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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農業建設交流) 

 

 

 

 

113年度參訪中國(雲南)地區 

農業、經貿、建設及觀光交流活動 
 

 

 

 

 

 
服務機關：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姓名職稱：市長陳銘風等 6 人 

出國地區：中國地區雲南省 

出國期間：113.12.07-113.12.12 
 

 

 

報告日期：1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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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參訪中國雲南地區，雲南地區歷史文化悠久、自然風景絢麗。

除了自然風光景色不在話下，了解該地之文化歷史亦為本次出行主要目

的之一，大理古城、佛教之崇聖寺、黑龍潭東巴文化研究院、麗江古城

等其建築之保存修復，以及如何融合現代商業行銷都是值得參訪學習的

地方。 

  本次也藉由參訪中國雲南地區的重要農村再生示範地點古生村，及

城鄉經濟重振典範區域玉湖村，探討當地公部門如何制定及推展之相關

政策，以及下達政策後如何運作維持，為當地經濟復甦達到最大效益。 

    希望透過本次實地考察，除了學習到對岸成功之處之經驗，也能將

本市之觀光、文化產業傳到至他區，並建構觀光產業鏈，同時藉以宣傳

臺東市觀光旅遊之國外知名度，提升整體觀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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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員工出國考察實施要點」辦理。 

 

 

貳、目的： 

    雲南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南部之疆域，其歷史文化悠久、自然風光絢麗，

動物及植物之物種種類數量位居全國之冠，有動植物王國之稱，也是人類文明重要

的發祥地之一。除了自然風光景色不在話下，該地之文化歷史亦為其主要特色，崇

聖寺列為國家5A級風景區，建於西元823年，距今已有一千餘年之歷史仍然屹立不搖，

為典型的唐代建築風格；除了參觀佛教之崇聖寺，也會前往「黑龍潭東巴文化研究

院」觀摩具有宗教色彩的東巴文化，這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納西族」的傳統文化

之一，也是少數還在使用的象形文字，透過實地觀摩能讓我們學習對少數民族之文

化保留以及傳承方式。 

  本次參訪中國雲南等地區的小型村落來觀察其農業經建之觀光發展，本次行程

安排了農村再生城市古生村，以及鄉村聚落經濟玉湖村，除了欣賞其自然風光以外，

當地如何提升沒落農村社會的競爭力、生產力，在此推進過程中公部門扮演的角色

為何，都是我們可以學習思量之處。另外其對於當地文化的保留傳承、少數民族的

保存推廣，也是我們可以觀摩精進之處。 

    也希望透過本次實地考察，將本市之觀光、文化產業傳到至他區，並建構觀光

產業鏈，同時藉以宣傳臺東市觀光旅遊之國外知名度，提升整體觀光形象。近年新

冠肺炎疫情趨緩，旅遊風氣回溫，尤其日本、韓國之觀光客數量大幅提升，行銷本

市觀光更是刻不容緩之事，藉由交流機會行銷臺東旅遊產業，以期促進本市觀光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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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方式： 

一、經費來源：人事業務－業務費－國外出差旅費及民政業務-村里業務-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項下勻支。 

二、考察日期：113 年 12月 7 日至 113 年 12 月 12 日止。 

三、考察人員：6人。 

課室 職稱 姓名 

 市長 陳銘風 

市長室 助理 李洋 

秘書室 專員 田世榮 

經建課 課長 林奎欣 

民政課 課長 李文中 

社會課 課長 陳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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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內容說明 

12月 7 日 

 高雄小港機場-香港 

 香港-昆明 

入住：昆明 悅朗花園酒店 

1.搭機出國(長榮航空) 

2.至香港轉機(東方航空) 

12月 8 日 
 昆明-大理(搭乘動車) 

入住：大理 三塔苑 

1.參訪雲南民族村 

2.參訪大理古城 

12月 9 日 
大理-麗江(搭乘遊覽車) 

入住：麗江 麗江賓館 

1.參訪崇聖寺 

2.參訪農村再生計畫典範古生村 

12月 10日 
麗江(搭乘遊覽車) 

入住：麗江 麗江賓館 

1.參訪玉龍雪山 

2.參訪鄉村經濟重振典範玉湖村 

12月 11日 
麗江-昆明(搭乘動車) 

入住：昆明 悅朗花園酒店 
1.參訪麗江古城 

12月 12日 
昆明-香港 

香港-高雄小港機場-臺東 

1.至香港轉機(東方航空) 

2.返國(長榮航空) 

3.九人座接駁車回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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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天：12月7日 

  第一天搭乘長榮航空抵達香港後等待轉機上海航空，搭乘上海航空至中國昆明時

約已晚上八點，旋即入住飯店。 

 

 

（二）第二天：12月8日 

  第二天首先參訪的是雲南地區位於昆明南部 

的雲南民族村，這裡佔地面積約一千三百畝，是 

展示雲南少數民族文化體驗的景區，中國一共有 

五十六個民族，扣除漢族以外，官方認定有五十 

五個少數民族，光雲南區域就有二十四個少數民 

族聚居，中央政府建立的雲南民族村不只是為了 

族群的融合和交流，同時也帶來大量商業旅遊及 

觀光效益，目前雲南民族村已漸成開放的有白族 

、傣族、彝族、佤族、納西族、藏族、拉祜族、 

基諾族、布朗族、德昂族、哈尼族、景頗族等12 

個村寨和一個「摩梭之家」。這裡和台灣的九族文化村的概念相似，都是透過規劃各

個不同民族的園區並導覽遊玩展示各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及特色，這個雲南文化村的規

模之大是台灣可以以此效仿的，透過參觀雲南民族村不只學習到這邊的多元文化，也

看到文化特色旅遊可以帶來的無限商機。 

 

    傍晚時來到大理古城，這裡是大理風景名勝區 

的中心，棋盤式的街道格局與建築都保留的其歷史 

風貌，古城附近即可看到不遠處的崇聖寺，現存的 

古城自西元779年起開始建城，並在明朝初期修建 

完成，距今已有一千二百餘年之歷史，經過多年修 

補依舊壯闊，身處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中夠能深刻感 

受到中華文化的文化底蘊，如何在保存古蹟的同時 

發展在地觀光，也是我們需要多加思考與學習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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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天：12月9日 

崇聖寺位於大理古城的北方，是一座佛教 

寺廟，也是中國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崇聖寺正 

方三塔鼎立，分別為大塔「千尋塔」及南、北 

二小塔，是著名的崇聖寺三塔。崇聖寺中最大 

的殿堂「大雄寶殿」拜奉的是釋迦牟尼佛，佛 

身高達12.6公尺，整座寺廟其規模之大不僅反 

映了一個時代的繁榮，也足以洞悉古人對鬼神之崇高敬畏信仰，園區內不僅提供全面

的祭拜、點燈等服務，也販售相關佛教文物，讓人在購買相關宗教文物時，同時也能

夠透過消費行為實際支持園區的維護運作，其周邊廣場還結合了當地少數民族市集攤

位，讓整體園區有更多元、更活潑的發展，是一個整體商業性發展非常高的寺廟，其

自主營運模式也值得我們學習。 

 

 

 

 

 

 

 

 

 

 

    下午來到本次的重點考察區域之一「古生村」，這裡是一個傳統農業村落，當地

政府依循「保護青山綠水」之理念，投入大量資源，在改建的同時也不忘將整建建材

結合當地特色，以青石板替代傳統的水泥柏油路，更加突顯在地鄉村風貌，我們與當

地團體進行深度交流，除了了解這邊的發展過程與歷史文化以外，更加著重在了解這

邊的自治團體如何通過公部門的協助自立自強，這裡將大量的土地轉移給資本雄厚的

企業經營，確保整體發展一致，降低各別經營可能參差不齊的品質，發展也著重保留

鄉村原貌，同時鼓勵在地農民將自身屋院改建為提供旅客旅遊休憩之處，像是餐廳或

民宿等，將原本的農業產業結合觀光旅遊，發展了獨特的農村體驗旅遊，近年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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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已大幅增加脫貧人口，在地農民的生活品質逐漸全省人均收入同步，是一個農

村轉型非常成功的案例。 

 

 

 

 

 

 

 

 

 

（四）第四天：12月10日 

  玉龍雪山位於麗江市的裕隆納西族自治區， 

是納西族的聖山，玉龍雪山海拔高達五千多公尺 

，是中國境內最南端的長年積雪雪山，最高處更 

是為永久凍土，也被國家旅遊局核准為國家5A級 

旅遊景區。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政府對於玉龍雪山 

的保育政策十分嚴謹，雖然玉龍雪山周邊攤商林 

立，觀光產業盛行，但在高度商業化的發展模式 

下，玉龍雪山仍然受到相當的保護，在政府相關 

部門的努力下也成功復育了玉龍鳳尾蝶這個昆蟲 

，除此之外還有數十種的國家級保育類動植物在 

此生長著，在開發與環境保護取得的一個良好的 

平衡模式值得我們借鏡效仿。 

    下午來到本次的重點考察區

域之一「玉湖村」，玉湖村土地

貧脊，因水源地砂石多，原本多

數在地農民從事畜牧業，這邊的

民族多數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

納西族，納西族非常有名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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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保有原始文字，這裡的納西

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只傳內不

傳外，只傳男不傳女，故雖然現

在當地交通觀光已非常盛行，但

納西文字的奧秘仍然僅有少部分

的納西族男子得領悟，也成為當

地最具神秘色彩的風景之一。玉

湖村的管理階層是一個非常明確

「以黨管理」的自治團體，在鄉

村中隨處可見忠黨愛國等精神標

語，這裡崇尚資源共享，透過公

部門的補助由當地自治團體建立

了玉湖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並由

村民共同經營，實現了「資產變

資金、村民變股民」的模式，這

裡也推崇在家工作模式，和玉湖

村一樣鼓勵在地村民將家院改建

為民宿及餐飲等旅遊業，希望透

過高額的公司分潤留住在地青年 

，延續在地文化的傳承。 

 

 

（五）第五天：12月11日 

  麗江古城建於元代初期距今已八百餘年，也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座

古城修建的十分完善麗，周圍被群山環繞，城中又有流水縈迴，所有的整體建物以

木製及石板建材為主，雖然曾在清代因戰亂遭受破壞，但現在的修補也是盡量以當

時的狀況進行還原復刻，從井然有序地的民房屋舍規劃可以想見當時城內景色之繁

榮，現在經過地方政府的整頓，儼然成為一個十分發達的商業區，城內完整的規劃

了不同區域的商品街道，像是食品街、禮品街、服飾街等等，就像一個非常大型的

綜合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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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古城是中國歷史名城中唯一一個沒有城牆的古城，據傳是因為當時的統治

者姓木，認為加蓋城牆及即變成「困」字，屬不祥之意，雖然只是謠傳但也為這座

古城增添不少神秘色彩。 

 

 

 

 

 

 

 

 

 

 

 

（六）第六天：12月12日 

  早上搭乘8點25分的上海航空致香港轉機，並轉成長榮航空致高雄小港機場，搭

乘九人座接駁車下午即返回台東。 

 

 

 



12  

伍、觀摩考察心得： 

    中國雲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及風光景色之美實在令人歎為觀止，但這些歷史文物的

保存，或者是自然風光的保育，要如何永續經營，是我們在開發中必須衡量的問題，

這次參訪的玉龍雪山就是最好的案例，當地政府部門透過嚴謹的保育政策以及嚴禁濫

墾走私的行為，才能夠在已經商業開發十足的環境下，仍然復育著多種保育類動植物，

台灣是塊寶島，因為位屬亞熱帶區域的地理位置以及高聳的中央山脈，我們富涵豐富

的物產資源，然而在過度開發的情況下許多已被破壞殆盡，我們身處的台東就是最後

一塊淨土，因為長期的交通問題及地幅遼闊開發較慢，也相對被保護得較為完整，如

何在環境保育的同時做適度的商業開發是我們需要審慎思量的地方。 

    這次探訪的麗江古城也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商業發展區，政府部門完整的保留了

古色古香的原始風貌，卻同時完善的規劃不同的商業區，讓置身在內的人彷彿穿越時

代歷遊古鎮，我們也看到每一戶攤商都具備完整的消防設施，甚至還設置站位警隊做

第一線的維持秩序工作，可見其政府部門對於古鎮安全之重視。 

    當地政府透過結合在地特色來發展觀光，例如玉湖村的案例，在農村社會逐漸沒

的大時代，當地政府力挽狂瀾鼓勵企業投入帶動整體開發的行為，同時也輔導在地村

民配合轉型，二者缺一不可才能創造農村成功再生的城市奇蹟；另一個案例玉湖村也

是政府在投入大量資源規劃農村旅遊產業鏈，輔導村民成立自治團體進而自主營運，

不只是重振了當地的經濟，也能有效拉攏村落人民的向心力，成為在地青年願意留鄉

從業的一大拉力。現今的台灣社會也面臨嚴重的農村人口外移問題，尤其是位於交通

相對不便利的東台灣，青年人口流失的速度更為嚴重，如何啟動公部門的力量，創造

真正留住地方人才的機會，是每一個政策制定者需要加倍思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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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多項考古研究指出台灣可能為南島語系之發源地，現今台灣也正名了十六

個原住民族群，每個族群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祭典方式或語言文化，而可惜

的是全部都沒有文字保留，現今中央政府雖推動以羅馬拼音希望保留原住

民族語的語言發音，然而實際現況卻是在部落的長輩耆老會雖說族語卻不

懂羅馬拼音，而在外的學生學習了羅馬拼音卻不知其意，位於原住民鄉鎮

區域的中小學雖然多有設置原住民族語教學，但往往面臨教師資源不足的

問題，如何加以保留原住民族語的文化傳承，政府部門還需多加考量並制

定更完善的策略。 

二、本次參訪的農村再生城市不論是古生村還是玉湖村，都見識到地方政府資

源投入的魄力，我國是一個高度自由貿易的國家，越開放的交易市場政府

的涉略越減少，對於弱勢地區的資源投入也相對不足，對岸對於農村再生

計畫的發展起步雖然快速但政府部門投入的公帑也十分可觀，我國於民國

約70年起即開始推動「一鄉鎮一特色」的產業活動，就是希望建立地方品

牌特色，將在地產業多方推展，找到在地特色，發展在地資源，有產業才

有人力，進而達到青年留鄉的目標，現今相對於我國政府在沒有如此龐大

資金的投入農村再生的計畫下，如何靈活運用既有的政府資源，透過政策

性補助以及完善規劃農村再生的配套，將人才留在地方，是一個刻不容緩

的社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