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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協助地方政府挖掘在地文化底蘊，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策略，並使地方創生理

念擴及地方，促進全民參與，國發會業於 105年委託辦理「推動『設計翻轉地方』示

範計畫」，完成「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規劃作業指引，以供作地方政府計畫推動之參

據。同時，本會並以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期能使地

方藉由自發性思考，發掘地方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整合在地與旅外優質人力，透過

創新力、設計力導入地方產業，以強化地方文化、觀光與相關產業整合，以達成「創

意+ 創新+ 創業= 創生」的目標。 

考量日本與我國同樣面臨人口高齡、少子化，衍生非都市地區人口外流以及城鄉

發展落差等問題，日本政府自 1988 年起推動「地方創生」之計畫，其中並藉其強創

新、設計力導入地方產業，帶動地方再發展方面，已有許多成功案例，實值作為我國

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之政策或專案的參考。 

為了解日本地方創生相關政策及實務推動方式，本次考察主要於東京拜會日本野

村總合研究所，了解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總體政策及策略措施，並拜會東京都墨田區政

府產業觀光部，瞭解政府如何媒合創意設計力導入地區傳統工藝產業，並協助產品認

證與行銷推廣；參訪東京都台東區政府其利用廢校空間所建之「台東設計師村」，轉

型作為文創基地之作法與經驗。以及拜會酷日本基金公司(Cool Japan found Inc.)，

瞭解日本如何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應用設計推動 Cool Japan 品牌國際化。此外，並

赴長野縣拜會小布施市役所及該市的「六次產業中心」等地，以及與石川縣珠洲市政

府交流及觀摩「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之推動模式，共參訪十個不同單位或機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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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案例經驗，除了考察實際推動相關計畫的情形，更安排拜會與交流的機會，目的

為學習相關單位在創生案例之中的「政策戰略面」以及「政策戰術面」。 

本次考察之主要心得與建議如下： 

1. 選定重點項目推動國際行銷，整合運用民間企業之資源及市場資訊優勢，以強化

國際行銷競爭，打造國家品牌。 

2. 政府應加強設計力導入，以促進產業升級加值發展。 

3. 妥善活用地方閒置公共空間設置青年創業育成基地，相關營運計畫應考量財務自

償性，藉由市場機制的導入，以強化創業育成中心之功能與永續經營，促進地方

產業植根發展。 

4. 結合地方觀光，以地產地銷方式推廣農產品銷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5. 以大型藝術文化節慶活動，建立地區或國家品牌形象，帶動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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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考察緣起 

為鼓勵各縣市推動地方特色產業活化與加值發展，本會於 105、106年度以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畫」補助縣市政府辦理「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

畫」中。考量日本政府近年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卓有所成，透過發掘地方文

化與特色資源，結合設計創意者的投入當地傳統技藝帶動產品升級與加值，並

透過改造場所、設計、美食、藝術或文化等多元化方式，以藝術與美學提升在

地產業的發展質量，開創地方發展的契機。爰安排於 106 年 9 月 10 日至 15 日

赴日考察，汲取其成功發展經驗，以作為本會及縣市政府後續計畫推動之參考。 

本行程由東京出發，參訪 D & department 設於澀谷百貨公司八樓之「D47

博物館」現期展覽、東京都「墨田區政府產業觀光部」與「Cool Japan Fund Inc. 

(酷日本計畫)」機構，以及位於東京都台東區利用廢校空間所建之「台東設計

師村」，後前往長野縣參訪小布施町的「六次產業中心」、「小布施町役場」與「小

布施 789公司」，以及石川縣珠洲市的奧能登半島參與「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以

及「珠州市政府」之交流，共參訪十個不同單位或機構，探討不同案例經驗，

除了考察實際推動相關計畫的情形，更安排拜會與交流的機會，以利學習相關

單位在推動創生案例的政策戰略以及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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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目的 

1. 拜會東京都墨田區政府及台東區政府，瞭解政府如何媒合推動區內小型企業與

國內外設計者合作開發新產品，建立產品認證機制並協助行銷，以及利用閒置

校舍轉型文創基地，輔導青年於當地創業。 

2. 拜會 Cool Japan found Inc.，由太田伸之社長親自說明，剖析日本政府與民間

企業合作推動「酷日本」計畫的策略，整合日本優異的製造力與設計力，營造

Cool Japan品牌國際化。 

3. 拜會長野縣小布施町市政府，探討該市推動城鎮環境改造，並藉由藝術文化振

興及居民自力營造，打造當地獨特的觀光魅力，再造地方繁榮。 

4. 拜會珠洲市政府，探討市府推動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之作法，另並實地參訪奧能

登國際藝術祭展示點，瞭解藝術策展重點，以及市民參與等相關內容。當日由

泉谷滿壽裕市長親自接見，並經當地媒體北國新聞報導(詳附件 1)。 

5. 拜會野村總合研究所，由社會制度顧問部神尾文彥部長說明日本政府推動地方

創生政策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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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觀摩行程 

一、 參加人員 

本考察團共計 11 人，名單如下： 

表 1考察團成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國家發展委員會  郭翡玉 處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  宋玉珍  專門委員 

屏東縣政府 邱黃肇崇  秘書長 

屏東縣政府勞工處 林德輝  處長 

屏東縣政府青年學院專案推

動辦公室 

于宗永  主任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 林碧乾  鄉長 

屏東縣文化處 田昀仙  科員 

花蓮縣政府 吳維組  科長 

澎湖縣政府 黃柏璋  科長 

金門縣文化局 周祥敏  科長 

金門縣文化局 梁靜怡  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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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行程 

（一）期間：106年 9月 10日(星期日)至 106年 9月 15日(星期五) 

（二）行程概要： 

日期 行程 

9月 10日 

(星期日) 

去程 (台北松山機場→東京羽田機場，華航 CI220) 

參訪東京都澀谷區建設、d47 museum現場展示規劃 

9月 11日

(星期一) 

 

 拜會東京都墨田區政府産業観光部 

 拜會東京都台東區文化產業旅遊產業振興課 

 拜會 Cool Japan found Inc. 

 

9月 12日 

(星期二) 

 拜會長野縣小布施市役所 

 實地訪查小布施町地方特色產業及文化觀光發展案例，

以及街區環境營造。 

9月 13日 

(星期三) 

 拜會奧能登國際藝術節執行委員會 

 實地觀摩訪查奧能登藝術祭(第一屆)推動概況、地方閒

置空間活化案例。 

9月 14日 

(星期四) 

 拜會珠洲市政府， 

 訪查政府部門推動國際藝術祭結合在地觀光產業發展之

相關政策擬定、執行機制與行銷政策。 

9月 15日 

(星期五) 

 拜會野村總合研究所，了解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及具體

作法。 

 返程 (東京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華航 CI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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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參訪重點與考察內容簡介 

 

本行程由東京出發，參訪 D & department 設於澀谷百貨公司八樓之「D47 博物

館」現期展覽、東京都「墨田區政府產業觀光部」與「Cool Japan Fund Inc. (酷日

本計畫)」機構，以及位於東京都台東區利用廢校空間所建之「台東設計師村」，後前

往長野縣參訪小布施町的「六次產業中心」、「小布施町役場」與「小布施 789公司」，

以及石川縣珠洲市的奧能登半島參與「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以及「珠州市政府」之交

流，共參訪十個不同單位或機構，探討不同案例經驗，除了考察實際推動相關計畫的

情形，更安排拜會與交流的機會，目的為學習相關單位在創生案例之中的「政策戰略

面」以及「政策戰術面」。 

本章節將依序介紹不同機構之簡介以及交流概況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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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47 MUSEUM體現日本 47個都道府縣的地方文化設計魅力 

 簡介 

日本生活雜貨經營店 D&DEPARTMENT團隊，本著發現地方的精神逐步重新尋找日

本 47 都道府縣地域產業工藝品的美好，並強調傳統工藝的活化與應用，尊重工藝，

探訪職人，在澀谷 Hikarie8 樓開始以設計導入與展覽的形式推廣這樣思考邏輯與態

度，在「不生產」的原則下，以「永續設計」為選品標準，販賣的不只是「正確設計

的」二手商品，還有「製作者的理念」。 

Hikarie8 樓的「8/創意空間」，涵蓋了三大常設空間：d47 Museum、d47design 

travel store、d47 食堂，集展覽、銷售與餐飲為一體，共同打造以設計為核心的日

本地域文化推廣品牌「d47」，d為「design」之意，47則是日本全國「都道府縣」的

數目，以設計的視角重新審視地域文化在當下的意義與價值，向問題學習、向地方學

習，創造解決地方問題的好設計，以生活用品的方式介入生活，從觀看、購買、品嚐

等不同面向，實際體會日本 47個都道府縣的設計魅力。 

 Long Life Design 

D & Department創辦人 - 長岡賢明 ナガオカケンメイ所倡導 Long Life Design 規

則： 

01. 修理（有完善的維修配套措施） 

02. 價格（為合理的販售價格） 

03. 銷售（傳達製作者理念的銷售方式） 

04. 製作（生產者堅持於製作產品熱忱） 

05. 機能（好用） 

06. 安全（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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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生產（不追趕流行的大量生產） 

08. 使用（讓使用者關心產品背後故事） 

09. 環境（關心產品生產的時代背景） 

10. 設計（美的事物） 

 

 參訪當期展覽「未來的生活 Off-Grid Life」 

D47博物館定期推出許多與 47個都道府有關的展覽，曾展出主題有醬油、麵條、

工藝職人介紹、餐具工藝品或是「Problem to Product」為主題等系列展覽，會場內

除展示也有販賣，本期展期主題為「これからの暮らしかた –Off-Grid Life–」，

譯為「未來的生活-離網生活-」，展期為 2017 年 8 月 3 日至 10 月 9 日，展期間辦理

相關主題之講座與座談，大多探討於因應社會變遷，生活的型態改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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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場展示照片 

 

本策展概念來自於地震為日本福島核電廠帶來的損害與對生活的影響，使得「能

源和生活」議題受到關注，能源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深深影響著生活起

居。而生態屋、節能建築以及相關節約能源等不再只是個議題，而是個不可或缺的知

識。該展覽展出 47 位與房屋、糧食、能源以及工作方式等與能源生活相關且實踐執

行的人，透過這 47 個不同的視野和生活願景，看見人口流失以及社會結構改變等現

象，想像著未來生活的改變。策展的內容與 D & department 創辦人長岡賢明所倡導

的 Long Life Design 永續理念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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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7 個都道府縣特色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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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墨田區政府推動從「製物之町」到「墨田時尚」 

 簡介: 

墨田區產業觀光部  產業振興課課長 中山先生（Mr.NAKAYAMA）致詞 

產業振興課 植村先生（Mr.UEMURA） 佐藤先生（Mr.SATO） 講解 

墨田區自江戶、明治時代以來便是精細加工職人聚集的重鎮，墨田區企業不僅是

許多全國性品牌 OEM 及零件供給之重要夥伴，在日常生活用品市場也常見到墨田區企

業的商品。伴隨著 2012 年東京晴空塔之超高人氣，墨田區觀光客激增，透過「設計」

的導入讓觀光效果擴及到產業，同時將職人文化及精湛技藝推廣至各國遊客並且傳承。

2015 年台創中心與墨田區政府以「台灣設計、日本精造」為主題進行合作，為台灣

設計海外輸出立下了里程碑。成效良好，目前已著手進行第二期的合作規劃，將擴大

其他產業的參與，並深化合作內容。 

 

圖 5墨田區交流會與參訪 

 

「すみだモダン/SUMIDA MODERN」 

為了提升區內企業整體品牌力， 並以產業結合觀光文創，墨田區政府創設了地

域品牌認證制度「SUMIDA MODERN」事業。符合「古意創新」精神及地域品牌的價值

規定者，不僅是產品，包含餐飲店的菜色都可提出認定申請，希望以此手法促進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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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入文創理念。SUMIDA 區政府也積極展開地域品牌通路開拓事業，協助區內企

業踏上通路舞台。 

 歷史沿革 

墨田區「製物之町」的歷史，最早要追溯到日本江戶時代(西元 1600 年起)，職

人與商人隨著武士移居，並開始製造販賣各式日用品，故匯集許多生產製造生活道具、

用品的中小型工廠。由於兼具地利之便與優秀技術，讓墨田區從明治起成為近代皮革、

火柴、纖維等工業先驅之地。 

 計畫緣起 

戰後高度經濟發展，更讓墨田區持續生產高品質的精緻日用品與零件，1970年，

區內工廠數更達到最高峰的 9703 間。其後，隨著世界製造業版圖位移，墨田區工廠

逐漸減少，只剩下 2000 多間工廠。伴隨著 2012年東京晴空塔之超高人氣，墨田區觀

光客激增，為讓墨田區內的優秀商品，更為世界各地所認知，墨田區地域計劃推進協

議會成立，透過「設計」的導入讓觀光效果擴及到產業，傾力打造全新「墨田時尚」

(Sumida Modern)品牌，期待將職人文化及精湛技藝推廣至各國遊客並且傳承。 

 實施戰略 

1.建立摩登墨田的產品、料理認證機制-墨田時尚/Sumida Modern 

為了提升區內企業整體品牌力，並以產業結合觀光文創，墨田區政府創設了地域

品牌認證制度「墨田時尚すみだモダン」事業，嚴選同時符合「與墨田時尚宣言之一

致性」、「對墨田區品牌力貢獻度」、「獨創性」、「具信賴性之品質」、「產品理念、概念、

生產背景」五條件之商品與餐飲店鋪給予認證。而「墨田時尚すみだモダン」品牌本

身，亦於 2015年得到日本設計獎高峰「GOOD DESIGN」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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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高度技術的墨田區製造企業和「製造開發合作事業ものづくりコラボレーション」

合作，媒合工廠與產品企劃師共同開發市場性高的商品，賦予商品更高附加性價值，

並開拓通路。 

 

 

 

圖 2 墨田區政府產業觀光部提供相關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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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拓展地域品牌產銷通路，加強行銷宣傳 

圖 3 墨田區政府之墨田時尚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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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墨田時尚すみだモダン」認證商品與餐飲店鋪的宣傳及擴大販售為目標，

透過文宣品製作、架設網站及辦理相關展示會、展覽、行銷活動，並配合電視、

雜誌、書籍的報導宣傳，爭取更多曝光機會，以達到廣告行銷之目的。 

區政府推動地域品牌通路開拓工作，於東京晴空塔 5樓租設摩登墨田的精品展

售區，獲認證商品可於該據點銷售，此外，也可參加東京禮品展，以增加產品曝

光度。墨田區政府透過此一認證機制，給予產品品質保證與行銷宣傳的獎勵與協

助，對於引導地區傳統小工廠發展創意加值產品，促進地方中小型產業發展甚具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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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用廢棄校舍活設置「台東設計師村」，輔導青年創業育成 

 簡介 

台東區設計師村 村長 /株式会社ソーシャルデザイン研究所 社長  

鈴木 淳（Mr.SUZUKI） 

1990年-1998年 進入鐘紡 之後成為 kanebo fashion研究所企劃主任 

1998年成立 ソーシャルデザイン研究所 

1999年成立 Universal Fashion 協會 

2004年台東區政府委託 擔任設計師村之育成專業經理人（暱稱：村長） 

 

台東區（日語：台東区／たいとうく）是日本東京都內特別區之一，為東京各特

別區中面積最小者。全區幾乎位於東京 23區的中心，東接隅田川。台東區擁有上野、

淺草兩大繁華商圈商業街，該區域的特產是皮革製品、人偶、玩具、傳統工藝品等。

台東區一直為布料、飾品、成衣等傳統產業群聚區域，有許多技術精良且傳承數代的

職人，設計師村以扶植台東當地時尚產業為發展定位，提供場域引入年輕設計師進駐，

從育成角度提供各種創業及營運的輔導服務，每年亦舉辦商品展覽或協助通路媒合，

圖 4 台東設計師村廢校再利用及駐村設計師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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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商品曝光及合作機會，而創業後的設計師也多留在當地，並與當地工廠或職人發

展合作關係，為傳統產業不斷注入新血，有助在地產業鏈深根發展。 

台東區設計師村係在 2004 由東京都台東區文化產業觀光部支持下運作，活用廢

校作為基地，以時尚及設計為主題，提供當地新銳設計師創業初期的軟硬體資源。 

 

台東區設計師村空間包含 19.7 平方公尺(9 間)、25.9 平方公尺(1 間)、37.3 平

方公尺(1 間)及 39.4 平方公尺(8 間)等 4 種「房型」，每月租金及管理費等依使用空

間大小為 2 萬 9,000 至 4萬 3,000日圓不等，約為當地租金 1/3，算極為優惠的租金

水準。 

台東設計師村提供設計產業之企業、獨立設計師及小型文創設計工作室進駐，進

駐 19 間業者為 5 年之內的新品牌包含服飾設計、珠寶設計、生活雜貨、皮革創作、

平面創作等，以進駐 3 年為原則，輔導機制與社區發展相結合，並輔導在東京、品川

車站設銷售點。該村 10 年共輔導 60 個品牌畢業，30 店開在附近社區，與社區共榮

成長，每年該村並在台東區辦理大型展會，推廣創新業者的市場商機。 

 

圖 5 台東設計師村工作室內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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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推動酷日本 Cool Japan計畫 

 簡介 

Cool Japan Fund Inc. 代表取締役社長 太田伸之（Mr.OTA） 

2000-2010  ISSEY MIYAKE INC.代表取締役社長 

2011年 松屋 常務執行董事 

2013年 Cool Japan Fund Inc 社長 

 歷史沿革 

日本自 1991年至 2012年泡沫經濟崩潰後，長期經濟不景氣，於是政府開始思考

下一步改如何賺取外匯。其後日本希望通過輸出流行文化産品來挽救「失落的十年」

的經濟落後。 

 計畫緣起 

酷日本計畫是日本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的「B2C 日本式生活美學示範平台」，以

日本的大眾文化和生活文化為核心，擴大到餐飲料理、服裝及動漫影音出版品等出口

的政策。日本政府將酷日本戰略作為經濟增長戰略的重要一環加以推動。以日本的年

輕人為中心，發

端於日本成熟的

生活方式在美國

等 地 受 到 「 酷

（Cool）」的評價。 

 

 
圖 6 Cool Japan Fund 相關產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B3%A1%E6%B2%AB%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8%90%BD%E7%9A%84%E5%8D%8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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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戰略 

1. 「酷日本」是日本形象軟實力出口的國家層級戰略，2013 年日本經濟產業

省宣布成立「酷日本基金」(Cool Japan Fund)，由日本政府出資 300 億日

圓(2014年底將增資至 500億日圓)，加上 15家民間企業各出資 5億，目前

已增資為 693 億日圓。2013 年 11 月 25 日正式民營化，並成立酷日本基金

公司專責管理，積極於國際間形塑日本動漫、時尚美妝、美食、觀光風潮，

以打造日本文化品牌，經營海外市場。該基金目前投資項目涵蓋 5大領域、

23項計畫，投資金額 519億日圓。 

2. 促進地方產業振興之推動方式：鑒於部分地方的小型企業工廠雖擁有很好的

製造能力，然因經營模式及產品設計老舊，又無力行銷，由該公司協助媒合

專業設計師與小型企業合作產品設計開發，經設計師委員會的審查認可後，

可於該公司在松屋百貨(日本高檔百貨)的專區上架販賣，同時也把產品的和

文化設計理念傳達予消費者。 

3. 為了能夠再創日本經濟榮景，酷日本計畫2012年啟動「海外商業模式試行」，

在海外推廣日本魅力，選定亞洲國家為重點地區，如在新加坡開設日本美食

城，匯聚來自日本各地的特色餐飲；另加入歐美國家（如法國、美國、義大

利）與其他新興市場（如巴西、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2015 年來共計 63

件海外商業模式試行案例，涵蓋飲食、成衣時尚、地方特色與傳統工藝、居

家等生活領域。推動海外市場建構「看得到、摸得到、買得到」的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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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布施町推展地方文化藝術、觀光與農業鏈結的產業振興 

 簡介 

小布施町曾經繁華一時，也面臨過人口流失的問題，深究小布施町過去如何克服

人口減少狀況惡化，如何開啟打造城鎮以及街道改造等的建設計畫，並藉由文化振興

的關鍵以及與當地居民共同合作，使小布施町開啟現金更為繁華的榮景。 

小布施町是歷史上知名的重鎮，街道仍然保持傳統景觀，以栗子最為聞名，當初

透過在地廠商的改建案而去思考一個村的規劃，思考改建的這群人不都是廠商的人，

而是一群關心地方發展的人，也沒有任何組織去營造，促成今天小布施町。日本有名

的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受藝術家富商邀請，晚年在小布施町停留四年專心創作，因

此葛飾北齋的傑作在小布施町留存相當多。當地居民甚至不惜集資從海外美回葛飾的

作品，在 1997 年開幕北齋館，在日本造成極大關注。在歷史、文化、栗子之鄉的交

互連結，使該城在近年挹注產線出特別的觀光活力與魅力。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日本考察團」第三天行程，上午 07:00由新宿區京王廣場大

飯店巴士接往東京高鐵站，搭乘 08:36新幹線特急高鐵奔往長野區於 09:59到站，再

圖 7 小布施六次產業公司與小布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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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搭巴士至信州‧小布施 町公民館小布施町役場交流，當日由勝義達夫簡報，內容

大意如下： 

 歷史沿革及推動地域再生過程概況 

長野縣全縣可以分為北信地方、東信地方、中信地方、南信地方四個地方；北信

地方又可分為長野地域（日語：長野地域）（長野市、須坂市、千曲市、坂城町、小

布施町、高山村、信濃町、飯綱町、小川村），小布施町（日語：小布施町／おぶせ

まち Obuse machi */?）是位於長野縣東北的町。沿革:明治 22年 4月 1日小布施村、

福原村、大島村、山王島村、飯田村、北岡村、押羽村合併，小布施村成立。都住村、

中松村、雁田村合併為都住村。昭和 29年 2月 1日、小布施村町制施行。11月 1日、

小布施町與都住村，現在的小布施町誕生。山: 雁田山；河川: 千曲川、松川，人口

約 11,500人；面積 19.07平方公里。長野縣縣獸為似山羊的動物，其胸白背鼠灰色。 

 小布施町的魅力 

小布施町(鎮)作為與葛飾北齋有因緣的地方與栗子之鄉，自古以來全國馳名，從

其中心部延伸的栗子小路通向北齋館、塩藏和高井鴻山紀念館等小布施的精彩之處聚

集的一角。在栗木鋪設的散步道上邊散步邊觀景，白牆瓦頂的建築一戶連接一戶，保

存完好且充滿日本風情，矗立著磚砌煙囪的街道供您仔細觀賞。小路兩側還有栗子樹，

初夏的栗子花、秋天帶刺殼的栗子更增添一番情趣。 

此地區原為酸鹼度很高的河川匯流沖積平原，早期種植其他作物均無好收成，無

意間祖先輩發現栽種栗子作物生長特別碩大，於是幾百年來農作就以栗子及蘋果聞名

全日本。約在 400年前至 100年間慢慢形成買賣市集；再由市集演變成聚落，成為吸

引海內外人士慕名遊覽之處。高井鴻山是當地農民也是商人，經由其熱心積極倡議，

除支持葛氏北齋振興文化外，並傳承傳統建築風格保有特色與原貌。雖初期未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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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然高井仍積極奔走各居民，並舉辦活動吸引外地人前來觀賞，在加上地方仕紳

努力說明下，慢慢受到海內外重視及商家(栗子)本身覺醒得以保留原有歷史傳統風貌，

並以店家為中心將整體觀光帶動起來。 

目前新蓋建築物以不破壞原有建築物為原則，同時保有傳統與創新相容並存之風

格。保留原建築風貌之規範係由地方住民先形成共識後，再由地方政府訂定相關規定

及作為申設窗口，整體思考主軸為希望遊客來此能自由自在悠閒散步其間，並隨其意

思能穿梭於私宅庭院鑑賞庭園之美，每戶都成為開放花園(Open Garden)。初期僅 43

戶參與此項活動，慢慢增加為 130戶。並曾組團取經英國鄉村經營模式，也獲得各大

學研究所(如東京理科大學、東京大學、慶應大學及法政大學)、在地企業界及小布施

外各地區優良企業界協助下得以保留及發展並存不悖。 

 小布施町的地、產、人 

並藉由舉辦各式各樣活動(如路跑、攀岩、植樹、音樂會、研討會及論壇等)吸引

外地觀光客參與，活絡在地並吸引年輕人返鄉服務。其間並與學校(大專院校)合作，

並適時將其研討結果與當地居民分享。在產業上與當地企業合作，有效運用當地工廠

圖 8 小布施町六次產業交流中心販售合作社農民自產品 

小布施町「栗之小徑」，饒富意境與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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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將器具生產最大化(有 70 家工廠協助櫻桃加工)，將農產品加工製成精緻商品銷

售市場，形成在地與眾不同之特色。此外，在蘋果栽種上將原本(英國品種)較酸的果

實經過加工製成商品連帶提升農產的附加價值，這與 100年前有極大差異處，並在不

同季節舉辦農產品促銷推廣活動。 

小布施町有別他處是在於體育與商家充分結合、農村活性化等，當鎮內人潮眾多

時能將其導向其他農村珍貴資產處參訪，並由行政機關主導活動設立農業餐廳(法國

料理)，以當地食材為主，開發不同的創意料裡擴大其附加價值，現有 5~6 間農業餐

廳營運。另外，在閒置空間活化上，利用餐飲或其他方式來活化公共設施。旅客藉著

散步來接觸當地文化，並漸形成此地的旅遊套裝行程。而年輕人參與舊體育設施的改

建工程；例如:美術館改為攀岩場域，吸引很多愛好者前來體驗。行政機關時常思考

如何結合當地居民來改變現況，並將各地所收集到的意見或建議匯集，成為改變推手

智囊。這裡的改變非單一個體的，而是各有機體間相互鏈結的複數匯整。 

簡報人勝義達夫於 10 年前深深被當地的風情吸引，而來此地服務，感受到此地

方之絕美，並認為公司整體營運模式非純以營利為目的，反而常將營餘投入小布施整

體建設上。 

 參訪小布施町之紀錄與借鏡 

於小布施町的午餐在當地頗富盛名的栗菓子竹風堂享用濃濃的風味餐，最值得玩

味的是那道栗子飯，簡直讓人讚不絕口，回味無窮。店內亦擺放各式當地特產加工製

品(銅鑼燒、栗子羹及栗菓等)，用餐之餘順道選購既便利又送禮精緻大方。由小地方

都讓人感受到小布施的美與迷人之處，對於社區營造的細節相當講究，可想而知其觀

光與生活之連結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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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施雖是鄉下小地方，房舍與街景倒是整齊清爽，典型的日本鄉下小鎮的風情。

慢慢步行其間街上一間間甜點店逐一浮現於眼前。小布施因為在江戶時代進貢生產的

栗子給德川幕府而聞名，現在小布施町主要就是靠著栗子做的和菓子支撐著全町的商

業活動與觀光。町內有許多著名的和菓子店，也有一些西式的甜點店，共通之處都是

主打栗子加工品，小布施真可謂栗子的故鄉。 

觀光人潮幾乎都聚集在北齋館周圍，北齋館是此地另一個觀光的賣點。江戶末期

浮世繪大師葛氏北齋晚年因受小布施的豪商高井鴻山之邀常住這小鎮，因此在這裡成

立了展示北齋四十幅親筆畫的美術館。不過像日本人這麼喜愛逛美術館的民族，北齋

館的人氣還是敵不過栗子的誘惑，大部分觀光客還是過門不入。 

而在北齋館對面一個不起眼的小路通往高井鴻山紀念館，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

「栗の小徑」，不仔細找還真的會錯過。「栗の小徑」其實是房子間的後門小巷弄，有

些房子的確是一般人的住家，主要的特色在於路面是用一塊塊栗子樹木做的地磚所鋪

成，而兩旁房舍盡是所謂的「藏造」建築，也就是土壁的倉庫式的建物，人潮不多時

漫步其間卻有一種幽靜祥和的優閒氣氛。 

其實在小布施不只有栗子製成的和菓子，也有很多高級的和洋式餐廳，裝潢氣氛

帶有的藝文氣息都不輸大都市的時尚名店，當然也都會應景的推出與栗子有關的料理。

甜點除了幾家人氣的和菓子店外，也不乏小而美的西式點心店，可以說是和洋並陳。

如果還有餘裕的時間，離市區較遠的岩松院的天花板有葛氏北齋 89 歲時親筆畫的大

鳳凰圖，雖然作品完成已經逾 160年，生動的畫風仍覺魅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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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珠洲市奧能登國際藝術祭 

 簡介： 

珠洲市（SUZU CITY）市長  泉谷 満寿裕（MR.IZUMIYA） 

1964年 4月 28日（53歳） 

2003年 泉谷菓子舗 代表 

2004年 珠洲生必株式会社 代表取締役 

2006年 當選珠洲市長 

2010/2014年兩度連任成功 

 參訪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之重點 

1. 參訪奧能登半島之「奧能登藝術祭」，藝術季相關推動機構及展出內容，觀摩了

解奧能登藝術祭(第一屆)實際推動概況。 

2. 深究執行團隊如何與市役所合作，共同在地進行藝術行為與活動，以及探討其對

於藝術祭的觀光行銷、執行政策或永續計畫等。 

3. 執行團隊針對現有地方傳統文化以及特有地景地貌，該如何保有原來文化，藉引

入外來藝術能量激發當地藝術祭的誕生。 

 珠州市政府交流紀要 

珠洲市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人口減少，在 63 年前珠洲市剛成立的時候珠洲市

人口有三萬八千人·但是時至今日珠洲市的人口已經跌破了一萬五千人，針對這個問

題政府長期促進人口增長以及農業漁業各個產業領域的發展投注相當的精力，隨著 2

年前北陸新幹線的開通以及日本電視台針對珠洲鹽田為主題製作相關的電視劇，在種

種因素下近年來到珠洲參觀的遊客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15 年光觀客大約有一百三

十萬人，因此在珠洲市的工作機會也因此增加，但是年輕的人口較困難長期居住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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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株洲市位於能登半島最尖端，是以前海上交流最顛峰的地帶，人跟物匯集十分

密集富裕的地方，但近代交通的主軸從海運轉為陸運這也使得珠洲經濟衰退人口減少，

株洲市具有半島前端地理優勢，距山離海近有豐富祭典文化，因此株洲市具有相當的

發展潛力，因此透過藝術的要點將特徵串連起來，進而吸引年輕人來珠洲並停留下來

所以舉辦珠洲藝術季。 

在日本目前舉辦相當大大小小的藝術季約有一千到兩千個左右，但眾多藝術祭中

被受到歡迎跟觀光客參與的大概只有瀨戶內海跟大地藝術季，而這兩個藝術季皆為北

川富朗先生所策劃，所以很幸運本次株洲藝術季邀請到北川先生來策劃，本次藝術季

光前期準備就花了 4 年的時間，本來是人煙稀少的街道出現了年輕人，整個珠洲市跟

以前相較下變得相當熱鬧，藝術季特點不是一個短期的活動，展期有 50 天造成經濟

效果較為廣泛，藝術季真正意義除了經濟外，如何改變地區整體意識提供也是非常重

要的目的，從作品製作過程到展覽中接待的義工，當地的居民非常踴躍的參與，比方

地方的爺爺奶奶也顯得更有元氣，年輕人也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未來更有希望，藝術更

是可以感動人心的一種活動。 

2017年舉辦的《奧能登国際芸術祭》，同樣北川富朗主導，奧能登是位於能登半

島的最北端，位於石川縣東北部的珠州市，也就是能登半島最北端的市，面積 247.19

平方公里，總人口 15,171 人。珠洲雖同時擁有山與海，也有祭典、陶藝、家屋等傳

統文化，卻不是個觀光客常去的地方，如今隨北陸新幹線開通，為北陸縣市帶來新的

觀光人潮，政府藉由藝術活化地方，促進地域再興，打造出不同以往的「半島觀光新

典範」。第一屆於 2017年秋季登場，選在秋季乃搭配能登半島最有名的秋祭「キリコ

祭り」，Kiriko 是「切子灯籠」的簡稱，以燈籠組成 12 公尺、重達兩公噸的巨大御

神灯山車，在街道或海邊進行祭典遊行，從 7 月到 10 月，整個能登半島散佈著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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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的小型切籠祭，是能登半島每年的重要盛事，也被列入國家無形民俗文化

財。 

國際藝術祭的舉辦，除了策展與藝術展品製作之外，珠洲市政府於展前即著手

進行街道環境景觀的硬體改善工作，並招募培訓志工參與。在經費方面，總預算為 4

億日圓，包括由中央文化廳的地方創生計畫提供補助金 1億日圓、地方政府自籌及民

間企業捐助等財源辦理。 

 舉辦藝術祭的效益 

有關奧能登藝術祭所獲效益方面，因目前尚在舉行中(9/3~10/22)，且為第一屆

舉辦，具體經濟效益上未能完整評估，惟從目前餐飲、旅館等生意之明顯改善觀察，

確已為地方帶來觀光產業振興的經濟效益，此外，透過地方居民的廣泛參與，更大幅

提高居民產生對故鄉的認同驕傲以及社區活力，以及藉此向日本國內乃至海外大力推

廣奧能登珠洲的藝術文化與山海地景魅力形象等多重無形效益產生。 

 參訪奧能登世界農業遺產鹽場 

國際藝術祭結合當地地景地貌，根據不同地形以及人文風情，形成了不同藝術祭

的類型與特色，本參訪團所拜訪之奧能登半島，可以說是日本最偏僻的地區，但也因

為半島的地形，讓奧能登擁有靠海的風情，同樣面臨著人口銳減以及地區經濟之蕭條，

利用許多弱點轉捩成為「賣點」與「亮點」，可以成為我國許多地區或離島的學習範

本。本節以參訪至鹽場的紀錄為例。 

日本製鹽均是在鹽田收集鹵水，並將鹵水放入釜中煮沸。最初是使用海藻製鹽法，

接著發明揚濱式鹽田製鹽法、引濱式鹽田製鹽法、流水式鹽田製鹽法。1972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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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開始採用離子交換膜製鹽法。自此不必再依靠天氣，以及大量的勞動力與大面積的

鹽田來製鹽，日本的鹽田正式走入歷史。 

能登「揚濱式鹽田製鹽法」，因當地海水水位變化低，無面積可用鹽田曬鹽法，

師傅用桶裝海水，使勁潑灑製半空，化成小水珠落入細沙上面，在鹽田上鏟出條紋模

樣，讓沙子更快變乾，經過陽光曝曬，把含有大量鹽份的沙子收集到用板子圍成的船

狀物內，並將海水淋入後，滷水由沙漏中濾出後，可以得到高於海水濃度的滷水，將

滷水注入釜鍋熬煮，讓滷水結晶成鹽。 

  

  

圖 9珠州市「世界農業遺產」－揚濱式製鹽法 

藝術季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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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會野村總合研究所 

 簡介 

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簡稱 NRI）為安倍政府

制定及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主要智庫，以了解日本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策，於西元

1965 年設立，陸續於美國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莫斯科、泰國以

及印度等許多國家城市分行開業，而有些則為公司的形式成立，而台北辦事處於 1994

年八月成立。 

 拜會內容概要 

拜會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該所為安倍政府制定及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主要智庫，

以了解日本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策的主要內涵如次： 

日本政府為因應人口減少與高齡化，以及地方都市人口持續移往大都市圈，造成

地方經濟社會萎縮的問題，為了實現國土的人口平衡及維持經濟活力，由中央政府(內

閣官房)提出全國性的地方創生總合策略(2015至 2019年)，全國一千多個都(道、府、

縣)或市(町、村)等地方政府據以提出地方版總合策略及相關實施計畫。 

城鄉˙人˙工作創生總合策略＝地方創生策略 

 計畫執行方式 

1、 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主要由中央所組成的地方創生小組負責，其中包含內閣官房

與內閣府，內閣官房由各相關中央省廳組成，負責政策擬定、地方版總合策略之

制定支援相關企劃審查及定期追蹤。至實際計畫的規劃制定與實施則由都(道、

府、縣)或市(町、村)分階段辦理，初期先進行地方總合策略之制定，向內閣官

房提出規劃案申請，中央核定計畫將給予地方 100%補助款辦理；俟地方版總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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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制定完成後，地方政府可據以提出相關實施計畫，由中央提供 50%的經費補助。

中央就此一實施計畫補助金之預算編列規模約為 1,000億日圓。 

2、中央除提供地方相關財政支援(包括地方創生推動補助金、據點整頓補助金等)外，

也提供相關資訊(如地區經濟分析系統)及人才到地方協助規劃工作，此外也可獲

得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環境省等相關省廳之支援。 

 地方創生政策年度重點工作方向 

日本推動地方創生，自 2014年制定國家總體策略，2015年於各地方政府規

劃制定地方版總合策略，2016年地方正式啟動各項實施計畫，2017 年為加速地

方創生的有效實施，內閣官房復提出以下 5 項新的對策：1.對地方創生有貢獻

的大學改革；2.活用地區資源的「工作」創造；3.閒置店鋪、閒置農地、古民

家等閒置資產的活用；4.政府關係機關的地方移轉；5.設置中央省廳的地方辦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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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一、綜合心得 

本次設計翻轉・地方創生之日本考察一行看到了從 D47 Museum透過民間

的力量整合日本 47個都道府縣進行各地的深度探訪及資料搜查，以提振地再

生及土地魅力為要，透過一桌一都道府縣的方式展現各地域文化的差異性，

值得台灣效仿整合出各縣市之間的地域性魅力，挑選出具代表的餐飲、文化、

產業，並透過企劃及設計的力量，運用在展覽、餐廳、演講等空間，實際的

點出每個縣市的特色並讓在地人能回流創造各自縣市的經濟價值。 

墨田區因有著「製物之町」的歷史，匯集許多生產製造生活道具、用品

的中小型工廠，雖然因為世界製造業版圖位移，墨田區工廠逐漸減少，從最

高峰的 9,703 間到只剩下 2.000 多間工廠，但是 2012年東京晴空塔之落成，

卻變成了墨田區一個轉機和商機。透過 「墨田時尚」品牌的打造，以公部門

的力量協助在地中小企業共同行銷，透過設計的方式去翻轉製造業不同可能

性的發展，因而推出了「墨田時尚」認證制度，除了以公部門資源打造地方

品牌，協助區域內業者共同行銷推廣，透過與不同國家的設計師合作創造出

日本產業文化技藝的傳承並增進當地業者光榮感。 

另以台東設計師村為例與屏東縣的青年學院及青創聚落相似，為未來規

劃創業空間｢職人町｣很好的參考範本，而村長也提出台東設計師村在發展成

現在版圖時中間遇到的挫折與磨難，如何引導創作者培育出自我營運方式以

及從台東設計師村畢業後能夠繼續留在台東區，是設計師村該注重的標的，

並積極的往這個方向前進。「酷日本基金公司(Cool Japan Fund Inc)」社長

太田伸之先生不斷強調：「有好的設計才能襯拖出產品的品質，設計才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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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關鍵。」另外有好的品質，也應該有相對應的售價，於是一直努力說服

日本國內業者可以自信的訂出其品質該有之售價，而不要以削價競爭，可見

打造「日本出品」的品牌有其重要性。試圖創造所謂的日本潮流的表率，以

企業化經營針對形塑⽇本動漫、時尚美妝、美⻝、觀光⾵潮作為主要的任務，

以提升與創造整個日本國際的潮流帶動日本經濟的新方向。而小布施町六次

產業中心是一交易平臺，內部空間以黃色系為主，架上小格子擺放由農民生

產的農產品，這些農產品都是農民自行包裝並印有條碼、價格、生產者、及

生產地等資料後，運至鎮內交易平臺擺放銷售。 

奧能登藝術季為第一年舉辦因當地因為交通不便、人口老化問題，鮮有

觀光人口，珠洲市政府找來了北川富朗團隊策劃了「奧能登國際藝術祭」，在

參訪過程中，北川團隊提到:「辦藝術祭的目的，其實並不是在追求觀光效益，

而是要讓在地居民實在的感受到幸福感及為地方光榮感。」在我們觀賞散落

在半島各處的作品時，的確能感受到在地居民對此活動的認同與團結，不只

看到了在展場當志工的老爺爺、老奶奶的笑容，甚至是青年因此而返鄉幫忙

也看到了在地居民攜老扶幼舉家一起來共同支持的情景。如何凝聚地方人心

也是本次考察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無論是舉辦活動抑或是展覽演講等，

最重要的關鍵都一定是「人」，由你我串連起來一心往同樣目標前進，才是我

們所匱乏的目標，應透過自身的經歷無論是腳下的土地，或是一手打造的產

業最終的目的都應打動人心，將彼此串連起來一起讓彼此往更好的未來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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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建議 

1. 國家以總體計畫推動促進地方振興發展 

日本政府為因應人口減少與高齡少子問題，從中央政府的高度提出國家級的地方

創生總體策略，以集中政府資源及民間力量的方式在全國各地全面推動。考量我國亦

將面臨與日本雷同的問題，亦需擬定地方創生整體策略，以統合指導相關資源投入，

發揮總體綜效，我國亦可參考日本經驗研議規劃我國地方創生之整體策略。 

目前我國各縣市亦有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透過在地人、地、產之

資源盤點，發掘出每個縣市各自魅力，整合在地與旅外人才，透過設計力、創新力導

入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未來計畫推動時，建議可比照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 D47 所編

製專書的方式，不僅是發掘地方特色還編纂地方職人、特殊工藝、文化美食等特色，

提供觀光遊客或是想找尋職人合作的設計者或製造業者，以透過專書的內容親自到地

方體驗或促進媒合業界，達成讓人潮回流，促進地方產業活化的方式均甚值得學習仿

效。 

2. 政府應加強設計力導入，以促進產業升級加值發展 

本次考察發現日本以其豐厚的藝術文化底蘊轉化形成的優質設計能力，結合精良

的製造技術，使其傳統產業能與時俱進，不斷轉型成長，其中「設計力」對於產業的

加值升級實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在城鄉規劃建設方面也能以更優質的設計施作，打

造饒富國土美學的生活環境。相關經驗值得我國借鏡。如何打造地方品牌可從墨田區

政府實施「墨田時尚」認證制度來做切入點，打造出「XX（地方）製造 XX（地方）

設計」方式，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所和墨田區政府所合作的「墨田製造、台灣設計」

的模式，其機制是媒合產品設計師與鄉鎮職人合作開發商品，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另

在審查機制部分，由區民調查隊和專家學者審查，透過 30位區民調查隊（入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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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工作地點）的招募，跟在地居民互動，以米其林試食方式評分，提高公信力。

並且政府部門不介入審查機制，較不易引起店家爭議。以設計力成為工具，讓作品成

為商品，讓商品在經過不同層次的設計，成為產品，其設計佔了很重要的作用。 

3. 設置青年創業育成基地，促進在地就業 

如同台灣因少子化所產生的閒置校區校舍空間利用的問題，日本台東區設計師村

提供了一個將廢校改造成青年創業育成中心的成功典範。有關育成中心的經營方面，

相關營運計畫應考量財務自償性，藉由市場機制的導入，以強化創業育成中心之功能

與永續經營。 

有關如何培力青年創業者的問題，誠如台東設計師村的村長鈴木先生提出：｢進

駐者有 80%在進駐面談時就可判斷是否有心創業！｣，因此育成中心的經營策略不應

以便宜的場地租金價格作為吸引創作者進駐的主要策略，對於入駐申請者的篩選，應

以候選人是否具強烈創業企圖心為考量。透過專業經理人提供輔導與培力創業設計師，

給予設計、市場資訊及商品化方面相關專業意見，以及參展、買方通路市場交流等網

絡關係的聯繫建構，讓創作者能夠在本地深耕，融入當地生活，並建立起有效的商業

通路之自我營運模式，以促成駐村青年設計者走向獨立創業之道。 

如松山文創園區近年推廣的創作者工廠也遇到創業者的起步問題，除了有良好的

空間提供創作者使用外，如何讓創作者運用當地素材，甚至與來往的民眾有所回饋互

動，台東設計師村的經驗應可提供相關借鏡。 

4. 選定重點項目推動國際行銷，打造國家品牌 

酷日本基金以結合政府與民間資金，選定具有日本特色的重點產品並輔導產品改

良升級，再透過海外據點強力行銷推廣的產銷輔導模式推動品牌國際化，較諸我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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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採普遍性的產品(服務)海外拓銷方式，似更具重點性與系統性，建議可參考酷日

本基金的作法選定重點特色項目辦理，並整合運用民間企業之資源及市場資訊優勢，

以強化國際行銷競爭，打造國家品牌。 

透過「酷日本基金公司(Cool Japan Fund Inc)」的案例，回顧臺灣過去在全球

化的代工模式下，「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被標籤化為大量生產、便宜貨的象

徵，成為電子業代工廠龍頭，但隨著生產基地逐漸外移至勞工成本更低的地區，台灣

產業面臨轉型挑戰。如今我們應該反思「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不再單純只有

「製造地」的意義，塑造出買「MIT」，涵蓋買「設計」、「品質」、「安心」的精神成份。 

5.結合地方觀光，以地產地銷方式推廣農產品銷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以小布施町六次產業中心的交易平臺機制可見，其間無商人層層剝削從中獲利，

也間接在價格上回饋消費者，而每月結算按條碼編號支付農民，既簡單又便利。其販

售農產品採「信任制」可省去送檢驗之成本，也直接反應在產品標價上，使產品更具

競爭力。因此在東京新宿區 3 個水蜜桃要價 2000 日幣；此地卻 4 個才賣 324 日幣，

原因無他，除產地優勢廉價銷售外，更避免利潤遭中間商層層剝奪。此處可看出日本

高價位農產品只在都會區，在鄉村依然價格低廉，甚至遠低於台灣同類農產價格。基

此，小布施町六次產業中心的作法，以農產品地產地銷利潤儘量回歸農民的機制，提

供我們相當好的參考經驗。 

6.以大型藝術文化節慶活動，建立地區或國家品牌形象，帶動地方發展 

我國各地方常年舉辦各類小型零星的節慶活動，然同質性過高並未能建立地方的

自明性與辨識度，對於國家整體觀光發展的加分效果甚微，因此建議可參考日本推動

大型藝術祭的成功經驗，規劃推動具有我國家特色與代表性的大型節慶活動，透過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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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策展團隊作較長時間、縝密的規劃，強化藝術設計內涵，並與在地文化與常民生活

做緊密的鏈結，以提高地區之知名度，有效促進地區觀光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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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拜會機構預擬問題 

 

一、D47 Museum 

1. D47為非官方所執行專案，團隊在執行或號召過程如何推動、推動政策為何？ 

2. D&Department在 47個縣市開闢實體聚點以及出版《d design travel》，如何定

期檢核推廣成效？一本 TRAVEL雜誌從調查到完成出版工作期程的分工為何？ 

 

二、墨田區政府 設計合作計畫 

1. 自 2015年起，墨田區及台灣設計師媒合開發計劃，藉由「台灣設計、日本精造」

推動雙方團隊的品牌跨領域合作邁向國際市場。墨田區政府如何在地推動「台灣

設計、日本精造」之設計合作計畫？ 

2. 推動政策與未來發展目標願景為何？探討下一階段推動模式。 

 

三、台東設計師村 

1. 台東設計師村在 2004年由台東區文化產業觀光部支持下運作，活用廢校作為基

地，提供當地新銳設計師許多資源。閒置設施再利用時，既有設施以及空間的轉

移給台東設計師村作為創意基地，台東區政府如何協助台東區設計師村成立與推

廣或相關作業規範？ 

1. 台東區過去一直為布料等傳產群聚區域，有許多技術精良的職人，設計師村以扶

植台東當地時尚產業為發展定位，提供場域引入年輕設計師進駐，並提供各種創

業及營運的輔導服務。台東區政府對於台東設計師村的運作機制以及輔導新銳設

計師的方式為何？ 

  

四、Cool Japan Fund Inc. 

1. 酷日本計畫是日本官民合作的「B2C日本式生活美學示範平台」，由日本經濟產

業省宣布成立「酷日本基金」，分別由日本政府與民間企業投注不少資金，後續

其正式民營化成為基金公司。酷日本計畫是如何成立與號召政策為何？推動模式

與經營方式如何建立？ 

2. 酷日本以日本形象軟實力為國家層級之戰略。探討酷日本如何運用創新手法推動

計畫以及如何配置資源？從業者的角度，如何與政府攜手合作並促進酷日本計畫

成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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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布施町市役所 

小布施町的栗子產業具有相對程度的名氣，面對觀光客的增加以及產業或店家的

進駐等，小布施市役所對於觀光產業以及文化推廣如何振興，未來是否有其他推

廣計畫？ 

 

六、奧能登執行團隊 

1. 奧能登國際藝術祭為第一屆，在辦理的第一年如何推動？如何與官方合作、合作

模式與推動核心為何？ 

2. 珠洲位處於擁有山與海的地景（台灣也擁有相似之地景型態），擁有豐富的傳統

文化，如何建立吸引觀光客的魅力？ 

3. 探討奧能登國際藝術祭官方項目「Oku-Note」中內容。珠洲市政府與執行團隊（執

行委員會）的角色分工為何？合作機制為何？ 

七、珠洲市政府 

1. 相較於大多景點，珠洲市並非為觀光客多的地方，今年度所舉辦的藝術祭如何藉

由藝術活化地方，促進地域再興？珠洲市政府如何推動國際藝術祭的生成？  

2. 奧能登半島擁有山與海的地景（台灣也擁有相似之地景型態），如何以不同的觀

點打造新的大地藝術祭典範？ 

3. 探討奧能登國際藝術祭官方項目「Oku-Note」中內容。珠洲市政府與執行團隊（執

行委員會）的角色分工為何？合作機制為何？ 

八、野村總合研究所  

1. 日本政府近年推動「地方創生」的政策背景及主要因應的國土發展課題。 

2. 「地方創生」政策的目標、架構、具體的推動措施與實施計畫、中央與地方政府

之分工。其中對於振興偏鄉發展是否針對不同區域有特別對策？ 

3. 法令、資金、人才等方面的配套對策政府與民間部門合作推動模式為何？透過地

方創生計畫所帶動的地方發展的產業類別主要有哪些？實際推動成效如何？與

以往地方經濟振興計畫之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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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考察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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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際考察與交流照片 

 
D1 D47博物館參訪 

 

 
D2 墨田區政府 產業觀光部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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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台東設計師村拜會 

 

 

D2 Cool Japan Fund Inc. 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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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小布施町市役所/六次產業中心/789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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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奧能登藝術祭參訪 

 

 
D5 珠洲市政府拜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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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考察蒐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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