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政府105年度縣政人才培訓躍升計畫

6月22日(星期三)企業參訪報告

組別 第4組 服務機關(單位) 新聞行銷處

姓名 凃雅珍 職稱 科員

一、 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及港香蘭觀光工廠(至少800~1000字)

(一) 請試著描述彼此特色，並比較兩者之間異同。

(二) 針對上述特色或差異，您覺得可以如何運用於本縣?

本次的參訪行程圍繞著自己的故鄉，舊台南縣的山上鄉和新

市鄉；但身為居民的台南鄉親，若不是經過本次參訪，此生將可

能沒機會造訪並深入了解這些地方。

宏遠紡織位於台南市山上區這個純樸的鄉村，山上的型態大

概與嘉義縣的鹿草相去不遠，除了明和里有部分工廠，其他皆以

農作為主。在台南地區，有各大紡織廠，包括宏遠、東洋、東和、

台南紡織…，幼時周遭身旁許多家庭都靠從事紡織相關工作而溫

飽，隨著西向政策，工廠移向大陸，員工被資遣、抗爭；後來隨



著南科的落腳，有地者因土地徵收變成「田僑仔」，勞工階級轉

而懷抱著進科學園區工作的夢想。

宏遠是一間傳統產業的紡織廠，從創立至今經過一連串的轉

型，並因公司主管秉持著「智慧、創新及永續」的理念，致力於

節能、減碳並減少水足跡，將本來公司柏油空地鋪面開挖為生態

池，廠房外以水簾減少熱度和空調的使用，在我們參訪時，雖然

僅開電風扇，但室內溫度不高甚至可以感受到微微的自然涼風；

另外，使用有機農法種植蔬果，以農業市集或贈送方式提供給鄰

近的學校和慈善團體。在員工方面，公司雖有設廠於大陸、泰國、

美國及非洲，但也不忘深耕台灣，有 5成員工是在地人。在產品

方面，不斷創新，從早期製作新娘禮服到中東服飾再到運動及登

山服飾。在公益人權部分，對於外籍勞工提供妥適的工作與住宿

空間，以營收百分之一回饋社會，並贊助鄰近學校籃球隊服飾。



港香蘭則是一間位於科技園區的傳統產業，公司致力於產品

的研發，將產品推陳出新，讓消費者可以更科學簡便的方式服用

科學中藥並保存。公司建築物體是以節能、減碳概念建造而成，

但不如宏遠那般的節能減碳，其原因可能是若全面不使用空調，

其中藥味將更容易飄散，而引起更多鄰近廠房的抗議。在社會公

益及員工福利部分資料上便無提到，但以該公司的位置(科學園

區)、特性(生技藥品)及名氣，相信比宏遠更能吸引求職者的目光；

該公司屬觀光工廠性質，以行銷該公司產品為目的，在參訪時便

一邊問答，一邊將公司產品送給參訪者體驗。

綜合以上兩家公司的異同，認為本縣可以仿效宏遠的作法，

鼓勵私人企業晉用在地居民或縣民，並給予相當的租稅優惠，如

房屋稅或土地稅優惠等；在社會公益部分，鼓勵公司利用屋頂以

太陽能板發電或在屋頂設置小型農場，或將相關的花圃改為農作，



定期舉辦假日市集，義賣這些農產或回饋給地方學校作為營養午

餐的食材；惟這部分得從政府機關做起，才可進而帶動民間企業

仿效。

二、 針對南科工業園區的簡報重點，您有哪些啟發?(至少600

字)

台南科學園區係民國 80年代確定落腳於新市、安定和善化的

交界處，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來動土時，正好是我國小六年級，那

時鄉親知道地方上將設有科學園區時，大家歡天喜地慶祝著，且

滿心期待未來子女可以進園區上班。

從動土至今，近 20年的光陰過去了，南科對當地帶來很大的

衝擊及效應，一家家便利商店取代傳統的雜貨店，提供園區員工

食、衣、住、行各類的店家豎立，生活機能變好了，但還有很多

園區員工無法被鄰近鄉鎮的生活機能滿足，選擇通車住在繁華的

舊台南市區，因此行經家門前的車輛變多了，本來鄉間小道也逐



漸拓寬成大馬路，開闢一條條快速道路及高架橋，新市、南科及

善化周邊等幾個小火車站，每每到了上、下班時段便擠滿了戴著

識別證的園區員工。一片片農地也重劃為住宅區甚至是聯合土地

開發，一棟棟房子蓋起來。南科國小因園區員工選擇在此就讀，

當地居民也視其為菁英聚集的明星學校，年年的招生名額都擠爆。

但有很多當地人進入南科工作嗎?其實沒有，在這個部份，我

認為得多加強當地的產學合作，從國小便要開始輔導學童的性向，

將教學方向引導至與園區相關的產業，才能增加當地就業，而不

是設廠的公司希望居民在地就業，但當地居民所學不符公司所需。

另一方面，南科的開發也可以成為本縣開發工業區的借鏡，

在工業區開發的草創時期，其實園區周邊的生活機能尚無法滿足

員工，除非是當地人，不然很多潛在就業者考量是否到新環境工

作的因素之一便是－當地生活機能好壞。



南科開發至今，尚仍有很多人嫌棄周邊的生活機能差，下班

沒地方去逛街或放鬆，或嫌太 LOCAL而選擇到市區居住。

所以除了慢慢以人潮帶動並改善當地生活機能外，也可以增

加交通的便捷性，例如增加園區內上、下時段到大林車站或嘉義

市的交通車，或向台鐵爭取大林車站增開對號列車，讓員工可以

下班後快速地回到家。

在本次參訪林局長親自為我們介紹南科，非常地親切！他以

「5流-流血、流汗、流淚、流產及流口水」來經營著園區，林局

長說得很風趣，但背後感人的故事卻賺人熱淚。

他將園區視為自己的家，用心經營，努力招商，妥善規劃周

邊的配套措施；令我想起，初任公務人員至縣府報到時，張花冠

縣長也勉勵我們這些出外工作者，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不要急

著想回家，數年過去了，嘉義已變成自己的第二個故鄉。



至於園區的裝置藝術方面，其實跟南科相比，近年來文化觀

光局在本縣做了許多 CP(成本效益值)很高的裝置藝術，只是每個

人看法不同，有些人覺得浪費，但有些人卻覺得很棒，例如園區

那些動輒上仟萬或數億的裝置藝術，以我這個當地居民的角度，

這裡是我的家，在家鄉因熟悉而隨時隨地感到放鬆，根本不需要

藉由這些裝置藝術來紓壓或獲得小確幸，也不會特地跑到園區來

觀賞它們；但對於那些每天在廠房工作，面對著機台和電腦的員

工，這些裝置藝術可以幫助他紓壓及放鬆，甚至還可以吸引觀光

客來參觀…

目前也發現有不少遊客在網路上分享園區的裝置藝術，尤以

台積電湖濱雅舍宿舍附近的幾米公園最為熱門，就如布袋高跟鞋

教堂一樣，都是藉由外來遊客的傳播紅回在地，帶動當地觀光。

三、 參與密室逃脫活動中，您於團體中是扮演何種角色(EX.領導



者、探索者、觀察者…)?您覺得參加密室逃脫活動，帶給您

哪些體認? (至少600字)

此次密室逃脫，參與的是有故事主題的遊戲，如果只是破解

密碼稱「一般逃脫」，如果破解密碼且找到關鍵證據瞭解故事稱

「完美逃脫」；本組有 9個同仁與長官，彼此幾乎不認識，所以

進入第一關卡時便是群龍無首，大家各自找尋自己認為是線索的

東西，一有人發聲找到關鍵的線索，便進行解題也順利進入第二

關卡。

但進入第二關卡時，便不如第一關卡僅有一個謎題需要破解，

而有4道小謎題，必須破解4道才能通力合作進入下一關卡；此時，

團隊就自動分成 3小隊，同時各自針對一道謎題進行破解，當最

快解出謎題者，就再多解一道謎題，接著匯集 4謎題解答後，大

家通力合作再解出通往下一關卡的答案。



在第三關卡，線索是一個緊扣一個，必須先解 A再解 B才能到

達下一關卡進而一般逃脫，如果多解出 C 謎題便能完美逃脫，此

時非常擅於解題的數人便通力合作，其他人則東瞧瞧西看看，找

尋其他線索。

當解完B謎題，可以進入第四關卡時，團隊再度自動分為 2組，

一組解「完美逃脫」的謎題，另一組進入第四關卡解「一般逃

脫」的謎題，所以本組在遊戲時間莫約 50 分時先完成「一般逃

脫」，接著順利在時間內解出完美逃脫謎題的答案。

整體而言，本組沒有事先區分領導者、探索者及觀察者，但

隨著闖關遊戲的進行，首先發聲者變成了領導者，擅於解題者變

為探索者，不善解題在旁尋求蛛絲馬跡者成為觀察者。而每個人

不一定至始至終都僅擔任一種角色，而是互相交替演繹完成這遊

戲。例如，自己個性是屬「慢熱型」，所以一進密室中便先觀察



各種線索，透過隊友的引導及闖關過程中慢慢瞭解遊戲的邏輯，

在之後的關卡中變成主動探索並解題，惟一直無法主動發聲成為

領導者。

這個遊戲讓自己明白，聰明、有邏輯、擅長解題者，不一定

可以成為領導者，而是不擅長解題，但對於團隊運作有想法者將

可能成為領導者；另外，不擅解題且也沒有領導特質者，在默默

觀察中也能適時提供非常關鍵的證據協助破題；所以在團體中無

論是領導者、探索者或觀察者，只要善用每個人的專長或特質便

能讓團隊順利運作，而無誰優誰劣。

如果未來還有機會參加此種遊戲，得先必須指派 1至 2位擔任

觀察者，請其從頭到尾好好觀察每個蛛絲馬跡，因為這次的遊戲

雖然已達到「完美逃脫」，但仍有一個支線沒破解。若有觀察者

仔細觀察並融會貫通所有線索，支線任務便能破解。另外，便是



工作人員跟我們一同闖關，在遊戲中，我們藉由他瞭解不少關鍵

的線索，雖然節省一些時間，但卻少了步步驚心的驚險感；我認

為工作人員適度的出現與提示可增加活動的精彩性。

四、 整體而言，對於本次企業參訪活動，您有什麼收穫及建議?

(至少600字)

其實初次看到本次參訪行程時，我腦中立即浮現高中時期到

關子嶺校外教學，同學被她的鄰居大聲呼喊並笑著說，妳關子嶺

人來關子嶺校外教學喔!?

但藉由本次參訪，讓我瞭解原來家鄉還有很多我不認識之處，

這也成為我們縣政行銷的借鏡，我們的縣政行銷想要針對在地鄉

親，但卻常常引不起在地鄉親想要來主動瞭解的慾望，我們可適

時利用像山海交流或同鄉會返「嘉」的這種機會，選擇我們想要

民眾了解的重點，藉由群眾領袖的參與及選擇他們欲瞭解的重點，

並強制插入1至2個非去不可的景點，讓他們更加瞭解嘉義，進而



行銷宣傳。

至於為何一定要插入1至2個非去不可的景點，是因為通常大

家幾乎不會想要到自己居家附近參訪或旅行，但如果不是強制性

的參訪，便不會有機會瞭解這些地方。另一方面，除了藉由精神

領袖的宣傳外，我們必須要加強在地居民及中、小學生對於居住

地附近的認識。

在參訪南科時，本府經濟發展處開發科長請教林局長如何吸

引廠商到園區設廠，並提升招商成果?林局長所答為：滿足需求與

創造需求，我想這不僅可用於招商的部分，是可以讓任何領域都

奉為圭臬。尤其我們在縣政行銷部分，必須了解民眾是透過哪些

管道瞭解嘉義，妥善經營這些管道，而不是不問需求是甚麼，埋

頭苦做或做太多，做多了不僅達不到效果，還被民眾嫌浪費。

另外，針對宏遠和港香蘭兩間公司對於簡報時間控制和接待



縣府團隊的主要目的及認知的差異比較，港香蘭屬觀光工廠性質，

以行銷該公司產品為目的，所以無論參訪時間多長，一定有體驗

該公司產品(購物)的行程，且於參訪的過程就會一邊問答，一邊

將該公司產品送給參訪者體驗；宏遠則花太多時間口頭簡報，參

訪者聽這麼多他們誇獎自己產品多棒，但沒有親自體驗，也是白

費；宏遠雖不是觀光工廠性質，但仍以銷售產品和提高營收為目

的，所以宏遠應該邊介紹時就邊拿出產品讓我們試摸或體驗，甚

至可以拿出自家產品做為有獎徵答的獎品，並留時間可以讓參訪

者更加深入體驗他們的產品，進而藉由使用者的宣傳，達到行銷

目的；在縣政行銷部分，我們也要避免發生宏遠這樣的狀況，避

免縣政行銷做很多講太多，民眾卻沒有深深了解並體會而無感。

備註：

1. 標楷體 14號字，行距 1.5倍行高，段落一律左右對齊；版面配

置上下邊界為2.54cm，左右邊界為 3.17cm。



2.表格大小請自行延伸使用，本報告繳交日期為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