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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岀國類別:考察） 

 

考察中國大陸四川省經濟建設、產業發展、生態保育、觀光

規劃、文化教育及人力資源管理措施等報告 

 

服務機關：宜蘭縣大同鄉公所 

出國人姓名職稱：秘書 賴文富 

岀國地區：中國四川省 

出國期間：105 年 04 月 24 日至 105 年 05 月 01 日止 

報告日期：105 年7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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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鄉位於宜蘭縣西南偶，屬泰雅族原住民鄉，以農業文化觀光產業為主要發展方

向，本次行程包含考察-四川省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鳳儀鎮如何推動鎮政，走訪成

都龍潭經濟城瞭解成都未來的發展，探訪九寨溝風景區、黃龍風景區、峨眉樂山大佛

風景區、都江堰風景區等世界遺產，學習推動與管理風景區之道，以及查訪成都市文

創與經濟建設，針對本次行程進行考察，藉此考察學習其環保、文化、農業、觀光建

設發展的新思維，新觀念，期望在鄉政推動上能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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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察目的： 

(一) 考察觀光產業發展策略與永續經營方式。 

(二) 欣賞史詩級展演陶冶性情提升藝文素養。 

(三) 探訪歷史名勝古蹟學習文化之保存與管理技術。 

(四) 地方政府業務交流汲取優點以為借鏡。 

(五) 查訪農業栽種與管理技術，促進農業品質升級。 

(六) 訪查生態維護及物種保育管理。 

(七) 考察環境管理與保護技術，藉以提升本鄉生活品質與旅遊品質。 

二 考察時間： 

   105 年 04 月 24 日至 100 年 05 月 01 日 

三 考察過程： 

第一天行程  桃園機場、四川都江堰水利工程 

    四川都江堰水利工程是中國古代的大型水利工程，位於四川省都江堰市城西，岷

江上游340公里處，是戰國時期秦國蜀郡太守李冰及其子，約公元前256年至前251年主

持建造，經歷代整修，使用兩千多年來依然發揮巨大的作用。都江堰周邊的古蹟甚多，

主要有二王廟、伏龍觀、安瀾橋、玉壘關、鳳棲窩和鬥犀臺等。 

整個都江堰樞紐可分為堰首和灌溉水網兩大系統，其中堰首包括魚嘴（分水工程）、

飛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寶瓶口（引水工程）三大主體工程，此外還有內外金剛堤、

人字堤及其他附屬建築，都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運、城市供

水等綜合效用，其灌溉的區域成都平原是聞名天下的「天府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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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年7月7日列為四川省重新確定公布的第一批省級文物保護單位。1982年2月24日公

布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年，都江堰以其為「當今世界年代久遠、唯

一留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利工程」，與青城山共同作為一項世界文化遺產

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 

都江堰園區古色古香環境幽雅，園內環境潔淨，有賴園區人員辛勤維護，其種植花卉

外圍用木頭圍起，注重生態工法也很美觀。 

另園區搭乘環保電瓶公車，很便利很環保，有助節能減碳。 

其10年1期整治河流，清運河道，有助環保清淤與引水灌溉。 

  

          都江堰工程示意圖            種植花草外圍使用木頭兼顧環保與美觀 

  

             都江堰石牌                           導覽都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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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嘴                                寶瓶口 

  

            園區環保電瓶車                    考察團員合影於都江堰 

 

第二天行程  岷江源頭、黃龍風景區 

岷江源頭位於川西北松潘縣和九寨溝縣交接的弓杠嶺，因其嶺如弓之杠得名，海拔 3690

米，藏語意思為－都喜歡山；岷江是長江上游的一條重要支流，是其上游重要的水分

補給來源，河口平均流量每秒 2840 立方公尺，年徑流量相當於黃河的一倍半，全長 1279

公里，天然落差約 3560 至 3650 公尺左右，其主要流經四川盆地西部，沿途匯入黑水

河、雜谷腦河、大渡河、馬邊河等 320 餘條支流，經過松潘、茂縣、汶川、灌縣、成

都、雙流、彭山、眉山、青神、樂山、犍為等市鎮，在宜賓匯入長江，其主要通航河

道有樂山至宜賓段和成都至樂山段，分別長 162 和 186 公里，岷江流域位於四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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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邊緣地帶，地勢西高東低，面積約 133000 平方公里，流域人口數量約 1800 萬人。 

黃龍風景區位於四川省北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境內的一個風景名勝區，在

1992 年與九寨溝共同登錄成為世界自然遺產。黃龍與九寨溝毗鄰，相距約 10 公里，因

溝中有許多彩池，隨著周圍景色變化和陽光照射角度變化變幻出五彩的顏色，被譽為

「人間瑤池」，由黃龍溝、丹雲峽、牟尼溝、雪寶頂、雪山樑、紅星岩，西溝等景區

組成，主景區黃龍溝位於岷山主峰雪寶頂下，面臨涪江源流，長 7.5 千米，寬 1.5 千

米，其中的巨型鈣華岩溶景觀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地貌，黃龍 

 

風景區以彩池、雪山、峽谷、森林「四絕」著稱於世，也有說法在此基礎上加上灘流、

古寺、民俗稱為「七絕」，該風景區海拔 3000 米以上，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雪峰達到 7

座，是中國最高的風景名勝區之一，也是中國唯一的保護完好的高原濕地，這裡的 1500

餘種高等植物，多為中國所特有，其中國家一至三级保護植物的有 11 種，珍稀動物有

大熊猫、金丝猴、牛羚、云豹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992 年 12 月，黃龍被聯合國教科

文組織列為世界自然遺產。 

黃龍風景區湖光水色，讓人留連忘返，先搭乘纜車抵達風景區，非常便捷，園區內保

護的很乾淨，清潔人員隨時在維護園區內環境，木製標示牌或圾圾桶等，兼顧環保與

美觀，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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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岷江源頭                             黃龍風景區 

  

             黃龍風景區                         黃龍風景區合影 

 

第三天 九寨溝自然保護區(溝內環保包車) 

九寨溝風景區位於中國四川省北部，屬四川省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原南坪

縣），因溝中有樹正、荷葉、則查窪、盤信、黑果、盤亞助、故窪、彭布、尖盤九個

藏族村寨而得名，九寨溝水系流經白河、白水江、嘉陵江，最後流入長江。 

九寨溝處青藏高原東南的尕爾納山峰北麓，主要由岷山山脈中呈「丫」字形分布的日 

則溝、樹正溝、則查窪溝三條溝谷所構成(日則溝有镜海、珍珠灘瀑布、珍珠灘、金 

鈴海、孔雀河道、五花海、高瀑布、熊猫海、箭竹海、天鵝海、草海等，樹正溝有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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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攤、葫蘆海、火花海、樹正瀑布、犀牛海和諾日朗瀑布等，則查窪溝有五彩池及長 

海等)，海拔介於2000米至3106米之間，屬世界高寒喀斯特地貌，總面積約620平方公 

里，約有52%的面積被原始森林所覆蓋，期間夾生箭竹和各種奇花異草，也有諸多野 

生動物棲息於此，如大熊貓、金絲猴、白唇鹿等，在冬季九寨溝所有海子均會結冰， 

唯獨五花海因為湖底的泉眼影響，湖水在冬天仍能保持在攝氏6度而不結冰。溝內可 

分五大景區：樹正景區、日則景區、長海景區、寶鏡崖景，以翠海、疊瀑、彩林、雪 

山、藏情「五絕」馳名中外，被譽為「夢仙境」和「童話世界」。 

九寨溝風景區是世界上旅遊環境最佳的景區之一。自然景色以高山湖泊和瀑布群為主

要特點，集湖泊、瀑布、河灘、溪流、雪峰、森林及藏族風情為一體。1992年被列為

世界自然遺產。 

九寨溝園區範圍廣大，以環保公車1日參觀該園區，雖便捷尚不能完全一窺究竟，環境

維護得很好，其美麗景色，真可謂「九寨溝歸來不看水」。 

   

                 犀牛海                             火花海          

  

                五花海                            五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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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諾日朗瀑布                    合影於九寨溝風景區入口處 

 

第四天 參訪鳳儀鎮、松潘古城、疊溪海子 

結束九寨溝與黃龍風景區行程後，便回程往成都，沿途會經過松藩古城、疊溪海子， 

晚上住成都市，以便明日考察樂山與峨嵋山地區。 

鳳儀鎮是中國四川省茂縣下屬的一個鎮，縣政府所在地，戶籍人口4萬人，下轄14個 

村，1950年在鳳儀鎮設茂縣專區，1953年併入新成立的四川藏族自治區，1958年隨茂

縣併入新成立的茂汶羌族自治縣，茂汶縣撤銷後重新成為茂縣政府所在地至今。 

考察團於鳳儀鎮參觀，與當地何副書記萬芬小姐及王副市長維奇副市長交流，考察團 

詢問其文化、觀光、農業、經濟建設、社會福利及預算相關問題，何副書記帶領考察 

團員參觀鎮政建設，獲得良好交流機會。 

松潘古城分内、外兩城，内城平面跨崇山，略呈三角形，東部崇山之下河谷部份為長 

方形，外城鄰内城南面的河谷下壩，有城門與内城相通，平面为長方形，城墙总长 

6.2公里，松潘古城规模宏偉，氣势非凡，其城墙的長度、高度、厚度、浮雕石刻的 

精美在民族地區是首屈一指的。 

據傳唐代時期，吐蕃首領松赞干布派者前往長安求婚，使者路過松州，被州古镇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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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松赞干布大怒，親率大兵二十萬人入侵，唐都督韓咸戰敗，唐太宗命吏部尚書统

軍抵達松州，經川主寺一役，唐軍大勝。松赞干布返藏后又遣拾使臣送黄金以求通婚

和好，太宗曉以大義，將文成公主嫁與松赞干布，傳為千古佳话。 

疊溪海子位於中國四川省茂縣疊溪鎮東南五里處，民國22年8月25日茂縣大地震造成

的，當時發生7.5級強烈陷落地震，地震引起山體滑坡，山崩地裂，台地下沉，疊溪古

城亦因此而遭受毀滅，城中軍民三千餘人全部遇難，地震後下沉處，岷江倒灌，淹沒

古城，形成三個碧綠的海子，這便是疊溪大小海子，疊溪海分上、中、下三個海子， 

疊溪海子下淹沒的疊溪古城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保留完好的地震毀滅的古城遺址，是國

際地震界研究地震的重要現場。 

   

         合影於松潘古城門前                       疊溪海子 

   

                               交流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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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流一景 

  

                               贈伴手禮 

  

            參觀鳳儀鎮                          參觀鳳儀鎮 

第五天  樂山大佛、峨眉山【報國寺 伏虎寺(含電瓶車)】 

樂山大佛，全名嘉州凌雲寺大彌勒石像，位於四川省樂山市市中區的岷江、青衣江、

大渡河三江交匯之處，是世界上高度最高的石佛像，石佛像建於唐朝，耗時約90年才

最終完成，大佛整體開山而建，而髮髻等部分結構則為後期添加，大佛在建成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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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曾有木閣加以保護，但後來已經完全損毀，樂山大佛歷史上曾有過多次維修，在民

國時期曾被楊森所屬士兵在軍事訓練中部分擊毀，但隨後又被他人集資修復，1956年8

月16日公布為四川省第一批歷史及革命文物保護單位，即嘉定大佛。1980年7月7日公

布為四川省重新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即樂山大佛。1982年2月24日列為第二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樂山大佛依山體而鑿，露頂開龕，佛像為倚坐雙手扶膝式的

彌勒佛，總高71米，頭寬10米，高14.7米，耳長7米，眼長3.3米，鼻長5.6米，嘴寬3.3

米，頸長3米，肩寬24米，手部中指長24米，腳背寬9米、長11米，其中右耳和鼻子部

分為後來的維修中用木質結構塗灰修補上去的頭上有1021個螺髻，大佛的佛身各部分

比例勻稱，整體嚴格按照佛教《造像度量經》上的記載和要求施工，1998年，樂山大

佛被列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名錄。 

報國寺是峨嵋山第一座佛寺、門戶，建於明萬曆年間，寺內正殿原供奉著佛、道、儒

三教的代表，故為「三教會宗」，清康熙皇帝改為報國寺，山門懸有康熙四十二年御 

題「報國寺」匾額，寺內有明朝萬曆年間紫銅華嚴塔，四千七百座小佛像，塔周刻有

《華嚴經》，寺門外有蓮花銅鐘，為「峨嵋十景」之「聖積晚鐘」，鐘上鑄有六萬餘

字的《阿含經》及其他佛偈、銘、疏，報國寺於清同治五年重建，報國寺入山門後依

山勢而上有彌勒殿、大雄寶殿等大殿。 

伏虎寺建於唐代，宋朝時為「神龍堂」，明朝被毀，清朝順治八年重建，更名「虎溪

精舍」，後因附近虎患，寺僧建尊勝幢以鎮壓，更名「伏虎寺」，康熙皇帝曾為伏虎

寺題寫的「離垢園」，該寺為典型漢傳佛教建築風格，中軸線上依次為山門、彌勒殿、

菩提殿、大雄寶殿、五百羅漢堂、御書樓以及禪房、僧舍等，1935年，蔣介石先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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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訓師。 

  

             樂山大佛                         合影於峨嵋山 

  

                報國寺                          伏虎寺華嚴寶塔 

 

第六天 黃龍溪古鎮、龍潭經濟城、龍潭水鄉風景區、東郊記憶 

黃龍溪古鎮位於中國四川省成都市雙流縣西南部邊緣，雙流、彭山、仁壽三縣交界處，

距成都市約40公里，是中國歷史文化名鎮之一，鹿溪河在此匯入錦江，黃龍溪鎮擁有

2100多年的歷史，漢代起便成為錦江上水路運輸的重要一站，黃龍溪鎮至今保留著較

為完好的古鎮格局和眾多傳統民俗活動，其中黃龍溪火龍燈舞、府河號子入選了中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漢代起，黃龍溪古鎮便形成碼頭和集鎮，成為錦江上水路

運輸的重要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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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潭經濟城位於成都市中心，占地面積 8.13 平方公里，定位打造「中國西部第一城」，

成都市龍潭總部經濟城是成都市中心城區規模最大的總部聚集區，被中国社科院列為

－中國總部經濟研究實踐基地，同時也是四川省 1525 工程成長型特色產業園區、四川

省和諧勞動關係產業園區、成渝經濟區投資價值榜最具投資價產業園區前十强、成都

市總部經濟試驗區。 

龍潭水鄉風景區位於成都市成華區龍潭總部經濟城核心區域，占地220畝，總投资约20

億元，经4年時間打造，是成都龍潭總部經濟城最大的配套項目，也是成都中心城唯一

利用活水資源打造的特色街區，这是繼錦里、寬窄巷子、東郊記憶后，成都市打造的

另一處文化旅游景點。  

東郊記憶是成都老工業基地的縮影，成都人銘刻在心的歷史記憶，是集數字、音樂、

生產、音樂培訓、演藝、文化主題展覽、創意零售、旅遊服務等六大產業為一體的現

代文創型園區。 

  

             黃龍溪古鎮                           黃龍溪古鎮 

  

        攝於成都龍潭經濟城總部                     東郊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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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成都武侯祠、錦里古街、寬窄巷子 

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建於1987年建立，位於四川省成都市北郊斧頭山側的淺丘上，是中 

國乃至世界著名的集大熊貓科研究繁殖、公眾教育和教育旅遊為一體的研究機構和 

旅遊地，也是一個專門從事瀕危野生動物研究、繁育、保護教育和教育旅遊的非營利 

性機構，基地目前總占地1530畝，是全球最大的圈養大熊貓人工繁殖基地。 

 

成都武侯祠位於四川省成都市南門武侯祠大街，是中國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廟，由武侯

祠、漢昭烈廟及惠陵組成，人們習慣將三者統稱為武侯祠，成都武侯祠始建於公元223

年修建惠陵（劉備的陵寢）之時，其中武侯祠（諸葛亮的專祠）建於唐以前，初與祭

祀劉備（漢昭烈帝）的漢昭烈廟相鄰，明朝初年重建時將武侯祠併入，形成了君臣合 

 

祀，祠堂與陵園合一的格局，除惠陵以外，現存祠廟主體建築為1672年清康熙年間復

建，1984年成立博物館，2008年被評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館，享有「三國聖地」之美

譽；成都武侯祠博物館現分為三國歷史遺蹟區（文物區）、西區（三國文化體驗區）、

錦里民俗區（錦里）三大板塊,面積15萬平方米，2006年武侯祠被評為國家AAAA級旅遊

景區，是全世界最享負盛名、也是最大的三國遺蹟博物館。 

錦里古街又名錦里一條街、錦里，是位於中國四川省成都市的一條古商業街， 最早可 

追溯到秦漢時期便已存在，傳說中錦里曾是西蜀歷史上最古老、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 

道之一，早在秦漢、三國時期便聞名全國，錦里古街毗鄰武侯祠， 頗有古蜀國民風， 

現在的錦里古街已經被開發成一條民俗商業步行街， 混合三國文化以及川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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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里即錦官城，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更於夷里橋南 

岸道東邊起起文學，有女牆，其道西城，故錦宮也。錦工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 

則不好，故命曰錦里也」。錦里古街道全長550米，現為成都市著名步行商業街，為 

清末民初建築風格的仿古建築，以三國文化和四川傳統民俗文化 為主要內容，古街 

布局嚴謹有序，酒吧娛樂區、四川餐飲名小吃區、府第客棧區、特色旅遊工藝品展銷 

區錯落有致，錦里於2004年10月正式對外開放，2005年錦里被評選為「中國十大城市 

商業步行街」之一，與北京王府井、武漢江漢路、重慶解放碑、天津和平路等老牌知 

名街市齊名，號稱「西蜀第一街」，2006年，錦里又被中國文化部授予「國家文化產 

業示範基地」之稱號。 

 

寬窄巷子位于四川省成都市青羊區長順街附近，由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行排列

组成，全為青黛磚瓦的仿古四合院落，這裡也是成都遺留下来的較具規模的清朝古街 

 

道，與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稱為成都三大歷史文化名城保護街區，寬窄巷子是中國

國家AA级旅遊區，先后獲得2009年中国特色商業步行街、四川省歷史文化名街、2011

年成都新十景、四川十大最美街道等稱號；寬窄巷子見證了成都二干三百年來城市建

設發展與演變的代表，而寬窄巷子還留存清末民初的歷史痕跡，在中國滿城制度幾十

個重要城市中，成都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處，寬窄巷子完整體現了清朝滿城近300年的

歷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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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研究基地                             武侯祠 

  

             錦里古街 

第八天  

第九天 成都、桃園、宜蘭 

時間過的很快，今天是考察行程的最後一天，早上用完餐後，即往機場前進，大約下 

午1點多抵達桃園機場，傍晚到達宜蘭，結束8天考察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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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8天的考察行程，學習了很多事物，臚列如下－ 

(一)各風景區或城鎮街道的環境，保持的很好，隨時看到清潔人員盡心盡力維護環境 

    的整潔。 

(二)歷史名勝古蹟維護得宜，文化保存工作盡善盡美。 

(三)風景區遊客眾多，皆能守法，不插隊，不喧嘩吵鬧，頗有公德心。 

(四)在環境貧瘠缺乏平地之下，利用樹下種植蔬菜，利用小空間，種植出優良蔬菜， 

    令人感佩；成都平原物產豐饒，自給自足還能供應中國市場，或外銷國際。 

(五)發展休閒觀光能兼顧文化的發展與保存。 

(六)積極發展舞蹈文化或川劇，各項軟硬體設備非常先進，劇中排演盡心盡力，展演 

    人員非常專業。 

(七)成都許多建案在起造，代表經濟大量開發，許多文創業成長快速。 

五  建議事項： 

1. 為因應部落旅遊，應積極輔導民間組織培育部落導覽解說人才。 

2. 應積極輔導與扶植本鄉原住民樂舞團體的發展，讓原住民文化能繼續被保護與保 

   存，讓更多人認識原住民文化。 

3. 多製作旅遊導覽手冊、專門簡介本鄉之CD，多宣傳本鄉景點，提升知名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