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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辦公度假與地方振興：Part 1 

石筒覺 

日本高知大學地方協作學系 副教授  

 

概要 

「辦公度假」（Workation）是一個結合工作（（work）與度假（（vacation）的新

型態生活方式。這個概念最早於 2010年代前期在歐美國家興起，最初指人們在

度假時兼顧工作。隨著新冠肺炎（以下簡稱「新冠」）疫情的擴大，「辦公度假」

在日本逐漸受到關注（，但其實此前（，此概念便已作為（「工作方式改革」的一部分

被研討過（。辦公度假大致可分為自由職業型與受雇型（，而受雇型又可細分為休假

結合型（ 日常嵌入型（ 異地會議型及培訓型等形式（。日本目前推動的（「辦公度假」

主要是利用休假期間部分進行工作的方式（，並因新冠疫情催化（，遠距工作的普及

促使 2020年夏天以後，各地政府紛紛開始積極接待前來「辦公度假」的人。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日本大眾對（「辦公度假」一詞有一定的認識（，但真正理

解其含義的人並不多。此外，即便對該概念有所了解的人，也常因「辦公度假」

是作為（「工作方式改革」的一環被推行（，而將其與（「遠距工作」混為一談（。實際

從事過（「辦公度假」的人數更為有限（，且其中大多數經驗仍集中於遠距工作相關

場景。 

自 2020年以來，樂於接待辦公度假者的地區逐漸增加。然而儘管許多地區

已建設了相關設施（，卻仍然有不少未被充分活用的案例（。由於遠距工作並不總是

需要專門的設備（，因此在共享辦公室（ 協作空間或飯店等場域保有一定水準且可

供辦公度假者使用的基礎設施（，並善用當地的自然環境與特色（，同時維持相關接

待體系運作，正是營造具有吸引力之環境的關鍵。 

 

1. 辦公度假興起的背景 

「辦公度假」（Workation）是一種結合工作（（work）與度假（（vacation）的新

概念。這個概念最早是在 2010年代前期於歐美國家開始受到關注，且主要是發

生在度假期間兼顧工作的場景當中（天野，2018）。隨著資訊通信技術的進步，

不僅僅是使用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即使只靠智慧型手機（，也能輕鬆使用電子

郵件或簡訊（（SMS）進行聯絡（，讓人們無論身處何地（，即使在休假期間也能完成

部分工作（（圖-1）。然而（，從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並非總是被視

為正面 積極的發展（田中與石山，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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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曾於休假期間中處理過的工作內容（n=340） 

 

資料來源：Pecsek, B （2018），pp.7-8 

 

在日本（，「辦公度假」隨著新冠肺炎（（以下簡稱（「新冠」）疫情的擴大（，尤其

是在遠距工作或居家工作的需求逐步增長的背景下逐漸受到關注。然而實際上

「辦公度假」早於疫情前便已作為「工作方式改革」的一部分被研討過。「工作

方式改革」起因於日本自 2000年代以來，面臨的勞動力短缺 低勞動生產率等

諸多勞動課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辦公度假」寄予厚望（，期待透過改變

工作環境（，如選擇不同的旅行地點（，以求在讓身心得到放鬆的同時提升工作效率（，

並進一步推動區域活化（國土交通白書，2018）。例如，和歌山縣與長野縣等地

方政府率先啟動了辦公度假相關計畫，並於 2019 年成立「辦公度假地方政府協

議會」，逐步使得接待體系趨於完善。 

 

2. 辦公度假在日本的意義 

田中與石山（（2018）指出（，根據不同的工作型態（，可將辦公度假大致分為自

由職業型與受雇型兩大類別（（圖-2）。自由職業型的工作者不隸屬於公司（，通常以

遠距工作的方式在家或其他場所工作（，因工作方式較為彈性（，較為容易適應在不

同旅行地點進行工作（。受雇型工作者隸屬於公司（，需根據工作與休假安排進行調

整，此類型可進一步細分為以下三種子類型： 

休假利用型：在休假期間部分兼顧工作。 

日常嵌入型：將工作內容嵌入日常生活場景中進行。 

異地會議或培訓型：在辦公室外的地點進行會議或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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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類展示了辦公度假模式的多樣性（，也反映出不同工作型態在實踐中的彈性

以及即將面臨的挑戰（，同時也說明了辦公度假在日本勞動環境中可能扮演的重要

角色。 

 

圖-2 日本型辦公度假的分類 

 

資料來源：田中與石山（2018），pp.116-117 

 

日本型辦公度假的分類與特色 

1. 休假利用型 

此類型包括兩種形式： 

部分休假型（：於每半天或小時計算的有薪休假（，同時進行遠距工作（，並將工作時

間計為正式工時。 

出差結合型（：將工作出差與有薪休假結合（，先完成出差任務（，之後便接著休假（。 

2. 日常嵌入型 

這種模式混合了工作與休閒，利用彈性工時制（如無核心時段的彈性上班制），

讓員工能在渡假勝地的衛星辦公室進行遠距工作（，同時也有機會暫時脫離工作參

與地方活動，享受當地生活。 

3. 異地會議或培訓型 

企業在渡假勝地安排會議或培訓（，並將這些活動計入正式工時（，但員工可以在行

程前後安排休假，或在滯留期間享受空閒時間。 

 

在（「工作方式改革」的進程中（，日本開始推動員工利用有薪休假期間部分兼

顧工作（，實現彈性化的工作模式（。同時（，新冠疫情加速了遠距工作的普及（，使辦

公度假從 2020年夏天起在全國多地獲得廣泛關注，地方政府也積極推出措施吸

引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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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度假的五大優勢 

根據賴定與新谷（2018）的研究，辦公度假有以下五項主要優勢： 

(1) 更容易安排中長期休假 

(2) 增加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3) 提升員工工作動力 

(4) 激發創新想法 

(5) 增強企業吸引力 

 

第(1)點（，有望可以解決日本長期以來有薪休假未充分利用的問題（，延長員工

的休假時間（。關於第(2)點（，在傳統工作模式中（，工作與休假被完全分開（，限制了

員工靈活安排假期的可能性，而辦公度假則改善了這一點。第(3)點為第(1)點和

第(2)點的效果，更長的休假與更多家庭時間有助於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和

歸屬感（。第(4)點的原因為（，在非日常的環境中工作（，有助於激發新的創意（，進而

提升工作效率和生產力（。至於第(5)點的部分則為（，彈性工作和優良福利可吸引更

多優秀人才，對新進員工及中途轉職者具有吸引力。 

其中，第(1)點和第(2)點對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尤為重要。尤其是在受雇型

模式中，如何實現這兩項優勢，是辦公度假能否普及的關鍵。 

 

3. 對於辦公度假的認知狀況 

在日本（，辦公度假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目前尚未完全普及（。2023年（，針

對家中有 0至 18歲子女的家庭之家長進行了一項網路問卷調查（n=306），結果

如圖-3 所示。回答「從未聽過辦公度假一詞」的人占 41.2%，「聽過但不知道具

體意思」占 27.4%，而表示（「聽過並且了解意思」的人占 31.4%。由此可見，儘

管民眾或多或少可能有聽過（「辦公度假」一詞（，但實際對其了解的程度仍然有限（。

從性別之間的差異來看，男性中有 43.9%回答「聽過並且了解意思」，而女性中

有 47.1%表示「從未聽過」，此結果呈現出一定的性別差異（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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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對於辦公度假的認知度（n=306） 

 

資料來源：高知大學與 Iko-Yo綜合研究所（2023）「家庭辦公度假相關問卷調

查」 

 

圖-4 不同性別的民眾對辦公度假的認知度（n=302） 

 

資料來源：高知大學與 Iko-Yo綜合研究所（2023）「家庭辦公度假相關問卷調

查」 

 

針對回答（「聽過並且了解意思」的受訪者進一步詢問其對辦公度假的具體理

解（（見圖-5）。選項參考了日本辦公度假協會（ 日本遠距工作協會及觀光廳等機構

的定義進行設計。受訪者（（n=96）中，93.8%表示了解辦公度假是（「在旅行地或

老家享受假期的同時（，進行遠距工作或參加線上會議」的工作模式（。其中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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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認為（，辦公度假也包括（「在渡假勝地舉行會議（ 研修或工作坊」及（「利

用衛星辦公室或協作空間進行遠距工作」。 

另一方面（，與地方振興相關的概念則較少被認知到（。例如對於（「企業將部分

辦公室遷移至地方（，為員工提供在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機會」或（「地方政府推動移

居與定居（，提供地方生活與工作的機會」的方面（，認知度較低（。而對於（「與地方

社群合作（，探索並解決地方課題」或（「與其他產業和地區的企業交流（，創造新商

業機會」等更深層的概念，認知度則更低。 

雖然辦公度假的形式多樣（，但由於其最初是作為（「工作方式改革」的一環被

推行，因此大眾對其的理解仍集中於遠距工作的基本層面，形象相對固定。 

 

圖-5 對於辦公度假形式的理解（n=96） 

 

資料來源：高知大學與 Iko-Yo綜合研究所（2023）「家庭辦公度假相關問卷調

查」 

 

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14.4%的受訪者曾有辦公度假的經驗（，大部分人尚未實

際體驗過這種新型態的工作方式。從受訪者的經驗來看，「在旅行地或老家享受

假期的同時（，進行遠距工作或參加線上會議」以及（「使用衛星辦公室或協作空間

進行遠距工作」是其中最常見的形式（，緊接其後的是（「在渡假勝地舉行會議（ 研

修或工作坊」。整體而言，辦公度假的實踐仍以遠距工作為核心（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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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尚未嘗試過辦公度假的受訪者進一步詢問他們的興趣程度（。結果顯示（，

其中 47.7%的人對辦公度假感興趣（，但仍有 52.3%表示不感興趣（，這部分人數約

占所有受訪者的 44.8%。 

雖然未來對辦公度假的推廣仍被看好（，但目前勞工的興趣不足是一大挑戰（。

要促進其普及（，還需要進一步強調辦公度假的優勢（，例如提升工作效率（ 增加家

庭時間（ 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等（，讓更多人了解並願意嘗試這種新型態的工作模

式。 

 

圖-6 辦公度假的經驗（n=44） 

 

資料來源：高知大學與 Iko-Yo綜合研究所（2023）「家庭辦公度假相關問卷調

查」 

 

4. 樂於接待辦公度假者的地區 

截至 2023年 9月（，於 2019年成立的（「辦公度假地方政府協議會」已有 216

個地方政府參與（（數據來源（：該協議會 Facebook）。自 2020年起（，以日本辦公度

假協會為首（，日本各地陸續成立了辦公度假協議會（。根據前述調查（，對辦公度假

有所了解的多數人對其印象為從事遠距工作（，這一印象主要受新冠疫情期間遠距

工作的推廣所影響。疫情前，企業的會議與業務多以面對面形式進行，但隨著 

Zoom 等線上會議工具的普及（，儘管生產效率的提升尚不明顯（，遠距工作已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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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以支持日常業務運作，這也為推廣辦公度假奠定了基礎。 

為響應這一趨勢（，樂於接待辦公度假者的各地區積極建設相關的基礎設施（，

包括衛星辦公室和協作空間等遠距工作場所（。根據大都市政策研究機構的數據（，

全國協作空間的數量已經從 2019年 6月的 799個增至 2022年 12月的 2129個（，

增幅達到 2.7倍（（見表-1）。其中在四國地區的增長尤為顯著（，從 8個增至 58個（，

增幅高達 7.3倍（，遠超其他地區（。四國地區的此一快速增長與其長期政策支持密

切相關（，例如吸引大城市企業業務轉移及推廣遠距工作（。這些舉措提升了該地區

對協作空間的需求（。雖然辦公度假不僅局限於使用這些空間（，但它們的增加在促

進地方接待辦公度假者的準備及推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1 協作空間數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 三宅（2023），p.2 

 

許多地方政府採取多種方式來推廣並接待辦公度假者（。例如（，高知縣在面臨

人口減少的挑戰時，積極拓展「關係人口」，即與地方建立緊密但非永久居住關

係的人群（。他們推出了多樣化的辦公度假模式（，包括結合觀光與休閒的形式（ 接

待縣外企業培訓的方案（，以及融合企業引進的共享辦公室模式（。這些計畫從城市

核心地區延伸到山間地區，形成了全面的接待體系。 

然而（，部分地區雖然設施已建成（，但使用率仍不高（。由於遠距工作並不總是

需要專門的設備（，地方可以透過共享辦公室（ 協作空間或酒店等場地（，提供基本

的辦公度假設施（。同時（，結合當地的自然環境與特色（，營造吸引人的接待體系（，

這便是持續推動辦公度假的關鍵。 

 

在 Part 2中（，我們將探討實際的辦公度假案例（，以及未來需要解決的挑戰與課題（。 

 

※本研究得到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 JP22H03853（「雙向學習型辦公度假

促進區域活化的實證研究」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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