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110 年 3 月定期大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 11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貳、 地點：南僑桃園觀光體驗工廠（桃園市龜山區興邦路 35 號）。 

參、 主席：顏副召集人蔚慈                           記錄：劉琳萱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 主席致詞： 

桃園近年來積極推動觀光工廠並由經濟發展局輔導，感謝經濟發展局綜合企

劃科邱筱筑股長、劉婉諭專案助理及徐育婷專案助理出席與我們交流，可以

看到市府女力是很平衡的，重要業務是由女性承辦；經過疫情影響，市長希

望能振興桃園在地的觀光，除了重要的景點外，觀光工廠也是很重要的觀光

發展區塊，透過市長的 Facebook 可以發現市府經發局及觀旅局持續透過行

銷振興觀光工廠來客數，接下來就請經發局專題簡報針對觀光工廠發展及行

銷的策略。 

陸、 專題簡報：（略） 

柒、 討論交流重點： 

李誌偉委員：  

我在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永續發展主任，目前公司也接受經發局輔

導，在簡報中看到輔導過程，讓我想到公司也在思考如何讓參訪者獲得環境

教育知識，並希望引導他們帶走回到生活中落實，這是我們做環境教育思考

的點，另外目前公司參訪由我負責導覽，也負責環境教育的教案編撰，教案

內容著重第一是互動性，第二是參訪完歐萊德後有進一步的思考，未來不論

是和家人或同學朋友，可以分享做有意義的交流，這是我們一直很想串連的， 

公司也將 SROI 的方法運用在永續中，例如：在來賓參訪前後各做一個問卷

調查，再來對照前後評比，而目前問卷調查的實行狀況，評估下來的成效還

缺乏互動性，這部分目前是採用簡報互動方式，由一對多的方式進行交流，

未來持續規劃串連公司與來賓間互動及交流的方法。 

 

 



顏副召集人蔚慈： 

歐萊德在我們桃園市裡的永續指標名列前茅也曾獲獎，不只是在台灣也在國

際上深獲肯定，致力於透過園區的開放參觀，逐步讓更多人認識歐萊德品牌、

產品及產業理念，這也算是產業文化館推動的部分，經發局邱筱筑股長的簡

報內提到，桃園觀光工廠，類型囊括食、衣、住、行等，觀光工廠有 21 間、

產業文化館有 10 間，總共有 31 間，除了今天來到的南僑桃園觀光工廠，委

員們之前是否有去過其他工廠或文化館可以跟大家分享。 

謝發群委員： 

國小校外教學去黑松飲料博物館，除了那次是桃園市，其他就是跟家人去外

縣市的觀光工廠及產業文化館，我發現到來觀光工廠的族群大部分是家庭或

長輩，因為觀光工廠大多不是設置在市區，所以這邊想提出是否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讓年輕族群接近觀光工廠？或是觀光工廠可以透過何種方式與學校

建教合作？記得之前還有去過宜蘭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另外還有一個觀

光工廠，記得裡面有展出藝術品，很像一個畫廊，有訂定畫季展出藝術品。 

張謙暉委員： 

我曾經去過義美食品觀光工廠，除了展區還有販售工廠產品，部分產品是其

他通路沒有販售的，所以可以推銷限定產品吸引民眾前來，同時也可以參觀

工廠。 

孫瑋成委員： 

我曾跟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去祥儀機器人夢工廠的未來館，那時候是跟外國青

年代表共同參加，到了工廠入口外觀設計其實比較沒有科技感，感覺偏向在

地化，工廠展區有唱歌跳舞的機器人及紙模型人偶等，不過工廠內意象確實

是有傳達到，入口進去有一個機器人大門，之後搭乘一座大電梯上樓層像是

機器人一樣，希望未來可以多加一些科技機器人互動的體驗，多點科技、數

位互動、AR、VR 等會更吸引人。 

顏副召集人蔚慈： 

張謙暉委員及孫瑋成委員的建議不錯，透過經發局的簡報介紹，各位委員可

以思考，為什麼工廠要轉型做觀光工廠？如果靠賣產品就可以賺錢，那為什

麼又要做觀光工廠？ 

 



鄭琮翰委員： 

像阿拉伯國家依靠生產石油出口，但如果石油資源枯竭就會失去經濟來源，

而傳統產業的工廠以生產產品販售，但因為世界變化太快，只靠單一服務可

能會面臨問題，如果工廠擴充發展觀光，就可以增加其他的營收，除了簡報

提到的輔導外，也建議加入數位化，例如孫瑋成委員提到運用 AR、VR 方式

提升互動性，另外有幾家觀光工廠主打國際觀光，則可透過網路的數位行銷

當媒介，讓更多外國遊客認識，或是運用線上互動的方式，例如直播、遊戲

及虛擬會展方式等，最近有收看韓國的電視節目，也是在觀光工廠拍攝讓藝

人做實境遊戲，透過節目行銷推廣到海外，可以為工廠帶來更多的外國觀光

客，當然本國的粉絲們也會受吸引前來，這部分可以參考規劃。 

李柏儒委員： 

鄭琮翰委員提到關於觀光工廠轉型等新創建議，而我認為轉型也算是文化的

保存，因為某些傳統產業勢必會凋零，透過轉型為觀光工廠可以讓民眾了解

過去時代流行及盛產的東西，只是因為時代改變等原因，不再流行及盛產，

也讓後代的子孫不會忘記所踏的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另外我這邊想了解的部

分是，簡報內提到整合行銷是針對那些受眾？如剛剛謝發群委員所提到，大

部分會到觀光工廠都是以家庭聚會為主，為何青年不會想找朋友一同去觀光

工廠遊憩，我推測可能是推廣的訊息未被青年朋友接收到，而不知道桃園觀

光工廠有趣的地方，我建議可以參考的是酒廠跟數位媒體有關的網紅合作推

廣行銷，或許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李庭儀委員： 

我曾經參觀過觀光工廠，了解到產品生產的製程，並且工廠也可以向消費者

傳達他們的經營理念，讓消費者增加對於品牌的認同度，我也蠻認同李柏儒

委員所說，其實現在青年很少會特地去參觀觀光工廠，若真的要去通常是學

校安排教育行程，像之前也有委員詢問其他委員組團去歐萊德參觀，歐萊德

規定需 20 人才可成團的人數限制，但每個人空閒的時間並不一致，除非是

學校登記參觀或社團社遊等才比較有機會，對於人數限制成團的規定，也可

能是個問題。 

 

 



顏副召集人蔚慈： 

剛才各位委員是用消費者、體驗者的角度來看觀光工廠，倘若我們是以觀光

工廠的經營者來看，是不是會有不同的角度？待會是否請劉婉諭專案助理跟

我們分享，另外其實很多工廠也想發展觀光，但會遇到很多現實狀況，觀光

工廠的本質是生產製造工廠，今天如果工廠把大門打開，要讓更多的遊客進

到廠區，而原本的生產工作還是要進行，如何兼顧生產及轉型？其實是很大

的難題，除了從建築面、法規面、空間規劃到委員們提到增加互動性，甚至

還需要考量有無員工可以支援導覽接待，我想這也是為何有些工廠會以人數

限制成團來管理，如果每個小團都要接，可能人力上會有很大的負擔，這部

分請劉婉諭專案助理進一步跟我們分享經發局的做法。 

經濟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劉婉諭專案助理： 

李誌偉委員提到歐萊德環境教育設施場域的部分，其實市府環保局有針對業

者想申請做環教設施場域的輔導團隊，輔導內容包括公司須派員上課，取得

環教人員的認證資格後，輔導團隊會教導如何撰寫屬於歐萊德的教案，全國

觀光工廠桃園有三家同時取得觀光工廠及環境教育設施場域的認證，像是中

台資源科技觀光工廠、郭元益糕餅博物館，以及東和音樂體驗館；關於剛剛

提到觀光工廠的地點偏遠，較難吸引青年前往或是如何跟教案結合，大部分

的工廠例如南僑桃園觀光工廠主要設置於工業區，而我們一直都在思考克服

交通問題，目前觀光工廠都自動自發積極轉型，例如像是仙草花季就很成功，

找了青年拍很漂亮的相片再透過 Instagram 行銷及曝光，又或是蛋寶生技

不老村的例子，透過與網紅，或是攝影師合作在園區拍下漂亮的鳥居建築，

在 Instagram 或是網路社群分享，能有不錯的媒宣效果；張謙暉委員提到義

美專屬觀光工廠限定商品，這也是目前輔導觀光工廠的一個策略，例如江記

豆腐乳雖然可在全聯、家樂福等賣場購買，但要如何吸引消費者到工廠觀光，

我們就會建議推出限定商品吸引客人專程到工廠，其實每家工廠想轉型的原

因不同，有些是真的無法依靠傳統生產維持營運，有些是想要推廣品牌，甚

至有些是單純想增加來客數及營業額，例如雅聞觀光工廠邀請蕭敬騰代言保

養品，就是希望增加來客數，該工廠的行銷模式是希望遊客能再次回來消費，

目前在全台灣已有 156 家通過經濟部評鑑的優質觀光工廠，而有些就是推

廣品牌知名度，例如今天來到的南僑桃園觀光工廠體驗，製造的水晶肥皂或



是生活清潔用品，市面上各個通路都可購買，而且在工廠買不一定較便宜，

因為工廠已有原本的行銷通路，前面有提到為什麼青年對觀光工廠不太了解，

或是資訊傳遞會有落差，第一個是學生較少會自行騎車到觀光工廠，現在我

們也在研擬適合青年的行程，例如位在新屋的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安排系

列行程去試騎自行車，而且提供給遊客車一台都是六萬元起跳，從工廠內部

騎到綠色隧道，也就是農業博覽會的場域，另外也介紹博物館裡很特殊的自

行車，在整合行銷的部分我們每年度也會安排觀光工廠的導覽人員或是提供

公司實施內部訓練，包含數位提升課程，至於祥儀機器人夢工廠，雖然他們

稱為機器人工廠，其實該工廠以齒輪軸製作起家，看似不是科技先進，但也

一直都在轉型，從齒輪軸到製作機器人，他們的理念是生活中的齒輪軸都可

以做發想以及持續輔導提供數位行銷的課程，希望青年朋友能給觀光工廠們

更多支持鼓勵。 

顏副召集人蔚慈： 

為什麼要轉型為觀光工廠？每家工廠業者著重的角度和面向不盡相同，從觀

光轉型、行銷宣傳、企業形象、落實社會責任到教育，目的有很多種，但要

考量工廠持續營收，使推動觀光達到加乘而不是變成負擔，在這過程中，市

府經發局除了鼓勵更多工廠轉型，也有環保局環教中心的輔導及數位培訓，

劉婉諭專案助理也對委員們提的問題像是整合行銷或是數位化，或是觀光工

廠無法吸引年輕族群分享，我也想就觀光工廠轉型與國際化的部分來討論，

其實製造業是台灣的強項甚至是舉世聞名，但轉型觀光後無法讓國外遊客看

到，對於國際化接軌部分是具創意的設計發想，所以也是希望透過觀光工廠，

給更多國際旅客有新的體驗，用新的角度來看台灣，不曉得是否有委員可以

分享去國外參觀觀光工廠的經驗。 

孫瑋成委員： 

我曾經去日本北海道白色戀人觀光工廠，像是到了迪士尼樂園的感覺，裡面

打造漂亮庭園，有白色城堡，及一整片的花園跟工廠，工廠內部生產線透明，

工廠是在下層，參觀區域為在工廠上層，透過玻璃窗眺望一覽無遺；另外是

位在澳洲莫特瑞扎一座關於巧克力製作的觀光工廠，把巧克力做成動態的模

型，還有結合挑戰的遊戲，只要挑戰成功就可以獲得好吃的巧克力，結合遊

戲及議題非常的有趣。 



經濟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劉婉諭專案助理： 

桃園市每年都會辦國外觀光工廠的見學，日本可以說是觀光工廠見學的始祖，

108 年配合經濟部去日本，那時參觀的觀光工廠比較像是個人工作室，因為

重點是職人精神，把職人精神與觀光工廠結合，也是我們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捌、 散會：1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