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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記敘本次中國大陸內蒙古觀摩考察行程及觀摩過程學習了解內蒙古對產業

文化結合觀光產業發展各項管理措施及發展狀況對其國家經濟發展及改善人民

生活品質之成果。進而瞭解觀光與產業發展並進之經營型態及政府部門所扮演之

角色與行政措施。 

內蒙古近年來積極推動各項地方建設，經濟發展快速，政府機關更積極鼓勵

產業結合其特有的草原文化帶動觀光發展，增進觀光人潮績效卓著。 

 

 

 

 

 

 

 

 



 

大同鄉鄉長考察觀摩中國大陸內蒙古地方建設及各項文化觀光產業

發展等報告 

壹、 目的： 
出國考察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及學習其他國家治理的理念及政府機關如何帶

動地 

方建設暨施政績效之寶貴經驗，進而觀摩學習其呈現之成果。 

教學相長的目的是要激發新思惟、創造施政的新能力，汲取他人能以風俗

民情、地方環境所發展的寶貴經驗，參酌本身人文風情，提昇經濟發展，為本鄉

觀光產業規畫新藍圖。 

 

 

 

 

 

 

貳、過程： 

出發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 / 呼和浩特【內蒙古博物院】  

今日從桃園搭乘直航客機前往內蒙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 。內蒙古自治區

北鄰蒙古和俄羅斯，成立於 1947 年 5 月 1 日，是最早建立的自治區。現轄 8 盟、

4 地級市，13 縣級市、17 縣、51 旗、3 自治旗；總面積 110 多萬平方公里，從

東北向西南延伸，人口有 2207 萬人，民族有蒙古、漢、達斡爾、鄂溫克、鄂倫

春、回、滿、朝鮮等族。 

抵達呼和浩特後前往內蒙古博物院，該院以草原文化為主題，一系列的草原文化

展覽，呈現出內蒙古精彩的草原文化，也描述了內蒙古的完整形象，館內文物更

顯現其民族及地方的特色。舉凡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突厥、契丹、女真、

蒙古等少數民族文物均佔有比例擺置及呈現。其中匈奴王冠飾和帶飾、鮮卑貴族

步搖冠飾、漢代鎏金及瑪瑙馬飾具、珍珠團龍袍等文物，更屬罕見珍品。 

 

第 02 天 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原－呼和浩特 

今天前往參觀希拉穆仁草原，這裡是遠近馳名的旅遊避暑勝地，希拉穆仁的



蒙古語意為「黃色的河」，位於呼和浩特以北約 100 公里處，希拉穆仁河邊有清

代喇嘛廟「普會寺」，也因而得名。普會寺是呼和浩特席力圖召六世活佛的避暑

行宮，建於乾隆 34 年（1769 年），雕樑畫棟，頗為壯觀。 

希拉穆仁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遍地開花；每

年夏、冬兩季內蒙古最盛大的草原慶典「那達慕大會」，就是在此舉辦。由於地

方政府不斷的建設，接待設施相當完善，成為著名的內蒙古草原旅遊景區。 

  

第 03 天 呼和浩特 －二連浩特 

「二連」是蒙語的漢譯音，原稱「額仁」，有海市蜃樓之意。1956 年 1 月，

北京—烏蘭巴托—莫斯科的國際聯運列車正式開通，二連浩特自此建城。1966

年 1 月，中國國務院批准設立二連浩特市。二連浩特因與蒙古國東戈壁省的扎門

烏德市為鄰，成為中、蒙兩國最大且唯一的通商口岸；由於身處兩國邊境，當地

不僅旅遊風貌多變，還有許多具地理上特殊意義的地標。 

二連浩特是內蒙古最早載入國際古生物史冊的恐龍化石產地。早在七千萬年

前，二連鹽池一帶遍佈湖泊沼澤，氣候濕熱，密林叢生，是恐龍生息繁衍的樂園。

二連浩特恐龍博物館座落在市文化中心，裡面設置的恐龍栩栩如生，至今已接待

了數以萬計的中外遊客，享有「恐龍之鄉」的盛名。傍晚前往【中蒙交易市場】， 

它位於新華大街與前進路的十字路口，市場街頭的商店，都是經營來自蒙古國和

俄羅斯的商品，商品主要以毛皮、糖果為主，商店的老闆也都好客熱情。 

 

第 04 天 二連浩特－呼和浩特【五塔寺 昭君墓 大召寺 塞上老街】  

今日先前往五塔寺，五塔寺塔高 16.5 公尺，它不僅是一座舍利寶塔，同時

還是一座技藝精湛的宗教藝術雕刻鉅作。隨後前往【昭君墓】，它是漢代明妃王

昭君的陵墓，墓體為人工夯築的大土丘，高達 33 米。漢元帝時，漢朝宮女王昭

君自願下嫁當時北方匈奴族的首領─「呼韓邪單于」，自她出塞和親後，漢匈之

間友好相處達 60 年之久，傳說，每到深秋時節，北方草木皆枯，唯獨昭君墓上

仍嫩黃黛綠，草青如茵，故稱「青塚」，被譽為呼和浩特八景之一。 

【大召寺】，漢名「無量寺」，蒙古語名「伊克召」，意思為「大廟」，建於明

代，是呼和浩特最大的黃教寺廟，也是蒙古少有的不設活佛的寺廟。原因是康熙

皇帝曾在此住過幾日，為了表示對皇帝的尊敬，僧侶們取消了活佛的轉世規定。

因寺內供奉有一尊高 2.5 米的純銀佛像 ，故又有「銀佛寺」之稱； 

「塞上老街」是呼和浩特唯一保存完好老街，這裡商舖林立，建築風格獨具

蒙族文化氣息，雖歷經滄桑，但古韻猶存。現在的塞上老街全長 380 米，是在原

來的老街基礎上重新修建的，林立街邊的老屋，開設著一家家店鋪，有古玩、百

貨、土產、工藝品等，極具觀光旅遊價值。 

 

第 05 天 呼和浩特【內蒙古呼和哈特賽罕區金河鎮人民政府】－包頭【秦長城遺

址 北方兵器城】  



早上前往拜會參訪內蒙古呼和哈特賽罕區金河鎮人民政府，進行雙方鄉鎮行

政事務交流，該機關不隨意讓人拍照且管制森嚴，建築物雄偉聳立，與台灣的政

府機關有極大之差異。參訪完畢後驅車前往包頭，包頭位於河套平原以東，它不

僅是重要的農業區，同時因礦產資源豐富，因而成為內蒙古西部最重要的工業

城，包頭市區由各具經濟特色的 3 個中心街區組成，東南部是東河區，又稱舊城

（老包頭），建築在黃河一級階地上，以商業和輕工業及有色冶金工業為主；中

部為青山區，以機械製造業為主；西部是昆都侖區，以鋼鐵及重型機械等重工業

為主；舊城與新城之間的九原區有大片綠地間隔；它也是中國華北地區重要的工

業城市和全球輕稀土產業的中心。 

【秦長城遺址】，內蒙古的長城雖然沒有北京等地長城雄偉，保存相對的也

沒北京完整，但它自有獨特的風韻，在此除了可遊覽秦代長城遺址，在遺址的旁

邊還有間「長城博物館」，是利用抗戰時共軍所挖設的防空洞改建而成，裡面展

示了遺址中發掘出的相關文物。 

傍晚前往參觀【北方兵器城】，它是由北方重工集團投資興建，是中國西部

地區最大的軍工旅遊風景區。兵器城以傳播軍工文化及體現休閒娛樂」為主題，

每一件軍火武器似乎都在述說及呈現歷史戰事。 

 

第 06 天 包頭－鄂爾多斯  

【包頭博物館】是一座立足包頭、涵蓋內蒙古西部地區的綜合型博物館，展

示了包頭久遠博大的歷史文化以及包頭得天獨厚的山川地貌和富甲天下的自然

資源。    

藏傳佛教—唐卡藝術陳列是包頭博物館推出的特色專題陳列，唐卡是藏語，

漢意為卷軸畫、布畫，是藏佛教特有的宗教繪畫，這裡展出的唐卡都是明代至清

代的精品。 

接著觀摩藏式寺廟建築群--昆都崙召，相傳該寺大喇嘛曾得到乾隆皇帝的賞

識，享有崇高的榮譽，當年活佛甲木蘇桑布進京朝見時，由乾隆皇帝賜名「法禧

寺」，因廟宇位於昆都崙河畔，故俗稱昆都崙召。 

  

第 07 天 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包頭 

【成吉思汗陵】位於包頭以南 180 公里處的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內，現

今的陵園建於 1954 年，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陵墓規模宏大，建築雄

偉，一如他的驕人戰績，讓人過目難忘。陵墓的主體建築是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

正殿內有一座高約 5 米的成吉思汗塑像，後面的寢宮裡有三個黃緞覆頂的蒙古

包，西殿陳列有成吉思汗當年用過的兵器。 

「銀肯響沙」，俗稱【響沙灣】，位於達拉特旗南部，庫布其沙漠的東端，沙山層

疊延綿，形成一幅壯觀的沙海奇景。此地與敦煌鳴沙山、寧夏中衛沙坡頭並列為

中國三大響沙勝地。騎駱駝、乘滑板，真有大漠風情之感受。 

 



第 08 天 包頭－呼和浩特【清公主府】 / 桃園  

「清公主府」位於呼和浩特市北郊，府第共五進，有過廳、大廳和內院，門

前立照壁，東部有假山、池沼。據抄本《公主府志》載，府中先後居住順治第四

女靜宜公主、多爾袞的曾外孫女和碩格格、康熙第六女夠恪靖公主。府第舊址雖

經多次改築，但依稀可見其舊日的格局，我們可在此地留下塞外美麗的回憶。 

下午整理行裝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桃園，圓滿完成本次的內蒙古草

原風光之旅。 

參、心得： 

地方的文物保存結合觀光產業發展發揚光大端賴政府的積極投入大力推

廣，才能有卓越的成效，中國大陸內蒙古地區以其特殊的草原文化結合產業發展

觀光確實頗有成效，觀光客絡繹不絕，不但增進經濟效益促進地方發展，更增加

人民收入改善生活品質。 

肆、建議： 

   本鄉觀光資源豐富，只是多屬中央管轄，本人建議配合地方觀光需求，整體

規劃，增進經濟收益。 

伍、結論 

出國觀摩考察是為了增廣見聞，到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見識其不同的文 

化及地方建設、經濟發展，才能有宏觀理念、現代思維，增進地方建設，創新經

濟發展。 

本次八天的內蒙古考察行程，體驗中國大陸內蒙古地區以其人文特色及草原

文化結合地方建設，發展觀光發展有成，對本人推動本鄉泰雅文化結合觀光休閒

與農產業的發展，將有很大的幫助與學習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