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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議會 112年公務出國報告彙整表 

項次 出國計畫名稱 起迄日期 地點 出國人員別 行程概要 心得或建議事項 備註 

1 112 年行政主管

隨同議員赴英

國參訪考察 

112 年 4 月

25日至 112

年 5月 2日 

英國 議員、行政人

員 

第一天：基隆市議會

－桃園國

際機場－

英國倫敦

希斯洛機

場-倫敦市

區 

第二天：倫敦-劍橋 

        大學 

第三天：劍橋－牛津

大學 

第四天：牛津大學 

第五天：牛津－倫敦 

市區 

第六天：倫敦市區 

第七天：倫敦市區 

第八天：倫敦市區-

英國倫敦

希斯洛機

場 

第九天：英國倫敦 

希斯洛機 

場－桃園 

國際機場 

－基隆市 

議會 

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古蹟應持續修復保存維護並宜兼顧活化再利用： 

古蹟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見證，也是過去先人活動留下的遺跡，

極具學術、教育、政治及文化等價值，古蹟保存觀念緣起於歐洲,經過一段

相當長期努力，已經發展成世界性文化保存的議題，台灣古蹟保存運動相

較歐洲始於起步階段，由於諸多人為因素，政府主導的保存成效一直有限，

因此仍須借重社區營造、居民參與或民間力量加入的風潮，古蹟保存運動

才有重大轉機。 

例如位於忠一、愛一路口精華區的林開郡洋樓，多年來被網友以訛傳

訛稱為「基隆鬼屋」，然而在許多基隆人記憶中，其實有著無可取代的位置，

無論是步出基隆火車站或搭乘海外輪船，都可以看見這棟有著圓形塔樓的

建築，它見證基隆市近百年城市發展。經市府與林開郡洋樓的後代簽署合

作契約，在中央「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支持下，公私協力展開「 點

亮林開郡」計畫，重啟林開郡洋樓，重現在基隆人面前，並成為都市再生

發展的新養分。 

另外一個案例，是位於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11-4號老宅再利用為「安

樓文旅」，該棟建築建造於 1953年， 1959年後則作為「許振燦內科診

所」，直至 2021年由民間團隊接手，將這棟歴經歲月痕跡的重要古蹟資

產重新整修、新舊融合，正式對外營業，以咖啡、住宿為主，使這棟塵

封數十年已久的古宅，以如此蛻變新生的方式，再次打開大門迎接公眾。 

本次考察科茲窩小鎮著名的阿靈頓排屋，將一間間由蜂蜜萊姆石建

造的小屋子，從羊毛商店變成為織布小屋，再變成現在作為民宿使用，

不啻是相同活化理念與再利用作法，值得再持續鼓勵及推廣。 

二、文化資產的保護應與有形歷史資產並重： 

近年來各國為吸引國際觀光旅客，競相爭取將自身重要有形或無形文

化資產列名世界遺產，也使世界遺產與文化觀光被相提並論。因此有效地

應用遺產本身的內在特色，配合適當的再利用，或者是教育導覽設施或相

關展示，進而成為重要觀光景點。世界觀光組織指出，人們旅行不單是為

了休閒與娛樂，更渴望提昇旅遊的深度，對於其他地區或種族人民的生活

形態，好奇地經由宗教、節慶、服飾、食物、建築、民俗等等來加以體驗

認識。因而文化與觀光有著共生的關係，一些已逐漸被年輕世代遺忘的無

形遺產可能會因為觀光而復甦。而有形文化遺產則亦可能因為文化觀光的

財務收入而得以保存維護。 

以本市列入「國家文化記憶庫」的「崁仔頂魚市」為例，形成於清朝

時期，由原先位置在基隆旭川河岸碼頭逐漸演變至現在本市孝一路一帶。

最早由僅能販售熟魚跟雜貨的少數店家，到後面因聚集經濟而逐漸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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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熱絡的海鮮漁獲拍賣交易場，聞名國內而吸引遊客好奇駐足。 

另外近年本會童議長與民間團體積極推動本市仁愛區「委託行商圈」

的振興行動，它曾經是台灣最時髦的「舶來品」集散地，從基隆港進出的

國際船員，將海外帶回來的衣飾、罐頭、日用品，委託在地商家轉售給消

費者，雙方再拆分利潤。由於國際貿易逐漸開放，讓全盛時期擁有超過兩

百家商店的商圈快速萎縮而沒落。所以積極結合在地里長舉辦社區營造、

市集活動，讓在地居民充分參與，進而引進青年創業者進駐開店，藉由找

回委託行街區的「味道」及「感情」，期能再造榮華光景。 

本次考察的「柯芬園市集」亦是從原本的蔬果市場慢慢演變成現今結

合餐廳、購物中心及劇院的場所，周邊有許多知名品牌站店家，同時也是

一個餐飲及購物中心。吸引大批遊客悠遊消費，其發展經驗及成果值得基

隆加以學習及作為後續發展願景。 

三、英國文化資產保存採國家信託基金方式進行，並鼓勵民間捐 款參與，頗

值參採： 

本次參觀的莎士比亞故居及巨石陣遺跡園區，考察發現都是由「民間

信託基金會」管理維護及經營，殊值探討及借鏡。我國文化資產保存起步

較晚，對於文化資產保存，係藉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由上而下威權式的以行

政處分指定古蹟的方式，有時不僅得不到古蹟所有人及民眾的認同，稍不

留意反造成古蹟的毀損。而英國國民信託的方式，係建立起土地和人或古

蹟和人的信賴感情，在參與古蹟保存的過程中，人民從被動方轉為積極

方，從而建立文化資產強大的保存意識與行動。 

目前我國文化資產大部仍屬公有性質，且過度依賴公權力的執行，又

囿於法規限制及立法速度跟不上現況，以致失去彈性及行動力，造成中央

或各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及窘境。因此，比照英國成立行政法人或信託組織

的模式，將文化資產的經營維護，由民間或成立行政法人執行，透過培力

民間組織、擴大私有文化資產及民間文化資產組織稅捐減免等措施，確實

進行公私協力分工，以求靈活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應屬可資參考的機制。 

四、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宜結合學校教育從小做起。 

保存文化資產固然投入經費維護重要，但對於傳述它們的歷史故事與

文化價值亦同樣重要，尤其對無形文化資產而言，不若有形資產顯而易見

或可加以修復，一旦毀損、消失即難以回復，其損害是不可逆的。而教育

是傳承知識、歷史文化、生活記億及保存觀念的重要基礎，透過國民教育、

終身教育以及人才培育等方式，可使文化資產保存成為社會共識，讓珍貴

的文化資產能永續傳承。考察團在英國參訪大英博物館及巨石陣遺跡園區

時，常可見老師帶領學童進行體驗教育，而我國近年由教育部推動傳統表

演藝術、民俗等納入 12 年國教課綱，在地方上，未來應可由基隆市政府

教育處將基隆重要的古蹟、歷史建築、考古遺址等場所，運用現地體驗或

數位科技，帶領學生認識在地文化資產，並體驗無形文化資產的精神與內

涵，逐步落實教育扎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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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鏡倫敦利用在地資源開發文創商品，建立城市識別。 

倫敦跟基隆一樣多雨，但是亮眼的紅色雙層公車、紅色電話亭、復古

郵筒及黑色計程車，成為城市特殊的意象及代表，也納入各式商品設計的

元素，在每個景點都有販賣紀念品的小商店或攤車，且販賣的商品多元新

奇(如鑰匙圈、茶葉罐包裝)，觀賞購買的人潮也很多，販賣紀念品不僅能

增加收益，也能聯繫起遊客與當地的聯結。另外大型地標建物也化為各類

文創商品向觀光客行銷倫敦的特色，例如國會大廈北端鐘樓及報時時鐘

(俗稱大笨鐘)、倫敦塔橋及後來興建的倫敦眼摩天輪等著名地標建築，也

積極開發為獨具特色的文創商品，加以販賣增加收益，以及遠近聞名的英

國茶，即是以英國下午茶的名氣使其成為旅客必買的伴手禮，以上均能在

包裝結合在地特色於各景點販售，其觀光產業結合當地人文、歷史傳統、

地理環境開發等策略，均頗值參考推廣。 

本市新近建造完成基隆塔即將開放營運，若能增加文創商品的開發，

一方面能提高基隆城市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能增加本地商家的收益，類

此有待市府整合資源，創造有利條件引導廠商投入開發文創商品。 

六、精進完備城市監視攝影系統，建造安心安全生活環境 

本次考察團在倫敦市區街道進行觀摩，經童議長提示下，成員始獲知

英國(尤其是倫敦市區)監視攝影系統數量及密度為全世界之最，其當初安

裝的本意在防止當時國內愛爾蘭恐怖主義份子滋事，俟 1994年發生 2歲的

男童遭兩名 10歲的男學生綁架並殺害事件，監控攝影機捕捉到的那一組鏡

頭震撼了全國，也引起人民恐慌及不安，於是在公眾強烈要求在公共場所

裝設更多監控攝影機，據稱在英國一般大眾每天的日常作息，平均受到 300

具監控攝影機監控。 

在本次出國報告撰寫期間，適發生本市 1名女子在 5月 8日晚間步行

於安一路附近遭一陌生男子搭訕，並向被害女子索要社群軟體聯絡方式，

被害人旋即拒絕，該男子遭拒竟以暴力攻擊被害人後逃逸，由於案發現場

附近雖設有監視器，但因故障失修、未能發揮輔助治安維護功能，形成安

全隱憂，引發討論。經本會議員質詢建議市府應加速監視系統汰舊換新，

以及提升設備效能，希望藉由提升基隆監視系統之完善性，強化社會安全

網絡的功能。 

七、利用名人生活足跡之特色，營造歷史緬懷故情，並彰顯其特殊成就： 

倫敦市對於各領堿有傑出貢獻人士，針對其生活故居或足跡，都會豎

立紀念牌，以吸引粉絲駐足緬懷，例如英國著名幽默小說作家伍德豪斯爵

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其作品受到無數

讀者的歡迎，因此在其倫敦故居特別設立銘牌，供讀者朝聖緬懷。又如英

國二戰期間最著名噴氣式以及霍克颶風戰鬥機設計者之一的悉尼卡姆

(Sydney Camm；1893-1966 )爵士，是一位英國航空工程師，他為英國許

多飛機設計做出了貢獻，因此在其位於溫莎地區的故居外牆亦設立銘牌，

供飛行愛好者緬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98%E6%A8%93_(%E8%A5%BF%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A5%E6%97%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A5%E6%97%B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wker_Hurrica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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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發展在台灣地區頗具歷史，在基隆地區出生或曾經居住過的各領

域傑出人士亦不少，如果能將其在本市生活的足跡加以挖掘、保存及設立

紀念牌，供其粉絲或追隨者尋找緬懷，亦可串連市區知名小吃、商店，使

遊客悠遊市區街道間，極富趣味及增加回憶外，亦能彰顯這些知名人士成

就，進而達到城市行銷目的。 

八、舊市區的更新及新市區開發均應重視古蹟的保存工作： 

歐洲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建築，儘管經過歐戰的摧殘，但各大

城市還是成為世界知名旅遊聖地，觀察歐洲各國可發現，不論在經濟、社

會、教育、建築與人文方面皆能兼顧古典與現代，一方面努力保存重要的

歷史遺產，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開創新局。歐洲國家對古蹟的保存、對文化

資產的尊重、對古人及藝術的嚮往和禮遇，都是台灣望塵莫及的。此次參

訪觀賞了諸多歷史、藝術景點，諸如牛津、劍橋大學、巨石陣、教堂等皆

富涵其民族特色，一般遊客也可藉由觀賞這些歷史景點的過程中進一步的

了解該國歷史、藝術、文化。 

基隆開發歷史經過西班牙人、清朝及日治時期，市區建築風貌多

元，以先前「基隆郵局」（舊稱：基隆郵便局）為例，其位於田寮河畔、

富狗橋旁，建於 1911年（明治 44年），由日本建築師近藤十郎設計。其

特色為巴洛克式紅磚灰瓦建築帶有日式建物風情，正面有圓頂、旁有高

塔，是基隆當時的著名地標。在二戰期間受到空襲而毀損，雖然曾歷經修

復、重建，但在戰後配合基隆市都市計畫，將原建築拆除改建為現代建築，

引致部分人士嘆息。是以，如能借重倫敦經驗，一方面努力保存重要的歷

史遺產，一方面以此為基礎，建設如「倫敦眼」摩天輪等新式地標建築，

開創城市新局。 

九、加強都市景觀及管理。 

英國各地道路規劃相當便捷整潔，電力管線及下水道系統均已地下

化，市容相當乾淨、不會有電桿到處矗立，電線縱橫雜亂，給人印象深刻。

基隆市政府前也與台電積極推動電桿地下化，雖然由於基隆市地狹人稠，

導致電桿地下化頻頻受阻，以致目前成效有限，近期有本會童議長協同議

員同仁共同關切仁愛區孝三路段及和平島地區電桿地下化工程等等，因此

建議本會各議員可持續關注，列入市政質詢事項，以有效督促市府加緊改

善。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02085&IndexCode=online_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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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 年行政人員

隨同議員赴越

南地區參訪考

察 

112年 12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15

日 

越南 議員、行政人

員 

第一天：基隆市議會

－桃園國際

機場－河內

－下龍灣 

第二天：下龍灣 

第三天：下龍灣－河

內 

第四天：河內－蜆港

-會安 

第五天：會安-蜆港 

第六天：蜆港－順化 

第七天：順化－胡志

明市 

第八天：胡志明市 

第九天：胡志明市-

桃園國際

機場-基隆

市議會 

 

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運用交通設施，串聯觀光廊帶 

    在北越的下龍灣，運用雙層跨海纜車，串聯起下龍灣與鴻基島兩邊的

觀光，該纜車共有兩層，每輛可容納 230名乘客，約為 5至 6輛巴士的載

客量，抵達山上除了有著名的太陽摩天輪可供搭乘、遠眺下龍灣景色，還

有一座老少咸宜的樂園「太陽世界新樂園」，其包含了各式的室內遊樂設

施與戶外造景(日式庭園、中式造景等)，在此足以讓遊客暢遊一整日。而

中越的巴拿山，亦是運用纜車系統，並依據其上、中、下層旅遊景點，提

供三條交通路線：兩段式纜車、纜車及小火車、直達纜車(直達山上法國

村)，方便遊客於各層景點遊覽，沿途更可俯瞰整個峴港；巴拿山上飯店、

餐廳、酒窖、遊樂及景觀設施等，應有盡有，建築風格更充滿異國風情，

讓遊客彷彿走進另一個國度，可盡情玩樂、拍照留念。 

    本次考察安排此兩處知名的纜車設施，期望能作為本市西岸纜車相關

議題問政參考使用。基隆港西岸太平青鳥書店為近來熱門之文青景點，書

店旁的 KEELUNG地標是俯瞰基隆的最佳地點之一，為串聯基隆西岸觀光資

源，從火車站北口連接到 KEELUNG地標公園，將國門廣場與山城景觀串聯，

市府擬規劃興建纜車，並結合地方創生、營造商機。而本會亦於去(2023)

年與市府共同前往台北市參訪貓空纜車等建設，在參訪交流中，本會童議

長表示，基隆的「西岸纜車計畫」是基隆中山區居民引頸期盼多年的改變

曙光，也是搭起基隆東西兩岸立體交通網絡的重要里程碑、步行港區的最

後一塊拼圖，透過纜車可以改善交通、發展商機，從熱門的太平青鳥若能

再延伸到大德國中校區、教育電台，闢建觀光旅遊軸線，文創觀光效益將

會更大，此外，若基隆城際轉運站、西岸纜車、基隆捷運等工程均完工，

外地通往西岸的交通線將徹底被打通，抵達基隆地標再也不需要用私人運

具，基隆市中心與西岸的交通將看見曙光。基隆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加上

豐富的歷史背景，觀光資源多元但分布全市，因此，運用各種交通建設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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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觀光廊帶有其相當之重要性。 

二、結合在地特色，推動文化旅遊 

    文化旅遊為近年流行之觀光方式之一，遊客出遊的動機是在於學

習、發現及體驗有形或無形的文化景點與產品，這些景點及產品涉及當

地社會的獨特元素，包括藝術、建築、歷史、文化遺產、文學、音樂、

創意產業、烹飪、宗教信仰，乃至於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等。在台灣，文

化觀光的推動已列入 2019 年頒布的《文化基本法》第 18 條，其中規定

「國家應訂定文化觀光發展政策，善用台灣豐富文化內涵，促進文化觀

光發展，並積極培育跨域相關人才，營造文化觀光永續之環境。」；而

日本文化廳亦於 2020年頒布《文化觀光推進法》，企圖以文化觀光振興

地方、觀光收益而投資文化的良善循環。基隆因地理位置關係、身處要

塞並為北部重要港口，因此所轄境內擁有西班牙、日本、中華以及原住

民等各族群在基隆生活的足跡，無論是從建築、藝術、歷史、文化遺產、

宗教、軍事等各種面向窺探，在基隆都能找到黃金流光歲月的蛛絲馬跡，

像是諸聖教堂考古遺址、旭丘指揮所、要塞司令部、海門天險、白米甕

砲台以及八尺門聚落等，皆為文化旅遊重地。故如何將這些文化、歷史

景點整合，規劃出富有濃郁文化氣息的文化路徑，帶領遊客一嘗基隆豐

饒的文化資產，實為一重要課題。 

    此次在河內 36古街考察時，對其古城區印象深刻，街道上咖啡館林

立，多數為文青咖啡館，各自有著獨特風格，當地著名的咖啡館「越共

咖啡」，內部陳設則是結合越南與中國元素，古色古香，斜對面為法國

殖民時期所建之聖約瑟夫大教堂，街道上穿插著越南美食和伴手禮店

家，絡繹不絕的遊客與琳瑯滿目的歐越風情，與在地文化揉合，使此古

城區散發輕鬆浪漫的魅力，引人停留。在基隆則有著獨特的海港、美食

與咖啡文化，可持續推廣，為基隆增添文化旅遊之特色；在海港文化方

面，例如崁仔頂批發漁市、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委託行商圈等，延續

舊有特色加上新時代元素，可使「懷舊」成為一種新的城市賣點；在美

食文化方面，例如基隆漁貨海鮮、廟口周邊小吃以及遍佈在全市的 50年

以上老店、深夜食堂等，可多加推廣讓基隆的美味走入國際；在咖啡文

化方面，由於歷史與地理的因素，基隆港口是過去接觸世界首當其衝之

地，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咖啡店，咖啡文化早已混入基隆城市的 DNA，並

非近年來跟風精品咖啡的流行，而是延續過去的最佳證明，基隆咖啡館

的密度更為全台之最，有著名的老宅咖啡、咖啡職人等等，因此，如何

讓民眾慕名而來，沉浸在基隆的咖啡文化中，用一杯咖啡品基隆，可作

為基隆在文化旅遊上推動的方向之一。 

三、改善步行環境，推動人本城市 

    在越南考察期間，深刻體會當地行人步行環境之不便，其有著很大

的改善空間。越南道路擁擠、機車眾多，加上當地人的駕駛習慣，大型

車與小型車、汽車與機車、車輛與行人，彼此之間互不相讓，使得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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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喇叭聲不絕於耳、人車爭道、險象環生。在中越搭乘人力三輪車巡禮

順化古城的古蹟建築及體驗當地生活環境時，人力三輪車沿著馬路邊行

駛，周遭汽車、機車呼嘯而過，十分危險；而在古城街區散策及主要幹

道過馬路時，只要是沒有紅綠燈的區域，要等待車輛停下禮讓行人通

過，是很困難的事。故此，反思我國自 2019 年起因發生多起行人於行

人穿越道行走，卻因車輛未停讓而遭受撞擊致死或受傷的事故，「行人

地獄」一詞引來包含美國媒體 CNN等眾多國際媒體報導，台灣行人用路

環境議題引發熱烈討論及政府的重視。 

    基隆近年推行「行人友善政策」，例如增設綠底斑馬線、行人綠燈

早開、行人專用時向、警察加強取締未停讓行人的汽機車駕駛及 AI科

技執法等措施，以提升行人用路安全、降低事故率。然而，本市在人本

城市的推動上仍有著進步的空間，城市規劃傳奇人物珍·雅各曾說：「讓

城市安全，是街道與人行道的第一要務。」，因此，如何擺脫「以車為

尊」的意識形態，改為「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與規劃，讓人們能夠擁

有更安心步行的城市街道，可為本市努力的目標。以荷蘭為例，民眾要

求政府建造圍繞全國城鄉的自行車專用道、設計更多沒有汽車威脅的街

區、規劃行人友善徒步空間、並推動「共享空間」的概念；所謂的「共

享空間」又稱為「生活街道」及「共享街道」，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

空間，沒有傳統上明確的人車分流設計，但在這樣的街區中，行人絕對

優先，其專為行人與自行車打造、限制汽車進入的徒步/自行車混合街

區，以確保行人使用道路的絕對舒適與安全。而本市愛二路 54巷假日

徒步街的推動可謂「共享空間」概念之示範，該巷因緊鄰廟口商圈、巷

道內保留許多老街屋格局，並有著許多特色小店，每逢假日遊客眾多，

故經由童子瑋議長與各界人士召開協調會，將該巷於假日下午時段試辦

徒步區，並陸續規劃導入市集、街區指引與美化，是推動仁愛區商圈行

人徒步區的里程碑，也更朝向「人本交通城市」邁進。 

四、注重環保低碳，發展綠色觀光 

    越南雖為開發中國家，在環境保護相關措施上卻有其值得學習之

處。首先是在觀光導覽上使用電動車輛，無論是在下龍灣的金剛島上、

河內的 36古街或是中越的會安古城，均運用環保電動車搭載遊客環島、

繞街，電動車每台約可搭乘 5至 8位乘客，一邊行駛一邊搭配著導遊的

解說，讓遊客能快速了解整個地方的特色與環境，此種環保低汙染的旅

遊方式，值得參考學習。其二是垃圾減量政策，在下龍灣準備搭乘郵輪

時，導遊再三強調不可攜帶寶特瓶上船，原因是下龍灣為維護生態環

境，禁止在郵輪上使用寶特瓶，船上的飲用水採用可重複使用的玻璃瓶

盛裝，不販售寶特瓶裝水；而此趟越南考察行程中，發現部分飯店房內

同樣只提供玻璃瓶裝水，並採用非一次性的拖鞋、不提供牙刷等一次性

的盥洗用品，其對環境保護之重視可見一班。 

   在台灣，已推動塑膠袋減量工作多年，並於 2018 年宣示減用四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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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塑膠用品，包含塑膠吸管、飲料杯、購物袋以及免洗餐具，未來將

結合綠色設計、資源循環，引導市場減塑，朝向 2030 年減少 13.8 萬噸

原生塑膠為目標；在旅宿業方面則是規定，業者不能提供容量小於 180

毫升的洗髮乳、潤髮乳、沐浴乳及乳液，梳子、牙刷、牙膏等個人衛生

用品也不能主動陳列，並於 2025年全面實施。而基隆身為海洋城市，對

環境保護更多了一份責任，除了提倡環保外，應多元發展綠色旅遊 

，讓民眾在旅遊時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方式，朝環保、低碳方式規劃旅遊

行程，減少因旅行、交通或食宿所帶來的資源消耗，進而深度體驗在地

旅遊模式，除了優先搭乘大眾運輸、自備盥洗用具等環保作為外，可於

規劃行程時，優先參考環保餐廳、環保標章旅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等；

為讓民眾更深入了解並輕鬆就能規劃、參與綠色旅遊，政府應與旅遊相

關業者共同宣導，並提供具有親近環境自然或環保特徵的各類飲食、旅

遊行程服務等相關資訊或配套措施，使民眾更有意願進行綠色旅遊，在

旅遊的同時不僅得到身心靈的放鬆，更能兼顧愛護環境、落實環保減碳

效益。 

五、兼顧產業轉型與生態維護，促進地方永續發展 

    此行越南考察，在中越的「迦南島」與南越的「泰山島」，深刻體

會到其運用生態環境發展地方之魅力。迦南島因位於河海交界處，有著

大量的水椰子樹及豐富的漁產資源，隨著越南觀光的發展，該島運用其

在地漁村特色，碗公船、茅草屋、水椰子樹河道，搭配傳統技藝垂釣螃

蟹、水椰子樹葉編織、碗公船絕技表演等，讓旅客徹底體驗原生態水鄉

的迷人風情；此處居民原以捕魚、木雕維生，在觀光發展後可以發現，

大多碗公船的船伕以年輕人為主，而島上仍保留村落原始風貌。在泰山

島上，除了搭乘舢舨船穿梭在椰子林間，由於當地主要生產熱帶水果，

故安排遊客品嘗多種熱帶水果，在一邊品嘗的同時，一邊欣賞當地居民

演唱，與迦南島不同的是，走在泰山島上，沿路有著不少的商店，販售

著越南在地的農特產品以及紡織品等當地伴手禮，感受滿滿的越南風

情。然而，在考察中卻很難不去注意船下的水質，混濁的河水、河面漂

浮的垃圾、河道的氣味等，不免憂心在其運用生態環境優勢發展地方產

業的同時，是否忽略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守護生態環境、推動永續發展是每座城市及市民都應該積極參與的志

業。基隆三面環山、北面臨海，多數人生活在山邊、海邊，為讓本市永續

發展，基隆以「健康安全、安居樂業、環境永續」為永續發展的目標，並

以「永續山海港」為願景。在基隆，也有漁村活化、產業轉型漁村旅遊的

地方創生成功案例，例如正濱漁港的轉型，其將傳統漁港轉型為觀光發

展，從2018年推動「色彩塗佈計畫」，將正濱漁港碼頭旁一間間老舊房屋

改變成為五彩繽紛的「彩色屋」，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拍照留念，進而推廣

充滿歷史痕跡的「阿根納造船廠遺址」以及歷經兩年修復完工的「漁會正

濱大樓」，新舊並存，營造出專屬於正濱漁港的特殊風貌。而漁村旅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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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漁業經營模式差異性大，因此，如何輔導從事傳統漁業的漁民轉型，

或提高遊客參與此類休閒方式的意願，為政府須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

是，必須建立漁村旅遊與生態永續的概念，因為漁村旅遊的永續發展，不

但關係著漁業的未來，也關係著漁村社區的發展，因此，如何透過永續的

漁村發展策略，紮根漁村特色產業文化、促進漁村經濟轉型，以及漁村城

鄉交流發展、傳承漁村傳統技藝、提高在地漁產品能見度、鼓勵漁村青年

回流、凝聚漁村社區居民共識，改善漁村老化與經濟活力，協助漁村找到

屬於自己在地的創生力並且兼顧維護地方生態，至關重要。 

 

 

 

 

 

一、本表不含以公假出國未使用本會經費、參加國際會議或從事其他活動（如國際比賽、業務視察、業務接洽等）之出國案件。 

二、本會出國報告內容均包括考察目的、過程及心得等項目，本表僅摘錄「心得或建議」完整內容彙整供參。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請本會各議員參考，並納入市政建設建言，作為問政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