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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海外參訪是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台北班，創意與觀光組二年級的國

際文化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實務專題研討課程，該課程主是以海外企業參訪的形式，讓

同學在國際企業實務情境中透過研討交流，以增進同學的國際視野與了解國際企業的運

作方式。此次參訪後，主要的心得有：(1)日本文創觀光產業融合傳統文化的元素，結

合觀光體驗活動，創造情境體驗的觀光產品價值；(2)甲子園歷史館陳列不同年代時空

背景的棒球文化與人物的故事，吸引觀光客前往參觀；(3)「不只賣湯，還賣文化」；溫

泉飯店結合當地文化與溫泉文化，開發創意商品，讓溫泉飯店成為觀光景點；(4)酒廠

觀光結合製酒過程，透過現地製作解說，除了增加體驗樂趣，理念行銷增加產品的銷售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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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背景與目的 

    隨著現代社會發展的變化與經濟結構的改變，觀光發展成為振興地方產業的重要經

濟手段受到各國的重視，在日本許多地方為了活化產業發展，從新觀點的角度來展開各

項觀光開發活動。特別是結合地方特色與文化創意觀點發展新型態的觀光，例如：酒廠

觀光、溫泉觀光、運動觀光產、茶產業業觀光等，這些都是為了迎合觀光客多樣化的旅

遊需求，而衍生的文創與地方產業結合之觀光型態。 

    日本擁有許多自然風景優美的觀光景點，因此在傳統的旅遊行程中所安排的景點 

例如溫泉、神社、古城等，還有許多現代化的商業設施及娛樂設施，一直吸引許多國 

外觀光客的造訪。但是最近不只是一般的觀光地區，過去從未被考慮到可以當作觀光資

源或是具有集客能力的觀光資源，漸漸受到重視。例如，在外國遊客旅行團的行程中，

納入觀光工廠的體驗行程以及增加了可以提供學習、體驗的產業觀光地區。這樣的結

果，使得過去不具知名度的地區或是被認為沒有觀光資源的地區，也漸漸吸引遊客的造

訪，其中有許多產業轉型成功的產業觀光事業，其觀光客型態中就包括了許多外國的遊

客，特別是台灣與韓國的旅行團，就是其中的主力。 

    日本的許多製造業，甚至運動相關產業亦紛紛朝觀光發展，並將其國際化而吸引了

許多的觀光客造訪，並為觀光發展帶來效益，但是反觀台灣的觀光酒廠、觀光糖廠、觀

光鹽廠等也是以「產業觀光」為其賣點，例如各式各樣的冰棒，酒類加工食品等，吸引

了許多國內遊客的造訪與購買，為傳統產業邁向觀光轉型找到了一個出路，但是這些國

內熱門的產業觀光景點，卻非常少見國外遊客的造訪。以台灣的地方產業型態與發展的

過程來看，皆與鄰近的日本頗有相似之處，許多產業製造技術更是不輸日本，若是能妥

善運用與規劃，將台灣產業觀光推上國際舞台，並非不可能之事。因此，本次日本海外

參訪將以溫泉、茶屋、酒廠、棒球館等為參訪對象，主要研究目的為：(1)瞭解日本觀

光產業如何連結地方文化與產業，創造獨特的觀光產品的品牌與吸引力?(2)瞭解日本如

何借助創意思維融合傳統產業，發展酒廠觀光，並透過體驗式觀光行銷，吸引觀光客前

往；(3)瞭解日本棒球館歷史館所陳列的球史與故事，以及如何設計棒球有關的創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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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策略，除了吸引球迷之外，亦吸引很多的觀光客購買；(4)學習日本將透過文化創意

思維將在地的觀光資源進行整合的模式，可供台灣觀光產業發展之借鏡。 

 

貳、參訪機構與過程 

一、箕面觀光溫泉飯店 

(一)簡介 

    箕面溫泉被稱為大阪的後花園，有著一大片森林公園，裡頭有寺廟、涼亭、溪流、

瀑布，還有數不盡的楓樹，入秋之後的美麗楓紅讓箕面成為關西地區人氣排名前三名的

賞楓名所，而箕面溫泉觀光飯店就位於箕面國立森林公園的入口處，前往賞楓十分的方

便。箕面觀光是一家十分具有歷史的飯店，1951 年開業至今也快 60 年了，從大廳跟走

道都能感受到歷史的氣息，不過在良好的維護與整修之下，仍然是相當舒適，飯店的地

毯與壁燈都裝飾著楓葉的圖案，到處都充滿了賞楓的氛圍。 

    箕面觀光因地理位置的優勢，所以從飯店就可以眺望大阪市的景致，不管是日景還

是夜景都別具特色，就算住宿的房間窗戶不是面向大阪的那一側，也可以到飯店旁的觀

景平台欣賞，更值得推薦的是，箕面觀光的溫泉大浴場就位於飯店頂樓，在黃昏時刻泡

在溫暖的溫泉水中，大阪市全景毫無遮蔽的展現在眼前，看著夕陽西下，大阪市的燈火

慢慢點亮，看著市區絢麗的燈火猜測著哪裡是道頓堀？哪裡是梅田？是不是連關西國際

空港都看到呢？在這樣的景色下泡湯實在是令人難忘的絕佳體驗。 

    箕面觀光飯店旁有一棟被美麗楓紅包圍的傳統日式建築，這棟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

是箕面觀光飯店的別館「桂」，別館的位置十分的巧妙，不僅被楓紅包圍，還位處高點，

從窗戶就能將層層的楓紅美景一覽無遺，火紅的楓葉在頭上展開，變成了艷紅色的天

空，與別館的日式建築構成一張美麗無比的風景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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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電梯與老街相連                          飯店入口處 

 

(二)參訪重點與心得 

    基本上，日本箕面觀光溫泉飯店位於箕面國立森林公園，目前主要的客群有三個部

分：國外觀光客(台灣與南韓為主)、國內觀光客與地方居民。此次在箕面觀光溫泉飯店

的參訪的重點有幾個面向：(1)瞭解溫泉飯店的營運策略內容；(2)飯店人力資源運用情

形；(3)溫泉飯店客群經營策略。一家 60 年的老飯店，為何還是人氣滿滿呢?飯店內設施

夠豪華嗎?其實並沒有，在參訪的過程中，仔細地觀察其一二，不難發現，遊客來飯店

不是為了住房而來，而是為了體驗溫泉泡湯的文化，以及老飯店的那種氛圍，除此之外，

箕面觀光溫泉飯店與地方文化密切連結，透過電梯創造與老街連結的觀光商圈。因此，

住客除了泡湯之外，亦可延伸至箕面國立森林公園從事戶外休閒活動，以及老街地方文

化商圈的遊覽。 

    該飯店在人力資源運用上的策略，將其區分為三個層次，菁英層(主要以中高階管

理及人為主)；在地層(運用當地的中年人力資源，以湯屋服務與商店櫃台員工為主)；基

層(以社會新鮮人為主軸)。這種人力運用的設計除了考量飯店成本之外，亦以工作職能

性質設計聘任的層次，當然也受限於休閒飯店區位的影響，在人力運用上不如都會飯店

來的靈活，不過由於箕面觀光溫泉飯店的思維是以在地人力為優先考量，所以員工穩定

性高流動率低。如此較能確保旅館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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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面觀光溫泉飯店入口處                箕面觀光溫泉飯店外觀 

二、上林抹茶屋 

(一)簡介 

    抹茶起源於中國的隋朝，在唐朝、宋朝達到頂峰，特別在宋朝，已經有了完整的寺

院抹茶茶藝（點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明朝以來，中國開始流行用茶葉泡湯

棄渣的喝法，點茶便告失傳，傳統茶磨也隨之絕跡。九世紀末（日本的平安中期）抹茶

隨日本遣唐使進入日本，點茶被日本人民所接受並推崇，發展成為今天的日本茶道。 

    抹茶的原料是綠茶，在日本，由於多年的改良，綠茶已經很少有苦澀的味道了，而

經過覆蓋蒸青的綠茶几乎沒有苦澀味。在綠茶採摘前的 20 至 30 天，在綠茶上用毛竹，

鐵絲搭起棚架，然後蓋上稻草帘子，四周也用草帘子遮擋得不透陽光，遮光率達到 98%

以上，這樣栽培的綠茶葉綠素要提高 60%，胺基酸提高 40%，更加不苦，更加翠綠。 

    日本茶道是一種涉及廣泛領域的「綜合藝術」，其宗旨由誕生於室町時代（1338－

1573）的茶人千利休（1522－1591）集大成而形成的。利休將禪的精神引入「茶之湯」，

拒用奢華的道具和日常器皿，重視追求純淨的精神境界。茶道中最重要的教誨是「珍惜

一生只有一次的相遇」（即日語「一期一会」）。茶道中最尊崇的是珍惜此時此刻，給予

對方最高的款待。茶道的精神穿越時空，為後人所傳承。通過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

路千家及其分支的各派流傳至今(日本政府觀光局網站，2014)。 

    上林抹茶屋超過 60 年的歷史，堅持傳統的茶道文化，從早期的製茶與推廣，發展

至觀光體驗活動。所謂「茶道」乃是通過「茶之湯」修養身心，探究與人交往的禮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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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是一種燒水、沏茶、品茶的藝術之道。茶道思想的根本是主人與客人融為一體，

亦即是說茶道的目的是在茶室這一寂靜的空間中，通過與他人進行心平氣和的心靈交

流，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世界，昇華精神。因此茶碗、茶壺等品茶道具、茶室中裝飾的

掛軸、插花、與茶一起品嚐的點心、懷石料理等，各自富有藝術性的同時又不相互衝突，

而只是構成整體的一分子，彼此和諧共存。 

 

  

茶屋的入口處                         茶屋的招牌 

 

(二)參訪重點與心得 

    上林抹茶屋中之茶室，被稱為「躙口」(客人使用的狹小出入口)，高 66 厘米、寬

63 厘米，就連身材矮小的人進入茶室也必須彎腰屈膝，也就是說任何人進入茶室，都

必須低頭。在茶室中，人們對彼此充滿了感激之情，作為一個真正的人彼此以真誠相待，

一起去品嚐一碗清茶。茶室的「躙口」訴說了一種「平等精神」，進入茶室之前，拋去

身份的高低貴賤，回歸本色。 

    上林抹茶屋是將荒茶在使用前從冷庫裡取出，恢復到常溫後進行加工，經過切割，

篩選等多道工序後，成為 0.3 厘米見方的小塊，成為碾茶。碾茶用天然的石磨碾磨成微

粉狀稱作抹茶。茶磨是一個極其奇特的設備，用石磨碾磨的抹茶在顯微鏡下顯示被撕裂

狀薄片，只有 2～20 微米（600 目～6000 目）。現在也有用氣流粉碎機或球磨機粉碎的，

細度均達不到石磨的細度。並且，石磨奇特的溫度是抹茶的最後一道提香工序，經過石

磨碾磨的抹茶，帶有海苔和粽葉的香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調試出抹茶的香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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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純天然的。用其他方法粉碎的粉末狀綠茶，被稱為綠茶粉，或者粉末綠茶。由於細

度，香氣，顏色的不同，其價格和用途也完全不同。 

    上林抹茶屋「茶道體驗角」很受觀光客的歡迎，遊客可以在講師的指導下，按照傳

統禮儀，體驗行禮方法及點心的吃法、茶的喝法、茶的沏法等。體驗費用僅是茶道資料

館的入館費。茶道體驗只在茶道資料館對外開放的日子舉行。分別從 10：00、11：00、

13：00、14：00、15：00 開始，每節大約 1 小時，最多同時接待 12 人。上林抹茶屋完

全保留了傳統日本房舍、製茶方式、茶道文化與禮節，這種文化體驗不只在體驗喝茶，

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心靈體驗，觀賞茶師泡茶的過程，享受喝一杯茶的樂趣，從聞香、

入口、回味的過程，會深深融入喝茶所帶來的心靈洗滌。台灣的茶亦是深受許多人觀光

客的喜愛，但是台灣茶產地觀光過於著重在賣茶，而非透過茶文化體驗與享受，亦即透

過文化來賣茶，日本這種文化行銷的概念確實值得台灣茶產業借鏡。 

   

 茶道示範                           與茶道講師合影 

 

                               參訪互動後的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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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戶酒心館酒廠 

(一)簡介 

    神戶酒心館創業於 1751 年，是清酒「福壽」的酒窖主，在此您可以品嚐剛剛出窖

的鮮酒後再購買。同時同館開設了可以品嚐到自家生產的豆腐和蕎麥麵條的日式酒家

「酒林」、欣賞音樂會和落語(單口相聲)等的「神戶酒心館大廳」等，您可在此悠閒地

度過優雅時刻。在御影鄉，除白鶴酒造外，大家還可找到古色古香的神戶酒心館。單憑

酒心館的古雅大門，已可反映該館的歷史，原來以「福壽」品牌見稱的神戶酒心館，創

業年期僅較白鶴酒造遲四年（即 1751 年），而在過去二百多年來，所釀造的多款清酒，

均曾在日本各項的酒業競賽中屢獲殊榮(神戶酒心館網站，2014)。 

 

 

神戶酒心館酒廠品牌意象 

 

(二)參訪重點與心得 

    神戶酒心館酒廠的參訪重點在傳統酒廠發展觀光的歷程，如何透過觀光工廠的運

作，讓遊客親身體驗製酒的過程以及品嘗最新鮮的酒品，並藉助解說(英日語)強化酒廠

觀光體驗。參訪過程中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解說的長崎先生，在酒廠已經工作了將近

40 年，他在解說的過程中其實也在道說自己在酒廠 40 年的故事，那種對酒廠與製酒的

熱愛展現無遺，這種真情的流露讓觀光客對酒廠的產生高度的信任度。事實上，酒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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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是屬於營業場域，但是酒廠藉助歷史與文化傳統，以及傳統製酒的古法讓觀光客

體驗，透過理念行銷與品牌形象來增加酒廠的知名度與銷售量，參訪過程中感覺和台灣

酒廠觀光最大的差別在於，酒心館的接待很誠懇有熱情，且所販賣的商品均是與酒有關

的商品，不像台灣許多酒廠採去多元化策略，有如夜市般的銷售型態，例如賣香腸、冰

品，缺乏理念性的行銷手法，這些均是值得台灣學習效法。 

  

解說製酒的方法                       40 年的資深員工親自解說品嘗 

  

製酒器具                             日本酒的歷史圖說 

  

館長親自解說酒廠的歷史與文化 



9 

 

四、甲子園歷史館 

(一)簡介 

    阪神甲子園球場，位於日本兵庫縣西宮市甲子園町的著名棒球場，一般簡稱為「甲

子園球場」或「甲子園」。總佔地面積 39,600 平方公尺，可容納 50,454 人，賽場中央線

為 120 公尺，兩翼為 96 公尺，由日本著名建築公司大林組設計及建造，於大正天皇甲

子年（1924 年）落成起用，當年的天干和地支恰巧為「甲」和「子」，也代表干支紀年

中紀元的開始，是非常難得的一年，故命名為「甲子園」（當時全名為『阪神電車甲子

園大運動場』）。目前阪神甲子園球場的擁有者為阪神電氣鐵道。 

    阪神甲子園球場是日本職棒阪神虎隊的主場，也是日本每年春、夏兩季舉辦全國高

中棒球聯賽時的指定球場，因此廣為人知。尤其是長期受到全國高中棒球聯賽宣傳的影

響，「甲子園」三個字幾乎已成為日本高中棒球的代名詞，所以在日本若提到「甲子園」，

一般就是指選拔高等學校野球大會（即春季甲子園大賽）或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

會（即夏季甲子園大賽）。由於阪神甲子園球場歷史悠久，相關設施多已老舊，自 2007

年起，在不影響高中棒球聯賽及日本職棒球季的情況下，於非比賽期間展開三階段整建

工程，預計 2010 年春季完成，完工後將變身為一座具現代感與歷史傳承意義並存的棒

球場，由於整建的關係，為提升看球時的舒適度及場內動線變更，觀眾席的配置及座位

總容量將有所改變。(內文資料參考甲子園球場網站與維基百科介紹：

http://www.hanshin.co.jp/kos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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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球場外觀                       甲子園歷史館外觀 

 

甲子園球場場次表 

 

(二)參訪重點與心得 

    此次參訪過程中剛好碰到阪神與巨人隊的精彩比賽，但是球場因為在進行比賽，觀

眾席早已訂滿，所以主要是參訪甲子園的歷史館。進入歷史館後，這面棒球牆訴說著甲

子園與日本棒球的球隊名稱與歷史。 

  

甲子園歷史館棒球牆                   台灣曾前往比賽的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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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子園歷史館將日本的棒球的歷史以及所有的棒球故事收藏於此，主要的經營模式

有三個面向，一是展示甲子園棒球史的人物、文物與故事說明；二是結合棒球場的營運

吸引球迷前往觀賞；三是開發棒球商品做為行銷手法。 

  

台灣熱銷的 KANO 影片                 當年 KANO 棒球文物 

  

KANO 棒球人物之一                甲子園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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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後的大合照                             代表嘉義大學向館長致意感謝甲子園 

                                           接待 

參、心得建議(代結語) 

（一）文化融入觀光產業，創造文化服務消費時代 

    人類經過漫長的生存掙扎與近代工業化之後，逐步進入文化消費的時代，相對地，

文化產業悄悄的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成長，而文化產業的概念也相繼被提出，有日本更提

出文化產業之政策，成為國家重要策略，從中希望達成「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文

化提升」的目標。 在此前提之下，觀光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的連結度犯而是日本正負

近年非常重視的政策之一，將文化帶入「觀光產業」，其所蘊含的一些意義與文化產業

不盡相同，傳統上將文化定位在「經濟領域」之外，因此，一個國家對文化的支持植基

於對文化的責任：除了保存、維護本土文化的觀點外，亦衍生出相對應的概念—「人民

具有文化權」。所謂的文化權就像是「基本人權」的概念一般，人民得以享有國家提供

的免費或近乎免費（非透過付費的市場機制）的文化服務及文化內容。但是此次參訪之

後讓我們思考，觀光到底靠的是什麼?觀光客為何來此地?吸引力究竟是如何？日本將傳

統的文化詮釋到觀光的景點與產業之中，換言之，老祖宗所延續下文化資產反到是日本

觀光產業的重要的賣點，例如京都的許許多多的神社以及藝妓，透過節慶的模式讓這些

文化的東西傳達與融合在觀光體驗之中，並發展許多觀光小藝品，不但有文化意涵，又

具紀念品的意義性。 

（二）強調產業體驗價值式觀光，透過理念行銷傳達品牌思想與銷售服務 

    日本酒心館酒廠提供豐富而精緻的製酒內容，特別是反映在老員工、古法煉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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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的酒香，透過五感行銷方式就可以滿足觀光客的體驗需求。上林抹茶屋的抹茶體驗亦

是將茶道的文化融入體驗過程之中，讓遊客深深地感受到無形地茶道文化的精神，如此

在體驗喝茶時議會覺得自身被重視。除了體會到日本茶道的文化傳遞之外，亦對上林抹

茶的品牌產生一定的效應。 

（三）政策與法令導引觀光發展，讓全民一起透過觀光拚經濟 

    日本自 2003 年宣布以「觀光立國」以來，法律明定觀光立國基本計劃，許多觀光

政策的發展成為亞洲國家中極受重視的參考資料。日本於 2010 年發表觀光品牌新形

象，針對訪日事業進行相關的推廣活動，由政府部門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強化宣傳日

本的魅力。同時透過區域合作開拓觀光市場、開放中國大陸自由行市場、持續整備基礎

建設，活絡旅遊通道等不同面向進行國際觀光行銷。日本在面臨亞洲競爭國強敵環伺的

壓力，想盡辦法運用自己的觀光優勢，例如，影視觀光、運動觀光與產業觀光，強化觀

光吸引的優勢。此次參訪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有語言的障礙，但在日本亦能

進行旅遊，因為當你進到觀光地店家時，他們會事先準備好不同國家的語言的看板，透

過看板來進行交易。特別近年台灣、大陸與韓國客增加，許多店家都去學習華語和韓語，

有些亦能做簡單的溝通，真是做到政府與全民一起拚觀光的企圖心。 

（四）運動觀光推動不遺餘力，讓運動的歷史與文化成為觀光體驗的一部分 

    日本人瘋棒球是眾所皆知，其實某種程度是因為棒球的精神與日本人的民族精神

有所關聯，在甲子園歷史館中結合日本棒球史與人物，陳列不同年代時空背景的棒球文

化與人物的故事，吸引海內外球迷前往參觀。另一個重要的觀點，甲子園是一有歷史性

的球場，事實上理應僅存在觀賞功能，亦即僅有球迷會前往球場從事觀賞行為。但近年

來卻是吸引許多國內外觀光客前往，主要的是因為歷史館的設置，歷史館除了陳列棒球

有關的文物與故事之外，更開發許多與棒球有關的周邊產品，例如：球衣、球褲、球帽、

棒球小飾品、棒球毛巾、名片盒……等等。這些因素讓甲子園頓然成為阪神地區新的觀

光景點，就如館長所言，甲子園不但是球場也是個歷史景點，更是代表日本棒球的傳承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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