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產業升級與帶動觀光產值

臺灣觀光工廠風潮興盛
幾 10年前的工廠，總讓人聯想黑煙和機械聲隆隆的生產線，但現在卻有許多工廠成為可遊可憩、兼具知

性與教育意義的所在。主要拜 10幾年前政府開始輔導產業轉型所賜，積極協助具有獨特產業歷史文化、

並有意願轉型升級的廠商，使工廠由封閉的生產製造單位轉而直接面對消費者。此舉不僅翻轉了傳統工廠

的印象，同時帶動國內休閒旅遊的新視野與新風貌。
撰文／劉麗惠　攝影／蔡世豪

近
年來參訪觀光工廠成為國內熱門的旅遊行程，而

且從吃的、玩的、穿的、用的，臺灣各地區都有

具備特色的觀光工廠，吸引人潮前進。臺灣觀光工廠發

展成熟且受到民眾青睞，主因為經濟部工業局自 2003

年起制訂「觀光工廠輔導事項與評鑑規範」，並委由工

研院全面推動計畫，協助輔導業者發展觀光工廠，並進

可口可樂博物館隱身桃園龜山鄉，裡頭充滿各式各樣可口可樂相關物品。

32

Focus 產業焦點



行評鑑，至今已有非常豐碩的成果，為國

內觀光產業帶來了很大的產值效益，也為

國人旅遊增加許多新景點與去處。

政策加持 觀光工廠起步走

將製造工廠變成以服務為主的觀光產

業，早在 20世紀的美、英、荷、法、日

等國就已經行之有年，舉凡水晶、玻璃、

食品、汽車⋯⋯等各種類型的工廠，在世

界各地都有業者將其發展為觀光用途。因

應這股潮流，經濟部也效法國外經驗與作

法，協助有意願且具備產業歷史文化或獨

特性的工廠，升級轉型為觀光工廠，藉以

展現新意與魅力，讓工廠的經濟效益轉化

為地方觀光收入的邊際效益，並滿足多元化觀光旅遊的

市場需求。

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產品經理蔡秀如表示，自

2003年推動評鑑開始至 2014年 8月，接受輔導的廠商

共計有 160家左右，而已經通過經濟部認證合格的觀光

工廠達到 117家，光是 2013年這 117家觀光工廠的累

積參觀人數就達到 1,350萬人次，帶動觀光產值增加新

臺幣 28億元。未來每年觀光人次更將預估以新增 100

萬人次規模持續大幅度成長。

蔡秀如進一步指出，目前通過認證的觀光工廠以酒

類與食品類最多，達到 40多家，例如宜蘭金車威士忌

酒廠已經是知名觀光景點；其次是居家生活類有 28家，

桃園麗嬰房采衣館與雲林興隆毛衣廠都對帶動地方觀光

帶來幫助；再者，養生類觀光工廠也有 19家，讓更多

民眾知道哪裡尋找健康美食；藝術人文類有 17家，帶

動國內文創產業與風氣。

蔡秀如強調，經濟部對觀光工廠的評鑑機制包括 5

大要素，分別為：觀光工廠主題、廠區空間規畫、導覽

解說與體驗設施、企業形象與文宣設計、觀光工廠營運

模式等。透過這 5大要素的完善建立，企業可以讓原本

關門拚生產的工廠展開雙臂，有系統地將自己介紹給社

會大眾，並且也可以確保進入工廠觀光的遊客都能飽覽

工廠製程與認識產業文化，發現傳統製造業生生不息的

活力。

而工研院也在輔導觀光工廠的過程中發現，工廠轉

型過程中，企業內部往往會有許多歧見與衝突，需要時

間溝通與規劃。因此建議想要投入發展觀光工廠的製造

業者，應該採取適當的節奏，先就內部進行溝通與協調，

然後再搭配政府的協助與資源，逐步轉型。

就各地區發展觀光工廠的狀況來看，目前通過經濟

部認證的觀光工廠中，臺南最多達 19家、其次為新竹

的 16家，再來是桃園的 12家，而桃園多家觀光工廠因

為位處鄰近，相當適合民眾一次觀賞個夠、玩得過癮，

包括南僑、可口可樂、祥儀企業 3家已經獲得經濟部認

證的觀光工廠，都吸引許多觀光客前往參訪。

機器人夢工廠 智動化令人驚艷

成立於 1980年代的祥儀企業，為全球最大微小齒

輪箱製造廠，該公司憑藉深厚的研發能量，於 2005年

投入機器人研發，並掌握機器人關鍵零組件──電動伺

服機技術。祥儀企業董事長蔡逢春表示，投入機器人產

業至今，已經研發出 30多種機器人，為讓更多人了解

機器人的多元運作原理，祥儀將桃園廠變身為觀光工

廠，更希望讓大眾知悉，祥儀已經從傳統製造業轉型為

智慧自動化科技廠商。

位於祥儀企業總部旁的便利商店，其實也是祥儀機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中機器人演進史展區，有對於機器人的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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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夢工廠的入口，在這家便利商店可以看到祥儀展示

的機器人，接著再走過具備高度科技感的聲光走廊，就

可以進到祥儀機器人夢工廠。整個廠區共分為5大區域，

分別為產品區、機器人演進史、家庭智慧化專區、教育

文創區以及體驗區。

在產品區可見祥儀微小型 DC齒輪箱、行星齒輪與

塔層式齒輪等熱門產品，以及利用工廠廢棄物重新創造

的機器人藝術品。在體驗區則可見吸引人的足球機器

人、猜拳黑白配機器人、格鬥機器人，參訪民眾透過感

測技術，不用遙控器就可以與機器人互動。另外，現場

一款救災機器人也受到矚目，蔡逢春說，5年前祥儀與

美國 RoboteX公司合作，共同研發救災機器人，而祥儀

主要提供救災機器人裡的關鍵零組件，為祥儀在機器人

領域的發展，往前推進一大步。

泰迪熊導覽機器人吸引觀眾體驗

在夢工廠中還有人氣導覽員泰迪熊，藉由磁軌感

應技術沿著導覽線行走，為所有參觀者進行導覽。另

外，祥儀 2014年最新推出的旗艦版潛水艇機器人 BoBo 

Ship，也進一步打破以往服務型機器人的既定印象，圓

球款的繽紛外型使其成為展館另一吸睛焦點。

「BoBo Ship不僅具備導覽功能，而且可以提供內

外雙人搭乘，兼具導覽與載客雙重功能。」祥儀機器人

夢工廠廠長彭紹松指出，BoBo Ship導覽機器人除採用磁

軌感應技術，另一關鍵技術是與工研院合作研發的工廠

「無人搬運車系統」（Auto Guided Vehicle; AGV），這讓

BoBo Ship除可沿線感測之外，還會進行跨樓層搬運，最

高可承載 300公斤的重量，目前已經被應用在祥儀的工

廠內部。

工研院除了協助祥儀公司在機器人部分的技術開發

外，也在觀光工廠的建置上提供了許多協助，蔡秀如表

示，在輔導認證過程中，工研院協助祥儀改善展區動線

以及協助其入口意象的設計，提升夢工廠給人的休閒與

遊覽舒適感。

可口可樂博物館 呈現百年風華

可口可樂是行銷全世界的飲料，但是過去許多人

可能都不知道，可口可樂在臺灣的工廠就隱身在桃園

縣龜山鄉工業區。近年來可口可樂更將工廠 6樓變身

為「可口可樂世界博物館」，參觀者可以在博物館中，

一窺可口可樂百年品牌故事、行銷手法以及生產製造

流程。

1886年美國人約翰潘伯頓在亞特蘭大創立可口可

樂，並在傑柯藥局販售第一杯產品，第一年平均每一天

機器人體驗區有各式機器人可做互動，吸引民眾目光。 在可口可樂博物館中，各種互動活動讓小朋友都能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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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賣出 9杯，如今可口可樂在全球平均銷售 19億杯，

銷售地區遍布全世界超過 200個國家，成為全球最知名

的品牌之一。在博物館中，共設計 9大展區，包括星光

牆、時光長廊、傑柯藥局、快樂工廠、積極樂觀好生活

的環保理念、美式餐廳、聖誕北極村、可口可樂與運動、

臺灣區等。

星光牆中可以知道可口可樂旗下還有雪碧、美粒

果、爽健美茶等暢銷品牌，時光長廊中一則則的小故事，

可以發現可口可樂曲線瓶當初原來是為了避免仿冒而發

展出來的特殊包裝，還有 1985年隨挑戰者號太空梭升

空所研發的太空罐。在快樂工廠展區則可一睹可口可樂

的生產線；聖誕北極村區有各式各樣的可口可樂聖誕紀

念品；在運動區中，一舉呈現奧運、世足賽、NBA與可

口可樂長期夥伴關係，琳瑯滿目的展品呈現每個運動賽

事的重要經典時刻，其中最不可錯過的莫過於象徵四海

一家的奧運聖火棒；來到臺灣區則可認識可口可樂在臺

灣推出的各項產品。

導覽人員指出，可口可樂博物館自成立以來，由於

採取免費參觀，因此每年參觀人數都不斷增加，以 2014

年暑假期間為例，一天參訪人次大約 600人，一個月就

有 9,000人次參訪，已經成為旅遊桃園的重要觀光景點

之一。

南僑觀光工廠 享受美食 DIY 體驗

啟建於 1970年的南僑桃園廠，是一座製造油脂

及洗劑產品的民生工業工廠，為響應政府以觀光工

廠達到產業教育、促進觀光的政策目標，南僑桃園

廠於 2011年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並於 2012

年開始對外開幕，成為宣揚臺灣餐飲美食文化的景

點之一。

南僑觀光工廠共有 9大展區，分別為介紹南僑

歷史沿革的榮恭館、烘培油參觀走廊、牽引臺車進

出礦坑的捲揚機、水晶肥皂體驗館、從泰國恭迎來

的四面佛、點水樓餐廳、寶萊納啤酒餐廳、本場流

專業麵店，以及泰國文物和泰國風味餐廳。

南僑觀光工廠事業部執行秘書周少康指出，南

僑會長陳飛龍是一位美食家，為推廣餐飲美食文化，

因此廠區內除設有各種美食餐廳，讓遊客品嘗異國

美食佳餚。另外，廠區內也有南僑集團生產的杜老爺、

卡比索、曠世奇派等冰品。

而讓遊客最感到新鮮、有趣的遊樂，就是廠區內各

式各樣的 DIY體驗活動。周少康表示，南僑桃園廠堪稱

國內擁有最多 DIY體驗的觀光工廠，包括水晶肥皂古早

打印、卡比索冰淇淋甜點 DIY、點水樓冠軍小籠包 DIY、

點水樓蛋塔 DIY以及寶萊納比薩 DIY等多項體驗課程，

讓觀光工廠一到例假日就吸引龐大人潮湧入。

負負責輔導與評鑑南僑觀光工廠的蔡秀如指出，政

府認可的觀光工廠每 3年都要再接受一次評鑑，而南僑

自 2011年通過評鑑之後，已於 2014年再一次通過評鑑。

工研院除負責評鑑之外，也協助南僑水晶肥皂體驗館，

給予動線規畫、與遊客互動機制的設計。

經濟部為協助企業適應時代變遷及產業轉型需要，

積極推動觀光工廠輔導相關計畫，至今已經協助許多具

有獨特產業文化、歷史沿革傳統的工廠轉型為觀光工

廠，成功地為產業創造具有特色的附加價值，達成製造

業服務化的政策目標。過程中受委託推動的工研院，也

不斷投入心力與資源協助傳統工廠轉型。未來，經濟部

與工研院都希望有更多具產業歷史、教育、文化價值的

製造業者，加快腳步進入轉型觀光工廠的行列，讓自己

成為臺灣產業轉型與促進觀光的一股活力。

南僑桃園場擁有國內最多DIY體驗的觀光工廠，包括DIY點水樓冠軍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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