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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經濟產業省 2000 年起積極鼓勵地方政府提出地域活化政策，扶植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並於每年挑選出具地域活化之示範案例，供各縣、市、

町學習效法。本次考察兵庫縣豊岡市及京都府宇治市，都是 2007 年經總務

省挑選地域活化示範案例之一。 

其中兵庫縣豊岡市主要推動環境創造型農業，鼓勵農民從事低碳、低

耗能之稻米或高經濟作物耕作模式；京都府宇治市則將閒置工業用地予以

活化再利用，提出多項投資誘因，鼓勵產業在地投資，並發展在地特色文

創產業。 

透過本次考察，深刻瞭解日本偏鄉產業得以振興，實得力於日本周延

之法令，有效地誘導民間與政府協力合作，藉由運用既有資源，提出創新

產業發展策略，營造產業永續發展環境。 

後續我國推動地方經濟與產業振興，可效法日本地域活化推動方式，

鼓勵地方政府導入創新元素，整合既有資源，加強行銷策略，使特色產業

發展更具規模性，增加市場競爭力及產銷能力。同時積極促進周邊產業與

鄉鎮相互結合鏈結，推動特色產業維新，共同創造區域產業品牌，打造特

色產業新亮點，提升地方整體經濟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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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考察緣起與目的	

經建會 100 年透過中央與地方合作，考量彰化縣大城鄉需求及發展條

件，共同規劃提出「彰化大城鄉經濟振興方案」，期望運用中央及地方既有

資源，促進地方產業與經濟繁榮。101 年起經建會並開始透過「推動國家建

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各縣市政府參考大城鄉規劃模式，規劃地方產

業發展計畫與地區經濟振興計畫。 

經查日本經濟產業省鼓勵地方政府提出地域產業振興政策，扶植地方

特色產業發展；為利本處推動地方產業振興相關業務，並借鏡日本相關政

策推動經驗，爰辦理本次考察藉以瞭解日本在地域產業振興之推動作法與

成效，以作為後續經建會推動之參考。考量臺灣城鄉發展特性與經濟振興

方向，並參考日本總務省公布日本地方政府具特色之地域活化案例，選定

京都府宇治市及兵庫縣豊岡市作為本次考察與訪談之對象。 

兵庫縣豊岡市近年推動環境創造型農業，鼓勵農民從事低碳、低耗能

之高經濟價值稻米生產模式，本次將考察該縣推動低碳農業種植與產銷方

法，並拜會當地環境經濟型產業—豊岡ペレット株式會社，實地瞭解生質

能源運用與推廣方式。 

另京都府宇治市配合該項政策之推動，提出多項投資誘因，鼓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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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投資，並將閒置工業用地予以活化再利用，發展在地特色文創產業，

本次拜會京都府宇治市地域產業振興中心與育成工場，並實地考察宇治市

地域產業振興相關推動作法，作為後續本會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貳、參加人員	

本次考察團由共計 2 人，包括：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專    員 吳晉光 

                            技    正 黃劍虹 

 參、行程	

期間：10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至 10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共計 4 天，行程概要：詳表 1。 

表 1  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10/14(一) 啟程：臺北→大阪(長榮航空  BR2132) 

10/15(二) 

拜會兵庫縣豊岡市役所農林水產課 

地址：兵庫県豊岡市中央町 2 番 4 号 

考察豊岡市環境經濟型產業推動情形(豊岡ペレット株式會社) 

地址：兵庫県豊岡市出石町奧小野 426-12 

10/16(三) 

拜會京都府宇治市市役所產業振興中心與育成工場 

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大久保町西ノ端 1 番地の 25 

考察宇治市文創產業振興推動情形（源氏物語博物館） 

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宇治東内 45-26 

10/17(四) 返程：大阪→臺北(長榮航空  BR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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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兵庫縣豊岡市地域產業振興措施	

壹、地理位置	

豊岡市位於日本兵庫縣的東北方，北眺日本海，東臨京都府。距離兵

庫縣縣政府―神戶市約 100 公里。東西寬 40 公里，南北長 30 公里，佔兵

庫縣 8.3％的面積。 

豊岡市面積約 697.66 平方公里，土地約有 8 成屬森林地區，人口約

85,592 人，高齡化比率約 28.2％，屬兵庫縣內偏遠鄉鎮之一，位置圖詳如

圖 1。豊岡市目前是日本野生鸛鳥重要棲息地，市內著名觀光景點包括城崎

温泉、玄武洞、城下町出石、神鍋高原等。北邊海岸地區已被指定為國家

公園，山岳地區則被指定為國立公園。 

 
圖 1 兵庫縣豊岡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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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特色	

豊岡市的就業人數為 12,137 人，其中三級產業約 28,088 人（62.2％），

二級產業最多約 13,485 人（29.8％），一級產業約 3,544 人（7.8％）。一級

產業中最多為從事農業約 3,296 人（93.0％），其次是漁業 222 人（6.3％），

林業約 26 人（0.7％）。 

豊岡的二級產業中，零售商店數量逐年遞減，但著名的豊岡鞄生產數

量仍在日本居於領先地位，市區內中核工業園區內則有先進的太陽能產業

與技術廠商。 

參、豊岡市三大戰略	

由於豊岡市位處兵庫縣偏鄉，加上少子化及老齡化社會來臨，使得當

地經濟消費越來越萎縮。再加上近年來當地地方稅收和中央政府補貼逐年

下降，已經顯著地影響當地經濟與建設發展。因此，豊岡市役所 2007 年開

始思考當地經濟振興方式。 

一般而言，經濟成長往往必須犧牲環境作為代價，但豊岡市堅持環境

保護和經濟成長必須兼容存在，因此他們達成豊岡市產業發展與對環境保

護的承諾，在 2007 年提出豊岡市環境經濟戰略、經濟成長戰略及農業振興

戰略等三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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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豊岡市三大戰略 

豊岡市三大戰略基本理念在於「透過環境改善創造經濟發展，透過經

濟發展讓生態環境改變的更好，讓環境與經濟產生共鳴」。相關課題與推動，

如下圖所示： 

 
圖 3  豊岡環境與經濟戰略制訂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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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豊岡市制訂每項戰略的五個目標分別是： 

一、 促進豊岡特有產業地產地消 

理念：配合豊岡的生活型態，增加企業與生產者的利益。 

豊岡的企業與生產者製造的產品及服務，藉由在市內消費及利用，對

於豊岡既有的生活型態，予以保存、再利用、創造，並降低因輸送而產生

的 CO2。同時，補助及獎勵企業與生產者的事業活動，擴大在市內消費及

利用。推動作法： 

 加強行銷豊岡製造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品牌化。 

 促進豊岡製造的產品及服務在市內銷售。 

 推廣豊岡產的安全安心食材的飲食生活。 

 提供豊岡產的食材給觀光客，提升豊岡的魅力。 

 建立購買產品及服務的消費者情報，並將傳達給大眾。 

 

 

 

 

 

二、 推動豊岡特有的環境創造型農業 

理念：拓展多樣性生態可居住的自然環境，增加農民的利益。 

不依賴農藥或化學肥料，推動「永續型農業」，同時保育生物多樣性。

「地產地消」係指地區所生產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等，於該地區消費之

意。地區之範圍依產品性質或廣義及狹義解釋，可為生產地區，或該生

產鄉鎮、縣市，或大至以全國為範圍。「地產地消」運動係為因應消費

者重視食品的安全、品質及進口農產品逐漸增加、國內農產品價格低迷

等問題，打破傳統以生產者為中心的農產品產銷模式，透過意識改革，

轉型為重視「飲食」、「健康」及「生活」，由生產者將農產品直接銷售

給消費者，開拓多元行銷管道的產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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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作法： 

 透過舉辦學習會或技術指導會，促進舊有農作法（使用農藥或化學

肥料的農作法）的轉換。 

 致力「鸛鳥農作法」等栽培技術的改良。 

 努力擴增認同「鸛鳥農作法」或「鸛鳥之舞」品牌的族群，並增加

販賣地點。 

 藉由生物調查，印證豊岡食材的安心安全性，推動體驗活動並將其

觀光資源化。 

 

三、 擴大鸛鳥生態觀光 

理念：提升市民環境意識，增加觀光相關產業的利益 

將豊岡的既有資源與舒適性加以凸顯，創造豊岡風味的生態旅遊。 

推動作法： 

 將傳統的城鎮或風景加以保存、發揚。 

 宣揚豊岡風景的意義（社會、自然、歷史、傳統、文化）。 

 整合溫泉、城鎮、海洋、高原、農村等豊岡既有資源。 

 提供安心安全的美味飲食，增加購買豊岡產品的念頭。 

 促進鸛鳥野生復育計畫的參與，加強與豊岡市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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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環境經濟型企業 

理念：減少環境負荷，增加企業利益。 

藉由改善環境的活動，帶動企業的利益。推動作法： 

 補助積極推動環境經濟型的技術開發或廢棄物零排放的企業。 

 獎勵引進郊外的環境經濟型企業。 

 廣宣與環境經濟相關的素材、人才情報，並將其與市內的企業結

合。 

 將製造環境經濟型產品的地方，視為觀光資源，與消費、運用方面

相互結合。 

 推廣宣傳環境經濟型企業，促進地產地銷。 

 

五、 推動自然能源利用 

理念：活化豊岡的資源，降低民眾電能、熱能、水的費用。 

透過利用豊岡既有的東西或在豊岡製造的能源，活化地域經濟，同時

防止地球暖化。推動作法： 

 促進利用木質系 (可以再生的生物資源)等生質能源的活用。 

 促進在閒置耕地栽種能源作物，並將其推廣為生態旅遊風景點。 

 促進廢棄食用油的再生利用。 

 補助太陽能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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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閒置竹林的資源活用。 

參、環境創造型農業推動—利用鸛鳥培育稻米	

種植稻米最大的天敵就是「雜草」和「害蟲」，一般農民除去的方法就

是使用農藥，傳統上農民為了種植出美味的稻米以往都是用化學肥料或農

藥去除雜草或害蟲，這種方式也造成蚯蚓等稻田裡的生物也相繼減少。 

豊岡市運用「鸛鳥培育耕作方法」的耕地，農民不太需要依賴農藥與

化學肥料，他們堅持的信念就是培育安全、放心、美味的稻米以及重視生

物多樣性。「鸛鳥培育耕作方法」如下圖所示，在長時間蓄滿水的稻田裡，

很多生物都會寄居於此，使得稻田裡生物活躍，並造就肥沃的農田。「鸛鳥

培育耕作方法」的稻田中，大量的生物以水稻的害蟲為食，從而產生「食

物鏈」生命的循環，進而使得田裡害蟲減少。 

 
圖 4  鸛鳥培育耕作方法 

 
 

豊岡市推廣「鸛鳥培育耕作方法」從 2003 年僅 0.7 公頃，逐漸廣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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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 2011 年已擴大至 230 公頃，目前大約有 220 名農民致力於這項耕作

方法，如下圖所示。 

 
圖 5  豊岡市運用鸛鳥培育耕作方法耕作面積趨勢圖 

 

  
圖 6  運用鸛鳥培育耕作方法的稻田與包裝 

 

肆、環境經濟型企業推動—豊岡生態城市推動構想	

豊岡市由於 80％屬於森林地區與農地，近年來年輕人不願從事農業、

林業和漁業，使得一級產業勞動者年齡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環境變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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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當地森林的改變，天然災害也破壞耕地林地可利用範圍。 

豊岡市役所為防止全球暖化，提出有效生物資源發展政策，就是推動

豊岡生態城市計畫，建立環境和工業循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期望透過森

林、農地、海洋、河川等的保育，除創造適合鸛鳥居住的環境外，也將推

動友善生活環境，以當地生物資源包括木材、油菜、動物排泄物等作為生

質燃料，透過企業合作和民眾參與，逐步實現生態城市理念。 

一、 木材生質能 

豊岡市役所與森林協會等單位合作，利用當地老舊或汰除之木材資源，

透過製造設備，將其作成顆粒狀原料，推廣作為暖爐、溫泉加熱等熱源產

生使用原料，進而達到林地的維護和促進林業發展。其製作流程如下圖所

示。 

 

  
圖 7  木材生質能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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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木材生質能製作成品與包裝 

 
 
 

      
圖 9  木材生質能應用於溫泉加熱與家庭烤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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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木材生質能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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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質燃料油菜花 

豊岡市利用閒置耕地或退耕地種植油菜花，利用油菜籽提煉食用油，

提供豊岡市中小學營養午餐使用，再將學校使用後廢棄的油，作為生質燃

料，永續循環利用，保護生態與環境。 

   
圖 11  豊岡市中小學校體驗油菜花食用油提煉 

 

 
圖 12  油菜花永續利用架構圖 

 

三、生物廢棄物 

目前，豊岡市的農田約有 52％是用牲畜排泄物作為堆肥材料，1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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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稻殼、稻草、麥秸作為農地敷地的材料，0.3％用魚食品加工後的廚餘。

豊岡市役所將這些可轉換成堆肥的生物資源，先透過曝曬等處理後，再作

為堆肥材料，提供給農民與一般民眾使用，減少對環境污染，建立適合鸛

鳥居住的環境，實現永續循環型的生態。 

 

 
圖 13  生物廢棄物轉換為堆肥示意圖 

 

伍、拜會豊岡市役所	

本參訪團於 10 月 15 日上午拜會日本兵庫縣豊岡市役所，由該所農林

水產課環境農業推進係係長成田和博先生親自接見，並介紹環境創造型農

業辦理情形與推動成果。雙方重要討論議題如下： 

 豊岡市提供哪些協助或優惠措施給予參與之企業與農民？ 

一、 豊岡市對於申請為環境經濟型企業，提供企業支援補助金，企業經

市役所認定為環境經濟企業後，不但可申請補助，亦有助於提升企

業形象，目前申請者以皮包製造業最多。2013 年企業支援補助金申

請資料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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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13 年豊岡市企業支援補助金宣導資料 

 



17 
 

二、 豊岡市役所是依據豊岡市農業振興戰略，推動豊岡環境創造型農業。

目標在於擴大鸛鳥培育耕作方法佔水稻耕作面積的 51％以上，同時

也擴大推動鸛鳥培育相關產業，以及擴大運用至大豆種植。 

三、 一般農民均可按種植面積向政府申請補助經費，對於女性或弱勢農

民參與農業時，則會提供更多補助措施，公有耕地也會優先承租給

女性與弱勢農民。 

 

 政府推動環境創造型農業可得到的實際效益或收益有哪些？ 

一、 在市役所方面最直接的效益就是稅收逐漸增加。 

二、 鼓勵企業參與本計畫推動除促進環境的保育外，還可增加鸛鳥保護

基金，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三、 對於參與農民而言，除可以則是增加農家收入，日本其他地區前來

豊岡學習地域經濟措施或觀光的民眾，也會支付視察費用與帶來觀

光住宿等消費收益。 

四、 本計畫顯著提升年青人從事農業之意願，並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包

括太陽能光電、木材生質能，提升市民對於環保的認知。 

 
 中央經濟產業省、兵庫縣是否有提供哪些措施或資源，協助豊岡市政府

進行產業振興與活化。 

一、 以豊岡市推動環境保護型農業計畫為例，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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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兵庫縣政府補助 1/4，豊岡市役所則必須自籌 1/4。 

二、 中央政府於冬季缺水期間及推廣有機農業部分，則會提供其他補助

經費。 

 
 豊岡市役所目前還有哪些產業振興與活化推動政策？ 

豊岡市目前是整合市役所各課室推動產業振興，其中包括 

一、 經濟成長戰略(環境經濟課)：主要在於促進地區經濟成長、區外經

濟影響與波及效果，例如吸引觀光客及舉行運動大會等。 

二、 環境經濟戰略(環境經濟課)：主要推動環境與經濟改造，包括推廣

自然生質能源、擴大鸛鳥培育稻米行銷與通路。 

三、 農業振興戰略(農林水產課)：主要推動豊岡型環境創造型農業，以

及提升整體農業產值，例如鸛鳥培育耕作方法。 

 

 
圖 15  團員與豊岡市役所成田和博係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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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京都府宇治市地域產業振興措施	

壹、 地理位置	

宇治市面積 67.55km²，人口約 19 萬人，位處京都府的南端，京都盆地

的東南部，接鄰京都市和大津市。地形大致分為 3 個部分，東部的山間地

帶，中部的山麓丘陵地帶，西部的沖積平地地帶。森林面積占據了市區面

積的一半以上。 

 
圖 16  京都府宇治市位置圖 

貳、 拜會京都府宇治市產業振興與育成中心	

本參訪團於10 月16日上午拜會日本京都府宇治市產業振興中心與育成

工場，由宇治市役所市民環境部産業政策室産業推進課北剛和昌課長親自

接見，並介紹產業振興中心與育成工場開發歷程與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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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團員與宇治市役所北剛和昌課長(右一)合影留念 

 
一、 宇治市產業振興中心與育成工場開發背景說明： 

（一） 中心周邊園區土地原是日產汽車公司〈以下簡稱日產公司〉

使用，該公司因不堪虧損於 1999 年 10 月 19 日宣佈，將在

2001 年度內關閉兩家汽車生產廠，將年生產能力由原有的

200 萬輛降至 150 萬輛。 

（二） 日產公司是日本第二大汽車製造商，其規模僅次於豐田公

司。計畫關閉的兩家工廠分別是位於東京都武藏村山市的

汽車組裝廠和位於京都府宇治市的車體生產廠，年生產能

力分別為３０萬輛和１０萬輛。日產汽車高層當時並計畫

推動土地資產的出售、人員削減、子公司的合併、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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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貨的本土化等工作項目，以降低虧損額度。 

（三） 日產公司於京都府宇治市的車體生產廠面積共有 16.5 公頃，

係一個跨行政區的工廠，整個廠區分別位於宇治市及久御

山町，有從業工人之人數達1,300人，日產公司宣布關廠後，

順利轉移至別的工廠僅有 200 人。 

（四） 宇治市役所有感於該工廠關閉，將造成該市稅收減少、當

地關連產業之倒閉、失業人口增加、商店家數減少、土地

無使用計畫等，影響區域之經濟發展。市役所覺得事態嚴

重，幾度聯合久御山町公所、京都府、日產自動車株式會

社、日產車体株式會社等機關單位，向內閣大臣、関係省

廳、國会議員提出陳情書，並研提宇治市產業振興方案，

以活化日產關閉工廠後之基地，以期能帶動地區經濟。 

（五）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日產公司提出「日産復興計畫」
1
後，重

要歷程如下表。 

 

                                                 
1
 1999 年戈恩代表雷諾入主日產公司，日產公司已經連續 26 年業績下滑，戈恩提出“日

產復興計劃”(Nissan Revival Plan，NRP)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明確盈利目標：①2000 年扭虧轉盈；②2002 年銷售利潤達到或超過銷售額的 4.5％。 

(2) 重塑市場方向：不再追逐豐田公司，NRP 一改以前市場方向，提出了以市場需求為

最終的指導。 

(3) 調整產業結構：改革臃腫的組織、居高的成本、低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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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內      容 

10 18 日產公司発表『日産復興計畫』(Nissan Revival Plan，NRP)

19 勞動大臣要求日產採取適當的措施對勞工就業援助等 

20 府・市・商工会議所及日産車体（株）提供就業訊息 

26 設置宇治市日産車體問題対策連絡會議 

設置久禦山町日産車體問題対策連絡會議 

召開府・市・町情報交換會議 

28 設置宇治市・久御山町日産車体問題行政連絡会議 

11 4 設置京都府日産車体対策連絡協議会 

構成：京都府副知事、京都府中小企業振興公社、宇治

公共職業安定所、京都雇用・能力開発機構、宇治

市、久御山町、宇治商工会議所、久御山町商工会、

日産車体（株） 

10 向中央（通商産業省、中小企業庁、近畿通産局、勞動

省）提出請願書 

11 向日産車体取締役社長提出請願書 

 

二、 後續發展及因應措施： 

 

時間 內     容 

2001 年 1 月 「日産車体等跡地開発構想検討委員会」設置学識経験

者、行政、商工会議所、日産グループ、都市公団、諮詢

会社で構成 

2001 年３月 日産車体京都工場正式關閉 

2001 年 6 月 1. 設置「日産車体等跡地開発構想検討委員会」，由專家

學者者、行政、商工会議所、日産公司、都市公団、

諮詢会社構成 

2. 『開発基本構想』策定・發表 

3. 「京都南部地域之産業振興與製造基地」概念之形成 

4. 日産公司支援吸引企業投資之行政負責工作 

5. 設置日産所支援的行政與實務推動委員會 

2002 年 1 月 設置「開発推進協議会」 

2002 年 5 月 『基本協定』締結 確認協力体制的五個部門 

2003 年 7 月 締結土地利用詳細協定 

成立「企業布局推廣計劃委員會」 

業務包括問卷調查、企業訪問、説明会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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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基地位置鳥瞰圖 

 

（一） 辦理招商說明會 

為吸引產業界進駐宇治市，當年陸續舉辦多場招商說明會，邀請產業

界會勘現場，瞭解進駐條件與優惠措施。 

  
圖 19  宇治市當年舉辦招商說明會現場 



24 
 

 
圖 20  招商優惠措施 

 

（二） 基地活化再生: 

1. ２００４年２月奠定「開発之碑」。 

2. ２００５年４月 宇治市產業振興中心、宇治宇治市創業企

業企業育成工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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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２００５年 12 月整個基地經成功招商，活化成功後，陸續

恢復 22 家公司經營，大約進用 1,200 名員工，並以京都鳳凰

為這個基地命名。 

4. 京都鳳凰產業園區內設置宇治市產業振興中心，其主要任務

在於宇治市企業之育成、支持宇治市創業企業發展等。 

5. 基地內同時設立宇治市創業企業育成工場：設置有培訓工廠

8 間，完備的専用駐車場，創業之企業入住期間最長７年。 

 
圖 21  京都鳳凰產業園區現況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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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京都鳳凰「開発之碑」與宇治市創業企業育成工場 

 

 
圖 23  宇治市產業振興中心配置圖 

 

    
圖 24  企業育成工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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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企業育成工場內部 

 

 
圖 26  宇治創業企業育成工場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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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育成工場進駐企業—グリーンロードモータース(株) 

 

 
圖 28  宇治創業企業育成工場目前進駐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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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京都府宇治市文創產業振興推動情形	

「源氏物語」2是一部日本古典名著，對於日本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被譽為日本文學的代表。「源氏物語」據說也是世界最早長篇寫實

小說，所以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全書故事結構龐大，章

節組織嚴密。主要講述平安時代的日本皇族生活點點滴滴，敘述之故事橫

跨三代，歷時七十餘年，所描述登場人物多達數百人，採用寫實手法，對

於人物性格、心理狀況有極精確的表現，尤擅長人物情緒之摹描，山水景

物之堆疊。 

這部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共計有 54 帖，其後半部之 10 帖因以「宇治」

為主要舞台，故又名為「宇治十帖」。有歷史學家認為宇治的歷史和風俗孕

育了「源氏物語」，而「源氏物語」則塑造了大眾對宇治市的印象，其互為

因果。 

宇治市役所運用這個機會，積極發展源氏物語相關文創產業，將該市

塑造為源氏物語之都，並將源氏物語內主角ちはや姫設計為吉祥物，並由

市長任命為該市宣導大使，該市相關觀光宣傳、活動、廣告、文宣等均可

看見源氏物語相關之文創產品。 

                                                 
2 平安時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後一個歷史時代，它從 794 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長岡京（784 年至 794 年）移

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開始，到 1192 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平安時代的稱呼來自其首

都的名字。它之前是奈良時代，之後是鎌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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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宇治市宣傳大使ちはや姫 

 

一、 拜會宇治市源氏物語博物館 

宇治市役所為推廣與蒐集「源氏物語」文學，日本平成 10 年（1998 年）

於宇治川東岸設置一座源氏物語博物館，作為展覽與觀光為主的博物館。

博物館座落在大片楓樹林與竹林中，建築風格設計成簡潔透明，加上館邊

綠蔭流水環繞，讓人彷彿跌入歷史的幽徑，進入當時的華麗貴族別莊。 

   
圖 30  宇治市源氏物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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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環境 

1. 這座博物館之入口處不像京都美術館有寬闊廣場的意象，倒是以

幽靜的樹叢及簡單的步道來替代，另有一番巧思，設計者企圖帶

領遊客以漫步的方式，在環繞的路徑上，塑造悠閒的意境，在路

的盡頭訴說著浪漫情意的故事背景。當遊客走到樹林盡頭，出現

在眼前的是在清澈的人造池塘上，矗立一座造型輕巧及線條優美

的玻璃建物，四面通透的玻璃讓人可清楚看到建物的四周，並倒

映池塘及綠意盎然的自然景象，互相輝映，從建築外觀及環境塑

造，可體會出設計者亦利用建築來傳達展示情境的用心，可說是

建築與展示相互結合的浪漫作品。 

2. 透明的建築可以反應建築物裡面的活動，由此吸引外面遊客的目

光，但是陳列品是不能見光的，設計者以幾何手法將建築體分成

兩部分：一為透明虛體，以玻璃包裹外部；另一為不透明牆體，

呈四方形，以石材及磚材砌築，即為內部之展覽空間，共有四層，

層與層之間的連接由各展示空間連接；遊客在長橋、長廊、平台

間穿梭，有時一旁還有大片玻璃將戶外綠意及光影引進，讓新舊

時空交錯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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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宇治市源氏物語博物館園區環境 

 

（二） 內部展覽：為妝點出優美柔和的文學氣氛，整座展覽館的布

置，主要分為： 

1. 平安廳： 

(1) 源氏物語與王朝畫卷：以鮮豔清晰的高畫質影像「源氏物語與

王朝畫卷」，介紹《源氏物語》的概要內容和影響，同時展出

象徵書中主角光源氏
3
榮華一生的六條院模型。 

(2) 牛車與女官服裝：展示在《源氏物語》一書中，象徵富貴地位

的牛車，從車身上可觀賞到發展成家徽的牛車花紋、美麗的黑

漆車身等，以及和服優雅的色彩。 

(3) 文化與活動：在實際尺寸寢殿樣式中，展出日本平安時代的服

裝和傢俱，另並結合季節展出有「合貝」、「圍棋」、「雙六」等

貴族的休閒遊戲，通俗易懂地介紹平安王朝的文化特色。 

                                                 
3 光源氏（日本語：光 源氏／ひかる げんじ Hikaru Genji），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女性文學家紫式部的《源

氏物語》著作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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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平安廳展示現況 

 

2. 棧橋：在一過渡空間裡設計之過橋廊道，牆壁上的書畫文字展示

從《源氏物語》第一、二部分之內容，此棧橋跨越以平安京為舞

臺的「平安廳」，到展示的第三部分「宇治廳」，有一種歷史紀行

的感覺。 

3. 宇治廳： 

(1) 故事劇場：以《源氏物語》第三部分的故事〈宇治十帖〉為主

題，一部份使用道具展演的空間，另一空間裡的櫥窗上，以光

影描繪著充滿臨場感的故事情節，並用簡易方式，介紹小說概

要和登場人物，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2) 立體畫像展示：介紹〈宇治十帖〉各卷的立體畫像，這些畫像

均出自江戶時代初葉的畫家土佐光則筆下的「源氏繪鑒帖」繪

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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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料展示間：展示平安時代的香品，對當時貴族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一併介紹平安時期使用的香品和供香道具、

原料製作方法。其香料放在瓶中，可供遊客以嗅覺聞香，為特

別之處。 

 
圖 33  宇治廳展示現況 

 

4. 影像展示廳：影像展示廳上映博物館獨立製作的影片，以宇治十

帖為主題的《橋姬，女人們的心理尺度》，這部電影以〈宇治十

帖〉的〈橋姬〉開始，並以〈夢浮橋〉終尾，象徵連接平安京和

宇治的橋樑，以及男女間情愛關係的變化。 

5. 故事廳：在牆壁之展示板，敘述從宇治、紫式部到藤原道長
4
歷史

的變革，這裏編織不少有關《源氏物語》的背景資訊，通過展示

板中電子科技重現的概念圖，介紹平等院、宇治上神社等歷史古

跡。  

                                                 
4 藤原道長（966 年－1028 年[1]）日本平安時代的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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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本次為期 4 天考察豊岡低碳農業設施及宇治振興地域經濟推動成效，

對於日本政府在推動地方產業活性與經濟振興方面之成效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偏鄉產業得以振興，實得力於日本周延之法令、有效地誘導民間財團

合作及積極獎勵，以及營造適合產業發展環境，針對本次考察獲致如下心

得與建議： 

壹、 參訪心得 

一、 在豊岡市地域產業振興措施部分： 

（一） 運用既有資源與地區特色創新產業發展：豊岡市推動地域活化

與產業發展，均優先運用既有資源(如鸛鳥保育、廢棄木材)，

配合在地產業型態(如農業、林業)，創新加值在地特色產業，

將傳統產業找到一條新的發展方向。 

（二） 地區經濟振興兼顧生態保育與產業發展：豊岡市在推動產業發

展同時，亦不忘推動環境保育，並將一般認為相衝突的產業與

環保議題，予以結合。例如鸛鳥耕作方式、油菜花生質能發展，

在推動產業發展時就在一併進行環境保育，創造產業發展與環

保保育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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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地區產業振興：豊岡市整合市役

所各課室推動產業振興，提出各面向執行戰略，包括經濟成長

戰略、環境經濟戰略、農業振興戰略；在擬定各項戰略時，就

融合產學界意見，並配套提出吸引民間參與之優惠措施與誘

因。 

二、 在宇治市地域產業振興措施部分： 

 

（一） 活用民間事業者能力促進特定設施整備臨時措置法（簡稱民活

法）：其主要在於以補助金誘導民間活力投資於開放性試驗研

究設施、人才育成設施、交流設施以及研究開發型企業育成支

援設施，以形成地區性的研究開發處，並提升地方產業技術。 

（二） 促進特定產業聚集法令（頭腦立地法）：則以用地提供、稅賦

優惠及產業之業務保證等措施，誘導產業中智庫頭腦部份－研

究所、資訊部門、研究機構等設施在地區聚集，促使區域整體

產業升級。 

（三） 積極獎勵及輔導育成環境：提供低廉創業辦公環境、增加資金

融通及資金流通管道、稅制之優惠、人才培育、推動產學合作、

創新企業之交流會、研究成果的流通與運用、政策補助金(新規

產業創造技術開發費補助金)、引進國際新標準及專利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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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足資我們借鏡。 

（四） 茲就宇治市文創產業振興及參訪源氏物語博物館中，對於園區

規劃、展示空間動線及文創產業振興三個方面心得如下： 

1. 園區規劃部分：博物館為兼具研究、教育、展示、蒐藏功能

之社會教育機構，如何能從空間及建築規劃上提昇他的展示

成效便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位於宇治市的源氏物語博物館

是具有休閒性及文學性的博物館。其建築設計適度地與週遭

環境相結合，如其建築、水池與樹林的結合。讓人沐浴在微

風與庭園水池交錯的光影氛圍中，彷彿回到過去古代的日本。

建築師所設計的坡道之於博物館成為空間及視覺上焦點，延

續空間性，並替人延長時間觀賞。玻璃建造帷幕的博物館，「光

影」之穿透，外部和內廳均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妝點出優美

柔和的文學氛圍。 

2. 展示設計：參觀源氏物語博物館，可見其展場設計以「情境

塑造」為主軸導向，結合互動〈導覽語音〉與電影手法，增

加觀眾的學習興趣。並採取原尺寸細緻復原模型的展示手法，

至於街道或城市等則以縮小模型來呈現，另外收集到之實體

物件的展示，如古時日本香料、民生生活的文物資料等。對



38 
 

於歷史重要場景的呈現，以影像技術城市模型車輛實務，猶

如進行一場當時歷史畫面的重現，相當有趣且具真實感 

3. 文創產業振興：日本自古以來雖有神社、寺院收藏古物珍品，

但現今日本的博物館則是承繼十九世紀中葉自歐美傳來的歐

美型態博物館。日本政府並於 1951 年制定博物館法，該法明

文規定日本政府須對公立博物館在經費上有所補助，對私立

博物館予以免稅。此博物館法的制定與實施，在日本博物館

發展上有其意義，提升博物館水準，加速了博物館普及化。

據悉日本已將博物館當成都市建設、地方振興的「工具」，其

身負樹立文化品牌、帶動當地產業與文化觀光的使命。 

貳、 參訪建議 

我國地方政府推動鄉鎮地區產業發展時，可學習仿效日本地域活

化成功案例，將有助於思考如何推動地方經濟振興。針對本次參訪提

出下列之建議，期望作為未來推動偏鄉經濟振興與產業發展之參考。 

（一） 鼓勵地方政府運用既有資源與振興經濟發展：觀察日本地方活

化案例，都依據當地產業、歷史或環境特色，運用既有資源進

行產業與經濟振興，除本次參訪豊岡市及宇治市外，包括德島

縣上勝町及青森縣南部町，在推動地方經濟振興時，不強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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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型公共建設，而是利用當地特有農產品，注入新的元素創

新加值，提升當地經濟產值與外部效益，帶動周邊產業創新發

展。 

（二） 推動地區產業振興必須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不論豊岡市或宇

治市，地方要推動產業振興，均會整合中央、地方與民間能量，

妥善運用既有資源，共同合作推動地方產業與經濟振興。 

（三） 創造區域產業品牌：豊岡市為除鼓勵農民用鸛鳥耕作方式外，

並為當地運用這種耕作方式之稻米，建立「鸛鳥之舞」品牌與

認證制度，讓日本民眾一看就知道是這種有機的培育農法所生

產的稻米或農產品，目前豊岡所生產稻米在日本民眾心目中，

就是安全健康的象徵。因此，強化區域產業特色，建立區域之

品牌與口碑，共同行銷，是台灣的鄉鎮特色產業要走上全國或

國際，可思考的方向。 

 
圖 34  「鸛鳥之舞」品牌與認證標章 

（四） 整合中央與地方經費，合理調配區域產業發展資源：從豊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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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宇治市振興案例，兩市役所擬定完成產業振興目標與方向後，

從中央到地方均合理調配經費與資源投入產業振興，共同協助

地方政府達成產業振興之目標。 

（五） 結合地方產業特色推動傳統產業維新，打造特色產業新亮點：

地方產業發展必須藉由注入創新元素、跨領域整合、文化創意、

創新營運、綠能生態概念等驅動因素，讓地方傳統產業重拾動

能，轉型為新的活力產業。 

（六） 持續協助經濟弱勢地區產業發展：政府應持續輔導與協助偏鄉

及弱勢發展地區，輔導這些地區導入新興與創新元素，擴大特

色產業發展規模，提升整體市場競爭力及產銷能力；同時透過

提升弱勢地區人才素質與就業，強化地區經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