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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troduces and carries out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la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sponse to the strategies of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lobalization; 

it has been doing so since 1991.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many varieties of 

strategies that develop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foreigner-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s in the society. These projects strengthen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foster global talents who devote their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A consultant tea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hih 

Chien implemented one such project; to enhance already established foreigner-

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s. This project not only sustain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but also coordinate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lans in 2016. The consultant team brought this study into 

field practice by supporting two local governments and townships, Taoyuan and 

Nanzhuang of Miaoli County. This field study strove to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lan that investigates needs, reviews errors and solves 

problems in real-life practice. This project has achieved the following goals: 

1. To assist two local governments, Taoyuan and Nanzhuang of Miaoli 

County, to build up their own foreigner-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s. 

2. To examine the bilingual language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igns, of 

local businesses, and of landmark information. 

3. To construct English Websites with foreigner-friendly orientations. 

4. To review and make comments on six SOP handbooks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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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研究緣起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並因應全球化人才布局，各國政府這不斷推出各種國

際化行動策略及行動方針。我國政府全球化布局長年來著重於經濟發展，成

功的帶領臺灣成為重要經濟發展國家之一，臺灣社會自80年代（1991起）因

開展國際貿易促成經濟穩定成長後，帶動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開啟了臺灣

國際化的需求。政府進行一連串的國際友善環境建設計畫及國際人才培育計

畫。從2003年「英語服務環境」計畫到2012年「生活環境國際化」計畫等，

行政院研考會（現已併入國發會），從中央到地方，啟動提升臺灣國際環境

的基礎建設，也提高在地產業的國際視野與擴展。在推動國際環境方面，國

發會也積極推動「全球在地化臺灣國際接軌政策研究」（2006至2008）及「建

構我國城市國際競爭力指標體系研究」（2011）等計畫。在全球化人才培育

方面，也針對政府公務體系國際化，提出「培育我國公務體系國際事務人才

之研究」（2014）及「我國長期性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2014）等研究計

畫，提供各級政府單位在執行國際化策略規劃時之一系列參考指標。承續過

往之研究計畫，國發會再度提出「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規劃及輔導」，

持續推動我國國際化環境建置之計畫，希冀藉由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升我

國經濟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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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實踐大學承接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計畫案，計畫輔導小組參照政府近年來推動之營造國際友善環境系列政策，

選定苗栗縣南庄鄉（後稱苗栗南庄）與桃園市青埔地區做為本計畫輔導點，

分別就苗栗南庄為推廣國際觀光與桃園青埔為吸引外籍商務人士投資與進

駐為研究主軸，作為研究輔導之重點方向，並組成輔導小組和組成專家顧問

團，以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層次進行研究。 

輔導小組對南庄鄉輔進行觀光國際化現況與問題盤點，並與南庄鄉鄉長

暨國際觀光政策推動負責人召開輔導事項會議討論輔導方向與輔導點之實

際需求，再由輔導小組團隊進行實地輔導，以落實政府「浪漫臺三線」國際

觀光政策，推廣南庄國際觀光為輔導重點。輔導小組已於105年10月20、10

月21日、12月16日與106年1月17日進行四次實地訪視，盤點問題並提供輔導

建議報告書。 

輔導小組針對桃園市政府與國際接軌策略近先行研究分析，發現桃園在

交通區位、產業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的卓越優勢，邀請專家檢視桃

園市政府國際化策略與政府國際接軌政策之比對與盤點，協助輔導點著手進

行推動桃園市府國際化政策、吸引外商進駐與投資等相關國際化環境建置工

作。並以實地訪視青埔地區，盤點輔導點為入口城市的交通動線與周圍國際

化環境設施之完善性，輔導小組與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委員會推動國際化負

責人員進行多次輔導事項會議討論，已於105年11月03日、11月18日、12月

15日與106年1月23日進行前四次實地訪視，盤點問題並提供建置國際化生活

環境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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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旨在承續104年度「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暨輔導機制」計畫之

目標四：進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之輔導為研究重點，組織地方政府國際化環

境推動輔導小組，並進行一縣市（桃園市）、一鄉鎮（苗栗南庄鄉）之實地

操作，以驗證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之可行性，成為國際化之全國典範。

本計畫除了深化前研究計畫之目標外，主要強調輔導點實際操作之驗證，因

此將採取（一）文獻分析（二）實地輔導（含實地操作）等研究方法。本研

究從政策落實及永續經營之理念著手，從國際環境規劃、指標統整、國際化

組織規劃及執行架構、標準作業流程及檢驗機制等，進行系統化之研究。為

了避免研究成果流於形式，本計畫以行動方案為主軸，透過實地輔導機制，

將研究成果做為地方政府未來進行國際化環境建置及服務的標準作業流程，

即制定可移轉之指標至其他地方政府。此外，也透過操作手冊的檢視與出版，

做為各級政府建構國際化生活環境永續經營之參考依據。本研究計畫預計完

成以下幾項具體目標：（一）統整、分析蒐集政府全球接軌相關政見及政策

（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三）驗證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本計畫以現

有國發會完成之國際化指標，參考國內指標城市和其他國際都市之成功案例，

建立可行之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針對合作縣市或鄉鎮做為輔導點，進行國際

環境現況實測與檢視，協助輔導點完善國際化環境建置，同時輔導小組實地

赴輔導點進行一縣市（桃園市）、一鄉鎮（苗栗縣南庄鄉）之實地操作，以

驗證前研究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之可行性，成為全國縣市建置國際化生

活環境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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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內容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標與服務標的，本計畫分別以理論建構與實地操作兩

方面進行研究。理論建構乃針對地方政府的現行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進行

盤點與研究；實地操作乃從此體系出發，延續前年度國發會委託研究「建構

國際生活環境調查暨輔導機制」之研究成果進行比對，檢視前研究成果可行

性與研究成果之執行成效，並進行知識物件盤點、及實地輔導。研究方法與

運作方式如下：  

(一) 理論建構： 

研究理論採「國家競爭力」與「全球化城市發展」等文獻分析，其中包

括美國學者泰勒（Peter J.Tylor）《全球化城市》（Cities in Globalization） 與

波特 （Michael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對城市國際化理論與其發展模式之理論論述，另參考「日本京都多元文化城

市推廣策略」與「歐洲文化之都」等政府政策研究計畫等。許多城市國際化

之經驗多以配合經濟發展為國際化城市發展基礎，許多新興城市發展模式不

同於其他國際城市，上述理論不足以涵蓋新的城市發展模式。泰勒在《全球

化城市》一書中，將全球化城市發展區分為：全球城市體系、城市間體系與

系統與城市政治等三種體系。（Tylor，2007）為承續前計畫，本研究引用陳

超明教授研究團隊之國發會104年度「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

之研究理論，即波特《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及之國際化的經濟理論，其

中提到此模型中的六大因子：影響因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援產業、明確

策略、結構及競爭、政府及機會。（Port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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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地操作： 

此工作主要透過實務操作，除檢視前研究成果可行性及地方政府落實成效

外，並進行國際化環境建置之落實，做為未來其他縣市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之

典範轉移。具體實地操作工作內容如下：  

1、輔導小組進行文獻分析和國內外城市國際化作法及指標研究，涵蓋 

國文獻之國際化城市分析與討論。（文獻資料見參考書目） 

2、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輔導小組和諮詢團隊，規劃輔導方向及重點。檢視

輔導點現有國際化標準作業流程及相關的操作手冊、地方政府國際化

推動小組組織與運作機制、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機制、

地方政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機制、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機制。  

3、結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邀請實踐大學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

參與實地訪視，由外國學生從外國觀光客觀點，與本國生一起實地觀

察輔導點各項國際化設施，包括交通路線和標誌的雙語建置、路牌與

觀光景點英語翻譯之正確性、餐廳菜單翻譯和民宿資訊翻譯等，檢視

輔導點之國際環境建置是否友善。 

4、輔導小組老師與參與學生蒐集兩個輔導點相關資料，進行輔導點背景

知識介紹，由本國生陪同外籍學生實地訪視，紀錄外籍學生檢視輔導

點時所看見的問題，並進行資料收集與檢視，比對外籍學生所發現的

問題與實際情形是否吻合，以求問題檢視客觀性。 

5、邀集專家檢討並整理學生發現問題之可用資訊，與輔導小組共同分析

問題，再由參與審閱之專家顧問實地訪視輔導點，進行問題之交叉比

對，以求解決問題之客觀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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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訪視問題和輔導建議向輔導點承辦單位進行簡報，確認輔導方向及

重點符合輔導點實際需求。將輔導成果與輔導點承辦人員進行交叉比

對。 

7、邀請顧問專家審核研究成果和英文用字遣詞和翻譯。將輔導點承辦單

位認可之研究成果，針對文字潤飾，英語或外語翻譯，網頁之適用性

等，進行專業之修訂。 

8、舉辦專家焦點座談和縣市政府座談。研究初期舉辦第一次專家焦點座

談，將預計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向專家簡報並聽取專家顧問建議。研

究後期進行第二次焦點座談，將研究成果再向專家簡報，經專家認可

後，即舉辦全國縣市政府代表座談，除了聽取各縣市政府推動國際化

生活環境建置之問題外，也經由各縣市代表分享各縣市推對國際化生

活環境建置之建經驗分享，相互觀摩學習。輔導小組做研究成果報告，

提供其他縣市執行國際化環境建置工作之參考。 

9、提供輔導點和國發會研究成果報告，集結相關研究成果，完成書面報

告，作為政府未來推動相關工作參考，以求未來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

工作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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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發現 

本計畫強調實務面操作，檢視地方政府是否落實中央政府之研究計畫

成果，得出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一）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動國際化工作，除了少數地方政府有專責單

位，並且編列國際化業務預算，多數地方政府仍缺少專責國際化工作

隊，研究發現此問題仍不見顯著改善，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仍缺乏國

際化工作專責部門，大多仍以單位”兼辦”形式進行國際化業務。  

（二）國際生活環境之建置與各地方縣市之國際化定位密切結合，研究小組

並已完成各縣市國際定位調查，發現多數縣市仍未明確定位，以致推

動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時，無法制定有效可行之政策，故未能有效的

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社區、企業或民間機構等密切連結，共同推動

國際化。前研究指出，臺灣推動國際生活環境建置已有多年，但部分

工作未落實且缺乏更新，尤其是交通標誌、旅遊指示、英語服務、網

頁更新等，本研究發現至2016年止，本計畫之兩個輔導點在上述問題

上仍未見改善。 

（三）任何國際化生活環境必須從需求面及使用者角度出發，了解外籍人士

需求，建立國際人士社群或連結管道，有助於國際化環境之建立，然

而此一現象仍然未改善，應為無專責單位所致。 

（四）臺灣國際連結及國際行銷能力仍有待提昇，惟以兩輔導點為例，桃園

市政府因地理位置及預算相對充足，國際能見度有所提升，苗栗縣南

庄鄉在國際行銷能力上相對缺乏。 

（五）地方縣市在路牌標示上之英語翻譯，多以外包翻譯社或由替代役執

行，翻譯內容未盡精確，故呈現路牌雖同時顯示中英兩種語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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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表達無法讓外國人士理解，原因在於翻譯社或替代役青年在翻

譯上只重視文法和拼字正確，而缺乏文化正確之翻譯。 

（六）輔導點之官方網頁雖然開始製作英文網頁，但仍有網頁訊息內容不符

合外國人士的實際需求，仍有出現首頁著重在政策宣導和首長介紹等

資訊。 

（七）各縣市仍未統一漢語拼音或是通用拼音，故而出現同一地名不同英語

拼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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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建議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統一： 

  中央政府應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政策時，需參

照國發會核定計畫之各項操作手冊，短期計畫由網頁建置、雙語標示

及英語翻譯等面向開始推動，系統化地推動各項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

（主辦單位：國發會、各地方政府） 

（二）落實研究成果： 

  例如往年研究曾經建置英語服務標章，政府應延續英語服務標章

之成果，為研究成果將服務標章業務交由經濟部執行，當統籌或監督

單位不明確則未能落實研究成果。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發會；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三）英語翻譯統一： 

  政府應要求地放政府統一全國採用聯合國採行之漢語拼音。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發會；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四）觀光景點標示採用統一符碼： 

  包括交通路牌與旅遊景點之標示和符碼，應參照國發會核定研究

案建議。臺灣好行等觀光巴士或地方公車需雙語化，英語翻譯並力求

正確與統一。（主辦單位：交通部、國發會；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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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機場捷運各站之路線指示，售票機和英語翻譯由專家校對： 

  地方政府翻譯經常以外包翻譯社或替代役士兵負責，出現許多單

字正確，語意（文化）錯誤的現象，地方政府需交由團隊專責比對與

檢視翻譯之可讀性，由外國人士實地走訪檢視。（主辦單位：桃園捷

運公司、桃園市政府；協辦單位：國發會） 

（六）地方政府國際化資源補救措施： 

  研究發現輔導點無法落實政策多為經費和人力不足，建議可與各

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授和學生合作，以專案形式推動局部國際化環境

推動。本研究與實踐大學合作以服務學習課程形式，要求本國生和國

際生一同參與研究，效果顯著。 

（七）強化國際宣傳與行銷： 

  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吸引國內外電影公司來來拍攝電影行銷臺

灣，地方政府吸引國內外青年學生拍攝微電影行銷地方，並放置於

Youtube 等網路社群。高成本宣傳由中央執行，低成本宣傳由地方推

動，中央與地方共同行銷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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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大綱 

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培育全球化人才是許多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各國

政府無不積極推出各種國際化行動策略及方針，以期因應全球化下之國家

永續發展。我國政府全球化布局長年來著重於經濟發展，成功的帶領臺灣

成為重要經濟發展國家之一，自1991年起開展國際貿易促成經濟穩定成長

後，帶動了國際交流並開啟了臺灣國際化的趨勢，政府自80年代開始持續

進行各項國際友善環境建設計畫及國際人才培育計畫。從2003年「英語服

務環境」計畫到2012年「生活環境國際化」計畫等，行政院研考會（現已

併入國發會），從中央到地方，啟動提升臺灣國際環境的基礎建設，也提

高在地產業的國際視野與擴展。在國際環境之推動，國發會積極推動「全

球在地化臺灣國際接軌政策研究」（2006至2008）及「建構我國城市國際

競爭力指標體系研究」（2011）。在人才培育方面，也針對公務體系的國

際化，提出「培育我國公務體系國際事務人才之研究」（2014）及「我國

長期性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2014）等研究計畫，提供各級政府單位在

執行國際化策略規劃時之一系列參考指標。（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1、2014） 

本研究從政策落實及永續經營理念著手，從國際環境規劃、指標統整、

國際化組織規劃及執行架構、標準作業流程及檢驗機制等，進行系統化之研

究。為了避免研究成果或服務流於形式，本計畫以行動方案為主軸，透過實

地輔導機制，成為地方政府未來進行國際化環境建置及服務的標準作業流程。

此外，也透過操作手冊的制定、出版和檢視，做為各級政府建構國際化生活

環境之永續經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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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大綱 

  實踐大學為完成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年「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計畫，將此計畫案分為國際化文獻分析與輔導點實地輔導兩大目標，理論分

析以透過「國家競爭力」與「全球化城市發展」兩大理論基礎，借鏡他國國

際化發展策略檢視臺灣地方政府國際生活環境基本建制，實地輔導則從輔導

點地方需求進行環境檢視與國際化指標驗證。 

  本計畫以歐洲文化之都理論架構探討臺三線浪漫大道觀光文化發展與城

市在地化與國際化層次下的城市吸引投資行銷探討臺灣桃園發展計畫。輔導

點實地輔導根據桃園市政府與苗栗縣南庄鄉兩者地方政府實際需求進行國際

生活環境實地輔導。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計畫預計完成以下幾項具體目標： 

（一）統整、分析蒐集政府全球接軌相關政見及政策：中央政府以面對在地，

朝向國際為國際化政策之施政主軸。希望桃園透過創新，產業升級轉型，找

到新的成長動能，吸引國際人才移住。並以慢活、慢食、漫遊之觀光旅遊概

念，建立一條串連16個鄉鎮之「浪漫台三線文化休閒大道」。 本研究除進行

政府政策之研究外，同時進行其他相類似計畫之參考案例，包括韓國仁川、

日本京都和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等政策和具體作法。 

（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之實地輔導：針對輔導點進行國際環境現況實測與

檢驗，協助輔導點完善國際化環境建置；包括交通路牌標示、雙語環

境和網頁翻譯等，進行實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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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實地赴輔導點進行一縣市（桃園市）、

一鄉鎮（苗栗縣南庄鄉）之實地操作，以驗證前研究之標準作業流程

及操作手冊之可行性，做為可移轉全國縣市建置國際化生活環境之參

照。 

三、輔導內容與項目 

（一）文獻分析：分析國內外知識物件有關國際生活建置，其中包含國外（德

國、韓國、香港與新加坡）國際城市國際化政策與國內（臺北、新竹、

臺中與臺南）城市國際化目標分析。文獻資料見參考書目。 

（二）專家諮詢會議：針對臺灣現階段國際化策進行統整、分析蒐集政府全

球接軌相關政見及政策，邀請6位專家提供臺灣國際化政策與環境之意

見，作為參考研究依據。 

（三）組織諮詢團隊：實踐大學組織9人輔導小組（專家學者4人、研究員2人

與外籍人士3人） 

（四）國內專家學者：郭壽旺（實踐大學 國際長）、吳穎錫（實踐大學 助

理教授）陳超明（實踐大學 講座教授）、李欣欣（臺北商業大學 教

授）、余昊（實踐大學 研究員）、吳佳穎（實踐大學 研究員）、Tari 

Lee Sykes （美籍，實踐大學 講師）、Jae Woong Youn（韓籍，實踐

大學 講師）、Peter Whittle（英籍，國發會專案顧問）。 

（五）實地輔導：前進桃園市青埔與苗栗縣南庄鄉進行實地國際生活環境檢

視與輔導建議，透過實踐大學學生必修之服務學習課程，由老師帶領

本國學生與外籍生實地走訪國際生活環境體驗兩大輔導點，進行地方

國際化環境的體驗，藉由以外籍學生為觀光客的角度發現問題，再將

學生發現之問題交由輔導小組團隊分析問題，最後邀集專家顧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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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以解決問題之三步驟作法，檢視兩個輔導點之國際化生活環境。

實地輔導項依照兩輔導點負責國際化目包含： 輔導點各項國際化設施，

包括交通路線和標誌的雙語建置、路牌與觀光景點英語翻譯之正確性、

餐廳菜單翻譯和民宿資訊翻譯與英文網站等，檢視輔導點之國際環境

建置是否友善並符合外籍人士到訪。 

（六）縣市座談會：舉辦一場縣市座談會並邀請地方政府負責國際化事務的

專責單位，分享此次輔導點的成果並進行公部門之座談。 

（七）檢視104年度國際標準作業流程手冊： 檢視與評估地方政府國際化環

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地方政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手冊、地方政府

單位與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的可行性並提出意見。 

（八）撰寫報告：針對以上研究工作項目，輔導小組做出兩個輔導點成果分

析、實地輔導與國際化研究進程之成果報告。 

（九）本報告茲分為五大部分詳細呈現此次計畫整體研究計畫之規劃、輔導

點選定、實地輔導及執行情形、研究成果並針對提升國際環境基礎建

置及相關輔導項目提出具體之改善建議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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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化發展模式與文獻分析 

為達到上述之研究目標與服務標的，本計畫分別以理論建構與實地操作

兩方面進行研究。理論建構主要針對地方政府的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的建

立；實地操作乃從此體系出發，延續我國政府多年推動國際化政策之研究成

果，以期地方政府之國際化環境建置政策之永續經營，並引用國發會104年

度委託陳超明教授研究團隊之「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研究計

畫案，將研究成果進行比對，檢視前研究成果之可行性與地方政府是否採用

研究成果，並進行知識物件盤點、及實地輔導。 

美國學者泰勒（Peter J. Tylor） 之《全球化城市》（Cities in Globalization）

與 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 之《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等書籍，探討全球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書中指出過

去城市國際化發展大多以配合經濟發展為基礎，然而近年來城市發展軌跡不

同，引用理論意有所改變，泰勒將全球化城市發展模式區分為：全球城市體

系、城市間體系與系統與城市政治等三種體系，可做為城市國際化定位之政

策參考。（Tylor，2007） 

 

圖1-2-1 全球化城市發展體系 

 

全球化
城市

全球城市
體系

城市間體
系與系統

城市政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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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者對於在地全球化或是全球化與城市發展等議題有所論述：全球

化的過程所含擴的層面極廣，從政治、經濟、科技、媒體，乃至社會永續發

展議題等活動都相互影響。總體而言，這些面向都屬於在地居民整體生活方

式的一部份，因此自然構成了在地文化於全球化的外顯形式與連結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相互串連的，則是所有人類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對於

基本生活與文化累積所賦予的當代生存價值認知與了解，彰顯全球化與在地

文化連結的重要性。（John Tomlinson， 1999） 

此外，針對全球化與城市發展之關連性，學者表示在全球化下觀光業與

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城市需透過本身文化發展來促進觀光，但是觀光客的數

量不僅帶來經濟，同時也伴隨著一些後遺症，凸顯出觀光品質與觀光客兩者

之間的平衡之重要性。遊客管理在觀光發展成為重要的研究，尤其是針對友

善的觀光環境建置，包過經濟與當地之文化推廣也是具有重大影響。例如英

國環境部會對於遊客管理的項目包括： 

1、控制遊客人數（以每年度觀光人次計算） 

2、管控遊客行為 

3、利用不同資源來使遊客人數得到管理，使環境衝擊降低 

4、透過不同季節遊客管理，分散遊客數量  

5、焦點市場行銷，吸引不同族群遊客  

6、設計易辨讀之指示標示，交通資訊  

7、使用符碼和文字，並透過教育途徑達到遊客對環境空間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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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政策措施都是為了在城市發展和國際觀光之間取得平衡。由上述遊

客管理也可以看出觀光也是全球化城市發展的動力之一。而此計畫的輔導點

之一：苗栗縣南庄鄉也可依循此一發展模式。 

英國政府透過專業管理建構出國際化與城市發展的關聯性，城市觀光業

具有連結世界的開端的功能，善加利用高科技對於觀光業可發揮有效之宣傳

效益，例如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有助

於觀光客旅遊的規劃與管理。（Peter Mason，2003）波特（Michael Porter） 

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以國際

化發展的經濟理論，提出模型中的六大因子：影響因素、需求條件、相關及

支援產業、明確策略、結構及競爭、政府及機會（Factor conditions，Demand 

conditions，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Firm Strategy，Structure and 

Rivalry，Government and Chance）。（Porter，2011） 

 

 

 

 

 

 

 

 

 

圖1-2-2 Michael Porter 鑽石理論模型（Diamond Model） 

企業策略與結

構、同業競爭 

生產要素 需求條件 

相關與支持

產業 

機會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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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波特引用此一模式作為國際企業的發展模式，但臺灣城市在國際化

發展脈絡上，也可借助此一理論思維作為地方發展國際化的參考模型。本計

畫國際化規範，大抵依循此模式思維，從國際化影響因素、國際化需求、支

援產業、明確政策、政府運作及產業發展機會等方面來做規劃。 

全球化正在大大改變城市社區和以城市為前提的發展政策。在全球城際

競爭的背景下，城市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競爭力，一個城市的定位和吸引力具

有關鍵作用。吸引力發展戰略旨在從全球流動空間有效吸收外部資源。吸引

力的核心戰略是具有吸引力的激勵措施的商業推廣活動，所以運用城市品牌

行銷和城市國際化發展，旨在吸引高附加值服務或高科技公司對城市進行投

資。（Ari-Veikko Anttiroiko， 2015）  

  本研究同時參考日本京都在推廣全球多元文化所面臨的挑戰與執行策

略所規內之問題與成果，作為設定本研究之參照資料。以日本京都之城市國

際化發展為例，京都國際化藍圖的策略包含：京都景觀政策，管控國際化戶

外廣告、改善海外遊客環境，多語言旅遊信息化，升級旅遊用品推廣項目，

京都旅遊推廣項目，京都青少年推廣計畫，京都改善計畫（京都文化認證考

試），京都觀光大使任命、京都國際表演藝術節的規劃、與京都公民的環保

努力，（如減少浪費和引進自然能源）、促進與市民合作推進城市間交流，

（如推廣姐妹城市交流項目和增加夥伴城市雙邊關係）、舉辦城市青年青年

會議，討論未來環境問題、擴大國際學生赴京都學習、促進國際志願者活動，

提供線上日語課程、京都市民族國際文化交流，支援促進社區國際交流項目、

國際居民的防災演習和措施、社區福利和多元文化交流，網路沙龍等城市國

際化作為，並委由京都市國際基金會執行京都地區外來族群調查，為京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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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聽取外國居民在京都生活和文化體驗的機會。（Kyoto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motion Plan， 2014）  

 

圖1-2-3 日本京都全球多元文化-挑戰與執行策略 

另參考其他國家地方政府國際化發展藍圖，如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針對其區域內的高等教育建構及描述國際化輔導措施，作為本

計畫之研究基礎。同時引用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概念，

建構歐洲各國城市以文化與國際接軌，（European Union， 2015）參考歐洲

文化之都之策略，以在地全球化之策略建構臺灣國際生活環境，展現城市特

色、發展文化產業與提升城市全球競爭力，參照日本和歐洲經驗，做為「浪

漫臺三線」之城市改造與形象建構依據。 （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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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4 歐洲文化之都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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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
與世界文
化：歐洲
遺跡與生
活品質

歐洲共同
文化價值

多媒體與
多語文化
推廣歐洲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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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化發展藍圖 

依據歐盟的高等教育指標報告（ Indicators for Mapping and Profiling 

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是一種社會演進的過程（process），主要是組

織建立一連串活動及策略，來回應越來越多的全球化需求。為了達到此一國

際化的進展，此報告認為應先評量組織之國際化定位：一是了解組織在國際

化發展中的定位；二是評估國際化發展對城市的價值；三是建立國際化的機

制，告知組織內部成員，國際化的優勢及願景。因此必須進行三項基礎工作：

建構、評量及描述（mapping、evaluations、profiling）。這三項國際化的準備

工作，化成實際的作法，即為國際化策略的擬定、國際化成效評估、國際化

發展藍圖建構等三項標準作業程序。我們試用以下圖例，展現此發展藍圖。 

 

 

 

 

 

 

 

 

 

圖1-3-1 國際化發展藍圖 

  

•國際連結：國
際招商、全球產
業策略聯盟、國
際城市論壇

•軟硬體建設、
法令與預算、
政策決心，
願景想像

•國際人才培養、
英語教育深耕、
國際人才引進、
產業國際化

•定位自己縣市
的產業方向：
國際化面相

產業
發展

國際化

思維

國際
環境

政府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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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理論基礎和仿效其他縣市經驗，研究輔導小組提供輔導點國際

化生活環境建置之步驟如下： 

（一）政府國際化定位 （如1-3-2圖） 

（二）配置專責人員與預算編列 

（三）訂定國際化特色和目標 

 

圖1-3-2 城市國際化定位 

  

城市國際化定位：

矽谷、國際投資或國
際旅遊城市構想

支援產業：如永續發展
產業、專業人才、國際

金融業

影響因素及需求面：城市
定位與國際接軌，例如綠
色城市、設計城市、高科

技城市等

國際化接軌要素：專業
人才及教育與實務結合

需求

政府：

積極作為（雙語文件與
國際化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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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項工作項目與期程 

輔導小組工作期程如下小組於105年10月至11月進行文獻收集與研析，

105年10月至106年1月進行兩輔導點實地輔導，11月根據輔導小組根據初步

輔導成果進行第一次專家座談會，105年11月至106年3月輔導小組蒐集與盤

點知識物件，106年1月至2月進行輔導成果與外籍顧問檢視文件，最後106年

2月輔導小組著手進行期末報告撰寫。 

        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2016年 2017年 

7 8 9 10 11 12 1 2 3 4 

文獻分析           

焦點座談會           

縣市座談會           

蒐集與盤點知

識物件 
    

     
 

組織輔導小組           

實地國際化輔

導推動工作（兩

輔導點四場次，

預計每月一次） 

          

外籍顧問檢視

輔導成果 
      

  
  

撰寫報告           

 ：為實際作業月份 

圖1-4-1 工作項目與期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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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青埔輔導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與會人員 

105年9月9日 

（專責單位首

長與相關人員

拜會） 

1.青埔道路雙語標示輔導 

2.埔地區特色景點雙語標示 

3.英文網站建置輔導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 

105年11月03日 1.帶領本國生與外籍生走訪桃園市政府規劃

路線訪視道路雙語標語 

2.英文網站建置增加外籍人士服務專區 

3.金牌好店伴手禮商家輔導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 

105年11月18日 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實地訪談（相關業者由

桃園市政府邀請）包含飯店業者與餐廳、桃

園國際棒球場與購物中心等相關單位討論。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率領

本國籍學生、

外籍學生至桃

園實地訪視 

105年12月15日 

 

1.針對桃園市政府提供英文相關資訊輔導 

2.輔導如何建置雙語青埔地區交通動線 

3.郭壽旺教授與桃捷董事長會面與討論相關

事宜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 

106年1月23日 

 

檢視訪談結果 

1. 檢視青埔英文翻譯與盤點SOP結果 

2.提出檢視青埔地區雙語交通路牌結果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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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英文網站檢視結果 

 

二、苗栗南庄輔導期程 

日期 輔導要點 備註 

105年9月07日 

（拜會專責首

長與相關人員） 

1.道路雙語標示輔導  

2.英文網站建置 

（國際慢活城市與族群融合特色） 

3.南庄特色景點雙語標示 

4.當地優良商家雙語文件 

（餐廳菜單或民宿指南） 

5南庄英文導覽輔導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

暨輔導小組 

105年10月21日 1.走訪南庄鄉公所推薦路線訪視道路標示 

2.英文網站建置 

3.討論國際慢活、多元文化、觀光景點等相

關英文資訊 

4.英文網站建置增加外籍人士服務專區 

5.針對南庄鄉公所提供商家進行英語翻譯 

6.輔導如何建制英文導覽相關資訊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

暨輔導小組

率領本國籍

學生、外籍學

生至南庄實

地訪視 

105年10月22日 

 

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實地訪視特定人員訪

談（相關敦情首長邀約中）包含民宿業者與

餐廳業者等相關單位。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

暨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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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本國籍

學生、外籍學

生至南庄實

地訪視 

105年11月21日 

 

討論本國生與外籍生報告與英文翻譯第一

次報告結果 

實踐大學郭

壽旺教授暨

輔導小組、本

國籍學生與

外籍學生(在 

105年12月16日 與南庄鄉公所鄉長會談(討論第一次報告結

果)實地參訪蓬萊護魚步道 

輔導檢視台灣好行與南庄交通動線 

郭壽旺教授

暨輔導小組、

本國籍學生

與外籍學生 

105年1月17 

 

檢視訪談結果 

1.國際慢活、多元文化、觀光景點等相關資

訊所有檢視英文翻譯與盤點SOP結果 

2.提出雙語交通路牌檢視結果 

3.提出英文網站檢視結果與輔導要點 

實踐大學 

郭壽旺教授

暨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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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城市國際化發展 

城市國際化發展研究的意義和目的，在於城市擁有文化主題意識和在地

文化認同的情況下，建立並發揚在地的文化及產業特色，並對國際社會展開

宣傳，藉此引進國際資源促進地方發展。國際化的過程與結果注重自由平等

環保等普世的價值，秉持尊重與同理心，在對外時具備不卑不亢的精神，如

此國際化發展過程與結果，才能確保國人基於自我保護心理而拒絕國際化，

也讓參與推動國際化工作者在對外時充滿信心保有尊嚴，也才能兼具有禮和

友善，並且不論階級、種族或國籍都得以適度拿捏如何對等地對待國際人士。

本研究目的之一即期待在推動國際化過程和結果時，得以讓每一位國人和來

台之外國人都在這裡感到安全與舒適。 

國際化都市概念緣起於十八世紀的殖民時期，當時歐洲都市如倫敦、巴

黎控制全球貿易與經濟活動。而近代國際化都市概念則來自日趨頻繁的全球

化經濟活動，著重於以技術創新、資訊化及全球經濟活動為主要的都市發展

模式，從資訊網及航空交通網的建立，使城市成為全球經濟活動的參與者。

過去國際化城市，大多以生產、交易與通路為主要經濟活動，世界各國對於

都市的國際化，也多以此經濟思考為主。國際化都市可分為（一）國際化生

產都市（二）國際化通路都市（三）國際化交易事務都市等三類。（郭大玄，

2003）近年來由於網路發展及全球人才的移動，促使各種跨國的產業，如休

閒娛樂、國際會展等產業興起，國際化城市的面貌因此跟著改變。國際化的

需求不再僅限於都市，不同型態的城市或鄉鎮，也開始成為國際化的重要標

的，包括主題式度假勝地、慢活城市、設計之都、創意城市等。如臺東縣，

在這一波新型的城市國際化浪潮中，精準的以幸福城市定位其國際化指標，

配合聯合國近年來的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希望透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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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產業的發展，使臺東成為國際化城市。（United Nations，2016）知名旅遊

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公布2016年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含

有豐富原住民文化的臺灣臺東名列第十，並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導，《Lonely Planet》指南對亞洲大陸的自然風光和都市調查，首次彙編

亞洲十大旅遊景點的名單，臺東縣亦雀屏中選。澎湖馬公則配合澎湖縣政府

發展，自我定位為國際低碳觀光島群計畫，以成為國際宜居空間為城市國際

化目標。（Lonely Planet， 2016） 

以日本城市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為例，日本京都於2008年啟動國際化提

升計畫，明確定位國際化為國家發展重要目標，日本政府開啟各城市之國際

化政策，並以融合各城市特色和日本傳統文化為主軸，政府由上而下，全面

推動觀光國際化，日本政府訂定全國發展國際化之社會背景如下： 

（一）社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展。 

（二）全球化問題的嚴重性。 

（三）各地方政府活動越加頻繁且重要。 

（四）外國人居住京都人口急遽增加。 

在國際和社會需求面的推波下，京都政府從2008至2017年期間進行一連

串的國際化提升計畫，以三大目標做為計畫主軸： 

（一）京都成為讓全世界驚豔的都市（A city that fascinates the world）  

（二）京都成為與全世界多元連結的都市（A city that links the world in many 

ways） 

（三）京都成為擁抱多元文化的都市（A city that embraces 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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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國際化總體策略的藍圖，採取由居民為中心的由下而上途徑，透過

人與社會為中心以放射狀向外發展，同時以京都居民與外籍人士多元文化共

存、以京都歷史與文化成為世界驚豔的城市與國際合作與姐妹市交換計畫為

途徑，由下而上、由內而外的雙線平行往外發展，致力於使京都成為國際文

化中心。（如下圖示） 

 

圖2-1-1 京都國際化計畫主軸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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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政府國際化提升計畫中所採取的17項策略55種項目具體可行，且充

分配合三大國際化目標，從資訊、國際人士需求、通信支援、居住支援到發

展多元和諧社區等項目著手，到京都旅遊的外國人呈不斷增加趨勢，住宿遊

客人數相比10年前多兩倍，2013年達到113萬人，首次超過百萬。京都市自

2012年起為了加強針對外國遊客的旅遊服務，在公車、地鐵站、便利商店和

公共設施等649個場所，設置了免費Wi-Fi服務（每次限3小時），還成立了24

小時多語種電話呼叫中心，為外國投宿遊客提供方便。京都於2014至2015連

續兩年獲美國旅遊雜誌（Travel & Leisure）評比為全球最佳旅遊城市榜首，

2015年網路票選亞洲十大旅遊城市第一名（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此外，

英國資訊雜誌《Monocle》於2015年6月發表了世界主要城市「生活品質」年

度調查結果，京都排名全球第14名。（Monocle， 2015） 

另外，依據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份生活指標報告指出，所謂指標乃是依

據實踐生活體驗，從個人出發所衍生的量化數據，收集、整理及分析相關生

活資料。其指標具三項意義：一是指標的意義性，指的是指標展現什麼、指

標如何被使用以及跟社群的關係性；二是哪些項目被評估，指的是指標呈現

的面向；三是趨勢，涵蓋指標詮釋的意義跟大環境間（如政府、國家層次）

的關係。（國發會，2015） 

此指標意義係根據John Hinkson、Geoff Sharp及Simon Cooper所提的連

結理論（Engaged Theory）。所謂連結理論指的是一套理解社會複雜性的有

系統、有方法論的架構（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complexity）。它以社會生活及社會關係為其基礎，建立完整的體系，從細節

實務出發，分析人、事、物、及過程的面向，進入建構的抽象理論，以完成

對人、事、物及過程的社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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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理論成為近年來各項指標體系的理論基礎，其分析模式共有四種：

實證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假設分析（conjunctional analysis）、整合分

析 （integrational analysis）及分類分析（categorical analysis）。 

本指標體系採用實證分析，從日常生活的觀察、經驗及各種生活記錄，

也就是從生活證據中找到相關的抽象理念，以建立相關的係數及事物的次

序 。依據此一分析架構，本指標體系從國際人士本體出發，衍生生活環境、

法規制度、運作團體及社群結構等連結關係，如下圖： 

 

圖2-1-2 國際人士本體指標架構圖 

 

 

人

生活環境

（食衣住行）

法規制度

（法令專責機構）

運作機構

（政府、私人機構等）

社群

（周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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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架構，本指標體系之生活環境涵蓋飲食、購物、居住、交通、教育、

娛樂、法規、醫療、金融、網站及行政服務等十大面向。整體指標又分依據

指標意義、指標項目及趨勢等三大指標呈現，建立（A）共同指標；各地方

政府之國際連結、政府人才及服務；（B）地方生活指標；（C）地方性個別

指標：凸顯地方之國際特色，如交通、學術教育、觀光及商業活動等。 

依據上述指標，本研究引用2015年陳超明教授團隊所製作之調查問卷，

取得各縣市政府國際化現況、定位與作為，以及各地方國際化生活環境現況，

再經由與輔導點承辦主管之對話和訪談所取得資訊，做為本研究提供我國整

體及個別縣市政府相關政策建議及具體作法之基礎，也可做為中央及地方政

府未來國際化政策落實及永續經營之方向。（陳超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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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物件盤點與比較 

臺灣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的建立，大多是以國際人士在臺灣生活或就

業、就學所產生的環境變數，所建立一套量化與質化的評估指數。聯合國及

相關國際組織對於人類生活及環境，也曾建立數種生活品質指標（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或幸福生活指標（happiness index），做為評估社會及個人對

於環境的體驗度。（United Nations， 2016） 

陳超明教授研究報告所作之問卷分析此項個別指標，考量國內各縣市國

際化定位及其現階段資源配置之情形，其中包括國際化定位、國際行銷能力、

國際化環境預算、國際化環境及服務專責單位、英語法規及國際友善及安全

環境之滿意度等，本研究依據問卷中各縣市問卷結果，作為選擇輔導點之評

估考量，並依據縣市自我定位鎖定輔導項目。上述報告之指標分析如下： 

一、 國際化定位：各縣市除金門縣以觀光旅遊為其唯一定位外，其餘縣市大

抵以三項以上，為其國際化方向與願景，新北市涵蓋文化歷史、觀光旅

遊、產業發展、交通轉運及國際教育最為廣泛。其餘各縣市都以觀光旅

遊及產業發展做為其國際化之定位。此外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基

隆市、新竹縣、新竹市、彰化縣、嘉義市、屏東縣及澎湖縣均定義自己

為國際交通轉運，其地理位置、現階段之基礎建設，除了少數城市如臺

北市、桃園市、高雄市等外，其餘縣市是否有足夠條件?（例如基隆市定

位為國際郵輪觀光轉運城市，但基礎建設仍然老舊、不足或改建中） 

二、 國際行銷能力：六都之國際行銷能力均有積極及多元作法，從訂定國際

行銷策略、國際商展到國際行銷具體作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六都均有實際作為。現今各縣市之國際行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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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以參加國際旅展為主，且在行銷上大抵採用委外作法，缺乏縣市政府

自己的團隊。  

三、 國際化環境預算：編列國際化環境預算，除了桃園縣及高雄市預算較低

外，其他四都均編列千萬元以上預算。其餘縣市除花蓮縣、新竹縣、臺

東縣及澎湖縣外，經費均在百萬以下，部分縣市甚至沒有編列專款。可

見國際環境建置，未能配合其國際化定位。 

四、 國際化專責單位：除了都會化較深之縣市外，部分縣市並無專責單位。

其中新北市及臺東縣之專責單位分別為72人及38人，可見該兩縣市政府

將國際化工作落實到各處室，由各處室建立其國際化專責窗口，更能全

面性推動國際環境之建置，值得其他縣市參考。 

五、 英語化法規：除了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及花蓮縣外，其他縣市之法

規英語化，大抵缺乏對於提供外籍人士生活及產業發展，缺乏體制內之

國際化服務。 

六、 友善環境及安全環境之評估：各縣市對於友善環境之提供，金門縣略嫌

不足，僅有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新竹縣市等調查呈現非常滿意，

其餘縣市仍有待提昇。對於安全環境之提供，臺灣各縣市除了金門縣調

查結果不表同意外，其餘縣市大都為非常同意及同意，可見臺灣在國際

安全環境上對於外籍人士之社區安全及人身安全均有相當之保障，有利

臺灣國際友善環境之發展。 

  除了以縣市定位做為輔導項目之選擇依據外，中央政府的國家發展

重點政策亦是選擇輔導點及輔導項目之考量。蔡英文總統選舉期間提出

的五大策略性產業政見，從國防、生技、綠能、精密機械到互聯網，分

別座落在臺北、桃園、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從北到南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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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特別選定桃園做為亞洲矽谷計畫之所在地，顯然企圖在群聚效應和

區域發展上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以臺灣縣市的國際發展現況，參酌之前的國際都市發展藍圖，將臺

灣地方縣市分成四大塊：一是綜合性的國際都市，如臺北、高雄；二是

產業型的國際都市，以新竹、臺南或臺中；三是國際通路都市，如桃園

國際航空城；四是觀光、旅遊等休閒型國際都市。這些不同面向的都市

國際化，應建立不同國際化指標，如產業性國際都市，對於外商的生活

環境（含子女教育等）、招商內容、產業資訊均應具備國際化指標，標

準分為下列三項：官方文件、城市發展方向國際接軌、英文網站為輔導

重點的SOP程序。 

表2-2-1 官方文件國際化範例對照表 

 

表2-2-2 城市發展（國際接軌）國際化範例對照表 

 

•中文

•英文
市長簡介

•中文

•英文
局處簡介＆任務

•中文

•英文
城市焦點＆發展規劃

•中英文

•影片宣傳
商圈或發展區域

•中英文

•負責局處
法令規章

•中英文

•聯繫窗口
對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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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知識物件盤點 

一、何謂國際化 

開放程度、對外合作和交流頻度、各種國際交流的流暢程度是國際性城

市的重要衡量指標。一個城市能夠在快速發展中準確地向世界表達自己，即

國際化能力，而且能夠及時吸收來自其他國際區域的信息和技術，即在地化

能力，顯得非常重要，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城市的語言交流和包容能力。

英語是12個國家的母語，作為60多個國家的官方或半官方語言，在教育、行

政、法律、國際國內貿易、公眾傳媒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是一種作為占優勢

地位的語言。英語具有強力的發展勢頭，較高的經濟價值及權威性，較高的

社會影響力。因此，在一個正在實施國際化進程的城市中，必須考慮英語、

漢語同步使用的雙語環境。城市雙語化或多語化是國際性城市的必備條件和

發展趨勢。語言服務環境是城市綜合競爭實力的重要體現。（鄭中原，2004） 

「國際化」又被稱為「全球化」，此名詞大約是在1960年代初期首次被

使用，但國際化到底是指什麼，一直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目前在學術上並未

有一個大家認同的定義或說法。目前對全球化的定義，以英國社會學者紀登

斯（Anthony Giddens）最常被引用。他認為國際化是「世界各地社會彼此關

係的激烈化，將本土事務調整為適合幾百哩外之經濟實體的事務，或是讓對

方的事務與自己相互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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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城市現況 

輔導小組所盤點之國內知識物件，主要為各地方政府之優良國際化案例，

並將案例內容分為下列五類項目進行分析。 

（一）參與國際化活動 

1、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選擇參與2016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作為推動新竹縣國際化政策之定位。為符合此定位，

新竹縣積極推動強化公共服務網絡，為民服務八達通、民意匯流平台、

智慧戶政、智慧節電、智慧綠建築、智慧交通iBus與智慧觀光、社區

知識型農業與智慧新農民市場、免費無線上網與智慧生活館等相關政

策，以提供ICF作為評比依據。除此之外，新竹縣代表團隊準備了結

晶釉花瓶、臺灣客庄節慶風華卷軸、客家源流史3D動畫、彩繪神豬、

存錢竹筒、太陽能板、特色農特產品、客家花布提袋、幸福臺灣文鎮

等文創產品，在ICF高峰會的經濟發展日、社區加速發展日及智慧城

市日等連續活動中展出，全力行銷新竹縣。 

 

圖2-3-1 智慧城市論壇logo 

ICF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市，為一國際性非營利組織，以推廣寬頻

科技經濟為主的智庫，致力於推動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之大小城市建

立智慧城市，並透過研究、舉辦座談會、發表資訊及頒發年度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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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做為組織達成工作目標之手段。其組織目標為（一）推廣寬頻經

濟發展、（二）做為城市間交流平台。論壇每年邀請學者專家，就全

球各大城市在寬頻產業發展及資通科技創新成就進行評選，其評比項

目共有寬頻建設、知識勞動力、創新、數位平等、永續發展及宣傳行

銷6大指標。新竹縣府團隊針對此一國際化目標訂定執行項目，其中

包括成立專案小組、組成外語口譯哥團隊、舉辦產官學座談會、舉辦

大師座談會提供團隊觀摩學習以及參觀智慧城市展。 

 

圖2-3-2 新竹縣政府參加智慧城市徵選過程圖 

新竹縣於2016年度參加「國際智慧城巿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舉辦全球智慧城巿評比，分別入圍第1階段前21大智

慧城巿（Smart 21）與第2階段全球前7大智慧城巿（Top 7）之列，ICF

主席暨創辦人John G.Jung特地來台實地考評時，對於新竹縣整合各界

相關智慧化資源架構，相當符合今年主題從革命到復興主題精神，表

示讚賞。新竹縣入選國際智慧城巿論壇智慧城市前7名，本次評比六

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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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寬頻指標：建置免費無線及縣內各業者佈設4G行動網路。 

（2）知識勞動力指標：新竹縣具有高度發展知識產業之潛力與能量，

豐富的「產、官、學、研、醫」力量相互串聯發展藉以創造更多

經濟、創新機會。 

（3）創新指標：透過科技與創新發展跨越距離與環境問題，將政府服

務延伸縣內各角落。 

（4）數位包容指標：運用數位教育，縮短城鄉學習落差。 

（5）永續發展指標：推動低碳計畫及活動，建立相關平台，並以科技

克服距離，提出雲端健康城市計畫。 

（6）宣傳指標：運用智慧科技行銷新竹縣客家文化特色。 

新竹縣善用鄰近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明確定位城市特色，有助

於國際行銷，地方首長及新竹縣長的政策支持是新竹縣得以推動國際

化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陳育賢，2016） 

 

圖2-3-3 新竹縣政府參加智慧城市頒獎典禮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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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市政府  

（1）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10月13日起至21日連續9天放映53場次（4場

免費場次），來自25個國家，195部動畫影片；閉幕式除了揭曉得獎

作品，更與國際四大動畫影展之一的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國際動

畫影展」策展人丹尼爾．蘇吉（Daniel Šuljić）簽署備忘錄，未來將

進一步合作交流，提升臺中國際動畫影展品質。（NOWnews， 2016） 

  

圖2-3-4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頒獎典禮 

圖2-3-5 臺中國際街舞競賽頒獎典禮 

（2）街舞競賽 

為吸引外國觀光客，臺中市政府舉辦BattleISM（戰鬥主義）街

舞競賽，希望藉由這個大規模的比賽讓臺中注入新的觀光能量，將

臺灣的街舞推向國際。林佳龍市長期待以臺中做為臺灣街舞發源地，

並透過舉辦比賽，將臺中傳播到全世界。（臺中市政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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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溫泉觀光友好交流合作協定 

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動下，民間組織如臺中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與日本大分縣別府市觀光協會，共同完成「溫泉觀光友好交流合作

協定」簽署，雙方落實實質合作交流，讓臺中溫泉飯店觀光產業交

流國際化。（聯合新聞網，2016） 

 

圖2-3-6 簽署溫泉觀光友好交流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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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化教育 

1、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為吸引國際觀光客，創造三款APP，分別是「遊臺中

學英文」、「English Town」、「英語觀光城」，該APP包含景點介紹

及實境服務，提供外國遊客、店家即時翻譯。該APP由臺中市政府、

經濟部工業局、巨匠集團、希伯崙教育機構等組織合作，對臺中市進

行點、線、面英語服務的布局。其中「English Town」是為外國旅客

所打造，外國旅客只要到商店，店家無法說英語，就可透過APP即時

翻譯。目前臺中已有一千二百家商家成為4G英語觀光城友善商店，也

建置了十五個景點，將逐步達到六十個景點。 

 

圖2-3-7 臺中市政府參加「英語觀光城APP」開台記者會新聞截圖 

2、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局處會、公所組「英語共學小組」表示，為了增加市

府員工英語口語能力，市府廿六個局處會，以及卅七個區公所分別組

成「英語共學小組」，每週一次英語共學。市長要求各局處首長，應

將第二官方語言政策列為業務重點，加入雙語元素。學校部分，市府

表示，將致力於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一年級、廣招課後英語社團、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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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雙語實驗學校以及雙語教育試辦計畫等。下圖為臺南市府人事處舉

辦「英語聊天室」，由外籍人士、英語老師，每週兩天以英語聊天、

上課。 

 

圖2-3-8 臺南市政府「英語聊天室」 

（三）交通標示 

1、臺中市 

為建設臺中市成一個友善的國際城市，市政府自民國97年起陸續

改善主要幹道及重劃區內雙語路名指示牌，統一採用漢語拼音標準，

並使用符合國家標準的反光貼紙，夜間可見度高，提升交通安全及改

善整體市容景觀。97-98年市府亦爭取到中央加強地方擴大內需補助

經費，進行市區道路雙語化路名牌設置工程。優先改善主要幹道及市

區內15公尺以上雙語路名指示牌，該工程已2010年汰換完工。至於15

公尺以下道路雙語路名指示牌，市府亦持續汰換。 

2、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於104年增設了700支雙語站牌，並在大臺南

公車的官網上，建置全英語版公車路線資訊，每條路線配置一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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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圖，公車即時動態與候車時間在圖上一目瞭然。以紅幹線為例，使

用者可上網查詢紅幹線上所有公車的即時位置，點選路線圖上任一站，

還可得知此站的候車時間，讓外籍人士用網路就能得知完整資訊。 

 

圖2-3-9 上公車路線圖及即時動態系統雙語化 

 

圖2-3-10 臺南市雙語公車站牌 

（四）雙語化服務及文件 

臺南市政府 

1、為營造英語友善環境、鼓勵店家說簡單商業英語，市府推動英語友

善標章計畫，標章分兩種，一種為「具英語環境 」，核發「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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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標章，EF」；另一種為「具英語環境及英語力者」，核發

「We Speak English標章，EF+」。 

2、依照店家需求，協助其學習20句英語常用句，店家與外籍評核委員

順利交談後，可取得英語友善標章「We Speak English，EF+」標

章。本案已於105年10月27日辦理記者會，分：店家、公車、計程

車、停車場、觀光計程車、醫療機構等六項業種。共計40間店家、

約3800台計程車、約380輛公車、5座停車場、7所醫療院所通過EF

或EF+認證，並核發標章。 

3、結合大專院校資源，與長榮大學合作，翻譯、製發「花園夜市」攤

商雙語菜單。另與南台科大課程結合，輔導店家製作雙語菜單，由

學生翻譯、設計校園附近店家之雙語菜單。 

4、於全球資訊網發行「英語市政新聞」，並寄送給外媒及姐妹市。主

題包含本市重要政策、國際重大事件，自105年7月開始辦理，迄今

已發布約25則。 

5、製播英語影音新聞專題「Hot Tainan」，與AITK合作拍攝以臺南為

背景之「英語流行語教學影片」，邀請市民一同參與影片角色。以

上影片於Youtube播出，並推廣至校園作為學習素材。 

6、2016年10月起，試辦市政會議記錄、議會施政總報告雙語化。 

獎狀證書表單全面雙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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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1 臺南市文件雙語化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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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語網站 

外語網站是讓國際認識臺灣的最佳媒介，因此，網站內容兼具中、

英雙語是首要條件，另外，針對國內的新移民、外籍勞工、商務人士

及觀光客等，機關應視其業務需要，建置多語化的網站。 

1、臺中市 

 

 

 

 

 

 

 

 

 

圖2-3-12 臺中歌劇院官方網站 

 

 

圖2-3-13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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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南市 

 

圖2-3-14 臺南市府各局處與區公所英文網站 

 說明：左上為白河區公所，右上為東山區公所，左下為關廟區公所、右下為臺南市政府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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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國際化事務之建議 

（一）參與國際活動 

  建議各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增加國際交流機會，學習

他國優良案例。積極參國際活動可產生以下外部效益： 

1、提升人民國際素養，增加國際觀。 

2、帶動各類產業活動，提升本地產業動能。 

3、大量啟用外語人才，增加就業機會。 

4、凝聚當地人民意識，使人民產生榮譽感。 

5、吸收他國優良經驗，交流分享資訊。 

6、與他國良性競爭，增強本地競爭力。 

  除此之外，全球在地化也是一項重要的概念，各地方政府除了與

外國作交流外，也需留意保留自己的特色，藉由國際化的方式，將

當地特有文化宣傳製世界，提升當地能見度。藉由國際化來推動本

地特色的外部效益： 

1、 增加人民對當地的認同感。 

2、增添本地產品之特色，提升本地產業競爭力。 

3、服務業產值升高，增加當地就業機會。 

4、鼓勵人民在地創業，增加人民回流。 

5、吸引他國前來本地學習及體驗，將國際交流雙向化。 

6、增加國際能見度，拓展本地之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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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 

教育乃為國力之基礎，亦是提升人民素質之出路。國際化的概念若需要

扎根於民，就必須透過教育，讓未來每個國民皆了解何謂國際化，更可以

透過教育，讓民眾可以透過國際化來發揚本地特色。地方政府可透過下列

方式推廣國際化教育： 

1、 地方政府或機關可以委請專業機構或學校團體辦理英語人才培訓，

或是利用線上學習的方式增進英語能力。 

2、 善加運用民力，結合社區、學校等社會人力資源，透過招募外語志

工或與在地學校合作，安排外語系所學生及外籍留學生參與實習。 

3、 編印教材及光碟，內容提供各種業態常用詞彙及對話，提供業者練

習英文口說能力 

4、 辦理業者英語培訓課程，增進服務人員英語能力。 

5、 企業或地方政府可聘請外籍師資至所屬機構進行英語教學 

6、 教育機構應增加雙語課程，並聘請外籍師資與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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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標示 

交通之項目非常廣泛，亦是國際化之基礎項目之一。國際人士抵台後首

要接觸的往往就是交通，在非英語系國家中，良好的交通建設通常都會標註

第二官方語言，也就是國際語言－英文，更完善的交通設施甚至會考慮標註

多國語言。 

 

圖2-3-15 韓國首爾－多語巴士站牌 

 

 

圖2-3-16 日本東京新幹線-搭乘方向雙語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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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語化服務及文件 

1、機關服務措施 

機關的服務措施包括編印政府出版品（依據2015年國發會出版之

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資料表提供、員工識別證件、現場諮

詢或電話接聽等。外籍人士至機關洽公，除完善的雙語設施標示能適

當提供指引外，各項友善的服務措施將可協助其解決問題，並了解相

關資訊內容。 

 

圖2-3-17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各項友善服務措施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46 

 

圖2-3-18 東京迪士尼雙語文件 

2、常見機關英譯錯誤及注意事項 

  在雙語翻譯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用字、字體大小不一致以及標點

符號使用不正確的情形。建議建置統一的翻譯流程，首先由承辦人員

根據7C準則進行翻譯，再由外籍專家進行開會討論，檢視翻譯是否達

到文法正確以及文化正確。最後再由承辦人員及外籍專家共同檢視翻

譯內容，確保翻譯文字的正確性。 

 

 

 

圖2-3-19 雙語翻譯SOP 

 

雙語準則 承辦人員 外籍專家
承辦人員
與外籍專
家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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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業者常用之標示也常有語法或拼寫錯誤，甚至英文資訊不

完整之情形。下圖為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內有關機

關英譯錯誤及相關注意事項，以及常見標示錯誤與建議用法，提供商

家參考使用，進行雙語化建置。 

 

圖2-3-20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英譯錯誤注意事項 

 

圖2-3-21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常見英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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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2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常見標示錯誤與建議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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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3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常見標示錯誤與建議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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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語網站  

外語網站是讓國際認識臺灣的最佳媒介，因此，網站內容兼具中、英雙

語是首要條件，另外，針對國內的新移民、外籍勞工、商務人士及觀光客等，

機關應視其業務需要，建置多語化的網站。 

1、網站建置要點： 

（1）資訊可視化 

首頁下方的次要分類選項，除了以文字說明之外，還可搭配對應圖片，

以強化訪客對於該分項的認知。 

（2）首頁設計整體性 

雙語網站需讓讀者清楚地知道各類資訊的位置，並方便讀者閱讀。 

（3）資料搜尋的便利性 

雙語網站需提供關鍵字檢索、交叉檢索及全文檢索等快速搜尋功能。 

（4）網站功能互動性 

雙語網站可提供線上報名服務，並把容易遇到的問題整理成Q&A放於

網站中。 

（5）資料的豐富性及即時性 

雙語網站可提供相關資訊的外部連結，並定期更新。 

（6）網站維護管理 

雙語網站需定期測試網頁連結的速度，以及網頁標題及內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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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訊提供的正確性 

      雙語網站的內容是否正確，以及翻譯是否適宜。 

2、建置重點及注意事項如下： 

 

圖2-3-24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網站建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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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5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英文網站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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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組織的定位 

  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國際化事務時，因為人力有限而導致推動的效

率不彰，亦或是有置礙難行的狀況。建議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國際化事

務前可以先成立小組，成員包刮內部職員、外部學者專家、相對應的

機關人員（例如：推動青埔區的國際化事務，可以邀請桃園捷運公司

的相關人員），也可以結合民力，期許發揮最大效益。 

（六）外賓接待 

  地方政府在締结姐妹縣市過程中，需要與姐妹縣市之來訪人員互

動，根據縣市座談會中許多縣市與會代表表示，希望團隊提供接待外

賓流程及參考資料，以藉由接待過程中呈現地方政府國際化特色與專

業。輔導小組提供實踐大學外賓接待作業流程及參考資料（附件二十

九、三十、三十一），作為地方政府參考之知識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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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外賓接待作業流程如下： 

 

  

確認外賓拜訪時間、人數、
姓名及職稱（中英文）

接洽接待人員，並確認姓名
及職稱（中英文）

製作外賓拜訪日程表及訪視
名單

製作路線圖並安排接待人員
及引導人員至指定地點歡迎

備妥談話參考資料及設備、
茶水等

會晤

安排專業校園導覽

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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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知識物件盤點 

一、新加坡 

全球化要求高等教育培養具有國際意識，在國內、國際上均具有一定競

爭力的人才，使在瞭解和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的同時，各國間能夠加強溝通

和理解。因此，培養“國際人的素質”已成為21世紀各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

目標。面對知識經濟社會的大力發展，各國政府都將科技和人力資源作為提

高本國競爭力的籌碼，而高等教育國際化被視為在激烈的世界競爭中提高科

技和人力資源的重要因素，從而受到了各國的高度重視。新加坡政府之國際

化政策即從高等教育著手，以提升人民國際觀和國家之國際競爭力為目標，

政策推動時即提出將新加坡建設成為東方波士頓的戰略目標。 

1994至1996年，新國國民「全民素質」連續三年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

高居榜首：1996年被列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199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3

萬美元：世界經濟論壇和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公佈的《2001年世界競爭力

報告》中。新加坡的綜合競爭力在世界範圍內僅次於美國，被譽為最全球化

國家等等成就了「新加坡奇跡」。而能夠創造這諸多奇跡的原因與新加坡大

力發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分不開的。新加坡教育的投入僅次於國防，而

在教育的投入中大約有1／4的教育經費給了大學，並以每年平均15.5％的速

度遞增。即使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新加坡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也是有增無

減。1998年教育預算經費為57億新元，比1997年多出30％。占新加坡國內生

產總值的3.6％。除教育預算經費外，政府還撥出大量額外款項進行專項投資。

1998年。政府撥出2900萬新元作為獎學金和助學金，頒發給成績突出或需要

幫助的學生。教育部為「資訊技術計畫」撥出300萬新元，用於購買電腦、軟

體和教師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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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後，新加坡對原有的學校培養由老闆代替思考的高效而順從員

工的教學模式進行反思，他們發現科技水準的高低和運用之廣泛與否，決定

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和綜合國力的強弱。於是他們鼓勵學

生培養創新能力。並把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作為教學的重要內容，為了制定新

的教育方案。新加坡三所綜合性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和新

加坡管理大學等三所大學，均瞄準了教育國際化目標。（吳新興、陳郁婷，

2009） 

新加坡政府深刻體會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興起改變全球的面貌，因為資

訊技術不但在經濟全球化中起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而且還改變了知識的獲

得方式及其內容，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就必須從

高等教育著手。新加坡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在高等學校中，外國學生的比例應

達到學生總數之20％，促進新加坡國際化，使新加坡發展成為東南亞乃至亞

太地區的中心。為此，他們以提供政府津貼、獎學金、學費貸款等方式吸引

外國留學生，並且實施外來人才住屋計畫，同時減少外國學生繳納的費用，

以確保外國學生學習和生活無憂。 

 國際化為了培養具有全球化視野、具有國際交流能力、掌握全球脈搏的

國際化人才，新加坡高校努力建構國際化的課程體系：提倡通識教育和跨學

科的學習方式；吸收美國式的選課制和學分制；增設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選修

課：開設有利於培養學生國際意識和全球觀念的國際性課程等等。 

 

 

 

http://www.govyi.com/book/manage/management/innovat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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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 

韓國仁川經濟特區—松島總體規劃城市是個運用人工智慧與吸引外國

投資的城市，距首爾一小時車程，有酷似雪梨歌劇院的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Convensia會展中心，是亞洲最大的無樑柱建。由美國的蓋爾國際（Gale 

International），與仁川經濟自由區域廳合作建造，成為松島最主要的地產開

發業者，建設項目包括佔地一萬八千坪的會展中心、中央公園等。想要把依

照韓國總體規劃城市計畫，計畫目標將松島發展為： 

1、東北亞樞紐 

  2020年建設完工後，居住人口會從現在的七萬增加至二十五萬。與

仁川、釜山鎮海、光陽灣圈等六個「自由經濟特區」，目標是在2025年

以前，打造韓國成為「東北亞經濟樞紐」。 

2、外商服務專線 

  韓國美國商會會長傑克森（Amy Jackson）表示韓國政府現在能更

迅速回應外商的意見，「現在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輕易聯絡到主責官

員。」傑克森建議政府在計畫形成階段，就廣納外商意見，主動回應。 

松島不僅是仁川經濟自由區的旗艦計畫，也是韓國向世人宣示經濟轉

型野心的櫥窗。由於區域競爭加劇，高科技競爭夾在中國大陸與日本之

間，讓韓國倍感威脅。因此吸引全世界第二大半導體封裝測試廠美商艾

克爾（Amkor），在仁川興建研發部門，預計投入十億美元，創造五千

五百多個就業機會。成為韓國最有競爭力的高科技業。 

  韓國政府考量松島到仁川機場的距離影響韓國人民遷入和外商投

資意願，政府投入十四億美元，打造出二十一公里長的仁川大橋，讓兩

地行車時間從原本的一個半小時，縮短為三十分鐘。並建造一條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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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連結首爾與松島，預計可比目前的地鐵節省一小時以上，造福兩地通

勤族。 

3、充滿綠意的生活環境 

  在松島，不僅有四十一公頃的中央公園，相當於一．六座大安森林

公園，整座城市更有四成空間保留給綠地，是臺北市的八倍多，還有一

百公里長的單車專用道。 

4、世界級教育機構 

  國際大學裡，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去年已經開始招生，明年還有

美國的猶他大學、喬治梅森大學與比利時根特大學要進駐。此外，作為

全球第一個以「智慧城」自居的新城市，仁川也將先進數位科技融入生

活中。松島未來城市已逐漸成型。或許需要二十年、三十年以上，只要

方向正確，，即使仁川造夢所需的資源與建設，已經走了一半，但松島

計畫在東北亞特區的經濟、高科技與高品質社會發展計畫，充分說明韓

國顯然有足夠實力與信心，迎接激烈的挑戰。（劉光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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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 

不同於新加坡之國際化定位為國際化教育，香港則致力於觀光，持續發

展香港觀光，定位香港為一國際化觀光城市，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發布歷年

年報（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彈性靈活地每年提出不同

之香港旅遊相關策略重點如下：  

（一）一程多站 

為鼓勵更多旅客到亞洲旅遊，香港旅發局必須跟鄰近城市建立策略夥伴

關係，攜手推廣「一程多站」行程。旅發局的合作夥伴包括臺灣、珠海和澳

門，帶來良好協同效應，香港旅發局計畫未來與更多旅遊勝地合作。 

（二）與臺灣交通部觀光局首次合作 

旅發局第一次聯同觀光局推廣「一程多站」旅遊，希望吸引更多北美旅

客到港台兩地度假，為兩地創造商機。2016年3月，旅發局和觀光局在多倫

多與紐約舉行「一程多站」推廣活動，向近200名航空公司、旅遊業與傳媒代

表，推介港台兩地的旅遊體驗。 

（三）加強港珠澳合作 

香港旅發局預計即將完工的港珠澳大橋，將有助促成香港、珠海和澳門

三地更緊密的聯繫，所以香港旅發局早前跟珠海市文化體育旅遊局及澳門旅

遊局簽署了旅遊合作框架協議。2015年6月，香港旅發局舉辦了一個大型考

察團，邀請印度旅遊業夥伴及其家屬親臨香港和珠海兩地，體驗豐富的「一

程多站」行程。  

（四）結合節目行銷 

今年，粵港澳三地協助英國名廚黃瀞億拍攝全新節目「Ching’s Amazing 

Asia」，藉此推廣「一程多站」旅遊。節目中，黃瀞億走訪廣東、香港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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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發掘地道美食。三地旅遊局均為攝製隊介紹當地最佳的美食，有關片段

收錄在黃瀞億廣受歡迎的電視飲食節目中，並於2016年1月在英國和其他長

途市場播出。大規模消費者宣傳活動：全新電視宣傳片「大買．愛吃．玩不

停」這段30秒的宣傳片，重點推介「香港FUN享夏日禮」期間，旅客在香港

可以享受到的最佳購物、餐飲和玩樂體驗。此短片在 Discovery Networks、

福斯頻道、衛視國際電影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

國家地理頻道，以及其他地方頻道播放。並透過數位平台推廣香港觀光，通

過主要的網路平台，例如YouTube、Google及香港旅發局本身的網站和社交

媒體帳戶，向更多消費者推介香港夏日的精采節目。 

 

圖2-4-1 香港宣傳圖-Ching’s Amazing Asia 

（五）行銷宣傳 

香港旅發局主要的行銷手法，是安排傳媒活動及訪港考察團，推介夏日

的精采優惠，同時夥拍區域電視頻道製作旅遊節目，包括Discover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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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旅發局也邀請海外名人親身體驗「香港FUN享夏日禮」的各種禮

遇與城中優惠，並借助媒體的報道，創造持續的宣傳效果。香港旅發局亦安

排泰國Channel One、馬來西亞Astro TV及印尼Trans TV等電視台赴港拍攝旅

遊節目。邀請目標市場的數位名人參與推廣「即到即賞」環節，利用他們的

知名度產生更多報道與曝光。 

（六）與業界夥伴合作： 

多家商戶推出優惠或電子優惠券，旅客可以在赴港前，於 

DiscoverHongKong.com 網站、「香港．我的智遊行程」應用程式或支付寶下

載電子優惠劵，盡享各種禮遇。酒店優惠：在「香港FUN享夏日禮」推廣期

間，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及香港酒店業協會的會員提供非常吸引的住宿優惠，

旅客可以通過旅發局的活動專頁直接訂房。旅遊套票優惠：香港旅發局的全

球辦事處聯同航空公司及相關業界，提供超值的套票優惠。中國內地：香港

旅發局跟香港迪士尼樂園、國泰航空公司、港龍航空公司、香港海洋公園、

昂坪360 及天際100 香港觀景台等 業界夥伴合作，通過多個旅遊網站推出

夏日主題旅遊產品，包括攜程旅行網、途牛旅遊網、驢媽媽旅遊網及芒果網，

務求在「香港FUN 享夏日禮」期間吸引更多中國內地旅客到港。臺灣：香港

旅發局聯同五間航空公司和13間旅行社，在全臺灣推出超值旅遊套票。日本：

香港旅發局與香草航空公司及旅遊網站H.I.S攜手推出特別優惠，並在不同的

平台宣傳香港一系列精采航拍短片，以及藝術家兼攝影師Yosuke Imai發表的

動人圖文創作，以吸引更多日本旅客。南韓：香港旅發局夥拍國泰航空公司

展開一個月的「老闆，我要請假」推廣活動，提供特價機票，並且每天送出

免費機票，讓勝出的參賽者免費赴港。東南亞：香港旅發局聯同Expedia在泰

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出優惠，同時與航空公司合作，通過網絡媒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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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物超所值的優惠，爭取更多旅客在夏日訪港。澳洲：香港旅發局跟 Flight 

Centre 及澳洲航空公司推出獨家優惠，並且利用他們強勁的市場平台進行更

多推廣活動。此外，香港旅發局也跟其他旅遊網站合力促銷，包括Expedia、

TripAdvisor 和Zuji。 

 

圖2-4-2 「香港．我的智遊行程」應用程式宣傳圖 

四、德國羅曼蒂克大道 

近年來國際間擴大文化資產定義，將「文化路徑」（Cultural Route）納

入文化資產，1987年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開始指定文化路徑的計

畫案（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西班牙朝聖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也在199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而

歐洲理事會指出，文化路徑的3項核心價值為人權、文化民主與文化多元、

相互瞭解與跨境交流，它們扮演不同文化間的對話管道，也促進對歐洲歷史

有更深瞭解。2015年歐洲理事會更選定歐洲33條文化路徑，包括「維京之路

The Viking Routes」、「猶太傳統之路 The European Route of Jewish Heritage」、

「拿破崙之路 Destination Napoleon」、「橄欖樹之路The Routes of the live 



第二章 國際化知識物件盤點 

63 

tree」等，文化路線範圍橫跨57個城市）http：／／culture-routes.net／cultural-

routes／list)，希望保留歐洲歷史與遺跡的文化與人文精神的休閒大道，每一

條文化大道都有蘊含的歐洲人文相關主題。 

 

圖2-4-3 歐洲文化大道介紹 

  文化大道是歐盟為推動整體觀光價值和提升經濟效益之文化觀光政策，

經由歐盟管控以維持各文化大道之特色和品質，歐盟制定完善之申請流程，

包括：紀錄、文件蒐集、監督及認證、給予管理者長遠的建議、計畫管理部

門之培訓諮詢以及知識網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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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4 歐洲文化大道-城市認證流程圖 

）Council of Europe) 

1 . 紀錄、文件、
參考資料蒐集

2.督導經認證過的
聯絡網

3. 給予管理者（管
理通過認證的文化
大道）長遠的建議

4. 給予計畫管理
建議及培訓

5. 知識網絡的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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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羅曼蒂克大道全長約 350 公里，沿途經過 28 處大小城鎮，為德

國之鄉村地區，透過巴伐利亞邦及沿途各城市之政策引導，計畫性保存傳統

聚落、沿途農村景觀，並維繫其經濟規模，其後由民間發起之私法人整體行

銷，因日本人於西元 1950 年代頻繁前往觀光而打開國際知名度。考量我國

客庄地區多為面臨人口逐漸流失之非都地區，亟待透過政策引導及政府資源

的挹注，重新活絡在地產業及生活機能，達到語言及文化傳承之目的，德國

羅曼蒂克大道之土地、經濟政策，以及採廊道方式整體行銷之作法可為客庄

發展借鏡，可供執行「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動方案之參考。  

羅曼蒂克大道沿線含烏茲堡、羅騰堡、丁凱爾史班、奧格斯堡及富森等

代表性城鎮，客家委員會亦曾派代表前往訪問羅曼蒂克大道，了解當地傳統

建築保存再利用及觀光相關產業營運情形，並拜會羅曼蒂克大道旅遊聯營民

法公司、奧格斯堡市政府及富森市政府等單位，了解當地政府及民間對於傳

統聚落保存之規劃及看法，以及由民間公司推動整體觀光發展之實質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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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5 德國浪漫大道宣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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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蒂克大道成立於1950年，到現在已經有半個世紀之久，可以說是整

個德國最古老的觀光大道，整個觀光大道主要分佈在德國南部的巴伐立亞周，

一直到德奧邊界都是羅曼蒂克大道的範圍，共有二十六個大小城鎮加入此一

旅遊觀光聯盟。羅曼蒂克大道的名稱由來其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這裡在

古代曾經被羅馬人侵佔，並且作為阿爾卑斯山通往羅馬的捷徑，所以稱做羅

曼蒂克）到達羅馬)的意思。另外一種則是用來紀念十八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

盛行，將這裡充滿童話、傳奇故事、酒莊以及夢幻城堡的地方稱做羅曼蒂克

大道。不論哪一種說法，羅曼蒂克大充滿了德國濃厚的地方風味以及旅遊美

景，保存了每個鄉鎮的特色又兼具著德國的傳統，讓人心生嚮往。羅曼蒂克

大道從符茲堡開始，沿著路標一路走來，會經過羅騰堡、丁肯斯布爾、諾丁

根、奧古斯堡，一直到施旺高以及富森為止，沿路上的風景美不勝收，您會

看到鄉村的葡萄園景致，慢慢轉變成廣闊的平原，過了平原會一路進入阿爾

卑斯山領域，兩旁的景色也會從平原轉變成山丘和湖泊。春夏這裡繁花盛開

美不勝收，秋冬也別有一番風味，自然無造作的風景讓許多人對這裡一直無

法忘懷，可以說是一個十足浪漫的羅曼蒂克大道。（德國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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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6 歐洲文化大道-城市認證流程圖）歐洲理事會) 

 

  德國羅曼蒂克大道主管單位規劃出不同方案，提供世界各國遊客充分取

得所需資訊，可做為我政府規劃浪漫臺三線之參考，包括： 

（一)主題旅遊為特別主題的旅遊路線計畫，提供訪客有重點題材的行程，例

如自行車套裝行程或是雙層觀光巴士的城市導覽行程。（其他套裝行程可參

考附錄十六） 

1、自行車套裝行程  

  除了提供套裝行程的規劃外，德國浪漫大道的官網也提供沿線景

點介紹及所需公里數，讓遊客做好時間安排和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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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7 自行車套裝行程－行程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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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8 自行車套裝行程－詳細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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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路線包含點跟點之距離以及依據顏色來區分各點的難易度，提供

旅客依照自己的狀況選擇騎車路線。 

 

圖2-4-9 德國羅曼蒂克大道自行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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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堡遊覽 

  古堡遊覽設計為兩天行程，旅客可以掌握兩天內可走訪之城堡簡

介，每一個主題行程均有編碼 ）如圖EB602)，可提供遊客自行選擇

希望遊覽之城堡，每個城堡提供專人導覽服務，提供期待深度遊覽之

特定旅客需求。 

圖2-4-10 主題套裝行程-古堡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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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城市觀光  

  羅曼蒂克大道沿途經16城鎮，管理處提供之導覽手冊和旅遊資訊提

供沿途城市介紹，旅客可自行規劃旅遊路線和時間。 

 

圖2-4-11 羅曼蒂克大道沿途城市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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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光app 

  此外，德國羅曼蒂克大道善用現代科技，在官網上提供觀光app，提

供旅客出發前得以取得相關資訊以利行程規劃。 

 

圖2-4-12 德國羅曼蒂克大道觀光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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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駁車時刻表 

  在交通路線規劃上，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管理處也於官網提供快速

列車的接駁服務，並註明時間及搭車地點。 

 

圖2-4-13 羅曼蒂克大道接駁車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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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政策與建議 

一、輔導點選取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選擇輔導點以具有可行性和延續性，並配合國家發展政策為主要

考量，經輔導小組與專家顧問研究討論，選定蔡英文總統競選政見之亞洲矽

谷計畫和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為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計畫，並選定亞

洲矽谷計畫之核心城市桃園市和浪漫臺三線之特色鄉鎮苗栗南庄鄉，作為研

究計畫之輔導點。桃園市政府認為桃園國際化策略與其市政發展藍圖相互輝

映，桃園市具有三大優勢，第一，桃園產業聚落完整，是臺灣工業產值第一

的城市，第二，桃園北接臺北的政經中心，南接竹科的科技帶，第三，桃園

市有國際機場及臺北港在附近的雙港效應。亞洲矽谷計畫落腳桃園，有助於

桃園市政府推動國際化的新動力，桃園有條件成為亞洲創新企業的樞紐，並

將大幅地提高產業的競爭力。身為最年輕的直轄市，桃園在交通位置、產業

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都具有卓越優勢。桃園市的條件，足以作為

亞洲國際化計畫的深厚基礎。桃園機場捷運通車，北北桃生活圈逐漸成形，

桃園市政府積極規劃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興建桃園航空城等大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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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臺三線浪漫大道推動示意圖（客家委員會） 

選擇苗栗南庄係依據蔡英文總統選舉政見中提出：提供「便利的旅程」，

打造「魅力的景點」及做好「良善的管理」三大觀光產業重點策略，希望臺

灣觀光迎向全世界的觀光市場，並參考德國南部「浪漫大道」小鎮觀光的經

驗具體提出浪漫臺三線的政策構想與國際接軌計畫。臺灣桃竹苗一條具客家

風情的客家浪漫大道（Hakka Romantic Avenue）即臺三線，北接新北市，南

連大臺中市，從桃園平鎮，沿著新竹、苗栗到臺中新社，把17個鄉鎮串連成

一條「慢活、慢食、慢遊」的文化休閒大道，保留美麗人文與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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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臺三線浪漫大道景點示意圖（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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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概念的起源為德國南部的羅曼蒂克大道，該大道原為羅馬帝國遺跡，

大道起點是法蘭科尼亞葡萄酒區的福茲堡，蜿蜒經過數個百年老鎮，如羅騰

堡、丁克爾斯布爾和諾德林根，都是德國僅存的幾座中世紀城牆城市，最後

抵達福森，「瘋狂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在19世紀委託建造、成為所有童話故

事中城堡原型的新天鵝堡就在這裡。依據行政院客委會考察發現，德國人戰

後對於傳統建築之修復，帶有與民族復興情感結合之使命感，促成羅曼蒂克

大道沿線各城鎮居民凝聚共識，與公部門共同努力，自二戰過後嚴重毀壞之

中，將傳統建築陸續以原貌修復，並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得以成為今日熱門

旅遊路線之面貌。此外，當地雖透過觀光發展，提供沿線中小型城鎮新的工

作機會，提供年輕人留鄉發展之機會，惟受限於需高等學歷之工作供給、低

薪及小農消失等原因，人口外移之情況仍十分嚴重，相較之下，國內日益蓬

勃發展的小農及周邊產業，倘予以整合並輔導其加值創新，將成為臺三線整

體產業鏈再建的重要基石。（楊長鎮，2006）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開始指定文化路徑的計畫案（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希望保留歐洲歷史與遺跡的文化與人文精

神的休閒大道，每一條文化大道都有蘊含的歐洲人文相關主題。此文化大道

發展模式可供浪漫臺三線文化永續發展為參考依據，如何發展客家庄文化並

將最新國際生態旅遊觀光（Eco-tourism）與當地文化結合，是營造國際生活

環境整備之目標。 

本計畫第二個輔導點，將依據前述計畫發展的重點，配套選取輔導之區

域，以期計畫執行發揮綜效。苗栗南庄獲選為國際慢城更符合本研究輔導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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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歐洲理事會文化路徑之標誌宣傳圖 

「慢城（Slow City）」在義大利文中是（Citta Slow），最初是在 1999 

年由義大利幾個城市首長開始發起，目前當地已有 65 個城市宣稱是慢城，

而全歐洲境內，包括波蘭、奧地利、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國、法國、

英國、瑞士已有數十幾個城市加入，甚至日本及韓國也有開始有受認證的慢

城，德國境內則有六個慢城。歐洲的慢城多半是中古世紀的小城，人口只有

幾萬人之譜。在全球化下的快速變遷衝擊下，這些以農業為主的小城鎮人口

流失、產業外移、勞動力下降、生活型態改變等危機，喚醒了當地居民對於

自己居住城鎮的感情，開始思考如何保存該地區的特色及當地傳統產業、如

何活化小型城鎮使它能因應全球化下的衝擊，於是在義大利「慢城運動」油

然而生。這些小型的農業城市從「慢食（Slow Food）」開始，漸漸發展出「慢」

的城市哲學，這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哲學，也是臺灣近年來所極力推動「創意

城鄉」更深一層的展現。透過慢城運動，保留下地方背後所蘊含的人文、歷

史、生活哲學與社會價值。臺灣近年來推動的樂活概念以及生態旅遊，開始

喚起國人對於緩慢、健康、環保等休閒方式的重視。許多歐洲國家旅遊業者

也陸續針對這類的旅遊方式大力推銷，帶動了各地的觀光轉型。臺灣目前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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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樂活、創意城鄉，但這兩種概念卻沒有做適當的連結，一般民眾對於

慢城的理解不足，多以為是生活步調緩慢的城市。 

 

圖3-1-4 國際慢城標誌 

慢城指的是以該城市居民為中心，促進推廣「慢」的哲學，擺脫都市化

和速度至上主義，保護自然資源以及傳統文化，並兼顧持續未來發展的城市。

慢城運動的哲學是擺脫現代社會的效率性以及速度至上主義，重新發現地區

特有的原貌等，強調適合「人」的生活。（趙相弼，2008） 換言之，慢城強

調以地區性和傳統為基礎的個人生活方式，活用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的傳統性

來進行生產及銷售，重視溝通及協調。國際慢城組織的認證條件嚴苛，首先

城內不能停車，只有行人徒步區，城內不能賣速食，包括麥當勞、星巴克等

連鎖店和超市都應禁止，城內沒有霓虹燈，周四和周日店面都不營業。這一

切都是為了回歸歐洲中古世紀的生活速度，同時保留現代文明的特色。反汙

染、反噪音、反量化之餘，支持都市綠化，支持風力發電，支持小型農作有

機經營，及保留地方特色，譬如在義大利長期以來漫長的午睡傳統，又譬如

支持以山城傳統蜜蜂色灰色料粉刷房屋，在慢城的學校午餐供應的都是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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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食物。 以國際慢城官方網站公布國際慢城八大公約，另外72項指標請

見附件一。（Cittaslow， 2016） 

（一）人口不超過5萬 

（二）致力於保護與維持純淨的自然環境 

（三）大力倡導與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新的技術 

（四）培育本地文化，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文化資產 

（五）推行健康的飲食方式與生活方式 

（六）支持當地手工藝人與本地商業的發展 

（七）熱情接待外來客人 

（八）鼓勵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培養公民意識 

義大利著名慢城奧維亞托 （Orvieto）市長齊米奇表示，慢城不反對使

用網路，也不反對以網路做為行銷通路，齊米奇說慢城主義者將改造現在的

觀光產業和農業甚至一般商店經營方式。車不入城，人潮反多。排斥速食和

連鎖店，在奧維亞托，店鋪開始賣傳統地方特色的東西，如有機香腸、手工 

巧克力，甚至一些獨立少量製的起司，令商家驚訝的是，生意愈來愈好，觀

光客購買量大增。慢城主義其實是一種品味主義，沒有品味便沒有生活質感，

慢城主義是提升生活品質的一種訴求。（林于姍， 2013） 

中華飲食文化中「請慢用」一詞，其實是一種很高境界的生活哲學，大

城市生活其實是很緊張的，臺灣許多鄉村生活步調比較緩慢，雖然沒有城市

那麼富有，但是生活卻是比較快樂。在歐洲「慢城」變成了觀光區，慢城裡

的人可以作觀光生意賺錢，大家的生活則是幽閒度日、享樂生活。慢城不僅

是一座城市，而是國際間一種新城市的生活模式，代表一種更優雅、更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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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從容的生活型態，2016年苗栗縣南庄鄉和三義鄉獲選為國際慢城認證，實

為臺灣城市國際接軌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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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輔導方法－結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 

透過實踐大學學生必修之服務學習課程，由老師帶領本國學生與外籍生

實地走訪國際生活環境體驗兩大輔導點，進行地方國際化環境的體驗，藉由

以外籍學生為觀光客的角度發現問題，再將學生發現之問題交由輔導小組團

隊分析問題，最後邀集專家顧問共同討論以解決問題之三步驟作法，檢視兩

個輔導點之國際化生活環境。 

實踐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為本校博雅學部（即通識課程）開設大一上、下

學期必修、零學分，上課時數每學期18小時之服務學習課程。以實施相關學

術活動、班級經營、專業教學教室環境維護、愛校活動、社區服務等為課程

內容，並以班級導師為服務學習課程之開課教師，其課程時數不列計入教師

基本授課時數。本研究計畫透過學生實地參與地方社區服務，檢視地方國際

化生活環境、交通及觀光景點雙語標示及英文網站等。 

本研究計畫特別設計邀請外籍學生共同參與，落實本校國際化教育之

「推動學生參與文化學習體驗，推動多元文化學習」之目的，鼓勵外籍生積

極參與文化體驗活動，以實際活動讓外籍生與本地生互動，以達多元文化學

習之意涵，讓外籍生透過活動學習且融入並了解臺灣文化，亦讓本地生透過

活動學習了解國際生活環境的建制與改進方式，藉由公共政策參與形式，上

青年對政府政策有所接觸，並外籍人士了解臺灣是否提供足夠國際生活環境

吸引一般與專業外籍人士進駐臺灣，增加臺灣與國際接軌。本計畫視人數情

況開放來台留學之他校國際學生共同參與，增加調查數據之客觀性。 

此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本校大學生與修讀學位與交換外籍生兩個團體，帶

隊老師要求學生於期末報告繳交期限前一個月完成，根據本計畫所選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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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物件，於規定日期實地參訪選定城市的國際化環境，透過本國學生與外籍

學生實地參訪意見比對，給予知識物件更確切的回應。學生參訪重點如下： 

（一）實地參訪前上網搜尋此計畫知識物件的國際化策略，文化推廣、雙語

文件等。 

（二）本國與外國學生分組，選定實地參訪地點並選定檢視雙語標語是否有

翻譯與文字正確性。 

（三）實地參訪，收集對國際化意見並完成小組報告。 

（四）檢視此計畫知識英文網站，是否符合標準作業程序（SOP），給予意見

回饋將此實地訪視意見，記載於期末報告。 

  透過大學學習服務課程，讓此計畫包含實際外國人訪視經驗，增加國外

觀點，讓此輔導策略更加客觀並提供完整的輔導期末報告，讓臺灣地政府與

國際接軌能夠在有限資源投入更實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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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輔導內容 

一、輔導項目之取決 

本計畫以「選定知識物件輔導、實踐大學輔導團隊執行、國家發展委員

會指導」的方式規劃桃園與苗栗國際生活環境，建設對外國人友善國際生活

環境，主要吸引相關產業外國投資進駐，同時推廣在地產業文化，區域觀光

動線與國際接軌模式，讓傳統在地產業走向觀光國際化，由製造國際生活環

境基礎建設兼觀光服務踏出產業轉型，結合旅遊業朝向國際觀光成功發展。

輔導項目取決流程如下： 

（一）由指導單位規劃一縣市一鄉鎮之原則，並配合國家重大政策發展計畫

選定輔導項目。故依據蔡總統所提之「亞洲矽谷計畫」選定桃園市，

和「浪漫臺三線」選定苗栗南庄。 

（二）委請實踐大學團隊及專業團隊與學者專家，組成「實踐大學輔導小組」，

討論上述二輔導點之適切性，後由團隊拜訪輔導點承辦單位主管，洽

談其受輔導意願及配合度。 

（三）輔導重點 

1、南庄 

（1） 南庄鄉公所英文網站建置（文化、族群、自然景色、國際慢城） 

（2） 國際慢城（Cittaslow International）英文簡介 

（3） 南庄歷史英文簡介 

（4） 觀光道路雙語標語檢視 

（5） 製作雙語觀光文件 

2、桃園 

（1）桃園好禮－伴手禮文宣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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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空城英語網站檢視 

（3）桃園市政府網站檢視 

（4）桃園捷運站體及交通動線檢視  

（5）桃園國際棒球場雙語環境檢視 

二、交通及景點雙語化  

交通與景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了便捷的交通路線才能把各觀光景

點串聯起來，吸引觀光客到訪。透過計畫主持人與兩個輔導點國際化負

責單位與人員輔導小組歸納出南庄及桃園兩地檢視目標如下： 

（一）南庄： 

1、臺灣好行 

   「臺灣好行旅遊服務」是專為旅遊景點接駁規劃設計的公車服務，

從臺灣各大景點所在地附近的臺鐵及高鐵站接送旅客前往臺灣各主

要觀光景點，主要客群定位為不想長途駕車或不想跟團出遊的旅客。

輔導小組將檢視臺灣好行的（1）便利性（購票方式及地點、設站地點、

班次密集度、搭乘資訊能見度等）與（2）國際化程度（網站雙語化、

站牌雙語化、標示雙語化、報站預報器等）。 

2、路標雙語環境 

    道路指標為自行駕車旅客的重要參考資訊，尤其是在山區道路，

網路可能傳輸速度緩慢影響致使GPS（全球定位系統）地位不精確。

輔導小組將檢視前往南庄鄉沿線路標，如國道、省道、縣道和鄉道等

各層級之道路，以及南庄鄉周邊登山步道之指標是否明確?指引路牌

及雙語標示是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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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南庄的閘道出口（國道一號南下） 

3、景點雙語環境 

景點的雙語化建置，攸關外籍觀光客對於景點所在地的認識，在外籍

觀光客離開後，是否能記得景點的特色及歷史?是否能將景點的故事

傳達分享給友人?是否對景點產生回憶或創造更多故事?。例如新北市

平溪-礦產業、嘉義縣奮起湖-筏木業。本輔導小組將檢視南庄鄉主要

景點的旅遊文宣、標示牌等是否有雙語化之建置。 

（二）桃園： 

1、捷運購票系統、站體及動線標示之雙語檢視 

大眾捷運系統為都市國際化重要的指標，國際上更是成立了國際地鐵

聯盟（Community of Metros，簡稱CoMET），用以組織全世界規模龐

大的都會鐵路（年運量到達5億人次）、分享經驗、比較績效、追求卓

越與互相學習（目前臺灣只有臺北捷運為會員）。除此之外，另還有

成立軌道運輸標竿聯盟（Nova benchmarking group of Metros，簡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E5%B9%B4%E4%B9%98%E5%AE%A2%E9%87%8F%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C%E9%81%93%E9%81%8B%E8%BC%B8%E6%A8%99%E7%AB%BF%E8%81%AF%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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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以組織全世界小型至中型規模的都會鐵路。本計畫將檢視購票

系統、站體及動線標示之雙語化成果，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圖3-3-2 國際地鐵聯盟標誌 

 

圖3-3-3 軌道運輸標竿聯盟標誌 

2、桃園國際棒球場 

       臺灣以棒球為國家運動，觀光局在深化國際旅客對臺灣觀光品牌

印象時，以「棒球魂」為觀光主打行銷之一，屢獲國際讚譽，並成為

臺灣做到世界第一的十件事情之一，未來我國棒球產業將成為新興的

國際觀光產業，若能將臺灣各地棒球場整合統一、主場化、國際化，

勢必能吸引國際棒球迷。本輔導小組將檢視桃園國際棒球場之標示、

設施等國際化程度。 

三、 文件及資訊英語翻譯 

城市的國際化程度可透過文件雙語化進行檢視，本計畫將以輔導商家文

件國際化及協助國際觀光行銷為兩大重點，並以七個要點（7C）：Consistent

（一致性）、Comprehensive（完整性）、Convenient（便利性）、Clear（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C%E9%81%93%E9%81%8B%E8%BC%B8%E6%A8%99%E7%AB%BF%E8%81%AF%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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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Concise（簡要性）、Contents（趣味性）、Correct（正確性）進行

雙語翻譯。以下六項為文件及資訊雙語化重點： 

（一）南庄鄉觀光月曆建置 

（二）南庄雙語菜單建置（團菜與特色小吃） 

（三）南庄登山路線圖建置 

（四）南庄套裝行程建置（南庄鄉及泰安鄉） 

（五）實用雙語對話建置 （民宿） 

（六）桃園伴手禮雙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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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網站檢視SOP程序 

最基本英文網頁管理的幾項目標：網頁功能化、網頁效率化、網頁正確

性、網頁即時性。 

網頁必須包含資訊基本大目標： 

（一）以外籍人士生活、觀光及商業使用資訊為主。 

（二）英文採用全球化英文（Global English），以簡單明瞭之英文呈現，採

取七個要點（7C）：Consistent（一致性）、Comprehensive（完整性）、

Convenient（便利性）、Clear（明確性）、Concise（簡要性）、Contents

（趣味性）、Correct（正確性）。必要時，如英語母語人士直接撰寫，

避免中式英文翻譯。  

（三）英文網頁以行動導入（Call to Action）為主，避免冗長資料或公文呈現。 

（四）英文網頁，以中央統籌為原則，避免各處室自行設計，造成用詞及專

有名詞不統一。 

（五）英文網頁上之資訊，必須於實地之英文資訊如地名、景點介紹，實地

交通資訊一致。  

（六）英文網頁應考量跨平台之瀏覽，並連結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

等，建立互動機制。 

此外，英文網站可分為 

（一）身份：以居民（Resident）／訪客（Visitor）身份進入網站 

（二）行銷：提供旅客食、衣、住、行、樂等方面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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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服務例如提供緊急聯絡服務電話、E-mail反應意見 

（四）生活：配合外國人士在地生活所需，除旅遊觀光景點之外，宜增加相

關簽證、住屋、結婚／離婚／當地生小孩之法規、醫療服務、交通資

訊、文化及藝術等資訊。提供在地正確資訊與正確英文。 

（五）生活：配合外國人士在地生活所需，除旅遊觀光景點之外，宜增加相

關簽證、住屋、結婚／離婚／當地生小孩之法規、醫療服務、交通資

訊、文化及藝術等資訊。提供在地正確資訊與正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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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次專家座談、22縣市國際化相關人員座談、桃園矽谷與臺三線浪

漫大道新竹等調查，提出英文網站基本架構與英文資訊正確用字。 

表3-3-1 網站標題與內容對照 

網

站

入

口 

標題 內容 

News Update news、correspond to Chinese website、law 

City 
Administration 

1.Magistrate's welcome 

2.Departments 

3.Population 

4.Access 
5.Policy Plan 

Maps and 
Transport 

1.Maps 

2.Public Transport 

3.Cycling and walking 

4.Sea and air traffic 

5.Driver's license 

Living Guide 

1.Status of residence 

2.Marriage／Divorce 

3.Work 

4.Health care 

5.Pensions 

6.Childbirth／Childcare 

7.Other welfare 

8.Education 

9.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10.Tax 

11.Garbage Disposal 

12.Emergencies／Disasters 

Culture and 
Leisure 

1.Culture 

2.Sports 

3.Events 

4.Libraries 

5.Leisure 

6.Recreation 

7.City culture 

Housing 
1.Owned Housing 

2.Private rental housing 

3.Moving in  

4.Moving out 

Contact Email and 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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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文網站內容（如下圖） 

 

 

圖3-3-4 英語網站入口之參考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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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網站生活資訊 

表3-3-1 生活資訊中英對照表 

英文網站生活資訊中英對照表 

城市地圖 City Map 

大眾運輸資訊 Transportation 

國際駕照辦理方式 International Driver’s license 

運動相關設施地址、電話、參加方式 Sports 

圖書館地址、電話、辦證方式 Library 

租屋資訊、契約、注意事項等 Renting 

買屋資訊、注意事項等 Buying House 

搬家公司資訊 Moving 

水電行資訊 Electricity 

緊急事故電話及相關資訊 Emergency 

（三）參考網頁 

 
圖3-3-5 日本東京都英文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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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6 日本東京都英文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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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輔導紀實 

本計畫案分成理論與體系建構及實地操作兩項。其中，實地操作部分為

根據國外相關案例作為參考藍本，依據國際化進程發展檢視臺灣地方政府國

國際化基礎設置等相關發展。本計畫實地輔導地點為苗栗南庄及桃園青埔地

區。 

臺灣國際化朝向永續發展的概念，南庄鄉鄉公所結合社區或區民的國際

化實際需求，進而思考解決區域國際化方案，國際化與當地文化活動接軌（客

家傳統文化與慢活生活型態），對於提昇地方之國際認知與國際視野，具十

足意義。此次實踐大學國際化團隊實地訪視，有助於地方政府推動國際生活

環境盤點與提供外籍人士國際化觀點。此外透過當地國際文化活動與對外的

客家特色宣傳，可以吸引更多國際參訪者進入地方，對於國際環境之需求，

也具正面效應吸引國際化觀光、人才與國際接軌，以行動落實在地關懷，體

驗地方客家人文精神。 

一、苗栗南庄輔導前置準備作業： 

（一）透過輔導工作團隊實地訪視南庄鄉景點，105年9月7日計畫主持人郭教

授與賴鄉長與吳科長面談，雙方了解與規劃盤點輔導點的交通動線雙語

化、建置景點之雙語環境與英文網站內容規劃。 

（二）輔導工作團隊與南庄鄉公所觀光科吳科長與張小姐相關單位人員召開第

一次輔導點國際化生活環境實地輔導動線安排與規劃。 

（三）透過輔導點會議與實地訪視，輔導小組盤點國際生活環境建置相關工作

手冊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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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國發會現有國際化輔導相關計畫，開始針對輔導點需求設計雙語

工作手冊。 

（五）工作團隊與本國籍與外國籍學生實地訪視經驗，盤點輔導點所有國際

化文件與現有相關國際生活環境的建置，經過4次實地訪視與會議進

而產生客製化國際生活環境相關議題手冊。 

二、實地輔導與盤點情形－苗栗南庄鄉公所參訪情形 

實踐大學郭壽旺教授輔導小組於10月21與10月22日前往苗栗縣南庄鄉

公所實地勘查，著重於國際生活環境交通動線雙語輔導、南庄觀光景點（老

街與向天湖）與英文網站。透過此次實地輔導訪視位於臺三線客家庄的南庄

鄉，期許盤點出對外籍人士士友善的國際生活環境的建設，進而成為臺三線

亮點鄉鎮之一。 

 

 

 

 

 

 

 

 

圖3-4-1 鄉公所參訪交流合影（1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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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人員 

1、 參加人員：郭壽旺教授（計畫主持人）、吳穎錫教授、研究助理2名、

學生共60名，其中包含5名外籍學生。 

2、 對談人員：賴盛為鄉長、吳科長、郭壽旺教授、吳穎錫教授、研究

助理2名、學生共60名，其中包含5名外籍學生。 

（二）輔導盤點程序 

  城市國際化、選定連絡窗口、召開相關工作人員會議以及制定工

作準則等項目已經於第一次輔導期間完成。本次輔導著重於比對相關

輔導計畫、輔導手冊及執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與實地訪查。 

1、實地輔導與盤點標的 

(1) 場合（The Setting）：盤點2016年10月21日及22日實踐大學團

隊與南庄鄉長開會所著重吸引外籍人士造訪當地觀光的國際

生活環境重點。 

(2) 觀察主題（A General Subject）：盤點南庄鄉觀光雙語交通動線、

南庄老街英語環境建置、向天湖英語簡介設置、此次民宿與餐

廳所提供餐點英文翻譯與英文網站內容建議。 

(3) 時間因素的考慮（Time Frame）：此次實地訪視只有兩天所以

只有盤點雙方具有共識的考察點。 

2、輔導項目及訪視地點之取決 

  根據鄉長開會表示，11月11日向天湖將舉辦賽夏族500年的重大

祭典，所以此次著重該點進行實地訪視。另外，南庄鄉公所也提出幾

點期望之規劃項目：交通動線雙語路標建置、民宿與餐廳SOP輔導與

盤點、南庄鄉公所英文網站SOP輔導與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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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雙語動線SOP輔導與盤點成果 

(1) 針對南庄鄉公所所建置的雙語交通標誌，鄉公所已經進行雙語

規劃，由於早期規劃沒有國際接軌考量因素所以仍有部分交通

標誌沒有英文翻譯，所以國際化生活環境還是屬於需要推動的

一環。（請參照第四章輔導成果） 

(2) 所有交通標誌沒有統一放置地點或相同大小規劃，輔導小組期

許鄉公所能夠具有統一格式，方面外籍人士閱讀也又利市容美

觀。（請參照第四章輔導成果） 

(3) 南庄老街與向天湖SOP輔導與盤點成果：南庄鄉老街為本國籍

與外國籍旅客必定造訪之景點，所以團隊也選定此區域進行輔

導訪視。 

(a) 老街：只有在臺灣好行旅遊巴士下車站有老街雙語路線標示，

輔導小組於老街入口並無發現任何雙語指示與說明。此外老

街著名景點桂花巷與文武廟也無相關雙語說明。 

(b) 老街商家：輔導小組發現老街所販售美味食物大部分都無英

文翻譯，導致外籍人士對於沒有相關英文說明食物無法品嘗

與購買。 

(c) 向天湖：此處是賽夏族重要文化景點，該處只有些許英文翻

譯是由暨南大學所製作，輔導小組發現該英文翻譯接位於不

顯眼處，此外中文導覽員針對向天湖特色植物物種與臺灣原

生動物均無英文翻譯與標示，參觀動線也無雙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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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賽夏博物館：該博物館已有基礎雙語建置，輔導小組發現相關

賽夏族文化具有英語標示，礙於博物館參觀動線小但英文導覽

仍然需要。輔導小組也將檢視博物館英文導覽手冊翻譯文字。 

4、 民宿與餐廳SOP輔導與盤點成果 

  由實踐大學本國籍與外國籍學生進行菜單翻譯與編寫外籍人士

情境基本對話。 

5、 南庄鄉公所英文網站SOP輔導與盤點成果 

  該英文網站經由輔導小組初步檢視，網站目錄編排複雜同時具有

不相關英文資訊，另外南庄觀光相關重要資訊還在建構中無法具體呈

現，同時網站也無提供相關連繫方式，希望也開闢介紹客家庄文化、

生活型態與國際慢城生活型態，此次團隊實地訪視已經跟鄉長反應並

著手規劃參考版英文網站。此次「選定輔導點輔導、實踐大學輔導小

組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導」的方式規劃苗栗南庄的國際生活環境，

透過規劃具有國際觀光潛力的臺三線客家庄深度旅遊建設，打造對外

籍人士友善的國際生活環境。 

 

圖3-4-2 鄉公所參訪之全體合影（1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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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輔導與盤點情形－桃園市政府參訪情形 

輔導小組針對桃園市政府與國際接軌策略近先行研究分析，發現桃園在

交通區位、產業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的卓越優勢邀請專家檢視桃園

市政府國際化策略與政府國際接軌政策之比對與盤整，協助輔導點著手進行

推動桃園市府國際化政策、吸引外商進駐與投資等相關國際化環境建置工作。

輔導小組也在105年11月03日規劃與桃園市政府研考會辦理「桃園國際化初

步輔導點規劃與地點討論」促進桃園青埔地區連結國際化與增加外籍人士在

臺灣產業之投資為共同目標。 

 

圖3-4-3 桃園市政府建議輔導區域（紅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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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 計畫主持人郭壽旺教授與桃園市政府研考會合影（105／09／09） 

（一）參加人員 

郭壽旺計畫主持人、吳穎錫協同主持人、吳佳穎研究助理、桃園研考會邱俊

銘主委、宋嘉修組長、連寶如助理研究員、本國籍學生及外籍學生各兩名。 

（二）實踐大學郭壽旺教授率領學生代表與外籍學生以「營造國際生活環境

計畫」研究方法與參考國外入口城市概念。檢視青埔地區連結國際化

交通動線與吸引投資產業之共同目標並期許發揮最大效應。輔導小組

實地訪視則著重在會議決議項目： 

1、帶領本國生與外籍生走訪桃園市政府規劃桃園捷運路線A17-A19訪視

道路雙語標示，成為青埔國際特區動線連結機場與市區、城市入口的

國際轉樞紐。 

2、英文網站增加建置外籍人士服務專區與航空城網站檢視。 

3、針對桃園市政府（經發局）提供商家輔導英文相關資訊（伴手禮與金

牌好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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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將實地訪視（相關業者由桃園市政府邀請）包含

桃園洲際棒球場進行盤點輔導。 

5、提出英文網站檢視（桃園航空城招商宣傳英文網站） 

並以實地訪視青埔地區，盤點輔導點為入口城市的交通動線與周圍國

際化環境設施之完善性，輔導小組與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委員會推動

國際化負責人員進行多次輔導事項會議討論，已於105年11月03日、

11月18日、12月15日與106年1月23日進行前四次實地訪視，盤點問題

並提供輔導建議。 

 
 
 
 
 
 
 
 
 
 
 

圖3-4-5 輔導小組與國內外學生訪視桃園國際棒球場之照片 

（105／11／18） 

 
 
 
 
 
 
 
 
 
 
 
 
 

圖3-4-6 國發會長官與輔導小組參訪桃園捷運之照片（10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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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焦點座談 

一、目的 

輔導小組結束兩輔導點的實地檢視並完成報告，為求此次「營造國際生

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完整性，2017年2月13日於實踐大學輔導小組召開

此次專家座談會，輔導小組特別邀請地方政府推動國際化專責人員與外籍專

家參與此次會議，與會專家代表包含易文生科長（國家發展委員會）、李欣

欣 教授（臺北商業大學）、Dr. William Vocke 執行董事（博爾布萊特學術

交流基金會）、Mr. Ross Feingold資深顧問（D.C. Advisory）、Mr. Peter Whittle 

顧問（國家發展委員會）、Mr. Jason Monte Higgins 顧問（臺灣托福資源中

心）、Mr. David Willson創辦人（全球青年天賦社會責任基金會）、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實踐大學）、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實踐大學）及吳佳穎 研究

助理（實踐大學）等。 

二、討論議題 

針對此次座談會，輔導小組與國發會代表研議國際化環境建置政策之討

論議題，向專家代表請益，以尋求政策重點建議，提供中央和地方政府參考。 

（一）臺灣國際友善生活環境建置是否逐年提升？ 

（二）依政府全球接軌重要政策，哪些配套營造國際生活環境重點措施應加

強？ 

（三）地方政府國際生活環境建置的藍圖是否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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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觀光休閒產業、國際交通類型城市，應如何釐訂營造國際友善環

境藍圖？如何規劃執行？ 

（五）本研究輔導點之缺失部分如何改善？ 

三、專家意見摘要 

（一）政府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政策多年，有許多好的成效，例如雙語環境

檢視認證標章，但是政策未能持續推動。 

（二）政府應建立長遠之觀光計畫，訂定行銷觀光標語等行銷政策。 

（三）全國需統一採用漢語拼音。 

（四）觀光地區基礎建設應從外國觀光客的需求加以改善，例如觀光地區公

共廁所等。 

（五）臺灣觀光條件豐富，在標語翻譯上需再加強，建議可以從7C開始改

善：Consistent（一致性）、Comprehensive （全面性）、Convenient

（方便性）、Clear（清楚）、Concise（簡潔）、Contents（內容）、

Correct（正確性）等方面著手規劃。 

（六）可以和地方超商合作，放置各地觀光地圖，提供國際遊客方便性。 

（七）政府應為發展臺灣的旅遊基礎設施和景點分配更多的資金和努力，吸

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臺灣。 

（八）縣市在推動國際化過程中，應為自己的縣市明確定位，找出吸引外籍

人士的亮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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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背景說明及目的 

本計畫以國際生活環境建置之輔導為研究重點，組織地方政府國際化環

境推動輔導小組，並進行一縣市（桃園市）、一鄉鎮（苗栗縣南庄鄉）之實

地操作，以驗證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之可行性，成為國際化之全國典範。

本研究計畫即從政策落實及永續經營理念著手，從國際環境規劃、指標統整、

國際化組織規劃及執行架構、標準作業流程及檢驗機制等，進行系統化之研

究。為了避免研究成果或服務流於形式，本計畫以行動方案為主軸，透過實

地輔導機制，成為地方政府未來進行國際化環境建置及服務的標準作為流程。

此外，也透過操作手冊的制定、出版和檢視，做為各級政府建構國際化生活

環境之永續經營手段。本研究計畫預計完成以下幾項實地輔導具體目標： 

（一）盤點指標縣市政府「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 

以現有國發會完成研究之國際指標，建立可行及分級之國際生活環境

指標。 

（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 

針對計畫選定之合作之縣市或鄉鎮做為輔導點。協助輔導點完善國際

化環境建置；包括交通路牌標示、雙語環境和網頁翻譯等，進行實地

檢測。 

（三）驗證標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 

實地赴輔導點（桃園市）與（苗栗縣南庄鄉）之實地操作，以驗證標

準作業流程及操作手冊之可行性，成為全國縣市建置國際化生活環境

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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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點－南庄鄉 

本輔導點選定係落實蔡政府「浪漫臺三線」國際觀光政策，帶動地方觀

光，推廣客家文化，並藉由國際化政策推動觀光，提升地方經濟，以利未來

進行景點修繕及維護，落實永續發展。本研究以苗栗縣南庄鄉為研究輔導點

之鄉鎮。經研究輔導小組與南庄鄉鄉長和承辦單位多次開會討論後，確認南

庄鄉之國際化政策以推廣國際觀光為輔導重點，本小組已於10月21、10月22

日、12月16日、1月17日進行四次實地訪視，完成兩次專家焦點座談，期中報

告審查會議，進行盤點問題並提供輔導建議。 

二、輔導點－青埔地區 

輔導小組針對桃園市政府與國際接軌策略近先行研究分析，發現桃園在

交通區位、產業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的卓越優勢邀請專家檢視桃園

市政府國際化策略與政府國際接軌政策之比對與盤整，協助輔導點著手進行

推動桃園市府國際化政策、吸引外商進駐與投資等相關國際化環境建置工作。

並以實地訪視青埔地區，盤點輔導點為入口城市的交通動線與周圍國際化環

境設施之完善性，輔導小組與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委員會推動國際化負責人

員進行多次輔導事項會議討論，已於105年11月03日、11月18日、12月15日

與106年1月23日進行前四次實地訪視，完成兩次專家焦點座談，期中報告，

進行盤點問題並提供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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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輔導小組成立 

為維持國際化環境政策之延續性及永續發展，組成考量包含： 

（一）參與相關計畫學者專家如：實踐大學陳超明教授（國發會2015年

專案計畫主持人）、台北商業大學李欣欣助理教授（國發會2015

年專案計畫協同主持人）及郭壽旺教授（國發會2015年專案計畫

協同主持人及實踐大學國際長） 

（二）專業領域符合研究需要如吳穎錫教授（歐盟國際碩士） 

（三）英語及跨文化背景，如英國籍Tari Lee Skyes，韓國籍Jae Woong Youn

和英國籍Peter Whittle等 

並由郭壽旺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吳穎錫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工作分配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 

美國史汀生中心訪問學者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席格中心訪

問學者 

統 籌 計 畫

案、領導輔

導小組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西班牙Complutense大學博士 

淡江大學美洲所博士 

歐盟Eramus Mundus國際碩士 

統籌盤點成

果、掌握學

生作業進度 

陳超明 顧問 
實踐大學應外系暨產業博士班講

座教授 

參與專家座

談會 

李欣欣 顧問 

英國萊斯特應用語言學博士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行銷學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英國暨比較文學碩

士 

參與專家座

談會 

余昊 研究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學

士 

帶領學生實

地訪視、資

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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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經歷 工作分配 

吳佳穎 研究員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士 

帶領學生實

地訪視、資

料彙整 

Tari 

Lee 

Sykes 

講師 美國華盛頓大學時尚設計學士 
實地訪視及

文件翻譯 

Jae 

Woong 

Youn 

講師 

紐約大學心理健康諮詢系 

韓國嶺南大學諮詢／工業心理諮

詢系 

實地訪視及

文件翻譯 

Peter 

Whittle 
顧問 

倫敦大學法律系 

中央與地方政府翻譯顧問 

實地訪視及

文件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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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期目標 

一、輔導預期目標 

經與委託單位討論和與預定輔導點座談後，輔導小組配合委託單位建議 

之一縣市一鄉鎮為輔導點之原則下，選擇桃園市及苗栗縣南庄鄉進行國際化

輔導工作，並以輔導點之國際化輔導需求項目作為輔導重點，進行道路標語、

生活服務（餐廳，商家和民宿）、網路環境、旅遊資訊文件建置和翻譯為重

點工作，進行各項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協助地方政府所有相關雙語（以英

語為主）的生活需求資訊網站或相關公部門文件或設施英語翻譯的基礎建制。

本研究並提供臺灣縣市政府推動國際化工作短期與長期配套措施建議： 

（一）短期做法：  

與各大學相關系所合作，組成國際化生活環境諮詢團隊，定期且長期

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國際化盤點任務，也可依照國際化生活環境任務或

工作特性進行專業團隊輔導及諮詢，如最基本英文網頁基本建制（提

供標準SOP建制英文網站）、地方餐飲業與國際化接軌（相關飲食英

文）、觀光景點國際化建置SOP、雙語化服務團隊等。 

（二）長期做法： 

評估政府全球接軌與國際化環境建置，評估各地方政府未來國際人才

引進對臺灣人才發展與區域產業提昇的長期影響，並定期出版相關臺

灣與國際化接軌相關報告，協助地方政府改善其國際化政策及目標。 

引進更多國際企業或國際團隊進駐，活絡並加速地方國際化環境之建

置，吸引更多優秀國際人才進駐。 

結合民間企業與地方政府力量，例如建商提出國際社區與本地文化商

圈之建立，創造國際生活環境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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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成效 

  期末研究計畫報告，依規定提出輔導縣（市）或鄉（鎮、市、區）

國際生活環境，內容包括： 

（一）期初與期中報告、闡述輔導範圍與內容、輔導執行情形及過程、輔導

成效、改善意見及建議、輔導前後比較照片等，其中英文網站部分，

提供參考範本，檢視地方政府具體呈現改善成效，並納入期末報告。 

（二）輔導深化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檢討分析輔導主要重點縣市

與其他縣市相關之基礎資料蒐集及建置建議（含診斷問題及建議）。 

（三）並依研究團隊實際輔導經驗，回饋修正該標準作業流程（SOP）與操

作指南，使地方政府國際化生活環境更務實可行，提升實務參考價

值。地方政府推國際化，大都沒一個完整或專責的單位，過去很多地

方政府國際化，大概以兩個方式來進行：一是從事地方的城市外交，

建立地方政府首長跟國際城市往來的管道，進行城市行銷；二是地方

觀光或招商行銷等宣傳。前者大抵以走出去（Outbound）為主，後者

則以帶入（Inbound）為主。以現行地方組織來說，設置一個例如集

中國際性的辦公室，或是把國際化的思維落實到地方政府各處室，這

兩種不同的思維，影響未來地方政府國際化的推動，也跟地方政府的

資源配置與國際化理念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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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城市國際化行銷說明表 

內容 執行方式 說明 

縣市官方

文件 

1. 市長個人簡介雙語版 

2. 城市介紹雙語版 

3. 城市各處室雙語版 

4. 城市負責國際接待窗口 

輔導知識物件建立1-4

雙語版加速國際化基

本條件 

縣市發展

重點 

1. 推銷城市亮點雙語版 

2. 城市招商影片 

3. 對外發佈訊息雙語版 

4. 城市文化雙語版 

輔導知識物件建立1-4

雙語版增加國際接軌

機會 

英文網站 

1. 輔導英文網站架構 

2. 輔導城市推銷影片 

3. 即時訊息＆英文版問與答 

4. 輔導建立社群網站 

輔導知識物件建立1-4

雙語版增加國際生活

環境有善度 

 

三、預期作法 

輔導小組歸納意見並整合專家意見，提出臺灣縣市或地方政府在國際化

政策中可以先依據下列國際化藍圖，配合國發會國際化政策，參考此次國發

會實地輔導的兩個輔導點案例，找出本身國際化定位並著手規劃符合國際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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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國際化藍圖 

  同時此計畫也是延續國發會（104年度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暨輔導機

制）研究計畫。此計畫包含統整、分析適合各縣市政府「國際生活環境指標

體系」、建立「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調查機制、建立國際生活環境推動

標準作業；編撰並出版「地方政府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標準作業流程

與操作手冊與進行國際生活環境建置之輔導（臺東縣）、（澎湖馬公市）之

實地操作。此次輔導小組運用實證分析法對於選定的兩個輔導點進行實地輔

導（本國籍與外國籍實地盤點與檢視），此實證分析法步驟如下： 

（一）研究範圍 

1、政府國際化政策 

2、其他國際都市國際化政策比較 

3、輔導點營造國際生活環境建置盤點與輔導報告：桃園市青埔地區 、

苗栗縣南庄鄉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118 

4、輔導點國際化政策與前研究成果之對照 

5、輔導點國際化政策之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及輔導點介紹 

1、研究方法 

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透過外籍學生訪視，紀錄輔導點所

見問題，並邀集專家檢視學生發現之問題點，檢討整理外籍學生發現

問題。 

 

圖4-3-2 輔導策略 

  

發現問題 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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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點介紹 

表4-3-2 輔導點介紹表 

 

 

 

 

南庄 青埔 

特

色 

1. 政府重點政策：「臺三

線客庄浪漫大道」與

「國際接軌計畫」 

2. 具備觀光價值：串連 16

個鄉鎮成一條「慢活、

慢食、慢遊」的文化休

閒大道 

3. 多元民族文化： 族群

融合、天然景觀 

4. 國際慢城（Cittaslow）

「慢活、慢食」的概念 

1、產業聚落完整，是

臺灣工業產值第一

的城市 

2、北接臺北的政經中

心，南接竹科的科

技帶 

3、國際機場及臺北港

的雙港效應 

4、地理位置具備吸引

國際商務人士條件 

輔導

重點 

1. 推廣客家文化結合觀光 

2. 生態旅遊觀光（Eco-

tourism） 

3. 道路交通標示與友善環

境（餐廳、民宿） 

4. 網路環境建置 

1、 審視交通轉運樞紐

標示雙語化與前計

畫工作手冊之適用

性 

2、 審視商家服務國際

化與前計畫工作手

冊之適用性 

3、 英語網路環境建置

審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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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輔導範圍及內容 

一、輔導內容 

（一）南庄鄉 

研究輔導小組與輔導點多次會談後取得共識，從輔導點所需之重點輔

導項目，並經專家顧問建議，選定下列優先輔導項目： 

1、 南庄地理、歷史、文化及國際慢城雙語簡介製作 

2、 南庄活動行事曆製作 

3、 交通標示雙語建置輔導（路牌、路標、臺灣好行） 

4、 南庄老街旅遊地圖製作   

5、 （團菜）翻譯  

6、 英文網站輔導建置  

7、 套裝行程規劃輔導  

8、 登山路線圖 

9、 雙語情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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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埔地區 

輔導小組與輔導點國際化業務主管討論，選定輔導點的需求項目： 

1、 桃園國際棒球場國際化環境檢視 

2、 交通轉運樞紐標示雙語化 

3、 商家服務國際化 

4、 網路環境建置 

二、 輔導特色 

（一）南庄鄉 

1、 「浪漫臺三線在地與國際接軌計畫」為蔡英文總統政府國家發展重

點政策，苗栗南庄位於臺三線上。 

2、 苗栗南庄具備觀光價值，沿線共串連16個鄉鎮，成為一條「慢活、

慢食、慢遊」的文化休閒大道 

3、 苗栗南庄具備多元民族文化，地方族群融合。 

4、 苗栗南庄具備天然景觀，登山步道規劃完善，可推動生態旅遊觀光

（Eco-tourism）。 

5、 苗栗南庄獲選為國際慢城（Cittaslow），具「慢活，慢食，漫遊」

之新旅遊和新生活方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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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埔地區 

1、 桃園市產業聚落完整，是臺灣工業產值第一的城市。 

2、 桃園市北接臺北的政經中心，南接竹科的科技帶。 

3、 桃園市具國際機場及臺北港的雙港效應。 

三、輔導範圍 

（一）南庄鄉 

  為於研究期限內有效完成各項輔導項目，研究團隊經專家建議鎖

定輔導範圍如下： 

1、 交通標示是否雙語化 

2、 旅遊服務中心是否有雙語旅遊手冊 

3、 餐廳的菜單、環境、雙語化 

4、 民宿環境、雙語化、路線標示 

5、 景點（南庄老街）- 英語標示 （南庄百年郵局、南庄戲院、洗

衫坑、桂花巷） 

（二）青埔地區 

  為於有效期限內完成輔導計畫，經輔導點國際化工作負責人員討

論及專家建議，鎖定輔導範圍如下： 

1、 桃園捷運站體雙語化及交通動線檢視  

2、 桃園好禮－伴手禮文宣翻譯 

3、 航空城英語網站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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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桃園市政府網站檢視 

5、 桃園國際棒球場國際化環境建置檢視 

 

圖4-4-1 桃園市政府建議輔導項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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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輔導執行情形及過程 

一、輔導點訪視前作業 

本次計畫案結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邀請實踐大學國際學生參與實

地訪視，並由本國學生陪同外籍學生，於行前採集兩個輔導點資料，給予外

籍學生進行輔導點之背景知識介紹，並陪同外籍學生實地訪視輔導點，從外

國觀光客觀點，實地觀察輔導點之各項設施，包括交通路線和標誌的雙語建

置，路牌與觀光景點英語翻譯之正確性，餐廳菜單翻譯和民宿資訊翻譯等，

檢視輔導點之國際環境建置是否友善。 

 

圖4-5-1 輔導小組與學生於實踐大學召開輔導點行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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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項目 

1、 輔導點背景說明 

每次進行輔導點實地訪視前，皆會進行輔導點之背景說明，因本

輔導小組藉由帶領不同的學生至輔導點實地訪視，增加使用者觀

點的多元性。 

2、 輔導檢視項目說明 

每次實地訪視行程檢視項目皆有所不同，帶領訪視之學生亦不同，

因此每次行前皆會說明該次檢視項目之內容及目的。 

3、 分組進行分工 

由於檢視項目眾多，需進行各檢視項目之分工，使學生更加清楚

檢視之目的。 

（二）討論項目 

1、討論導師約談時間／地點 

2、確認各組進度及成員 

3、宣布下次上課前要繳交的作業 

4、學生提出在蒐集資料過程中碰到的問題 

5、檢視學生是否完成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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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點檢視過程 

（一）南庄 

1、第一次南庄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十七）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2016年10月21日 

檢視項目 一、 南庄鄉公所國際觀光資訊與如何建立相關英文文件

（文化、族群、自然景色、國際慢城） 

二、 觀光道路雙語標語檢視 

三、 食、衣、住、行與娛樂相關英文文件翻譯樣本或基本

對話手冊 

四、 鄉公所英文網站建置與輔導 

檢視成員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賴盛為鄉長、吳炯毅課長、郭壽旺計畫主

持人與輔導小組等人。（參與學生名單請見附錄三） 

會議資訊 名稱：第一次實地訪視會議 

時間：105年10月21日（五）下午3時00分至下午5時00分 

地點：南庄鄉公所 

會議目標 一、 瞭解苗栗南庄鄉國際化與推廣國際觀光需求 

二、 瞭解苗栗南庄鄉國際慢城際化如何符合國際觀光客需求 

三、 瞭解推薦民宿與餐廳相關業者英文需求 

四、 瞭解英文網站的建置與國際觀光英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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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第一次南庄鄉賴鄉長盛為與學生介紹南庄鄉 

 

圖4-5-3 學生第一次赴南庄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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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南庄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十八）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2016年10月22日 

檢視項目 一、 桂花鄉村會館－餐廳菜單、用餐環境、服務人員、路線

指引 

二、 春谷農場－路線指引、櫃台服務人員、民宿環境 

三、 賽夏族博物館－路線指引、導覽手冊、館內雙語設施 

檢視成員 （參與學生名單請見附錄三） 

訪視資訊 本次訪視無安排會議，僅訪視南庄相向天湖、賽夏族博物

館、餐廳等。 

 

 

圖4-5-4 學生第二次赴南庄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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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南庄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十九）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2016年12月16日 

檢視項目 一、登山旅遊路線。 

二、臺灣好行公車系統。 

三、蓬萊生態園區雙語環境建置。 

檢視成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易文生科長、郭素蓮企劃師、苗栗縣南庄鄉

公所賴盛為鄉長、吳炯毅課長、郭壽旺計畫主持人與輔導小

組等人。（參與學生名單請見附錄四） 

會議資訊 名稱：第二次實地訪視會議 

時間：105年12月16日（五）下午3時00分至下午5時00分 

地點：南庄鄉公所 

會議目標 一、 檢視學生10月21、22日實地訪視報告。 

（南庄歷史、交通動線、餐飲與住宿、網站） 

二、 針對12／16當日實地訪視提出相關建議。 

三、 討論實踐大學輔導小組12月既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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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5 學生第三次赴南庄實地訪視 

 

圖4-5-6 輔導小組、外籍生與賴鄉長盛為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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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次南庄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二十） 

項目 內容 

報告時間 2017年1月17日 

報告項目 一、南庄地理、歷史、文化及國際慢城雙語簡介製作  

二、交通標示雙語建置輔導（路牌、路標、臺灣好行） 

三、南庄特色菜單（團菜）翻譯  

四、民宿雙語情境對話設計  

五、南庄老街旅遊地圖製作  

六、南庄英文網站輔導建置  

七、套裝行程規劃輔導 

八、南庄活動行事曆製作 

會議成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易文生科長、邱承旭專門委員、郭素蓮企劃

師、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賴盛為鄉長、吳炯毅課長、郭壽旺計

畫主持人、Tari Lee Sykes 教師、Jae Woong Youn 教師與輔導

小組等人。 

會議資訊 名稱：成果盤點報告 

時間：2016年12月16日（五）下午3時00分至下午4時40分 

會議目標 一、 盤點問題並討論 

二、 實地輔導成果簡報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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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7 第四次赴南庄鄉報告輔導成果－輔導小組與南庄鄉公所吳課長、

國發會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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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 

1、第一次桃園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二十一）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中華民國105年11月03日 

檢視項目 因聯絡窗口人員的替換，輔導範圍有所變更，故規劃及辦理

「桃園國際化初步輔導點規劃與地點討論」已達連結國際

化、研究與產業之共同目標。 

檢視成員 桃園研考會宋嘉修組長、連寶如組長、郭壽旺計畫主持人與

輔導小組等人。（參與學生名單請見附錄五） 

會議資訊 名稱： 桃園國際化初步輔導點規劃與地點討論 

時間：105年11月03日（五）下午3時00分至下午5時40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研考會 

會議目標 一、選定輔導地區 

二、選定輔導範圍 

三、選定實地訪視地點 

 

 

圖4-5-8 輔導小組暨學生第一次與桃園研考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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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桃園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二十二）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2016年11月18日 

檢視項目 一、桃園國際棒球場-交通標示 

二、桃園國際棒球場-球場座位指引 

三、桃園國際棒球場-館內動線指引 

四、桃園國際棒球場-場內設施雙語化 

檢視成員 桃園市體育局-運動設施科 余康綸科員、大桃猿育樂公司 

蔡民根職員以及參與訪視學生（參與學生名單請見附錄五） 

訪視資訊 本次訪視無安排會議，僅訪視棒球場。 

 

 

圖4-5-9 輔導小組暨學生於桃園國際棒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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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桃園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二十三） 

項目 內容 

檢視時間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5日 

檢視項目 一、盤點與輔導青埔地區雙語交通動線。 

二、桃園捷運系統站體雙語標示（A17-19、A21）。 

三、桃園市政府英文資訊檢視輔導。 

四、售票系統雙語檢視。 

檢視成員 桃園捷運公司劉坤億董事長、蒲鶴章副總經理、彭聖錫處長等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賴韻林專門委員、易文生科長、郭素蓮企劃師、桃

園研考會邱主委、宋嘉修組長、連寶如組長、郭壽旺計畫主持人與

輔導小組等人。（完整與會人員名單請見附錄六） 

會議資訊 名稱： 桃園青埔A17-19及A21車站實地訪視暨輔導討論 

時間：105年12月15日（四）下午2時0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桃園捷運公司 

會議目標 一、拜會劉董事長坤憶 

二、檢視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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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站名 英文站名 

A17 
領航站 

（大園國際高中） 

Linghang 

（Dayuan Intern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A18 高鐵桃園站 HSR Taoyuan Station 

A19 桃園體育園區站 Taoyuan Sports Park 

圖4-5-10 檢視之捷運站名  

 

圖4-5-11 輔導小組於站體放市前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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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2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與桃園捷運公司同仁合影 

 

圖4-5-13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拜會桃園捷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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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次桃園實地訪視（會議議程如附件二十四） 

項目 內容 

報告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1月23日 

報告項目 一、桃園捷運站體及交通動線檢視  

二、桃園好禮－伴手禮文宣翻譯 

三、航空城英語網站檢視 

四、桃園市政府網站檢視 

五、桃園國際棒球場國際化環境建置檢視 

會議成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易文生科長、郭素蓮企劃師、桃園研考連寶

如組長、郭壽旺計畫主持人、Peter Whittle 顧問、Tari Lee 

Skyes 講師與輔導小組等人。 

會議資訊 名稱：成果盤點報告 

時間：106年12月15日（四）下午2時0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研考會 

會議目標 一、盤點問題並討論 

二、實地輔導成果簡報與建議 

 

圖4-5-14 輔導小組與桃園研考會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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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輔導成效 

一、輔導點SWOT分析 

輔導小組歸納實地輔導成果並提出兩輔導點在國際化政策中可以配合

國發會國際化政策，找出本身國際化定位並著手規劃符合國際化策略。透過

SWOT表所列出兩輔導點先天與後天各種條件，南庄位於臺三線客家庄的南

庄鄉，透過輔導小組盤點後利用文化、天然景觀與慢活特色，發展出對外籍

人士士友善的國際生活環境的建設，進而成為臺三線亮點鄉鎮之一。另一個

青埔地區輔導點著重在交通轉運樞紐標示雙語化、商家服務國際化與網路環

境建置專業分析，期許桃園市可透過吸引國外商業投資增加本身國際化的程

度，它只需要加強在基礎建設的國際化程度，並符合外籍人士期待便可以產

生過境經濟的磁吸效應。 

表4-6-1 SWOT分析表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南

庄 

1. 安靜清閒 

2. 生活單純 

3. 居民親和力強 

4. 生活步調緩慢 

1. 鄉鎮定位不顯

著 

2. 鄉鎮行銷不足 

3. 交通資訊不足 

4. 旅遊資訊不足 

1. 國際慢城認可 

2. 自然風情豐富 

3. 多元人文特色 

4. 鄰近都市外籍

人士眾多 

未來可能過度商

業化 

青

埔 

1. 地理位置優越 

2. 交通設施完善 

 

發展較晚 1. 國際機場航空

城 

2. 交通物流樞紐
HUB 

3. 臺灣工業產值

第一的城市 

1. 環境汙染 

2. 過度都市化，

失去原有地方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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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庄各項輔導項目成果 

下列各項輔導建議成果係由外籍學生第一次訪視時所提意見，經團隊檢

視並與專家顧問研議後，團隊將團隊意見提出專家顧問研議後，製作輔導點

參考使用之建議案，各項建議成果如下： 

（一）南庄地理、歷史、文化及國際慢城雙語簡介製作 

1、Nanzhuang Geography  

Nanzhuang township's surface area is 165.49 square-kilometers.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township in Miaoli, the largest being Tai'an . There are lots of hills 

and mountainous regions in this township, and the arable land of the countryside 

covers an area of 1,763 hectares, mostly distributed around Nafu village and 

Yuanlin village's Zhong Gang creek south valley plain. The altitude of this 

township ranges from 120 to 2,2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he terrain increases 

gradually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eastsouth, mainly separated by the Jiali 

mountain range and the Paguali mountain range. 

圖4-6-1 苗栗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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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ther of this countryside is subtropical;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0.7 Centigrade. The coldest month's average temperature 

is around 13.9 Centigrade,so there's no obvious winter season. The quantity 

of rainfall increases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hills, most districts 

having annual rainfall between 2,000 to 3,000 millimeters. The average 

rainfall in the Jiali mountain district reaches up to 3,300mm／year, fully 

moisturizing all of the mountains and hills. Because of this abundant 

precipitation,Jiali mountain becomes the source of the Houlong, Zhong 

Gang, and Touqian creeks, and dict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ir flow. 

2、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Nanzhu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a-Ching year,the 1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7）,document records show Huang Chi-Ying led a group of 

Chinese to cultivate the area now known as Nanzhuang. They set up “Tien-

Wei Residence Hall”, and invited the Chinese to go to the south （Nan in 

Chinese）to cultivate. This is why this place is named Nanzhuang （meaning 

south village）. 

3、The History of Nanzhuang 

Originally the Nanzhuang area was the residency of Saysiyat people. Han 

Chinese came to this area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integrated themselves into 

Saysiyat society via mixed marriage, which led to Nanzhuang becoming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1895-1945),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he coal and camphor industries making use 

of the vast natural resources of Nanzhuang.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142 

 

圖4-6-2 苗栗自行車步道路標 

4、Nanzhuang Cittaslow Movement 

The Nanzhuang Township Mayor,Lai Sheng-Wei is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multi-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aboriginal tribes such as the Saysiyat and 

Atayal people, as well as developing services for visitors such as hostels and 

restaurants.The restaurants will delight visitors using local foods and 

providing friendly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the businesses have been 

developing technology to let the tourist DIY, and make their own souvenirs. 

 

圖4-6-3 國際慢城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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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undertook the “Cittaslow” Movement in 

1999, originating from the campaign for the Slow Food Movement. “Slow 

Foo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fast-food culture, and in general it is a philosophy 

of life emphasizing finding the way back to balance the ecosystem. While 

pursuing a “fast food” culture, industries generated intensive agriculture, 

destroyed the ecosystem and also damaged human beings' healthy 

surroundings. “Cittaslow”, on the other hand, is a series of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a movement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preserving history, and also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ving. This “Cittaslow” life style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not 

sacrificing conservation of the ecosystem and human beings’ health in 

exchange for economic gain. 

Miaoli Magistrate Xu Yao-Chang emphasizes that promoting the Cittaslow 

movement is a sustainable project. Getting the certification of “Cittaslow 

International” is just the first step. What really matters are the further steps of 

image building, marketing, and meeting the target of education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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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庄活動行事曆製作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4月 APR 5月 MAY 6月 JUN 

櫻花季、李花季 

Cherry Blossom Season 

Plum Blossom Season 

冬菇季 

Shiitake 

Mushrooms 

Season 

桂竹筍季 

Makino Bamboo 

Shoots Season 

桐花季 

Tung 

Blossom 

Festival 

木耳季 

Wood Ear 

Fungus 

Season 

7月 JUL 8月 AUG 9月 SEP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夏日音樂季 

The Height of Summer 

花海季 

Sea of 

Flowers 

新夏泰客音樂會 

I.S.A.K. 

Concerts 

矮靈祭 

Pas-ta'ai 

Festival 

柿子季 

Persimmon 

Season 

 

1月-2月January-February 

前往南庄的旅客，在1-2月份期間可以觀賞到李花與櫻花。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the year,visitors to Nanzhuang can enjoy viewing a 

gorgeous display of plum and cherry trees in full blossom. 

 

3月March  

3月為南庄冬菇盛產的季節，人們利用段木栽培香菇,其口感肥美緊實而帶嚼

勁，是前往南庄旅遊途中必買的經典伴手禮。 

Shiitake mushrooms grown on logs of wood in Nanzhuang are plump and delicious, 

with a delightfully chewy texture. They are a must-buy item for tourists visiting  

Nanzhuang in March.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uang%20Project%202.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uang%20Project%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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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輔導成果 

145 

3月-4月March-April 

桂竹筍可以做出豐富多元的料理，新鮮的桂竹筍可以拿來煮湯；在排骨湯中

加入桂竹筍，可以讓湯頭清爽不油膩。先將桂竹筍煮熟，放涼了之後可以撕

成條狀，加以豆瓣醬，或是搭配辣椒炒出來的筍絲，十分可口。 

Springtime brings the opportunity to buy Makino bamboo shoots in Nanzhuang. 

These specialty products of Nanzhuang have a wide variety of culinary uses. One 

classic use is to add them to pork rib soup to make it lighter and less greasy. Or you 

can boil the bamboo shoots, let them cool, cut them into strips, and fry them with 

bean paste or chili for a most delicious treat. 

 

5月May 

臺灣客家桐花的嘉年華會，在春夏交替之際，桐花滿山遍野綻放，一朵朵白

皙嬌柔的油桐花繽紛盛開在樹上，為翠綠的山區添上新裝。沿著臺3線、北二

高，我們看見白靄靄的山頭，會驚訝如此的美景，卻未曾駐足欣賞，但是透

過客家桐花祭的舉辦，桐花的花開花落有了不同的意義。 

桐花季以雪白桐花為意象，傳遞客家人敬天地、重山林之傳統，更以桐花、

山林之美為表，客家文化、歷史人文為核心，展現客家絕代風華。 

Along the northern parts of Highway 3 lies a field of tung trees in display, with its 

array of blossomed white flowers covering parts of the mountain. Annually,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has the honor of leading and conducting the Tung 

Blossom Festival to worship the three Mountain Gods and the Hakka guardian spirit. 

During the Tung Blossom Festival, hundreds of people are invited to enjoy the 

flowers and tour around the Hakk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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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月June-August 

在這個季節，民眾不但可以買到肥大新鮮的黑木耳，餐廳同時也推出了各式

黑木耳料理，讓遊客品嚐當季的新鮮黑木耳大餐。 

In the summer, visitors to Nanzhuang can buy large and fleshy black fungus, also 

known as “wood ear fungus.” As well as buying the fresh fungus to take home with 

you, you can also savor delicious black fungus dishes prepared by local restaurants 

to showcase this seasonal specialty. 

 

6月-10月June-October 

有菇中之王稱號的「段木香菇」，是南庄慢城的農特產之一。南庄的香菇產

區提供香菇最好的生長環境。產區海拔較高，日夜溫差大，加上濕重的霧氣，

種植出的香菇肥厚鮮甜，無論香氣或者口感都在頂級之上。不論燉湯或是爆

炒都非常適合，口感鮮甜，營養美味。 

During these summer-to-autumn months, Nanzhuang is famed for its crop of wood-

grown shiitake mushrooms, popularly known as “the king of mushrooms.” The 

area’s high altitude, large day-nigh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and moisture-laden 

mists provide ideal conditions for the mushroom’s cultivation. Plump and freshly 

sweet, top of the class in aroma and taste, Nanzhuang’s shiitake mushrooms are a 

healthy and flavorsome ingredient that make a perfect ingredient of soups and stir 

fries. 

 

7月July 

夏日音樂會是南庄鄉於夏季的重要活動，有賽夏與泰雅族的傳統舞蹈表演及

客家歌謠樂團的演出,也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報名參加街舞大賽。 

At the height of summer, Nanzhuang becomes a place of dance and song. Visitors 

can enjoy traditional dance performances by members of the Saysiyat and Atayal 



第四章 輔導成果 

147 

indigenous peoples, as well as performances of Hakka folk music. There is also a 

street dancing competition that interested groups can register to take part in. 

 

9月September 

九月份在前往南庄的道路上可以看到整片的花海。有大波斯菊、向日葵、山

芙蓉等花種。 

In September, the road to Nanzhuang runs through a sea of flowers, with fields of 

Mexican asters, sunflowers, hibiscus, and other gorgeous blooms filling the 

landscape with their bright colors. 

 

10月October 

苗栗縣南庄鄉有賽夏、泰雅原住民及客家、新移民等四大族群，代表南庄多

元的文化資產。鄉公所連續多年舉辦新夏泰客音樂會全國街舞大賽，吸引全

國喜歡跳舞朋友報名參賽。鄉公所歡迎遊客周末來南庄欣賞舞蹈，順道採買

當季盛產的木瓜和甜柿。 

Nanzhuang is home to a rich mix of ethnicities, including substantial numbers of 

Saysiyat and Atayal indigenous peoples, Hakka people, and new immigrants, 

representing the township’s precious asset of cultural diversity. Each year, the 

township office arranges concerts of their respective musical traditions, and also 

organizes a national street dancing contest, which attracts enthusiastic participants 

from around Taiwan. We welcome visitors to come and enjoy the dancing on 

weekends, and while here, don’t miss out on the papayas and persimmons that ripen 

in abundance during this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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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November 

在農曆十月中旬的月圓前後舉行的賽夏族的矮靈季Pas-ta'ai，每兩年舉行一次，

故事背景為矮族與賽夏族人互相社交的過程，其中一種說法是矮人用某種巫

術控制著賽夏族人，賽夏族人忍無可忍的做出反抗，卻造成他們無法豐收，

直到後來破解詛咒以及強調要和睦相處並真誠對待彼此，依約定舉行紀念矮

人的祭典，否則將導致農作物欠收。 

Once every other year, before and after the full mo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0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Nanzhuang’s Saysiyat people hold the Pas-ta’ai or “Dwarf 

Spirit Ceremon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tory behind this 

ceremony： One version tells that a race of dwarves used sorcery to hold sway over 

the Saysiyat, until the Saysiyat could bear it no longer and rose up against them. 

However, this caused the dwarves to curse the Saysiyat with a blight on their 

harvests. To lift the curse on their crops, the Saysiyat appease the spirits of the dwarf 

people by holding the Pas-ta’ai ritual once every two years, summoning the 

vengeful spirits with song and dance and making placatory offerings to them. 

 

10月-12月October-December 

10-12月份期間為甜柿的產期，前往南庄的旅客可以品嚐到甜而多汁的柿子。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visitors to Nanzhuang can enjoy one of its signature 

fruits, the sweet and juicy persimmon, which ripens from October through 

December. 



第四章 輔導成果 

149 

（三）交通標示雙語建置輔導 （臺灣好行）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uang%20Project%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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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標示雙語建置輔導 （路標、路牌） 

 

 

圖4-6-4 專家建議使用之國際符碼對照圖（生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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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5 專家建議使用之國際符碼對照圖（警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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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路標檢視及翻譯 

表4-6-2 南庄路牌翻譯表 

圖片 路牌翻譯 

 

南庄老街（Nanzhaung Old Street）、 

南庄百年郵局（Nanzhaung Old Post 

Office） 

 

蓬萊溪生態園區（Penglai River Ecology 

Park）、仙山（Xianshan）、鹿場（Lu 

chang）神仙谷（Shen Xian Valley）、向天

湖（Xiang tian Lake） 

 

南庄鄉公所（Nanzhuang Village Office）、

獅潭和仙山（Shitan & Xianshan）、鹿場和

東河（Luchang & Do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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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和東河（Penglai & Donghe）、Penglai 

River Ecological Park（蓬萊生態園區）、

向天湖（Xiang tian Lake）、神仙谷

（Shen Sien Valley）、三灣和頭份

（Sanwan & Toufen）、高速公路

（Highway）、獅頭山（Shihtou 

Mountain）、峨眉湖（Emei Lake） 

 

田美（Tianmei）、南庄（Nanzhuang） 

 

南庄老街（Nanzhuang Old Street）、桂花

巷（Osmanthus Alley）、洗衫坑（Shie San 

Kung） 

 

  

http://cdict.net/?w=Tou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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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庄老街旅遊地圖製作  

 

 

 

3.Nanzhuang Old Street南庄老街 

南庄老街的特色包括坐落於神秘位置，

還有各種擁有客家與日本風格的商店。 

Nanzhuang Old Street is notable for its 

enchanting location. Its shops are a mix of 

old Hakka and Japanese styles. 

4.Osmanthus Alley桂花巷 

桂花巷是南庄人民共同的回憶，這條巷

子蘊藏著許多美食，尤其是桂花手工蛋

捲。 

Sweet Osmanthus Lane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shared memories of 

Nanzhuang’s people. Its shops sell many 

delicious treats， most famously the 

alley’s signature osmanthus handmade 

egg rolls. 

6.Nanzhuang Village Office南庄鄉公所 

南庄鄉公所是一個提供南庄旅遊景點資

訊的地方。此外， 還有導覽員幫忙介

紹充滿歷史的南庄文化。 

Nanzhuang Township Office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Nanzhuang’s tourist 

attractions.  There are also tour guides 

in the office who can introduce the rich 

history of Nanzhuang’s culture. 

7.Nanzhuang catholic church南庄天主會 

南庄天主教堂於1954年建成，並於1976

年因為地震而重建。教會成員大多是原

住民以及少數客家人。 

Nanzhuang Catholic Church was originally 

built in 1954， and was rebuilt in 1976 

after being damaged by an earthquake. 

The church members are mostly 

indigenous people and a smaller number 

of Hakka people. 

8.Nanzhuang Bridge康濟吊橋 

長58公尺，寬4公尺的康濟吊橋，為了

工業而被建造於西元1953年。此外， 

它曾於1959年被水災摧毀，後來人們又

重新建造了康濟吊橋，但並不是工業用

途。 

The old Kangji Bridge was built in 1953， 

to serve the area’s forestry and mining 

industries. It was rebuilt after sustaining 

flood damage in 1959， but no longer 

served industrial use. Today’s 

picturesque Kangji Suspension Bridge 

was put up in its place in 2010. 
 

 

1.Nanzhuang old post office 南庄百年郵局 

南庄百年郵局擁有著藍色木頭外牆，坐落於

永昌宮旁邊。南庄百年郵局的建築，是現在

難得一見的風格。 

Nanzhuang Old Post Office is famed for its 

blue wooden exterior. Located beside 

Yongchang Temple， the post office is a rare 

surviving example of such style of building. 

2.Yongchang Temple 永昌宮 

結合現代與傳統建築，正殿主祀三宮大帝、

配祀玉皇大帝、天上聖母、五穀先帝、褒忠

義民爺、福德正神等神祇，龕上主懸「帝德

天尊」的匾額，宮宇莊嚴肅穆，為南庄鄉民

信仰聚會中心。 

Yongchang Temple is the main center of 

religious worship for Nanzhuang’s residents. A 

magnificent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t is 

dedicated to the worship of various deities， 

including “the Heavenly Holy Mother” Mazu， 

“the First Deity of the Five Grains” 

Shennong， and “the Right God of Blessing 

and Virtue” Tudigong. 

5.Village office retailer 南庄鄉公所零售市場 

南庄鄉公所零售市場內各項設施，經經濟部

歷年多次補助整修改善，使得內部環境清潔

衛生、照明等煥然一新。在市場裡面，你可

以找到許多有當地特色的小吃，強力推薦給

旅行者。 

The Township Office Retail Market has 

undergone transforming repairs and 

impr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gaining a 

clean， hygienic and brightly lit interior 

thanks to subsidie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Visitors are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go into the market， where 

you can find all kinds of local specialty treats 

to snack on. 

9. Nanzhuang visitor center 南庄遊客服務

中心 

遊客中心提供南庄地圖導覽手冊跟導覽手

冊及導覽人員等。 

The Visitor Center， with its friendly and 

helpful staff， provides maps， leaflets and 

guides to help visitors explore Nanzhuang’s 

tourist attractions.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uang%20Project%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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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庄特色菜單（團菜）翻譯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20group3.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20group3.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20group3.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20group3.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20group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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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菜翻譯                                 特色小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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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庄英文網站輔導建置  

1、臺灣好行官方網站 

 

2、南庄民宿網站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Group%20four.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Nanzhaung%20Project%20Group%20fo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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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庄鄉官方網站 

 

網頁參考範例-士林夜市 

 

  
33

說明:
士林夜市的網頁中，有兩
部分可以作為參考。
1. Package
2. Chinese	Conversation	

建議:
1.將南庄套裝行程(一日遊
／二日遊）放入網頁中。
2.將生活中常用句子放在
旅客資訊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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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中文網站排版建議 

 
 

 

圖4-6-6 南庄英文網站排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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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套裝行程規劃輔導 

南庄鄉 NANZHUANG 

 

  

南庄老街 （路程約4分鐘） 

幾乎都是木造平房的南庄老街，是南庄的特

色，散步起來格外有味道。原本雜亂的小巷弄，在

當地人共同營造與尋找歷史過往的過程中，讓如今

南庄最有名的桂花巷無限在你我眼前。 

老街沿途為販售各種特色小吃的攤商店家，桂

花釀、石板山豬肉、竹筒飯等小吃街可見滿滿的排

隊人潮。巷尾的洗衫坑也是著名的拍照景點。 

南庄戲院  

（路程約3分鐘） 

南庄戲院設立於民國35年（西元1946年），戲院最

初南庄戲院設立於民國35年（西元1946年），戲院最初

專演客家採茶戲，而後兼演黑白默片，也就是日本人說

的「活動寫真」，自從樟腦、煤、礦停採，林木也失去

採伐的經濟價值之後，南庄戲院便沉寂了下來，也因為

如此才能保留最原始的文化歷史資源。 

 
康濟吊橋 （路程約10分鐘） 

建造於民國42年12月的康濟吊橋，

兼具交通、排洪、造景及LED夜間照明，

延伸中山及南江老街商圈旅遊動線，提

昇觀光遊憩產值，建構永續經營之目標。

漫步橋上可觀南庄老街山城風貌與溪流

景色，為南庄知名景點之一。 

 

南庄遊客中心➡南庄老街➡南庄戲院➡康濟吊橋 

http://nanjhuang.okgo.tw/
http://nanjhuang.okg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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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鄉 NANZHUANG 

 

  

Nanzhuang Old Street 

Consisting of wooden cotta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nzhuang old street feel 

very historical. Due to the creative local 

artisans， this alley has now become the most 

famous local attraction- Osmanthus Alley.  

Along the way， its vendors sell a variety of 

local specialties， crowds line up for the 

snacks!  

Distance：4 minutes 

Nanzhuang 

Theater 

Nanzhuang theater 

was set up in 1946. 

The theater initially 

performed Hakka 

Kangji Bridge 

Kangji Bridge was built in December， 

1953. Not only managing traffic and 

drainage， this landmark is well landscaped 

and illuminated with LED night lighting. To 

promote the value of eco traveling ， 

construction maintains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lk on the bridge 

and view the scenery of mountains and 

streams in Nanzhuang. It’s th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landscapes in Nanzhuang.  

Distance：10 minutes 

 

 

 

 

 

Distance：10 minutes 

tea opera only， and then played black and white 

silent films， which were the “activities record” 

that Japanese allowed. When camphor trees lost 

their economic value for logging and the coal 

mining stopped in the area， Nanzhuang theater 

shut down.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it now 

retains the most preciou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Distance：3 minutes 

 

 

 

 

 

Distance：3 minutes 

Nanzhuang Visitor Center 

 

Nanzhuang Old Street 

 

Nanzhuang Theater 

 

Nanzhuang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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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周邊景點推薦行程（以泰安鄉為例） 

距離南庄鄉車程約兩小時的泰安鄉，最有名的即是溫泉區。泰安溫泉區

位於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汶水溪畔、背對虎頭山，而「錦水」這兩個字在客

家語是『滾燙之水』的意思，故當地即沿用『錦水』這名稱，以向遊客表示

此地為溫泉區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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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zhuang Surroundings （Take Taian Township for example） 

Just two hours drive away from Nanzhuang， Taian Township is famous for 

its hotspring. The hotspring is located in jinshui village， which is in Tai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he word （jinshui） means "boiled water"in Hakka 

dialect， so the local goverment named the villiage "jinshui" to show tourists that 

it's a hotspr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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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登山路線圖 

 

  

Hiking Trail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166 

（九）雙語情境對話  

Situational Dialogues： 

For bed & breakfast（民宿） 

1. Check in （入住） 

C：你好，我有預約。 

C：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O：嗨，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O：Hi! What's your name? 

C：丹尼爾，住一個晚上。 

C：Daniel. For one night. 

O：好的，請稍等一下。 

O：OK， please hold on. 

C：謝謝。 

C：Thanks! 

（C = customer  O =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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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ck out （退房） 

C：你好，我想要退房。 

C：Hi, I want to check out. 

O：好的，可以跟你拿回鑰匙嗎？  

O：Sure, may I have your key? 

C：可以，在這裡。 

C：Yeah,it’s here. 

O：這樣就可以了，謝謝你的光臨。 

O：Ok,that’s all. Thank you for choosing us! 

 

3. Finding his／her room（找房間） 

C：你好，可以請問我的房間在哪裡嗎？ 

C：Hello, may I ask where my room is? 

O：當然，讓我帶你去。 

O：Sure, let me show you! 

C：太好了，謝謝。 

C：Great! Thanks! 

O：你的房間在這裡喔。 

O：Her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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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真的很謝謝你。 

C： Thank you so much. 

 

4. Tourist spot information （旅客景點資訊） 

C：請問觀光景點會離這裡很遠嗎？ 

C： Are the local tourist spots far from here? 

O：不遠喔，用走的就可以到達，這份地圖給你。 

O：No, you can reach them all on foot. You can take the map with you. 

C：太好了，謝謝你。 

C： Great! Thank you! 

 

5. Asking for Wi-Fi password（詢問Wifi） 

C：不好意思 

C： Excuse me. 

O：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O： What can I do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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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需要Wi-Fi 密碼。 

C：I need the Wi-Fi password.  

O：好的，請稍等我一下。 

O： Ok, please wait a second. 

O：密碼是12345678。 

O：Here you go, the password is 12345678. 

C：謝謝你！ 

C：Thank you! 

O：不客氣，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O：You're welcome. Have a nice day! 

 

6. Asking for a map（索取地圖） 

C：嗨，請問有南庄地圖嗎？ 

C：Hi, do you have a map of Nanzhuang? 

O：有的。 

O：Yes, we do. 

C：我需要兩份地圖，謝謝。 

C：I would like 2 maps, please. 

O：好的，這裡是兩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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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k, here you go. 

O：謝謝！ 

O： Thanks! 

 

7. Asking for the swimming pool（詢問有無游泳池） 

O：嗨，需要幫忙嗎？ 

O： Hello! May I help you? 

C：嗨，是的我需要幫忙。 

C： Hi! Yes, please.I do need help! 

O：你需要什麼幫忙呢？ 

O： What kind of help do you need? 

C：請問這裡有游泳池嗎？ 

C：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there is a swimming pool here? 

O：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沒有游泳池喔。 

O： I’m sorry， we don’t have on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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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餐廳） 

1.Asking for recommended restaurant（詢問推薦的餐廳） 

C：不好意思。 

C：Excuse me. 

O：是?我可以幫你嗎？ 

O：Yes? May I help you？ 

C：可以請您推薦附近的餐廳嗎？ 

C：Can you recommend any restaurant near here？ 

O：可以，附近有家很有名的客家餐廳。 

O：Yes, there is a very good Hakka restaurant nearby. 

C：可以給我店名跟地址嗎？ 

C：Could you give me the name and the address of the restaurant? 

O：當然可以。 

O：Sure. 

C：謝謝你，感謝你的幫忙。 

C：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 your help. 

O：不客氣。 

O：You'r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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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king for recommended Hakka restaurant（詢問推薦的客家餐廳） 

C：不好意思，可以請你告訴我哪裡有好吃的客家餐館嗎? 

C：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a good Hakka restaurant? 

O：當然沒問題，這附近九有許多不錯的客家餐館 

O：Of course! We've got some pretty good Hakka restaurants nearby.  

C：喔~太好了，請問哪家是最好的吃的? 

C：Oh, brilliant! Which one do you recommend? 

O：某某某餐館是最棒的 

O：xxx restaurant is the best here. 

C：可以給我那家餐館的地址嗎? 

C：Could you give me the address? 

O：當然，請稍等。 

O：Sure! Please wait a moment.  

3. In restaurant （在餐廳裡） 

O：嗨，請問你想點什麼菜呢？ 

O：Hi!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inner? 

C ：我想要一份糖醋魚。 

C：I'd like the sweet and sour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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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好的，需要任何飲料嗎？ 

O：OK. Any drinks for this evening? 

C：不用，這樣就好了。 

C：No thanks, that's all. 

O：好的，謝謝。等下會為你送上餐點。 

O：OK, thank you. Your meal will be served soon. 

O：Sure! Please wait a moment. 

4. Asking for the toilet（詢問有無廁所） 

O：嗨，需要幫忙嗎？ 

O： Hello! May I help you? 

C：嗨，是的我需要幫忙。 

C：Oh, hi! Yes please, I do need help! 

O：你需要什麼幫忙呢？ 

O：What kind of help do you need? 

C：請問這裡有游泳池嗎？ 

C：Is there toilet here? 

O：走廊道底右轉，就可以看到了。 

O：Yes, go to the end of the hallway and turn right, you’ll se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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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您好，請問要點餐嗎？ 

O：Hi,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C：好的，我要一份今日特餐，請問今日特餐裡有含豬肉嗎? 

 我是回教徒不能吃豬肉。 

C：Yes. I want today’s special. Is there any pork in today’special? 

I can’t eat pork because I’m a Muslim. 

O：有的。不過我們可以為您將豬肉換成牛肉。 

其他配菜的部分皆不含豬肉，請放心。 

Yes, but we can change the pork into beef. And there isn't any pork in other side 

dishes. 

O：其他配菜的部分皆不含豬肉，請放心。 

C：好的，謝謝你。 

C：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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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埔各項輔導項目成果 

（一）桃園國際棒球場國際化環境檢視 

1、桃園棒球場（球場平面圖）

 

圖4-6-7 建議參照範本（天母棒球場） 

圖4-6-8 桃園棒球場觀眾席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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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場內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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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轉運樞紐標示雙語化 

1、購票系統 

  

 

圖4-6-9 購票系統首頁之建議參照範本（日本JR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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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0 購票機之建議參照範本（日本JR線） 

 

圖4-6-11 購票機之建議參照範本（臺北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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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翻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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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文翻譯建議 

 

 （3）馬來文翻譯建議 

 

（4）印尼文翻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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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捷運站體內各項標示 

（1）捷運路線圖及搭乘標示 

 

 

 

 

 

 

 

 

 

圖4-6-12 站內月臺指引標示（臺北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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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3 站內月臺指引標示（高雄捷運） 

（2）設施標示與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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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4 月臺門告示（臺北捷運） 

 

（3）方向指示及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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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M取閱區 

 

3、車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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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乘資訊即出口資訊檢視 

 

 

圖4-6-15 出口資訊指引（日本JR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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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6 出口資訊指引（臺北捷運） 

 

圖4-6-17 出口資訊指引（高雄捷運） 

  

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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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家服務國際化（桃園伴手禮翻譯） 

有仙則茗（仙草茶） 

與傳統的仙草不同，只取仙草嫩葉並運用製

茶加工技術製作，無任何添加物，可直接沖

泡、熬煮飲用或燉煮雞湯，為天然的養生入

菜極品。 

Mesona Grass Jelly Tea 

This differs from other grass jelly teas in that 

only young and tender leaves of the Mesona 

chinensis plant are taken for processing into this 

product， which is made without any additives. 

It can be directly brewed or boiled as a drink， 

or used to make chicken soup， and is a wholly 

natural health product. 

 

 

 

桃喜滷味（桃園滷味城禮盒） 

嚴選桃園在地食材，獨門家傳配方且全中藥

滷製不含防腐劑，堅持以「低鹽、低糖、低

油」原則，製造健康、天然、新鮮甘甜與多

層次味覺。 

Braised Delicacy Selection 

This selection of Taoyuan’s local products is 

braised in a special concoc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Containing no preservatives， it is a healthy 

low-salt， low-fat and low-oil smorgasbord of 

natural， freshly sweet and multi-flavored 

braised t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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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茶葉健康枕  

以茶葉為原料，冬暖夏涼且吸濕性強，可促

進頭頸後的血液循環。專業生產技術與品質

堅持，是双霖茶莊對顧客負責之精神標誌  

Tea Pillow 

Filled with tea leaves， this moisture-

absorbing pillow is warm in the winter and cool 

in the summer， while also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in the head and neck. It is made with 

the expert skill and adherence to quality that are 

the trademark of Shuang Lin Tea House’s 

responsibility to customers. 

 

 

哈客手工小書包  

源自傳統書包設計結合臺灣代表性文化-客家

印花布，並取名「哈客小書包」。印花布上的

圖騰，利用傳統與數位的染整技術，表現出有

五月雪之稱的桐花色彩與動態。桐花生命力

強，常被用來描述性格節儉、堅毅的客家族群，

在面對不同環境的淬煉中，總是堅守根本、堅

持創新。 

Hakka Handcrafted Satchel 

This handcrafted product combines a traditional 

satchel design with a Hakka floral fabric that is 

printed with one of Taiwan’s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motifs. The printing of the fabric 

employs both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dyeing and 

finishing techniques to create the color and 

movement of the tung blossom that fall like 

snow in May. The vitality of tung blossom is 

often used to symbolize the characteristic 

frugality and persistence of the Hakka people， 

who always hold firmly to their roots and 

persistently blossom anew amid the tempering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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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福板  

大房食品將製作豆腐的豆腐模縮小為可愛

的桃福板，讓消費者買回去可以自己製作

小型豆腐，也可以製作御飯糰，還可以當裝

飾品及花飾，讓消費者更接近豆干產業，更

了解我們的產業。 

Tofu Mold 

This delightful miniaturized tofu mold can be 

used for making small squares of tofu or little 

onigiri rice cakes in your own kitchen. It can 

also be a charming ornament， to decorate 

your home and show how we make dried 

tofu. 

 

 

 

大房豆干 

大房食品於食安問題不斷的現今，推出以

安全食材為主軸、非基因改造不添加防腐

劑的大房豆干大師禮組，希望重拾消費者

對豆干的信心。 

Dried Tofu Gift Set 

At a time when scares about food safety are 

constantly surfacing， we offer a gift set 

that is defined by assurance of its safe 

ingredients. We hope that this product， 

which contains absolutely no GM ingredients 

or preservatives， can restore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dried tofu.  

Price： NT$450 p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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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紅茶 

以台茶 17 號小葉烏龍為原料製作紅茶，

茶湯呈香檳色，茶味散發蜜味與淡花香

味。專業生產技術與品質堅持，是双霖茶

莊對顧客負責之精神標誌。 

Xiucai Black Tea Gift Box 

This fine preparation of top-grade oolong tea 

No. 17 brews to a champagne color with a 

honeyed and mildly flowery aroma. It is 

made with the expert skill and adherence to 

quality that are the trademark of Shuang Lin 

Tea House’s responsibility to customers. 

Price： NT$880 per box 

 

千禧京華 

埤塘是先民提供農田灌溉而興起，埤塘

處處，口口相連，連結成一幅美麗閃耀

的山水創作，成就了千塘之鄉。藉著工

藝創作，讓世界看見桃園之美。 

Qian-Xi-Jing-Hua 

The decoration of these lovely ceramic 

artworks represents and displays to the 

world the aesthetic charm of the farm ponds 

that our pioneering farmers dotted across 

Taoyuan’s landscape. Scattered all about 

and interconnected， these irrigation 

ponds make up a glistening patchwork of 

bucolic beauty that has come to be a 

defining feature of Taoyuan’s rural charm.  

Price： NT$5，000 p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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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環境建置 

1、桃園航空城網站 

（1） 增加亮點文字： Next Asia’s  Aerotropolis ： Taoyuan 

（2） 提供航空城核心願景（多媒體呈現），週邊進駐廠商（名

單），未來吸引目標（結合亞洲矽谷計畫）。 

（3） 有些網頁只有更新（Update）資訊 

（4） 文字字體、格式與段落上述項目，需有統一字體與排版。 

（5） 網站標題與內容不相符。 

（6） Contact Us 需提供單一窗口聯繫方式。 

（7） 有些標題是同一網頁，例如 Q&A 與 Download。 

（8） 主頁標題會重疊。 

（9） 需要增設桃園機場推廣 Aerotropolis 專區以共連結。 

（10） 需要增加如何連結 青埔發展與亞洲矽谷。 

 

 

圖4-6-18 航空城Aerotropolis理想建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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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現有網站 

 

圖4-6-19 桃園航空城現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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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國仁川經濟特區區與松島發展規劃 

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域設定目標為多國企業知識經濟產業、國際物

流以及休閒觀光。韓國政府企圖將此區域打造為連結區域以及世界商務

的中心國家。而該區域由松島、永宗以及青羅三個地區所組成。松島地

區的主要開發項目如下：國際業務園區、知識產業園區、高科技生物園

區與相關產業園區、松島國際化複合生活園區、漁民永續生活對策用地

等結合高科技智慧與永續發展項目。（董思齊，2014） 

  建議桃園航空成網站可列出地域區分、專案規模、計畫人口、開發

計畫以及投資留置業種等重要資訊。 

 

圖4-6-20 仁川自由經濟區域開發計畫 

 



第四章 輔導成果 

197 

 

圖4-6-20 韓國仁川經濟區與松島發展規劃圖 

 

 

圖4-6-21 韓國仁川經濟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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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桃園市政府網站入口 

表4-6-3 桃園市政府網站建議表 

檢視問題 建議 截圖 

最新消息的英

文 「 Latest 

News」 

改成「News」 

 

「 Events 」活

動，英文版網

站 無 任 何 訊

息。 

定期更新訊息 

 

首頁之

「Investor」 

無任何連結。 

新增該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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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宣傳影片

無英文字幕或

是英文簡介。 

影片製作時加上英

文字幕，或網站中

加入英語簡介。 

 

某些介紹頁面

都是文字，看

起來很乏味且

給人壓力。 

增加圖片 

 

首頁「桃園市

政府LOGO」圖

片無連結回首

頁。（不符使用

慣性） 

設定連接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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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放置的影

片有點長。 

建議可以播放最精

華、最吸引人注意

的片段。 

 

右邊捲軸不需

轉動，否則資

訊太雜亂，讀

者 也 不 易 瀏

覽。 

建議可以放置幾個

必要的資訊提供點

選。 

 

Contact us 放

置位置不夠明

顯。 

Contact us建議放

在正中間較明顯的

地方。裡面內容可

簡單放上各行政事

務對應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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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問題 建議 範例 （台北市） 

左邊功能列建

議列出所有提

供之資訊，而

非分散在頁面

左側及上方

（如上圖）。 

建議在畫面左側清

楚列出所提供之資

訊。右圖為台北市

網站範例，明列各

種不同類別之資

訊。 

 

市府網站內資

訊之分類有些

凌亂。 

服務項目可以依照

不同客群進行類，

可節省旅客搜尋資

料的時間。右圖為

台北市網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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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網站內無

交通相關資

訊。 

建議可增設交通類

別資訊，並製作

QR code，方便民

眾掃描。提供民眾

掃描桃園捷運、桃

園火站周邊搭車資

訊。 

 

網站內容無常

見問題FAQ。 

在網頁上提供常見

問題與回答，並將

問答依主題分類，

旅客便可以快速針

對自身的問題得到

解答。 

 

提供商務人士

之資訊不足。 

桃園地處交通樞

紐，故商業人士居

多，可將商務人士

可能需要的資訊分

類好放入網站中。

並定期更新相關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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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改善建議 

一、輔導建議 

（一）南庄鄉輔導建議 

１、 觀光方面建議在軟硬體上做改良，例如開發專屬於南庄觀光的

網站或由縣政府制定App， 

２、 提供中英文導覽與協助。 

３、 南庄鄉公所網站上旅遊資訊不足，建議將活動行事曆放入網站

中。 

４、 規劃套裝行程，讓首次來南庄旅行的遊客可依自己的喜好選擇

旅遊路線。 

５、 製作登山路線地圖，提供步道的選擇以及註名公里數以及所需

時間。 

６、 建議和大學社團合作，定期推廣南庄觀光活動，讓參與活動的

人漸漸養成觀光習慣。舉例來說，賽夏族矮靈祭一年舉辦一

次，活動時間一般人比較難配合。 

７、 各行政單位及觀光景點可以招募更多具備雙語能力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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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埔地區輔導建議 

１、 交通方面建議在指標雙語化的過程中，可以徵求更多外籍顧問之

建議，汲取出最佳或最通用的字句。 

２、 指標建議可多加運用國際符碼，藉此加強辨識度，省去不必要的

翻譯問題。 

３、 建議桃園捷運可以爭取加入軌道運輸標竿聯盟，與各國都會鐵路

分享經驗、比較績效、追求卓越與互相學習，待年運量超過5億

人次後，再爭取加入國際地鐵聯盟，藉此協助捷運系統營造國際

友善環境，以及增進桃園再國際上的能見度。 

４、 建議體育局或中華職棒聯盟可以定期聘任外籍顧問，或是邀請在

台外籍裁判、球員，訪查臺灣各地球場，檢視各項設施及指標之

國際友善程度。 

５、 臺灣觀光品牌主打「Taiwan-The Heart of Asia」（亞洲精華心動

臺灣）已逐漸深化國際旅客對臺灣觀光品牌印象，其中「棒球

魂」為臺灣做到世界第一的10件事情之一，並屢獲國際讚譽，未

來我國棒球產業將成為新興的國際觀光產業，若能將臺灣各地棒

球場整合統一、主場化、國際化，勢必能吸引國際棒球迷前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C%E9%81%93%E9%81%8B%E8%BC%B8%E6%A8%99%E7%AB%BF%E8%81%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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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輔導建議 

表4-7-1 輔導點檢視結論表 

南庄 青埔 

1、 鎖定南庄鄉的「定位」及「特色」 

2、 定義和解釋「慢城」，打響「慢城」名號 

3、 發展套裝行程，行銷及推薦南庄觀光特色 

4、 與大學外語系或社團結合，推展服務學

習及實習，讓學生成為儲備外語導遊 

5、 吸引在台外籍人士前來為優先目標

（如：竹科之外籍工程師） 

6、 於公共場所（如旅客中心）廣設 Wi-Fi

設置 

7、 可拍攝微電影及廣告，放置在 youtube

頻道及官方網站上。 

1、 統一拼音系統 

2、 統整英語用法 

3、 統整航空城招商網

站的排版 

4、 於公共場所（如桃

園高鐵站、桃園捷

運站）廣設 Wi-Fi

設置 

5、 可拍攝微電影及廣

告，放置在 youtube

頻道及官方網站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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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南庄（臺灣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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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青埔（桃園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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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標－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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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標－青埔（桃園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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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網站－南庄（南庄官方網站） 

 

南庄現有官方網站 

 

圖4-7-1 南庄鄉公所現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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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青埔（桃園市航空城官方網站）  

 

航空城現有官方網站 

 

圖4-7-2 桃園航空城現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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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網站建議架構

 

圖4-7-3 桃園航空城網站建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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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移植準則 

（一）輔導機制移植準則 

本計畫案主要是建立受輔導點的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並研析配套營

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策略；從國際生活環境體系出發，以2015年度國家發展

委員會完成「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研究案成果之標準作業流

程為規範進行實作，檢視政府機關雙語文件、英文網站及四場次實地輔導（包

含實踐大學本國學生與外國學生實地訪視）。 

此次實地輔導經驗可移轉或其他縣市可置入國際化模式： 

1、 輔導小組與縣市國際化首長或專責單位行前焦點會議：透過由下而

上的會議模式，地方政府提出短期與長期推動國際化政策需求，並

與輔導小組舉行雙方諮詢會議，使輔導小組實地輔導與規劃國際化

基本藍圖。 

2、 雙語標示翻譯與檢視：經由地方政府與全國或當地大學尋求產學合

作之專案合作形式，協助翻譯與網頁設計等需求，將成果經由政府

機關人才資料庫進行翻譯比對，最後召開雙語翻譯會議，最後國際

化專責單位審核與公佈，提供符合7C一致性（Consistent）、全面性 

（Comprehensive）、方便性（Convenient）、清楚 （Clear）、簡潔

（Concise）、內容（Contents）、正確性（Correct）的翻譯文字。 

3、 英文網頁：檢視地方政府網頁的基本架構是否符合「使用者為導向」

概念。以提供投資或觀光資訊取代政府政策宣導，提供正確翻譯資

訊與當地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資訊的網頁連結，新

增緊急聯繫功能（Emergency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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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成輔導小組成員（本國籍與外國籍）：組成本國籍與外籍人士實

地輔導團隊。各大學相關系所合作，組成國際化生活環境諮詢團隊，

定期且長期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國際化盤點任務，也可依照國際化生

活環境任務或工作特性進行專業團隊輔導及諮詢 

5、 專家會議：組成專家顧問團，以期經驗和專業進行檢視每一項輔導

項目之正確性和可移轉性之專業評估，使輔導成效報告發揮最大功

能，作為經驗移轉至其他縣市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之參考依據。 

6、 縣市代表會議：與各縣市代表進行面對面溝通，實際了解地方政府

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之困難與問題，使輔導小組做出正確有效，為

地方政府實際需要的輔導建議。此會議同時可作為地方政府分享國

際化成果及經驗的平台，提供中央政府蒐集正確的資訊，建立中央

與地方面對面溝通的渠道，有助於政策的推動與落實。 

輔導小組從英文網頁基本建制（提供標準SOP建制英文網站）、地方環

境與國際化接軌（餐飲住宿英文）、觀光景點雙語國際化建置SOP、雙語化

服務團隊等面向進行輔導。評估各地方政府未來國際人才引進對臺灣人才發

展與區域產業提昇的長期影響，並定期出版相關臺灣與國際化接軌相關報告，

協助地方政府改善其國際化作為。引進國際企業或國際團隊，活絡並加速地

方國際化環境之建置，吸引更多商業國際人才進駐，創造國際生活環境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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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指標國際化移植準則 

 
  

語言

•清楚的中、英語標示。

•統一翻譯準則。

•考證地名適宜使用何種翻譯?音譯或是意譯?

符碼
•使用國際符碼，增加指標辨識程度，減少語言翻
譯問題。

正確性

•指標方向是否正確。

•指標目的地是否存在，是否在維修或歇業等。

•指標方向辨識程度是否清楚明顯。

延續

•向上級單位或權責單位反應錯誤之況。

•向下指導業者更正或建置符合國際友善之指標。

•定期檢視轄區內之路標狀況及妥善度。

•與民間合作，鼓勵使用者反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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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言 

(1)清楚的中、英文標示 

  中英文標示要明顯清楚，從遠方及可清楚看見其內容。詳細的排版及

字體大小建議可以參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共標示常用符碼設

計」一書。 

 

圖4-7-4 清楚的中、英文標示 

(2)統一翻譯準則 

(a)音譯準則： 

  漢語拼音是將漢字轉寫為拉丁字母的規範方式，漢語拼音也是國際普

遍承認的中文拉丁轉寫標準，常用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

美、加唐人街等，目前也在使用於漢語教育教學中。各地名之拼音方式可

參考「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中文譯音轉換系統」一網站： 

http：//crptransfer.moe.gov.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crptransfer.moe.gov.tw/
http://crptransfer.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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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5 中文譯音轉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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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意譯準則： 

  翻譯過程中，需注意文字使用的正確性，以及是否翻譯出原文所要表達

的意思，並運用7C法則：一致性（Consistent）、全面性 (Comprehensive) 、

方便性 (Convenient) 、清楚 (Clear) 、簡潔 (Concise) 、內容(Contents) 、

正確性 (Correct)來檢視路標翻譯。 

(3)考證地名適宜使用何種翻譯？音譯或是意譯？  

  各地區之地名來源都有自己的歷史，以及其涵意，因此許多地名無法單

一使用音譯或是意譯來進行翻譯。建議可以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地名資訊系

統」一網站：http://gn.moi.gov.tw/GeoNames/Translation/Translation.aspx，另

可參考「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手冊之標準地名譯寫準則，如附件

二十六。 

 

圖4-7-6 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gn.moi.gov.tw/GeoNames/Translation/Translation.aspx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220 

 

圖4-7-7 雙語標示路線指引 

(4)翻譯注意事項－營造友善環境工作手冊 國發會出版 

(a)英文要注意大小寫，屬於標題或作標示用途者，每一個字的第一個英文

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可讓標示更清楚，亦節省標示牌使用面積。例如「No 

Climbing」、「Parking Lot」。 

(b)在「-」後面的字母應為小寫（除人名外）。例如「Ice-cream Vendor」。 

(c)地名、人名譯音拼音應一致，包括文件、各種印刷品、地圖、標示或網站 

等，以免造成誤會，以為是不同地方或不同人。 

(d)英文標點符號注意不要使用到中文的標點符號。錯誤範例如「Chiayi 

Forest District Office，Forestry Bureau」， 應改為「Chiayi Forest District Office, 

Forestry Bureau」。 

(e)單位名稱應將基層單位先列在前面。例如；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應譯為「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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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外文郵件地址的書寫易碰到順序及譯寫方式的問題，相關外文郵件地址原則

的書寫準則詳見附件二十七。 

3、符碼 

  使用符碼可大大降低語言的隔閡，文化差異及衝擊，及降低翻譯的外部成

本，以下範例僅提供本次實地訪視結果常需使用的國際符碼，其他各類型之國

際符碼可以參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共標示常用符碼設計」一書。 

表4-7-2 國際符碼分類表 

分類 國際符碼 英語建議 

住宿 

 

B&B, Hotel, Hostel, 

Guesthouse 

餐廳 

 

Restaurant 

觀光景點 

 

Touristic Spot 

步道 

 

Trail 

購物區、商店、

紀念品店 

   

Gift shop, Mall 

政府單位、公共

建設 

 

Governmental Office, 

Museum 

醫院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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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站 

 

City Bus 

火車站 

 

Train Station  

計程車招呼站 

 

Taxi Stop 

機場 

 

Airport 

停車場 

 

Parking Lot  

警察局 

 

Police Station  

 

3、正確性 

(1)指標方向是否正確。 

(2)指標目的地是否存在，是否在維修或歇業等。 

(3)指標方向辨識程度是否清楚明顯。 

表4-7-3 指標正確性圖例 

圖例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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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方向辨識程度

低，讓人容易混淆 

 

 

指標長青苔，方向辨

識程度低 

 

 

妥善度欠佳，方向辨

識程度低 

 

 

翻譯準則不統一，辨

識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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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程度清楚明顯，

方向正確 

 

 

4、延續 

(1)向上級單位或權責單位反應錯誤之況。 

鑒於道路已按等級區分成不同行政單位養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或當地民

眾在發現問題後，地方政府可能無充足的資金或是權限進行更改，因此應

將問題確實反映給道路所屬之權責單位。以下為各級道路權責單位分類表，

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 

表4-7-4 權責單位表 

分類 權責單位 提升國際友善程度做法 

  
國道 

國道高速公路

局 

由地方政府提出改善方式，由交通部

撥款執行改善 

  
快速道路 

交通部公路總

局 

由地方政府提出改善方式，由交通部

撥款執行改善 

  
省道 

交通部公路總

局 

由地方政府提出改善方式，由交通部

撥款執行改善 

  
縣道 縣政府 

由地方提出改善方式，由縣政府撥款

執行改善 

  
市道 直轄市政府 

由地方提出改善方式，由市政府撥款

執行改善 

  
鄉道 縣政府 

由地方提出改善方式，由縣政府撥款

執行改善 

  
區道 直轄市政府 

由地方提出改善方式，由市政府撥款

執行改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8%87%BA%E7%81%A3%E5%8D%80%E5%9C%8B%E9%81%93%E9%AB%98%E9%80%9F%E5%85%AC%E8%B7%AF%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8%87%BA%E7%81%A3%E5%8D%80%E5%9C%8B%E9%81%93%E9%AB%98%E9%80%9F%E5%85%AC%E8%B7%AF%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5%85%AC%E8%B7%AF%E7%B8%BD%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5%85%AC%E8%B7%AF%E7%B8%BD%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5%85%AC%E8%B7%AF%E7%B8%BD%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5%85%AC%E8%B7%AF%E7%B8%BD%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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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下指導業者更正或建置符合國際友善之指標。 

地方政府得依照上述程序，輔導當地優良民宿、餐廳、商家等建置或改善

路標，增加本地優良業者的知名度，也讓外地遊客易於尋找所需商家。 

(3)定期檢視轄區內之路標狀況及妥善度。 

(a)路標狀況：重新檢視轄區內之路牌狀況，是否符合上述程序之指標。

以下為建議檢視優先順序： 

 

圖4-7-8 地方政府管理順序圖  

 

(b)妥善度： 

定期追蹤轄區內之路牌狀況，如健行步道或自行車道指引牌、山區或

濱海道路之路標，是否因天災或人為疏失導致損毀、滅失、明確性降

低等現象。 

(4)與民間合作，鼓勵使用者反映問題。 

(a)已建置的路牌： 

1、休憩設施標示

•公園

•海水浴場

•登山步道

•自行車道

2、道路標示

•鄉/區道

•縣/市道

•省道

•快速道路

•國道

3、業者自製標示

•民宿業者

•餐廳業者

•商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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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獎勵制度，鼓勵民眾糾錯及尋找徵結點，以使用者的角度出

發，發現更全面的問題，以利權責單位定期修正。 

(b)尚未建置的路牌： 

透過縣市與鄉鎮提出文件翻譯的需求，與當地大學或學術機構合作，

再經由政府機關人才資料庫進行翻譯比對，並召開雙語翻譯會議，最

後國際化專責單位進行審核與公佈。 

（三）網站國際化評估標準 

 
  

定位

•網站目標客群為何?(觀光客?商務客?)

•網站主題定位為何?(觀光導向?招商導向?政策宣導?搜尋引
擎?)

語言

•其他語言的選擇性

•翻譯的正確性

•多媒體資訊是否有雙語化

資訊

•資訊是否清楚分類

•是否符合客群所需之資訊

•緊急聯絡資訊、市民熱線是否清楚明顯

延續

•定期更新相關新聞及發佈相關公告

•與民間企業合作，長期進行網站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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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 

以下為網站客群與主題的關聯圖 

目標客群  對應主題  二級主題 分類功能 

    政府服務 民政、地政、警政 

當地居民  生活服務導向  生活 活動、課程 

    飲食 餐廳、夜市、小吃 

商務人士  商務服務導向  交通 路線、購票、查詢 

    商務活動 會議、招商、展覽 

觀光人士  旅遊服務導向  消費 賣場、禮品店 

    休閒娛樂 介紹、行程推薦 

圖4-7-9 網站客群與主題的關聯圖 

2、語言 

(1)其他的語言選擇性 

  多元化的語言選擇提供不同的族群更便利的操作環境。以下為各種

主題網站所適用的語言選擇建議： 

表4-7-5 網站主題及對應語言選擇表 

網站主題 目標客群 語言選擇標準 建議語言 

政府官方網站 查詢政策資訊之客群 以官方語言為主 中文、英文 

生活服務導向 當地居民 以當地居民常用語言為主 中文、英文、

新住民之語言 

商務服務導向 商務人士 統計該地商務人士之國籍

所佔之比例，取非以中文

或英文為母語之國家比例

較大者。 

繁中、簡中、

英文、日文、

德文、法文 

旅遊服務導向 觀光人士 統計該地觀光人士之國籍

所佔之比例，取非以中文

或英文為母語之國家比例

較大者。 

繁中、簡中、

英文、日文、

韓文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228 

(2)翻譯的正確性 

  翻譯過程中，需注意文字使用的正確性，以及是否翻譯出原文所要表

達的意思，並運用 7C法則：一致性（Consistent）、全面性 (Comprehensive) 、

方便性 (Convenient) 、清楚 (Clear) 、簡潔 (Concise) 、內容(Contents) 、

正確性 (Correct)來檢視路標翻譯。 

(3)多媒體資訊是否有雙語化 

  本次研究檢視網站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網站已有完善的英文網站建置，

但其網站之多媒體資訊，如影片等，卻尚未雙語化或加註英文字幕。建議

多注意網站所連結的多媒體資訊是否有同步雙語化，其多媒體資訊可以參

照港片，在中文字幕下加註英文。以下為本次檢視部分結果： 

表4-7-6桃園市政府網站檢視表 

圖片 檢視問題 建議 

 

一些宣傳影片無

英文字幕或是英

文簡介。 

影片製作時加上英文字幕，

或網站中加入英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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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好行公車上

的椅背上貼

QRcord，刷條碼

後會出現臺灣好

行各線相關資訊

及影片，但很可

惜只有中文字

幕。 

將影片加入英文字幕 

如下圖：5 分鐘告訴你外國

朋友來時如何介紹台北 中英

文雙語字幕 (Taipei Vacation 

Trave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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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 

(1)資訊是否清楚分類 

  資訊的分類相當重要，關係到用戶是否能快速找到所需的資訊。用戶

一但感受到網站的便利性及資訊易得程度，即會越趨頻繁的光顧網站，確

實達成吸引客群關注即前往之目的。 

  另外需特別注意資訊不能重覆於不同的分類，如下圖為臺灣鐵路管理

局之官方網站，已根據客群需求進行資訊分類，並讓使用者快速獲取所需

資料。 

 

圖4-7-10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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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符合客群所需之資訊 

(a)資訊呈現 

  建議以使用者角度著眼，掌握資訊排版的優先順序，了解哪一類型

的客戶優先需要哪一類型的資訊。以下為各種主題網站首要呈現之資訊。 

表4-7-7 網站主題與呈現資訊對照表 

網站主題 目標客群 首要呈現之資訊 

政府官方網站 查詢政策資訊之客群 政令宣導、政策異動、辦理程

序、表單下載 

生活服務導向 當地居民 租屋資訊、醫療衛生資訊、工

作及相關法規 

商務服務導向 商務人士 招商訊息、經濟發展現況、業

務法規 

旅遊服務導向 觀光人士 活動資訊、交通資訊、飲食資

訊、營運時間 

 

地方政府可參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一書，或是與民間科技

公司、學校相關科系合作，由專業網站建製人員提供建議，藉此協助建置網

站。以下為「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內機關英文或外文網站資訊內容

建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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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8 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英文網站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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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設置Q&A機制 

  所有類型的網站都應設置Q&A機制，並預想使用客群所會發生的

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及建議。下圖為臺北捷運之官方網站，設有

Q&A機制，適時反應民眾常見問題並給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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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11 臺北捷運公司官網 

 

(4)緊急聯絡資訊、市民熱線是否清楚明顯 

  網站可以設定緊急聯絡資訊，此資訊為一客服聯絡電話，並提供中、英、

日文服務，如市民熱線一般，快速解決外籍人士（本國籍人士亦可通用）所

遭遇之緊急問題，如協助報警、醫療協助、迷路走失、溝通問題、護照遺失、

反應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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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化事務常見問答 

 

Q：國際化是否有單一標準? 

A：國際化並無絕對的標準或程序，往往會因為國際化的主題、程度、

目標以及外籍人士的觀點，還有掌握資源的多寡所影響，造成國際

化成為一項需要量身打造的事務，並非一昧的仿造其他城市就可以

打造出國際化的環境。 

Q：國際化的最低要求 

A：國際化的最低要求是當外籍人士遇到緊急危難時，或急需求助時，

能有適當的管道提供給他們需要的協助。如市民熱線增設外籍人士

服務專區、警、消車輛加上英文字樣、救生設備(滅火器、AED等)雙

語化、警告標示雙語化等。 

Q：若要進行國際化，首要步驟為何? 

A：建議各地方政府先找到國際化的主題，例如觀光國際化、行政國際

化、交通轉運國際化等。接著再利用SWOT分析，找出目前的優勢

條件、掌握的資源、面臨的問題或可能的挑戰、外在的競爭等。 

Q：國際化的執行重點為何? 

A：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根據國際化的主題去設想外籍人士優先需要了

解、獲知的訊息及服務是什麼，還有外籍人士所會面臨的問題是什

麼。 

Q：國際化的主題訂定? 

A：首先要先找到地方的特色為何，此特色不只侷限於觀光或食品等，

各種產業之特色都可以成為國際化的主題。國際化主題也可以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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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多元並列，取決於資源掌握的多寡、政策的走向、外籍人士前

來本地的目的等，來決定國際化主題的先後順序。 

Q：國際化的優勢在哪? 

A：國際化為了是吸引外籍人士前來，並且讓本地居民不用出國也可以

體會到不同程度國際文化及生活，藉此吸引更多國內外人士前來當

地，增加本地商機。 

Q：如何增加國際競爭優勢? 

A：國際化不可避免的就是競爭對手由國內鄉鎮縣市提升為全世界的城

鎮，如何增加國際能見度成為了一項重要的課題，但是發展本地特

色是增加國際能見度的不二法門。除了全球在地化以外，在地全球

化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能夠將在地特色推向全世界，讓本地特色

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不失本土原味，增加國際獨特性，吸引外籍人前

來，更讓本地居民產生自豪感，使人才留於本地。 

Q：國際化需要參考的資料在哪取得? 

A：可參考國發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手冊」、「公共標示常用符碼設

計」、「內部標示雙語詞彙」以及「地方機關學校英語標示常用慈

會參考手冊」；台南市政府官方語言辦公室「願景啟航－台南市推

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工作紀實」。 



第四章 輔導成果 

237 

Q：國際化是否需成立推動小組? 

A：建議成立推動小組，可根據國際化主題採任務編組的推動小組，成

員包含相關部門人員、外部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在台外籍人士等，

加強業務協調及資源整合。 

Q：如何選取國際化範本城市? 

A：選擇一個國際化程度優良的城市作為範本，是邁向國際化最快也是

最容易的做法，但需要注意兩點：第一，切勿選擇以英語為母語的

城市，因為那些城市所使用的語言已經是國際語言了，因此很多項

目無另外再「國際化」。第二，不要一昧的效仿範本城市，範本城

市只是提供參考和建議，而非國際化的標準，發揚在地特色才是國

際化的關鍵，能夠吸取他人經驗再融合自我的特色及優勢，才是國

際化成功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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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輔導前後對照 

表4-8-1 輔導前後對照 

一、交通 

輔導前照片 建議 輔導後照片 

桃園 

 
刪減語音中不必要的內

容，減緩語音撥放速度。 

輔導小組於3／31

二度實地訪視，發

現語音播放速度

已減慢 

 

1、 加註說明卡種使用範

圍。 

2、 統一改為智慧卡公司

的標誌 

3、 簡化購卡流程，限定

購票機只能賣出普通

票及優待票。 

4、 其他特殊卡別須臨櫃

購買。 

 

※購票機與詢問

處僅售普通卡，無

其他卡種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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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統一加註「您在本

站」（you are here）字

樣。 

 

 

 

站名背板顏色過深，站名

不明顯。建議字體可改成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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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訊取閱區域確認車

站周邊資訊之相關摺頁容

易取得。如捷運路線介紹

等資訊。 

 

 

加大列車方向指示，原方

位標示改為「台北(北上)

／中壢(南下)」

(Taipei,Northbound/ 

Zhongli, Southbound) 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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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 

 

 

1、 兩側都裝上跑馬燈。 

2、 定期維護並更新訊

息。 

3、 公車動態加上英語標

示。 

尚未改善。 

 

站牌等候區應該清楚標示

出景點及各線公車路線，

且顯示公車行駛方向。 

尚未改善。 

 

公車的前方顯示公車號

碼。 

如圖中為5822仙山線 

（Xianshan Route）-

#5822 

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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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 

輔導前照片 更改建議 輔導後照片 

桃園 

 改為 men’s restroom

和ladies restroom 

尚未改善。 

 

禮品店為gift shop，

或直接使用主場隊

名為名稱。餐食部可

用生動的字眼，如

「 eat here 」 、

「Foodland」等。 

尚未改善。 

 

修 正 為 「 Ticket 

Office」或「Booking 

Office」 

 

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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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改為

「Ｅ」。 

 

尚未改善。 

 「Trash」即可 

應修正為

「Row」 

 

尚未改善。 

 E-Down改為

（East-

Down）， 記者

席改為Press suit 

或Press box。 

尚未改善。 

 

第二類（混合形

式）：左邊為單

數，右邊為雙數，

英文字為區域。 

 

 

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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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 

 

建議可以在路牌旁

邊加上符碼，看起來

更淺顯易懂，同時也

美化路牌。例如： 

雅居樂民宿： 

 

 

 

九龍鳳餐廳： 

尚未改善。 

 

檢視英文翻譯和拼

字、文法及重複性。

禁 止 捕 魚 用 No 

swimming ／ Fishing 

Prohibiting 擇 一 即

可。  

 

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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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旁邊加上英

文翻譯或圖示。 

1. 水深危險：deep 

water  

2. 禁止垂釣，釣

魚：No fishing 禁

止戲水：No 

swimming 

3. 蓬萊溪：Penglai 

River 

尚未改善。 

 

建議加入英文翻譯，

告示板可以做得更

大更醒目一些。 

1. 現在位置：You 

are here. 

2. 停車場 ： 

Parking Lot  

3. 七星宮：Qixing 

Temple        

 

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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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已改善圖示如下） 

南庄鄉公

所網站 

 

建議 

 

建議鄉公所網站以國際慢城為亮點，可以在醒目的地方加上獲

取國際慢城認證的訊息或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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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策推動時機成熟 

根據2016年蔡英文總統提出國際接軌政策，訴求「臺灣必須走向世界，

臺灣要與全球接軌」理念，以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地位、帶動臺灣為國際社

會做出具體貢獻為具體政策目標，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落實蔡總統客家政見，

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建構客家經濟政策新思路，做為政府

國際化環境建置之具體措施。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國際趨勢是謂天時，

臺灣豐富人文及天然環境是謂地利，政府的決心與人民的支持是謂人和，在

此大好時機與條件下，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以提升臺灣國際招商環境和吸引

國際觀光客，一則促進臺灣經濟，二則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可謂我國國家發

展重要方針。 

我國自80年代（1991年）起，政府因開展國際貿易，促成經濟穩定成長

後，帶動了國際之間的交流，外籍人士來台目的也從商務到觀光，開啟了臺

灣社會國際化與國際人才的需求，政府因此啟動一連串的國際友善環境建設

計畫及國際人才培育計畫，啟動提升臺灣國際環境的基礎建設，也提高在地

產業的國際視野與擴展。近十年內來台觀光人士亦逐年提升，根據行政院統

計來台外國籍人數從2014年991萬人次，2015年破1，043萬人次，至2016年

更躍升到1，069萬人次，奠定臺灣發展國際觀光產業之路。 

此外，我國觀光外匯收入從2008年之新臺幣1，871億元逐年成長至2014

年之4，438億元，成長137%。2015年觀光外匯收入排名全球第24名（與103

年排名相同），成長率達3.41%，不僅觀光產業獲利，包括餐廳、遊覽車、

夜市、特產及百貨零售等周邊產業亦受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

計畫整合沿線之桃園、新竹、苗栗與臺中等4縣市16鄉鎮共同行銷，並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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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羅曼蒂克大道」為學習對象，就增加國內觀光就業機會、觀光外匯收入

與促進經濟發展為具體目標，政策明確具可行性。 

 

第二節 推動國際化障礙 

臺灣的人文與景觀逐漸受到國際媒體或社群網站的青睞，近年來爭相報

導臺灣獨特的風情民俗與多元文化，除了美國CNN，英國BBC等國際性新聞

媒體，知名財經新聞網站「Business Insider」評比臺灣為全球最具生活品質

的國家榜首，英國權威旅遊指南「Rough Guides」評選臺灣為2017年全球前

10大必訪的國家之一，這些國際知名社群網站媒體宣傳，有助行銷臺灣國際

化觀光。回顧我歷年政府致力於吸引國際觀光客或國際投資來台計畫，包括

2002年「觀光客倍增計畫」，2009年「觀光拔尖」領航方案，2011年「黃金

十年國家願景」的友善國際政策等，以觀光產業為主軸的發展計畫，行銷臺

灣觀光，讓國際觀光客體驗臺灣魅力，以促進臺灣觀光產業的發展與國際接

軌； 2015年國發會委託陳超明教授研究營造國際化環境計畫，開始著重地

方政府推動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提出由地方政府建置完整或專責單位，推

廣地方政府國際化作為。政府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政策多年，然而當全面性

檢視我國各縣市之國際化環境，少數資源相對充足之城市，例如臺北市，在

雙語翻譯，路標指示牌，交通資訊，公務機關文件及網站，銀行、餐廳、飯

店等友善外國人環境設施，與臺灣其他縣市比較，堪稱相對完善，但是如果

與亞洲鄰近國家城市，如東京、首爾、香港、新加坡等相比，臺北市在國際

化程度與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上，仍相對不足，不足之處主要在於生活環境

中英語翻譯問題，和政府與企業對執行國際化政策的專業認知不足所致。此

外，政府歷年許多國際化計畫並未針對各縣市之城市特色而量身訂製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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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計畫之施政重點，致使部分國際化政策未能發揮成效，有些縣市開始為自

己城市定位，找出城市特色並規劃城市國際化發展目標，例如臺東縣，以運

動、休閒、度假為其國際化重點項目，舉辦熱氣球節，衝浪比賽等國際性活

動，成功吸引許多國際愛好運動人士到臺東，然而，由於經濟規模、人力編

制與預算不足等限制，未能產生外溢效益，吸引更多外籍人士來臺東，並同

時使周邊城市或主要都會城市受益。顯示地方城市觀光仍需由中央做整體政

策規劃與資源合理分配，始可發揮整體效益。 

我政府推動國際化政策成效未具全國性全面提升，主要原因之在於政策

未能確實落實，歷年之研究團隊雖然提出許多可行之政策建議，但因為中央

和地方未能有專責單位可延續政策推動與執行，致使許多國際化政策無疾而

終。本輔導小組承接本委託計畫案，除了善盡為國家未來發展貢獻學術所長

與責任外，更期許結合國家資源，包括大學課程設計與我國大學生和國際學

生之社會資源，發揮大學「教師社群」集結志同道合之國內外教授共同研究

與課程設計，與通識課程「服務學習」提供學生實用教學和服務社會之課程

宗旨，並善用教育部提供給各大學之國際教育資源，邀集大學教授與學生共

同執行本研究案，並提出「師生共同發現問題」、「研究團隊分析問題」、

「學者專家與地方代表共同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之三個層次與步驟，進行

本研究計畫案，以提供府輔導點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之具體可行建議，

並提供中央政府未來制定國際化環境政策之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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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發現問題 

輔導小組經師生共同收集檢閱相關文件與資料，以建立團隊人員對輔導

點的認識，例如「南庄鄉志」，了解南庄鄉的歷史與地方特有之人文風俗，

以期輔導南庄以特有之多元文化作為吸引國際觀光客之訴求；桃園市的城市

規劃藍圖與青埔地區的未來發展計畫等研讀討論，以期提供輔導點正確之城

市發展定位，例如桃園航空城之未來規劃等相關國際參考經驗。輔導小組於

文件檢閱中發現，2015年陳超明教授之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之研究計畫，著

重於地方政府推國際化政策與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研究團隊幾項發現包括： 

（一）臺灣各地方政府缺少一個完整或專責的單位專責推動國際化政策， 

（二）很多地方政府以城市外交作為國際化之工作目標，以建立地方政府首

長跟國際城市往來的管道，進行城市行銷，以「走出去」

（Outbound）為主，缺少吸引國際觀光客之行銷策略。 

（三）地方縣市之交通或觀光景點路線規劃與英語翻譯缺少統一規劃，致使

翻譯品質與內容有誤或不一致，造成國際人士旅行的困擾。 

本輔導小組以去年之研究計畫為參考對照，期待延續前研究之精華，並

予以落實，並檢視前研究成果是否可落實於不同型態之地方縣市。例如陳超

明教授研究發現多數地方政府推動的城市外交，所發揮的觀光與投資效益僅

止于大城市，其計畫即由此角度出發，以分析地方政府政策，設計符合具有

觀光與投資部門之縣市政府才適用的國際化評量，在今年度的浪漫臺三線計

畫中，沿線城市多為客家聚落，面臨鄉鎮人口外移與無經濟產能等問題，許

多前研究之指標或建議方案，無法適用於此一新的國家發展政策計畫中。此

次實踐大學輔導小組依據前研究所調查之地方政府國際化定位，由教師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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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四至五次拜訪輔導點，以觀光客身分探訪輔導點，第一次發現問題後

再與地方政府負責國際化工作項目之承辦人員或地方首長對話，再進行問題

之交叉比對，實際了解地方政府推動國際化的需求和困難，秉持研究團隊師

生共同發現問題，團隊分析問題，專家解決問題之輔導三步驟，完成研究輔

導。 

本研究強調輔導重點，係以地方觀光或招商行銷等宣傳為輔導重點，進

行實地檢視與輔導，並以蔡英文總統所提出臺灣國際接軌政策，著重在國際

化與在地化政策接軌為主要輔導架構，擬定本研究之輔導重點項目： 

(一) 制定輔導點之城市國際化定位 

(二) 輔導點國際化基礎環境設施檢視 

(三) 交通路線與觀光景點標誌雙語化 

(四) 英文網站檢視與輔導 

(五) 住宿與用餐（商家）環境雙語化 

(六) 雙語觀光地圖制定 

本研究計畫將前研究計畫之指標概念融入實地輔導，與前研究計畫不同

之處在於本次研究強調實地訪視與深度檢視，在實地進行訪視前，進行多次

的讀書會與討論會，研擬輔導重點項目與文件閱讀，輔導小組於每一個輔導

點分別進行至少四次實地訪談和檢視，兩次專家焦點座談和一次全國縣市政

府代表座談，延續前研究的成果，累積前研究的經驗，實地走入輔導點，制

定輔導點應用之參考文件資料，包括南庄老街觀光地圖、登山路線圖、餐廳

菜單翻譯、民宿業者雙語情境對話、南庄套裝行程規劃、桃園伴手禮翻譯，

桃捷售票系統外語翻譯，桃園國際棒球場雙語環境建置。輔導小組並找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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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點之問題，政府資料庫之建議資訊，與本團隊之專家建議等三種版本，針

對各項輔導重點進行分析比較，以標示之國際符碼為例 （如表5-2-1），實

際地為輔導點提供國際化可用之國際化符碼或翻譯，以供輔導點參考。 

表5-1-1 本計畫與前研究國際符碼對照 

目前輔導點作法 國發會建議範本 本團隊建議範本 

 
建議改為 men’s restroom

和 ladies restroom。（桃園

國際棒球場） 

 
大場域場所可運用立體符碼

標示牌，各面向可視性高。 

 

 
建議檢視英文翻譯和拼

字、文法及重複性。 

（南庄蓬萊溪護魚步

道） 
 

具整合性符碼標示牌。 

（臺北市政府工務公園路燈

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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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輔導點作法 國發會建議範本 本團隊建議範本 

 
建議加入英文翻譯，告示

板可以做得更大更醒目ㄧ

些。 

（南庄蓬萊溪護魚步道） 

現在位置：You are here. 

停車場 ： Parking Lot 

七星宮：Qixing Temple 

以圖像化呈現，增加圖面與

實體環境的對應性，並運用

符碼標示設施所再位置，清

楚容易辨識。並於路線圖下

方圖示路線距離及步行時程

表，提供遊客充分的旅遊資

訊。（奧萬大森林遊樂區） 

 

 
1.建議轉乘資訊僅顯示轉

乘資訊，幾號出口有哪

些路線的公車可供搭

乘。 

2.地點、地標另標於「出

口資訊圖」即可，不用

再標示於公車路線。（桃

園捷運） 

 
捷運站設置路網圖及周遭環

境地圖，提供地理位置及搭

乘參考。 

 

 
（日本 JR） 

 
（臺北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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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輔導小組針對輔導點所發現問題整理如下： 

（一）預算不足：中央並無制定整體政策提供地方參考，資金提供也不足。 

（二）缺乏專責人員編制：地方政府因人力和資源有限，國際化項目承辦人

員多是兼辦業務或委託替代役士兵代行之。 

（三）缺乏專職單位：許多縣市政府無國際化專職單位，甚至政府單位不清

楚負責國際事務之單位為何，顯示政府部門間之橫向聯繫仍出現業務

劃分不清問題，橫向溝通不良是中央政策無法落實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國各縣市政府承辦國際化相關事務之單位如下圖表： 

表5-1-2 國際化專職單位分類表 

有國際專職單位 無國際專職單位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組）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臺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臺東縣政府（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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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國際化專職單位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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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欠缺經驗傳承：地方政府欲推動國際化政策時，往往不知從何著手，

因為無相關經驗且資源有限，再加上不知如何從中央獲取國際化相關

案例，以及執行國際化政策的流程。 

（五）政策缺乏延續性：許多中央政府國際化政策因缺乏延續性，無法於期

限內完成政策推動。 

（六）英語翻譯凌亂：全國各縣市交通指示牌翻譯仍有漢語拼音和通用拼音

兩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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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問題 

上述問題經輔導小組邀集專家學者研商討論，共同抽絲剝繭逐一分析上

述各項問題，以求尋求解決問題之客觀性。 

（一）預算不足：中央政府編列預算項目並未有「營造國際化環境建置」之

專項經費，故國際化之相關經費仍分別編列於各部會所提之所屬相關

國際化工作項目中，當經費分配之地方時，因無直接對應之單位時而

無法有固定編列經費可執行工作。 

（二）缺乏專責人員編制：如同預算編列一般，當地方政府無相關對應單位

時，則無法編制專責人員。 

（三）欠缺經驗傳承：承於無專責人員，許多國際化業務無法由專人協助傳

承，常因人員升遷或調度而無法延續工作，容易影響公務人員承接國

際化相關工作之意願。 

（四）政策缺乏延續性：該項問題歸納下列三點： 

1、中央或地方政府輪替時政策推動方向不一致。 

2、中央政府無整合性之全國性國際化策略，地方政府之國際化成效難

以發揮成效。 

3、政府各部會間之橫向溝通未盡完善。 

（五）英語翻譯凌亂：全國路牌中文譯音尚未整合，漢語拼音為全球通用拼

音系統，但部分縣市地名仍採用通用拼音，許多地方政府因政治考量

制定所屬之翻譯系統，中央政府宜凝聚共識，盡速完成整合全國性中

文譯音。許多縣市將翻譯以外包翻譯社或是由替代役志工協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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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路牌或景點標示翻譯，故經常出現字彙正確，文化意涵不正確之

翻譯問題。 

三、解決問題 

輔導小組針對問題進行分析後，旋即再次邀集專家學者和全國各縣市政

府代表，針對團隊發現問題進行簡報與問題討論，蒐集專家與代表之主觀和

客觀建議後，研擬有關問題之解決建議方案如下： 

（一）預算不足：良好且可行的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政策，需要仰賴政府與

民間機構共同完成，政府又分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應評

估各地方政府推動國際化之潛力和績效，制定更有效之編列預算、政

策規劃，並針對執行預算之地方政府定期監督與檢視，地方政府應徵

求民間單位贊助，政府以共同舉辦活動等創造雙贏模式與企業合作，

開發更多資金來源。 

（二）缺乏專責人員編制：當政府預算短缺時，人員編制不足的問題就會產

生，為不影響國際化工作的推動，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共同研議可行之

彈性方案，招募人力持續推動工作。此次實踐大學輔導小組結合學校

通識課程之「服務學習」課程，帶領本國與外國籍學生一起進行研究，

與地方承辦單位對話，了解地方政府推動國際化的需求和困難，並提

供地方政府完整的輔導建議和可行之政策執行範本，讓地政府在有限

資源下，投入更實際的做法。 

（三）欠缺經驗傳承： 

1、針對已有國際化專職單位之地方政府：各部門應有清楚的職責分配，

並加強各部門間之橫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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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無國際化專職單位之地方政府：可參照其他地方政府，建立國

際化專責單位。 

3、中央政府應輔導地方政府成立國際化專職單位，協助地方政府規劃

國際化政策，並定期監督與檢視。地方政府則應負責執行中央政策，

提供優質可行的國際化服務。如：建置符合國際標準交通標示和正

確的英語翻譯、輔導並鼓勵餐廳與旅店業者配合政策、明確定位各

縣市或鄉鎮的國際化重點發展項目，並找出地方特色。 

（四）政策缺乏延續性：政府輪替時應由交接團隊進行檢視各項執行中之政

策，並提出許多政策中斷或改變的優缺點分析予繼任政府，以減少行

政成本浪費。 

（五）英語翻譯凌亂：翻譯是門專業，須堅守信、達、雅之翻譯準則，許多

縣市在進行翻譯工作時採外包翻譯社或替代役士兵進行此一專業工作。

雙語環境建置的過程中，應有一套雙語翻譯準則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

運用，如翻譯7C準則：Consistent（一致性）、Comprehensive （全面

性）、Convenient（方便性）、Clear（清楚）、Concise（簡潔）、Contents

（內容）、Correct（正確性）等方面著手規劃。並須由業務承辦人員，

中英文造詣佳之翻譯專業人士進行第一次翻譯，求字意之正確性；再

由外國籍專家（以英語為母語者）進行校對，以求文化意涵正確性；

之後再由承辦人員與第一次翻譯專家共同檢視經校對後之用字，是否

符合情境正確性，以期翻譯之正確與我國文化之深度與意涵，營造我

國國際化生活環境之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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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輔導計畫與前計畫比較 

本計畫分成理論與體系建構及實地操作兩項。前者主要是建立受輔導點

的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體系，並研析配套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策略；後者則

從國際生活環境體系出發，以2015年度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建構國際生活

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研究案成果之標準作業流程為規範進行實作，檢視政

府機關雙語文件、英文網站及四場次實地輔導（包含實踐大學本國學生與外

國學生實地訪視）。 

（一）「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委託研究案標準作業流程手冊檢

視與修正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根據需求書計畫目標，檢視104年「建構國際生活環

境調查及輔導機制」研究案調查结案之標準手冊。上述手冊分為理論篇與實

務篇，主要為協助檢視地方政府各項軟硬體建設與服務，達到生活環境國際

化標準，並完成國際化友善環境之建置。輔導小組透過召開相關會議與實地

檢視方式，檢視地方政府對於國際化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機制，檢視結果發

現本計畫之兩輔導點不知道或不了解該手冊內容與手冊指標運用。並發現上

述手冊是以中央政府為思考中心，著重在上對下公國際化政策執行。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認為，該手冊足以提供縣市政府國際化需求發展基本

模式之思維規模和運作，可供地方首長或專責單位在擬定國際化短、中以及

長期政策之依據，提供中央政府國際化政策資源挹注模式。104年度建構國

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共分為六冊：包括「地方政府國際化推動小組組

織與運作手冊」、「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地方政

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手冊」、「地方政府單位與公務人員語言管理手冊」、

「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與「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英語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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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手冊」。輔導小組建議手冊分為國際化政策以及人才培養，環境實務操作

兩個層面的參考資料，以利縣市政府制定政策。 

其中「地方政府國際化推動小組組織與運作手冊」、「地方政府單位與

公務人員語言管理手冊」與「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英語人才培訓手冊」，三

冊之政策理論論述內容完整，本輔導小組檢視手冊並進行比對，手冊提供縣

市政府規劃國際化藍圖的明確基本方針與提供縣市國際化願景，協助建立組

織內部國際化標準作業流程，例如簽訂姐妹市文件等。 

本輔導小組實地輔導發現，輔導小組發現手冊模式適用於桃園市，但卻

無法運用於苗栗南庄，本輔導小組建議在國際化環境建置流程中，加入國內

外知識物件盤點，提供鄉鎮級政府申請活動成功經驗，讓縣市或鄉鎮在進行

需求分析後，更了解推動政策之目標。此外，手冊也提出長期國際化人才的

培育，然而，縣市與鄉鎮所需國際化人才是當務之急，或許此手冊可結合外

語替代役、英語志工或大學相關科系產學合作案。例如新竹縣智慧城市國際

化即以外語替代役協助完成國際化的計畫。手冊的屬性為國際化長期規劃，

地方首長與單位可以依此流程檢視所屬地方之國際化政策，手冊內國際化指

標完整，不需大幅修正，但仍根據各地方之實際情況，例如需要有足夠人力

或專責單位對於手冊指標逐一檢視，如實地運用手冊指標雙語化，更能實際

反應外籍人士之國際化生活環境需求。中央及地方政府循序職行並配合人力

資源到位，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始可達成預期目標。本輔導小組發現手冊能

見度偏低，以兩輔導點為例，地方政府普遍不知道這些手冊的存在，實屬可

惜。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以多加宣導手冊，讓更多單位能善加利用此資源。 

此外，「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地方政府雙語

標示標準作業手冊」與「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之檢視，本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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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小組著重在發現問題，並以實地訪視形式，發現手冊操作篇裡含有行政流

程資源盤點與需求分析這兩個程序，經與輔導點承辦人員訪談發現，承辦人

員更需要實際的作法，甚至足夠人力協助完成具體範本供他們使用，而不僅

只提供建言或理論。本輔導小組在發現問題後，召集專家及顧問共同分析問

題，對症下藥，提出解決問題之具體做法供地方政府使用。輔導小組認為手

冊之路徑規劃、執行與考核，需透過在地化需求與實地輔導始能落實城市國

際化需求，避免以中央的角度制定國際化政策。 

針對「地方政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手冊」內容檢視，輔導小組舉行專家

座談發現，專家提出標示雙語翻譯實質建議，由手冊所提供雙語標示5C法則

增加為7C法則，增加翻譯之文化意涵。輔導小組發現手冊提供正確的雙語符

碼，但地方政府在觀光景點並無妥善使用手冊，致使景點標示出現符碼不一

致的現象。手冊提供的符碼不完整，提供之參考符碼有限。鑒於此次實地輔

導與雙語標示檢視，輔導小組認為此手冊可以提供地方政府國際化人力的替

代方法，例如從當地大學外語系所或相關科系尋找翻譯人才，或從政府人才

庫找尋專業翻譯人才，協助推動國際化政策。居住於臺灣多年之專業外籍顧

問建議，地方政府可召集相關語言或翻譯專家，透過一至二次專家會議檢視

與討論，解決無法顧及語譯的語言規範與文化內涵，提供業務單位正確和專

業雙文件或符碼。 

「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提供完整建置英文網頁的架構，

但是鄉鎮或縣市政府對於英文網頁的認仍處於傳統政令宣導的資訊提供者，

手冊所能夠發揮的效應可能有限。另外，此手冊也指出網頁需建立在「使用

者為導向」的功能，但輔導小組四次實地訪視後，發現地方政府官方網站仍

不具備英文，且雙語翻譯與觀光資訊也極缺乏。由於團隊外籍專家與本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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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地操作，發現網站內容缺少最新的Emergency Call、社群網站與QR Code

的規劃，這些皆必須透過真實的操作，才能更了解該區域觀光亮點，進而建

立實用的網站。本輔導小組協助輔導點苗栗南庄規劃一個以吸引外籍人觀光

客需求的英文網頁，所以輔導小組認為在原手冊提供之網頁運作實務與網頁

類型與架構，需與輔導點長官會議討論，增加輔導點具特色網頁定位。本計

畫協助南庄增加活動行事曆、登山步道、民宿和餐廳英語情境對話、餐廳英

語菜單翻譯等，建議南庄鄉公所規劃一日遊，吸引新竹科學園區外籍商務人

士。 

  輔導小組檢視前計畫之手冊發現，中央政府在判定國際化政策工作之思

維正確，方向清楚，而我國各縣市鄉鎮仍呈現「不夠國際化」之現象，輔導

小組發現問題在於未能落實例年所規劃之政策。建議未來之國際化政策推動

應著重於各項國際化政策的落實，以實地檢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檢視問

題、解決問題之做法，提供地方政府具體之做法，少一點政策，多一點行動，

落實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全面提升台灣城市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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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實踐輔導小組實地訪視與104年度標準作業流程修正 

104年度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共分為六冊：「地方政府國

際化推動小組組織與運作手冊」、「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

冊」、「地方政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手冊」、「地方政府單位與公務人員語

言管理手冊」、「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與「地方政府及民間

企業英語人才培訓手冊」。輔導小組建議手冊分為國際化政策以及人才培養，

環境實務操作兩個層面的參考資料，以利縣市政府作出更明確的規劃。 

(1) 「地方政府單位與公務人員語言管理手冊」非本計畫涵蓋內容，

不予修正。 

(2) 「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英語人才培訓手冊」非本計畫涵蓋內容，

不予修正。 

(3) 「地方政府國際化推動小組組織與運作手冊」非本計畫涵蓋     

內容，不予修正。 

(4) 「地方政府雙語標示標準作業手冊」，本輔導小組建議地方政府

從原手冊提供之雙語建置 5C 原則，增加為 7C 原則（增加 Content

內容、Convenient 方便性兩項）。 

(5) 「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本輔導小組提供

修正標準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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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行政流程如下： 

 

輔導小組檢視修正104年度「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服務評估手冊」行

政流程如下： 

 

(6) 104 年度建構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中「地方政府網頁國

際化標準作業手冊」，提供完整建置英文網頁的架構，本輔導小

組建議網頁建置需增加「使用者為導向」的考量。 

行政首長

國際化理念
資源盤點 需求分析 路徑規劃 執行與考核

行政首長

國際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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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網站流程圖如下： 

 

輔導小組檢視修正104年度「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網站

流程圖如下： 

 

 

 

  

需求分析
網頁規劃

原則選定

決定網頁類型
及架構

製作網頁
（含翻譯）

以使用者角度

需求分析

網頁規劃

原則選定

決定網頁類型

及架構

製作網頁

（翻譯遵守7C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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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期成效 

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內容包括： 

（一）期初與期中報告、闡述輔導範圍與內容、輔導執行情形及過程、輔導

成效、改善意見及建議、輔導前後比較照片等，其中英文網站部分，

提供參考範本，檢視地方政府具體呈現改善成效，並納入期末報告。 

（二）輔導深化國際生活環境調查及輔導機制，檢討分析輔導主要重點縣市

與其他縣市相關之基礎資料蒐集及建置建議（含診斷問題及建議）。 

（三）依研究團隊實際輔導經驗，回饋修正該標準作業流程（SOP）與操作指

南，使地方政府國際化生活環境更務實可行，提升實務參考價值。地

方政府推國際化，大都沒一個完整或專責的單位，過去很多地方政府

國際化，大概以兩個方式來進行：一是從事地方的城市外交，建立地

方政府首長跟國際城市往來的管道，進行城市行銷；二是地方觀光或

招商行銷等宣傳。前者大抵以走出去（Outbound）為主，後者則以帶

入（Inbound）為主。未來可在各地方政府（縣市級）成立國際化生活

環境建置推動小組或處室，以期有效落實我國計畫生活建置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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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際化長期政策方向 

（一）專責國際化小組編制：臺灣資源與預算有限，國際化定位需要以專業

做法進行推廣，單一任務編組（至少由副市長以上職位擔任召集人），

引進國際資源進行小組工作分配，例如臺北市花博與世大運，桃園矽

谷國際招商等國際型活動的策略設定。地方政府需具有建置國際環境

的長遠具體政策而非臨時性編組，由專責小組（Group-Project／

Mission-Cooperation）統計地方最需要投入國際化資源的項目，例如國

際觀光客等，研議設定地方政府年度國際化計畫，始能永續經營。 

（二）國際化接軌任務小組：任何城市的國際化，除了在軟硬體環境的建置

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國際化重點政策，例如透過國際姊妹城市的簽訂、

國際招商活動、參與國際組織或任何國際文化與參展活動進行： 

1、 國際姊妹城市的締結：透過姊妹城市的簽訂，不僅可以活絡地方

政府與國際都會間的來往，促進觀光與商務活動。 

2、 國際招商與外資投資：國際招商主要著眼於外資直接投資，對於

國際資金匯入，同時也需引進具有競爭力國際技白領，增加國際

力與環境建構。此外，外商的引進，對於提昇本土企業的國際化

與國際競爭力，都有強化作用。由於外商的引進，未來臺灣地方

政府在生活環境與需求上，如食衣住行或教育資源的提供，更能

落實國際化之作為。 

3、 國際化與當地文化活動接軌：提昇地方之國際能見度與國際視野，

有助於地方政府推動國際生活環境。此外，透過國際文化活動與

對外的參展活動，可以吸引更多國際友人或投資者進入地方，對

於國際環境之需求，也具正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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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國際化朝向永續發展的概念：地方政府結合社區居民的國際

化實際需求，進而思考解決方案，吸引國際化觀光、人才與國際

接軌，以行動落實在地關懷，體驗當地社會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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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建議：國際化環境建置問題與挑戰 

臺灣國際化觀光具備優勢，政府在推動國際化政策亦不遺餘力，但是平

心而論，臺灣社會仍然不具備國際化社會應有的環境建置，臺灣人的友善是

臺灣推動國際化觀光的資產。然而，許多定居在臺灣多年的外國人士普遍認

為在臺灣如果沒有臺灣的朋友是無法獨立生存的。臺灣的國際化環境是建立

在臺灣人的熱情與友善，同時透露出臺灣的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仍然有所不

足，政府在推動國際化生活環境時，常常忘了從外國人的角度思考，一個不

會說中文，不了解臺灣文化的外國朋友，如果他沒有朋友或是不希望仰賴別

人幫忙，他如何能完成在臺灣的一日生活?本研究團隊即以此思維為情境，

構思如何達成一個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的研究計畫。研究過程中發現，

臺灣全國上下對於臺灣社會推動國際化生活環境都抱以高度的支持，中央政

府有目標，地方政府有期待，全國人民有意願，但是經過數個月的訪視與座

談對話，上述許多針對國際化正面樂觀的態度，需要仰賴有效執行力、整合

力、協調力的高效能政府決策者和專業之政策執行者共同達成。國際化生活

環境建置的工作千頭萬緒，但是中央和地方之政策規劃，部會與部會之間的

業務整合與溝通協調，是本研究發現做為改善我國國際化環境建置的第一要

務，當政府決心以建設臺灣社會成為國際化社會為國家重大政策，國際化人

才的培育才有意義。研究團隊針對未來政策推動建議如下：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統一：中央政府應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國際化生活

環境建置政策時，需參照國發會核定計畫之各項操作手冊，短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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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頁建置、雙語標示及英語翻譯等面向開始推動，系統化地推動各

項國際化生活環境建置。（主辦單位：國發會，各地方政府） 

（二）落實研究成果：根據專家焦點座談會學者提供之意見，政府應延續英

語服務標章之成果。例如往年研究曾經建置英語服務標章為研究成果

將服務標章業務交由經濟部執行，當統籌或監督單位不明確則未能落

實研究成果。（主辦單位：經濟部，國發會；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三）英語翻譯統一：根據專家焦點座談會學者提供之意見，政府應要求地

放政府統一全國採用聯合國採行之漢語拼音。（主辦單位：教育部，

國發會；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四）觀光景點標示採用統一符碼：包括交通路牌與旅遊景點之標示和符碼，

應參照國發會核定研究案建議。臺灣好行等觀光巴士或地方公車需雙

語化，英語翻譯並力求正確與統一 。（主辦單位：交通部，國發會；

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五）基礎環境設施建置：根據專家焦點座談會外籍顧問之意見，推動國際

化事務之前，應先加強基礎環境的建設。有了良好的公共設施及環境，

在推動各項雙語化設施也會更順暢。（主辦單位：中央政府；協辦單

位：各地方政府） 

（六）桃園機場捷運各站之路線指示，售票機和英語翻譯由專家校對：地方

政府翻譯經常以外包翻譯社或替代役士兵負責，出現許多單字正確，

語意(文化)錯誤的現象，地方政府需交由團隊專責比對與檢視翻譯之

可讀性，由外國人士實地走訪檢視。（主辦單位：桃園捷運公司，桃

園市政府；協辦單位：國發會） 

（七）地方政府國際化資源補救措施；研究發現輔導點無法落實政策多為經

費和人力不足，建議可與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授和學生合作，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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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形式進行局部國際化環境推動。本研究與實踐大學合作以服務學習

課程形式，要求本國生和國際生一同參與研究，效果顯著。 

（主辦單位：中央政府；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各大專院校） 

（八）政府組織的定位 

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國際化事務時，因為人力有限而導致推動的效率不

彰，亦或是有置礙難行的狀況。建議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國際化事務前

可以先成立小組，成員包括內部職員、外部學者專家、相對應的機關

人員（例如：推動青埔區的國際化事務，可以邀請桃園捷運公司的相

關人員），也可以結合民力，期許發揮最大效益。（主辦單位：各地

方政府；協辦單位：執行單位專責人員、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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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結語 

本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未來推動國際化環境建置計畫，可參考國內其他

縣市之國際化環境建置優良案例，作為經驗傳承及地方永續發展。其中包括

臺南市政府推動之雙語化環境，印製大臺南計程車手指書並放置於車內，針

對計程車熱門對話、交通及觀光景點提供中、英、日三語翻譯，減少計程車

駕駛與外國遊客雙方雞同鴨講或比手劃腳之情形，更可提升計程車客運產業

服務品質；訓練計程車司機具備英語能力，並經過檢測後在車內貼有「我說

英語」（I speak English）認證標章。臺北市成立雙語顧問團隊，審核所有英

語相關翻譯文件，並討論最適宜的翻譯。並推動旅館服務人員英語訓練以及

認證頒發。而台東縣觀光景點雙語建置完善，並舉辦許多國際化相關活動。 

本研究計畫之兩個輔導點具備建置國際化生活環境之條件，除了中央政

府訂定之國家發展政策涵蓋此二輔導點，包括「浪漫台三線」計畫涵蓋苗栗

南庄，和「亞洲矽谷」計畫選定桃園市，提供此二輔導點良好時機。此外，

苗栗南庄於2016年獲選為「國際慢城」，桃園為國際機場所在地又有招商優

勢，都具備國際化發展特色，佔據了天時與地利。為落實本研究計畫之輔導

建議，研究團隊建議南庄鄉公所可以與當地超商合作，在超商內放置本研究

團隊協助設計之南庄旅遊地圖，提供外國觀光客取用，鄉公所應思考如何吸

引外籍旅客之前，先決定好要吸引特定族群觀光客，例如在台旅居之外籍人

士或是來台經商之商務人士，縮小範圍，並推動「體驗慢活」作為觀光主題，

吸引特定族群之外國人士到訪。團隊專家指出，以南庄鄉之特性應鎖定的客

群為在台生活的外籍人士為主，外來觀光客為輔，另外與新竹科學園區合作，

推動園區一日或兩日遊，吸引外國商務人士於竹科洽公，安排赴南庄旅遊。

桃園青埔作為國家門戶城市，宜更重視外語翻譯之適切性與正確性，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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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對臺灣第一印象之目標，邀集專業團隊打造國家大門作為政府國際

化政策之首要任務。有對的政策，找到對的人，做對的事，則我政府多年推

動的國際化國家發展政策之成效，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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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際慢城認證 

七大面向 

1.能源及環境政策 

2.基礎設施政策 

3.城市市容及內涵 

4.鼓勵當地生產及使用當地產品 

5.熱情友好與社會關係 

6.創造慢城自覺意識 

7.合作夥伴關係 

 

慢城認證八大公約  

1.人口不超過5萬 

2.致力於保護與維持純淨的自然環境 

3.大力倡導與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新的技術 

4.培育本地文化，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文化資產 

5.推行健康的飲食方式與生活方式 

6.支持當地手工藝人與本地商業的發展 

7.熱情接待外來客人 

8.鼓勵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培養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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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項指標 

1.能源及環境政策 

1.1空氣品質維護 

1.2水品質維護 

1.3居民飲用水消耗量 

1.4垃圾分類回收 

1.5工業及家庭堆肥 

1.6污水淨化處理 

1.7建築及公共系統的節能 

1.8利用可再生資源下的公共能源生產 

1.9視覺污染及交通噪音的減少 

1.10公共光污染的減少 

1.11居民家庭的電能消耗 

1.12保存生物多樣性 

 

2.基礎設施政策 

2.1連接公共建築的高效自行車道 

2.2自行車道長度及其與一般道路的比例 

2.3與其他交通工具交會區自行車的停放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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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推廣生態環保交通工具取代私家車 

2.5無障礙空間 

2.6針對家庭生活及懷孕婦女的支持政策 

2.7醫療服務便利性 

2.8永續性的產品銷售推廣 

2.9到其他鄉鎮工作的通勤人數比率 

 

3.城市市容及內涵 

3.1都市居民計畫（未來改善計畫） 

3.2鄉鎮容貌規劃（街道景觀、旅遊標誌、天線、城市景觀保存） 

3.3市區栽植果樹、經濟作物 

3.4生活機能（家務、托育、老人照護等） 

3.5閒置空間利用 

3.6利用資訊通訊技術發展與市民及旅客的互動式服務 

3.7生態永續性建築服務窗口 

3.8提供有線（光纖或無線）網路服務 

3.9污染監控及降低污染（噪音、能源等） 

3.10發展遠距辦公 

3.11個人的永續性計畫推廣（如低耗能屋、節能建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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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提供可互相交流的社交活動（時間貨幣、免費單車計畫等） 

3.13公共的永續性計畫推廣（如低耗能屋、建築） 

3.14利用生產性植物及（或）果樹美化環境 

3.15在地產品的行銷空間 

3.16提升工作坊的保護／設置本地產地中心 

3.17城市綠覆率 

 

4.鼓勵當地生產及使用當地產品 

4.1發展生態農業 

4.2對手工及認證的工藝品製作之保護（認證、文化博物館等） 

4.3增加工作技術和傳統工藝的價值 

4.4提升農村地區的價值（提升居民服務的可近性） 

4.5在社區的餐館盡可能使用本地食材（學校、餐廳等） 

4.6風味教學及本地食材使用的推廣，在餐飲業及私人消費中盡可能使用有

機食物 

4.7當地文化活動價值的保護及提升 

4.8旅館的供應量 

4.9農業中禁止使用基因改造 

4.10就農業用地重新規劃的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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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熱情友好與社會關係 

5.1友善度（人員培訓計畫、指示牌、適當的基礎設施及時間） 

5.2營運商及貿易商意識的提升（提供商品、價格及關稅的透明度） 

5.3「慢」行程的可得性（印刷品、網頁等） 

5.4公民治理及參與 

5.5對培訓師及管理人員和員工的關於慢城主題的常規訓練 

5.6健康教育（針對肥胖、糖尿病等） 

5.7對居民有系統且計畫性地提供慢城資訊及進行推廣 

5.8公部門積極經營慢城的行政單位 

5.9對國際慢城運動的支持 

5.10在文宣頭版及網站中使用國際慢城徽標 

 

6.創造慢城自覺意識 

6.1消弭族群歧視或不平等 

6.2民族聚居區 

6.3身心障礙人士融入計畫 

6.4兒童照顧 

6.5青年現況 

6.6貧困問題（中低收入人數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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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社區協會 

6.8多元文化融合 

6.9政治參與 

6.10社會住宅 

6.11青年活動區域是否設置青年中心 

 

7.合作夥伴關係 

7.1支持國際慢城運動及活動 

7.2與推廣慢食及自然傳統食物的組織合作 

7.3與其他的城市交流慢城或慢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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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服務學習課程操作模式 

實踐大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苗栗南庄服務學習課程 

（Miaoli Nanzhuang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課程設計（Course Design）： 

大修18學分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相關學術活動、班級經營、專業教學教

室環境維護、愛校活動、社區服務等為內容。 

It is 18 hours compulsory course ）two semester) for freshman. It could be 

academic studies, class management, lab class learning, campus cleaning project 

and community service. 

南庄鄉國際化計畫  

Nanzhuang Township：Internationalization Project 

Group 1：南庄地理、歷史與文化 Nanzhuang Geography, History and 

Culture、南庄國際慢城計畫資料蒐集 Nanzhunag Cittaslow 

International Project-Data Collection for all Nanzhuang 

Group 2：南庄老街與附近景點 Nanzhuang Old Street and nearby 

Touristic landmarks、南庄旅遊路線與原住民節慶 Nanzhuang Travel 

Routes & Aboriginal Festival、南庄公共交通與交通標示 Nanzhua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Signs Design 

1. Tourist Plan & Event Calender 

2. Trail Plan & Touristic Map 

3. Questionnaire 

4. Foreigne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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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3：南庄推薦商家與餐廳Nanzhuang Recommended Hotel & 

Restaurant Translation ）B&B or home-stay hotel) 

1. Touristic Survey in Nanzhuang 

2. English Version information 

3. English Menu 

Group 4 南庄英文網站 Nanzhuang English Website) 

1. Exam Website, Review all Touristic Informatio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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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一次、第二次參與南庄訪視行程學生名單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本國籍學生 

廖○筠 余○璇 孫○璇 張○芮 

朱○瑋 林○蓁 劉○朵 溫○萱 

張○穎 吳○儀 游○安 陳○傑 

李○頤 宋○臻 李○毅 蔡○潔 

林○儒 劉○ 夏○寶 廖○音 

郭○瑜 吳○儀 方○盛 陳○蓁 

金○辰 江○祥 高○捷 蔡○婷 

呂○賢 朱○州 羅○慈 薛○ 

邱○顓 高○橤 陳○寧 李○如 

曾○暄 莊○儀 陳○潔 宋○瑄 

洪○婷 吳○軒 張○瑄 楊○菁 

徐○萱 劉○頡 郭○昌 郭○君 

廖○瑀 李○瑩 楊○任 陳○君 

李○ 陳○融 林○蔚 房○恩 

游○安 謝○澄 劉○朵 周○樺 

黃○為    

外國籍學生 

Sajben ○（匈牙利） Kramer ○（馬紹爾群島） 

Szilagyi ○（匈牙利） Marcell ○（匈牙利） 

張○藝（馬來西亞） Dario ○（德國） 

○川光（日本） 邱○學（馬來西亞） 

Juan ○ Velandia（哥倫比亞） Marcin ○ Smukowski（波蘭） 

Dmitrii ○（俄羅斯） 陳○龜（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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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三次參與南庄訪視行程學生名單 

 

 

 

 

 

 

 

 

 

 

 

 

  

本國籍學生姓名 

游○安 

謝○澄 

劉○朵 

外國籍學生 

Dario ○ 

Sajben ○ 

Szilagyi ○ 

Juan ○ Velandia 

Marcin ○ Smukowski 

Dmitr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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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桃園訪視學生名單 

第一次桃園訪視成員 

黃○為 陳○穎 

周○樺 ○川光（日籍） 

第二次桃園訪視成員 

黃○為 陳○穎 

周○樺 ○川光（日籍） 

Sajben ○（匈牙利籍） Szilagyi ○（匈牙利籍） 

第三次桃園訪視成員 

黃○為 陳○穎 

周○樺 ○川光（日籍） 

邱○學（馬來西亞籍） 陳○龜（越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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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桃園青埔A17-19及A21車站實地訪視暨輔導討論」與會人員 

董事長 劉坤億 

副總經理 蒲鶴章 

總務處 處長 彭聖錫 

站務中心 主任 達奕光 

票務課 課長 夏國泰 

票務課 工程員 林保翔 

站務中心 站務員 梁秩瑋 

總務處 專員 陳苡萱 

董事長秘書 賴鈺璇 

國家發展委員會 賴韻林 專門委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處 易文生 科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處 郭素蓮 小姐 

桃園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綜合規劃組組長 宋嘉修 小姐 

桃園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綜合規劃組 連寶如 小姐 

實踐大學 計畫主持人 郭壽旺 教授 

實踐大學 協同主持人 吳穎錫 教授 

實踐大學 研究助理 吳佳穎 小姐 

實踐大學 研究助理 余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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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訪視問卷及要點調查範本 

（一）苗栗南庄問卷 

苗栗南庄國際化之旅 

（Miaoli Nanzhua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rip） 

姓名（Name）           學號（ID Number）         Gender       

＿ 

Activity 1： 

 

1：南庄景點漂亮嗎?（Is the Nanzhuang’s landmark beautiful?） 

□非常美（Fantastic） □美（Beautiful） □還好（Ok） □糟（Bad）  

□很糟（Terrible） 

 

2.你覺得南庄景點的哪裡最漂亮? 

（Which part of Nanzhuang’s landmark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beautiful?） 

                                                                   

                                                                   

 

3.南庄景點有英文標示? 

（Is there any English Description of Nanzhuang’s landmark?） 

□非常符合（Strong Agree） □符合（Agree） □還好（Ok） 

□不符合（Disagree）  □非常不符合（Strong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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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英文導覽員嗎?（Do you need a English tour guild?） 

□需要（Necessary） □不需要（Unnecessary） 

 

5.南庄環境如何?（How was the environment of Nanzhuang?） 

□非常好（Great） □好（Good） □還好（Ok） □糟（Bad） □很

糟（Terrible） 

 

Activity 2： Lunch Time 

 

1 ：南庄餐廳熱炒好吃嗎 ? （ Are the stir-fried delicious in 

Nanzhuang?） 

□非常好吃（Super Delicious） □好吃（Delicious） □還好（Ok） 

□糟（Bad） □很糟（Terrible） 

 

2：你喜歡吃什麼?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豬肉（Pork） □魚肉（Fish） □牛肉（Beef） □都喜歡（I Like all 

of Them） 

 

3：需要有英文菜單?（Do you need English Menu?） 

□要（Yes） □不需要（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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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苗栗南庄輔導點訪察要點 

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南庄 

檢核表回饋意見 

項目 問題 
檢核

情形 
備註／說明 

往南庄路上 
沿路路標是否有

英文指示？ 
否 

在前往南庄的路上發現

少有路標，可能一大段路

程中只有一個小中文指

示牌。會讓外國觀光客難

以找到南庄所在地。 

蓬萊生態 

園區 

沿路路標是否有

英文指示？ 
否 - 

南庄老街 

沿路路標是否有

英文指示？ 
否 

入口處招牌有些大招牌

有，小指示牌幾乎沒有。 

當從桂花巷到南庄老街

時，路上都沒指示牌，需

詢問附近店家才得知。 

周邊標示、導覽手

冊、網站資訊等是

否有中英對照？ 

否 

皆無。 

接駁公車（臺灣好行）有

電子時刻表，但無英文標

示。 

店家服務人員是

否會說英文？ 
否 - 

春谷農場 

周邊標示、導覽手

冊、網站資訊等是

否有中英對照？ 

否 

民宿網站中大標題有英

文，但內容皆無英文。民

宿內英文指標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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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服務人員是

否會說英文？ 
否 

服務櫃台人員僅會簡單

英文用語。 

賽夏博物館 

周邊標示、導覽手

冊等是否有中英

對照？ 

有 

入口處及館內皆有英文

標示，並有英文導覽手

冊。 

店家服務人員是

否會說英文？ 
否 無提供英文導覽服務。 

向天湖 

周邊標示、導覽手

冊等是否有中英

對照？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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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第一次專家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105 年「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委託研究計畫專家焦點座談會 

時間：2015 年 11 月 04 日 星期五 16：00-18：00 

地點：實踐大學 校史館 L 棟（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執行單位：實踐大學 

與會專家學者： 

• 陳超明 教授 講座教授（實踐大學） 

• 李欣欣 教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 邱柏耘 秘書（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Fulbright，Taiwan） 

• Mr. Peter whittle 顧問 （國發會專案顧問） 

• Mr. Michael Fahey 律師顧問（博仲法律事務） 

• Dr. Matthews Guy 助理教授（實踐大學） 

• Mr. Jae Woong Youn 講師（實踐大學） 

 

焦點座談專家意見一： 

南庄優勢 

1.單一聚落多元文化，擁有客家、原住民及閩南文化。 

2.自然景觀及登山步道、健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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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宜人，四季可以活動。 

4.原住民傳統祭典。 

5.鄉村風光，適合自行車及慢跑。 

6.良好的生態環境，適合生態旅遊。 

7.特色民宿，適合遠離都市塵囂，慢活生活。 

南庄劣勢 

1.缺乏網路及多媒體推廣行銷以及旅遊資訊 。 

2.當地旅遊特色及主打觀光景點不夠突出，缺乏整體行銷 。 

3.道路標示不清，缺乏明顯英文標示，或是英文拼音不一致 。 

4.缺乏旅遊地圖及導覽手冊或取得不易 。 

5.觀光景點及特色美食缺乏英文說明及標示。 

6.大眾交通不夠普及，缺乏套裝行程 。 

7.夜間活動不足 。 

8.登山健行英文資訊及指標不足，無路線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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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專家意見二： 

以下為整併專家專家提出針對提升南庄觀光之具體建議 

 建議 內容 

1. 南庄老街或周遭景點

結合偶像劇行銷 

吸引國內外片商前來南庄取景。 

2. 搭配吉祥物推薦南庄 

EX：侯硐-貓咪 

桂花園會館吉祥物    苗栗縣政府吉

祥物 

 

交通 

 建議 內容 

1. 規劃自行車步道 藉由台 1 線固有的「環島一號線」，

以 124 縣道做為南庄支線，吸引外

籍人士前往，欣賞沿途及山景風

光。 

2  民宿提供火車站接駁

服務 

建議民宿業者可以提供竹南火車站

之接送服務，或是由民宿網站推薦

「臺灣好行巴市」，於網站分享聯結

或是直接顯示臺灣好行-南庄線的班

次列表。 

3. 沿途區路標無英文標

示、英文路標需翻譯

一致、周遭景點缺乏

路標及方向標示 

統一翻譯之文字，加註於所有岔路

及路途上。除了前往南庄的路尚需

要加強外，前往週遭各地也需要加

強。如向天湖、神仙谷等。 

4.  臺灣好行巴士之建議 將臺灣好行巴士南庄線及各南庄支

線之時刻表放置導覽手冊，並建議

交通部增設車站於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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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 

 建議 內容 

1. 製作旅遊地圖 缺乏當地旅遊地圖 

可依據各賞花季節，旅行性質作為地圖路

徑及觀光行程依據，可以規劃一份專屬南

庄風情的旅遊地圖，並結合農業活動，讓

旅客主動前往。 

2. 設計旅遊 App 週邊 app，讓國內外旅客在來訪南庄前，

就可以先了解南庄的歷史背景，並事先規

劃好行程。App 更可以結合多項訊息，分

享更多旅遊資訊及需要注意的事項。 

3.  旅遊包裝行程 依賴不同的旅行性質，規劃不同的包裝行

程，讓初次探訪的旅人可以快速瀏覽南庄

及周遭鄉鎮景點，吸引旅人下次前來深度

探訪。 

4.  蓬萊溪生態園區及蓬

萊溪護魚步道是否為

同一地點 

路圖標示不完整或是不清楚，有些地方寫

蓬萊生態園區，有些又寫蓬萊溪護魚步

道，容易使人混淆。 

5. 蓬萊溪景點之導覽介

紹 

可以針對蓬萊溪護魚步道及周遭生態，製

作步道路標、生態及環境的導覽介紹。 

6. 桂花巷之英文指標 

桂花巷特色或歷史古

蹟需加強英文介紹 

桂花巷無清楚之路標指示。桂花巷的特色

名產，及歷史古蹟需加強外文介紹及說

明。 

Ex：洗衫坑、百年郵局、桂花釀等 

7. 夜間活動 因入選國際慢城，又當地住戶生活簡樸傳

統，入夜後普遍缺乏活動。針對外地旅

客，可推薦夜間娛樂活動。 

Ex：螢火蟲生態旅遊、觀星賞月、傳統點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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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第二次專家焦點會議記錄 

106年「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委託研究計畫專家焦點座談會 

時間：106年2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 

地點：實踐大學 L棟三樓 博雅學堂 

主席：計畫主持人 郭壽旺  

出（列）席人員： 

研究小組報告（略） 

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李欣欣 教授（臺北商業大學） 

1、 英語服務標章為行政院核定「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重要

工作項目。當時有參與其中，全台各地英語教師一同至臺灣各

地旅館進行雙語環境檢視，並與服務人員實際對話，符合的旅

館會給予認證標章。此項目極具經濟效益 所以最後沒有持續

推動非常可惜。 

2、 針對國家行銷的部分，中央政府在政策方面應該有更長遠的計

畫，並且持續地推動。東南亞地區即有優良的案例，例如馬來

西亞、泰國及越南皆有推動觀光之標語。「Malaysia：Truly Asia」、

「Thailand：Amazing Thailand」、「Vietnam：Time is Vietnam」。 

3、 國內應統一使用漢語拼音，但應從教育面開始著手，從小學課

本中加入相關教材，增加國人對漢語拼音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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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文生 科長（國家發展委員會） 

1、 「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期程至101年結束，英語服務標章

102年於前述計畫結束後，移交由經濟部併入該部優良商店認

證相關工作計畫，後續未持續落實推動確實可惜。國發會為行

政院幕僚機關，所辦理的標章認證是屬於先導、示範性質，工

作推動至成熟階段後，即應回歸部會的職掌分工，以英語服務

標章認證而言，交由經濟部主政推動，該部再將包括衛生署有

關醫療機構英語服務認證等整合進來，環境的營造才會更全面，

本會將在相關會議場合，再協調整合部會落實規劃及執行。 

2、 有關國家整體觀光行銷應具延續性之意見，請研究團隊歸納本

案研究發現後，將政策建議納入期末報告，本會後續會將報告

送請交通部參考，並追蹤政策建議研處情形。 

3、 拼音方面，依97年行政院函頒修正之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是統

一採用漢語拼音。 

（三） Mr. Jason Monte Higgins Chief English Advisor （Cruising World）  

1、 基礎建設待改善，以西方人的角度，不論喜愛戶外活動與否，

都認為從事戶外景點是一種健康／渡假生活型態。因此在提及

各項雙語檢視之前，應先思考基本環境建設是否充足。例如海

灘週邊是否有廁所，清楚的路線指引以及步道規劃。 

2、 漢語拼音系統的統一非常重要，通用拼音外籍人士完全看不懂，

造成很多困擾。 

3、 臺灣有甚麼亮點特色，應該結合廣告行銷全世界，增加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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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r. William Vocke Executive Director Foundation （ Scholarly 

Exchange，Fulbright，Taiwan） 

1、 針對戶外活動的部分，以臺灣的地理條件，頗具發展潛力。例

如衝浪、划船及海景。 

2、 針對雙語翻譯的部分，提出七個要點：Consistent（一致性）、

Comprehensive（全面性）、Convenient（方便性）、Clear（清

楚）、Concise（簡潔）、Contents（內容）、Correct（正確性）。 

3、 建議南庄鄉公所可以與便利超商合作，將旅遊觀光地圖放置在

超商內，增加旅客的便利性，也帶動超商的商機。 

（五）Mr. Ross Feingold Senior Advisor （US Attorney） 

1、 推動這個計畫案很棒，不過外籍旅客很難因為這個計畫案以及

客家文化（南庄）而來臺灣，因此該鎖定哪個族群是很重要的。 

2、 漢語拼音系統是全球認證的系統，如果國內沒有統一化，很難

吸引外籍人士。 

3、 日本跟韓國旅客較有機會接觸到臺灣電視劇或是明星的廣告

等等，相較之下，歐美人士較少有機會接觸到相關資訊，因此

美國有意願來臺灣觀光的人數相對少很多。 

4、 翻譯的正確性：進行雙語翻譯時，常常有直接中翻英的情況，

導致外籍人士無法了解真正的意思。 

（六）Mr. David Willson Chairman （Foundation for Talented Youth） 

1、 鎖定特定族群，縮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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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縣市在推動國際化過程中，應為自己的縣市明確定位，找出吸

引外籍人士的亮點特色。 

（七）Peter Whittle（Consultant） 

1、 漢語拼音系統應該統一。近期中央政府又提出某些地方改為通

用拼音系統，但消息後來很快被淡化掉，應該正視此問題。 

2、 國際化推動項目應以更長遠的目標持續進行，以免流於形式。 

3、 提出城市推動國際化案例：（1）臺南市政府 第二官方語言辦

公室推動「雙語計程車」項目，培訓具備英語能力的司機，也

製作雙語溝通板放置在車上，讓外籍人士可以輕鬆跟司機溝通。

（2）臺北市政府：成立雙語顧問團隊，檢視翻譯的適當性。 

4、 蔡總統於上週發表演說，提及會利用現有資源致力發展臺灣旅

遊業，使其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

提高了旅遊業與臺灣出口製造業同等水平的重要性，也意味著

政府將為發展臺灣的旅遊基礎設施和景點分配更多的資金和

努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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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縣市代表座談會議紀錄 

國家發展委員會「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縣市座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年2月16日（四） 14：00-16：30 

會議地點：實踐大學N棟B2團欣室 

計畫主持人：實踐大學 郭國際長壽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歡迎各縣市代表與會，本次會議旨在探討「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希望藉此機會聆聽各縣市在執行國際化政策時的經驗與分享建議。 

貳、 人員介紹 

一、 人員介紹 

1. 計畫主持人 郭壽旺 

2. 國家發展委員會 邱承旭 專委 

3. 國家發展委員會 易文生 科長 

二、 議程介紹 

  會議預計2小時，其中由計畫主持人做20分鐘的「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

劃及輔導」研究成果報告，20分鐘報告新竹縣政府沈慧虹科長參與「2016 ICF

國際智慧城市」評比過程與經驗分享，最後30分鐘的議題討論，以及分享各

縣市政府推動國際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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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談會的目標在於邀集各地方政府代表，利用本次座談會將各縣市政府

對於本次研究的建議納入研究成果報告。藉由本次座談會，請教各縣市政府

推動國際化的經驗，以及執行過程分享。 

本次會議榮幸邀請新竹縣政府沈慧虹科長蒞臨，分享新竹縣政府參與

「2016 ICF國際智慧城市」的經驗及推廣在地特色的努力。 

參、 報告事項（摘要）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研究成果報告 

1. 本次研究的最大原因是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城市國際化已成為國家

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2. 政府為營造國際友善環境，自民國 91 年來，已累積相當多的國際化經

驗，期望藉由本次研究再次檢視十多年來的國際化成果。 

3. 本次研究選擇兩個地點來進行輔導，以延續原計畫的政策規畫及過去

政府所推動的國際化政策。 

4. 藉由本次研究結果，加強國家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5. 本次研究旨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透過實踐大學的外

籍學生資源，實地檢視輔導點，以使用者的角度，去提供政府發現問題，

並透過專家學者分析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解決問題。 

6. 選定苗栗南庄為輔導點之一的主要原因為該地區為觀光型城鎮，發展

定位明確，且富有客家文化特色，符合浪漫臺三線國際觀光重點政策，

期望透過此特點，讓南庄鄉成為研究及發展浪漫臺三線國際化的示範

鄉鎮。除此之外，南庄鄉發展特色明確，觀光主打慢活、慢遊、慢食，

並在輔導期間榮獲「國際慢城」的認證，因此期待藉由本計畫來帶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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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鄉的觀光，吸引外籍人士及經濟資源注入，並讓南庄成為國際化的標

榜城市。本計畫將利用南庄鄉客家特色，推動文化、生態旅遊，並加強

觀光行銷，輔導重點集中於交通、網站、旅遊摺頁三大主題。 

7. 選定桃園青埔地區為輔導點之二的主要原因為該地聚落發展完善，且

為臺灣工業產值第一的城市，並因優越的地理位置，南接新竹科技發展

重鎮，北鄰大臺北都會地區，都市發展定位成為交通樞紐城市，因此期

待藉由本計畫來檢視該地區之國際化方向與雙語化成果，提供成為未

來交通樞紐城市發展藍圖。 

8. 苗栗南庄定位為慢城，主打觀光對象為背包客，若國際觀光客前來，發

現當地指標告示不明確，會大大影響外籍人士前來之意願，因此透過帶

領外籍學生進行分組檢視，實地探訪基礎建設的問題所在。 

9. 資源的挹注為各地方政府發展的要件，期望透過此研究讓地方政府確

實向中央反映所需資源。 

10. 交通部推出「臺灣好行」用以推動觀光產業，是否符合外籍旅客的需求，

是否真正符合使用者的需要。舉例而言，近期臺北市所推出的紅色雙層

觀光巴士，有外籍顧問提出巴士路線和捷運路線一致，不懂該巴士的主

要目的到底為何?到底是為觀光?還是為交通接駁? 

11. 青埔地區的輔導重點在與桃園市研考會討論後，建議放在桃園捷運，並

提供本次研究相關協助。本次研究結果皆由使用者發現問題，並提出使

用者的需求建議。很多自以為是的「細心」，反倒造成了外籍人士使用

上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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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輔導點之共同問題為國際符碼、雙語化、拼音系統、路線指標等應用方

式。 

13. 網站的首頁設計應該為使用者優先想知道的資訊，而非地方政府組織

架構及地方首長訊息等。 

14. 松島航空特區之相關網站介紹。 

15. 南庄鄉「國際慢城」定位明顯，研究結果之建議為下： 

16. 明確找出代表「慢活」的餐廳及民宿作為輔導對象，讓外籍觀光客體會

出慢城的定義 

17. 建置特色旅遊套裝行程，並透過學校之學生、系所、社團資源，去創造

南庄的觀光資源，吸引更多資源的溢入 

18. 推廣南庄觀光行程，吸引竹科及其他在台洽公、工作之外籍人士前來南

庄休閒觀光。 

19. 青埔地區資源較多，「交通樞紐城市」定位明確，研究結果之建議為盡

快整合資源，統一硬體系統及國際規畫事項。 

20.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結果建議南庄鄉可多利用吉祥物，或多媒體如偶像

劇、微電影，來協助行銷當地特色。除此之外，可以建置一些當地活動、

自行車步道、套裝行程、導覽地圖等，增加觀光價值。 

21.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結果反映政策無延續性，很多事一做再做。再來就是

臺灣的觀光標語是否明確，且易於各國際機場、入口城市等見到該觀光

標語。再者就是翻譯系統的問題，長久以來一直令外籍人士頭痛。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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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正確性、一統性、便利性。最後是異業結盟，統合各方資源，加

深國際化程度，爭取外部資源。 

22. 本次研究最終目的在於提供各縣市政府如何去落實營造國際友善環境，

如何徹底解決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 

二、 新竹縣政府參與「2016 ICF 國際智慧城市」評比過程與經驗分享 

1. ICF，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為非營利組織。作為推動智慧城市的智庫，

該組織透過舉辦多場座談會及論壇，分享推動的經驗、方法及研究。並

透過年度評比讓各城市來讓各城市可以相互交流學習推動的過程，並

促進該城市產業發展。 

2. 每年 6~9 月份徵求被評比的城市申請，10 月終旬公布「TOP21」大獲

獎城市，並要求獲獎城市於一月終旬進一步繳交 ICF 所需之備審資料，

並於二月初公布 「TOP7」獲獎城市，6 月公布「TOP1」首獎城市。 

3. ICF 已於本 106 年 2 月 9 日公布「TOP7」入圍城市，本次臺灣入圍城

市有嘉義市及桃園市。 

4. 感謝國家發展委員會提供外語替代役協助翻譯，修正文件。 

5. ICF 以六項指標來評比城市，如下列 

（1）寬平連結：無線網路涵蓋範圍，以及使用便利性。 

（2）知識勞動力：當地的學術研究機構是否衝分發揮能力。 

（3）創新：推動成為智慧城市的過程，是否創新且符合使用者需求。 

（4）數位平等：亦稱為數位落差，如新竹科技園區微科技菁英匯集地，

但五峰、尖石鄉的科技產品使用率偏低。新竹縣政府提供許多輔導

人才及課程，協助偏鄉地區人民應用科技產品。 

（5）永續性：針對智慧化的政策，過去有做出何種努力，及執行那些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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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銷提倡：是否利用大型活動，提倡並行銷智慧化生活。 

6. 公布時有發生錯誤，ICF 總部認為新竹縣為「城市／CITY」，因此

公布名單上為「新竹市」，經過確定及核對，榮幸確認是為新竹縣

獲獎。 

7. 縣政府成立專案小組，並由縣長擔任招集人，共同迎接 ICF 來訪視

察。 

8. 除了縣政府單位，也必須結合整個新竹縣的產官學研醫，因此於每

週四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規劃實地訪查行程；並於去年 2 月 25 招開

「全力動員產官學研醫座談會」宣達合作及協助事項，凝聚各方共

識。 

9. 新竹市近年成立航空學院，拓展臺灣航空、航太科技產業。 

10. 去年 ICF 評審來訪新竹，特別讓外語替代役成立為「口譯哥」來接

待來訪評審。 

11. 參訪新北市 2016 智慧城市展，並計畫參加 2017 智慧城市展。 

12. 去年 4 月 14 日~15 日接待 ICF 主席來訪，並規劃大師座談會，邀請

各產官學研醫代表與會。 

13. ICF 於 6 月 13~17 公布評選結果，為此新竹縣政府帶領專業團隊前

去 ICF 總部分享新竹特有的客家文化，增加國際能見度。 

肆、 議題討論：城市推動國際化政策（依發言順序） 

一、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引言 

本次議題鎖定報告中的兩個輔導點，期望各縣市政府提供城市推動國際

化政策的執行作法及經驗分享。 

二、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提問 

針對新竹縣「2016 ICF國際智慧城市」在執行方面遇到什麼樣的困

難？ 

三、 沈慧虹 科長 回應 

過程相當艱辛，在評選過程中，縣政府同仁幾乎都在著手於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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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中央政府給予的資源很有限，若無結合民間資源，此計畫很難推動。 

職稱的英文名稱在使用上常常有不適當的問題，是否可以將職稱的英文統一，集

結成冊，尤其幾個較常締結姐妹市的國家。例如本次加拿大來訪，帶隊長官之職

稱到底是為「市長」還是「縣長」?因此想另外請教計畫主持人，是否可以就職

稱提出相關建議?國家發展委員會是否可於未來計畫加入常用國際職稱的雙語

詞彙做為縣市政府參考? 

四、 易文生 科長 回應 

國發會早期建置的雙語詞彙資料庫，已轉移至教育部國教會，其資訊系統目

前仍在運作，針對各縣市政府的疑問，可以向國教會反映，並請各縣市政府

在考量各國文化及自身需求後，再使用最適宜的職稱翻譯。 

對於地方政府較常接觸的國際長官職稱，是否可以列入計畫做為知識物件或

是參考案例，可能要勞煩較有經驗的縣市政府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本次計畫

統整納入報告，以利其他縣市政府參考，達到本次計畫的額外效益。 

五、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回應 

各職稱用法在不同國家及不同地區皆有不同的意義，重點在於來訪長官的職

稱所代表的位階，長官位階的高低影響到會議位置的排序。建議未來可針對

幾個較常互動的國家，將常用職稱整理成一個專題，來建置常用國際長官的職

稱對照表，供大家參考。 

該職稱所代表之職位是否可以進行決策也是考慮重點之一，這關係到相對應

的接待長官及接待談話的內容、深度。若職稱使用不當，不僅會誤導談話內容，

也會影響效能。舉例來說，如果談話結束後發現對方的職位不具決策權，會大幅

降低政策推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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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雄市政府代表 提問 

1. 本次國際生活環境建置研究之預期成果，可提供對各縣市什麼樣的

具體改善建議? 

2. 國際化的定義、國際化的標準和國際化的參考對象規模均有不同，

此研究範本城市的盤點及選擇是否有助於臺灣其他縣市參考? 

3. 針對新竹縣「2016 ICF 國際智慧城市」，除了雙語化，獲獎（TOP7）

的主要原因為何? 

4. 針對新竹縣「2016 ICF 國際智慧城市」，得獎後資源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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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易文生 科長 回應 

針對提問二回答如下： 

本次研究為「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執行的第二年。於計畫開始第

一年時，已聘請專家學者針對不同的指標進行建議及評估，不同的學者針對相同

的指標皆產生不一樣的建議，時而幾乎無共識。 

本次研究於今年度選定了不同型態的城市鄉鎮做為輔導對象，期望可以更明確

的表現出國際化的定義-依據各縣市鄉鎮的型態，如生產型、觀光休閒型、國際

交通型、複合類型都市等，為選定國際化的範本及符合各縣市鄉鎮國際化的定義。

此輔導針對交通型及觀光型這兩大型態來研擬出具體可行的參考範本。苗栗南

庄為觀光型之鄉鎮，期望透過此計畫，協助南庄鄉建置國際環境及基礎事項。青

埔地區為國際交通型城市，且又做為亞洲矽谷的發展重鎮，因此，期望透過此計

畫，明確提出該地區在發展新的交通、公共、住商建設時，要如何營造國際友善

環境，讓外籍人士便於在該地生活。 

針對提問一回應： 

除委託專家學者給予各項國際化指標之實際建議外，還有通過問卷填答，提醒各

縣市政府於發展國際化時，自行評估基礎事項是否滿足，期望各縣市政府可先由

地方做起，充實自身不足之基礎事項，以便為國際化鋪路。 

基礎事項諸如雙語指標、對外文件及資訊系統的雙語化等。為加強基礎事項之環

境建置，國發會在先前的系列計畫中，已協助地方更新雙語標示、推動英語服務

標章、建置外籍人士服務櫃檯，並協調人事行政局對公家單位行政人員之英文能

力納入升遷評比，以及提供行政常用雙語字彙翻譯，甚至提供縣市「締結姊妹市

意向書」的雙語參考範本等，期望透過此方式改善縣市政府國際化基礎事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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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方面，則是希望未來研究及輔導成果，能提供其他觀光休閒、國際交通類

型城市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參考。 

八、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回應 

科長稍早已提出政策面方向的建議，本人我就僅提出本計畫所見之具體可行建

議。 

針對提問一、二回答如下： 

苗栗南庄為觀光型之鄉鎮，建議以德國浪漫大道為國際化範本，目標是以單一國

際觀光主題串聯多鄉鎮市發展觀光並提升經濟，剛好符合蔡總統所提出的浪漫

臺三線政策。 

青埔地區為交通型城市，建議以南韓松島為國際化範本，該市為仁川機場周遭之

交通門戶城市。 

除上述之兩項國際化範本，計畫另日本以京都為國際化範本，因為京都明確定位

為「具日本文化的國際觀光城市」。該都市的國際化方向明確且有效，提供本計

畫所需之具體國際化方式。 

除此之外，期望透過本計畫提供各縣市政府所需的國際化資源該如何取得，以及

參加國際活動的SOP、參與方式等。 

國際化的定義因人而異，建議依據各縣市鄉鎮的特色及發展定位，選定適合的國

際範本。例如縣市鄉鎮的類型-生產型、觀光休閒型、國際交通型、複合類型城

市等，為選定適合範本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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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沈慧虹 科長 回應 

針對提問三、四回答如下： 

1. 民國 95 年時，臺北市已經得到 ICF「TOP1」首獎。 

2. 新竹縣政府資金不如臺北市之 1%，人力資源不如臺北市之 20%。 

3. 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長期經營及持續推動，新竹縣長期推動過程中相當

吃力。 

4. 在地特色如何發揮，確切掌握 ICF 該年度的徵選主題為何?縣市條件是否

符合徵選主題。 

5. 前往五峰、尖石鄉教授 3C 產品應用方式，以及進行課後輔導及遠距教

學。 

6. 在新竹縣執行「智慧革命」後，如何延續、推廣政策及措施成為最大的

課題。 

7. 當地方政府參與國際活動，而需要更多資源時，中央卻無法提供足夠的

資源給迫切需求的地方政府。 

8. 分享多元的本地文化，並表現出傳承智慧生活，並結合創新傳統文化的

作法，為本次獲得青睞的最佳事由。 

9. 資源有限，民力無限。善加利用國內產官學研醫資源，持續新增及改善

基礎建設，積極尋找並獲得國內公、私企業、法人等支持及資源，持續

在推動智慧城市上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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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南市政府代表 提問 

1. 如何與餐廳及民宿合作，推動國際化？與業者溝通有無問題？ 

2. 以鄉鎮為主題的 APP 實用性不大，也較無法吸引外籍人士下載，請教

APP 建置的必要性? 

3. 除了主持人提到的住宿、餐廳、交通等面向，此計畫是否有其他業務範

圍？ 

補充分享臺南市國際化政策推動經驗： 

1.國際化的標準每個城市定義都不盡相同，建議盡量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城市

作為國際化標準。 

2.建議可以直接帶領國際顧問實地走訪，了解外籍人士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3.外籍人士對國際化要求並不會放很高，會比較注重緊急告示、求助方式、

應急設備等急難基礎設施的國際化。 

十一、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回應 

針對提問一回答如下： 

1. 餐廳及民宿為本次計畫的輔導重點，透過當地政府引薦適合的民宿和餐廳。

業者不是不想做，而是不知道如何著手。 

2. 要業者突然會使用英語溝通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團隊從協助翻譯菜單、製

作簡短對話翻譯著手，透過菜單及紙本幫助店家與外籍人士溝通。 

3. 協助業者翻譯產品、伴手禮，且不只翻譯文字，而是翻譯文化及意境，這

非常重要。 

4. 我國翻譯時常只注重文字及文法上的正確性，而疏忽文化的正確性，外國

顧問時常提醒翻譯工作是要注意文化的正確性。 

5. 協助民宿業者瞭解本鄉鎮的特色及定位，依照其特色及定位規劃套裝行程

或建議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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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化不僅是仿照英語為母語之大型都會，而是要針對自身的縣市鄉鎮定

位，找出最適合的國際化範本，這也是為什麼要選擇京都作為本研究的知

識物件。例如京都已明確定位為「具日本文化的國際觀光城市」，而南庄

則為「具客家文化的國際慢城觀光城市」，因此特別具有參考價值。 

7. 經過檢視當地民宿，發現該民宿缺乏旅遊建議及夜生活的規劃。本次研究

結果明確建議當地民宿業者提供旅遊套裝行程，讓外國觀光客知道有哪些

事可以做。 

8. 當地業者完全不清楚該如何去做以及未來要發展的方向，但經過學生及專

家學者建議後，當地業者就很清楚知道該如何進行營造國際友善環境。 

9. 帶領社團及外籍學生實地走訪，了解如何加強國際化基礎建設，及讓當地

業者確切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10. 實踐大學最大的特色為實用型教學。未來希望與地方政府長期合作，確實

檢視輔導點之國際友善環境營造是否有在推動及改善，讓政策得以延續。 

針對提問二回答如下： 

1. 建議是以交通性質為主題的 APP 為主要行銷方式，透過交通性質的 APP

來介紹沿線景點，並分享景點資訊連結，吸引外籍人士前來深入了解。 

2. APP 的確是應該為中央該推動的政策，本計畫是期望地方政府了解到 APP

的行銷應用方式及為觀光所帶來的好處，並期望由地方政府向中央反映

APP 的需求，由政府推動建置統一的 APP 供外籍人士使用。 

3. APP 應積極提供「緊急連絡電話」，且不僅是在於 APP 設計上，後端也

需要外語人才 24 小時確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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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提問三回答如下： 

1. 此次計畫根據輔導小組和國發會共同研議所選擇的城市，提供交通型及觀

光型的兩個範本。除此之外也提供各國際化優良案例提供參考，各鄉鎮可

依據其特色找出訂位，並加以包裝。 

2. 礙於此次計畫的規模較小，預算上也有很大的限制，因此輔導小組目前只

鎖定報告裡提及的交通、餐廳、民宿、網站等面向之業務。 

十二、易文生 科長 補充回應 

1. 國際化環境建置首要營造出友善環境，外籍人士才會有意願一再到訪

或甚至留下，慢慢形成良性循環；另外，依據其他縣市的經驗，要創

造外藉人士人流，必須要有誘因，建議可透過積極參與及舉辦國際活

動，展現營造國際生活環境工作的效益，逐漸拓展民眾的國際視野，

並搭配教育措施增加我國國際化的人才，累積與國際接軌的實力。 

2. 為何挑選苗栗南庄，是期望該鄉鎮能成為浪漫臺三線國際生活環境營

造的參考模式。而青埔主要是為亞洲·矽谷方案重點發展區域，同時也

是重要的交通轉運節點，希望此發展中的城市，未來能具備國際友善

環境。 

3. 針對職稱的一致性，教育部國教會的網站可以線上查詢，不過考慮到職稱

翻譯的精準度，還是建議自行斟酌，用字再做些微的調整。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320 

伍、 問題與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郭素蓮 計畫案承辦人員 發言 

1. 本 106 年將會繼續本計畫案，期望有需要檢視國際友善環境的縣市鄉鎮

能積極表達需求。 

2. 透過本次計畫，目標是藉以瞭解各縣市國際化時面臨的共同問題及提供

具體政策建議，以及未來縣市鄉鎮在營造國際友善環境時，能有知識物件

或本次計畫案例以供參考。 

3. 針對 104 年度研究成果，透過本次研究再次檢視「標準作業流程」是否

需改善。 

二、 臺南市政府代表 分享 

臺南市國際化實質作法分享： 

1. 詢問是否有其他業者（除了餐廳及民宿業者外）參與本次研究?臺南市

上次研究是以 2 家業者為研究對象，本次拓展至 9 家（餐廳、住宿、商

家及醫療業者）。 

2. 難以依據單一標準來進行國際化，須依據業者需求執行不同程度的雙

語化。 

3.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國際化觀點，但基礎設施、緊急告示雙語化及英

語友善程度為國際化必須擁有的條件，也是臺南市統盤執行國際化的

標準。 

4. 帶領國外顧問實地考察，掌握外籍人士的需求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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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當地外籍業者主講及教導基礎英文及會話，並結合學校、學生資源，

針對業者需求進行一對一外語教學，讓當地商家有感雙語化所帶來的好

處，持續加強市民英語友善程度。。 

6. ENGLISH FRIENDLY 餐廳，目標為 300 家以上。 

7. 持續推動英語服務標章，鼓勵商家進行雙語化，目標為 50 家以上。 

三、 易文生 科長 補充回應 

1. 會在適當時機協調經濟部商業司落實英語服務標章認證的後續執行規劃。 

2. 臺南市政府英語服務標章之優良評選標準可考量彙整成為知識物件。 

四、 南投縣政府代表 詢問 

1. 針對本次座談會，是否可提供一些接待外賓的建議及接待注意事項? 

2. 針對新竹縣「2016 ICF 國際智慧城市」，外語接待資源何處取得? 

五、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回應 

針對提問一、 

1. 利用學校資源，培育外語系所學生成為國際人才。 

2. 要求學生針對來訪國家先行做研究，了解其文化。 

3. 了解各國禮儀如何去做呈現（東方國家較為要求禮節）。 

4. 了解對方來訪目的，切題談論，要回應對方的目的為接待宗旨，不然寧可

不要接待。 

5. 切勿馬虎，確實表現該有的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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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給專程拜訪的貴賓一些特殊的回饋（如參訪照片或影片），讓對方留下美

好回憶。 

六、 沈科長 （新竹縣政府） 回應 

針對提問二，新竹市作法是直接外包廠商，政府接待人力不足。 

七、 苗栗縣政府代表 詢問 

1. 02／22-02／25 為國際慢城會議，將於苗栗縣舉辦。關於相關紙本文件，

如導覽手冊，要如何翻譯「文化」。 

2. 是否可提供實踐大學接待外賓議程三折頁作為接待參考。 

八、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回應 

1. 確保文化正確，而非僅只於文法正確。掌握翻譯的要素：信→達→雅。 

2. 外語替代役相當優秀，但僅止於「語言」上的翻譯及解釋，文化的表達

並不容易。 

3. 把「雅」視為文學，束諸高閣，無法有效發揮文學系學生的翻譯功力，

很可惜。 

九、 邱承旭 專委 （國家發展委員會） 結論 

感謝本次計畫承辦小組，多次實地探訪輔導點並辦理本次座談，期望在時間

和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藉此研究將相關措施推動經驗提供給各縣市政府營造國

際生活環境參考，以期未來各縣市政府能在既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環境友善

度，累積國際接軌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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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縣市座談會出席人員 

編號 單位 來賓姓名 

1  基隆市 蔡○霈 

2  基隆市 游○玲 

3  臺北市 吳○郁 

4  新北市 鍾○萍 

5  新北市 李○萱 

6  桃園市 連○如 

7  桃園市 許○琳 

8  桃園市 熊○中 

9  新竹市 吳○瑩 

10  新竹縣 沈○虹 

11  新竹縣 許○筑 

12  苗栗縣 劉○萍 

13  臺中市 張○緹 

14  臺中市 陳○綢 

15  臺中市 饒○丞 

16  彰化縣 許○源 

17  彰化縣 王○分 

18  南投縣 林○鈴 

19  嘉義市 謝○芬 

20  臺南市 侯○蓉 

21  臺南市 陳○吏 

22  高雄市 黃○中 

23  高雄市 李○宸 

24  高雄市 莊○仁 

25  屏東縣 何○怡 

26  宜蘭縣 林○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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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來賓姓名 

27  宜蘭縣 張○詠 

28  宜蘭縣 劉○根 

29  花蓮縣 陳○桓 

30  花蓮縣 吳○組 

31  花蓮縣 梁○嘉 

32  金門縣 周○雄 

33  金門縣 鄭○真 

34  連江縣 曹○瑞 

35  澎湖縣 蘇○芸 

36  澎湖縣 林○伶 

 

 

  



附錄 

325 

附件十二、縣市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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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第一次專家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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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第二次專家座談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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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南庄輔導點檢核表 

2016／12／16 南庄訪視（蓬萊溪生態園區／民宿／餐廳） 

Penglai River Ecological Park 

 

Items Yes or No 

1. When you arrive at “ Penglai River Ecology 

Park” station by Tourist Shuttle Bus， is there 

any road sign indicating how to get to the “Penglai 

River Fish Protection Trail”? 

No 

2. Are there any bilingual signs in the entrance 

or ticket office? 

No （There wasn’t any 

ticket office.） 

3. Do they provide bilingual services and a 

tourism guide／audio guide? 
No 

4. Are there bilingual notices or warnings? 

（EX： Do not smoke here!） 
Yes 

5. Are there any bilingual explanation boards? 

Are they understandable? 
Yes 

6. Are all the trail’s road signs bilingual? Are 

they understandable? 

Almost all of the road 

signs are bilingual and 

understandable. 

7.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rail in sound 

condition? 
Yes 

8. Are there public toilets and public trash cans 

on the “Penglai River Fish Protection Trail”? 
No 

9. Are the signs at the trail junctions bilingual 

and understandable?  
No 

10. Is the staff friendly? 

No （There weren’t any 

staffs.） 

11. Is the pathway of the trail easy and safe to 

wal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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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溪生態園區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1. 搭乘臺灣好行下車後是否有路標

指示如何前往蓬萊溪護魚步道 
是 

2. 入口售票處是否有雙語指示／有

雙語服務人員 
否 

3. 導覽是否提供雙語服務 否 

4. 園區內公告是否為雙語（例如：不

要亂丟垃圾） 
是 

5. 園區內解說牌介紹是否為雙語且

是否清楚 
是 

6. 步道路線是否標明清楚，以及是否

雙語化 

否 

（清楚但非雙語） 

7. 道路修復或養護狀況 
是 

（除風災） 

8. 步道出入口是否有公廁 有 

9. 步道出入口是否有公用垃圾桶 否 

10. 岔路（周邊景點）標示是否清楚 否 

11. 服務人員友善程度 
否 

（無工作人員） 

12. 步道是否好走及安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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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園鄉村會館餐廳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1. 餐廳入口處是否有招牌 是（只有中文） 

2. 餐廳入口處是否有國際符碼 

（餐廳：餐具的圖案） 
否 

3. 餐廳是否提供英語菜單 否 

4. 菜單上是否有圖片輔助 否 

5. 服務人員是否會說英文 否 

6. 廁所指標是否清楚 是（有使用符碼） 

7. 菜色是否有特色 是 是 

8. 餐廳環境是否乾淨整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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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Items 檢視項目 

1. Is there a signboard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Yes （Only in Chinese） 

2. Are there any international 

symbols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No 

3. Does the restaurant offer an 

English menu? 
No 

4. Are there pictures on the menu? No 

5. Does the staff speak English? No 

6. Does the restroom guide have 

international symbols （pictures）? 
Yes 

7. Are the dishes special? Yes 

8. Are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restaurant clean and nea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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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中居音樂民宿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1. 民宿入口處是否標示清楚 是（只有中文） 

2. 民宿服務務人員是否說英語 否（一點點） 

3. 民宿環境是否整潔 是 

4. 民宿是否有特色 是 

5. 民宿是否提供接駁服務 否 

6. 民宿有無提供套裝行程 否 

7. 民宿內有無使用國際符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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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1. Is the entrance of the B&B marked 

clearly? 
Yes （Only in Chinese） 

2. Does the staff speak English?  No （Only a little bit） 

3. Are the surroundings clean and 

neat? 
Yes 

4. Is the B&B special?  
Yes （If you play instruments， 

you’ll get a discount） 

5. Does the B&B have a shuttle bus? No 

6. Does the B&B offer a package tour? No 

7. Are there any international 

symbols in the B&B?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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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老街 

 

 

  

檢視項目 檢視項目 

南庄老街入口是否明確 

 
是 

路上有無清楚路線指引 否 

商家有無英語菜單 否 

商家有無會說英語的人員 否 

接駁公車（臺灣好行）有無英文指引 否 

南庄旅客中心的位置是否有清楚標

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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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zhuang Old Street 

  

Items Yes／No 

Is the entrance to the old street 

clearly marked? 
Yes 

Are there any guides for directions 

through the old street? 
No 

Do the product listings in the stores 

have English versions? 
No 

Does staff speak English? No 

Are the directions to get on the tourist 

shuttle bus clear enoug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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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谷農場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1. 民宿入口處是否標示清楚 是（只有中文） 

2. 民宿服務務人員是否說英語 否（一點點） 

3. 民宿環境是否整潔 是 

4. 民宿是否有特色 是 

5. 民宿是否提供接駁服務 否 

6. 民宿有無提供套裝行程 否 

7. 民宿內有無使用國際符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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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House 

 

  

Items Yes／No 

1. Is the entrance of the Guest House 

marked clearly? 
Yes （Only in Chinese） 

2. Does the staff speak English? No （Only a little bit） 

3. Are the surroundings clean and neat? Yes 

4. Is the Guest House special? 
Yes （If you play instruments， 

you’ll get a discount） 

5. Does the Guest House have a shuttle 

bus? 
No 

6. Does the Guest House offer a 

package tour? 
No 

7. Are there any international symbols 

in the Guest Hou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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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博物館 

 

 

 

 

 

 

 

 

 

 

 

 

 

 

 

 

 

Say-Siyat Museum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檢視入口處招牌有無英文標示 是 

館內有無清楚路線標示 是 

是否有英語導覽人員 否 

館內展示有無中英對照 有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Is there any English sign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Yes 

Are there any signs to show the 

way to go? 
Yes 

Are there any staff members who 

speak English? 
No 

Do the exhibit signs have an 

English version? 
Yes 

Is there an audio guide in Englis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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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輔導小組行事曆 

 

輔導小組行事曆 

日期 工作項目 與會人員 

9/5 

1. 開會討論苗栗參訪初稿內容以及相關窗

口之聯絡 

2. 收集南庄相關新聞及旅遊景點 

3. 網站檢視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9/8 

1. 收集桃園相關資料及新聞報導 

2. 開會討論桃園參訪報告內容 

3. 網站檢視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9/14 

1. 開會討論輔導建議書 

2. 整理參訪輔導點後的相關資料 

3. 與苗栗南庄鄉公所接洽相關事宜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9/21 

1. 播放南庄國際慢城相關影片及新聞 

2. 介紹南庄，講解此次南庄國際化計畫 

3. 南庄服務學習課程分組 

4. 協助學生分配各組工作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服務學習課程學

生(共54人) 

9/26 1. 檢視學生收集的資料 

2. 宣布下次上課前要繳交的作業 

3. 學生提出在蒐集資料過程中碰到的問題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服務學

習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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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 討論焦點座談會與會人員 

2. 討論焦點座談場地及時間 

吳穎錫教授、研究

助理 

10/11 1. 討論南庄參訪行程以及統計人數 

2. 製作問卷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0/12 1. 討論焦點會議與會人員以及時間 

2. 南庄經費評估 

3. 桃園輔導地點確認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10/13 1. 協調專家座談會時間 

2. 討論座談會議程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0/17 1. 南庄行前說明會 

2. 與外籍生說明南庄參訪計畫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0/21 1. 實踐工作團隊帶領學生至南庄實地參訪 

2. 實踐工作團隊與學生跟南庄鄉公所賴盛

為鄉長進行意見交流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10/22 

10/24 1. 整理南庄參訪相關資料 

2. 期中報告書撰寫及編排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0/31 1. 期中報告書編排 

2. 期中報告書送件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1/2 1. 準備赴桃園討論的議程 

2. 蒐集青埔相關資料,並統整 

與聯絡窗口確認與會時間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11/3 1. 專家座談會與會人員名單確認 

2. 準備簡報(專家座談會當天的報告) 

3. 提醒專家學者座談會之時間地點 

3. 製作座談會議程以及三摺頁 

郭壽旺、吳穎錫教

授、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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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 採買接待貴賓之茶點 

2. 製作桌牌 

3. 場地佈置 

4. 確認外賓抵達時間 

研究助理 

11/7 1. 期中報告送件(修正版) 吳穎錫教授 

11/8 1. 安排南庄開會行程 

2. 與南庄鄉公所吳課長確認開會時間 

3. 與桃園市政府確認青埔國際棒球場參

觀申請手續 

吳穎錫教授、 

研究助理 

11/10 1. 討論 11/17 開會會議內容 

2. 行前會議資料準備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11/17 1. .實踐工作團隊至南庄鄉公所開會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11/21 1. 與學生開會檢討菜單翻譯、南庄行事

曆製作方向 

2. 參考國外優良知識物件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12/12 1. 開會討論 12/16 至南庄實地訪視事宜 

2. 確認外籍學生了解實地訪視之目標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12/26 1. 開會討論桃捷實地訪視後的問題，並

討論解決方案 

2. 製作 ppt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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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 開會討論 1/17 南庄開會事宜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1/18 2. 開會討論 1/23 桃園青埔開會事宜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2/6 1. 開會討論專家座談會事宜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2/13 1. 開會討論縣市座談會事宜 

聯繫各縣市政府並確認出席名單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2/18 1. 縣市座談會會後意見整理 

2. 期末報告初稿撰寫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1 1. 期末報告初稿送印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3 1. 修改期末報告格式及內容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6 1. 繳交期末報告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8 1. 討論報告書及增加內容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13 1. 修改報告書及增加內容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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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1. 討論審查會議簡報呈現方式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3/29 1. 討論報告書之架構重整，檢視是否符

合需求書之項目。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4/6 1. 修改報告書，整理知識物件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4/14 1. 報告書內容之修訂及送印 郭壽旺、吳穎錫

教授、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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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南庄第一次訪視會議議程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苗栗南庄會議議程 

壹、會議時間 

105年10月21日（五）下午3時00分至下午5時00分 

貳、會議地點：苗栗南庄鄉公所與周邊觀光景點 

參、會議計畫達成目標 

一、 瞭解苗栗南庄鄉國際化與推廣國際觀光需求 

二、 瞭解苗栗南庄鄉國際慢城際化如何符合國際觀光客需求 

三、 瞭解推薦民宿與餐廳相關業者英文需求 

四、 瞭解英文網站的建置與國際觀光英文需求 

肆、與會成員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鄉長、吳科長、相關工作人員與郭壽旺工作團隊

成員。 

伍、討論議題 

一、 南庄鄉公所國際觀光資訊輔導與如何建立相關英文文件（文

化、族群、自然景色、國際慢城） 

二、 觀光道路雙語標語檢視 

三、 食、衣、住、行與娛樂相關英文文件翻譯樣本或基本對話手冊 

四、 鄉公所英文網站建制與輔導與如何增加英文資訊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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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訪視 

－苗栗南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0月22日（星期六）15時00分-16時30 

地點：南庄桂花園鄉村會館、春谷農場 

壹、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承接與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際生活環

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此計畫配合政府國際接軌政策，此次「選定輔導點

輔導、實踐大學輔導小組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導」的方式規劃苗栗南庄

的國際生活環境，透過規劃具有國際觀光潛力的臺三線客家庄深度旅遊建

設，打造對外籍人士友善的國際生活環境。故輔導小組希望藉由實地檢視其

雙語化建置，提供相關建議。 

貳、檢視項目 

一、南庄桂花園鄉村會館－菜單雙語化檢視 

二、南庄桂花園鄉村會館－路線指引 

三、 南庄桂花園鄉村會館－服務人員英語能力檢視  

四、 春谷農場－櫃檯服務人員英語能力檢視 

五、 春谷農場－民宿內路線指引 

参、預期目標 

  輔導小組期望藉由本國籍與外籍學生共同實地訪視，找出問題並提

供店家解決方案，同時也更加了解地方餐廳及民宿業者的需求。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350 

    肆、與會人員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佳穎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余昊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黃宏為          學生            實踐大學 

     周怡樺          學生            實踐大學 

     陳思穎          學生            實踐大學 

     長谷川光        學生            實踐大學 

     Sajben Fanni    學生            實踐大學 

     Szilagyi Robert 學生            實踐大學 

     余康綸          運動設施科科員  體育局 

     蔡民根          職員            大桃猿育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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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南庄第三次訪視會議議程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輔導綱要 

－苗栗南庄鄉實地訪視暨輔導－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月17日（星期二）15時00分 

地點：南庄鄉公所（苗栗縣南庄鄉大同路3號） 

壹、計畫背景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際生活

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規劃及辦理苗栗南庄鄉國際化環境建置，

輔導小組訂於1月17日進行前三次實地訪視盤點成果展示。 

貳、輔導綱要 

一、 苗栗南庄鄉賴鄉長盛為與郭計畫主持人壽旺討論輔導相關議題，

請參閱附件二。 

1、檢視學生 10月 21、22日實地訪視報告 

2、提出12月16日外國學生實地檢視輔導行程 

二、 討論實踐大學輔導小組南庄特色菜單。 

三、 外籍學生實地檢視適合外籍人士登山旅遊路線。 

四、 檢視台灣好行公車系統。 

五、 討論實踐大學輔導小組 12月既定行程。 

六、 檢視蓬萊生態園區雙語環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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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訪視人員 

一、與會人員 

     易文生    科長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郭素蓮    企劃師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邱承旭    專門委員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賴盛為    鄉長         南庄鄉公所 

     吳炯毅    科長         南庄鄉公所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佳穎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余昊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二、12月16日活動時程 

時間 行程 

15:00-15:40 檢視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成果報告 

15:40-16:00 外籍生針對12/16當日實地訪視提出相

關建議 

16:00-1700 南庄鄉課長及鄉長與輔導小組討論輔

導報告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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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南庄第四次訪視會議議程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成果盤點報告 

－苗栗南庄－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月17日（星期二）15:00-16:40 

地點：苗栗南庄鄉公所（苗栗縣南庄鄉大同路3號） 

壹、計畫重點及作為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小組承接行政院國家發展

委員會105年「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落實政府「浪漫

台三線」國際觀光政策，選定苗栗縣南庄鄉為輔導點，以推廣國際觀光

為輔導重點。輔導小組盤點以苗栗南庄為輔導點，針對南庄國際化環境

建置檢視並進行實地輔導，本小組已於10月20、10月21日、12月16日進

行三次實地訪視，盤點問題並提供輔導建議。 

貳、輔導成果 (建議草案) 

一、南庄地理、歷史、文化及國際慢城雙語簡介製作  

二、交通標示雙語建置輔導(路牌、路標、台灣好行) 

三、南庄特色菜單(團菜)翻譯  

四、民宿雙語情境對話設計  

五、南庄老街旅遊地圖製作  

六、南庄英文網站輔導建置  

七、套裝行程規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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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南庄活動行事曆製作 

参、會議議程 

 

肆、與會人員 

     易文生          科長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郭素蓮          企劃師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邱承旭          專門委員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賴盛為          鄉長         南庄鄉公所 

     吳炯毅          科長         南庄鄉公所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實踐大學 

   Tari Lee Sykes  教師         實踐大學 

     Jae Woong Youn  教師         實踐大學 

     吳佳穎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余昊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時間 行程 備註 

15:00-15:10 長官致詞 國發會長官代表 

賴盛為鄉長 

15:10-15:25 實地輔導成果簡報與建議 計畫主持人 

郭壽旺教授 

15:25-16:00 問題討論 與會人員 



附錄 

355 

附錄二十一、桃園第一次訪視會議議程 

桃園市政府團隊與實踐大學團隊執行會議 

一、目的 

  因聯絡窗口人員的替換，輔導範圍有所變更，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

環境計畫」期許發揮最大效應，故規劃及辦理「桃園國際化初步輔導點規劃

與地點討論」已達連結國際化、研究與產業之共同目標。 

二、工作討論 

  將於桃園工作會議 11月 03日提出討論。 

三、參加人員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桃園研考會邱主委、宋嘉修組

長、連寶如組長、本國籍生及外籍生各兩名。 

四、會議日期 

  訂於民國 105年 11月 03日（四）。 

五、會議地點 

  桃園研考會 

六、討論項目 

  1、選定輔導地區 

    2、選定輔導範圍 

    3、選定實地訪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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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二、桃園第二次訪視議程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成果盤點 

－桃園青埔－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1月18日（星期一）15時00分-16時30 

地點： 320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一段一號  

壹、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承接與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際生

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此計劃配合政府國際接軌政策，以及桃園

在交通區位、產業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的卓越優勢，選定桃園

青埔為輔導點。棒球為台灣最具代表的運動，又桃園國際棒球場鄰近桃

園捷運A19站，外籍人士可以方便抵達，故輔導小組希望藉由實地檢視其

雙語化建置，提供相關建議。 

貳、檢視項目 

六、桃園國際棒球場-交通標示 

七、桃園國際棒球場-球場座位指引 

八、桃園國際棒球場-館內動線指引 

九、桃園國際棒球場-場內設施雙語化 

参、預期目標 

  本次計畫案期望藉由此次雙語環境檢視，使桃園國際棒球場成為更

加友善外籍人士的場所。 



附錄 

357 

 

    肆、與會人員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佳穎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余昊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黃宏為          學生            實踐大學 

     周怡樺          學生            實踐大學 

     陳思穎          學生            實踐大學 

     長谷川光        學生            實踐大學 

     Sajben Fanni    學生            實踐大學 

     Szilagyi Robert 學生            實踐大學 

     余康綸          運動設施科科員  體育局 

     蔡民根          職員            大桃猿育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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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三、桃園第三次訪視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會議議程 

－桃園青埔A17-19及A21車站實地訪視暨輔導－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2月15日（星期四）14時00分 

開會地點：桃園捷運公司（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251號） 

議程： 

壹、報告事項 

一、計畫背景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

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規劃及辦理桃園青埔交通

動線-桃捷A17-A19與A21轉運，輔導小組訂於12月15日進行

實地訪視輔導。相關與會人員與參訪時程，請參閱附件一。 

貳、討論事項 

一、 桃園捷運公司劉董事長坤億與郭計畫主持人壽旺討 

論，請參閱附件二。 

１、 A17-A19雙語標誌 

2、A21轉運站雙語標誌 

二、 盤點與輔導青埔地區雙語交通動線。 

三、 桃園捷運系統站體參訪(A17-19、A21)。 

四、 桃園市政府英文資訊檢視輔導。 

五、 售票系統雙語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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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附件一： 

一、與會人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 賴韻林 專門委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處 易文生 科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處 郭素蓮 小姐 

桃園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綜合規劃組組長 宋嘉修 小姐 

桃園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綜合規劃組 連寶如 小姐 

實踐大學 計畫主持人 郭壽旺 教授 

實踐大學 協同主持人 吳穎錫 教授 

實踐大學 研究助理 吳佳穎 小姐 

實踐大學 研究助理 余昊 先生 

二、12月15日活動時程 

時間 行程 地點 

14:00-14:30 拜會劉董事長坤憶 
桃園捷運公司 

行政大樓108會議室 

14:30-14:40 桃捷公司至A17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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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20 
1.檢視A17站雙語標誌 

2.檢視票務系統 
A17站 

15:20-15:30 A17至A18站  

15:30-16:00 檢視A18站雙語標誌 A18站 

16:00-16:10 A18至A19站  

16:10-16:40 檢視A19站雙語標誌 A19站 

16:40-17:00 A19至A21站  

17:00-17:30 檢視A21站雙語標誌 A21站 

 

附件二：訪視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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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站名 英文站名 

A17 
領航站 

（大園國際高中） 

Linghang 

(Dayuan Intern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A18 高鐵桃園站 HSR Taoyuan Station 

A19 桃園體育園區站 Taoyuan Sport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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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四、桃園第四次訪視會議議程 

實踐大學「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成果盤點 

－桃園青埔－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月23日（星期一）15時00分-16時30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9樓 

壹、 計畫背景 

實踐大學輔導小組承接與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營造國

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計畫案，此計劃配合政府國際接軌政策，

以及桃園在交通區位、產業聚落、學研體系及人力資源上的卓越優

勢，選定桃園青埔為輔導點。 

輔導小組盤點此輔導點國際化環境建置並進行實地輔導，本

小組已於11月03日、11月18日、12月15日進行前三次實地訪視，盤

點問題並提供輔導建議。 

貳、 輔導點實地輔導與成果(與桃園研考會討論) 

一、 桃園捷運站體及交通動線檢視  

二、 桃園好禮－伴手禮文宣翻譯 

三、 航空城英語網站檢視 

四、 桃園市政府網站檢視 

五、 桃園國際棒球場國際化環境建置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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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會人員 

     郭壽旺          計畫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穎錫          協同主持人   實踐大學 

     吳佳穎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余昊            研究助理     實踐大學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及輔導 

364 

附錄二十五、德國羅曼蒂克大道－英文觀光文件 

1、慕尼黑自行車租賃折頁 

  德國慕尼黑的腳踏車出租的三折頁不但提供了車型、租賃時間、 

價錢、出租地點，還提供套裝行程以及輪椅租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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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海德堡纜車導覽手冊 

  一個良好的導覽手冊的涵蓋範圍除了營業時間及設施等基本介紹， 

也需加入歷史背景的說明，讓遊客可以更深入了解這個城市。 

觀光導覽手冊除了提供各類票卷介紹，提供旅客更多樣化的選擇外，更

包含時刻表，提供旅客各班次時間，方便旅客掌握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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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票卷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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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車時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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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慕尼黑－City Segway Tours  

  建議地方政府可以和企業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及人力。 

一項業務可以由多家公司承辦，讓消費者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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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題旅遊－鎖定年輕族群製作的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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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題旅遊－為行動不便人士製作的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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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題旅遊－以節慶為主題的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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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題旅遊－以裝扮為主題的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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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題旅遊－以遊船為主題的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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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堂音樂會折頁 

  本折頁為當地教堂所製作的音樂活動介紹，內容包含演出簡介、演

出時間、演出項目、演出團隊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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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六、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國家發展委員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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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七、外文郵件地址書寫原則 

國家發展委員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外文郵件地址書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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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八、機關常用場所標示雙語詞彙及符碼參考表 

（國家發展委員會－營造國際友善環境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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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九、實踐大學國際事務處－接待史瓦濟蘭王國國王及皇后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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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國際事務處－接待史瓦濟蘭國王及皇后歡迎典禮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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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國際事務處－接待史瓦濟蘭國王來訪行境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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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十、臺北市政府接待重要外賓作業檢查表 

 

 

訪 

 

 

 

華 

 

 

 

前 

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1. 依據本府政策、外交部建議或外賓

請求，簽擬同意邀請函 

  

2. 簽擬市長或副市長接見（宴客）請

示表及相關接待事項 

  

3. 依據外賓旨趣洽排參觀拜會節目   

4. 預訂旅館（重要外賓，可洽請飯店

代訂鮮花、水果並以市長名義贈

送） 

  

5. 預訂禮車（邦交國之姊妹市訪賓，

應備兩國國旗） 

  

6. 外賓為姊妹市市長者，可洽請警察

局派遣前導車 

  

7. 酌發布新聞稿及提供宣傳資料   

8. 重要外賓訪之訪華日程表可送印精

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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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華 

 

 

 

前 

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9. 擬辦致機場單位之通

關禮遇函 

 

10. 申請機場迎送通行證

之借證函（重要外

賓，宜由國際事務組

組長接送機） 

 

11 準備市長或副市長接

見或宴請外賓之座位

牌及禮品 

 

12. 申請零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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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訪 

 

華 

 

期 

 

間 

1. 機場迎送時，應隨時查詢外

賓搭乘之班機抵離確切時間

及機門 

 

2. 外賓抵華後應敘明飯店帳單

中本府不負擔之項目（如洋

煙酒、國際電話等），並請

外賓離華赴機場前將個人私

帳結清 

 

3. 確實掌握行車及參訪拜會時

間，若有變動或突發狀況，

應隨時通知有關單位承辦人

員 

 

4. 離華赴機場前應確認外賓行

李並預留機場通關時間 

 

離 

 

華 

 

後 

1. 旅館及飯店之請款單應儘速

送會計單位審核付款 

 

2. 檢據結繳、結餘零用金及辦

理核銷等相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