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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是起源於 1991年，北海道大學學生長

谷川岳（現任參議員）造訪四國的小鎮，被高知縣 YOSAKOI祭典的盛況所感動，

因此回到北海道後與 100名學生共同開創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為將高

知縣 YOSAKOI祭典與北海道的民謠索朗（SORAN）結合，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為舞

者、觀眾一起狂歡的全城歡慶嘉年華。1992年第一次舉辦時，共有 10支隊伍

和 20萬名觀眾參與；2017年參加隊伍已多達 274支隊伍、27,000人參加，動

員人數共計約 188萬人次的龐大規模。YOSAKOI SORAN祭和冬天舉辦的「札幌

雪祭」併列為札幌盛大節祭。 

「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的特色以及參加規則是參加隊員必須手持

「鳴子」—一種類似響板的樂器跳舞，並在原創樂曲中加入「索朗（SORAN）」

作為歌詞。參加的隊伍種類繁多，另有小朋友可以一起與動漫偶像共舞的「妖

怪手錶隊伍(妖怪ウォッチ)」與「YOSAKOI 雪未來隊伍(雪ミクスペシャルチ

ーム)」等；除來自北海道以外地區的參加隊伍，本(2017)年參加的國際隊伍有

臺灣、韓國及俄羅斯。 

交通部觀光局自 2004年起，每年邀請國內舞蹈系所學校組團代表前往北海

道參加「YOSAKOI SORAN祭典」，藉由參與日本知名國際性慶典吸引媒體報導及

與民眾互動方式，增加臺灣曝光率。本次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舞蹈系師

生組成「Time for Taiwan」隊伍，由交通部觀光局張錫聰副局長及台灣觀光協

會葉菊蘭會長率隊前往北海道札幌市參加慶典。 

本次推廣目的如下： 

一、進行臺灣觀光推廣併同辦理臺灣觀光懇親會，向民眾宣傳臺灣及傳達觀光

新訊給旅遊業界。 

二、前往當地社福機構舉行慈善義演，透過媒體報導，建立臺灣友好形象並進

行國民外交。 

三、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北海道運輸局，針對觀光巴士議題進行座談，藉以了解

日本管理觀光巴士等作法，以為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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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天 數 行                   程 

第一天 

6月 8日 

星期四 

出發‧懇親會 

10:10-15:00桃園/新千歲機場 BR116 

18:30-20:30辦理臺灣觀光懇親會(京王廣場飯店 2F)  

第二天 

6月 9日 

星期五 

慈善表演‧拜會相關單位‧前夜祭‧歡迎晚宴 

09:30-11:00社會福址法人桂和會慈善義演 

11:30-14:00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 

15:00-15:30拜會札幌市長 

16:00-16:30拜會北海道知事 

18:00-前夜祭演出 

20:00-22:00參加組織委員會舉辦臺灣隊伍歡迎晚宴 

第三天 

6月 10日 

星期六 

拜會相關單位‧參加表演 

10:00-11:00國土交通省北海道運輸局觀光巴士議題會議 

15:30-大通公園會場演出 

17:00-一番街•三越前會場演出 

18:30-拍攝團體大合照 

19:58-北路線遊行演出(3場) 

20:47-南路線遊行演出(3場) 

第四天 

6月 11日 

星期日 

終日參加表演 

11:00-平岸會場演出 

13:00-札幌花園會場演出 

14:49 新琴似會場演出 

18:40-南路線遊行演出(3場) 

21:15-大通公園主舞台演出(Final Stage) 

第五天 

6月 12日 

星期一 

返國 

10:00~12:00參訪羊之丘展望台 雪祭資料館 

13:00~14:00參訪新千歲國際機場設施 

16:00~19:15新千歲國際機場/桃園 BR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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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廣過程 

一、推廣活動 

 (一)臺灣觀光懇親會 

 時間：106年 6月 8日（周四）18:30~20:30 

 地點：札幌京王廣場飯店 2F Eminence廳 

 懇親會邀請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周學佑處長、北海道議會日臺親

善議員會和田敬友會長、札幌市觀光協會星野尚夫會長於會中致詞；北海道經

濟部觀光局、北海道觀光振興機構、札幌觀光協會、札幌日台親善協會、航空

旅行業界及媒體約百名人士與會。 

 台灣觀光協會及北海道觀光振興機構、札幌觀光協會於 2016年共同締結友好

協定，深化臺灣、北海道、札幌之友好親善關係，架接臺灣與日本之間的交流。

觀光局東京辦事處於懇親會中並向與會來賓宣傳，臺灣在日本以名人與吉祥物

代言、推出「Meet Colors!台灣」全新宣傳主軸，提高臺灣觀光知名度及友善

度；結合美食元素；並持續以參加旅展、辦理說明會、小型推廣會及擴大送客、

廣告分攤方式與業者共同推廣臺灣。並迎接全球旅遊體驗時代的來臨，本局以

「智慧行旅」來迎接全球的觀光旅客，輔導縣市政府推動「好玩卡」，結合食、

宿、交通、購物的電子旅遊票券，讓旅客一卡在手就可輕鬆自在旅遊。並歡迎

在場的業界朋友來臺灣體驗「Formosa 美麗臺灣」式的熱情接待，並強調臺灣

友日的安全環境及親日的友善民情，絶對是最值得日本旅客安心前來的首選旅

遊目的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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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舞蹈系師生 65人組成表演團隊，以「Time for Taiwan」

為隊名，舞蹈主題為臺灣傳統民俗習俗「迎親」儀式，並以臺灣「客家花布」

為主要服裝設計，舞者手持「燈籠」，音樂則以「內山姑娘要出嫁」、「草蜢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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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公」、「農村酒歌」等改編民歌與傳統樂曲，並融入 SORAN口號來表達臺灣濃

厚情感及年輕活力，表現臺灣傳統的鮮豔色彩，演繹出臺灣人活潑又愛熱鬧的

個性，進而推廣臺灣觀光，促進臺日友好。 

 臺灣表演團除主舞臺表演外，並在平岸會場、札幌花園會場、新琴似會場及一

番街•三越前會場等處進行踩街表演。活動會場並設置臺灣展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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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觀光資訊，臺灣觀光吉祥物喔熊組長也在臺灣宣傳攤位與參觀民眾互動，

活動期間來訪民眾絡繹不絕，宣傳效果良好。 

 (三)慈善義演 

 臺灣代表團特別前往當地特別養護老人機構「桂和會總合福祉中心」進行慈善

義演，該中心設有特別養護老人設施及障礙者的支援設施，主要收容高齡者或

行動不便者，照料渠等日常生活並進行健康管理等相關工作，期盼這些長者能

在溫馨的環境中，快樂頤養晚年；本次慈善表演的舞蹈有「田埂輕歌｣、「春意

｣等融入臺灣傳統民間樂曲及歌謠的舞碼，以及在 YOSAKOI SORAN祭典活動的

舞蹈，藉由音樂與舞蹈的活力，受到當地住民們的歡迎，讓每位團員們擔任最

稱職的親善外交大使，也體會愛無國界的意涵。團長張副局長並致贈每位老人

家象徵平安吉祥的笅杯造型小禮物，以此推廣臺灣文化，並有祝福每位長輩身

體健康之意涵，大受好評。 

二、相關拜會 

 (一)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拜會 

 本次除進行推廣宣傳外，臺灣代表團至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拜會

周學佑處長。拜會周處長交換意見時，提及每年到北海道旅遊的臺灣旅客超過

50萬，而北海道到臺灣旅遊的旅客僅有 2萬多人，觀光人數逆差甚大；北海

道民眾的護照持有率不高，而寒暑假期長，未來臺日可加強姐妹城市締結，並

推廣修學旅行，就深化地方交流以及深耕年輕世代，俾減少雙方觀光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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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北海道道廳及札幌市市役所拜會 

 本次除進行推廣宣傳外，臺灣代表團分別至日本北海道廳拜會高橋 harumi知

事，及至札幌市市役所拜會秋元克廣市長。北海道廳高橋知事首先歡迎臺灣代

表團一行來訪，並對本局每年組團參加 YOSAKOI SORAN祭典，促成臺日雙方交

流表示感謝；而我國籍航空華航等開航臺灣北海道航線，有助雙方旅客往來，

再致謝意。會談中表示臺日觀光逆差不平衡，未來會努力促成送客臺灣；並於

會中邀請高橋知事日後撥冗赴臺參加台灣燈會，高橋知事亦表示希有機會儘早

成行。 

 至札幌市市役所拜會札幌市秋元市長，團長張副局長表示，本局與札幌

YOSAKOI SORAN 祭典的交流已 15 年了，札幌市除派隊參加台灣燈會的表演

外，也連續三年參加台灣燈會的燈車展示，對雙方透過 YOSAKOI SORAN 與

台灣燈會進行交流，向市長全力支持表達感謝之意，並邀請市長明年率團來參

加台灣燈會。札幌市長則表示，本局與札幌 YOSAKOI SORAN 交流邁入 15 年，

透過這樣的祭典，與會活動的隊伍來自日本全國各地，使年輕族群交流，希望

透過活動，提供年輕人更多互動平台；另，冬天臺灣人會到北海道賞雪觀光，

相對地，北海道人也會想到氣候溫暖的臺灣旅遊，未來會更加強雙方的旅遊交

流。 

(三) 北海道運輸局觀光巴士會議 

 本次並對觀光運輸議題，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北海道運輸局自動車交通部畑中雅

嗣部長進行會議。相關議題如下： 

 1、北海道運輸局如何管理巴士業者。 

 答：在管理巴士業者方面，將旅客運輸業分為二大類。 

    (1)第一大類為「一般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並區分成三類； 

①第一類「一般乘合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為不特定搭乘對象（如路線

巴士、高速巴士）。 

②第二類「一般貸切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觀光巴士）為與旅客契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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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據以行駛的租賃巴士，如團體旅行用車、接駁巴士等。 

③第三類「一般乘用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如計程車。 

    (2)第二大類則為「特定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如介護計程車、工廠員工

交通車、旅館住宿旅客接泊車等。 

 2、高速巴士、觀光巴士現行管理方式。 

 答：巴士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省之地方運輸局。日本的巴士，透過法律、教育

等方法來管理，並委由民間單位代為執行運行管理訓練講習、考試、司機

適任性判斷等。管理目標為讓行車安全有保障，並透過運行管理方法的執

行來達成目標。整體管理則以動員公司整體全員為理想，政府則站在鼓勵

輔導立場。管理面向如下述。 

    車輛管理：申請租賃巴士其檢視基准為總公司、各營業所及車庫，最少待

命車輛數有 3 輛(大型車則為 5 輛)等。 

    運行者管理：各營業所至少有 2 名以上的運行管理者，每營業所每增加 20

輛車要多 1 名的運行管理者，（如 1-39 輛為 2 名管理者，40-59

輛為 3 名管理者，依此類推）。運行管理者取得證照之必要條

件為通過考試合格。運行管理者原則每二年需接受一次教育

訓練、若發生重大事故時則再要求加強訓練。 

    營運管理：資金計畫部分，資金要合理確實、確保擁有所需資金 50%以上，

原設立資本額全額以上的資金，需具賠償能力；另票價訂定，

日本採取事先許可制，根據各公司提出計算的上下限額申請後

核准票價。 

    安全管理：以人、車、道為安全管理的三要素。人員管理：如駕照、交通

規則；車輛管理：如車輛檢查、防撞偵測技術開發等；道路管

理：如道路、安全設施整備等。 

 3、如何達到駕駛安全管理。 

答：駕駛安全管理主要如上述各營業所至少需有 2 名以上的運行管理者；運行

管理（駕駛管理）是在發車前，對司機進行勤前教育、注意事項、酒測等

點呼檢測手續。政府主管單位會進行前述運行管理的資料檢查、酒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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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每天檢測及有否故障等進行抽檢。如違規時會進行停牌、停駛等處

分。抽驗檢查結果如不合格，則列入列管名單，並持續追蹤改善情況。另，

司機制服服裝儀容等，則是各巴士公司自行管理，國家並無硬性規定。 

    為防止駕駛司機過勞，規定司機從到達公司出勤到執行勤務結束，一天上

班最高 13 小時，最長可延長至 16 小時，但一周不能超過 2 次。每天需連

續休息 8 小時以上；駕駛時間則每 2 天平均不超過 9 小時；針對連續開車，

每 4 小時要有 30 分鐘以上的休息 (亦可分成每次 10 分鐘以上的休息)。休

假日規定為每星期 1 天以上或是每 4 星期有 4 天以上的休假日。若休假日

進行出勤則最多每 2 星期 1 次。白天載客（指有客人搭乘時間）最長行駛

500 公里，時間最長 9 小時，晚上則以行駛 400 公里，駕駛 9 小時為上限。

若遇夜間駕駛（凌晨 2 時至 4 時）、長距離（實際載客開車超過 100 公里）

的駕駛時，運行管理者需進行點呼確認項目，如：駕駛司機是否生病、疲

勞等狀況，及車輛的狀況、行經道路的路況等。 

 4、綜合問答。 

 (1) 是否有對業者進行評鑑制度。 

    答：沒有特別區分級別，主要透過警告、車輛停駛等處罰來管理。 

 (2) 日本是否有靠行制度。 

    答：日本不允許巴士公司靠行，但計程車、卡車公司組成的企業協會組織，

則允許靠行。 

 (3) 日本旅行社導遊及領隊在遊覽車出車前，是否有對遊覽車及司機有安全檢

核機制。 

    答：日本不允許導遊及領隊在遊覽車出車前，對司機進行安全檢核；必需

由巴士公司的運行管理者(通過考試合格者)來執行安全檢核；如遇司

機二天一夜外宿勤務時，則透過電話進行安全檢核程序，酒測部分則

由司機自行檢測並回報數據。 

 (4) 日本旅行社可否經營遊覽車事業。 

    答：可以，依規定提出申請即可，也無需成立遊覽公司。 



 8 

肆、心得及建議 

一、深入二線城市 加強地方城市交流 

觀光局長期深耕地方城市外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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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深耕臺日文

化民間交流活動；並間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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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活動擴及官方交流的成果。 

地方城市外交必須長期深耕，透過學校、活動等互訪冀希深入地方推廣，

鼓勵日本二線城市民眾來臺，俾未來有更深化廣化的緊密互訪交流。 

二、扶植地方節慶，愈在地，愈國際 

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從 1991年起，將北海道民謠索朗（SORAN）結

合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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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參加隊伍則多達 274支隊伍、

參加人數 27,000人，動員觀眾人數共計約 188萬人次的龐大規模。北海道

YOSAKOI SORAN祭典發展規模的盛大，和「札幌雪祭」，並列為札幌的二大代表

祭典。 

伴隨祭典規模的擴大，也導入廠商贊助及商品販售等商業行為，亦有當地

少數民眾發出反對意見，認為帶來過多的商業行為及外來觀光客，未必造福地

方，當地民眾反受其害(如：販售觀覽席座位給外來觀光客，當地民眾反而無法

上觀覽席觀看表演等)；亦可由此借鏡反思，如臺灣原住民傳統祭典或地方民俗

慶典為重要的文化傳承外，吸引觀光客參加活動同時是否尊重當地原有文化，

並應著重培養後代傳承及理念的發揚，活動才能永久延續。一旦過於商業化而

失去在地特色時，也同時會失去吸引力；唯有保有原有的在地特色，並尊重在

地文化的活動，活動才能永續，亦才能吸引外來旅客繼續前來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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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辦理台灣燈會，秉持扶植在地特色，吸引前來參觀的國際旅客，年年

增加；希扶植地方節慶使其愈在地，讓其能見度愈國際。 

三、運輸安全是旅遊安全重要的一環  

本次與北海道運輸局進行觀光巴士會議，就日本觀光巴士的管理規則制度

等進行瞭解。日本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長野輕井澤町國道巴士翻覆事故，造成

車上包含司機、乘客 41 名中，15 名死亡、26 名輕重傷；重大交通事故除傷亡

者家庭的創傷，衍生社會問題外，對國家觀光形象亦是重大打擊；經此事故後，

日本更加強化對運行的管理，規定各營業所有 2 名以上的運行管理者，執行司

機進行勤務前的檢核作業；而運行管理者需取得考試資格，藉以強化其專業及

重要性，而非由導遊或領隊等非專業人員來對車輛及司機來檢核；在日本的車

輛檢核機制，是由專業運輸人員來執行，才能有效做安全檢核及把關，此種作

法亦值得參考。在駕駛工時方面，除了要避免司機駕駛超過工時與車輛過勞產

生危險外，應可考量駕駛超出一定里程數，可換人(替換駕駛)或換車(乘客改換

車輛搭乘)、甚或換人並換車(如半日以上行程，中途由當地合作之業者改派車

輛及駕駛接替，乘客再換車搭乘繼續行程)，以確保符合安全工時及旅客安全。 

日本對車輛管理並沒有特別的評鑑制度，本局為鼓勵旅行社接待國外旅客

採用安全車輛，在本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辦理「2017年全球市場優質行程開發

輔導獎助實施計畫」中規定，採用之遊覽車公司必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105

年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評為甲等以上者，希經由鼓勵品質評鑑

優良業者，使旅客搭乘運輸車輛更加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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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活動紀實 

(一) 本局主辦懇親會 

 

臺灣觀光懇親會張副局長代表本局致詞 

 

臺灣觀光懇親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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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社會福址法人桂和會 

 

臺灣代表團拜會社會福址法人桂和會 

 

臺灣代表團張副局長代表致詞 

               
臺灣代表團慈善義演帶來精彩舞蹈演出 

  

臺灣代表團全體與桂和會長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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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社會福址法人桂和會 

 

臺灣代表團張副局長接受日本每日新聞採訪 

 

(四)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 

 

臺灣代表團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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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北海道知事及札幌市市長 

 

臺灣代表團與札幌市市長合影 

            
臺灣代表團張副局長與北海道高橋知事互贈紀念品 

 

臺灣代表團與北海道高橋知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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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加組織委員會歡迎晚會 

        

臺灣代表團團長張副局長勉勵團員 

 

臺灣代表團張副局長致詞 

      
臺灣代表團與北海道 YOSAKOI SORAN組織委員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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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北海道運輸局觀光巴士議題之交換意見會議 

 

 

 

 

北海道運輸局觀光巴士議題之交換意見會議 

 

臺灣代表團與北海道運輸局自動車交通部畑中雅嗣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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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舞台及踩街遊行演出 

 

 

臺灣代表團與表演團體合影 

      

臺灣代表團代表搭乘地方車 

       

札幌車站南口廣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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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代表團主舞臺表演 

 

臺灣代表團踩街表演，受到沿途民眾歡迎 

 

臺灣代表團踩街表演，受到沿途民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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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稿 

參加北海道 2017「YOSAKOI SORAN」街舞慶典 

交通部觀光局喜氣繽紛秀臺灣 

 

   交通部觀光局組團於 6 月 8 日至 12 日赴日本北海道參加當地著名的

「YOSAKOI SORAN」夏季街舞慶典活動，本次活動由該局張錫聰副局長領軍，以

臺灣舞蹈表演深入札幌市區，讓日本民眾近距離感受臺灣魅力。 

  北海道「YOSAKOI SORAN」街舞慶典活動於每年 6月的第 2個星期於札幌市

舉辦，自從 1992年舉辦迄今已邁入第 26個年頭，與知名的「雪祭」並列為北

海道兩大慶典活動，受到日本國內外及國際媒體廣泛報導。交通部觀光局為運

用該活動宣傳，吸引更多日本民眾赴臺灣觀光，期藉該活動 200萬參觀人潮及

電視轉播，讓更多日本民眾了解臺灣文化。 

  今年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舞蹈系師生組成 65人的臺灣展演團體

參加本活動，以「Time for Taiwan」隊名演出，舞蹈主題為臺灣傳統民俗習俗

「迎親」儀式，並以臺灣「客家花布」為主要服裝設計，舞者手持「燈籠」，音

樂則以「內山姑娘要出嫁」、「草蜢弄雞公」、「農村酒歌」等改編民歌與傳統樂

曲，並融入 SORAN口號來表達臺灣濃厚情感及年輕活力，表現臺灣傳統的鮮豔

色彩，演繹出臺灣人活潑又愛熱鬧的個性，以突顯臺灣觀光印象；臺灣觀光吉

祥物喔熊組長也出差前往北海道，參加遊行表演，並在臺灣宣傳攤位與參觀民

眾互動。 

    配合本次推廣活動，該局駐東京辦事處亦舉辦臺灣觀光推廣說明會暨台灣

之夜懇親會，提供當地觀光產業界及媒體等臺灣觀光新訊及募客方案，以鼓勵

包裝旅遊新商品送客臺灣。週六日人潮最多的兩天並在會場設置臺灣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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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及交流友好之目的。 

  交通部觀光局自 2003年起與北海道 YOSAKOI SORAN慶典開始往來，雙方交

流長達 15年（今年為第 14次參加表演），日方也每年組團參加台灣燈會表演，

近年更透過燈會展燈、美食展、台北國際旅展等進行深化、多面向的交流，臺

日觀光互訪人數也由 2003 年的 1,388,383 人次，成長到去年 2016 年突破 600

萬人次(6,190,942 人次)。未來希冀在政府及觀光產業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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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場持續以「美食、浪漫、樂活、購物、生態、文化」6 大觀光主軸，透過

公關活動、電視廣告、電視牆、平面廣告、旅遊節目、旅行社摺頁、網路及活

動等進行宣傳；並配合推出促銷活動，以點、線、面布局，延續強化重點宣傳

推廣，早日達成 2017年第 10屆臺日觀光高峰論壇決議之 2020年臺日雙方互訪

700 萬人次的目標，並持續努力邁向 800 萬，乃至於 900 萬人次的目標，更冀

望雙方透過這樣的慶典活動，深化地方城市的交流以及深耕年輕世代的開拓，

為臺日雙方的交流往來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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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於大會刊登之廣告 

(一)本局於大會手冊刊登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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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宣傳紙扇刊登臺灣喔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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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報導 

 (一)聯合新聞網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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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蘋果日報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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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時報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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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報資訊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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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每日新聞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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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苫小牧民報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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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每日新聞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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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日本日刊運動報報導 

日期：2017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