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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與日本兩國皆面臨嚴重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問題，在此社會發展趨勢下，相對於都會

地區，原本資源與人力都顯不足的鄉村地區，受到的衝擊更顯嚴峻。為減緩地方發展動能不足

的問題，臺日各地皆有許多地方工作者選擇積極找尋各項振興地方發展的行動方法，為地方注

入創新發展動能。在今年（2024）1 月初，跟隨暨大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程（簡稱，暨

大地創碩士學程）的「九州地方創生個案見學活動」前往日本九州地區，深刻感受到他們因應

地方發展危機感所提出的轉型使命、創新行動力。例如：位於阿蘇火山下的黑川溫泉，雖然已

是日本當地知名溫泉景點，但在 2007 年熊本地震後，鑑於氣候變遷對於溫源發展的潛在衝擊

問題，開始思考如何以「循環經濟」作為主軸，開展新世代的黑川溫泉事業發展；其次，位處

柳川的御花，曾是柳川城城主：橘宗茂的宅邸，歷經 400 年風華，現已成為日本國家重要的文

化財並轉型為餐廳和旅館。歷經 Covid-19 衝擊，現任御花經營的立花千月香社長，從危機中思

考過往歷史文化如何，創新服務並傳承至後代的經營變革方法，並啟動許多創新旅遊服務方案，

包含：與船家合作，搭配年輕工作同仁的創意發想，設計出水上市集、水上夜市、傳統「能」

劇的表演等，為地方的觀光注入新的文化體驗感。綜上實務案例，我們深刻體驗道，日本九州

的地方業者對於產業永續發展的危機意識、行動作為，值得推薦給予臺灣各個地方產業界進行

對話。 

適逢 5 月 4-5 日，行政院委託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舉辦 2024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韌性亞洲--埔里交陪」之際。暨大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向主辦單位推薦邀請 9

位九州地方創生工作夥伴到臺灣進行實務演講。這些地方創生工作者本身都致力於產業發展與

永續環境實踐平衡的追求，且多擔任地方觀光產業組織的理事代表或幹部，致力於九州地區的

產業永續發展。另一方面，來自鹿兒島地區的地方創生者，更企盼藉由現在的社會創新行動，

維繫與傳承 150 年前來自薩摩藩之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光榮感。 

接續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為延續一月份的學習熱忱，同時搭建台日地方產業工作者的交

流平台。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的師生們，為來台參與的地方工作者，規劃兩場次

的地方產業交流活動，期藉此行程安排搭建起彼此之間的地方產業社群交流實務。以下將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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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清境、埔里兩場次的產業交流活動內容。 

 

  

  

二、臺日地方產業服務創新交流企劃與實作 

（一）前進清境，領略星空山城的夜與日 

清境地區位於南投縣仁愛鄉，是臺灣知名的高山旅遊景區。早期透過行政院退輔會的清境

農場開發，讓這個地方逐漸發展出高山農業、旅遊的產業樣貌。接續 921 地震後，在地方民宿

產業組織的積極奔走下，結合 921 重建委員會、南投縣政府、行政院推輔會清境農場等政策資

源，逐漸將此區域打造成為一個具有「東方小瑞士」的高山遊憩目的地。只是伴隨蓬勃的地方

產業發展，此區域的環境資源保護、地方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活化，長期以來備受關注與討論。

值此，在地方新一波「星空山城」地方創生發展的推動時機，地方產業社群對於清境地區的永

續觀光發展轉型，也開始出現一些討論聲音。基於標竿學習、對話共學的效益，暨大地創碩士

程趁著邀請日本九州地方創生工作者來台參加社會創新高峰會之際，企劃一場與清境地方產業

業者對話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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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亞太社會創新論壇的分享照片（左上，黑川溫泉觀光旅館協同組合事務局北山元局長：左

下，柳川御花的立花千月香社長；右上 NPO 薩摩會議古川理沙理事代表；右下，RiverBank 森

林學校坂口修一郎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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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境地區參訪與產業交流照片（左上，清境觀星園李老闆介紹觀星儀器：右上，慈峰永裕茶場；

左下慈峰永裕製茶場；右下，清境來福居民宿座談交流） 

 

本次地方產業交流活動是由清境永續發展協會企劃，除安排日本地方產業業者與清境觀光發

展協會創會理事長施武忠先生、現任理事長張宏毅、前任理事長蔣政緯、業者雲舞樓張志威交

流外，亦安排一行人參訪觀星園山莊的天文望遠鏡、圓頂天文台，認識清境暗空公園、星空旅

遊的推動經驗；前往慈峰茶園，拜訪致力於無毒種植的永裕製茶場，聆聽擁有領隊執照的林郁

玟小姐回家接班家業的心路歷程。同時於茶場內觀賞茶農採收、揉茶、烘焙等製作流。綜觀本

次地方產業實務交流活動，發現以下四項地方產業交流的效益： 

1. 文化交流與合作：藉由活動中的交流和互動，不同地區的業者能夠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

和經驗，進行合作和借鏡，促進產業的多元化和創新。 

2. 共同面對挑戰：活動中討論的議題涵蓋了環境保護、觀光發展和地方特色產業等，讓參

與者意識到共同面臨的挑戰，鼓勵找到共同解決方案。 

3. 專業知識分享：透過專家和業者的參訪及分享，提供了實際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幫助參

與者更好地理解和應對地方產業的發展問題。 

4. 開拓市場和推廣：交流活動有助於拓展產品和服務的市場，並通過彼此的推薦和合作。 

 

（二）以互惠簡報形式，看見臺日地方產業彼此借鏡 

接續，在南投觀光發展協會朱柏勳總幹事規劃與安排，日本九州地方產業交流團到訪埔里

知名的地方產業：Feeling18，由 Feeling18 茆董事長親自接見，並分享其自己的創業實績和多年

來推動的「我愛閱讀」公益行動，拉開了雙方業者的對話交流序幕。從 Feeling18 產業發展與公

益行動經驗分享中，啟發了日本相關業者思考地方產業之於地方弱勢關懷的行動想像！ 

本次拜訪期間除 Feeling18 的業者、工作同仁外，也有許多埔里觀光產業的從業同仁共同

參與。為了讓大家瞭解地方產業組織的人才培育模式，遂邀請擁有豐富產業人才資源培力經驗

的黑川溫泉觀光旅館協同組合事務局，分享黑川塾的實務推動經驗。為了讓臺灣在地業者了解

黑川塾所發揮的產業人才培育效益，黑川溫泉觀光旅館協同組合事務局的北山元局長，特別設

計「從老闆的視野出發」的演講企劃。特別邀請兩位黑川地區的溫泉旅館業者：帆足幸造、北

里晃子前來分享，讓他們從老闆視角出發的經驗，說明地方產業人才培育的實際成效。 

另一方面，因應全球永續發展的在地實踐課題，地方旅宿業者如何接應與行動？相關作為

為何？活動期間，同步安排擁有旅館落實 SDGs 實績的人吉太陽飯店(Hotel Sun Hitoyoshi)社長

進行經驗分享。」以 2020 年 7 月人吉巿因球磨川潰堤洪水沖進人吉太陽飯店(Hotel Sun Hitoyoshi) 

重建為例，村田優子社長分享了她如何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導入飯店重建和營運實務中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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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地區參訪與產業交流照片（左上，Feeling 18 茆董事長經驗分享：左下，Hotel Sun 人吉村

田優子社長；右上 Feeling 18 茆董事長帶領園區導覽；右下，黑川溫泉觀光旅館協同組合事務

局北山元局長） 

透過臺日不同產業業者的對話交流，不僅促進彼此之間的認識與對話，更重要的是希望藉

此契機，可以搭建彼此之間共學的夥伴關係，同時達成以下三項組織學習效益： 

1. 促進知識與經驗的跨域流動：地方產業之間的交流，促進彼此之間實務工作經驗的知識

跨域流動。透過與日本九州實務工作者的實際互動，臺灣的學術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得以獲得

實踐經驗的知識啟發。 

2. 激發組織內部的創新與變革動力：藉由標竿案例的交流，可以激發組織創新和變革的動

力。透過分享最佳實踐和成功案例，不同地區的產業得以相互學習和借鑒，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和發展潛力。 

3. 探索地方產業實踐永續發展的行動策略與方法：以實際案例最為基礎，業者們能夠更清

楚瞭解地方產業如何接軌 SDGs 進入永續經營理念的工作方法。 

 

三、拜訪台積電，開啟大小產業彼此認識的序曲 

九州位於日本西南部。因地理與氣候因素，蘊藏許多自然、人文資源，這裡也是日本明治

維新運動的起源地，開啟日本邁向現代化國家發展序幕。今日全球半導體產業領航者：台積電，

於日本九州熊本設廠，這對日本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深具影響性。在設廠過程中，不管是日本政

府部門或九州地區民眾，對台積電熊本設廠絕大多數都抱持正向歡迎態度，因為可為地方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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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工作機會，振興地方經濟。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熊本地區部分居民已開始擔憂，伴隨台積電設廠而來的大量人口移住，

對地方交通、房價、基礎公共設施將造成潛在衝擊，但這些憂慮地方政府透過適當的公共建設

終將獲得改善。惟源於 1960 年代因工業發展而引發的水俁病公害記憶與擔憂，時至今日仍然

隱藏在熊本地區居民的內心之中。面對這項深層的地方社會問題，如何因應？作法上除了在設

廠與營運過程，導入先進的環境科技技術，降低工業污染衝擊，如何更廣泛且柔性的與地方社

會對話，值得思考且行動。 

綜上，藉由本次機會安排日本九州的地方創生工作者，前往參訪台積電，一方面瞭解台積

電的科技與環境永續（ESG）的實踐實績，另一方面企盼藉由這次安排，能為台積電在日本熊

本地區設廠的社會溝通建立起另一個橋樑，共同增進臺日友好關係。 

 

四、代結語：透過見學開啟國際學習視野 

這次九州實務工作者來臺灣與地方產業的交流，奠基於暨大地創碩士學程的日本九州產業

見學基礎。在該次見學過程中，暨大地創碩士學程的師生深刻感受到日本地方創生工作者，之

於地方發展的使命與創新作為，不僅為地方注入新的發展動能，同時也為地方帶來新的地方文

化發展內涵。為讓這些標竿案例得以讓臺灣地方創生實務工作者看見，遂趁著 2024 亞太社會

創新論壇之際，邀請若干業者前來分最佳實務經驗。企盼藉由最佳實踐和案例，可讓臺灣的地

方產業業者見賢思齊。另一方面，在這活動的推動過程中，亦發現大學作為中介平台，搭建國

際之間不同地區的地方產業者合作網絡，甚至促成產業之間的互訪學習與長期夥伴關係。展望

未來，暨大地創碩士學程將秉持跨域治理的思維，持續透過國際地方創生見學活動的行動，對

內帶領同學前往各國實際吸取外部經驗，對外則是捲動更多的在地產業業者、產業組織進行國

際交流，為臺灣地方產業創新發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整體在交流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方法和契機對地方產業交流產生積極影響： 

1. 建立合作平台與網絡；透過大學作為中介，建立起地方產業間的合作平台和網絡，促

進不同地區、不同產業間的交流和互動。 

2. 分享最佳實踐和案例；從交流活動中，來自不同地區的實踐者以實際案例分享，可以

啟發地方產業的創新和改進。這些實際案例展示了可行的方法和策略，有助於其他地

方產業學習和借鑒。 

3. 探索跨領域合作機會；透過地方產業間的交流，探索跨領域合作的機會和可能性。不

同產業間的合作可以帶來新的商機和創新，擴展產業的發展空間。 

4. 促進地方永續發展；通過交流，探討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踐方法，促進地方

產業的永續發展和社會進步。 

5. 建立長期夥伴關係；透過持續的交流，建立起長期的夥伴關係。地方產業間的交流不

只是一次性的活動，而是長遠的推動地方產業的發展和創新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