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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原住民族佔臺灣總人口數的 2﹪，各族群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

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是臺灣獨一無二的美麗瑰寶。本會長期推動各族群

文化傳承以落實多元文化的精神有成，戮力於保障原權和接軌國際使命，

以創造有利於原住民族之產經環境和促進經濟發展。準此，本會於 2010

年起始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溫泉示範區計畫，希冀藉由溫泉當火車頭帶動部

落商務觀光和行銷農特產效益，期間研發部落溫泉特色商品，樹立獨特溫

泉風格來形塑國際品牌形象和發展溫泉健康旅遊地，藉此活絡部落在地經

濟。另一方面，本會規劃以溫泉接軌國際來推動原住民族溫泉產業的臺日

交流策略也已邁入第 3年，在 2015年前往日本四國、廣島、福岡等地區；

2016年拜訪日本福岡、東京等地區，而本次考察交流特以北海道溫泉・農

業・觀光為交流目標，依序拜會交流單位計有：(1)日本模範東川町之主

題觀光和城市寫真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2)北海道最大愛努族聚落阿

寒 AINU KOTAN的愛努族文化保存和溫泉結合觀光、文化和生態的經營策

略交流；(3)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之部落文化傳承交流；(4)日本平取町之

農業番茄品牌行銷策略交流；(5)登別國際觀光協會之溫泉資源活絡與品

牌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綜合本次考察交流團隊獲益，包括：(1)見學

日本主題觀光與品牌推廣作法；(2)達成產學攜手合作的溫泉實習生短期

觀摩活動目的；(3)雙方交換友善耕作加值推廣作法，達到汲取經驗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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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交流之目的；(4)樹立推動溫泉友好鄉鎮之結盟契機；(5)透過愛努族文

化傳承與資源整合運用交流，推動部落文化傳承之特色經濟的作法等。本

次臺日文化交流成果有利本會更實質性的推動溫泉・農業・觀光業務，有

益於穩定原住民族在地就業及增進臺日雙邊溫泉市場開放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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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流背景 

臺灣原住民族經政府認定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

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

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共計 16

族，約有 55萬人，佔臺灣總人口數的 2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群擁

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是臺灣獨一無二的美麗

瑰寶。 

本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業務涵蓋原住民族之法政及自治制

度、國際交流、教育文化、衛生福利、工作權保障、住宅輔導、公共

建設、經濟產業發展、土地規劃管理利用等廣闊面向，原住民族政策

推動，本會秉持「個人與群體、傳承與創新、保育與發展、公平與正

義」的需求，並兼顧落實多元文化的精神。有鑑於此，107年度本會

的整體工作目標或願景，將持續推動：(1)保障原權，接軌國際；(2)

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與媒體權；(3)完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

(4)創造有利於原住民族之產經環境，促進經濟發展；(5)推動部落建

設，營造安全家園；(6)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益(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 

溫泉為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資源，符合本會的整體工作目標或願

景，可藉由溫泉資源的開發，創造有利於原住民族之產經環境，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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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以實踐保障原權，接軌國際目標。準此，本會於 99年度

起，著手於「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計畫推動委託專業服務」，透過溫泉

示範區總經濟規劃與執行，實踐活絡原住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目標。再

者，本會規劃溫泉資源價值創新策略推動目標，積極且具體務實於溫

泉區推行溫泉產品、樹立獨特品牌效益、形塑溫泉健康旅遊地目標，

將可有效帶動產業發展高值化新的技術和經營策略，完成溫泉高值化

應用及國際化之雙重目標，透過創造產業新經濟，達成產業創新目標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 

本會希冀藉由聚焦於溫泉優勢來創新地方價值，營造臺灣原住民

族部落溫泉價值創新之品牌策略，建置溫泉資源發展「溫泉國際品牌

商品」和「溫泉旅遊地品牌」之溫泉循環連動新經濟共贏機會，並輔

以專業技術與創新策略，培育人才和輔導業者，兼顧溫泉區開發泡湯

事業發展及維護國土有限資源，以達到溫泉保育之目標，並加速臺灣

溫泉資源永續保育邁入正確的操作模式 (圖 1) 。茲羅列本會樹立溫

泉品牌活絡在地經濟的策略目標如下： 

1. 藉由創新溫泉高值商品研發設計活絡區域產業經濟，以溫泉

行銷原住民族地區特色，創造溫泉國際品牌形象，透過溫泉

創新品牌效益，形塑原住民族部落獨特的溫泉品牌形象，達

到整體加值與自有品牌之新亮點，以突破溫泉資源在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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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 

2. 藉由溫泉創新服務新體驗，形塑健康旅遊地目標，以溫泉當

火車頭融入部落文化創新之獨特品牌效益，創造溫泉珍貴高

值印象，提高顧客滿意與休閒忠誠度，共創溫泉資源永續利

用之保育目標。 

3. 透過溫泉品牌帶動地方特色產業，作為國際交流平臺，提供

商機服務，讓原住民族地區之溫泉成為拿得出來的國際特色。 

 

圖 1. 本會溫泉價值創新之品牌共榮策略應用藍圖 

本會現已陸續完成之溫泉示範區，計有：(1)南澳鄉南澳溫泉示

範區；(2)五峰鄉清泉溫泉示範區；(3)牡丹鄉旭海溫泉示範區；(4)

尖石鄉秀巒溫泉示範區；(5)茂林區幽谷溫泉示範區；(6)金峰鄉金峰

溫泉示範區，並於 107年度規劃增設(7)復興區羅浮溫泉示範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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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本會溫泉計畫執行目標及推展之溫泉商品，對地方發展帶來之功

效與經濟效益，歸納兩點創新與前膽性的應用方式： 

1. 以國際溫泉多元高值利用經驗為基礎，透過科技研發技術，開

發溫泉高值化之化粧保養品，協助地方溫泉業者突破溫泉資源

在地經濟限制，提供溫泉產業藍海策略的具體實施方式，以創

造產業營收和經濟成長效益，並對溫泉資源利用高值多元化和

促進產業分級制度，提供良好的分級規範參考，成果對未來本

會輔導產業經營目標與認證升級方式能提供適當的參考作法。 

2. 透過科技研發技術及學術研究經驗的考驗，加速原住民族之

鄉、鎮、市對溫泉資源永續保育邁入正確操作模式，避免不當

或大規模開發泡湯事業，而導致破壞國土及違背溫泉保育之目

標，特別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加速過程中，透過原住民族地區

溫泉資源多元高值化利用之推動成效，能為地方之整體營收提

供實質的加分作用。 

本會基於原住民族部落溫泉資源珍貴與獨特性，長期推動各族群文化

傳承以落實多元文化的精神有成，戮力於保障原權和接軌國際使命，以創

造有利於原住民族之產經環境和促進經濟發展，希冀藉由溫泉當火車頭帶

動部落商務觀光和行銷農特產效益，期間研發部落溫泉特色商品，樹立獨

特溫泉風格來形塑國際品牌形象和發展溫泉健康旅遊地，藉此活絡部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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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濟(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質是之故，本會 107年度規劃以溫泉接

軌國際來推動原住民族溫泉產業的臺日交流策略，擇定以北海道溫泉・農

業・觀光為交流目標，依序拜會交流單位計有：(1)日本模範東川町之主

題觀光和城市寫真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2)北海道最大愛努族聚落阿

寒 AINU KOTAN的愛努文化舞蹈歌唱保存和溫泉結合文化和生態觀光的經

營策略交流；(3)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之文化傳承交流；(4)日本平取町之

農業番茄品牌行銷策略交流；(5)登別國際觀光協會之溫泉資源活絡與品

牌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針對拜會交流單位背景分述如下： 

(一) 日本東川町 

1. 東川町（Higashikawa Town ひがしかわちょう）是位於日本北海道

上川綜合振興局中部的一個町，西部為上川盆地的農業區，東部則

是大雪山山脈，北海道最高峰旭岳(標高 2,291 公尺)位於轄區內，溫

泉主要分佈在大雪山登山口，在登山口還有旭岳溫泉和天人峽溫泉

兩處，並設置了全北海道唯一的「景觀行政團體」，是日本最早展現

紅葉景致的町，每年秋季都吸引有大量的觀光客。另外，東川町也

屬日本最大的自然公園，「大雪山國立公園」區域的一部分，面積

247.06 km²，居住人口有 8092 人（2016 年 9 月 30 日數據）。 

2. 東川町以「攝影甲子園」作為城市行銷手段，讓來自全國各地的高

中生進行攝影比賽，自 1985 年發出世界獨一無二的「寫真之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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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並推進「町民參與，可以傳於後世的城鎮建設」，珍視「自然」

與「文化」以及「人與人的相遇」，致力於「建設上相風景之町」。 

3. 2014 年，東川町重新發出「寫真文化首都」宣言，作為攝影文化中

心，努力建設成為「匯集全世界照片、人、以及笑容的城鎮」。東川

町 松岡町長曾特別邀請日本知名電影導演菅原浩志，拍攝以東川町

為背景拍攝的電影《寫真甲子園》，描寫詮釋高中生專注攝影、揮灑

青春的感動瞬間。此電影以東川町 2016 年實際在當地舉辦的「寫真

甲子園」競賽為背景拍攝。2016 年為第 23 屆，全日本超過 500 所學

校參加初選，其中只有 16 校獲晉級得以參加決賽，在為期 3 天的現

場攝影中選出優勝隊伍。電影《寫真甲子園》將於 2017 年底在全日

本上映。 

4. 稻作農業為主，因具有良好的水資源，推展東川米和東川米酒，獲

得國內高評價獎項和好評，實踐以觀光帶動農特產行銷之雙贏目標。

加上「東川」的音讀=日文的「當選」(とうせん Tousen)，所以選舉

期間備受歡迎。 

5. 「你的椅子」項目於2006年在東川町開始開展，在國內邀請木藝家，

將手工製作的椅子贈送給在東川町出生的孩子(表 1. )，向新生兒贈

送椅子的「你的椅子」主題，形成獨特的文化傳承風氣，不僅可凝

聚町民共識力量，也成為主題觀光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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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置國際語言學校，由日本的地方公共團體（地方行政機構），北海

道東川町政府所實施，在日本國內屬少見的政府單位主辦語言研習

制度。東川町政府從 2009 年開始舉辦日語研修活動，在臺灣、韓國、

泰國等國招生，教授日語並安排體驗活動，以達成推廣當地文化的

目的。地方振興策略成功後，東川町不但成為少數人口漸增的鄉村

地區，在日本已然成為最有名的「町」。東川町藉由課程推廣日語教

育以活化當地觀光，成功經驗廣受日本各地方政府矚目，紛紛派員

到東川町政府「取經」，希望能仿效學習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7. 善用自然資源優勢，搭配大雪山麓豐富的地下水(表 2. )，樹立北海

道唯一不使用自來水的行政區，有效利用區位獨特主題觀光議題，

形塑北海道寫真之町的城市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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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歷代「你的椅子」設計者及木藝家姓名 

實施年度  設計者  木藝家  

平成 18 年(2006 年) 中村 好文(東京都) 大門 嚴  

平成 19 年(2007 年) 伊藤 千織(札幌市) 宮地 鎮雄  

平成 20 年(2008 年) 前川 秀樹(茨城縣土浦市) 向坊 明  

平成 21 年(2009 年) 小泉 誠（東京都）  大門 嚴；大門  和真  

平成 22 年(2010 年) 三谷 龍二(松本市) 服部 勇二  

平成 23 年(2011 年) 大竹 伸朗(愛媛縣宇和島市) 宮地 鎮雄  

平成 24 年(2012 年) 出光 晉(長野縣輕井澤町) 服部 勇二  

平成 25 年(2013 年) 笠原 嘉人(東京都) 向坊 明；桑原  義彥  

平成 26 年(2014 年) 谷 進一郎(長野縣) 菊地 聖；桑原  義彥  

參考資料來源：(Higashikawa_Town_Hall, 2017) 

 

 

表2.  大雪山麓豐富的地下水成分表 

項 目  數 量  

硬度 92.1 

鈣 21.8 mg/L 

鎂 9.2 mg/L 

鈉 13.9 mg/L 

鉀 3.9 mg/L 

亞硫酸（矽酸離子） 42.0 mg/L 

pH 7.4（弱鹼性） 

水溫 7.3℃ 

湧出量 4,600 L/min 

※水樣採集日 2011 年 2 月 1 日 

參考資料來源：(Higashikawa_Town_Hal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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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寒湖愛努族部落 

1. 「阿寒湖」位於北海道東部，為阿寒國立公園的一部分，是雄阿寒

岳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堰塞湖。阿寒國家公園面積為 904.81 km
2，於

1934 年 12 月 4 日與大雪山國立公園、日光國立公園、中部山岳國立

公園、阿蘇九重國立公園合併而成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風景秀麗，

夏、秋兩季節可搭乘觀光汽船，瀏覽湖光山色，冬季則可在結冰的

湖面上，從事冰上活動(Japan_Inc., 2017)。阿寒湖溫泉街上有 36 戶，

130 人左右的北海道最大的愛努族部落(Japan_Inc., 2017)。 

2. 阿寒湖溫泉的歷史很悠久，相傳於 1858 年，先住民族愛努族就已經

在利用溫泉了。溫泉的泉質屬於單純泉和硫化氫泉，泉溫在 38～85

℃。對於神經痛，風濕病有很好的療效(Japan_Inc., 2017)。 

3. 愛努族（或阿伊努族，Aynu），是日本北方的一個原住民族群，主要

聚居在庫頁島和北海道、千島羣島及堪察加，起源於鄂霍次克文化

和擦紋文化的合併種族。由於已被同化入日本人之中，純愛努人血

統基本上已經消失(中文維基百科, 2017)。 

4. 根據北海道政府在 1984 年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當年在北海道有

24,381 名愛努族人，而非官方數字為 200,000 人以上。自 1899 年 3

月 2 日日本頒布《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後，愛努族人被迫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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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須採用日本名字，責令停止宗教習俗。二戰後，日本政府繼續

沿用「自古以來的居民」這樣的說法，不承認有此民族的存在，直

到 2008 年 6 月 6 日，日本才首次承認愛努族人為先住民。現今，多

數愛努族人都傾向隱藏他們自己的族群性，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

族源。因此，現存愛努族人的精確人口數目難以得知(中文維基百科, 

2017)。 

5. 日本交通公社旅館聯合會(JTB Corporation），源自日本的跨國旅行社，

總部在東京東品川的天王洲 Isle，為日本規模最大的旅行社，其經營

的 JTB 集團，在日本國內外擁有多家票券代購、租車、遊覽車、信

用卡、出版等旅遊相關之企業，也是阿寒湖鶴雅溫泉飯店主要經營

者，和當地愛努族人有密切觀光商務合作關係，對於推動愛努族文

化著力相當深入。 

(三) 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 

1. 北海道愛努文化館主要有(1)位於道中南部海岸的白老町「大湖村」

的愛努民族博物館；(2)位於富川市平取町二風谷的愛努文化博物館。

兩處之博物館分別展示愛努族的民間工藝品、傳統舞蹈、叙事歌謠、

傳統慶典文化和愛努族資料館。愛努文化博物館對於愛努族文化傳

承肩負著時代使命，也是愛努族文化保留的重要根據地(中文維基百

科, 2017)。 



2017 日本北海道溫泉・農業・觀光 

 
15 

 

2. 日本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位於日本北海道登別市，愛努民族博物館

又稱 Porotokotan，是北海道較好的愛努民族博物館。Porotokotan 在

阿努語中是指「大湖旁的村落」。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是以小村落形

式呈現，村落有一個較大的展館，推出獨特之傳統愛努民族舞蹈表

演和歌曲演唱，現在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無形文化財產(愛努

民族博物館, 2017)。 

3. 愛努族人身材高大，他們和大自然有較緊密的關係，生活物資主要

來自於大自然中所獲取，愛努民族將動物和自然界的事物奉以為神，

認為自然、動物、植物、道具等和在人周圍的所有事物都有靈魂，

把給人帶來恩惠的東西或者人的力量所不能及的東西都視作為神而

尊敬，並以光和熱的火神為生活中最重要的神，所以愛努族人天天

向火神祈禱。愛努族人認為這個世界是由很多神構成的，每次殺動

物獲取食物時，必舉行特定儀式來表示感謝，他們模仿動物飛鳥姿

態來創造出獨有的愛努舞蹈(愛努民族博物館, 2017)。 

(四) 日本平取町 

1. 平取町位於日高區的西端，總面積 743.09 km
2，東西 52.8 公里南北

41.1 公里，人口有 5,206 人（男性 2,542 人、女性 2,664 人），共計有

2,610 戸 (2017 年 8 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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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取町町範圍圖形相似於北海道三角形地圖形狀，具有豐富的自然

資源和愛努族文化的鎮中心，也是北海道的健康農業中心。主要耕

作面積為 4,400 m
2，其中農作物有稻（636 m

2）、小麥和大麥（32 m
2）、

豆類（68 m
2）、經濟作物（35 m

2）、飼料作物（3543 m
2）和蔬菜（126 

m
2）。番茄為平取町最大宗的蔬菜種植面積，以溫泉植栽為主，並以

平取町為自設商業品牌，品牌在日本相當有名氣(平取町, 2017)。 

3. 平取町所在的北海道中央的日高山脈清流－沙流川沿岸一帶，是番

茄的一大產地，長年以番茄出貨量傲居北海道首位聞名。番茄本身

是怕熱又怕濕氣的作物，而平取町因寒冷低濕度的氣候，剛好可將

番茄的美味緊緊地凝縮住。「NISHIPA 的戀人」是平取生產的番茄與

加工品的名稱。「NISHIPA」在愛努族語是「紳士、丈夫、有錢人」

的意思，NISHIPA 為了得到健康，每天不間斷地吃著番茄，其愛戀

的程度有如對待情人般，因而命名為「NISHIPA 的戀人」。目前已經

成功打響平取町番茄名號的第一品牌。 

(五) 登別國際觀光協會 

1. 一般社團法人登別國際觀光會展協會是登別溫泉同業組成的地區性

團體，負責登別溫泉推廣和維護任務。 

2. 登別的語源來自愛努族語的「Nupurupetsu=白而混濁的河‧深色的河」

之意。質言之，溫泉能使河川變色，自古即有湧出豐沛的溫泉。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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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療養溫泉之父的瀧本金藏(第一瀧本館的創業者)在此地設置溫

泉旅館，自古即為溫泉療養地，在近年則被現代人視為恢復疲勞或

是養身的地方，但隨後因開採硫磺，而受到國家的保護政策的限制。 

3. 「登別溫泉」，每年都吸引來自日本國內外超過 300 萬的遊客造訪。

登別溫泉歷史悠久，於 1858 年開湯，自日本江戶時代(1603 年~1867

年)開始逐漸聞名，到了日本明治時代，開始有溫泉旅館等住宿設施，

漸漸成為健康療養及旅遊景點的勝地。 

4. 登別溫泉地獄谷是日本著名登別溫泉的水源，大約 1 萬年前，由日

和山火山爆發形成的火口痕跡，地獄谷湧出的溫泉，再被輸送至登

別當地各温泉旅館使用。溫泉收取費用為每一住宿遊客，由登別市

收取 150 日圓，並列入專款專戶使用於溫泉區之清潔、場地維護和

公共建設。 

5. 登別溫泉由裂縫噴出的溫泉、蒸氣混有火山煤氣，溫泉瀰漫有硫磺

的濃烈氣味。根據泉質分類，登別溫泉自然湧出有 11 種溫泉，主要

可分類為 9 種的泉質(表 3. )，每天湧出的溫泉量可達到 1 萬噸，溫

度為 45℃～90℃的高溫溫泉，是個大地資源豐富的溫泉鄉，由於泉

質豐富和泉量多，又被稱為「溫泉的百貨公司」。主要溫泉噴出處有

昭和地獄、龍巻地獄、鉛地獄、鐵砲地獄等大小 15 種地獄，被認定

為「香風景百選」及「北海道遺産」(一般社團法人登別國際觀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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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會, 2017)。 

表3.  登別溫泉泉質性質和功效 

泉質種類 泉質特性與標榜功效  

1.  

 呈現乳白色、具濃厚的蛋臭味。  

 具有促進血液循環的效果，對於動脈硬化、慢性支氣管

炎、解毒、慢性皮膚病等都有不錯的功效。  

2.  

 日本最多的泉質之一，無色透明、有鹹味、使用肥皂不

易起泡。 

 保溫效果高，泡完溫泉後身體不易覺得冷，所以又稱為

「熱之溫泉」，對神經痛，腰痛和手腳冰冷有效。  

3.  

 火山帶特殊泉質。 

 緊緻皮膚和黏膜，對慢性皮膚病和黏膜炎症，腳癬，蕁

麻疹有效。 

4.  

 硫酸鹽泉的一種。  

 含有硫酸鈣的石膏泉，具有鎮靜效果，常泡可以改善割

傷、燒傷、撞傷、痔瘡、高血壓、動脈硬化等情形。  

5.  

 成分含陰離子，有硫酸離子、陽離子和鐵離子。  

 接觸到空氣後氧化變為茶褐色，強酸性，多含有銅、錳

等礦物質。對貧血症、慢性濕疹有效。  

6.  

 指 1kg 中含鐵離子 20mg 以上的源泉。 

 接觸到空氣後會變成紅褐色，所以毛巾會變紅，有時會

產生金屬的味道。進泡後身體不易感到寒冷，對貧血症

及慢性濕疹也有效。  

7.  

 pH(氫離子濃度)在 3 以下，對皮膚有刺激的溫泉。  

 因為殺菌力強，所以對濕疹等有效果，建議一般顧客在

入浴後最好用淡水沖洗一下。  

8.  

 成分含碳酸氫根離子和有鈉離子。  

 有軟化皮膚角質層，乳化分泌物的作用，又被稱為「美

人泉」。 

9.  

 富含氡元素及釷射氣，自古就被當作治療百病的溫泉。  

 鎮靜效果極佳，對神經痛，風濕，更年期症狀都很有療

效。 

參考資料來源：(一般社團法人登別國際觀光會展協會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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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流行程 

本會臺日交流拜會單位計有：(1)日本模範東川町之主題觀光和城市

寫真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2)日本交通公社旅館聯合會之愛努文化保

存和溫泉結合文化和生態經營策略交流；(3)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之文化

傳承交流；(4)日本平取町之農業番茄品牌行銷策略交流；(5)登別國際觀

光協會之溫泉資源活絡與品牌國際行銷策略運用交流，詳如圖 2和表

4. 。 

 

圖 2. 參訪行程與交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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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交流行程規劃 

日期 行程 交流事項 

10 月 14 日 

(第一天) 

臺灣至日本

東川町 

去程交通 

10 月 15 日 

(第二天) 

日本東川町  日本模範東川町考察見學  

 由東川町振興公社部長莫日根部長等人

接待，導覽東川町「大雪旭岳源水」景

點，町立國際語言學校、無間隔小學和

大雪山照片博物館。  

 中午和松岡市郎町長接待共進午餐，進

行寫真之町與城市品牌策略的主題交

流。 

10 月 16 日 

(第三天) 

拜會阿寒湖

日本交通公

社旅館聯合

會大西會長

及愛努村村

長 

愛努族文化傳承議程座談  

 途經美瑛町、富良野和四季彩之丘進行

農村特色主題參訪，了解善用農村資源

特色，開闢生態主題觀光經驗。  

 拜會阿寒湖日本交通公社旅館聯合會大

西會長代表及愛努村村長，進行部落文

化傳承與互助交流議程座談。  

10 月 17 日 

(第四天) 

阿寒湖生態

參訪 

路釧濕原  

池田葡萄酒

廠 

十勝川溫泉  

生態觀光參訪  

 進行阿寒湖觀賞球藻生態、池田葡萄酒

廠觀光行銷和路釧濕原參訪，見學生態

觀光推動與行銷模式。 

 入住十勝川溫泉，體驗溫泉經營和善用

植物湯之主題行銷作法。  

1 10 月 18 日 

(第五天) 

平取町 

白老愛努民

族博物館  

農業品牌行銷  

 赴平取町町辦公室，由川上町長偕同部

長進行平取町觀光推動政策和番茄溫室

培育與品牌行銷作法，並參觀番茄溫室

培育場和疏果中心。  

 赴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和野本正博館

長及學藝課課長八幡巴繪，進行文化傳

承及臺日交流議題。  

10 月 18 日 

(第六天) 

登別溫泉  

回程 

登別溫泉產業交流  

 與登別國際觀光協會進行座談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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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流實錄 

(一) 城市品牌行銷考察與交流 

1. 考察與交流地區：東川町 

2. 接待與交流對象： 

東川町長 松岡市郎 

交流促進課 平田章洋課長 

美術館館長 西原義弘(東川町史編輯專門委員) 

東川町振興公社 宣傳部長 莫日根 

3. 交流內容：寫真之町與城市品牌策略的主題交流。 

(1) 在東川町振興公社部長莫日根部長帶領，驅車導覽東川町「大雪

旭岳源水」景點，見學東川町是如何在自然生態保育的美景中接

引大雪山源水，獨樹日本北海道好山好水源東川町，在充沛自然

懷抱中，大雪山如同母親的慈愛，孕育全町民生命和守護著町民

的健康。城市也因大雪山引以為豪，透過大雪山照片博物館珍藏

每一分對大雪山的敬愛，從敬愛自然、保護自然到享用自然恩典，

形塑最純真、自然、生態、美景、健康的城市品牌。 

(2) 在美術館館長 西原義弘(東川町史編輯專門委員)和莫日根部長

導引，參訪町立國際語言學校和無間隔小學，深刻體會打造城市

品牌的用心是要以開放和分享的心來接納全世界好朋友，透過城

市寫真的努力建設，讓東川町能成為匯集全世界照片、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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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的城鎮，並以《寫真甲子園》和向新生兒贈送椅子的「你的

椅子」主題，形成獨特文化傳承風氣，不僅可凝聚町民共識力量，

也成為主題觀光的一環。 

(二) 生態主題觀光考察 

1. 考察與交流地區：美瑛町、富良野、四季彩之丘、阿寒湖觀賞球藻

生態、池田葡萄酒廠、丹頂鶴自然公園、釧路濕地 

2. 接待與交流對象：沿途經過之景點，透過景點專人導覽解說 

3. 交流內容： 

(1) 透過景點專人導覽解說，了解美瑛町、富良野、四季彩之丘等農

村聚落，見學町民是如何在的共同努力下，善用農村資源和在農

民可愛的堅持下，以神韻美筆的巧思化大地為繪布，讓農作物成

為自然彩繪元素，勾勒出一幅幅令人動容的自然美景，讓一群又

一群的遊客，痴醉於此地而忘返，造就國際觀光亮點。 

(2) 阿寒湖如睡夢中的巨龍，帶領我們破浪前往，尋探那失落的球藻

(龍球)，觀賞如詩畫美景的阿寒湖景色和生態，靜掃繁華喧囂，

獨享湖山清幽！ 

(3) 池田葡萄酒廠、丹頂鶴自然公園和釧路濕地，是人類學習和自然

共融、共生的好例子，從傳統釀造技術，訴說人類學習大自然的

傳承文化，透過丹頂鶴自然公園和釧路濕地洗禮，看見人類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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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地、尊重生態和親善自然的演繹，獨樹親善自然的生態觀光

品牌。 

(三) 愛努族部落文化傳承交流 

1. 考察與交流地區：阿寒湖愛努民族村、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 

2. 接待與交流對象： 

阿寒愛努協會會長 廣野 洋(北海道愛努協會 理事) 

阿寒湖愛努工藝協同組合 理事長 西田正男 

阿寒湖愛努工藝協同組合 副理事長 秋邊日出男(音樂家、思想家) 

愛努民族博物館 館長 野本正博 

愛努民族博物館 學藝課課長 八幡巴繪 

愛努民族博物館 教育普及課 山道 Hibiki 

3. 交流內容：十分開誠佈公地交流，北海道的愛努領袖們坦承沒有受

到應有的重視與社會地位，但是他們很努力用心於部落文化傳承，

並且十分欣賞臺灣的政府給予原住民族的權益與輔導。 

(四) 農業品牌政策推動考察與經驗交流 

1. 考察與交流地區：平取町 

2. 接待與交流對象： 

平取町 町長 川上滿 

平取町 愛努施策(施行政策)推進課課長 佐藤和三 

平取町 愛努施策(施行政策)推進課主任 武田弘幸 

平取町 副町長 

3. 交流內容：平取町 川上滿町長親自說明平取町的現況與平取番茄 

“Nishipa 戀人”帶給平取町的繁榮與知名度；川上滿町長並親自帶

領視察平取番茄的農家，說明農會與農協制度配合補助的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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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招待團員品嚐美味的番茄咖哩套餐，真窩心。 

(五) 溫泉產業經營考察與國際行銷經驗交流 

1. 考察與交流地區：阿寒湖日本交通公社旅館聯合會、登別國際觀光

協會 

2. 接待與交流對象： 

鶴雅 RESORT集團 執行董事 阪本紘治 

鶴雅 RESORT集團 海外宣傳 高田健右 

登別市觀光經濟部 觀光振興總策畫 石垣英雄 

登別國際觀光會議協會 事務局次長 千葉利行 

登別國際觀光會議協會 事務局員 日榮政人 

3. 交流內容： 

(1) 鶴雅集團在北海道共有 12 家不同風格的溫泉旅館酒店，其中阿

寒湖擁有 4 家溫泉酒店，在網走湖和支芴湖等地還有 8 家。鶴雅

集團營運處特色在於其大多都位於自然風光優美的國立公園內，

以秀美的山川湖泊為背景。鶴雅集團雖然是連鎖溫泉旅館品牌，

但每一間溫泉旅館酒店又都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 

(2) 登別國際觀光會議協會以簡報介紹「溫泉的百貨公司」-登別溫泉，

如何每年能吸引來自日本國內外超過 300 萬的遊客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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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一) 城市品牌行銷考察與交流 

1. 心得： 

東川町透過政策推動，進行町內優勢資源盤整後，擇定以好山(大雪

山)、好水(大雪山冰川「大雪旭岳源水」)、好氣色(四季變化紅葉之先)

來樹立城市觀光特色，並善用寫真活動打造獨特城市品牌「寫真之都」，

帶動農特產(東川米)躍升為北海道最知名品牌農產品，並以城市品牌的

行銷策略帶動觀光效益，也帶給農村希望和活力。此外，近年來東川町

成立町立國際語言學校，展現城市品牌形象為國際交流一扇窗，帶來富

庶的國際觀光經濟效益。 

2. 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生態環境、文化傳承、農特產品和自然資源富饒

有特色，可借鏡日本東川町之城市品牌經驗，再盤整地方資源以形塑部

落品牌形象，不僅可以帶動觀光人潮，更可藉品牌效益活絡地方經濟，

讓青年人回鄉，讓部落活力滿溢。 

(二) 生態主題觀光考察 

1. 心得： 

無論東川町、美瑛町、富良野、阿寒湖或釧路濕原，對於生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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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當重視，不僅是政策推動而已，更是一種自發性全民共識性的地區

活動，讓農村生態得以保存而成為觀光財，不僅土地重現生機、農村活

力再造，也因生態環境的優質，帶給居民良好的生活品質和健康。 

2. 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生態環境正受到全球氣候變化的衝擊考驗，當臺

灣家園充塞著土石流危害的我們，應可借鏡北海道生態主題觀光經驗，

重新思維我們應如何再和家園土地親近和共榮，觀光不僅是生計的一環，

綠色觀光更是象徵對土地的尊重。 

(三) 愛努族部落文化傳承交流 

1. 心得： 

愛努族人在承受時代巨輪轉變的衝擊下，使得成為愛努族人的自信

瓦解和文化傳承難以延續的雙重困境。本次交流得知愛努族人對找回自

己的族人和失落的文化有多麼用心，但路途又充滿艱辛，其尋根歷程讓

人動容和不捨。我們用最真誠的祝福，願愛努族人早日團聚，願族人得

以回歸充滿祖靈的土地。 

2. 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傳承因政策而得以保留，加上各民族在先人

的努力下，擁有了自己和祖靈共同生活的土地，但在經濟掛帥的時代衝

擊下，部落人口逐漸老化，青年人對族人文化的認同正備受考驗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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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樹立部落品牌以活絡在地經濟，讓年青人重回祖靈的土地，重新認識

祖靈與土地，才能讓部落土地和文化傳承得以綿延。 

(四) 農業品牌政策推動考察與經驗交流 

1. 心得： 

平取町農業政策推動的成功案例，是以打造自己獨特的品牌魅力為

推動目標，從稻米之町有效透過政策推動和技術輔導，轉型成為日本番

茄品牌故鄉，不僅能有效分散稻米農作物的耕種面積，透過官方政策制

定、協會整合運用和輔導農民有效轉植番茄，打造品牌效益來保障農民

收益的多赢經營模式，是一個有效活化土地利用的推動策略和成功案

例。 

2. 建議： 

政府可透過專業制度來塑造部落品牌形象，並由鄉、鎮、市政府規

劃土地友善耕種制度，將農作物融入部落品牌，打造多赢部落新經濟生

活。 

(五) 溫泉產業經營考察與國際行銷經驗交流 

1. 心得： 

日本成功形塑溫泉品牌經驗已是全球知名，不僅透過溫泉區政策制

定和協會力量，共同來推動區位溫泉特色之外，在地業者也會自發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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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區位溫泉獨特文化和實踐自然資源保育的責任。本次參訪溫泉區，

不論是阿寒湖、十勝川或登別溫泉，都具備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並且可

以形成區位陣線聯盟，有效推展大區位之溫泉觀光效益。此外，近年來

日本溫泉應用也由溫泉醫學時代，逐步完善轉移到高齡養生、自然生態

和文化觀光路線，透過協會組織對外樹立的國際交流窗口，更為有效地

將溫泉提升為國際品牌，對帶動地方觀光效益很有助益。 

2. 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生態環境、文化特色、溫泉資源和農特產品具有

國際競爭優勢，且溫泉資源大都為純淨美人湯，被譽為上品優質的溫泉，

值得完善利用。現今政策是以溫泉當火車頭帶動部落觀光經濟，藉以行

銷農特產品，是一個相當有前膽性的政策，若能再搭配部落品牌形象，

用以發展原住民族溫泉示範區獨特品牌和透過品牌獨特性建立區位陣線

聯盟，將可有效推展大區位之部落溫泉觀光效益。爾今，本會正以發展

溫泉國際品牌商品和推展溫泉健康旅遊地之循環經濟方式來活絡部落經

濟效益，引領青年人回鄉活躍部落生機，將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未來本

會會持續協助部落溫泉經營方向，以求樹立自己獨特的溫泉品牌風格，

特別是將部落文化、自然環境、農特產品和養生觀融入溫泉品牌形象推

廣，以形成無可被取代的區位品牌，讓臺灣原住民族溫泉有拿得出來的

國際交流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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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一、 城市品牌行銷考察與交流：借鏡日本東川町之城市品牌經驗，盤整部落地方資

源以形塑部落品牌形象，不僅可以帶動觀光人潮，更可藉品牌效益活絡地方經

濟，讓青年人回鄉活躍部落生機，讓部落活力滿溢。  

二、 生態主題觀光考察：借鏡北海道生態主題觀光經驗，倡導尊重土地的觀點來推

展部落綠色觀光，重新思維我們應如何再和家園土地親近和共榮，觀光不僅是

生計的一環，綠色觀光更是象徵對土地的尊重。 

三、 愛努族部落文化傳承交流：樹立部落品牌以活絡在地經濟，讓年輕族人重新認

識祖靈與土地，使部落土地和文化傳承得以綿延。  

四、 農業品牌政策推動考察與經驗交流：透過原住民族土地友善制度之規劃，以及

專業制度(如 PGS 友善耕作制度)，將農作物融入部落品牌行銷，打造部落多贏

新經濟。  

五、 溫泉產業經營考察與國際行銷經驗交流：以溫泉當火車頭帶動部落觀光經濟，

將部落文化、自然環境、農特產品與養生觀融入部落獨特溫泉品牌風格形象推

廣，串聯溫泉示範區建立區位陣線聯盟，以形成無可被取代的區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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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流照片 

第一天(2017 年 10 月 14 日) 

 
桃園機場出發合影  

 
交流拜會行程講習  

 
常磐公園生態主題參訪(一) 

 
常磐公園生態主題參訪(二) 

第二天(2017 年 10 月 15 日) 

 
東川町松岡市郎町長、振興公社莫日根部長進

行交流，並設午宴招待  

 
葉主秘代表本會向町長介紹臺灣原住民族

和政府保障原權，接軌國際等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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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主秘代表本會致贈東川町松岡市郎町長紀念

禮品  

 
東川町松岡市郎町長贈送本會東川米和寫

真之町 DVD 紀念禮品  

 
本會贈送年度研發之溫泉高值商品禮盒給振興

公社部長莫日根部長和課長  

 
東川町主題交流座談會後全體合影  

 

 

參訪東川町振興公社，進行主題觀光行銷考察  

 

 

大雪山照片博物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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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旭岳源水自然生態保育與主題觀光考察  

 

 
町立國際語言學校與無間隔小學考察  

隨處可見城市品牌行銷策略運用交流  

第三天(2017 年 10 月 16 日) 

 
富良野農業主題觀光考察  

 
四季彩之丘農村特色主題參訪考察  



2017 日本北海道溫泉・農業・觀光 

 
33 

 

 

 

 

貼心的景點導覽解說示意圖-主題不遺落  

 

 

 

拜會阿寒湖日本交通公社旅館聯合會大西

會長及愛努村村長，進行部落文化傳承與

互助交流議程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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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寒湖愛努族部落街道  

 

 
阿寒湖溫泉源頭巡禮  

第四天(2017 年 10 月 17 日) 

 

 
阿寒湖觀賞球藻生態，見學生態主題觀光推動

與行銷模式  

 

 
池田葡萄酒廠觀光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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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寒湖觀賞球藻生態見學留影  

 

 
路釧濕原參訪見學留影  

第五天(2017 年 10 月 18 日) 

 

 
赴平取町辦公廳拜會，平取町川上滿町長和佐

藤先生親自接待歡迎  

 

 
平取町川上滿町長親自為本會全體簡報市

政推廣與農業品牌施政方針；本會由葉主

秘代表向町長和與會町幹部，介紹臺灣原

住民族特色，並演說臺灣政府保障原權，

接軌國際等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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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取町番茄農業植栽課課長專業簡報說明番

茄植栽演繹和品牌行銷作法，並提供品牌番茄

果汁(當地稱為蔬菜)讓與會同仁品嚐美味  

 

 
平取町川上滿町長率幹部帶領全體參觀野

菜集出荷施設(平取町農業協同合作社)，

隨後共赴番茄溫室植栽現場，由町長實地

解說植栽歷程與技術應用  

 

 
平取町番茄溫室植栽現場與辦公廳內合影  

 

 
葉主秘代表本會致贈平取町川上滿町長紀

念禮品；平取町町長贈送品牌番茄汁和平

取町簡介給全體當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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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取町川上滿町長午宴招待全體和交流  

 

 
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考察與交流，館長親自迎

接  

 

 
館長親自為全體演說愛努民族文化，並率

團隊和全體進行座談式交流活動  

 
座談會後全體合影  

 
本會致贈白老愛努民族博物館年度開發之

溫泉高值品牌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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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2017 年 10 月 19 日) 

 

 
拜會登別國際觀光協會，由登別國際觀光

協會大野專務親自接待；本會由葉主秘代

表向登別國際觀光協會會長和與會幹部，

介紹臺灣原住民族溫泉特色，並演說臺灣

政府保障原權，接軌國際等施政方針。  

 

 
登別國際觀光協會大野專務為本會全體簡報

登別溫泉特色與國際品牌行銷方針；本會由

楊麗芳女士和林指宏博士聯合介紹臺灣原住

民族特色與臺灣溫泉品牌實施成果。  

 
本會致贈登別國際觀光協會年度開發之溫

泉高值品牌禮盒  

 
座談會後全體於登別國際觀光協會大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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