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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地方創生」一詞源自於日本政府，旨在解決人口過度集中於都

市圈而導致的地方經濟衰退、人口外流及少子化等問題，於是在 2014

年推出地方創生總體政策，在亞洲區域引起廣泛討論。 

臺灣同樣面臨城鄉人口失衡的困境，地方創生相關措施深受日

本影響，我國行政院自 2019 年提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到

2021 年「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及 2025 年「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

生計畫」，中央部會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協助地方挖掘自身 DNA，發

展地方特色相關產業，並以培力青年及深化國際連結，以永續、公益、

共好為核心精神，支援地方創生工作。 

在國家的整體方針之下，市府自 2020 年成立「地方創生專案管

理平台」，以系統性方式整合各機關資源，並引入學術界及民間團隊

的力量，實地盤點山海屯區地方創生資源，協助城鄉梳理脈絡，找尋

適合地方發展的永續道路。 

本次出國考察主要參訪日本地方創生的成功範例之一，新潟縣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以瞭解人口數僅有 5 萬多人的鄉村如何透

過藝術活化地方，發展成至 2022 年有 57 萬人到訪的國際藝術盛會。

此外，透過訪談當地個人及民間單位，汲取各界推動地方創生的經驗

與看法，作為本府未來推展地方創生之借鏡與參考，並提出建議方向。 



2 
 

貳、 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出國人員共計 4 名，詳如下表所列。 

序號 姓名 職稱 

1 林厚成 研究發展組組長 

2 黃信政 研究發展組組員 

3 蘇淑婷 研究發展組組員 

4 王昭淳 研究發展組組員 

 

參、 目的 

本次出國考察與參訪，主要拜訪日本新潟縣越後妻有大地藝術

祭的官方機構及民間合作單位，與當地從事地方創生相關工作的人

員，藉由直接面對面的交流訪談，探究新潟縣地方創生推動經驗，並

達到以下出國考察目的： 

一、 以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為例，瞭解日本偏鄉地區如何在保留在

地特色的前提下，成功舉辦數年的國際性大型活動，並獲取當地

居民的支持，進而促進地方發展。 

二、 在日本新潟縣地方創生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間團

體(包含個人和企業)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合作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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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日本地方創生與臺灣以及本市地方創生之差異。 

四、 汲取日本地方創生經驗，針對本市未來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及規

劃提出建議及參考。 

 

肆、 過程 

一、 參訪行程與內容 

本次赴日本新潟縣參訪期程自民國 113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共計 5 日，行程及內容如下列： 

日期 地點 參訪單位/人員 內容 

11 月 4 日

(星期一) 

桃園機場–日

本新潟縣 

啟程  

11 月 5 日

(星期二) 

新潟縣燕市 燕市產業史料館 造訪金屬製造業名

鎮「燕市」，瞭解從

江戶時期延續至今

的傳統工藝技術變

遷及傳承，以及如

何將在地金屬加工

技術發展為國際品

牌的歷史。 

新潟縣柏崎市 Haconiwa( 廢棄窗

框工廠創生場域) 

—春日俊雄教授

(新潟產業大學) 

— 西 村 遼 平

(Kitchen 105 經營

者) 

訪談在地推動地方

振興工作的大學教

授及用在地食材經

營餐廳的老闆，瞭

解個人或微型團隊

在地方創生方面的

相關經驗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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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

(星期三) 

新潟縣十日町

市 

十日町市役所產

業觀光部文化觀

光課 

—山岸正幸副課

長 

拜會「越後妻有大

地藝術祭」官方單

位，瞭解藝術祭整

體發展脈絡及各界

角色分工。 

里山 project 社團

法人—小山友譽

代表理事 

拜會十日町市「地

域振興協力隊」合

作單位，瞭解該市

協力隊實務運作情

形。 

松代雪國農耕文

化村中心「農舞

台」 

實地參訪大地藝術

祭參展作品(包含俄

羅 斯 藝 術 家

Kabakov 夫婦「梯

田」、日本藝術家草

間彌生「花開妻有」

等)  

11 月 7 日

(星期四) 

新潟縣十日町

市 

土市車站及越後

水澤車站 

 

實地參訪大地藝術

祭參展作品(臺灣藝

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 被遺忘的

珍貴回憶」) 

松乃井酒造場 造訪與日本著名企

業無印良品 (MUJI)

合作的地方釀酒

場，瞭解企業如何

結合在地農產及在

地產業，推出地方

限定商品，從而促

進地方振興的過

程。 

清津峽 實地參訪大地藝術

祭參展作品(中國馬

岩松藝術家「光之

隧道」） 

11 月 8 日

(星期五) 

日本新潟縣–

桃園機場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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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簡介 

日本地方創生起源於 2014 年，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提出的「地

方消滅論」，該報告中大膽預言，在 2040 年日本國土半數以上，894

個市町村即將消失，甚至連縣府所在的青森市、秋田市，東京都的豐

島區都在名單之列。因此，日本已故內閣首相安倍晉三在當年提出

「地方創生」的治理模式，以解決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都市圈，而導

致的地方經濟衰退、人口外流及少子化等問題，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

協力，創造就業機會、鼓勵青年留鄉，打造地域經濟系統，進而帶動

地方復興、再生與發展。 

(一) 日本地方創生總體政策母法為《城鎮、人、工作創生法》(まち

・ひと・しごと創生法)，實務推動作法簡述如下： 

1. 推動能使鄉村人口回流的地方生活政策，例如創造在地工作機

會、促使地方接受外國人才。 

2. 推動都市計畫或都市建設，強化中樞都市機能，以及對應人口

減少的城市再生計畫。 

3. 由地方團體研提地方創生計畫，並送交內閣進行審核，給予國

家補助金。所提的事業提案須能持續運作，養成對地方有幫助

的人才，並須自提具客觀數值標準的 KPI，例如創造出多少職

缺、平均薪資提升多少、人口數增加多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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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政府設有「地方創生專門家」(師傅)，例如觀光、地方產

業、農林水產、小型經濟、定住養生等專家可供地方諮詢。 

(二) 除上揭政策措施，日本亦有已推行 15 年的「地域振興協力隊」

（地域おこし協力隊），該措施於 2009 年由日本總務省推動，

於 2015 年地方創生政策《城鎮、人、工作創生法》展開之後，

被納入為地方創生的一環。實務推動作法簡述如下： 

1. 該計畫鼓勵都市青年返鄉深耕，只要符合「過疏地區」標準的

市町村，都可以招募「地域振興協力隊」，期透過年輕一代的力

量，協助偏鄉地區發展，為地方帶來新氣象，與臺灣近年推出

的「青年培力工作站」概念相近。 

2. 由中央政府總務省補助經費，根據 2024 年數據，1 人 1 年最高

520 萬日圓，包含年薪 320 萬日圓，以及 200 萬日圓活動專案

執行經費，任期 3 年。任期結束後，為提高任期結束後的定居

率，日本政府祭出百萬創業基金補助，鼓勵協力隊任期結束後

繼續深耕地方。 

3. 日本協力隊制度於 2009 年開始只有 89 名隊員，2014 年已超過

1,000 人，2018 年則突破 5,000 人。自 2019 年起，日本政府將

地域振興協力隊從國內青年擴大至外籍人士與中壯年族群，並

制定 2024 年協力隊隊員要成長到每年 8,000 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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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新數據指出，2023 年地域振興協力隊新增 7,200 名成員，較

往年創新高，除了每年參與計畫的人數持續增加，任期結束的

成員也將近有七成定居地方，有助於青年回流鄉村。 

(三) 為加速地方創生量能，日本總務省自 2014 年開始，鎖定企業人

才，推出地域振興協力隊的企業版「地域振興企業協作」(地域

おこし企業人，2021 年更名為「地域活性化起業人」)，藉由提

供誘因予都市企業及地方政府，促成雙方媒合，創造企業與地

方政府的雙贏局面。實務推動作法簡述如下： 

1. 日本總務省提供相關補助經費，吸引位於三大都市圈的企業

「派遣」在職員工到地方政府，於半年至 3 年的派遣期間，活

用企業視角與經驗，針對地方需求與課題，從事如觀光振興、

地方產品開發、高科技領域等面向工作，協助提高地方魅力與

價值。 

2. 根據最新數據，「地域振興企業協作」經費補助，包含派遣員工

每人每年 560萬日圓，派遣員工提案經費每年最高 100萬日圓，

另提供地方政府籌備經費每年最高 100 萬日圓。 

3. 對於企業而言，透過此管道不僅可進行 CSR 社會貢獻，並可拓

展人脈，開發新的商業模式，同時也解決地方人才培育不易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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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地方政府來言，此舉可借助企業人才的經驗與專業，提高解

決地方問題的可能性，加速實現地方創生目標，另外企業也能

為地方政府注入民間企業在經營上和行事上的新活水，開創更

多官方組織的創新與改革。 

綜上所述，日本地方創生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政府扮演

協助者的角色，透過各種戰略型政策及經費補助，號召青年族群、企

業人才幫助地方自發、自主、自立發展，到後期，跨越傳統思維及地

域藩籬，引入中壯年及國外人才加速地方活化，為地方面臨少子化、

高齡化、人力資源短缺等問題下，開闢一條持續發展的新道路。 

三、 新潟縣簡介 

新潟縣(新潟県/にいがたけん)位於日本本州中部，臨近日本海，

被群山環繞，根據新潟縣政府官方網站 2019 年的資料，該縣面積 1

萬 2,584 平方公里，主要分成「上越」、「中越」、「下越」以及「佐渡」

4 個區域，人口數約 226 萬人，由於土地廣闊，有海岸、平原、山地

等多元地形，各地之間的氣溫及降水量差異大，四季氣候分明，冬季

大量積雪，是世界知名的滑雪勝地，春暖花開時，冰雪消融變成充足

的水資源，滋養豐富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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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新潟縣位置 

新潟縣是日本重要的稻米產地，產量僅次於北海道，位居日本第

二位，該地以越光米(コシヒカリ)及日本酒而聞名。另因狹長的海岸

線，擁有豐富新鮮的海鮮魚貨，此外，該縣長岡市的山古志村、魚沼

村等二十村鄉，是日本錦鯉的發源地。 

新潟縣亦為日本極為少數的原油產地之一，其中佐渡島的佐渡金

山產金量佔日本黃金產量的一半，是世界上持續開採壽命最長的金

山。另外，該縣的燕市及三条市，為日本最大的金屬加工業集散地，

金屬加工品的產量佔全日本市場的九成，其傳承百年精湛的工藝技

術，使得新潟縣成為享譽國際的金屬製造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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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機構及人員訪談 

(一) 燕市產業史料館 

日本新潟縣的燕市及三条市，自江戶時代便以金屬產業聞

名，兩個城鎮在金屬加工業的發展上歷史悠久、彼此關係緊密，

因此被通稱為「燕三条」。在面臨不同時代的變遷挑戰下，燕三

条地區不僅成功地將超過 300 年歷史的傳統工藝技術傳承下來，

並能在人口總數不超過 20 萬人的情況下，持續保有區域經濟

的動能，成為日本地方創生的經典案例。 

1. 金屬製造名鎮「燕市」的發展歷史 

本次造訪的燕市被譽為「製造名鎮」，匯聚許多高水平且多

樣化的金屬加工技術，燕市生產的金屬西式餐具，如湯匙和叉

子，在日本國內的市場佔有率超過 90％；此外，燕市的金屬製

品經常在諾貝爾獎晚宴和 APEC 等國際盛會上被選為贈送給各

國領導人的禮物，其卓越的工藝和優良品質在國際享有盛譽。 

在燕市觀光協會觀光事業係長土橋朝子小姐的協助導覽

下，依循燕市產業史料館的參觀動線，首先認識燕市地區從江

戶時期延續至今的金屬製造產業發展歷史。 

燕市位於信濃川與大河津分水之間，在江戶時期（17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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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信濃川時常洪水氾濫，造成當地農業屢受重創，因此，

農民為了尋求其他生計，開始鑄造「日式鐵釘」。到 18 世紀時，

間瀨銅山（現新潟市西蒲區內）大量出產銅礦，促使鎚起銅器、

銼刀、菸管等各種金屬加工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在明治維新後，

日本的生活方式開始改變，尤其是飲食習慣，燕市的金屬製造

產業一度面臨困境，然而工匠職人在逆境中不斷精進技術，在

各國對金屬西式餐具需求增加時，憑藉先進技術成功實現量產，

透過出口外銷找到出路。 

 
圖 2 燕市產業史料館外觀 

 

圖 3 燕市餐具為諾貝爾獎御用品牌 

 
圖 4 燕市金屬產業發展 

 

圖 5 燕市產業史料館工藝體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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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玉川堂」用百年工藝創造億萬價值 

在總館 2 樓的鎚起銅器、煙管、雕金作品等收藏展館裡，

可近距離欣賞手工藝品的至美境界及精湛工藝，土橋小姐特

別介紹擁有「人間國寶」美譽的玉川堂第一代到第七代的經典

作品及發展歷史。 

玉川堂創立於 1816 年，擁有超過 200 年的鎚起銅器製造

歷史，所謂的「鎚起銅器」是將質地較軟的銅片透過鐵鎚數萬

次的敲打，逐漸製成緊實的器皿。初代玉川覺兵衛，繼承來自

仙台匠人藤七的鎚起銅器製法技術，從製作燒水壺等日常器

皿開始販售；在明治維新期間，政府積極推廣國內工藝品至海

外參展，讓第二代玉川覺次郎改變思維，開始將產品定位為觀

賞性質，發展出茶壺相關藝品；第三代玉川覺平，則結合鎚起

銅器技術及金屬鑿刻、鍍金等絢麗工藝，使得玉川堂金屬製品

多次在世界博覽會獲得好評。 

玉川堂以職人精神打造一體成型的茶壺，要價高達新臺幣

十幾萬元，其採用的鎚起銅器工藝更被日本認證為「無形文化

財」。如今的第七代玉川基行，因應消費者的生活習慣及送禮

需求，增加啤酒杯、清酒杯、咖啡壺等品項，且考量手工製品

產量有限，改變銷售策略，將銷售通路收回自己經營，僅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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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銀座兩家自營門店，再藉由網路社群及口碑行銷，穩固

品牌力，此舉不僅免去銷售仲介抽成的費用，也重新掌握定價

權，更可兼顧品質，使年營收從三十多年前的一億日圓增長至

如今的三億日圓。 

 土橋小姐提到，位於燕市的玉川堂在開放參觀的時段，會

由專人親自解說鎚起銅器的打製過程、使用工具與染色技術，

現場可看到匠師不停地拿著鐵鎚細細敲打，資深職人進行後

端品管，玉川堂透過直接面對面實作方式，推廣傳統工藝的價

值，讓參觀民眾瞭解這項百年技藝的獨特性，進而認同其與價

格相匹配的價值，以延續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圖 6 鎚起銅器職人作品展示間 

 

圖 7 燕市鎚起銅器職人系譜 

 

圖 8 玉川堂歷代作品 
 

圖 9 雕金作品展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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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工匠職人誕生的飲食文化「背脂拉麵」 

本次造訪燕市產業史料館，正巧遇到該地區背脂拉麵發展

歷史的展覽，展間陳列燕市各家背脂拉麵名店的湯碗，數量超

過 50 家。由於新潟縣是著名的雪國，冬季積雪量可達 3 至 5

公尺深，據說當時為了方便讓忙碌的工匠職人吃到熱騰騰的

食物，快速補充熱量，因此推出將豬背脂覆蓋於湯汁上，使湯

麵不易冷卻也不易泡軟，口味濃郁「背脂拉麵」，深受燕市工

匠的喜愛，並被列為新潟縣五大拉麵之一。 

 
圖 10 背脂拉麵展覽展出各家拉麵碗 

 
圖 11 背脂拉麵 

4. 小結 

參觀完燕市產業史料館，可以瞭解到燕市的金屬產業能持

續突破時代挑戰，成功被傳承並發揚光大，不僅在於精益求精

的職人精神，更多的是當地製造業者在品牌發展過程中所做

的思考和對本質的認知與改變。 

但是，土橋朝子小姐也提到，在昭和時代以前，工匠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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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磨練技術才能出師獨立，然而現今的日

本年輕人學習意願普遍不高，加上勞動權益意識提高，使得年

輕工匠職人逐漸減少，尤其是研磨的技術人才。因此，燕市政

府補助相關經費，開設研磨技術課程，期望培育更多青年，讓

燕市百年製造技術能繼續傳承。 

 
圖 12 燕市產業史料館主管人員與本會人員合影 

 

  圖 13 燕市產業史料館主管人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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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教授春日俊雄、餐廳經營者西村遼平(個人行動者) 

為汲取多方視角地方創生經驗，於新潟縣柏崎市名為

「Haconiwa」的廢棄工廠創生場域，邀訪新潟產業大學春日俊

雄教授，以及透過餐廳經營與在地食材推廣永續理念的西村遼

平先生，分享他們在推動地方發展工作的相關經驗。 

「Haconiwa」原為窗框工廠，因歷經 2004 年中越地震導致

建築結構嚴重損壞而閒置。之後由八幡開發株式會社等 5 家在

地企業，基於振興柏崎市產業的想法，邀請建設師及在地學生

共同合作翻新，在保留屋頂、柱子等結構的情況下，使用中越

雪松木建造內部店面和廣場，透過大片玻璃窗將自然環境、採

光與通風導入建築，打造成「有屋頂的公園」。該創生場域進駐

在地商家，包含餐廳、咖啡館、麵包店、美容院等，成為當地

人的休閒場所，也是柏崎市新興的觀光景點。 

 

圖 14 Haconiwa 廢棄工廠創生場域外觀 

 

圖 15 Haconiwa 進駐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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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Haconiwa 廢棄工廠創生場域內部 

1. 大學教授春日俊雄—開發在地特色旅遊振興鄉村 

新潟產業大學的春日俊雄教授是新潟縣柏崎市人，因深感

家鄉人口逐漸減少，故號召 3、40 位當地青年，無論社經地

位，共同討論解決鄉村人口減少問題。他認為鄉村振興的永

續發展，在保護傳統文化的前提下，將地方特色轉化為獨特、

當地才有的旅遊價值，透過「交流旅遊」吸引國內外遊客造

訪，與外部建立連結，以促進地方活化及繁榮。 

春日教授以柏崎市高柳町「荻之島茅草屋之鄉」的參與經

驗，分享如何用「交流旅遊」振興鄉村，摘述如下： 

(1)「荻之島茅草屋之鄉」位於柏崎市高柳町的荻島村，該村落保

留日本古早茅草屋頂的民宅建築群，是日本珍貴的原始村落

之一。春日教授認為，對於高柳町及其他農村而言，保持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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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區特色是關鍵。例如，荻島村保留茅草屋頂老宅群的傳

統文化，以及自然的田野景觀，透過小規模旅遊設計、鄉村生

活體驗和當地特色文化推廣，地方可達到經濟與文化的永續

發展。 

(2)春日教授認為，交流旅遊能激發當地居民的積極參與，例如，

高柳町舉辦「101 村商店」活動，展示當地特產品和文化，成

功吸引來自城市的消費者，不僅振興當地經濟，也增進居民

的自信。 

(3)春日教授提到，除了居民的積極參與，加入年輕人、外部人力

資源和數位技術，能進一步加強地方競爭力和吸引力。他指

出可從「共生合作」理念下形成互助經濟圈，讓不同的社會力

量共同推動地方發展。 

 
圖 17 新潟產業大學春日俊雄教授 

 
圖 18 茅草村簡介、春日教授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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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餐廳老闆兼主廚西村遼平—用在地美食推廣地方魅力 

西村遼平先生同出生於柏崎市，亦對家鄉逐漸衰退感到擔

憂，故致力推動地方振興與教育工作。西村先生作為 la Luce 

e L'ombra 有限公司的董事兼主廚，主要經營咖啡廳、餐廳等

餐飲業務，其中「Kitchen 105」餐廳則位於 Haconiwa 創生場

域內，另他也擔任講師，將永續發展目標(SDGs)融入課程，讓

學生關心社會與社區問題。 

西村先生利用「食物」作為推廣地方的媒介，堅持在餐廳

經營中，使用在地當季新鮮食材，為顧客提供獨特的美食體

驗，展現地方獨特價值。例如「Kitchen 105」，西村先生融合

當地食材及地酒，推出精緻的法式套餐，餐廳內的大片玻璃

窗照映小鎮田園風光，讓用餐客人享用美食的同時，也能飽

覽美景，因此吸引許多外地遊客慕名而來。 

針對西村先生相關地方振興行動及理念，摘述如下： 

(1)將餐廳營造得如同家一樣的溫馨氛圍，以在地食材轉為美食

佳餚，透過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方式，推廣地方魅力，將利

潤回饋當地。 

(2)在學校擔任創業課程講師，鼓勵學生發展個人特色，將永續

發展目標(SDGs)融入課程，培養下一代持續關心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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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心弱勢群體，以 300 日圓認購餐券，提供貧困兒童免費用

餐的機會。 

(4)強調社區互助的重要性，認為地方振興需創造一種「安全挑

戰」的環境，讓人們勇於嘗試並從錯誤中學習。他提到，城市

或小鎮活力需要建立在一個支持的氛圍中，使每個人面對挑

戰，也能從容應對。 

 
圖 19 西村遼平以在地食材製作料理 

 
圖 20 西村遼平名片 

 

圖 21 Kitchen 105 餐廳一角 

 

圖 22 認購餐券幫助貧困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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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春日教授及西村先生皆出於對家鄉的情感，積極發起各項

地方振興行動，無論是透過美食或是旅遊開發，他們認為保

留地方特色、展現地方魅力至關重要。因在不破壞當地傳統

文化及獨特性的情況下，相關振興工作較容易獲得在地居民

的支持，其獨特性也能吸引外地遊客造訪，藉由持續創造外

部連結，活絡地方經濟動能，促進地方永續發展。 

 

圖 23 春日俊雄教授、西村遼平先生與本會人員合影 

(三) 十日町市政府產業觀光部(藝術祭官方單位)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被譽為日本地方創生的典範，舉辦地

區為新潟縣十日町市及津南町(古地名合稱為「越後妻有」)，

故安排拜訪該活動之官方單位「十日町市政府產業觀光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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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課」，邀請山岸正幸副課長介紹越後妻有面臨的地方問題，

以及後續如何用藝術再創地方價值。 

 
圖 24 十日町市綜合觀光諮詢處 

 

圖 25 十日町市產業觀光部文化觀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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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山岸正幸副課長 

 

圖 27 山岸正幸副課長名片 

1.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緣起 

「越後妻有」源於日本戰國時代的地名「越後國、妻有莊」，

指的是現今新潟縣南部的十日町市及津南町，面積約 760 平

方公里，人口約 5 萬多人。該區域從 4,500 年前的繩紋時代就

已有人居住，擁有深厚的陶器文化歷史。由於九成地形為山地，

缺乏平坦耕地，當地居民運用智慧將河流改道，利用狹窄的地

勢耕作梯田，向天地取得生機，於春天運用清淨融雪種植越光

米，形成人與自然共存的「里山文化」。另外，織物也是當地

重要產物，19 世紀，紡織業從製麻改為養蠶，讓越後妻有發

展成蓬勃的絲織品產地，當時的人口甚至超過江戶(東京)。 

然而，常年豪雪的嚴酷氣候及 1970 年代後紡織業逐漸衰

退，年輕人開始往都市尋求工作及教育機會，高齡化、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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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校、棄耕地等問題嚴重影響地方發展。 

為解決越後妻有衰頹老化的農村及人口外流問題，1946 年

出生於新潟縣上越市的知名策展人北川富朗（北川フラム），

於 2000 年創辦「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邀請國內外藝術家，

以當地文化、生活與自然環境為題材，將梯田、山林、空屋及

廢校融合藝術創作，重振地域文化承傳與發展。 

大地藝術祭開辦初期，遭到大部分的居民反對，北川富朗

挨家挨戶拜訪，舉行超過 2,000 場說明會，最終獲得居民認同，

第 1 屆參加人數約 16 萬人，到第 8 屆(2022 年)已超過 57 萬

人，讓藝術家、志工、遊客走進當地居民的生活中，為凋零、

老化的農村注入新生命。 

2.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推動過程及參與者 

為保留越後妻有獨特的里山文化，並解決人口流失、高齡

化等問題，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以「人類就在自然中」為理念，

地方再造為目標，將藝術作為橋梁，農田作為舞台，邀請各國

藝術家在當地創作，透過「特定場域藝術」（site-specific art）的

旅遊方式，結合當地居民的智慧及地域資源，共同振興當地農

村，盼將里山文化傳承給下一代。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自 2000 年開辦以來，每三年舉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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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到 2024 年已辦理到第 9 屆。山岸先生指出，為避開冬季大

雪及考量佈展前置作業，大地藝術祭舉辦期間原則為 7 月至 11

月，惟 2022 年第 8 屆因新冠疫情影響，將展期延長為 4 月至

11 月，以便有效控制參觀人數，避免發生群聚感染。 

山岸先生提到，北川富朗策展團隊於 2008 年成立「越後妻

有里山協作機構」非營利組織(NPO)，主要負責大地藝術祭的營

運及管理。另大地藝術祭自 2009 年第 4 屆起不再獲得都道府

縣補助金，之後籌辦財源主要為國庫補助金、市町預算、民間

贊助、門票收入等。 

綜上，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中，市町、中央政府等官方

角色主要提供經費補助，相關營運則由「里山協作機構」負責，

另號召各國藝術家、當地居民、志工團隊「小蛇隊」（こへび隊）

等多元參與者共同協作。針對相關參與者的角色及分工摘述如

下： 

(1)里山協作機構： 

由北川富朗策展團隊於 2008 年成立的 NPO 組織，為大地藝術

祭的營運單位，負責經營藝術祭的策展、設計旅遊路線、作品

管理維護等。 

在展示作品維護管理上，為避免戶外藝術作品受到天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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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雪)，在非展期會將作品移至室內安置；對於無法移動

的大型作品，則架設防護措施，其維護經費由市町政府負擔。

山岸先生提到，隨著 20 多年來累積的作品維護管理費用不斷

增加，將逐步汰換老舊作品。此外，藝術作品的所有權原則歸

屬於市町政府。 

在藝術祭辦理年度以外，北川團隊仍持續對新潟縣發展貢獻

心力。例如成立「松代梯田農業銀行」，讓都市人或企業出資

認養廢棄耕田，並讓設計團隊實際到當地參與農事，親身體會

田作辛苦，並可與當地老農民連結，理解土地的歷史與現狀，

進而思考怎麼用藝術的力量打動更多人。因此，山岸先生表示，

市町政府很感謝北川團隊對當地的付出，對於大地藝術祭未

來主辦權仍會維持由該團隊辦理。 

(2)藝術家、當地居民： 

藝術家創作過程中，會邀請當地居民共同參與討論，讓藝術創

作保有當地故事，透過與居民合作，獲得他們的認同。居民們

也會熱情地向遊客介紹藝術作品，持續支持藝術祭活動，形成

特殊的跨域共生關係。 

(3)志工團隊「小蛇隊」： 

為支援越後妻有藝術祭的志工團(在越後妻有地區，蛇被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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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生物和帶來好運的守護神)，許多曾參加藝術祭活動的

遊客被新潟魅力吸引，回鍋加入「小蛇隊」，成為撐起藝術祭

的重要力量。 

該團隊來自日本各地及海外人士，約 3,000 多名，年齡層涵蓋

高中生到 80 多歲的長輩。小蛇隊的主要工作包含展品佈置、

除草清掃、整理空屋等，並與當地居民聯絡，協助展期活動，

使藝術祭能更強而有力地向外擴散。 

針對山岸先生的簡報資料及訪談內容，整理十日町市及越

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重要事紀如下： 

西元年 重要事紀 備註 

1994 十日町市被列為「新潟縣新村創

建計畫」指定區域 

該計畫為新潟縣政府為活

絡市、町、村等單位，撥款

地方進行相關振興活動。 

1996 北川富朗先生提出大地藝術祭

構想 

 

2000 第 1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153 個 

展示聚落 28 處 

參與藝術家 148(32 個國家) 

參觀人數 16 萬 2,800 人 

2003 第 2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220 個 

展示聚落 38 處 

參與藝術家 157(23 個國家) 

參觀人數 20 萬 5,100 人 

2004 10 月新潟縣中越地震 芮氏規模 6.8，造成 68 人死

亡，4,805 人受傷。 

2006 第 3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334 個 

展示聚落 67 處 

參與藝術家 225(40 個國家) 

參觀人數 34 萬 8,99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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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重要事紀 備註 

2007 7 月新潟縣中越近海地震 芮氏規模 6.8，引發輕微海

嘯，造成 15 人死亡。 

2008 NPO 法人越後妻有里山協作機

構成立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自第 4

屆起便不再獲得都道府縣

補助金。於是北川團隊成立

「里山協作機構」，承擔更

多大地藝術祭的營運經費

與責任。 

2009 第 4 屆大地藝術祭 

※山岸先生表示，市町政府認為

大地藝術祭舉辦到此屆已具成

效，可持續舉辦。 

日本開始推動地域振興協力隊

制度 

參展作品 365 個 

展示聚落 92 處 

參與藝術家 350(40 個國家) 

參觀人數 37 萬 5,311 人 

2011 3 月長野縣北部地震 發生於長野縣和新潟縣邊

界的強烈地震，芮氏規模

6.7。 

2012 第 5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367 個 

展示聚落 102 處 

參與藝術家 310(44 個國家) 

參觀人數 48 萬 8,848 人 

2013 7 月新潟縣水災  

2014 日本開始推動地方創生總體政

策 

 

2015 第 6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378 個 

展示聚落 110 處 

參與藝術家 363(35 個國家) 

參觀人數 51 萬 690 人 

2018 第 7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380 個 

展示聚落 102 處 

參與藝術家 332(44 個國家) 

參觀人數 54 萬 8,380 人 

2020 新冠疫情開始蔓延  

2021 出生率創歷史新低  

2022 第 8 屆大地藝術祭 

原定 2021 年第 8 屆大地藝術祭，

因新冠疫情影響，延期一年舉辦 

參展作品 333 個 

展示聚落 109 處 

參與藝術家 263(38 個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9%87%8E%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D%9F%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29 
 

西元年 重要事紀 備註 

參觀人數 57 萬 4,138 人 

2024 第 9 屆大地藝術祭 參展作品 311 個 

參觀人數尚在統計中 

3.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推動成效？是否解決當地人口流失問題? 

山岸先生指出，十日町市人口於 1950 年代約 10 萬 4,318

人，1960 年後已下降至約 9 萬 6,580 人，人口持續逐年減少，

2000 年人口數約 6 萬 5,033 人，2020 年人口數約 4 萬 9,820 人，

2024 年 4 月人口數約為 4 萬 7,620 人，預估在 20 年後會再減少

一半，降至約 2 萬 6,000 人。隨著人口快速減少及高齡化問題

加劇，越後妻有地區約 400 多個聚落，其中將近一半面臨嚴重

老化，例如十日町市於 2024 年已經有 149 個聚落被認定為高

齡化聚落。 

針對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是否解決當地人口流失問題，山

岸先生表示，人口持續減少是全日本鄉村普遍面臨的問題，改

善不容易，十日町市所能努力的方向在於減緩人口減少的速度，

並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例如優化托育措施、提高薪資等。 

山岸先生進一步說明，市町政府認為大地藝術祭自第 4 屆

(2009 年)起，已開始對地方振興產生顯著效果，並認為這項活

動具備持續舉辦的潛力。他指出，十日町市及津南町人口總數

約 5 萬多人，而大地藝術祭所帶來的參觀人數超過 5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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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升地方經濟具有相當的助益。此外，自 2009 年以來，該區

的地域振興協力隊有 96 人，退任者 83 人，有 61 人定居十日町

市，定居率達 73.5%。卸任隊員定居當地後開始創業，例如開

設地產地銷的啤酒釀造場，翻新空屋改造工作室或住宿設施，

以及發展當地觀光事業，或協助當地居民農作事務。隨著年輕

的定居者加入，當地發展活力被帶動，甚至成立越後妻有足球

隊，為地方注入更多生機。 

4. 小結 

新潟縣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是全球最大的國際戶外藝術

祭，由民間策展藝術團隊發起，以跨世代、跨地域、跨領域的

協作模式，將藝術作品融入當地的自然環境中，使遊客能在遼

闊的田野、森林中，欣賞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創作，展示

當地特有的里山文化。這不僅讓當地居民和遊客重新認識越後

妻有，提升在地認同感，凝聚向心力，並促使當地志工團小蛇

隊的發展，同時在當地經濟、產業和人口移居方面帶來正面效

益。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透過藝術活動活化地方的振興模式，

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日本各地也相繼舉辦相關藝術祭活動，

例如香川縣、岡山縣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石川縣奧能登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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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祭、長野縣北阿爾卑斯國際藝術祭等，相關影響力持續發

酵，形成一股地方傳統結合現代藝術的創生風潮。 

 

圖 28 山岸正幸副課長與本會人員合影 

(四) 里山 Project 社團法人(協力隊支援組織) 

如前所述，地域振興協力隊(地域おこし協力隊）是日本政

府為活化地方經濟、促進人口回流而推出的政策之一，主要推

動單位為總務省。此次造訪「里山 Project」(里山プロジェクト)

代表理事小山友譽先生，他曾於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間，在新

潟縣十日町市擔任地域振興協力隊一員，隨後定居於當地約 15

年，並同時擔任總務省顧問角色，協助十日町市協力隊相關支

援事務。此外，小山先生也積極推動社區發展與農業活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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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廢棄耕地、人口老化與流失及村落邊緣化等問題，致力鄉村

振興工作。 

 

圖 29 里山 Project 小山友譽理事 

 

圖 30 小山友譽先生名片 

1. 支援十日町市協力隊事務 

小山先生表示，地域振興協力隊任期 3 年，來自都市的年

輕人通常對鄉村生活方式不太熟悉，要在此定居更不容易，因

此，他利用自己曾經擔任協力隊員及在鄉村生活的經驗，系統

性地支援協力隊的各項活動與生活。 

因此，「里山 Project」社團法人主要負責十日町市協力隊招

募、活動地點及隊員住所安排、分派地點規劃、培訓實習、就

業、創業輔導，以及隊員卸任後相關支援活動。具體說明如下： 

(1)當地協力隊活動支援：包含雪地機具駕駛操作、通訊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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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官方單位聯繫協助等。 

(2)定居、定住支援：包含居住當地或有助於該地區功能維護、延

續等相關訓練及補助，例如大型特種車輛駕駛課程、獵槍訓練

課程、老人照護課程等，每人最高補助金為 20 萬日圓。另有

房屋修繕補助，最高 50 萬日圓，以及創業補助，最高 100 萬

日圓等。 

 

圖 31 十日町市協力隊招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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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小山先生說明協力隊支援措施 

2. 十日町市協力隊運作概況及定居情形 

小山先生表示，新潟縣大約有 300 名協力隊員，而現在十

日町市的 20 位隊員由他指導管理。該區的協力隊員將被派遣

到偏鄉聚落，與當地居民一起找出地方問題並共同解決，例如

重新活化廢棄耕田、環境整理等，當地居民也會對協力隊員的

生活起居給予關心與支援，以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協力隊服

務活動範圍，以不影響當地居民生計為原則，例如新潟縣居民

以種植稻米、除雪工作為生，協力隊則不能無償參與相關工作，

避免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影響。 

小山先生指出，2024 年 4 月十日町市協力隊有 84 人卸任，

其中有 62 人選擇定居，定居率 73.8%。定居者有 17 人進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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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企業工作，14 人投身新興行業(如餐廳)，8 人就職於公部門，

7 人成為 NPO 法人成員，其餘的人有從事農務工作或兒童照顧

等職業。 

 
圖 33 小山先生說明協力隊定居情形 

3. 為何十日町市協力隊相較其他地域協力隊更為成功？ 

小山先生認為十日町市協力隊相較於其他地區定居率較

高的原因，在於該地區展現了一種家人和朋友互助互愛的團結

精神。尤其當地居民的堅強韌性及生活智慧令人敬佩，此外，

優美的自然環境也具有治癒人心的效果，散發一種即使面臨失

敗也能重新振作的氛圍，這使得長期處於高壓都市環境的年輕

人願意在這裡安心定居。 

小山先生建議，為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協力隊，行銷宣傳

工作非常重要，透過媒體展示年輕人在鄉下也能好好生活，同

時，協力隊也能成為當地居民與外界溝通交流的橋粱，幫助外

界更認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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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小山先生說明曾邀請臺灣日本籍藝人愛紗宣傳新潟縣 

4. 小結 

小山先生在擔任協力隊期間，對新潟縣里山文化產生深厚

感情，因此決定移居此地，投入地方振興工作，包含支援十日

町市協力隊活動，培育更多人才，推廣友善環境的農業方式，

並帶領遊客深入體驗新潟縣自然與文化。他也注重社區凝聚力，

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希望創造人與環境共好的生活，讓更多人

看見這片土地的美麗與價值。 

 
圖 35 小山友譽先生與本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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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松乃井酒造場(在地產業與企業合作) 

新潟縣是日本知名的稻米產地，用香甜酒米釀造的清酒遠

近馳名，然因人口嚴重外流，務農人力短缺，出現許多廢棄耕

田。為支持該地區優質稻米持續發揮產值，日本知名企業「良

品計畫株式會社(無印良品 MUJI)」收購「里山協作機構(松代梯

田銀行)」生產的越光米，並與當地「松乃井酒造場」合作推出

清酒，於日本無印良品特定門市或在地商店獨家販售，以促進

當地農業發展。 

近年來，本市霧峰區、大安區利用在地稻米釀造的地酒，

不僅具當地特色，且品質優良屢獲國際獎項，逐步帶動當地產

業發展，重燃地方生機。爰本次安排造訪松乃井酒造場，主要

瞭解新潟縣地酒文化和特色，以及與「良品計畫株式會社」合

作推廣地酒的相關經驗。 

1. 松乃井酒造場簡介及特色 

松乃井酒造場是十日町市的代表性清酒釀酒場，堅持超過

120 年的傳統釀造技術，使用當地生產的優質酒米及雪國潔淨

的水源，並利用自然環境(例如冬季的嚴寒或溫差變動不大的特

性)的合適溫度釀製清酒，這種與自然共生的釀造方式使得產出

的清酒帶有濃郁的季節感，獲得日本全國新酒鑑評會金賞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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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乃井」這一名稱的由來，與酒場附近茂密的赤松林中

湧出的清澈井水有關，該口井水富含礦物質，且水質軟硬適中，

被認為是釀造優質清酒的關鍵因素。 

松乃井酒造場古澤裕先生，為酒場後代傳人之一，也是清

酒釀造職人「杜氏」(日本清酒職人的最高等級稱號)。他表示，

酒造場堅持使用傳統的清酒釀造方法，包含親手在竹簍中洗米，

使用古老的和釜蒸米，且不依賴機器製作米麴。他還提到，新

潟縣的冬天極為寒冷，溫度控制成為釀酒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考

量，釀酒師在洗米時使用的水是冷的，原料水、米麴和未過濾

酒的溫度都必須嚴格管理，才能確保清酒品質。 

因堅持傳統釀造技術、選用地產優質原料以及對自然環境

的尊重，松乃井酒造場充分展現新潟縣地酒文化的獨特魅力。 

 
圖 36 松乃井酒造場古澤裕先生 

 
圖 37 松乃井酒造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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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良品計畫株式會社(無印良品 MUJI)簡介及 CSR 行動 

良品計畫株式會社(無印良品 MUJI)是日本知名企業，2004

年，無印良品與臺灣統一集團合作，成立臺灣無印良品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在臺灣廣為人知的品牌。無印良品產品主要以日

常用品為主，如服飾、文具、食品、廚具等，以「沒有名字的

優良商品」，使用原素材，不加特別染料、印刷等簡約設計風格，

深受年輕族群的喜愛，另有房屋建築、花店、咖啡店、餐廳及

旅館經營等，朝多方面的市場發展開拓。 

在日本，良品計畫株式會社以「感じ良い社会」(令人愉快

的社會)為目標，積極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社區和地方政

府合作，讓地方居民主導，共同推進各種振興地區的舉措。例

如：2015 年推出「Local Nippon」網站，透過該企業平台，宣傳

及介紹日本各地解決當地問題所作的努力與成果；無印良品也

積極尋找可以合作的地方農產品，並進行通路銷售策劃；另外，

無印良品與各地方政府合作，參與車站、廢棄學校、廢棄空間、

社會住宅、高齡住宅等公共空間設計或活化。 

3. 松代梯田銀行制度介紹 

越後妻有是優質越光米的產地，但因特殊地形，許多耕地

面積狹窄且坡度陡峭，農業機具很難進入，故需以人力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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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人口外流及高齡化，稻田養護已成為地方發展問題。

其中松代地區在近 35 年間出現超過五百公頃的廢耕田地，種

植面積與 1970 年相比減至一半以下。因此大地藝術祭主辦單

位「里山協作機構」成立「松代梯田農業銀行」，召集都市人出

資認養梯田，共同守護當地日漸凋零的梯田。 

認養者不必擔心無法照顧梯田，這些田地將由里山協作機

構與當地農民負責維護管理，認養者可在假日參與耕作，體驗

稻米種植到收成的喜悅。另依照每年全區稻米總產量與認購的

田地面積比例換算，認養者可於 2 月、5 月、8 月、11 月獲得

稻米回饋。 

4. 無印良品、松乃井酒造場及松代梯田銀行振興地方合作模式 

日本良品計畫株式會社於 2020 年與十日町市簽訂合作協

議，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旅遊、產業和社區發展等各領域

合作，包含認養松代梯田銀行管理的荒廢梯田，並透過日本總

務省「地域振興企業協作」（地域活性化起業人）政策，派遣在

職員工到當地推進區域振興事業。 

在合作過程中，良品計畫株式會社派遣員工瞭解到松代地

區稻農的衰退問題，因此，提出收購里山協作機構於松代梯田

所種植的越光米，並找到當地知名松乃井酒造場合作，推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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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越光米釀造的清酒，並負責進行銷售，為當地優質稻米開

拓更廣大的市場。 

古澤先生提到，此款清酒並非使用專門釀造清酒的酒米，

而是使用十日町市越光米(食用米)，因此釀造過程頗具挑戰性。

此外，此款清酒為未經過濾即進行裝瓶的原酒，質地透明清新，

不僅符合無印良品的品牌形象，更呈現越後妻有原始大自然的

純淨氣息，讓購買者在品酒中，感受當地越光米的香甜品質。 

在銷售策略方面，該款地酒僅於新潟縣十日町市及周邊地

區的 9 家無印良品門市和酒類商店限量發售，外地遊客僅能到

該地區購買，這不僅實現地產地銷及低碳永續的理念，並帶動

觀光效益。 

  
圖 38 日本無印良品與松乃井酒造場合作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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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結 

新潟縣十日町市松代地區的荒廢耕田，因里山協作機構的

松代梯田銀行制度，以及在中央政府「地域振興企業協作」政

策的加乘下，使良品計畫株式會社有機會進入松代地區，用企

業視角解決地方課題，此舉不僅能支持當地農業持續發展，還

能將重要的地酒產業發揚光大，並為企業實現 CSR 責任，創造

企業、NPO 及在地產業推動永續發展的多贏局面。 

 
圖 39 古澤裕先生與本會人員合影 

(六) 大地藝術祭參展作品實地參訪 

本次出國考察適逢 2024 年第 9 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

展期(7 月 13 日至 11 月 10 日)，因此，特別安排參訪位於十日

町市藝術祭具代表性的展出作品「松代農舞台」、「梯田」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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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峽光之隧道」，以及臺灣知名藝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

等，藉由實地參訪具里山特色的藝術盛典，體驗越後妻有的獨

特魅力。 

2024 年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約有 311 件作品展出，其中 85

件為新作品。根據美術展覽及作品特性，出售個別門票或是優

惠通票，另推出大地藝術祭鑑賞護照，讓遊客享有如尋寶般蒐

集展品圖章的樂趣。 

 

圖 40 2024 大地藝術祭主視覺海報 

 

 

圖 41 大地藝術祭護照及內頁 

1. 稻田藝術廊帶「松代農舞台」 

位於十日町市松代車站旁「農舞台」(松代雪國農耕文化村

中心)是大地藝術祭的重要據點，為集合展覽空間、商店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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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文化設施，由荷蘭 MVRDV 藝術團隊設計，以「城市與

農村交流」為概念，建築裡外有多項藝術祭作品。尤其沿周邊

約 2 公里的里山藝術廊帶，展示著名的俄羅斯藝術家 IIya、

Emilia Kabakov 的「梯田」，以及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花開妻

有」，讓遊客步行欣賞藝術品的同時，還能體驗該地的梯田里山

文化，該展區也被北川富朗先生認為是「越後妻有的縮影」。 

 
圖 42 農舞台建築外觀 

 

圖 43 俄羅斯藝術家 IIya、Emilia Kabakov「梯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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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農舞台周邊藝術作品 

 

圖 45 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花開妻有」作品 

2. 臺灣藝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 

臺灣知名繪本作家幾米已於 2015 年第 6 屆大地藝術祭參

展，其「Kiss & Goodbye」為藝術祭創作之繪本《忘記親一下》

的延伸作品。該作品為常設展品，坐落於十日町市「JR 飯山

線」的土市站及越後水澤站。 

作品運用當地稱為「魚板屋」的弧形屋頂倉庫為基礎，作

為繪本衍生之藝術裝置及場域，設置立體雕塑、畫作及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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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音樂等豐富展覽內容。籌備初期，由於預算有限，需

透過募資平台發起，後續獲得台新銀行、全聯福利中心的贊

助，以及當地居民的協力下，得以完成作品。 

 

圖 46 藝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作品(土市站) 

 

圖 47 藝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作品(越後水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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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藝術家幾米「Kiss & Goodbye」作品內部展示 

3. 溪谷幻境「清津峽光之隧道」 

清津峽全長 12.5 公里，是日本三大峽谷之一，以著名的「柱

狀節理」火山岩地形景觀聞名。1988 年因登山道落石意外，

考量安全問題，自此禁止遊客進入，直到 1996 年完成人行隧

道工程，遊客可透過此約 750 公尺長的隧道及觀景台，欣賞

清津峽美景。 

2018 年因應大地藝術祭，中國建築師馬岩松及 MAD 建築

師事務所對隧道進行翻新，打造「光之隧道」，以自然五大元

素為設計理念，使用不同的燈光色彩搭配神祕氛圍的音效音

樂，讓遊客宛如經歷一場奇幻的時間與空間之旅。每一個觀

景台不僅可欣賞清津峽景色，也有不同的裝置藝術設計，尤

其最後的「Light Cave(鏡池)」以水元素為概念，隧道壁面覆蓋

鏡面不鏽鋼板，加上地面的淺水池，讓洞口景觀可以倒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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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鏡上，形成與風景融為一體的美妙空間，受各地遊客喜愛。 

 
圖 49 清津峽光之隧道入場門票 

 
圖 50 清津峽光之隧道入口設施 

 
圖 51 光之隧道觀景台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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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觀景台可欣賞清津峽谷景色 

 
圖 53 光之隧道搭配不同燈光創造神祕氛圍 

 
圖 54 光之隧道設計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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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光之隧道終點「Light Cave(鏡池)」 

 

伍、 心得(含比較分析新潟縣與本市地方創生) 

本次出國考察以日本新潟縣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為核心，參訪

該縣相關地方創生作為及實踐過程，從中瞭解新潟縣如何在面臨諸

多挑戰下把握機運，躍身成為日本地方創生推動典範。 

為挖掘本市更多地方創生潛力，市府自 2023 年起委託專業團隊

進行田野調查，實地走訪山海屯區，踏查超過 60 個地創團隊，盤點

本市地方發展資源及態樣。 

以下運用 SWOT 分析法(優劣機威分析法)，除總結歸納本次考察

中觀察到的新潟縣地方創生情形及發展潛力，並比較分析本市地創

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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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潟縣地方創生 SWOT 分析 

(一) 優勢(Strengths) 

1. 豐富的自然資源：新潟縣擁有肥沃土地及良好水質，能栽種品

質優良的越光米，及生產美味的清酒。 

2. 獨特文化及歷史：新潟縣燕市擁有歷史悠久的金屬製造工藝歷

史，十日町市及津南町則有順應地形開墾的耕田里山文化。 

(二) 劣勢(Weaknesses) 

1. 人口流失、高齡化：因冬季豪雪氣候、產業結構改變、少子化

下，當地年輕人多移至城市發展，導致人口結構不均，社會活

力下降。 

2. 經濟結構單一性：當地多為傳統農業及漁業經濟結構，使得地

方面臨市場變化時較缺乏彈性。 

3. 基礎建設不足：雖有通往東京等大都會之新幹線，但多數鄉村

地區的交通基礎建設仍不足，如公車班次少。 

(三) 機會(Opportunities) 

1. 多元民間行動者：新潟縣越後妻有地區的發展，歸功於大地藝

術祭創辦人北川富朗先生，以及後續成立的里山協作機構組織。

藉由國際級藝術祭的舉辦傳播越後妻有里山文化的獨特魅力，

進而串聯並影響許多民間行動者相繼參與地方振興工作，包含



52 
 

各國藝術家、志工團體「小蛇隊」、里山 Project 社團法人、松

乃井酒造場(在地產業)、春日教授及西村先生等個人行動者，

每個單位和個人運用自身專業知識，以不同的形式推動地方發

展。 

2. 政府支持：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獲得日本政府相關經費補助，

並在「地域振興協力隊」、「地域振興企業協作」政策支援下，

為地方注入更多發展資源。 

3. 企業協力：受到「地域振興企業協作」政策影響，日本知名企

業無印良品注意到越後妻有廢棄耕田的困境，促發後續認養田

地、收購稻米，以及與當地酒場合作開發清酒銷售等，以企業

視角及力量解決地方問題。 

(四) 威脅(Threats) 

1. 競爭者增加：除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以外，日本各地還有許

多偏鄉地區紛紛透過藝術祭的舉辦進行地方振興，在競爭者日

益增多的情況下，越後妻有藝術祭須尋求方法提升活動價值。 

2. 藝術祭與地方永續發展的挑戰：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自 2000 年

舉辦(每三年辦理一次)已超過20年，可能面臨活動失去新鮮感，

亟需轉型的問題；此外，累積的藝術品維護成本日益增加，管

理負擔沉重，若未妥善處理，可能淪為廢棄藝術品的窘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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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展期期間，地方經濟是否需要尋求其他穩定的發展來源也

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 本市地方創生 SWOT 分析 

(一) 優勢(Strengths) 

1. 地理位置優越：臺中位於臺灣中部，交通便利，與各縣市有良

好的連結，有助於資源和人員的流動 

2. 山海屯文化多元：臺中城區高度都會化，舊城區更有許多新興

青創團隊量能，另有山線客家村及海線高美濕地、大甲鎮瀾宮

等多元文化風貌，可推動本市獨特文化創生及旅遊發展。 

3. 完善基礎設施：臺中為六都之一，並為全臺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較為完善，居民生活品質逐漸提

升，易吸引人口移入。 

4. 產業多元化：擁有包括製造業、農業、服務業等多元產業基礎，

有助於新創產業及經濟發展。 

(二) 劣勢(Weaknesses) 

1. 資源分配不均：某些偏鄉地區資源和發展機會較少，造成城鄉

地區間發展不均衡。 

2. 人才流失：因本市多為傳統產業，年輕人往往選擇外流至北部

城市發展，造成本市人力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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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轉型壓力：隨著全球經濟變化，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壓力，

可能影響地方經濟穩定。 

4. 文化認同感不足：在田調過程中，發現部分地區(如潭雅神)居

民對於在地文化認同感不足，影響社群凝聚力。 

(三) 機會(Opportunities) 

1. 政策支援：近年來，行政院對地方創生的重視及資源挹入，為

地方發展提供良好機會。市府也致力完善基礎建設，針對地方

提案補助成立專管平台，結合學術界及民間力量，持續盤點本

市地創資源。 

2. 綠色經濟發展與數位轉型：隨著全球對永續經濟的重視，臺中

可發展綠色產業及生態旅遊；或是積極加速數位科技發展，吸

引新型企業人才。 

(四) 威脅(Threats) 

1. 人口老化：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勞動力不足，社會福利及醫療資

源負擔增加，影響地方經濟發展。 

2. 競爭加劇：鄰近彰化、南投、苗栗因傳統文化及地方特色突出，

增加本市推動地方創生競爭壓力。 

3. 環境問題：臺中都市化快速發展可能導致交通壅塞、生活成本

上升、環境污染、綠地減少、治安、社會不和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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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分析 

綜上所述，本市與日本新潟縣同樣面臨出生率低、高齡化及城鄉

發展不均等問題。不同的是，新潟縣轄區面積達 1 萬 2,584 平方公里，

人口數約 226 萬人，土地廣闊，地形地貌多樣，例如海岸、平原、山

地等，且各地氣候差異顯著，為市町村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產業發展提

供了各自的獨特背景。相比之下，本市面積 2,214 平方公里，人口數

約 286 萬人，人口密度較高，雖然部分鄉鎮仍顯得不發達，但由於交

通便利，城鄉特色相對較不明顯，多數朝向複合式的方向進行發展。 

此外，在新潟縣地方創生過程中，民間單位展現強大影響力(例

如里山協作機構)，進而串聯許多參與者，包含居民、志工、企業、

在地產業等，凝聚力強烈；相比之下，本市在推動地方創生，各區尚

未有明顯的民間代表性組織領頭，地方團隊各自其事，當地居民對於

地方認同感也較為薄弱。 

 

陸、 建議 

為打造屬於臺中的創生永續模式，茲總結本次出國心得，並綜

觀本市地方發展現況，提出以下建議： 

一、 愈在地、愈國際(Glocalization) 

(一) 發展符合在地特色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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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潟縣燕市金屬工藝傳承及其國際聲譽，以及越後妻有

在堅持保留里山文化特色的基礎上舉辦藝術祭，並專注於在地

優質越光米及地酒文化的發展，可看出日本在地方振興方面，

致力發展符合在地特色的產業，才能真正展現地方的價值，使

其在國際舞臺上讓人看見。 

此也與後現代思考模式「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觀念

相似。「Glocalization」一詞結合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及

Localization (本地化)，稱之為「全球在地化」，亦即通往世界的

路徑，須從在地行動開始。應用於地方創生推動面向，地方鄉

鎮應重新思考地、產、人、景等獨特性，發掘自身 DAN，以全

球規模作為發展基礎，並將自身特色與世界相結合，讓全球化

以在地化的方式展現，而在地化的運作又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

用，這一雙向影響的過程能夠展現地方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二) 考量國情文化差異 

在汲取日本地方創生經驗時，本市除可發展符合在地特色

的產業外，也應考量雙方國情及文化差異，例如日本向來推崇

「職人精神」文化，強調對完美及細節的極致追求，以及對工

作的專注與熱情，體現於工藝品、食物製作、釀酒等方面，這

使得傳統技術與文化的傳承較易獲得外界認可及資源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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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關評比機制及成果發表平台等，進一步促使地方特色產

業的不斷流傳與發展。 

再者，日本國土幅員廣大，各地特色及文化差異明顯，較

能突顯獨特價值，反觀臺灣基本上為一日生活圈，各地的生活

型態及文化融合程度相對較高，地方上是否仍具備無可取代的

獨特性成為須反思的問題。 

(三) 小結：建議本市在發展地方產業的過程中，應思考如何在保留

地方特色的基礎上創新與轉型，或是導入科技及創意行銷宣傳

等方式，為地方特色產業創造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價值。 

二、 從下而上的地方創生 

(一) 與當地關係人溝通，獲得在地支持 

無論是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里山協作機構，或是本次訪談

中提到的春日俊雄教授、西村遼平先生以及里山 Project 社團法

人理事小山友譽先生等，他們在進行地方振興工作時，皆與當

地關係人保持良好的溝通與交流，進而獲得在地居民支持，發

展出共生共好的關係。 

市府因應行政院地方創生整體方針之下，於 2020 年成立

地創專案管理平台，以系統性方式整合各機關資源，並引入學

術界及民間團隊的力量，以從下而上的方式，實地至山海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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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拜訪超過 60 個地方創生團隊，辦理 6 場共識會活動、38 場

訪視會議，傳達地方創生政策內涵，協助城鄉梳理脈絡，爭取

相關資源，並搭起與地方政策溝通的橋梁。 

(二) 誰是推動的領頭羊？ 

承上，市府目前藉助學術單位及民間團隊來協助地方資源

盤點工作，然與日本地方創生以「民間行動者」作為領頭羊仍

有本質上的不同。畢竟政府機關在帶動地方發展，往往給人距

離感，且較難瞭解地方實際需求。 

(三) 小結：建議推動相關政策時，不妨發掘或培育深耕民間地方的

領頭角色，如同十日町市與里山協作機構合作模式，以促進地

方發展有效推動。 

三、 重新思考政府角色 

(一) 政府角色弱化 

觀察日本新潟縣的地方創生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主要

提供相關經費補助，除針對活動補助外，另包括「地域振興協

力隊」及「地域振興企業協作」政策，皆是透過補助產生誘因，

以吸引都市年輕人及企業參與地方振興工作，政府角色在實際

參與過程中相對弱化。 

綜觀我國政府在地方創生中的角色，中央政府推出多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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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生補助計劃，主要鼓勵區公所和地方團體提案，以爭取經

費進行鄉村振興，市府則扮演協助區公所及地方團體進行提案，

或是配合自籌款的角色。 

(二) 強化民間主導力量 

承上，儘管我國有相關地方創生補助措施，然而從新潟縣

地方創生經驗，可發現大地藝術祭里山協作機構組織展現出強

大的推動力量，成為該縣地方發展的關鍵推手，連動串聯志工團

體「小蛇隊」、里山 Project 社團法人、松乃井酒造場(在地產業)、

無印良品(企業)等多元行動者，共同參與該地的振興發展。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透過「地域振興協力隊」及「地域振

興企業協作」政策，使偏鄉地區有機會藉由都市青年、外國人及

企業等各界力量合作解決當地問題，相對而言，我國地方創生政

策仍以提案補助經費為主，這可能導致資源被較擅長撰寫提案

的團體佔用。 

(三) 小結：建議可採取相關措施強化民間主導力量，例如增進企業

社會責任感、提高青年及各界人才投入地方的誘因、強化地方

團體培力輔導機制等，期以更多元、更有效的方式推動城鄉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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