擴及官方的成果。名古屋多曼南卡節代表隊，自 2012 年起來臺參加台

灣燈會演出，2015 年及 2016 年名古屋市府更贊助台灣燈會燈車展示，雙方交

流雖仍在初步，應把握此交流契機，日後更廣化深化雙方交流。 

二、大型活動，建構長期目標 

觀光局雖自 2013 年方組團參加名古屋多曼南卡節，是因看準該活動的宣

傳潛力，該活動除在 2010年，由 9,481人一起跳 5分 33秒的「総踊り（大會

舞）」而創下金氏世界紀錄外，並建構了一個 50年的長期計畫，計畫內容包含

活化地域、文化傳承、發揮當地特色及增進國際交流。辦理傳統慶典是重要的

文化傳承外，亦需思考根植當地、培養後代傳承及理念的發揚，如東港三年一

次的迎王平安祭，亦是傳承使命感及理念的全鎮型活動，對於辦理大型活動，

亦可借鏡思考長期目標，活動才能永久延續。 

三、扶植地方節慶，發展在地觀光  

北海道 YOSAKOI SORAN 祭典的源起是，在 1991年，一名北海道的學生參

與了日本高知縣的 YOSAKOI 祭典，並被祭典盛況所感動，於是回到北海道，召

集百名學生共同創辦了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將高知縣 YOSAKOI 祭與北

海道民謠索朗（SORAN）結合，發展為表演者、觀眾一起狂歡的都市歡慶祭典。

1992年第一次舉辦時，僅有 10支隊伍和 20萬名觀眾參與，至今則發展到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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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30支隊伍 33,000 人參加，觀眾人數共計 200萬人的龐大規模。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發展規模的盛大，和「札幌雪祭」，並列為札幌夏季與冬季

的代表祭典。而在 1996 年夏天，到北海道參加祭典的名古屋學生們，亦受到祭

典的感動，將這樣的祭典活動亦帶回名古屋，並在 3 年後付諸了實際行動，在

1999 年名古屋舉辦了首次的名古屋多曼南卡節。這樣由民間自發性發展的組

織，自主性的辦理地方節慶活動，帶動地方發展，亦是我們可學習的方式。 

四、民間異業行銷，結合在日台灣企業共同行銷  

多曼南卡節祭典的組織委員會為民間組織，因為是民間自發性的辦理活

動，因此需自行籌措財源，行銷手法皆較官方單位來得彈性，如運用各行銷管

道多元通路，贊助商遍及食、衣、住、行，並有日本國內大型企業贊助，為期

3日的活動期間，吸引約 200萬餘人潮；本次活動會場的美食攤位，除了有日

本當地美食如北海道玉米、熊本馬肉可樂餅等，在美食攤位販售各地知名小吃

及祭典專屬紀念商品，衍生可觀的經濟效益。如為了個別的推廣活動，進行臺

灣美食的販售或試吃推廣，需考量食品進口至日本的手續繁雜，因此可與在日

本發展的臺灣企業共同合作行銷，相互提升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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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活動紀實 

(一)鳴海聖園天使園慈善義演 

 

臺灣代表團慈善表演為院童帶來精彩表演 

 

臺灣代表團與院童一起互動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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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愛知縣知事及名古屋市副市長 

 

臺灣代表團拜會愛知縣大村秀章知事 

 

臺灣代表團拜會愛知縣大村秀章知事 

      
臺灣代表團拜會名古屋市新開輝夫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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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團參加名古屋市長歡迎午宴 

 

臺灣代表團參加名古屋市長歡迎午宴 

      
臺代表團代表與名古屋河村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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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舞台遊行演出及推廣攤位 

 

 

臺灣代表團踩街演出 

 

  臺灣代表團踩街表演，受到沿途民眾歡迎 

             

 

    臺灣代表團主舞臺表演 

 



 16 

 

臺灣展攤提供臺灣觀光資訊 

 

主辦單位製作歡迎臺灣代表團布條表示歡迎之意 

 

    臺灣代表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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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稿 

臺灣「Time for Taiwan」團隊 

參加名古屋「2016多曼南卡節」街舞慶典 

傳達熱力臺灣印象˙深化臺日觀光交流 

 

   交通部觀光局邀請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所學生以「Time for Taiwan」

為隊名，組團抵日本名古屋參加當地著名的「多曼南卡節（Domannaka Matsuri）」

夏季街舞慶典活動，將臺灣熱力形象向全日本傳達，以增進臺日觀光熱度，爭

取日本旅客來臺觀光旅遊。 

 

  名古屋多曼南卡節創於 1999年，於每年 8月份舉辦，為日本中部地區規模

最大的舞蹈慶典活動，迄今邁入第 18屆；曾在 2010年，由 9,481人一起舞出

5 分 33 秒的「総踊り（大會舞）」而創下金氏世界紀錄。今(105)年 8 月 26 至

28 日為期 3 天，仍以「名古屋」及「榮」車站為中心，共計 19 個表演場地，

由來自日本國內外約 2 萬 3 千人(207 隊)進行表演，受媒體廣泛報導，同時吸

引日本各地及國內外約 200萬民眾參觀，宛如一場夏季嘉年華盛會。 

 

  「中國文化大學」師生組成的 65人臺灣展演團體參加本活動，舞蹈主題延

續北海道索朗祭，訂為「霹靂台灣」，以舞蹈及武術表演，強調臺灣傳統的俠義

精神特質，藉由曼妙的紗裙及扇子等閃亮的服裝道具，描述臺灣先民渡海開墾

的辛勞，將美麗的福爾摩沙傳達給日本觀眾，突顯臺灣觀光印象。展演團隊除

踩街表演及主舞臺演出外，並前往當地照顧未受到家庭保護的孩童慈善機構-

鳴海聖園天使園進行義演，將臺灣的友善及幸福快樂傳遞給小朋友。 

 

  交通部觀光局自 2013 年起參加名古屋多曼南卡節，今年係第 4 次組團參

與。名古屋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交通部觀光局為開拓日本中部地區客源，增加

吸晴度與宣傳效果，特於總決賽時，頒贈優勝隊伍「臺灣大賞」，獎品為一年份

日本旅客來臺必買的鳳梨酥，透過話題行銷臺灣。且特於慶典活動會場佈設臺

灣觀光宣傳攤位，提供各式觀光文宣、地圖摺頁等觀光訊息，並透過與民眾直

接面對面交流與活動遊戲，期喚醒日本中部地區民眾來臺旅遊意願，展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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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的外交軟實力。  

    

    今年 1~7月日本旅客來臺為 100萬 9,621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長 17.46%，

為早日達成 2016 年第 9 屆臺日觀光高峰論壇決議之臺日互訪 600 萬人次的目

標，交通部觀光局針對日本市場，希冀結合政府各相關單位與觀光產業界共同

努力，持續配合「美食、浪漫、樂活、購物、生態、文化」6 大觀光主軸，輔

以公關活動、電視廣告、電視牆、平面廣告、影視旅遊節目、旅行社摺頁、網

路及活動等國際宣傳作為；並配合推出促銷活動，以點、線、面布局，延續強

化重點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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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於大會刊登之廣告 

本局於大會刊登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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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報導 

 (一)日本中日新聞報導 

    日期：2016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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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名古屋 NAVI 報導 

日期：2016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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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YAHOO 網站報導 

日期：2016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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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愛知縣大村秀章知事官方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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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市議會橫井利明議員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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