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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摘 要 ：  
本 次 考 察 行 程 共 計 八 天 七 夜，考 察 地 點 為 中 國 大 陸 福 建 省
與 江 西 省 地 區 的 廈 門 市、鼓 浪 嶼、上 饒、葛 仙 村、望 仙 谷 、
三 清 山 、 婺 源 ， 並 就 各 地 的 建 設 及 觀 光 文 化 產 業 做 為 考 察
重 點 。  
 
福 建 省 的 廈 門 市 集 美 學 村、鼓 浪 嶼 與 田 螺 坑 土 樓 等 觀 光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 親 身 體 驗 其 規 劃 與 相 關 建 設 ， 學 習 能 招 攬 眾
多 遊 客 ， 已 發 想 瑞 穗 鄉 未 來 觀 光 建 設 發 展 之 借 鏡 。  
 
江 西 省 擁 有 豐 富 的 旅 遊 資 源，旅 遊 業 正 日 益 成 為 江 西 經 濟
新 的 增 長 點 。 廬 山 、 龍 虎 山 、 三 清 山 以 及 被 譽 為 江 南 三 大
名 樓 之 一 的 滕 王 閣 ， 已 成 為 來 贛 客 人 必 游 之 勝 景 ， 其 以 自
然 風 景 結 合 到 家 文 化 創 造 亮 點，整 合 當 地 業 者 及 在 地 鄉 親  
，重 點 建 設 並 規 劃 夜 晚 燈 光 秀 及 當 地 特 色 佳 餚 與 在 地 文 化
表 演 ， 可 予 學 習 參 考 。  
 
結 合 瑞 穗 鄉 之 自 然 風 光 與 閩 南、客 家 與 原 著 民 文 化 特 色 美
食 ， 並 融 入 本 鄉 地 產 農 作 物 ， 規 劃 發 展 具 在 地 獨 有 之 白 天
與 夜 晚 之 行 程 ， 以 本 鄉 在 地 溫 泉 、 茶 葉 、 北 迴 歸 線 並 推 廣
於 轄 內 渡 假 村 、 飯 店 、 民 宿 ， 創 造 具 特 色 且 能 務 實 包 攬 遊
客 兩 天 一 夜 之 條 件 ， 以 創 造 經 濟 產 值 造 福 鄉 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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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 縣 瑞 穗 鄉 民 代 表 會 出 國 考 察 報 告  

 

一 、 依 據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費 用 支 給 及 村 里 長 事 務 補 助 費 補

助 條 例 規 定 及 瑞 穗 鄉 113 年 度 總 預 算 辦 理 。  

二 、 考 察 日 期 ：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至 10 月 18 日 。  

三 、 考 察 國 家 或 地 區 ： 中 國 大 陸 福 建 省 與 江 西 省  

四 、 考 察 目 的 ：  

    在 這 個 瞬 息 萬 變 的 時 代 ， 個 人 和 社 會 需 要 隨 時 調

整 思 維 和 行 為，以 避 免 被 歷 史 潮 流 所 淹 沒。隨 著 生 活 水

準 的 提 高，民 眾 對 政 府 的 期 望 也 在 上 升，這 要 求 民 意 代

表 在 問 政 中 扮 演 更 為 積 極 的 角 色。民 意 代 表 需 要 主 動 與

民 眾 交 流，了 解 他 們 的 需 求，同 時 向 外 界 學 習，借 鑒 成

功 的 經 驗 。 並 考 察 當 地 的 文 化 、 經 濟 、 產 業 、 建 設 、 觀

光 事 業 等，汲 取 經 驗，增 廣 見 聞，做 為 問 政 之 參 考 及 督

促 行 政 單 位 改 善 之 依 憑 。  

   近 年 來 本 鄉 積 極 推 動 文 化 及 產 業 觀 光 業 務，並 鑑 於

廈 門 與 江 西 地 區 發 展 的 同 時 亦 能 兼 顧 傳 統 產 業 的 保 留

使 其 現 代 化，因 此 本 次 主 要 是 以 文 化 及 觀 光 產 業 為 考 察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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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考 察 過 程 ：  

1.  【 集 美 學 村 】 整 體 的 建 築 風 格 為 中 西 合 璧 ， 呈 現 了 典 型

的 閩 南 僑 鄉 的 風 格 。 無 論 是 高 大 壯 觀 的 校 舍 堂 館 ， 還 是

小 巧 典 雅 的 亭 台 廊 榭 ， 無 一 不 是 琉 璃 蓋 頂 、 龍 脊 鳳 簷 、

雕 樑 畫 棟 ， 而 細 細 看 去 ， 卻 又 各 具 匠 心 ， 無 一 雷 同 ， 其

中 最 漂 亮 的 是 龍 舟 池 及 池 邊 的 集 美 中 學 ， 而 最 值 得 一 看

的 是 陳 嘉 庚 先 生 的 陵 園 — 鰲 園 ， 觀 摩 文 化 體 驗 。  

2.  【 嘉 庚 故 居 】現 故 居 是 1980 年 按 小 樓 原 來 格 局 修 繕 的 。

故 居 按 先 生 晚 年 居 住 情 況 陳 列 ， 並 珍 藏 有 手 稿 、 衣 服 及

日 常 生 活 用 具 等 遺 物 。 二 層 的 會 客 室 、 餐 室 、 工 作 間 、

臥 室 等 ， 均 按 陳 先 生 生 前 原 樣 陳 設 。 故 居 西 側 的 一 座 三

層 樓 房 為 “ 陳 嘉 庚 先 生 生 平 事 跡 陳 列 館 ” ， 共 以 “ 經 商

南 洋 ， 情 深 鄉 國 ” ， “ 傾 資 興 學 ， 百 折 不 撓 ” ， “ 赤 誠

愛 國 ， 鞠 躬 盡 瘁 ” 三 部 分 陳 列 ， 展 現 出 陳 嘉 庚 先 生 經 營

實 業 的 聰 明 才 智 ， 勤 勞 儉 樸 、 傾 資 興 學 的 高 尚 品 德 。  

3.  【 田 螺 坑 土 樓 】土 樓 群 由 1 座 方 樓（ 步 雲 樓 ）、 3 座 圓 樓

（ 和 昌 樓、振 昌 樓、瑞 雲 樓 ）和 1 座 橢 圓 形 樓（ 文 昌 樓 ）

組 成 ， 方 樓 步 雲 樓 居 中 ， 其 餘 4 座 環 繞 周 圍 ， 從 頂 上 遠

看 就 像 一 桌 菜 ， 因 此 被 戲 稱 為 「 四 菜 一 湯 」。 土 樓 群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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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勢 錯 落 佈 局 ， 建 造 在 山 腰 ， 被 綠 色 梯 田 包 圍 著 居 高 俯

瞰 ， 像 一 朵 盛 開 的 梅 花 點 綴 大 地 ， 追尋歷史印記及文化。 

4.  【 鼓 浪 嶼 】 素 有 “ 海 上 花 園 ” 、 “ 萬 國 建 築 博 覽 ” 和

“ 音 樂 之 鄉 ” 、 “ 鋼 琴 之 島 ” 之 譽 ， 是 國 家 級 重 點 風 景

名 勝 區 。 鼓 浪 嶼 島 上 海 岸 線 蜿 蜒 曲 折 ， 坡 綏 沙 細 的 天 然

海 濱 浴 場 環 布 四 周 ， 鬼 斧 神 工 的 。  

5.  【 菽 莊 花 園 】建 於 1913 年，於 鼓 浪 嶼 南 部，原 是 名 紳 林

爾 嘉 的 私 人 別 墅 。 1956 年 ， 園 主 親 人 將 此 園 獻 給 國 家 。

“ 眉 壽 堂 ” 位 于 入 園 庭 院 右 側 ， 表 示 祝 願 長 壽 的 意 思 。

又 名 "談 瀛 軒 "， 因 臺 灣 古 時 稱 瀛 州 ， 此 乃 表 示 懷 念 臺 灣

的 意 思 。 “ 壬 秋 閣 ” 建 於 農 曆 歲 次 壬 戌 之 秋 而 得 名 ， 落

成 之 日 ， 正 逢 久 雨 初 晴 ， 江 山 如 洗 ， 主 人 趁 此 良 辰 邀 客

吟 詩 ， 在 此 可 觀 山 賞 海 ， 盡 收 眼 簾 。 “ 四 十 四 橋 ” 乃 全

園 主 景 ， 因 主 人 建 橋 時 四 十 四 歲 而 得 名 。 此 橋 下 有 閘

門 ， 把 海 水 引 入 園 內 ， 構 成 了 大 海 、 外 池 、 內 池 三 處 。

橋 上 有 觀 魚 臺，渡 月 亭，千 波 亭，明 月 之 夜，遊 此 最 佳 。 

6.  【 鋼 琴 博 物 館 】 位 於 菽 莊 花 園 的 「 聽 濤 軒 」， 裡 面 陳 列

了 胡 友 義 先 生 收 藏 的 70 多 架 古 鋼 琴 。 這 些 古 鋼 琴 品 種

和 造 型 都 各 異 ， 其 中 有 稀 世 名 貴 的 鎦 金 鋼 琴 ， 有 世 界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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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的 四 角 鋼 琴 和 最 早 最 大 的 立 式 鋼 琴 。 還 有 古 老 的 手 搖

鋼 琴 、 產 自 一 百 年 前 的 腳 踏 自 動 演 奏 鋼 琴 和 八 個 腳 踏 的

古 鋼 琴 等 。  

7.  【 葛 仙 村 】 以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爲 創 意 背 景 ， 以 水 、 竹 、 村

爲 三 大 創 意 元 素 ， 打 造 「 仙 」 氣 十 足 的 世 外 桃 源 ， 致 力

於 打 造 一 個 集 生 態 旅 遊 、 休 閑 度 假 、 商 務 會 展 和 傳 統 文

化 體 驗 於 一 體 的 天 然 聖 地 和 絕 佳 仙 村 ，探討景觀美學與觀

光。 

8.  【 望 仙 谷 】 擁 有 雄 奇 壯 美 的 地 貌 景 觀 、 清 幽 神 怡 的 水 文

景 觀 、 山 鬱 珍 奇 的 森 林 景 觀 、 如 夢 如 幻 的 氣 象 景 觀 ， 自

然 山 水 與 曆 史 文 化 交 相 輝 映 。 古 有 “ 胡 祖 羽 化 登 仙

宮 ” 、 “ 日 照 觀 音 ， 白 銀 黃 金 ” 之 傳 說 ， 物 華 天 寶 ， 人

傑 地 靈。此 地 民 俗 文 化 豐 富 多 彩，橋 燈、廟 會、板 龍 燈 、

稻 米 習 俗 … … 民 俗 文 化 多 姿 多 彩 ， 人 文 風 情 引 人 注 目 。 

9.  【 三 清 山 】 道 教 名 山 ， 被 譽 為 「 西 太 平 洋 邊 緣 最 美 麗 的

花 崗 岩 」， 走 在 三 清 山 ， 移 步 入 畫 中 。 三 清 山 的 顏 值 真

是 很 高 ， 遊 走 在 山 中 ， 運 氣 好 的 話 ， 可 以 看 到 三 清 山 最

美 的 一 面 ， 雲 山 霧 海 ， 在 形 狀 奇 特 的 山 峰 之 間 翻 滾 ， 山

峰 被 渲 染 得 濃 淡 明 滅，如 同 置 身 人 間 仙 境，難 怪 說 是「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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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第 一 仙 峰 」，考察其人文景觀與特色。  

10.  【 汪 口 景 區 】 婺 源 東 線 上 的 一 個 徽 州 古 村 落 ，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名 鎮 名 村 之 一 。 汪 口 沒 有 被 太 多 的 商 業 化 ， 仍 然 保

留 著 原 汁 原 味 的 古 樸 民 風 。 內 有 被 譽 為 “ 藝 術 寶 庫 ” 的

俞 氏 宗 祠 ， 屬 徽 派 建 築 的 千 年 古 街 ， 古 樸 的 一 經 堂 、 懋

德 堂 、 大 夫 第 和 養 書 屋 等 民 居 ， 隨 意 走 進 村 中 步 道 邊 的

小 巷 弄 ， 都 看 到 更 加 生 活 化 的 老 宅 。  

11.  【 篁 嶺 景 區 】 建 村 於 明 代 中 葉 ， 有 500 多 年 歷 史 。 篁 嶺

梯 田 疊 翠 鋪 綠 ， 村 莊 聚 氣 巢 雲 ， 被 稱 為 “ 梯 雲 人 家 ” 。

篁 嶺 屬 典 型 山 居 村 落 ， 民 居 圍 繞 水 口 呈 扇 形 梯 狀 錯 落 排

布 ， 景 區 由 索 道 空 中 攬 勝 、 村 落 天 街 訪 古 、 梯 田 花 海 尋

芳 及 鄉 風 民 俗 拾 趣 等 遊 覽 區 域 組 合 而 成 。  

12.  【 婺 女 洲 景 區 】 以 婺 女 飛 天 傳 說 為 核 心 ， 總 占 地 1000

餘 畝 ， 建 築 面 積 25 萬 平 方 米 。 婺 女 飛 天 之 地 ， 因 此 得

名 “ 婺 源 ” 。 相 傳 ， 堯 帝 時 天 降 大 雨 ， 村 民 被 困 于 滔 滔

洪 水 中 ， 眾 人 一 籌 莫 展 ， 危 難 之 際 ， 有 一 位 手 持 長 矛 ，

腰 系 經 卷 的 貌 美 女 子 ， 騎 著 大 鱅 魚 逆 流 而 上 ， 擊 退 了 興

風 作 浪 的 惡 蛟 。 隨 後 ， 婺 女 化 作 天 空 中 的 婺 女 星 ， 守 護

著 此 地 世 代 居 住 的 子 民 們 。 婺 女 洲 以 新 式 徽 派 建 築 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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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特 色，集 實 景 演 藝、親 子 遊 樂、文 化 景 點、酒 店 會 展 、

美 食 餐 飲 、 休 閒 購 物 六 大 業 態 為 一 體 的 綜 合 型 的 中 國 徽

藝 文 化 旅 遊 度 假 目 的 地 ， 考察其人文景觀與老宅特色。  

13.  【 水 墨 上 河 景 區 】 距 今 已 有 920 多 年 歷 史 。 “ 古 樹 高 低

屋 ， 斜 陽 遠 近 山 ； 林 梢 煙 似 帶 ， 村 外 水 如 環 。 ” 這 首 古

詩 描 繪 的 就 是 水 墨 上 河 的 真 實 寫 照 。 “ 碧 水 西 流 、 歸 亭

帆 影 、 樟 蔭 古 泉 、 茗 谷 湧 綠 、 枕 流 漱 石 、 尚 荷 書 聲 、 硯

湖 瀲 灧 、 亭 橋 清 影 、 霞 映 文 峯 ” 被 譽 為 “ 上 河 十 景 ” 。

走 進 水 墨 上 河 ， 廊 橋 遺 愛 伴 隨 碧 水 長 流 ， “ 小 南 京 ” 碼

頭 品 味 歲 月 變 遷 ， 歸 心 亭 內 釋 放 相 思 情 結 ， 徽 饒 古 道 感

悟 “ 方 婆 遺 風 ” ， 明 清 古 街 體 驗 民 俗 風 情 ， 徽 商 故 居 見

證 致 富 傳 奇 ， 尚 荷 書 院 傳 授 科 舉 文 化 ， 盈 尺 弄 巷 咀 嚼 民

間 故 事 ， 古 宅 民 宿 領 略 上 河 人 家 … … 登 文 峯 塔 頂 ， 湖 光

山 色 盡 收 眼 底 。  

14.  【 南 普 陀 寺 】寺 廟 建 於 明 代 永 樂 年 間 (1403-1424 年 )， 明

末 （ 1628 年 ） 毀 於 兵 火 。 清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靖 海 侯 施 琅

將 軍 重 建，寺 院 是 奉 觀 音 菩 薩 .此 廟 建 築 依 傍 山 勢，層 層

托 高 ， 莊 嚴 肅 穆 。 主 要 以 奉 祀 〝 觀 音 〞 為 主 ， 素 有 “ 一

年 走 普 陀 ， 三 年 免 受 苦 ” 之 說 ， 距 今 有 近 千 年 歷 史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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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南 地 區 的 佛 教 勝 地 。  

15.  【 環 島 路 】 全 程 31 公 里 ， 路 寬 44～ 60 米 ， 為 雙 向 6 車

道 ， 綠 化 帶 80～ 100 米 ， 是 廈 門 市 環 海 風 景 旅 遊 幹 道 之

一 。  

16.  【 曾 厝 垵 小 漁 村 】 古 老 的 風 俗 信 仰 和 個 性 客 棧 、 小 店 完

美 的 融 合 在 一 起 。 這 個 三 面 環 山 ， 一 面 臨 海 的 漁 村 也 是

閩 南 文 化 保 持 最 好 的 原 生 態 自 然 村 。 曾 厝 垵 在 廈 門 美 麗

的 環 島 路 上 ， 現 在 已 經 成 為 文 藝 青 年 集 中 地 ， 背 包 旅 遊

者 的 必 去 之 地 。 在 這 裡 ， 你 可 以 一 邊 聞 著 淡 淡 的 海 水 的

味 道 ， 一 邊 漫 步 在 那 些 小 巷 道 中 ， 或 許 會 有 一 場 驚 喜 的

偶 遇 。 巷 弄 間 除 了 文 青 小 店 外 ， 也 有 者 許 多 的 道 地 小 吃

店 。 在 這 兒 有 著 不 同 的 文 化 、 不 同 的 內 涵 、 不 同 的 飲 食

可 以 滿 足 大 多 數 遠 道 而 來 的 貴 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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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考 察 心 得 ：  

17.      中 國 大 陸 對 觀 光 事 業 的 發 展 非 常 重 視，並 且 在 文 化

古 蹟 的 保 存 方 面 也 投 入 了 大 量 資 源 和 努 力 ， 行 程 中 的 集

美 學 村 、 田 螺 坑 土 樓 群 、 鼓 浪 嶼 、 葛 仙 村 、 望 仙 谷 、 三

清 山 、 婺 源 汪 口 景 區 、 篁 嶺 景 區 、 婺 女 洲 景 區 ， 都 維 護

得 相 當 完 善 。 中 國 大 陸 政 府 制 定 了 多 項 政 策 ， 鼓 勵 文 化

古 蹟 的 保 護 和 利 用 ， 促 進 文 化 旅 遊 的 發 展 。 例 如 ， 將 古

蹟 納 入 國 家 和 地 方 的 發 展 規 劃 中 。 並 建 立 專 業 的 文 物 保

護 機 構 ， 組 織 專 家 進 行 古 蹟 的 調 查 、 評 估 和 修 復 ， 確 保

技 術 和 管 理 的 專 業 性 。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合

作 ， 學 習 和 借 鑒 國 外 的 成 功 經 驗 ， 提 升 保 護 技 術 和 管 理

水 平 。 透 過 參 訪 交 流 ， 讓 瑞 穗 鄉 從 事 相 關 行 業 的 鄉 民 ，

朝 輔 導 產 業 結 合 觀 光 方 向 努 力 ， 觀 光 客 來 訪 時 ， 可 以 讓

觀 光 客 體 驗 農 耕 文 化 ， 品 嚐 風 味 美 食 ， 慢 活 休 閒 的 親 子

之 旅 ， 有 效 行 銷 瑞 穗 鄉 觀 光 景 點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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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建 議 事 項 ：  

◎ 提 升 基 礎 設 施 ， 改 善 交 通 運 輸 系 統 ， 如 公 共 交 通 的 便

利 性 和 連 接 性 ， 特 別 是 對 熱 門 旅 遊 景 點 的 直 達 交 通 ，

讓 更 多 旅 客 可 更 便 利 的 抵 達 景 點 。  

◎ 發 展 主 題 旅 遊 ， 根 據 花 蓮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文 化 特 色 ， 推

動 主 題 旅 遊 ， 如 生 態 旅 遊 、 文 化 體 驗 、 農 村 旅 遊 等 ，

以 吸 引 不 同 需 求 的 遊 客 。  

◎ 增 加 宣 傳 與 行 銷 ， 擴 大 行 銷 渠 道 ， 利 用 社 交 媒 體 和 網

紅 推 廣 花 蓮 旅 遊 ， 吸 引 更 多 年 輕 遊 客 群 。  

    本 次 訪 問 團 除 針 對 中 國 大 陸 地 區 的 文 化、經 貿 建 設

的 改 良 及 觀 光 旅 遊 等 層 面 進 行 意 見 交 換 外 ， 另 希 望 透

過 參 訪 交 流 ， 讓 瑞 穗 鄉 從 事 相 關 觀 光 行 業 的 鄉 民 ， 並

加 強 從 業 人 員 的 服 務 培 訓 ， 提 高 接 待 品 質 ， 確 保 遊 客

獲 得 良 好 的 旅 遊 體 驗 ， 促 進 口 碑 傳 播 。 也 將 利 用 瑞 穗

鄉 的 自 然 美 景 ， 如 山 脈 、 溪 流 和 茶 園 ， 製 作 高 品 質 的

視 覺 素 材 （ 圖 片 和 視 頻 ）， 在 社 交 媒 體 和 旅 遊 網 站 上

分 享 。 讓 更 多 遊 客 前 來 探 索 和 體 驗 瑞 穗 鄉 的 美 景 與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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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田 螺 坑 土 樓 群  

 

鼓 浪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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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仙 村  

 

 

望 仙 谷                 三 清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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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口 景 區  

 

 

 

篁 嶺 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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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 女 洲 景 區  

 

 

水 墨 上 河 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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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 灣  

 

 

曾 厝 垵 小 漁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