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度優良觀光工廠」頒獎典禮

深化產業價值 
觀光工廠向前行
經濟部自 2003年起積極輔導國內傳統工廠轉型，以創新思維導入服務加值的營運內涵，使具遊憩休閒價

值的觀光工廠在全臺遍地開花。繼而為了鼓勵廠商自我提升，於 2009年開始著手「優良觀光工廠」評選，

藉由選出能彰顯產業特色的觀光工廠，來帶動產業新價值及觀光服務再升級。2013年再接再勵開始推動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輔導工作，不斷翻轉傳統工廠印象、帶動休閒旅遊的新視野與新風貌。
撰文／許慈倩　攝影／呂恩賜

經
濟部為國內傳統產業積極轉型所特設的「優良觀

光工廠」，每年的選拔競爭都相當激烈，以 2014

年為例，就有上百家競逐，8家脫穎而出的「2014年度

優良觀光工廠」皆足以成為產業觀摩與學習的新典範。

兩屆的「國際亮點觀光工廠」在政府傾資源挹注下，將

協助參與國際展覽、機場燈箱曝光、網站連結、與國際

業者異業結盟及微電影行銷等，同步深化廠商經營能力

及將優質的觀光工廠推向國際。

觀光工廠帶來人潮與錢潮

在國民旅遊方興未艾，加上國際觀光客訪臺意願不

墜的利多因素中，觀光工廠藉由生產與觀光的複合經

營模式，掀起新的旅遊與消費風潮，不只建立起消費

者對產品的信心與忠誠度，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也隨

之提升。

由經濟部主辦、工研院執行的「觀光工廠輔導」計

畫，主要就是針對國內具有獨特產業歷史文化，並有意

願轉型升級的工廠，藉由整體再發展的設計規畫，展現

其新意與魅力，繼而選出能彰顯產業獨特價值的觀光工

廠典範賦予「優良觀光工廠」殊榮。其評選標準有 5大

面向：包括產業特色、空間、形象、設施與服務品質，

經由過去的評選經驗，已成功激勵全國觀光工廠廠商積

極發展產業特色，和提升觀光服務價值。今年就有臺灣

不二衛生套知識館、臺灣滷味博物館、吳福洋襪子故事

館、宏洲磁磚觀光工廠、和明織品文化館、宜蘭餅發明

館、緞帶王觀光工廠、寶熊漁樂館等 8家觀光工廠脫穎

而出，戴上全國觀光工廠最榮耀的桂冠。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任許茂新在頒獎典禮中指出，

製造業升級與轉型是擁抱時代趨勢的不二法門，尤其加

入觀光休閒元素貼近消費者，在全世界都大受歡迎，並

且帶來可觀的收益，產業觀光化的熱潮，在未來 10年

將銳不可當。

不只優良更有亮點 傳統產業邁向國際

臺灣觀光工廠的效益顯著，不只在國民旅遊市場掀

起旋風，在國際上也開始嶄露頭角，例如今年來臺的國

外參訪團中，就有團體特別指定要參觀、學習觀光工廠，

可以肯定臺灣觀光工廠整體素質不斷提升。因此，在建

置典範推升整體產業價值之外，經濟部從去年開始推動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的輔導工作，致力協助業者與國

際接軌，提升臺灣觀光工廠的能見度，繼去年第一屆入

選兩家後，今年又選出包括白蘭氏健康博物館、手信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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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和菓子文化館、臺灣金屬創意館，及宏亞食品巧克

力等 4家，臺灣國際亮點觀光工廠已增至 6家。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的評鑑分 3個面向，即經營理念

與未來發展、廠區環境設施與服務品質，及區域產業連

動效益。許茂新進一步解釋，區域產業連動效益包括了

觀光景點群聚與異業合作、與政府及地方互動程度。今

年針對國際亮點觀光工廠的輔導重點，除協助業者深化

經營能力及開拓知名度外，還會與國際觀光旅遊業異業

結盟，甚至配合觀光局文宣「移外版」，宣傳國際亮點

觀光工廠。

在行銷手法上，也希望增加觸及國外旅客的機會，

因此將這些觀光工廠放上機場登機走道燈箱廣宣。另外

也將以國際亮點為主題進行全國性的微電影競賽，讓觀

光工廠更加深入人心。而政府也將協助業者參與國際展

覽及推動各項國際行銷廣告宣傳，讓業者有機會登上國

際舞臺。

建置觀光工廠展開學習之旅

每一家觀光工廠的背後都少不了感動的故事，從 20

年前用 5,000元在高雄十全夜市擺攤到成立全球第一家

「臺灣滷味博物館」，一路走來無不秉持食品業就是良

心事業的終極價值。董事長陳秀卿笑著說：「最近食安

問題鬧的沸沸揚揚，很多消費者一進來就問『你們是用

哪一家的油』？」她總是耐著性子解釋「我們的滷味是

「2014年度優良觀光工廠」頒獎典禮，遴選出 8家優秀廠商，給予產業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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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藥材和醬油來製作的，沒有用到油，所以完全不用

擔心。」觀光工廠的好處就是眼見為憑，任憑廠商說的

天花亂墜，都比不上消費者親眼所見。遊客不只可以了

解滷味的前世今生，看見現場一包包美味可口的滷味是

怎麼做出來的，由於 DIY常是遊客的最愛，因此館內亦

準備足夠的體驗空間和教學時段，不只看和買，還可以

「玩」得很盡興。

從路邊攤到工廠，陳秀卿坦言壓力很大，她表示在

轉型過程中得到政府部門諸多幫助，例如 1998年臺灣

開始為加入 WTO做準備，當時農委會就有許多課程協

助農民轉型，「我們搭上順風車，到屏科大、中興大學

等處去學製程標準化、常溫保存技術等，然後把這些技

術運用在我們產品的製作與保存上。」她透露，不用防

腐劑而能保存 1年的技術，不只領先同業，也讓其產品

得以站穩行銷海外的利基。2002年到香港參展，果然

獲得國際買家青睞，讓臺灣美食站上國際舞臺。

為了衝刺外銷訂單，陳秀卿在 2005年擴建新廠，

2008年看準國內旅遊風氣日盛，開始推動觀光工廠，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推出很多課程

讓我們學習，然後還有免費的創業張老師，工研院的顧

問等，對業者進行深度輔導，讓我們在學習過程中，逐

漸去思考如何讓社會大眾認識我們。」

製程透明 食在有安心

陳秀卿感嘆的說，以前大家買東西會先找找看有

沒有相關的認證標章，可是現在大家卻失去信心，一

個不肖廠商就足以打壞整個環境，相當令人扼腕。藉

由觀光工廠把原料、製程真實呈現在消費者面前，是

和消費者溝通最直接的方式，面對食安風暴，危機就

可能化為轉機，因為唯有優質產品才能經得起考驗。

而隨著消費族群的多元，該公司近年來已著手開發新

商品，因為公司靠近海港，陳秀卿把秋刀魚、烏魚等

製成海洋系列產品，讓消費者有更多元的選擇。

開發新商品外，陳秀卿也重視創新服務，例如兩

年舉辦一次滷味文化季，將其中繪畫

比賽的優秀作品公開展示。「小朋友

第一次可能是跟學校來參觀，但因為

有自己的畫作被展示，就會想要帶爸

爸、媽媽或阿公、阿嬤來看，而且幾

年後小朋友長大了，畫風也不同了，

回到這裡還是可以看見自己成長的軌

跡。」此外，由於滷味博物館內，可

以看見產業演進與文化特色，許多高

中的產業觀摩課程都樂於安排讓學生

參訪。把品牌向下扎根，讓所有投資

變得相當超值。

陳秀卿也發現，觀光工廠的資源

相當豐富且多元，彼此觀摩學習可以

刺激更多創新的點子，當然也可以透

過異業結盟，例如交換產品展售藉以

擴大市場，或是食品展或旅遊展的積

極曝光，加上直營店，都可以和觀光

工廠交叉產生綜效。陳秀卿說，善用

資源可以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看
好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照明在室內設計與燈具照明設計的新商

機，工研院日前在經濟部技術處支持下宣布成立 OLED
照 明 聯 盟（OLED Lighting Commercialization Alliance; 
OLCA），現場包括臺灣區照明公會理事長林慶源、東
台科技董事長嚴瑞雄、錸寶科技執行長王鼎章、默克光
電處長林繼弘、袁宗南照明設計袁宗南⋯⋯等多位重量
級人士都前來共襄盛舉。

經濟部技術處副處長傅偉祥指出，從上下游廠商高
層都前來共襄盛舉的情況，顯示產業界對 OLCA聯盟的
看重，相信未來在OLED產業鏈上下游的積極參與之下，
OLCA聯盟勢必可以成功串聯我國照明產業鏈上下游廠
商，整合材料、設備、燈源模組、燈具廠商、照明設計
以及室內設計業者，推動國內外資源與技術整合，促進
我國 OLED照明產業往前推進。

上下游廠商踴躍參與　產業能量聚集
擔任首屆 OLCA聯盟會長的現任工研院電子與光電

研究所所長劉軍廷致詞時指出，OLED照明具有極輕薄、
可撓曲等特性，易與各種建材整合，而且光線柔和、舒
適，非常接近太陽光的頻譜，被視為繼 LED照明之後最

「臺灣滷味博物館」董事長陳秀卿認為，透過觀光工廠的模式，讓異業結盟，更能使

品牌向下扎根，有多元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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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藉由申請計畫、比賽等過程不斷省思，

確信觀光工廠是值得的投資，重點在於

你要賦予它什麼樣的內涵？以臺灣滷味

博物館來說，這是生活價值的延伸，若

是經營有成，還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

展，中小企業生存不易，但是團結就會

產生大力量。

用滿滿誠意說產業的故事

創業已 20餘年，主力產品為織帶類

紡織品的縉陽企業，於 2007年投資彰濱

工業區，2010年積極轉型為觀光工廠。

創辦人吳世長說，連續兩屆獲選優良觀光

工廠，這個榮耀肯定公司深耕產業文化

所付出的努力。然而今年公司還收到另一

項「大禮」，那就是美國的織帶傾銷調

查，「這種衝擊並不是資源有限的中小企

業所能承受的，由於這項『非戰之罪』

導致原本規畫中的二期廠房擴建暫停，但也因此使我們

在觀光工廠的硬體、軟體及服務深化方面更加積極。」  

　　吳世長自信的說，如果 2、3年前曾來參觀過的，

現在再回頭來看，肯定會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廠內設有

6個免費體驗區，遊客只要前來，隨時都能體驗。另外

還有各式 DIY教學，雖是收費項目卻深受大小朋友的喜

愛。而在這亞洲首座緞帶博物館中，還展示不少世界之

最，例如有一個用緞帶製成的二維條碼 QR code，是全

世界第一個、也是最大的。

觀光工廠最熱門的不外乎吃吃喝喝，感覺上緞帶的

訴求比較侷限，「所以如果我做得起來，其他產業應該

也沒有問題，」吳世長的秘訣就是從遊客的眼、耳、鼻、

舌、身、意，所有感官都能感受到誠意，所以從體驗、

DIY到裝置藝術等，都是建立消費者與產業文化的連結。

此外，縉陽對環境保護也有使命感，過去由於產品要推

向國際，而積極取得歐洲相關認證，證明產品安全無毒

且對地球友善。落腳彰濱工業區後，則將環境教育課程

融入團康活動，與遊客互動過程中，認識織帶美學，也

認識彰濱。

產業 人才多贏的策略

推動觀光工廠以來，很多人都問吳世長為何經營觀

光工廠？他說，很多人都覺得紡織業是夕陽產業，堅持

的人都很辛苦，年輕人也覺得這行發展性較低，而不願

投入。但他反問，「如果這真的已經是夕陽產業，那也

就代表無足輕重，為什麼還會被美國告呢？」吳世長幽

默反問。他相信有興趣的年輕人能夠在這裡看到工廠如

何運作、管理，其實也能具有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的意

義。他也常告訴員工，參觀的人來來去去，「大家都看

得到你專業的背影」，因此同仁會更加兢兢業業，對於

營運品質的提升絕對有幫助。

吳世長也強調，借力使力是聰明的經營哲學，推動

觀光工廠之初，就是看準當地前有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後有臺灣玻璃館，有利發揮群聚效應。他也樂觀地相信，

只要所有觀光工廠彼此串聯、互相增益，小而美的臺灣

有形成觀光工廠島的潛力，隨著臺灣在國際旅遊市場上

能見度越來越高，規畫三日遊、五日遊的觀光工廠參訪

行程大有可為，不只可為臺灣創造收益，把臺灣產業文

化之美流傳到全世界將是指日可待！

縉陽企業創辦人吳世長表示，觀光工廠若能互相串聯，較易於增加臺灣產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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