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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3年，法國為解決文化機構過度集中於巴黎的現況，首度提

出羅浮宮設置分館的計畫，當時共有朗斯等 6個城市入選，最後在

2004年由這個位於法國北部、失業率高於全國平均值，面積 11.57

平方公里，人口僅有 4萬人的地方出線，並於 2009年動土興建，

2012年開館，讓一個原本以生產煤礦原料的工業都市成功轉型為發

展觀光產業的文化城市。 

在台灣，故宮博物院同樣因面臨展覽空間不足的窘境計劃進行

擴建，同一時間，中央政府希望藉由大型建設解決台灣南北發展不

平衡的問題，而在 2001年提出故宮南部分院建設計畫，當時共有

14個地方政府機關提出 20件申請案，2002年共選出 8個地點，於

2004年由行政院正式核定故宮分院院址在嘉義縣太保市，並於 2005

年動土，2015年開館，為本縣帶動一股發展觀光產業的契機。 

觀光事業是一種綜合性的無煙囪工業，不但可以發展國家經

濟，創造國民就業機會，而且對於增進國家民眾生活情趣，以及身

心健康也有極大的幫助。近年來，台灣發展觀光已經成為從中央到

地方，甚至民間所共同追求的目標，開放觀光成為拚經濟的指標，

本縣也在這一波的趨勢下積極推動觀光事業發展，旅遊活動也隨之

蓬勃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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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初對於故宮南院所能帶動的觀光經濟效益有著許多的期

待與遠景，在開館將近半年的今天，成效是否真的已經開始發生

了？僅憑故宮南院這顆蛋黃區真的能為本縣帶來多少觀光財？如何

藉此發展更多更具觀光特色的蛋白區，推動嘉義縣成為獨樹一格的

文化旅遊城市，期待解決本縣低就業率、低家庭所得及工商發展不

高等現況，實為後續應有的作為重點所在，本組著眼於此，提出具

體建議，希望透過分享與討論能激起火花與能量，讓更多人看見這

座田園城市的美。 

貳、現況分析 

根據故宮統計，故宮南部院區自去年底試營運以來入館人數逾

42萬人次，預估今年將突破百萬人潮，雖然目前整修 2樓大廳並以

預約制限制參觀人數，仍不減慕名而來參觀的人潮。惟對照故宮南

院大量的遊覽車出入，平日假日蜂擁的參觀人潮，出了故宮南院周

邊卻顯得冷清，顯見周邊相關觀光效益仍未發酵，仍有許配套措施

有待推動。 

諸如交通、餐飲、住宿、資訊、購物、旅遊據點等各項衍生的

需求均為開館後所要面對的問題，因為各項的需求背後均代表著潛

在的消費行為，能為地區帶來經濟發展的潛能，進而帶動周邊地區

的發展，因此配合故宮南院的開館，實應先以提供完善的觀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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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以及良好的遊憩環境為首務。 

另本縣雖係農業縣，但農業產值佔全縣產業發展的比例並不算

高，如何經由發展觀光產業來帶動或翻轉其他產業，始能擺脫本縣

長久以來始終為外人歸類為「窮鄉僻壤」、「文化沙漠」的既定形

象，綜上，本組分別從產業、文化、觀光、交通及衛生等不同層面

分別提出所觀察的問題，並提出具體改進方案，期待嘉義縣能有所

改變，除增加縣民的自我認同感，同時提升經濟及生活層面的條

件。 

參、課題與對策 

一、產業的課題與對策 

（一）一級產業-即農林漁牧業，嘉義縣農業在產業發展比例約

20%，地理位置位於北迴歸線通過線上，氣候為熱溼氣候，可

為 3期稻作，一般為二期稻作及中間一期瓜果或蔬菜，蔬菜

類如番茄、筍、青花菜、黃秋葵、甜椒、馬鈴薯、蓮藕、山

藥…等，花卉如蝴蝶蘭、文心蘭及洋桔梗等，水果如柑橘

類、杮子、鳳梨、蓮霧、木瓜、甜瓜…等，穀物雜糧如稻

米、花生、玉米、薏仁、綠豆、紅豆、栗等，漁產如台灣

鯛、烏魚、虱目魚、鰻魚、蚵等，肉類如豬肉、牛肉，特別

作物如阿里山高山茶、愛玉子、咖啡、黑木耳等。目前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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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建議如表 1。 

表 1 一級產業問題與解決方案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1.一級產業從業人口老化。 

2.年輕人從事一級產業人口數

太少。 

3.農業小型化不具競爭力。 

4.食品安全問題。 

5.農業自動化不足。 

1.小地主大佃農。 

2.由農漁會提供年輕人創業基

金。 

3.提供低率貸款。 

4.加強產、官、學、研合作。 

5.獎勵引進適合台灣自動化設

備。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二）二級產業-包括工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營造業…

等，嘉義縣二級產業主要製造業為食品業、化學材料、機械

設備、金屬製品、塑膠製品…等，工業在產業發展比例約

30%，這些製造業主要位於本縣民雄工業區、頭橋工業區、嘉

太工業區、義竹工業區及朴子工業區。目前本府亦積極開發

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一期、二期及馬稠後工業園區，爭取 3

萬 5,000個就業機會及創造 1,200億的產值。二級產業所遭

遇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建議如表 2。 

表 2 二級產業問題與解決方案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1.人口流失產生勞動力不足。 

2.製造業規模過小不具競爭

1.鼓勵生育及相關補助措施。 

2.透過整合達競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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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出口競爭力不足。 

4.缺少明星驅動產業。 

5.面臨金磚四國的崛起。 

3.找尋新興市場。 

4.引進高科技產業或精密機械

產業。 

5.市場及產品區隔。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三）三級產業-包括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

業、金融保險、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等，商業在產業發展比

例約 50%，其產值其中以加油站業、食品飲料零售業貢獻最

多、其次為交通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如各鄉鎮市農會、漁

會、汽車修理及醫療保健…等。三級產業問題與解決方案建

議如表 3。 

表 3 三級產業問題與解決方案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1.副都心朴子市、太保市都市

計畫通檢緩慢。 

2.商業活動能量待加強。 

3.短距離公共交通工具能量不

足。 

4.人口流失。 

5.各商業活動能不足。 

1.加速副都心朴子市、太保市都

市計畫通檢。 

2.補強都市機能如百貨公司、電

影院、大賣場召商。 

3.串聯各運輸系統，整合搭乘時

間及公共交通工具及種類等。 

4.鼓勵生育及相關補助措施。 

5.提高商業活動如旅展、商展。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本縣產業比例與雲林縣大致相同，而台南市已走向直轄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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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業在產業比例不到 10%，商業活動已達 60%~70%以上。嘉義縣目

前農業政策為精緻農業、重生產履歷、走大型化農漁園區，重視食

安問題，興建食安大樓，為食品把關。工業方面以三大工業區為主

軸，創造 3萬 5，000個就業機業及 1，200億產值。嘉義縣市主要

都市中心為嘉義市，副都心為朴子市，目前嘉義縣政府特區為未來

最具有潛力發展區，其結合文化、觀光、產業，將朴子市、太保

市、六腳鄉整個產業鏈串聯，要讓產業翻轉，也要讓人口成長，不

僅讓嘉義縣從這富裕起來，更要讓嘉義縣文化從這興盛起來，為創

造嘉義風華就從嘉義縣治特區開始吧。 

（四）故宮南院所在地朴子市、太保市、六腳鄉產業發展 

   70公頃土地的故宮南院蛋黃區為中心，縣治所在區域為中心，

主要都市計畫有縣治特區、擴大縣治特區、高鐵特定區及馬稠後工

業區，以此區目前都市計畫推估產業狀況，故宮南院北鄰六腳鄉，

土地面積 32平方公里(註:1平方公里=100公頃)，其主要計畫為鄉

街計畫(如表 4)，實際人口 24,013人(資料來源:嘉義縣戶政網站，

統計至 105年 5月)，都市計畫人口 8,500人，都市計畫面積佔整個

六腳鄉面積僅 5%，此區人口已超過都市計畫人口，為可再開發區，

需再通盤檢討，擴大都市範圍，主要以一級產業農業為發展的六腳

鄉，適度增第二級產業及第三級產業，以擴大故宮南院蛋黃區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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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故宮南院西鄰朴子市，朴子市為嘉義縣市都市副都心，主要都市

計畫(如表 4)有朴子都市計畫及縣治都市計畫及擴大縣治都市計

畫，目前實際人口數 42,869人(資料來源:嘉義縣戶政網站，統計至

105年 5月)，都市計畫面積佔整個朴子市面積約 17%，計畫人口數

達 132,000人，都市計畫需定期檢討都市機能及擴大召商，且主要

召商對象為第三級產業服務業，如旅館業、百貨公司、餐廳、電影

院、大賣場等商業活動。 

  故宮南院東鄰太保市，太保市為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如表 4)

有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擴大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高鐵特定區及

太保市公所所在地市鎮計畫，為一完整都市計畫地區，實際人口數

為 37,325人(資料來源:嘉義縣戶政網站，統計至 105年 5月)，都

市計畫面積佔整個太保市面積約 12%，計畫人口數達 92,000人，但

同六腳鄉一樣，產業主要為一級產業農業發展區，亦須加強召商引

進第二級產業及第三級產業，特別是第三級產業服務業，如提供旅

館業、百貨公司、餐廳、電影院、大賣場等商業活動。 

表 4  朴子市、太保市、六腳鄉都市計畫分析 

  
六腳(蒜頭地區) 

都市計畫 
朴子都市計畫 

太保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 

計畫面積 180公頃 685公頃 38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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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質 鄉街計畫 市鎮計畫 市鎮計畫 

計畫人口 8500人 36000人 12000人 

居住密度 205人/公頃 280人/公頃 230人/公頃 

鄉鎮市實際人口

(統計:105年 5月) 
24,013人 42,869人 37,325人 

鄉鎮市實際面積 62km2 49km2 66km2 

都市計畫人率 5% 14% 6% 

    

 
嘉義縣治所在地

都市計畫 

擴大嘉義縣治所

在地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嘉義車站

特定區計畫 

計畫面積 200公頃 555公頃 135公頃 

計畫性質 市鎮計畫 市鎮計畫 特定區計畫 

計畫人口 24000人 96000人 20000人 

居住密度 310人/公頃 360人/公頃 400人/公頃 

都市計畫人率 2% 5% 2% 

資料來源: 1.嘉義縣都市計畫。 

          2.本報告自行整理。 

 

二、文化的課題與對策 

長久以來文化資源分配大多集中於都會地區，相較之下，偏遠

地區不論是在文化資訊取得，抑或文化活動展演場所的管理及維

護，其軟硬體資源皆明顯不足，然而，「文化權利」是人權的一個組

成部分，國家執行政策時，除應考量多元文化，同時亦需保障個人

或社群均有平等參與活動與充分享受文化薰陶的機會，此已成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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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施政之趨勢。以法國為例，羅浮宮館長羅赫特 H.Loyrette表

示，開設羅浮宮分館的目的是在改善博物館過度集中的現象，藉由

分散博物館地點、分散文化資源，同時教育大眾並充分呈現館藏，

羅浮宮朗斯分館的設立，即是扮演落實保障國民「文化權利」理念

的實驗性角色。 

同樣的，在台灣也有文化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有鑒於此，國

立故宮博物院為達成「平衡南北、文化均富」的目標，並帶動台灣

中南部地區文化、教育、社會及經濟等發展，於 2004年奉行政院核

定「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籌建計畫」，並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

術文化博物館」，故宮南院正如朗斯分館，開啟了將台灣文化資源由

北往南運輸的列車，因此，故宮南院短程除了以文化觀光活絡南部

地區經濟發展之外，長程實應以成為南區台灣文創搖籃為其使命，

本縣亦應藉由環境及教育再造，以固有文化為根基，打造獨特的創

意品牌，增加文化產值，達成文化、財富齊頭並進的「均富」目

標。 

（一）拋磚引玉，形成藝文聚落： 

1、整合鄰近縣政特區之行政大樓、體育場、公園、長庚醫院等南

院外圍區域之整體景觀規劃，如沿途之照明或街道設計，由單

一文化景點拓展為一個文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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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整體環境的營造，吸引其他博物館、美術館、表演藝術中

心等文化展演設施進駐，形成藝文聚落。 

 （二）善用文化資本，培育人才： 

1、嘉義轄內有約 200餘所各級學校，除了落實小、中學文化美術

的通識教育外，並應整合鄰近地區大專院校相關美術、藝文、   

設計等科系，培育文化從業人員。 

2、引介文化創意業者與大專院校建教合作，提供實習機會培育人

才，並積極爭取辦理國內外重大藝文活動，如此即可結合產、

官、學的力量，奠定紮實的文化產業實力。 

（三）建立嘉義特有的文化意象： 

1、2016年本縣辦理世界搏茶會，以搏茶藝、搏茶誼、搏茶器、搏

茶業展、搏茶遊五大「搏茶」主題透過設立茶席布置茶空間的

形式，讓民眾感受不同茶文化的魅力，而故宮南院的茶飲文化

及嘉義文史資料特展，配合各類型態的茶藝活動，正可順勢催

生嘉義悠久的「茶」文化。 

2、「閒置空間再生利用」：以奧賽美術館為例，其原本為法國因應

1900年博覽會而興建的火車站與旅館，後因不敷現代化的使用

而於 1969年關閉。法國政府原意將其拆除並於原址重建大型

旅館，但在古蹟與文化界人士的奔走下，終獲保存，並規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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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與在塞納河右岸的羅浮宮，形成巴黎鮮明的文化地

標。以本縣而言，故宮南院鄰近的「蒜頭糖廠」，現已無從事

製糖事業，然而，在日據時期，它是全台第三製糖大廠，其製

糖、倉儲、運輸設備及員工宿舍至今仍完整保存，本縣可以複

製奧賽美術館成功的案例，就該園區所留的歷史及文物再生利

用，創造本縣特色「糖」的文化。 

三、觀光的課題與對策 

嘉義縣目前旅遊熱點以阿里山國家風景區、海岸漁港為主，遊

憩資源類型以自然山景、宗教祈福、林業鐵道及海岸資源為主，由

於西部平原多屬農業區，為縣內的農業生產區，較缺乏大型的據

點。在故宮南院開館後，期待可為原本沉寂的西部平原區帶來觀光

熱潮，藉由觀光人潮湧入，為縣內觀光發展帶來契機並提升經濟能

量，故以故宮南院為核心發展，以藝術、文創為主軸，向外發展一

鄉一特色，展現農業縣與眾不同的觀光體驗，並就大嘉義地區整體

遊憩環境，推動山→平原→海（即阿里山→故宮南院→布袋、東

石﹚的觀光軸線，充分展現台灣西部的自然及人文特色，形成一條

山海貫連的旅遊路線，吸引遊客駐足留住人潮及錢潮，乃本府急需

面對處理的課題。 

（一）結合鄉鎮具特色之文化資產、自然資產推動在地深度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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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資產部分：如國定古蹟之王得祿墓(六腳鄉)、水仙宮(新

港鄉)，縣定古蹟之配天宮(朴子市)、大士爺廟（民雄鄉）、奉

天宮(新港鄉)、吳鳳廟(中埔鄉)。 

2、自然資產部分：如東石鄉鰲鼓溼地、朴子溪東石大橋到東石出

海口段的紅樹林、漁人碼頭夕陽、布袋鄉鹽場、好美寮自然生

態保護區、觀光漁市等。 

3、除上開文化資產及自然資產外，縣內亦有許多重要的重要節慶

與文化活動，例如沿海鄉鎮的發展擁有濃厚的宗教信仰文化於

生活中，廟會活動成為在地重要之節慶活動與文化傳承，在規

劃時，對於環境空間賦予故事性與歷史性，可以增進在地印象

與記憶，給予外地遊客可提供較深入的體驗與認識。 

（二）故宮南院周邊觀光服務設施的提供與整合 

1、以餐飲部分而言，目前故宮南院周邊尚未發展出具地方特色的

餐飲服務，遊客如有用餐需要除留在院區內餐廳外，只能到縣

府周邊，選擇以簡餐、火鍋等型態的庶民日常餐飲店為主，惟

因為普遍缺乏特色，到此消費的遊客人數並不明顯。因位於故

宮南院前方之擴大縣治一期發展區域範圍內尚有幾筆未完成標

售的商業區土地，除可積極辦理標售促進利用外，亦可研議是

否由本府以 BOT方式辦理招商，引進各類特色美食或主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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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並兼具休憩及購物功能之場館，除可增加本府權利金收入

外，亦可吸引遊客駐足停留增加消費金額。 

2、在住宿方面，為因應日後規劃在地深度旅遊或因例假日遊客增

加可能衍生的住宿需求，以目前區域內多以汽車旅館且數量不

足的情況下，實難以滿足供給量。雖然民間企業早已嗅到這股

龐大觀光經濟效益商機開始投入飯店及旅館的投資興建，惟多

屬一般觀光型或商務型飯店，應可輔導發展可提供體驗農村生

活及空間類型的在地民宿，如三合院民宿、懷舊旅店等，並可

吸引外地青年回鄉經營，同時解決農村人口老化及老人獨居等

社會問題。 

3、此外發展具有地方特色伴手禮，亦為發展觀光的重要元素之

一，縣內農產品種類品項豐富，可隨季節的不同主打不同商

品，並著重品牌的建立及產地直銷的優勢條件，與一般傳統或

生鮮市場上的農產品所有區隔，藉以維持商品的品質與售價的

水準。 

（三）結合高鐵、台鐵行銷山→平原→海旅遊路線 

依照故宮博物院本院的遊客調查分析，參訪故宮博物院的時

間約在三小時以內，因此如何延長參訪故宮南院的遊客能順遊本

縣其他觀光景點，使觀光效益能外溢至其他周邊鄉鎮，甚或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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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埔等山區鄉鎮，增加遊客在地消費的機會，應為發展縣內

觀光產業的重點方向之一。 

以鄰國日本東京而言，遊客在抵達新宿等車站後均可在站內

取得搭乘新幹線或鐵道等交通工具而延申至近鄰觀光景點的旅遊

資訊，通常為 1日遊或 2至 3日遊短途旅遊，讓遊客除造訪大城

市外，也可選擇到箱根、鎌倉、輕井澤等知名慢遊景點做短暫停

留，體驗不同於東京的日本文化。 

以本縣而言，同樣屬具有慢遊特色的田園城市，經由故宮南

院往周邊區域出發 2小時路程內可達阿里山國家風景區，探訪獨

特的原住民部落文化及自然景觀，或可選擇雲嘉南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欣賞海、平原、溼地等自然美景及品嚐美

食，串聯由山至平原到海的一切觀光軸帶，吸引遊客到「嘉」體

驗一場不同於其他縣市的旅行。 

（四）加強縣內觀光旅遊資訊在行動裝置的服務 

目前縣內的觀光旅遊資訊，主要仍以文化觀光局及各鄉鎮市

公所網站上所公布的資訊為主，少數民間業者亦有建置相關旅遊

商品販售活動資訊，惟缺少整合，難以滿足提供旅客從景點介

紹、行程規劃、交通、住宿及餐飲、票卷系統及即時氣象等相關

資訊的一次性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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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能經由整合將前開各種旅遊資訊提供在同一平台，提

供遊客做區域性旅遊行銷、推廣、服務訂購等服務，並能結合民

間業者推行套裝旅遊行程，並提供多種語言環境，創造友善便捷

的旅行環境，提供 APP下載或網路服務，均能打開本縣通往全國

與世界的觀光旅遊。 

四、交通的課題與對策 

國家級重大建設故宮南院落腳嘉義縣，就像世界知名的羅浮

宮選擇將分館設置在法國北方一個人口僅有四萬，長期經濟蕭

條，沒沒無聞的朗斯市一樣，是基於「區域平衡」的考量。故宮

南院對於其他縣市來說，只是眾多建設的其中之一，對嘉義來

說，不僅僅是硬體的文化工程建設，更是嘉義縣轉型的契機，不

但能為嘉義縣的觀光產業加分，更可建設成為亞洲文化新地標。 

法國羅浮宮朗斯分館附近，因旅遊業及館區周邊景點尚未完

全發展，館邊景點不多且附近多為民宿型的平價酒店，又因周邊

交通配套措施不足，更為朗斯分館周邊發展之隱憂，因此故宮南

院周邊交通資源建置及遊客延時旅遊為本研究重要議題。反觀嘉

義故宮南院周邊因地廣人稀，生活機能低落，周遭更缺乏購物、

美食商場，無法帶來人潮及吸引遊客延時旅遊之誘因，另因園區

諸多設施配置未臻完善及周邊交通設施未配置妥當，更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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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遊憩意願。 

（一）創造院區周邊多元深度旅遊 

1、嘉義故宮南院腹地廣大，適合結合地方資源發展各項觀光、文

教產業，位於縣治特區，便於導入各項縣府資源，因院區鄰近

高鐵嘉義站，更方便外地遊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來觀光旅

遊。 

2、可藉由展品特殊性、周邊購物、遊覽景點及特色民宿飯店，開

創嘉縣特色觀光並提供遊客多元住宿及購物需求，藉由山區及

海區增加吸引遊客駐留的獨特景點。 

3、將蒜頭蔗埕文化園區五分車延駛至高鐵站接駁體驗，藉以達成

遊客深度旅遊及延時旅遊的效益，使交通、生活、觀光及文化

等四主軸結合一體。 

（二）結合交通、觀光及文化，遊客「延時旅遊」商機無限 

1、嘉義長期被大眾認為生活機能極為不便之處，嘉義擁有得天獨

厚地理位置，因此短期應思考如何吸引前來的遊客「延時旅

遊」、「深度旅遊」及「特色旅遊」，而不是參觀故宮南院後就

離開，讓遊客從遊憩單一景點延伸輻射狀至縣內各觀光景點，

以觀光套票規劃嘉遊一卡通、旅遊指南及嘉遊券，讓遊客可無

限搭乘縣市公車前往各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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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區周邊道路等硬體設施短期內已建構完成(如故宮大道、故

宮南院聯外道路、太子大道)，中長期建議於院區周邊配合地

方建構文化裝置藝術等軟體設施，如一路發道路(縣道 168線)

建置，如此可結合交通、觀光及文化，並吸引遊客延時旅遊及

消費意願。 

（三）發展周邊自行車路網，建構休閒旅遊風潮： 

發展特色自行車路網(如關山自行車道、后豐鐵馬道)為短中期

發展觀光重要課題，可藉由妥善人性化配置自行車道，沿線以觀

光導覽圖充分介紹嘉義人文風情、特色及景點，建構綠色交通路

網，促進產業的鏈結發展，創造地方雙贏的局面。 

（四）建構綠色交通路網，落實田園城市 

1、行經故宮南院及高鐵嘉義車站彙整表公共運輸，短期內車次計

514班次，最大載客量 23,650人次，整合雲嘉南三縣市客運及

公車。 

2、嘉義高鐵站旁設置低碳轉運中心致力轉型打造本縣為低碳觀光

城市，中長期可建構低碳運輸服務系統，提供低碳的交通工具

供遊客租用(e-bike腳踏車、電動機車、電動轎車、u-car低

碳汽車)，讓通往故宮南院的交通更便捷，除可引導都市發

展，並符合環保意識，徹底落實-田園城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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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生的課題與對策 

由於全球化的旅遊時代來臨，人類一旅行，流行性傳染疾病

便跟隨著蠢蠢欲動，以至於提高了傳染病擴散的風險。最常見的

與旅遊相關的疾病有旅行者腹瀉、呼吸道感染、昆蟲傳播疾病、

瘧疾、性傳染疾病等，不只造成遊客旅行上的折磨與不便，更影

響健康，相對的減少旅遊觀光消費的能力與意願。 

台灣於 2003年爆發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流行疫

情，對台灣觀光產業產生嚴重的衝擊，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失，更

影響台灣的國際形象。由於 SARS傳染途徑主要是經由飛沫或呼吸

道分泌物傳播，所以封閉性的狹窄空間或人潮聚集處所，皆屬於

容易被傳染的危險環境。故宮南院於 104年 12月 28日開幕以

來，旅遊參觀的人潮湧入了本縣，然而故宮南院為提供遊客聚集

參觀之室內處所，容易有傳播疾病或有心人士放置巨大殺傷力的

核生化武器之慮，皆為應做好萬全的防疫措施與應變。 

南院於開館之初，發生雨天時建築體的漏水情形，經本縣衛

生機關抽查餐飲區之廚房發現生、生熟食物交錯擺放及漏水恐有

汙染食材的情形，院區環境雜草蔓生並有幾處水池，容易有孳生

病媒蚊之慮。然而故館南院為新崛起的觀光旅遊處所，旅客嘗鮮

的習慣，形成一窩蜂的湧入現象，其建築體內在的空間規畫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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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應付發生集體災害的處置與疏通？提供觀光客之餐飲衛生是否

符合相關的規範？周邊環境清潔衛生是否符合環保防疫規範，故

宮南院在觀光帶來的各方效益的同時，更須建立正確風險意識，

加強疾病認識與健康管理的宣導，不可掉以輕心，隨時做好應變

準備，避免發生重大疫情與災害，進而可避免形象與利潤之損失

與衝擊，相關建議因應方案說明如下。 

（一） 故宮南部院區建築體漏水，以致於餐廳食物遭受到汙染，

食物不潔增加遊客食用後造成食物中毒之風險，影響健

康。且院區餐廳廚房廚具擺放凌亂、生與熟之食材交錯放

置，衛生安全不符合國家級博物館該有的水準，應盡速完

成建築體漏水之維修，衛生機關定期與不定期稽查相關食

品衛生事項，並請南院定期督促業者及教育業者重視食品

衛生安全之重要性。 

（二） 故宮南部院區內雜草蔓延，溝渠積水，易有登革熱病媒蚊

孳生，造成防疫漏洞。應定期整剪院區內之綠地植物，積

水處應排空及清潔，水池中飼養魚群，減少孑孓孳生，預

防登革熱疫情發生。並建立傳染病處置與通報之機制，平

時與衛生機關建立傳染病通報之暢通，定期張貼與廣播相

關流行性傳染病預防措施，提醒有疑似傳染病之民眾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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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自我健康管理等。 

（三） 工作人員對相關傳染疾病與預防天然災害之意識尚待加

強。館內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外包廠商之工作人員，應定

期接受傳染病防治、天然災害防制等課程訓練，充實與提

升工作人員的防災、救災之意識觀念。建立重大災害發生

之應變機制流程，每年舉辦不同災害如傳染病、生物恐怖

攻擊、地震火災等之緊急應變演練，並檢討修正預防與應

變措施，確保及維護旅客與人員之安全。 

肆、結語 

一、創新在地產業，促進產業升級 

經由推動精緻農業及三大工業區的開發，持續為本縣一、二級

產業帶動發展契機，除可擴大就業機會，同時增加家戶所得。此

外，與故宮南院毗鄰之太保市、朴子市及六腳鄉，為未來全縣最具

發潛力的地區，爰以故宮南院為蛋黃區，分別向東、向西及向北發

展文化、觀光及相關服務等三級產業，即藉由熱絡的商業活動增加

產值，豐富縣庫收入。 

二、運用在地資源，建構本縣特色文化 

經由故宮南院在嘉義縣的設館，平衡長時間以來南北文化資源

分配不均的問題，並藉此引進更多文化元素，發展文創產業，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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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材的進駐，讓「文化」在嘉義縣紮根，培養軟實力、巧實

力，結合在地元素發展獨一無二的文創品牌，讓全體縣民及遊客均

能在此享有豐足的精神饗宴。 

三、整合觀光資源，推動在地輕旅行 

縣內觀光景點多集中於山區及海線，尤其阿里山國家風景區觀

光遊憩吸引力大，造成遊客量集中，觀光效益並未外溢至縣內其他

區域，故宮南院設館後，可經由交通路線的規劃及交通工具的接

駁，將從山到平原再到海的這些既有觀光資源串聯，打造山海旅遊

軸帶，由山區到濱海，輔以縣內既有的田園城市慢活印象，打造一

個慢遊輕旅行的代言城市。 

四、建構便捷路網，延時旅遊商機無限 

因故宮南院周邊道路均已建構完成，建議於周邊發展以人為

本、低碳的運輸系統，建構以步行與綠色運具為基礎的公共運輸環

境。另為推展延時旅遊，將遊客導入其他鄉鎮的觀光景點，透過便

利的大眾運輸系統的串聯，如利用現有 BRT路線的更改或是設置接

駁巴士提供遊客在故宮南院與高鐵站、火車站或其他遊憩資源景點

間做接駁，創造友善便捷的旅遊環境。 

五、落實衛生安全管理，確保旅遊平安 

旅遊和所有活動一樣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健康風險，風險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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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除旅遊者本身的條件外，行程中所到之處

的衛生條件良窳經常最為遊客所重視，因此，主管機關如何落實稽

查院區內外及縣內觀光景點相關業者重視食品及環境衛生管理，並

加強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維持良好的旅遊品質吸引遊客到嘉旅

行，實為需認真看待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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