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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係執行第1屆臺法農業合作會議「臺法農業旅遊發展

交流計畫」議題，於2017年6月6日至17日赴法國考察瞭解其推動

農業旅遊作法與發展現況，為期12日計與法國農業部、外交部旅

遊部門、法國農會總會、埃羅省政府旅遊局等政府機關代表或農

民組織進行交流，並參觀位於巴黎郊區Vile Fertile城市農業協會，

參訪南法Les Domaines Paul Mas葡萄酒莊、La Noisette D’Oc牡

蠣農場、Le Sauvage, Domaine en Camargue三角洲天然濕地農場、

Le Moulin de Romanou有機橄欖油生產商及工廠、La Chèvrerie 

Provençale普羅旺斯山羊農牧場、Distillerie de lavande les Agnels

薰衣草蒸餾工藝廠以及Le Jardinage農場民宿等休閒農業場域，參

與農場體驗活動及住宿，考察農民業者行銷農業旅遊與農場經營

運作之作法等，以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農業旅遊、市場行銷

及國際化推動策略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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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法國農業旅遊及農場分類與經營模式計畫」 

出國報告 

壹、 前言 

法國為世界旅遊大國，多年蟬聯全球旅客到訪人次之冠，

據法國外交部統計，2016 年有 8,250 萬至 8,300 萬外國旅客

到訪法國。法國善用主題式旅遊，讓國內外遊客選擇符合其

需求的旅遊產品，主要有以濱海為主的藍色旅遊、以高山滑

雪為特點的白色旅遊、以巴黎等城市名勝為代表的城市旅遊，

及以鄉村風光與農特產為賣點的農業旅遊(法國稱為鄉村旅遊

Le tourisme rural)
1，而農業旅遊遊客量於近年躍居各項旅遊

第二，僅次藍色濱海旅遊。 

至 2016 年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已公告

劃定 82 處休閒農業區，及有 392 家休閒農場取得許可登記證，

本會除輔導休閒產業聚落化及區域特色營造，提升服務品質

與建置友善旅遊環境，近年更積極開發國際市場，據統計，

2016 年共約 2,550 萬人次到臺灣農村體驗農業旅遊，其中外

國遊客有 47 萬餘人，共計創造 105 億元產值。鑑於法國農業

旅遊發展成熟，且占觀光旅遊比重相當高，有關其推動農業

旅遊相關政策制度、政府與農民組織合作推廣及行銷模式等，

都值得臺灣學習借鏡，作為休閒農業旅遊在地國際化推動策

略規劃之參考。 

  

                                                      
1
 法國政府依不同的主題及旅運工具，將鄉村旅遊大致分為葡萄酒旅遊、生態旅遊、鄉村美食旅遊、自

行車旅遊及河道之旅等不同的旅遊商品，並透過此類的旅遊型態發展「慢遊」，讓遊客能夠透過慢遊，

瞭解及體驗法國在地特色與美。資料來源：https://www.entreprises.gouv.fr/tourisme/tourisme-rural。 

https://www.entreprises.gouv.fr/tourisme/tourisme-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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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一、 瞭解法國農業旅遊發展以及政府機關與農民組織之推動

作法。 

二、 參訪法國農會總會(Assemble Permanente des Chambres 

d’Agriculture, APCA)經營「歡迎光臨農場(Bienvenue à la 

ferme)」網絡及農場分類制度辦理情形 

三、 參觀法國特色農場，瞭解其產業特色建立及營運推動農

業旅遊之模式。 

參、 考察行程與人員 

一、 為執行本項計畫，承蒙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賴作松及一等經濟秘書梅碧琦協助安排本會拜會張銘忠

大使，並分別陪同與法國農業部、外交部旅遊部門進行

餐敘，以及拜會法國農會總會(APCA)，特此銘謝。 

二、 本次考察行程為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17 日共 12 天，期間

計與法國農業部及外交部、法國農會總會、埃羅省政府

旅遊局等機關或組織進行拜會或交流，瞭解法國推動農

業旅遊以及農場分類制度與成果，並參訪 Vile Fertile 城

市農業協會以及南法各類農場，瞭解其如何營造產業特

色及推動農業旅遊之實務作法。 

三、 考察人員及行程表如下： 

機關/單位 姓名 職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葉艾青 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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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行程 

6 月 6 日(二) 啟程 

6 月 7 日(三) 啟程 

6 月 8 日(四) 拜會法國農會總會(APCA)瞭解歡迎光臨農

場網絡運作及其農場分類制度 

與法國農業部及外交部餐敘交流，瞭解法

國農業旅遊發展與推動作法 

6 月 9 日(五) 參訪巴黎郊區 Vile Fertile 城市農業協會，

瞭解其經營推廣有機及生態農業之作法 

6 月 10 日(六) 參訪 Les Domaines Paul Mas 葡萄酒莊 

參訪 La Noisette D’Oc 牡蠣農場 

6 月 11 日(日) 與埃羅省(Hérault)政府旅遊局進行交流 

參訪 Le Sauvage, Domaine en Camargue 三

角洲天然濕地農場 

6 月 12 日(一) 拜訪 Le Moulin de Romanou 有機橄欖油及

葡萄酒生產商，參觀橄欖油工廠 

6 月 13 日(二) 參訪 La Chèvrerie Provençale 普羅旺斯山羊

農牧場 

Le Jardinage 農場體驗農場民宿 

6 月 14 日(三) 參觀 Distillerie de lavande les Agnels 薰衣草

蒸餾工藝廠 

6 月 15 日(四) 參觀尼斯海濱及自然生態景觀 

6 月 16 日(五) 返程 

6 月 17 日(六)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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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紀要 

一、法國農業旅遊發展概況 

農業旅遊在早期僅為法國貴族間的消遣活動，閒暇

時期到鄉村度假、狩獵或享受當地田園風光與美食，而後

隨著休假制度的推行，國人也有了足夠的時間與假期，在

假日到鄰近鄉村地區遊憩，直接、間接地促進了農業旅遊

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逐步邁入工業化及現代化，

大批農村人口移入都市就業，造成農村凋零、農業人口老

化及農地無人耕種等問題；則為消除城鄉發展失衡、解決

農業發展困境，法國政府著手實施農地改革政策，將農地

整合集中，進行大規模的產業化經營，依據各地區發展條

件與技術水準，將全國劃分 22 個行政區(2016 年整併為

13 個大區)、470 個小區，於農業大區全面推廣機械式農

業，大面積的農田景緻伴隨坡地起伏，也為農業旅遊提供

了有力的發展條件與基礎。 

另一方面，為解決農村凋零，大量具傳統風格的農

村房舍建物空置或毀損，政府於 1955 年推動了「農村家

庭式接待服務微型企業」計畫，以發展農業亦發展旅遊業

為構想，提出相關優惠政策或補貼措施，包括資助農民改

建馬廄或倉庫作為旅館使用，提供平價的旅遊住宿設施；

而家庭旅館改建達到三顆星水準，且每年對外開放 6 個月

以上者，政府得給予其修繕金額 10%~30%的補貼等。其

讓農民得以運用閒置空間，於農忙後的閒暇時間接待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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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農村經濟，同時讓一般小家庭也能夠享受度假樂趣，

到農村享受田園美食，接觸農業，與農民或農場主人互動，

均刺激了農業旅遊發展。 

此外，法國政府每年亦定期修築維護連接農村景點

之道路，提升交通易達性；近年亦不斷規劃拓展自行車道

及綠色生態道路，部分路線貫穿聯通鄉間或農村，引導遊

客騎自行車遊訪或深入體驗登山健行。據法國官方統計2，

至法國農業旅遊的遊客人次占全國總遊客人次三分之一；

農業旅遊收益約占法國各類旅遊總收益四分之一。 

二、 考察內容 

(一)與法國農業部及外交部餐敘交流 

對於農業旅遊之推廣行銷，不同於臺灣主要係由農

業部門負責，法國主要是由外交部及農業部兩個部門分工

合作。會面當日係由外交部旅遊發展部門及農業部國際事

務處代表，與本會代表進行餐敘交流，並分別就該二部會

之業務職掌與政策目標概述如下： 

1. 外交部3： 

(1) 有關法國旅遊之海外市場行銷業務，自 2014 年外交

部長 Laurent Fabius 上任後，即歸由外交部主政，其

下設有旅遊發展部門負責統籌，業務包括外國遊客

市場開發與行銷，建構友善的旅遊環境(包括縮短入

及簽證時間、佈建完善之交通旅運工具及路線等、

                                                      
2
 https://www.entreprises.gouv.fr/tourisme/tourisme-rural 

3
 法國外交部旅遊部門官網：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politique-etrangere-de-la-france/touri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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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旅遊業者服務品質等)；中央主管機關─外交

部(旅遊發展部門)制定政策，地方(區、省)政府旅遊

單位負責實務執行。另為拓展國際市場及海外行銷，

於全球各地設有「法國旅遊發展署(Atout France)
4」

海外辦事處，該署是法國旅遊產業團體及業者所共

同組成，於海外代表法國政府負責法國旅遊的海外

行銷宣傳工作，具有半官方性質。截至 2017 年 8 月

底止，包括臺灣地區，法國於全球各地已設立了 56

處海外辦事處。 

(2) 法國為全球觀光人次最多的國家，2016 年約有

8,300 萬人次到訪，未來目標希望能達到 1 億人次/年。

除美食、文化旅遊外，生態旅遊與葡萄酒旅遊等亦

為法國推廣重點，搭配深度旅遊規劃，促進當地產

業行銷與經濟。 

(3) 另針對休閒觀光地區，外交部轄管有國家級與地方

級觀光公園，國家級觀光公園管制嚴格，原則不可

有任何破壞或擾動行為，地方級(區、省)觀光公園則

要求地方政府必須結合當地文化、美食及特色產業，

共同行銷。 

(4) 法國近年大力推動葡萄酒深度旅遊，係由農業及旅

遊產業團體共同倡議推行，目的是促進更多的葡萄

酒產區能夠進一步提供旅遊及住宿服務，吸引遊客

到訪駐足，進而帶動地方農業發展，幫助特色農產

                                                      
4
法國旅遊發展署巴黎官網：http://www.atout-fran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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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葡萄酒深度旅遊

標章 

行銷。據統計，法國國內目前具備接待外國遊客能

力的葡萄酒莊，約有 1 萬多家；葡萄酒莊每年接待

遊客人次約約 1,000 萬人次，達全年遊客人次近 1/8。 

(5) 目前選定於國內 17 個大葡萄酒

產區辦理葡萄酒深度旅遊，區

內之葡萄酒莊或地方城鎮均可

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申請者

須具備接待外賓之能力，包括

提供餐飲、住宿等；俟地方政

府審認符合規範及要件後，由

Atout France 認證並發給葡萄酒

深度旅遊標章。 

2. 農業部5
 

(1) 農業部主要負責業務包括農林漁牧產業之推廣、研

發、教育及防疫等工作，其政策目標為促進農村永

續發展，就產業輔導面，主要工作為培植農民、推

廣地方特色農產及農場，輔導農民業者建立自有品

牌，並協助行銷。 

(2) 針對農民培植與輔導，其主要係透過學校專職教育

培育專職農民，以及給予投入農業人士技術及政策

輔導，包括開設培訓課程、提供農業入門及專業知

識、農場經營輔導、提供低利貸款或補助、補貼等。

此外，亦輔導農民運用當地農產食材，開發農村特

                                                      
5
 法國農業部：http://agriculture.gouv.fr/ 

 

http://agricultur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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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料理，讓遊客到訪農村能夠享用到在地美味的農

產食品。 

(3) 輔導推廣及建立產業特色之主要作法如下： 

A. 善用故事包裝：利用該農產品的發展歷史、所在

地理環境、文化淵源等包裝，建立產品特色及商

品差異性。 

B. 產品標準化：輔導產品製作建立標準化作業，維

持農產品品質，建立商品信譽。 

C. 輔導取得認證或標章：法國對於相關認證標章，

例如紅標牛肉、有機農產品等，定有嚴格的審認

制度，農民於取得產品認證後，政府亦會持續監

督並查核，包括產品之製程及場域維護等，確保

該項農產品確實符合認證基準，並協助行銷推廣。

換言之，政府機關除了替消費者把關，也協助生

產者行銷。 

D. 焦點行銷：法國政府已選定 16 個具有特色產業

之地區作為國際行銷標的，強力推銷該地區特色

農產，營造某特定地區等於某特產之直觀聯想，

例如普羅旺斯之於薰衣草花田，加深消費者印象，

並吸引其到訪旅遊；政府推廣該品牌、地方業者

建立該品質 

綜上，法國旅遊觀光推廣與產業輔導發展分工甚為

明確，旅遊部門負責規劃旅遊商品，包裝在地產業及特

色共同行銷推廣，並提供暢通的旅遊訊息、友善旅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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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及旅遊環境，其所著重的是旅遊線的串接與面

的整合行銷；至農業部門，則是行銷推廣地方特色農產

業，包括輔導農民及農場開發產品與建立品牌、督導農

產品品質及環境優化等，俾供旅遊部門包裝納入旅遊推

薦景點，兩部門各司其職，相輔相成。 

 

 

 

 

 

 

 

(二)參訪法國農會總會(Assemble Permanente des Chambres 

d’Agriculture,  APCA) 瞭解歡迎光臨農場(Bienvenue à la 

ferme)網絡運作與農場分類制度 

法國共計有 13 個大區、101 個省，各省均設有省農會，

APCA 則是農會總會，位於巴黎市區內。其為農民及農產

業者代表共同組成的農民組織，工作內容為服務及輔導農

民，為農民業者與政府的溝通橋樑，亦協助政府執行推廣

農業政策，功能與定位類似臺灣的農會，法國政府並授權

其制定法令或規範，以協助政策推廣執行，亦可代表法國

參與歐洲農業發展項目，實具有半官方性質。 

                                                      
6法國農業部國際事務處代表：處長 Xavier PACHOLEK(圖 1 右二)、東亞業務負責人 Karine 

BERTHOLON(圖 1右一)；法國外交部旅遊部門代表：專員 Amandine SOUTHON(圖 1 右四)、國外市場

開發負責人 Benjamin MALATERRE(圖 1右三)。 

圖 2：與法國農業部、外交部6
(右 1

至右 4)及駐法代表處賴作松組長(左

1)餐敘交流。 

圖 3：本會致贈法方臺灣特色農產

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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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為推廣農業旅遊，農業部於 APCA 下設立農

業及旅遊服務接待處(Le Relais Agriculture et Tourisme），聯

合「法國農業經營者工會聯盟（FIVSEA）」、「法國農會與

互動聯盟（CNMCCA）」和「國家青年農民中心（CNJA）」

等專業農業組織，共同成立「歡迎光臨農場(Bienvenue à la 

ferme)」網絡7。該組織網絡不僅提供農場輔導措施與必要

協助，也制定了相關規範及條例，嚴格規範農場行為，例

如禁止販售或採買遠方農場的農產品類型，以確保每個農

場都具備農業生產及經營能力，且各具特色，俾能區分市

場，避免惡性競爭。 

 

 

 
  

  

                                                      
7
 http://www.bienvenue-a-la-ferme.com/ 

圖 6：歡迎光臨農場(Bienvenue à la ferme)網站首頁 

圖 5：駐法代表處經濟組代表梅碧琦

(左 1)陪同拜會 APCA。 

圖 4：APCA 總部位於巴黎市區，

在法國各地亦設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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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APCA 經營歡迎光臨農場網絡，及其對於加入該

網絡之會員農場管理輔導機制，分享概述如下： 

1.共同制定規章制度：有關歡迎光臨農場之相關條款與規

範，都是 APCA 與農民業者、組織溝通後所共同制定，

加入之農場會員均須遵守，倘經查有違反規定者，將面

臨取消資格。 

2.歡迎光臨農場網絡之行銷與推廣：起初係由農業部於法

國本土 13 個大區中，各遴選出 5 個農業從業人員，協助

政策推廣以及歡迎光臨農場網絡行銷推廣，吸引農場業

者加入。現今，共計有 90 位人員投入網絡推廣工作，在

特定接待點進行該網絡的推廣與介紹，並提供諮詢服務，

協助農民或農場加入。 

圖 7、8：歡迎光臨農場網絡 DM (宣傳對象：農民) 

左圖為歡迎光臨農場網絡概況介紹；右圖為會員加入心得，包括有

助提高其農場知名度、拓展業務、改善並提升農場環境與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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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歡迎光臨農場標章 

3.農場資格審查： 

 (1)該網絡採取會員申請制，申請者必須具有農民身分，

APCA 受理後會派專人至農場現勘，就其農場經營環

境，包括農業生產及動物飼養環境、農舍及相關設施

是否合法、外觀是否完整美觀等進行檢核，另輔以秘

密客實際體驗，及參考消費者的網路評價等，綜合評

估是否同意申請加入。 

(2)申請人資格經 APCA 初步審核合格後，

報送農業部作最終審認；審認通過

方屬完成會員加入程序並取得歡迎

光臨農場標章(如右圖 9)使用權；每

年收取 100 歐元年費，作為該網絡

自主運作經費來源。                 

4.農場管理輔導： 

(1)不同於一般農業及農場經營模式，歡迎光臨農場網絡

要求每個加入會員之農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 每年須至少開放 2 次、每次至少 1 天。 

B. 農產品從生產、加工到銷售，都必須出自同一農場。 

C. 各項農產品均能溯源，消費者除能充分瞭解農產品

生產情形，亦能直接面對農場業者諮詢相關問題，

提高農產品可信度。 

(2)透過陪伴輔導機制，輔導每個會員農場建立自有品牌，

APCA 協助透過相關通路及管道行銷，最終目標是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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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農場能自主運作，增加農民收入，提供消費者優質

的農產品。 

5.農場分類制度： 

 (1)歡迎光臨農場網絡成立已近 30 年，目前有約 8,000 名

會員農場，其歸納各農場服務屬性，規劃出「吃在農

場」、「玩在農場」、「生活在農場」的三大行銷概念，

並將農場分為農產品販售、餐飲、休閒遊憩、住宿等

4 大類型，設計不同視覺標誌，讓消費者依其不同需

求，在網頁上搜尋符合其條件的農場。另各類農場尚

可再依其經營屬性細分如下： 

       表 1：歡迎光臨農場分類屬性及標誌 

服務類型 經營屬性 說明 

農產品 

 

販售農產品 包含農林漁畜之一、二級

之農產品及其相關雜貨

等，各項產品均可溯源

外，消費者亦可直接面

對、接觸生產者，諮詢農

產相關問題。 

餐飲 農場料理 

開胃酒活動 

熟食外燴 

野餐 

活動場地出租 

讓消費者享用該農場或當

地食材製作成的特色及田

園料理。 

休閒 

遊憩 

 

親子探索 

教育農場 

馬術訓練 

狩獵 

提供家庭、團體或教育機

構休憩、狩獵、馬術運

動、農業與生態體驗以及

教育解說的場地。 



16 
 

住宿 

 

農舍民宿 

露營 

露營車 

兒童夏令營 

民宿為農場舊有建物改

建，並規定農場主人須親

自接待，並限定食材須出

自 農 場 本 身 或 當 地 ；

APCA 提供培訓課程，強

化業者接待及服務能力。 

 

 

 

 

 

(2)據統計，歡迎光臨農場之會員農場有 53%提供農產

品販售服務、20%提供遊憩服務、27%則是提供農產

品販售及遊憩服務；APCA 於近 5 年開始推廣農場住

宿及餐飲服務後，該網絡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而目

前最主要發展及推廣的是「吃在農場」，其不但創造

高消費額，也能讓消費者參與、接觸農業，達到其推

廣農業、活絡農村經濟的目標。 

6.會員農場之行銷推廣： 

(1) APCA 每年製作歡迎光臨農場行銷目錄，並提供網路

下載，另亦提供區域指導、舉辦各項農業展覽活動，

圖 10：歡迎光臨農場網站查詢結果及農場相關訊息揭露 



17 
 

以及透過網路、手機 APP 等發布相關活動訊息給消

費者及農場業者，增加農場露出及媒合機會。 

(2)為推廣行銷其會員農場之產品，APCA 設立了數種銷

售管道，包括於全國設立 4200 處銷售點直營販售、

每年辦理 2,300 場露天市場供農場會員擺攤、與 450

個市場銷售部合作販售、與 22 個合作社商店(經營者

均為該網絡會員)合作銷售。 

(3)APCA 刻正嘗試新的銷售方式─農產品提貨處，消費

者透過農場網站下訂單後，可到直接到提貨處定點取

物，目前 APCA 共設有 120 處提貨處，其連結了 900

個農場業者，至今累計收到 9 萬多筆訂單，創造 375

萬歐元銷售額。另因應都市消費客群，目前規劃將靠

近巴黎市區的 1 處提貨處經營權，讓與非農業業者合

作經營，除因農場業者多於中南部，路途遙遠外，亦

期望藉此注入不同的經營思維，並協助將農業推展至

其他領域，但合作條件是經營者須遵循 APCA 相關制

度規範，並尊重農場生產者之產業鏈文化。 

圖 11：歡迎光臨農場宣傳 DM 2 (宣傳對象：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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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據統計，約有 52%農場會員，其農場產品於農場內銷

售完畢；另有 21%除於農場內販售外，會透過當地市

場販售；7%之農場則是與當地農會或合作社合作販

售；2%則輔以網路行銷。 

7.會員農場督導及退場機制 

(1)APCA 每年會不定期派員或以秘密客方式至會員農場

及其銷售點，就所販賣之農產品、農場內部經營環境、

農場建物外觀、行銷服務等進行查核，經查有違反規

定者，將撤銷其資格，且不得再申請加入。 

(2)此外，其會員資格係與法國農民身分二者相互勾稽，

倘會員一旦喪失農民身分(例如退休、轉換行業)，則

會員資格亦將被取消。 

APCA 表示歡迎光臨農場網絡及其認證標章，不但是

對農場業者的規範，也是對消費者的承諾：開放農場，提

供優質美味且安全無虞的新鮮農產品與服務。其主要成功

的秘訣是以嚴格規章制度規範農場行為，以高於國家的標

準要求及檢核會員農場之生產、農場建築美學、農產品品

質、品牌建立及行銷服務，確保農場產品品質及服務；並

提供消費者售後服務，透過問卷或訪問的方式，瞭解消費

者需求，進而提升農場服務功能，均是讓歡迎光臨農場能

夠成功經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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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與埃羅省旅遊局進行交流 

南法朗格多克大區，濱海旅遊及葡萄酒旅遊是當地

最重要的兩大發展重點；參訪當日係由該大區埃羅省旅

遊局副局長兼旅遊市場行銷部門負責人 Jean-François 

Pouget，與本會進行交流，其表示埃羅省的外國遊客人

數占全法國第四，但遊客大多集中在濱海地區，故地方

政府當前的旅遊政策及目標，不再強調海外行銷吸引外

國遊客，而是著重如何將遊客吸引到內陸，促使區內各

旅遊景點平衡發展，進而推動市場化經營、提高旅遊產

值。 

因應國內外遊客增加，旅遊局也著手規劃提供更完

善的旅遊加值服務，包括路途指示、道路與自行車道佈

建、觀光訊息引導及宣傳行銷等，提高觀光景點的可及

性及易達性；另一方面，提供旅遊業者相關培訓課程、

無障礙設施之低利貸等，提升旅遊服務品質及硬體設施，

建構友善遊客的環境。 

除了提升當地旅遊環境，運用主題旅遊整合區內特

色產業及旅遊景點加以行銷，一直為當地旅遊局重要工

作項目，Jean-François Pouget 分享其作法如下： 

1. 建立資料庫及開發潛在景點： 

(1)秉持瞭解產品(旅遊景點)及其遊客市場，才能開發

優質旅遊產品的概念，旅遊局盤點區內旅遊景點及

資源，建立資料庫，俾依據所推出的旅遊主題，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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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適當景點加以包裝行銷，或規劃不同路線加以串

接。 

(2)對於有潛力、尚待開發的旅遊景點，則依其現況進

行全面評估，以遊客角度構思待補強之處，例如硬

體或設施不夠完善，則協助媒合投資者資助或提供

貸款、補助；若是人員服務品質，則會提供、推薦

相關培訓課程，以符合遊客市場需求。 

2.整合特色景點，發展深度旅遊及體驗活動： 

埃羅省位於朗格多克大區內，葡萄及橄欖為該省

主要特色傳統產業，另亦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生態

資源及歷史人文，包括托湖8、米迪運河9、蒙彼利埃大

教堂10、法國最美村莊之一 Saint Guilhem le Désert、古

堡等，故旅遊局除掌握各景點發展現況，亦就區內相

關景點或旅遊業進行量化分析，分析遊客偏好及需要，

例如以葡萄酒文化、名勝古蹟吸引遊客，進而將其他

特色景點納入遊程規劃共同包裝行銷，或結合遊憩體

驗活動，例如馬術、登山、攀岩、划船、自行車等，

吸引遊客到訪駐足與遊憩體驗，達到在地特色產業發

展及休閒觀光之效果。 

                                                      
8
托湖( Étang de Thau )為南法的一個巨大潟湖，位於世界遺產米迪運河的最東端，擁有豐富的生態景觀與

野生動物，包括火烈鳥，亦為法國牡蠣重要產區。 
9米迪運河位於法國南部，流經朗格多克地區具有豐富歷史遺蹟的奧德、加爾和埃羅三省，於 1667 年開

始修建，1681 年竣工，長 240 公里，航運水道網絡 360 公里，連接地中海和大西洋，共有 328 個大小

不等的建築物（包括閘、導水渠、橋、隧道等），是歐洲近代最重要的土木工程之一，集當時水道測量

學、拓撲學、幾何學和建築學頂尖技術於一體，因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6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10蒙彼利埃大教堂 (Montpellier Cathedral) 是一座 14 世紀的哥德式教堂，位於老城市中心。教堂外的塔樓、

角塔和壁壘，使這間教堂看起來就像是座中世紀的堡壘。教堂的全名為「蒙彼利埃聖皮耶大教堂」，自 

1536 年始正式成為大教堂。在宗教戰爭期間，教堂結構受到嚴重毀損，17 世紀時曾進行重建。這座教

堂是蒙彼利埃歷史區內，唯一在宗教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教堂，保有各種與聖經相關的藝術品收藏，以及

一架雄偉的十八世紀管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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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遊資訊公開，結合特色產業行銷推廣： 

(1)該局之旅遊行銷方式包括運用新媒體包括 Facebook、

Twitter、架設旅遊官網等，以及辦理、參與國內外

相關展覽活動進行宣傳行銷。該局除於旅遊官網提

供最新旅遊資訊外，也會以網路問卷方式及文章點

擊率，調查分析國人以及網站追蹤者之旅遊偏好，

主動出擊以不定期方式發送、提供符合網站追蹤者

喜好的主題遊程訊息或文章；並檢討擊率少的文章

或旅遊主題，並據以調整修正遊程規劃，點擊率多

者，則持續並加強推廣。 

 

 

 

 

 

 

 

圖 12：埃羅省旅遊局官網11，顯示轄內各大景點網站、生態休閒旅遊、

葡萄酒旅遊及文化旅遊等四大類連結(黃色圈選處)，不間斷自動顯示

各主題旅遊景點資訊(綠色圈選處)；紅色圈選處為各類主題旅遊電子

地圖及導覽手冊連結，目前共計有 10 種。 

(2)除透過官網提供葡萄酒莊與其他主題或體驗遊程，

如特色傳統市場、自行車、摩托車、獨木舟、登山

等電子訊息及地圖導覽外，旅遊局亦開發 APP 軟體

(目前僅有法語服務)，以及提供紙本導覽地圖，標

                                                      
11

 http://www.herault-tourisme.com/accueil-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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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推薦路線，整合沿途特色觀光景點、農產品及美

食餐廳、體驗活動場域等訊息一併揭露，讓遊客能

依其需求按圖索驥。 

(3)此外，透過參加國內外的旅遊行銷及產業推廣活動，

運用在地特色農業如葡萄酒、橄欖油吸引消費者目

光，並於活動現場展示產區地圖，藉此將當地特色

產業及旅遊景點介紹給消費者；另亦輔以商品上的

二維條碼或 QRcode，能讓消費者知道該產品是出

自何家農場業者，進而吸引消費者到當地旅遊。 

 

 

 

 

 

 

最末，本會與 Jean-François Pouget 分享臺灣水果旅

行及文宣，其建議臺灣以具有多元豐富的水果與農產為

特色，則推廣水果旅行除結合當地文化、產業外，亦可

輔以大眾現在最重視的養生、健康、食品安全等議題，

於推動水果旅行同時，可提供消費者水果的養分與益處

等相關資訊，吸引消費者目光與興趣，進而透過產地及

地方特色介紹、產品取得相關認證等，引導消費者前往。 

 

 

圖 13、14：Jean-François Pouget 與本會交流旅遊行銷作法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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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觀法國各類農場，參與體驗活動與住宿 

1.Vile Fertile 城市農業協會12： 

 Vile Fertile 位於巴黎郊區，是由一群對環境保育及

生態永續有共識的人士與在地居民共同組成，他們向政

府承租早期種苗試驗場土地成立生態農場，於 2014 年開

始正式運作，宗旨為推廣環境生態永續，使用有機農法，

運用城市裡的廢棄物製作有機肥料，種植蔬果。 

圖 16 為該場有機肥製作及

運用概念圖。首先，回收城市

內的咖啡渣作為種植蘑菇的肥

料，而剩餘咖啡渣可再與購買

來的建築剩餘木料混合，作為

溫室番茄肥料，或再混合馬糞

以及市場回收來的廢菜葉等混

合，經過定期攪拌、曝曬等過

程，製成有機肥運用於場內各

項蔬菜，各項蔬果販賣所得則作為農場營運經費。 

 

 

 

 

 

 

                                                      
12

 http://www.vilefertile.paris/ 

圖 15：Vile Fertile 回收廢棄物

製作有機堆肥及生產作物循環

示意圖。 

圖 16：農場各場域均是鄰近居民及

學校體驗農事及教育的場地。 

圖 17：有機推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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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1：溫室入口處標示作物配置，溫室併育苗室使用，以高架

離地方式種植有機蕃茄及草莓，便利教學說明及採摘；農場營運

已步上軌道，收益逐年增加。 

目前協會成員約有 80 人，其營運經費主要來自認

同協會理念的私人基金會及投資者，另小部分為販賣生

態農場蔬果所得。農場所產之蔬果均直接銷售予鄰近居

民以及知道該農場的人；其作物產量及農場營運亦漸入

佳境，2014 年的作物產量約 700 公斤，營業額約 3,700

歐元；2015 年產量約 1,200 公斤，營業額約 6,500 歐元；

2016 年約 1,400 公斤，營業額約 9,100 歐元。 

為推廣環境及生態永續概念，農場會不定期開設農

事體驗活動，運用官網公告周知並宣傳理念，另亦與相

關學會、公司團體以及學校等合作，提供農場作為生態

農業的教育活動場域，以鼓勵教育人們透過農業生產勞

動，學習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其執行理念並獲得巴黎市

政府支持，協助免費於車站刊登其行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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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s Domaines Paul Mas 葡萄酒莊13： 

葡萄酒莊成立於 1892 年，自有葡萄產區約 650 公

頃，依據其葡萄品種及種植年份劃分為 12 區，並採休

耕輪作制度，以維護地力；另亦有有機葡萄產區，並按

政府規定設置隔離綠帶，以樹灌欉或 5 米產業道路與一

般生產區隔離。 

該酒莊為獨立經營，僅使用自有產區的葡萄製酒，

不需再收購其他產區的葡萄，歷經四代經營，自 2000

年開始著手產業化，所產製的葡萄酒 90%出口國外約

60 個國家，包括台灣，僅留 10%內銷法國本土。其行

銷宣傳方式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的農業產銷、紅酒

節等活動，以及參與不定期的節慶、市集等，另並提供

酒莊參觀導覽解說及品酒服務，須預約，每人收費

10~15 歐元，以及開設品酒課，教授如何品酒辨識優劣，

一堂課 45 分鐘，每人收費 15 歐元。 

參訪當日遊業者帶領參觀其葡萄園及酒窖，介紹酒

莊種植的葡萄品種、用以產製的葡萄酒種類、解說釀酒

                                                      
13

 http://www.paulmas.com/ 

圖 22：Les Domaines Paul Mas 葡萄酒莊俯瞰(官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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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6： 

業者介紹產區內不同品種的葡萄及其釀造的

葡萄酒；葡萄酒調和工作由酒莊主人親自進

行，確認調和完成後才會裝瓶販售。南法著

名的粉紅酒，便是以紅酒及白酒調和而成。 

工具及製程等，最末於其展售酒吧提供紅、白、粉紅酒

三種酒類試喝；其中，粉紅酒為南法葡萄酒特色酒品，

甚獲女性喜愛。在產業特色營造上，該酒莊已開發了 8

個葡萄酒品牌，並在各個品牌下，設計釀造各種不同價

位的葡萄酒，以滿足各階層客群喜好，目前共計已有

100 多種葡萄酒。 

酒莊內亦附設餐廳「Côté Mas」提供餐飲服務，讓

遊客可以搭配購買的葡萄酒一起享用。其附設餐廳使用

有機及方圓半徑 60 公里內的食材，減少食物里程，已

連續 3 年獲得 Gault & Millau
14高帽子美食評鑑給予 2 個

高帽的肯定，其環境亦獲得米其林(Michelin)1 個叉匙15

                                                      
14

 Gault Millau 高特米魯─廚師帽美食評鑑，Gault Millau 是法國最有影響力的餐廳評鑑指南之一，1965

年由 2 位餐廳評鑑家 Henri Gault 與 Christian Millau 共同成立，也是 Gault Millau 的命名由來。Gault 

Millau 高特米魯評分標準從 1~20 分，以食物的品質、待客之道、價格與餐廳氛圍分開計分，依據總分

給予名列前茅的餐廳 1至 5 個白色高帽子(如同米其林的星星)，1個高帽 11~12分、2 個高帽=13~14分、

3 個高帽=15~16 分、4 個高帽=17~18 分、5 個高帽=19 分，至於 20 分的完美料理是永遠存在於理想中，

因此 2位創辦人從未給過任何餐廳 20分；至低於 10分的餐廳，則不列入 Gault Millau 美食餐廳名單。 
15米其林指南的評等分為一般評等和星級評等，一般評等又分「叉匙」、「人頭標誌」及「兩個銅板」3

種標記，其與星等是相互獨立的評級方式；星星重點評判食物，叉匙重點評判用餐環境舒適程度。 

「叉匙」以餐廳的表現，給予 1~5 個叉匙符號。5 個叉匙代表 Luxury in the traditional style、4 個叉匙代

表 Top classcomfort、3 個叉匙代表 Very comfo rtable、2 個叉匙代表 Comfortable、1 個叉匙代表 Quite 

comfortable；「人頭標誌」意指米其林推薦的地道小館 BibGourmand(Bib 就是輪胎人的名字 Bibendum)，

提供不錯的食物和適當的價格。( Good food at moderate price. Under 25 outside Paris, Under 33 inParis)； 

「兩個銅板」的標誌稱為 piecettes，就是小硬幣之意，有此標誌的餐廳表示提供不超過 16 歐元的簡單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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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左)：酒莊接待本團同時亦有多組遊客到訪買酒用餐。 

圖 28(右)：附設餐廳「Côté Mas」入口標有獲得米其林 2017 評等

1 個叉匙，以及 Gault & Millau 廚師帽美食評鑑連續 3 年評為美食

餐廳之標誌。 

的評等。另酒莊亦提供住宿服務，目前共 2 間房，未來

將擴增至 5 間房，住宿房間其實原先是提供給不勝酒力

的遊客休憩使用，而後因應旅客休閒遊憩，便加以規劃

提供遊客度假之用，每人最低 150 歐元/天，冰箱內備

有 8 支不同種類的葡萄酒供遊客免費暢飲。 

 

 

3.La Noisette D’Oc 牡蠣農場16： 

法國是全球最具規模的生蠔產地，也是歐洲第一個

大規模養殖生蠔的國家，而位於南法朗格多克-鲁西永大

區(Languedoc-Roussillon)的潟湖─托湖(É tang de Thau)，

為法國生蠔的第 7 大產區，其擁有獨特的生態環境與養

殖方式，故參訪此處的牡蠣農場，瞭解養殖業結合休閒

農業的概況。 

托湖(É tang de Thau)全區面積約 7,500 公頃，因位於

地中海沿岸，潮汐現象不明顯，故生蠔養殖方式不同於

                                                                                                                                                                      
飲(Establishment offering a simple menu for under 16 )。 

米其林星星標誌：1顆星 Very good Cooking，值得停車一嘗的好餐廳；2 顆星：Excellent Cooking，出色

的菜餚，值得繞道前往，但所費不貲；3 顆星：exceptional cuisine，worth the journey，出類拔萃的菜餚，

值得專程前往，但是要花一大筆錢。 
16

 http://lanoisettedoc.com/en/la-noisett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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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其他沿海，而是先將生蠔苗一個個黏著在繩索上，

而後將佈滿生蠔苗的繩索懸吊於木製框架上，置入托湖

(É tang de Thau)中，農民每天會將繩索拉出水面 2 次，

讓生蠔接受微風日曬，此為地中海地區獨特的生蠔養殖

方式，亦稱「人工潮汐系統」。 

生蠔依大小依序分為 0、1、2、3、4 級，該農場以

生產最高級生蠔為特色，從事 0 級與 1 級生蠔的批發販

售，為當地老字號的生蠔農場，產業特色及市場區隔已

圖 31~35：業者講解生蠔養殖方式。 

圖 34(右上)：農場在地特色料理─生蠔、淡菜與章魚烤餅(Tielle)。 

圖 35(右下)：生蠔採分級包裝，圖中為 4 公斤包裝，盒上印有農場 logo

及網址，也標示場域取得之標章及農場位置，由左至右為品質認證、歡

迎光臨農場標章、南法產品標章、依 Terr'Avenir 協會實施農業環境管理

並通過 ISO 14001 認證標章、農場位置標示。 

圖 30：托湖養殖生蠔的棚架平台

(紅色箭頭指標處)。 

圖 29：托湖有地中海調節，水質良

好，海洋生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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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形，故除建立網站介紹其農場外，主要係靠遊客及

饕客口耳相傳，較少參與公開行銷活動。 

該農場亦是 APCA 歡迎光臨農場的會員，業者表示

APCA 每年會以秘密客方式，不定期到農場或其他銷售

點進行抽查。參觀當日由業者帶領解說當地潟湖生態，

生蠔養殖方式及其清潔、分級與包裝等處理流程，以及

品嚐生蠔的正確方式等；其生蠔依據重量分級包裝，包

裝盒上並印有南法產地區位以及相關品牌認證標章，明

確標示出該產品出自於南法、所在省分與農場區位，以

及獲得 ISO 認證、加入歡迎光臨農場的標誌。 

農場除提供生蠔、貝類及葡萄酒販售外，亦有料理

品嚐、解說導覽、親子探索教育、1 日及 2 日貝類農夫

圖 39(左)：農場將歡迎光臨農場標章懸掛於入口處並標示提供的服務有

販售農產品、提供作教學場所、提供露營車場地(由上而下)。 

圖 40、41(中、右)：場域採取餐飲、商品展示售及工作場所與導覽解說

複合使用。 

圖 36~38：牡蠣農場的牡蠣大小分級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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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等服務，也與鄰近學校合作作為講解教學場域、

提供露營車場地。另因場地涉及水域以及遊客安全，法

國政府對此亦有嚴格的法規限制，例如保險、出海船隻

承載人數等，故除了體驗活動採預約制，經業者評估才

可辦理外，其他活動如導覽或教育解說，並不會讓遊客

們進入到托湖的水域範圍內。  

4.Le Sauvage 卡馬格濕地農場17： 

該農場位於南法的卡馬格省立自然公園(Parc naturel 

régional de Camargue)內，占地約 2,000 公頃。卡馬格地

區(Camargue)坐落於羅納河(Rhône)三角洲的廣闊濕地上，

擁有豐富的生物資源與生態景觀，包括當地聞名的火烈

鳥(紅鶴)、特有的古老品種白馬、卡馬特黑牛、蘆葦濕

地、沙灘、鹽田等。復因位屬生態風景保護區，故其土

地使用受到國家嚴格管制，嚴禁煙火、露營、摘採、砍

樹等行為，對於放養動物的場域，明定須使用圍欄，且

圍欄應直接取材於在地樹木，不得用水泥鐵器。 

                                                      
17

 http://www.domainelesauvage.com/ 

圖 42~44：農場除大面積濕地及飼養白馬黑牛，亦臨海，生態及景觀資源

豐富；海及沿岸屬政府管理，嚴禁水上及海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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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土地有 3/4(約 1,500 公頃)為濕地，其自然景觀、

生態原貌、生物多樣性是農場的最大特色與賣點，業者

以遊園車方式提供遊客賞景、賞鳥拍照及進行生態導覽

服務，另亦有騎馬及馬術體驗活動。當日體驗遊程，即

是由業者開車巡繞農場周圍，觀看當地濕地景觀、野生

水鳥、放牧的牛群及馬匹等；又濕地水域範圍多而涉及

公共安全，業者主要是採車上導覽解說的方式為主，除

了在確定安全的定點會停留講解、供遊客下車拍照外，

原則不會隨便讓遊客下車走動。 

另外，該農場亦規劃利用其廣闊的腹地與自然美景，

出租部分場地作為辦理婚宴、企業團隊訓練或開胃酒

活動等使用，刻正改建農場內的舊農舍、酒莊，以提

供遊客住宿及餐飲服務。 

 

 

 

 

  

5.Le Moulin de Romanou 有機橄欖油製造商18： 

該農場於 2011 年成立，位於普羅旺斯和朗格多克

大區之間，有機橄欖種植面積約 2 公頃，以人工採收為

主，用以自製有機橄欖油及橄欖醬；另有種植葡萄數公

頃，收成交給當地合作社釀製葡萄酒。參觀當日由農場

                                                      
18

 http://www.moulinderomanou.com/ 

圖 45~48：農場餐廳與農舍正在整建，因此用餐地點移至附近的河邊小屋，

現場有多個家庭在此享用午餐，餐點是在地的家常田園料理。 

http://www.moulinderoman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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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親自解說橄欖生產、採收、製油之過程與使用器具，

最末則提供其自產的有機橄欖油、橄欖醬試吃與葡萄酒

試飲。 

 

 

 

 

橄欖產季為每年 10 月底至隔年 1 月初，業者表示

在產季期間，亦會幫當地其他橄欖農民榨油(僅限在地品

種的橄欖)，榨油後所餘殘渣，則回收作為肥料使用。其

工廠面積約 500 平方公尺，1 層樓約 4 公尺高，屬集貨、

加工、包裝貯存、產品展示售空間、衛生設施及資材放

置複合使用，每個空間約 45~50 平方公尺，並依歐盟及

法國政府規定採各自獨立或以門牆隔離。 

因為是產製有機農產品，故工廠相關設施都須符合

並遵守歐盟對於榨油場域的嚴格規範，例如設施高度至

少要 1.6 公尺以上、場域衛生安全、生產及包裝儲藏空

間分離等；而當地衛生單位亦會到場稽核及不定期抽查，

符合規定者才能對外開放。業者強調，現場整潔的維護，

圖 49~51：製油工廠採複合使用，並擺放或張貼在地橄欖文化及介紹 

圖 52：業者講解榨油工具及過程，

各空間維護良好，窗明几淨。 

圖 53：依歐盟及法國政府規定，

生產及包裝貯存空間予以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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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有機橄欖油工廠宣傳 DM 

除了是維持產品品質與衛生安全外，倘若民眾購買商品

產生食用問題，政府到場查核時也證明生產環境安全無

無，減少爭議與疑慮。 

該農場善用當地歷史故

事包裝其商品：在中古世紀，

當地傳教士會使用一種窄口

寬肚特殊陶罐，向鄰近村民

化緣橄欖油，村民們可依據

自己的心意及能力提供，化

緣收集到的橄欖油，傳教士會用驢運送、轉贈給其他有

需要的窮人，因此，該陶罐之於當地人有著「心意」、

「良心」的意涵，業者除利用驢馱著陶罐的圖像作為商

標，昭示其商品可靠性外，亦用同等比例縮小複製出小

陶罐作為橄欖油容器，吸引遊客。 

 

 

 

此外，業者表示法國農地管制嚴格，縱使農民亦不

能隨便興建設施或建物，而現有的橄欖油工廠是近年新

建的，原因是原有廠區位於橄欖園旁，但常受水淹之苦，

經向當地政府申請，其「特許」業者得遷廠至現在地勢

圖 55(左)：橄欖油商品展示，小陶罐與商品標籤。 

圖 56、57(中、右)：業者介紹其產製的橄欖油及橄欖醬，提供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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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農地上興建。業者亦分享配合橄欖係採有機耕作，

其廠內也使用友善環境的流動式環保廁所19，採免沖水

設計，廢棄物加工處理後還可作為堆肥使用。 

 

 

 

 

 

 

業者亦為 APCA 歡迎光臨農場的會員，取得歡迎光

臨農場的標章，其補充說明 APCA 鼓勵會員農場朝有

機發展外，針對標榜有機生產之農場申請加入時， 

APCA 即會派員到場查核檢驗，其生產過程及產品是否

符合有機相關規範，始發給認證；加入該標章後，每年

須繳交約 50 張的發票以供檢核，且每年到場查核 1 次，

當被查核到不符規定，就會被取消資格。 

 

                                                      
19
環保廁所亦稱堆肥廁所，採用無水設計，以木屑、乾草碎或紙板碎等含碳成份的物料，吸去排泄物異

味，讓細菌、真菌及微生物等進行分解，故使用者於如廁後在廁所中鋪上一層乾的含碳物料即可，最後

再存到一個地方約半年至 1 年，期間翻動這些已經分解得似泥土般的堆肥物及澆水，令更多的氧氣被注

入，讓細菌、真菌及微生物等繼續分解的過程，約 1 年後(時間需視乎氣候作調整)，便成為濕潤且具養

份的泥土，可提供耕作及肥料使用。 

圖 61~63：廠外門口懸掛有歡迎光臨農場標章，而業者為本團導覽解說期

間，亦有消費者來購買橄欖油，以及自行車隊到訪欲參觀。 

圖 58~60：場內環保廁所內外觀及宣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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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 Chèvrerie Provençale 普羅旺斯山羊農牧場20： 

農牧場成立 3 年，以飼養羊隻製作羊奶酪為主，農

場面積約 3 公頃，另外還有公頃土地出租給農民種植作

物。因剛開始經營，目前僅飼養 60 隻羊並選擇能產製

高品質羊奶酪的品種，於農場製作並直接銷售給消費者，

採取量少、高品質、中高價的商品定位，亦藉此建立產

業特色，並與其他羊奶酪農場產品作區隔。 

 

 

 

 

 

 

農牧場的行銷與宣傳方式，主要是透過網路包括架

設網站、APCA 及地方旅遊局官網露出，以及配合當地

政府辦理的相關農業展覽或節慶活動，前往擺攤行銷；

商品最遠販售至 20 公里以外，但主要仍是直接銷售給

當地居民為主。參訪當日即有消費者到農場購買羊奶酪。 

因應農業旅遊興起以及法國人喜食奶酪的習性，農

場主人開放牧場參觀及提供解說服務，讓消費者瞭解羊

奶酪製作過程，也可品嚐及購買現作的羊奶酪，增加農

場收入。參觀當日除由業者介紹其羊隻品種及飼養方式、

帶看飼養環境及羊奶酪製作過程，也體驗了擠羊奶。 

                                                      
20

 http://chevrerieprovencale.pagesperso-orange.fr/ 

圖 64~66：農場亦為歡迎光臨農場會員，參訪當日業者介紹場區環境及其

飼養動物，包括山羊、馬、豬及雞鴨等禽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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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72：農場以羊鴨混養，讓鴨啄食害蟲避免羊隻被叮咬患病；讓

遊客體驗擠羊奶，但基於食品安全及衛生，未開放體驗羊奶酪製作，

改用透明視窗，讓遊客觀看過程並解說；目前農場共販售 5種羊奶

酪，依熟成度不同，各有風味。 

農牧場成立不久，所飼養的羊隻年齡都不大(羊齡

越高羊乳產量越多)，每隻羊平均每天生產 1 公升的羊

乳，每公升的羊奶可製作約 300 克的羊奶酪；製作山羊

奶酪會用以消毒奶酪容器外，剩餘則給農場其他動物

(如豬、馬)飲用。 

業者表示其農場產量尚未達規模，仍需依賴政府補

助。而近年，當地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及觀光發展，降低

農地變更門檻，鼓勵人們投資興建，許多外來人士開始

購買農地變更，但也因此造成農地地價上漲、與農民爭

地等情形，進而引發在地農民反彈，開始組織團體共同

保護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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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蒸餾廠入口意象 

7.Distillerie de lavande les Agnels 薰衣草精油蒸餾工藝廠21： 

本廠業者從 1895 年開

始經營薰衣草種植採摘及蒸

餾精油工作，薰衣草種植面

積約 50 公頃，歷經五代經

營已建立自有品牌，製作並

販售薰衣草精油及相關產品。 

蒸餾工藝廠位於薰衣草田旁，當日由業者引導觀看

約 15 分鐘影片，瞭解本廠緣起背景及創始人願景後，再

帶領參觀舊時及現代的薰衣草蒸餾器材，解說精油蒸餾

及技術演進過程；現場並以小型蒸餾器展示薰衣草蒸餾、

冷凝，產生精油與花水之情形，讓遊客清楚瞭解精油製

程，亦增加遊客對其產品的信任度；解說如何從視覺及

嗅覺分辨薰衣草品種(原生種、野生種及雜交種)。另會

在每年 6 月中至 8 月底薰衣草產季時，開放薰衣草田導

覽解說，帶領遊客參觀並解說示範薰衣草採摘。 

本廠面積約 700 平方公尺，採加工、管理、展示售

及教育解說空間集中複合使用(含平面及地下室)；至產

                                                      
21

 http://www.lesagnels.com/ 

圖 74~76：業者解說薰衣草精油蒸餾文化、工具，以及品種辨識、精油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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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製作精油期間，因蒸餾過程會產生高溫而有場域安全

問題，業者會暫停產品展售及導覽解說服務。 

 

 

 

 

 

8.Le Jardinage 農場民宿22： 

該農場原本以畜牧、種植葡萄及橄欖為主，經營面

積約 20 公頃，2002 年配合政府政策，鼓勵農場改建原

有之有禽畜提供住宿服務，故將場內原本飼養馬及兔子

的空間整修改建為客廳、餐廳以及農場主人居住空間，

豬舍則改建為二層樓的住宿設施，動物運動場改建為游

泳池；另保留農機具室、資材室放置曳引機、農耕器具

及工作使用。相關農業設施與住家建物採集中設置，整

體使用面積約 1,000~1,200 平方公尺。 

農場主人原本亦為歡迎光臨農場會員，惟 5 年前退

休後不再具有農民身分，會員資格也隨之失效，但農場

主人仍沿續歡迎光臨農場對農場提供住宿之規範，即農

場主人應親自接待住客、與住客共餐互動、農場內使用

                                                      
22

 http://www.lejardinage.fr/ 

圖 77~82：薰衣草精油蒸餾工藝廠內部空間及 1 層樓高的大型蒸餾爐 



39 
 

圖 83~86：農場民宿主人親自準備餐點與本團共同用餐(晚餐及

早餐)，早餐的枇杷也是女主人當天早上直接在果園採摘下。 

在地食材及農產品等，藉以推廣在地農產美食與田園料

理。故本會在此農場住宿二晚，於晚餐及早餐所食用到 

餐點，均是使用在地農產製作的南法家常料理，且 90%

為該農場自產自製，例如橄欖油、水果、果汁、果醬、

葡萄酒等。 

目前農場是透過加入「Gîtes de France(法國住宿)」、

「Chambres d'hôtes(住宿加早餐)」等民宿協會組織，將

其住宿資訊於協會網站上露出並行銷，不與旅行社或仲

介媒合，減少中間剝屑，也可保留篩選客人之權利；另

一方面，協會組織每年均辦理交流活動，會員們可藉此

機會共同分享經驗、瞭解最新法規。 

農場主人表示為維持服務品質，住宿房間維持 5 間，

並依農場服務能量篩選客人，僅接受住宿 2-3 天的住客，

以有充分時間與住客互動，並保持客戶流動率；住宿價

格依淡季、旺季(6 月至 8 月)訂定不同價位，淡季每晚



40 
 

圖 87~94：農場民宿內、外觀 

歡迎光臨農場標章因資格消失而不能使用(標章已不完整)；右上圖為農機具

室與果園一隅，農機具室毗鄰住家，後方另有資材室，相關農業設施與住家

採集中設置。 

 

90~120 歐元，旺季每晚 100~130 歐元。農場本身並無特

別規劃採果等體驗行程，但會配合住客要求，導覽其果

園或者引薦至鄰近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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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本次考察參訪發現，法國農業旅遊主要仍是以發展一、

二級產業為基礎，農民致力於農業生產與產品品質，讓

遊客能欣賞到美麗的農田景緻與美味的農產品，另輔以

政府政策及標章認證制度，建立農產品牌及其產業特色，

促使產業及產品加值提升，吸引消費者及遊客；在此基

礎下，進而提供遊憩服務，讓遊客到農場裡體驗、親近

自然，並感受農村慢活氛圍。 

(二) 另法國政府為推動農業旅遊並活化農村經濟，鼓勵農民

可改建其農場舊有馬廄或畜舍，兼營提供餐飲或住宿服

務外，並限定所提供之餐飲內容需包含當地特色或田園

料理，且主要食材必須是出自農場本身養殖或種植之動

植物，副食材則可使用在地產區之材料；此一作法不但

能有效地讓農場維持產業與特色，也成功地結合行銷當

地的美食與民俗文化。 

(三) 農地為農業經營之本，除政府對農地變更訂有甚高門檻，

例如須取得四鄰地主同意，法國農民及農場業者亦高度

自律，並不因發展農業旅遊而輕易變更農地，因經營行

為衍生之設施需求，均於原有建地範圍內規劃設置，或

配合政府政策，利用舊有建物或設施改建，且各項建物

設施均採集中設置或複合使用，以維護其餘農業生產環

境的完整性，保有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產經營，不因發展

休閒旅遊而模糊其農業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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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國農場業者對於場域、遊客及食品安全，均甚為重視，

例如有機橄欖油工廠及普羅旺斯山羊農牧場，其生產場

域乾淨整潔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主要理由便是為提供

消費者安全可靠的農產品，同時維護農場及產品信譽；

又如牡蠣農場提供農夫體驗活動，但因涉及水域安全，

僅接受預約並須經業者評估同意；薰衣草精油工藝廠，

則因屬工廠與展示售空間複合使用，而蒸餾作業會產生

高熱，故基於安全考量，於農忙時期停止接待遊客。 

(五) 法國農業旅遊推動及其經營主體，多數為當地農民或農

民團體等農業經營者，此亦為法國農業旅遊能夠持續發

展之重要因素，讓發展農業旅遊之經濟效益直接回饋當

地，提高在地農民收入，進而達到農業永續經營、保留

農業與農村文化之目的，並農業發展與休閒旅遊能夠共

榮發展而不偏廢。 

(六) 綜觀臺灣農業旅遊發展趨勢大致與法國相同，例如

APCA 表示目前以「吃在農場」項目最受到歡迎、營收

最高，也是歡迎光臨農場網絡的推廣重點，則臺灣農業

旅遊內涵，除有農業及生態體驗活動，同樣也輔導農民

運用在地食材開發田園料理，甚至發展出更豐富多元、

更具趣味性的 DIY 體驗或動態活動，吸引遊客；換言之

臺灣農業旅遊在體驗活動的相關商品規劃與開發上，較

為積極，亦較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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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近年農夫體驗、農村尋根、生態旅遊在臺灣大興其道，

休閒農場與休閒農業區都很好的發展基地，且臺灣擁有

多元且優質的農產品，休閒農業業者亦積極開發相關體

驗活動，旅遊商品的多元性與豐富度，可謂優於法國；

惟臺灣農場經營規模小，產業特色與市場區隔常遇困難，

故可借鏡法國農民專業化經營以及發展主題旅遊之作法，

輔導臺灣休閒產業業者運用在地資源，開發主題或特色

旅遊商品，吸引遊客到訪。 

(二) 此外，法國農民業者高度自律，對於「品質」的要求，

不論是農產品、生產環境或服務等，都維持在一定水準

以上，並且重視生產者與消費者或遊客間的互動與連結，

讓遊客真實感受農村與農民的可親與親切，創造遊客回

流再訪機會，實現農業與旅遊業的共榮與雙贏。對此，

為利臺灣農業旅遊推廣，宜持續輔導臺灣休閒產業業者

提升服務品質、取得相關場域或特殊認證，甚或提供多

語服務，俾建構友善之旅遊環境。 

(三) 此外，法國農場以農業生產經營為本，發展農業旅遊，

其相關設施及建物採集中或複合使用，不但可維護農業

生產環境的完整性，亦可避免農地使用失序的問題，其

觀念與作法均值得臺灣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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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拜會駐法代表處張銘忠大使  於yuman有機餐廳用餐並與老闆交流   

拜會法國農會總會(APCA)  參訪Vile Fertile城市農業協會 

巴黎市區蔬果行 參訪南法葡萄酒莊 

參訪托湖牡蠣農場 
參訪有機橄欖油生產商及工廠 



45 
 

參訪普羅旺斯山羊農牧場 與南法農場民宿主人合影 

公路旁農民直接販售蔬果的小攤 公路旁農民直接販售蔬果的小攤 

埃羅省農特產品暨遊客中心-紅酒區
(可提供部分酒品試喝) 

埃羅省農特產品暨遊客中心-橄欖相
關產品區 

法國最美麗鄉村之一-埃羅省Saint-
Guilhem-le-Désert  

法國最美麗鄉村之一-埃羅省Saint-
Guilhem-le-Désert 魔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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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旺斯地區泉水鎮 遠眺法國最美麗鄉村之一普羅旺斯
地區呂貝隆山區 Gordes小鎮 

普羅旺斯地區沿途景緻-麥田 普羅旺斯地區沿途景緻-薰衣草田 

歐舒丹觀光工廠暨博物館 歐舒丹觀光工廠亦提供各式當地旅
遊資訊及宣傳手冊 

 
 
 
 
 
 
 
 
 
 
 

普羅旺斯自行車旅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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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旺斯自行車旅行手冊內頁(圖說解釋) 



48 
 

普羅旺斯自行車旅遊手冊內頁 
(提供自行車推薦路線，並標繪區域景點、住宿及餐廳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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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旺斯自行車旅行手冊內頁 

(提供自行車推薦路線，並標繪區域景點、農產販售、住宿及餐廳等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