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南彰化．新魅力再造觀光整體規劃案 

 

產業轉型之農特產品加工展銷，

與觀光脫節不易形成固定遊客 

第五章 課題與對策 

第一節 環境資源層面 

課題一：如何展現在地環境特色，擘劃地區發展亮點 

說明： 

計畫區係以農業及傳統加工製

造等產業發展為主，近年雖有一、二

級產業轉型為觀光化發展以跳脫瓶

頸，然因資源特色不足、量能低落或

重點建設過於集中投入個別區域，造

成多數區域內具發展潛力之隱性產

業、人文及觀光資源不易顯著，難以

形成吸引遊客關注到訪的發展亮點。 

對策： 

（一）調查分析區內各鄉鎮之產業的發展分佈，評估特色加工業、花果農牧

及特色在地常民產業之發展潛力，配合轉型觀光化之發展。 

（二）串聯整合各類具觀光效益之在地資源，依空間特質導入故事性的包裝

規劃特色探訪路徑，讓遊客可依自身喜好挑選旅遊路線。 

（三）建立話題性之觀光軸線，運用既有空間如老宅或閒置資產，籌設地方

藝文空間，逐步發展村落微型文化產業，發展人文觀光。 

課題二：如何善用人文特色與傳統智慧的價值 

說明： 

計畫區為中部地區發展較早的農業社會型態，許多庶民文化中隱藏生活

智慧，但因時代趨勢而逐漸淡忘，近年極端氣候、糧食安全議題受到重視，

保存傳統智慧成為顯學，提高保存利基、轉化成為觀光發展的內涵，將是發

展深度旅遊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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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岩溫泉遊憩區成為地區性亮

點，延續其動能帶動周邊觀光活絡 

對策： 

（一）將傳統生活包裝精緻化，並配合在地團體解說和體驗引導，推廣體驗

旅遊。 

（二）社區發展中心保存傳統智慧及人文歷史，以微型博物館發展面域型空

間形象，強化區域特色創造旅遊自明性。 

（三）與社區大學、導覽協會合作，調查地方風土、探究在地老故事，釐清

歷史脈絡，傳承先人生活智慧，發展農村就是微型文化館的目標。 

課題三：與重點觀光計畫接軌，梳理長期發展策略 

說明： 

南彰化地區擁有多元遊憩資源

如清水岩森林遊憩區、田尾公路花園

與二水集集鐵路遊等旅遊景點，近期

彰化縣政府亦積極推動清水岩溫泉

露營區及「清水之森‧幸福東南角」

重點計畫，然因周邊地區多為早期建

設之觀光景點，各據點普遍存在設施

老舊、規模過小及市場重疊等情形，

難以發揮資源整合及形成亮點的困

境。 

對策： 

（一）依據各類客群需求之遊程規劃與交通系統串接，將南彰化遊憩資源整

合，提供多元旅遊體驗，創造南彰化整體觀光魅力新據點。 

（二）配合「清水之森‧幸福東南角」重大觀光計畫，因各區域之特色擬訂

不同發展重點，研擬可整合串聯周邊遊憩資源之主題遊程，打造可長

時間停留及多元遊憩體驗之觀光旅遊地區。 

（三）配合重點施政計畫，打造多元型態的遊憩據點，提升觀光效益及吸引

力，促進民間企業及在地業者願意共同行銷管理及投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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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花博公園僅帶動內部觀光，

應思考公共建設帶動之觀光效益 

交通與觀光應具相互提升的功能 

第二節 觀光發展層面 

課題四：遊憩資源發展不易形成整合串聯之波及效益 

說明： 

當前田尾園藝區及溪湖糖廠是南彰

化的重要觀光景點，其他觀光據點小而

分散，難以形成較具規模的資源優化態

勢；此外，多數遊憩據點因使用年期過

長、新舊雜陳，無法呼應現代遊憩服務

品質需求及遊客之期待，導致觀光景點

不具吸引力。 

對策： 

（一）尋找區域內具備觀光量能的遊憩據點，導入以大帶小、遊程鍊結及整

合行銷的觀念，將目前知名遊憩據點之遊客，引導至鄰近遊憩資源，

由點狀的活動方式延伸至帶狀、面狀的旅遊模式，發揮系統化之波及

效益及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二）重新規劃各分區服務機能及活動動線，營造多樣性之遊憩體驗機會，

導入具觀光發展性之主題包裝，創造觀光新話題、帶來消費新賣點。 

（三）因應銀髮客群及無障礙使用需求，檢討區域內遊憩據點公共空間及服

務設施，全面落實以「通用設計」與「友善服務」為設計原則，營造

兼具機能性及舒適性之觀光旅遊景點。 

課題五：如何運用大眾運輸交通與觀光，建立便捷及明確的旅遊環境 

說明： 

南彰化地區以公路交通為主，遊客

多採自行驅車前往方式進行旅遊，然包

括高鐵車站周邊及多條刻正開闢之道路

建設多未有明確之觀光資訊及交通指

引，確已造成近年來旅運資訊不足之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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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漁港發展侷限於港區內，未

能達到區域觀光的整體效益 

境；此外，除彰化高鐵站及員林火車站等具觀光旅遊資訊及轉運配套規劃外，

其餘大眾運輸站多缺乏相關旅運之相應考量。 

對策： 

（一）應配合提升各火車站旅遊資訊設施，提供旅客便利交通服務，並擴充

具備旅遊資訊服務機能之多功能交流場域。 

（二）運用既有活動據點或具發展潛力之腹地，規劃旅客服務及轉運場站，

俾利做為觀光巴士接駁點，提供休憩及資訊服務，並藉此結合地區特

色產業發揮觀光行銷效益。 

（三）以彰化高鐵站作為主要旅運服務中心，搭配鐵公路系統之銜接，無縫

連結觀光接駁巴士及自行車等大眾運輸系統，打造聯繫周邊鄉鎮之觀

光路廊。 

第三節 資源行銷層面 

課題六：如何系統性行銷區域觀光資源 

說明： 

彰南地區未發展出具體的區域觀

光形象，各鄉鎮獨立發展造成開發零

散、形象混亂、遊憩行為重複性高，需

尋找獨特價值，達到觀光發展與時俱

進、保持市場穩定成長，使行銷與旅遊

產品並進，擴大投資效益。 

對策： 

（一）近年觀光趨勢朝向在地特色行銷，以遊程自主度高、客製化的商業模

式增加服務彈性，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務，媒介供需的服務平台。 

（二）地方既有資源再利用，配合公部門行銷效益外部化，後續經營交予市

場機制，增加競合的契機，創造觀光韌性。 

（三）持續掌握各項數據並公開資源、跨領域合作、系統資源整合，鼓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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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特定觀光市場未來須在多元

族群開發及市場區隔間取得平衡 

具規模的地方產業活動未能發展

出觀光效益，話題性短暫 

元專業投入產業，增加發展的可能性。 

課題七：觀光活動宣傳與擴大效益不足 

說明： 

計畫範圍近年來極力透過產業轉

型及節慶活動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提

升，然多屬地方性之推廣活動，整體

宣傳之效果及量能不易形成廣泛性之

行銷話題，且單點式的行銷投入僅吸

引短期之話題性，對長期產業轉型及

經濟發展難以達成加值效益。 

對策： 

（一）運用既有自然、人文及產業資源的特色，並配合政府大型建設之成果，

透過補助輔導影視及媒體取景拍攝，發揮城鎮行銷的效果。 

（二）以故事結合既有空間場景改造之行銷策略，鏈結當地人文生態及資源

據點，發展四季主題活動或產業體驗等旅遊行銷內容。  

（三）發展可結合觀光巴士、高鐵與臺鐵等大眾運輸工具之套票旅遊行程，

並規劃便利的購票通路如：郵局或超商等。 

課題八：如何兼顧各別客群的服務與行銷 

說明： 

南彰地區觀光發展目前沒有明顯

客群區隔，除了觀光發展未具規模，亦

表示其資源的多樣豐富，未來除了設施

服務能廣泛安全使用外，廣告行銷媒

介、遊程安排考量仍具市場區隔性，如

何有效行銷豐富資源，保持旅遊品質是

資源行銷需考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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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一）針對具市場區隔的客群分析遊憩型態，如戶外、人文、美食…等多種

導向的旅遊可能性，並以形成品牌忠誠為目標，增加客源回流的機率。 

（二）掌握近年新興市場如銀髮族市場、商務旅遊市場、女性市場等趨勢，

保持既有觀光優勢外，亦須規劃回應市場的配套方案。 

第四節 永續經營層面 

課題九：如何以跨域整合角度，創造南彰化永續觀光新格局 

說明： 

計畫範圍含括南彰化地區 17 個鄉鎮，除部分跨域性之公共設施工程由縣

政府主導推動外，多以鄉鎮及機關各自進行相關設施之建設計畫，或產生不

具效益的地區性公共建設，或缺乏銜接延續的服務機能，除難具吸引力而乏

人問津外，亦造成地方觀光發展停滯的惡性循環中；如何提振南彰化觀光發

展事業，提升整體觀光品牌價值及增加效益，既有觀光遊憩據點的活化再造

及轉型既有資源形成觀光亮點，實為當前首要面臨之重要課題。 

對策： 

（一）藉由本計畫整合相關中央部會建設補助計畫，提出重點發展區域分年

分期之套裝式跨域整合計畫，並考量計畫性質及執行能量，預為評估

由縣政府或鄉鎮公所執行，達到中央與地方之整合建設效能。 

（二）透過公共建設執行期程的規劃，訂定分期分區之優先次序，並與過程

中加強與地方團體及民間業者之溝通，使公共建設整備成為地方可預

期的事業夥伴，營造具經營誘因的投資環境，並創造重點公共投資的

財務效益。 

（三）除硬體建設之投入外，並藉由具創意特色及影響效益專業策略媒材，

強化地方產業及行銷企劃之作為，擴大行銷效果，吸引遊客旅遊意願

及提高整體觀光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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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長期經營既有據點成為建設

投入後的重要議題 

課題十：如何永續經營旅遊品質，保持觀光競爭力 

說明： 

計畫發展初期除公部門建設與行

銷外，仍需人力資源投入、相關業者配

合及其他民間投資，才能創造穩定成長

的市場，後期則需考量品牌形象維持及

旅遊品質控管，如何計畫性永續發展並

保持觀光競爭力，是後續經營面臨的挑

戰。 

對策： 

（一）利益回饋機制的建立，鼓勵創業及投入市場，搭起公私部門間的良好

互動溝通管道，並確保建設需求、增加使用效益。 

（二）就長期經營而言，需考量營利及品牌維持，創造青年返鄉經營、產業

優勢提升的利基，持續發展六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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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運用既有自然、人文及產業資源的特色，並配合政府大型建設之成果，透過補助輔導影視及媒體取景拍攝，發揮城鎮行銷的效果。
	（二）以故事結合既有空間場景改造之行銷策略，鏈結當地人文生態及資源據點，發展四季主題活動或產業體驗等旅遊行銷內容。
	（三）發展可結合觀光巴士、高鐵與臺鐵等大眾運輸工具之套票旅遊行程，並規劃便利的購票通路如：郵局或超商等。
	（一）針對具市場區隔的客群分析遊憩型態，如戶外、人文、美食…等多種導向的旅遊可能性，並以形成品牌忠誠為目標，增加客源回流的機率。
	（二）掌握近年新興市場如銀髮族市場、商務旅遊市場、女性市場等趨勢，保持既有觀光優勢外，亦須規劃回應市場的配套方案。

	第四節 永續經營層面
	（一）藉由本計畫整合相關中央部會建設補助計畫，提出重點發展區域分年分期之套裝式跨域整合計畫，並考量計畫性質及執行能量，預為評估由縣政府或鄉鎮公所執行，達到中央與地方之整合建設效能。
	（二）透過公共建設執行期程的規劃，訂定分期分區之優先次序，並與過程中加強與地方團體及民間業者之溝通，使公共建設整備成為地方可預期的事業夥伴，營造具經營誘因的投資環境，並創造重點公共投資的財務效益。
	（三）除硬體建設之投入外，並藉由具創意特色及影響效益專業策略媒材，強化地方產業及行銷企劃之作為，擴大行銷效果，吸引遊客旅遊意願及提高整體觀光環境品質。
	（一）利益回饋機制的建立，鼓勵創業及投入市場，搭起公私部門間的良好互動溝通管道，並確保建設需求、增加使用效益。
	（二）就長期經營而言，需考量營利及品牌維持，創造青年返鄉經營、產業優勢提升的利基，持續發展六級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