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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機關簡介  

一、序言 

茂林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主要服務的對

象，除了來自國內外各地的遊客外、還包

含轄內的觀光業者、居民，也是我們的合

作夥伴。 

對遊客而言，我們除了要建構友善、貼

心的旅遊環境及服務外，更要思索著如何

創造出不同於以往的新建設、新活動、新

服務。 

在業者方面，我們協助其發展觀光產

業，吸引遊客到訪，並在本地消費。 

與在地居民方面，我們透過當地公、私

部門、社區協會、原住民資源共管會議等

協同合作，共同為觀光發展而努力。 

對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在維持動植物生

態與人文環境下，進行必要的觀光建設，

以綠色旅遊、淨零排碳為目標。 

茂林最獨特的，是擁有世界唯二的珍貴

生態資源-繁多的紫斑蝶來此過冬，此外還

有奇特的環流丘曲流地形、多樣的原住民

族群--魯凱族、排灣族、布農族、拉阿魯

娃族等部落傳統文化與建築工藝；另有寶

來、不老地區山城溫泉美食饗宴，以及不

同季節、各具特色的農特產品。                圖 1、本處轄區示意圖 

二、管理範圍概述 

   茂林國家風景區範圍橫跨高雄市桃源區、六龜區、茂林區及屏東縣三地

門鄉、霧台鄉、瑪家鄉等 6個鄉區之部分行政區域，南北狹長，地勢東高西

低，面積約 5 萬 9,800 公頃；北部山區屬於阿里山山脈與玉山山脈，中、南

部山區為中央山脈--北接玉山國家公園、東倚中央山脈西麓、西鄰十八羅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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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達瑪家鄉涼山村。本區分別可由省道台 20、台 27、台 27 甲、台 28

及台 24 線進入本風景區內，荖濃溪、濁口溪、隘寮溪三大溪穿流其境內，

曲流、瀑布、縱谷等自然景觀廣布其間，山間部落座落其中，居住著布農族、

拉阿魯哇族、魯凱族、排灣族等族群，孕育出多元的族群文化。為能將本風

景區內相關資源，作有效利用，經行政院於 90 年 6 月 7 日以台 90 交字第

035377 號函核定劃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並於交通部 90 年 6 月 14 日公告

經營管理範圍，並於 90 年 10 月 2 日正式揭牌成立茂林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專責辦理規劃建設及經營管理事宜。 

貳、 服務內容 

一、服務特色： 

為對國內外遊客與國人介紹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活動特色，並引導具文

化深度、及在地永續性之遊憩活動發展，本服務工作協助位於屏東縣霧臺

鄉之神山部落，積極發展部落深度旅遊產業。 

圖 2、神山部落觀光推動小組產業鏈推動核心價值 

（一） 從無到有持續不懈，打造部落全新產業經濟模式 

 「神山部落廚藝學校」遊程服務為公私協力之成果：原本於部落內因

觀光產業規模較小，無專人負責觀光推動、聯繫業務，雖部落範圍內具有

返鄉創業青年、民宿業者、香草種植者與手工藝達人，卻苦無穩定帶客窗

口以及攬客來源，始終無法將部落產業帶動至符合市場需求之規模。 

解決人口外流

跨域資源整合

產業創新

全台首創部落
廚藝學校

效益影響

公益回饋

青年返鄉

可持續性

觀光推動小組

在地產業整合

擴散應用

定期人員培訓

旅行同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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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於101年起，每年持續協助神山部落盤點以上創業者與達人資源，

整合部落在地業者及創業者共識後，開始於 104 至 106 年度籌組 5 人「核

心觀光推動示範小組」，並積極帶領族人開發半日、1 日至 2 日遊程，再透

過試辦遊程工作帶動部落深度資源整合動機，開啟了部落產業翻轉的契機。 

圖 3、部落觀光推動小組組織示意圖 

（二） 帶入泰國廚藝學校概念，成功塑造全台首創部落廚藝學校 

 透過持續輔導過程，觀光小組發展至 106 年，已由原本 5 人逐漸成長

為 10 人以上的完整產業組織，遂成立「神山部落觀光推動小組」，由社區

發展協會為主體，向下成立包括：民宿組、餐飲組、農事組、工藝組及客

服組等專業產業分組，各組分別設置組長與組員數名，組成人員皆為部落

特色產業代表，且目前仍持續吸引部落族人加入，目前已成為整合霧臺鄉

各部落觀光推動的統籌組織。 

  有鑑於屏北部落產業服務內容雷同，始終無法有效打開市場知名度，

因緣際會下由當時輔導團引進泰國廚藝學校概念，協助族人從無到有，建

置「神山部落廚藝學校」，成為當時全台部落首創廚藝體驗的先例，經過

4-5 年的不斷滾動修正與遊客的口碑宣傳，目前已成為遊客造訪神山部落

指定的必遊亮點行程。 

（三） 導入專業顧問與培訓課程，強化部落永續自主經營動能 

   由於廚藝學校操作模式對於族人來說是全新的服務內容，因此自 106

年起，本處每年都會委託專業團隊開辦系列培訓課程，強化在地產業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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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與創新度，包含導覽人員培訓、活動設計發想、創新菜色研發及配套

遊程規劃等，逐漸穩固族人服務之能量，奠定部落廚藝學校的發展基石，

累積至今至少已培訓超過 20 位專業遊程服務人員；成為部落遊程之服務

工作人員，包含導覽員、農友、工藝師、餐飲業者及民宿業者。 

  又本處於 104 年起協助屏東縣霧臺鄉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十九條

劃定「屏東縣霧臺鄉阿禮、神山、大武部落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以下簡

稱自觀區)，並於 109 年協助以屏府交規字第 10902160901 號公告由屏東

縣政府、交通部、國防部及內政部會銜劃定完成。後續為持續提升部落導

覽人員素質，分別由本處及鄉公所陸續辦理系列導覽培訓課程，以確保整

體導覽服務品質，完訓族人也成為自觀區指定服務之導覽人員，創造更多

在地工作機會。 

   圖 4、本處協助部落觀光發展歷程簡圖 

    108 至 110 年本處針對遊客及部落實際的反饋，協助導覽、餐點及

手作體驗的進階培訓課程及專業輔導，連續舉辦三屆部落廚藝學校競

賽，協助部落餐飲業者結合在地食材與魯凱族飲食文化，打造一餐廳一

特色的部落廚藝教室旅遊特色亮點。 

    於是，神山部落開始成為霧台鄉知名的旅遊景點，吸引越來越多族

人返鄉開業，幾年期間，神山部落大街上至少增加 10 家以上的新店面，

形成一個熱門的觀光聚落。近幾年更加碼扶植神山部落自主辦理假日市

集，提供更多在地農友及業者銷售與行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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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部落單一窗口非有給職，因此面臨服務不穩的問題，110 年本處

再度協助社區發展協會申請通過勞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

畫，獲得人力補助 5 名，再度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也成為部落對外

重要之觀光聯繫與在地產業整合之關鍵窗口，持續推動霧台鄉觀光產業

之發展，在計畫盈餘部分，也編列相關費用作為回饋部落公益使用，協

助照顧在地弱勢族群，證明觀光發展與文化存續仍可雙贏並行。 

（四） 對內持續強化服務品質，對外積極整合相關資源 

  隨著部落觀光產業日益熱絡，遊客需求倍增，本處也積極協助協會與

旅行同業對接，透過媒體踩線團及旅行同業團，持續曝光部落觀光遊程，

也經由不斷的試遊建議，將遊程內容持續精進，提供更好的服務品質。 

 由於廚藝學校的

持續優化，包含此體

驗的遊程，111 年即

獲選「品保協會金質

旅遊獎」，入選「2022

入境旅遊類－歐美紐

澳地區來台旅遊組」，

未來希望等候國境開

放後，能夠吸引更多

外國旅客前往部落旅

遊消費，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111 年本處也針對神山部落廚藝學校遊程，再度導入旅行同業、媒

體團、網路文章及影片行銷露出，辦理焦點團體訪談了解部落未來觀光發

展面向，並辦理第四屆廚藝學校競賽，將「部落甜點業者」加入廚藝學校

的行列，使廚藝學校的體驗主題更加多元，

近期更將神山部落徵選入高雄觀光圈創新

體驗亮點，準備整合大高雄產業資源，帶動

屏北地區的原鄉觀光。 

 本處亦於每年一度之「部落觀光嘉年

華」活動、國內各大旅展中，推薦廚藝學校

廚藝學校榮獲 111 年品保協會金質旅遊獎 

帶領媒體朋友認識部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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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前往展示、教學與其他部落廚藝人員互動，彼此增長經營理念與實務。 

      

於部落觀光嘉年華分享廚藝手作 部落廚藝學校之公開展示與教學 

聯合國永續發展之 SDGs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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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對於霧臺鄉神山部落廚藝學校之綠色遊程推廣，呼應聯合國永續發

展之 SDGs 指標中的「體面工作與經濟成長」(目標 8)、「永續城鎮與社區」

(目標 11)及「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目標 12)等實際作為。 

                 

二、服務策略與措施： 

(一) 服務核心價值—整合在地產業特色，提供完整旅遊服務產品 

  屏東霧臺鄉是個以魯凱族為主的原民之鄉，其中鄰近霧台部落的神山

部落（又被稱為下霧台），不僅有自然美景的神山瀑布，部落內保存完整的

傳統石板屋，更傳達出當地族人對傳統文化的重視。 

  近年來，神山部落社區發展協會在本處帶領催生下，積極推動部落廚

藝學校、手作串珠、手採咖啡等遊程體驗，讓人在飽覽山林景色之餘，還

能深度感受部落的飲食與文化魅力。 

  神山部落是霧臺魯凱族部落之一，部落內處處可見代表魯凱族的百步

蛇、百合、陶甕等圖騰意象，就連街屋建築、巷弄階梯等，也多使用石板

來建構，讓神山部落呈現強烈又豐富的原民藝術氣氛。 

  但不同於其他部落的是，神山部落力推餐飲文化體驗，讓遊客從食材

的取得到製作成為桌上的料理，都能深入參與，藉此來了解部落的實際生

活。而整套遊程的內容，也能實際整合在地產業服務，包含導覽員、餐廳

業者、藝文團體、手作工坊及住宿業者等，透過不同產業的專長，有效整

合成完整的旅遊服務產品。此外，遊客還能透過部落的工藝手作 DIY 體驗，

或在導覽員介紹下走訪神山瀑布、頭目巷道、耶穌聖心堂等景點，感受深

度且特殊的原民文化小旅行。 

(二) 輔導執行團隊構成 

    本處於本專案輔導人力分工以遊憩課為主，統籌當年度與隔年度預計

進度與經費，更以遊憩課專職人員與臨時人員共 3 名進行工作會議、外聘

專家協力、成果展示等工作。本處所設南管理站則以就近服務角度，協助

部落成員達成共識，並追蹤季度、年度執行情形，適時協助部落產業發展。 

人員 分工 

遊憩課 

*課長 

*課員 1名 

*協辦臨時人

員 2 名 

1. 規劃該年度輔導所需經費項目，並於前年

度向觀光局報准後辦理。 

2. 規劃該年度與部落工作會議 

3. 遴聘外聘專家至現地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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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每年度輔導成果，預先規劃至「部落觀

光嘉年華」等旅展活動展示、宣傳。 

南管理站 *站主任 
1. 協助部落成員達成共識。 

2. 追蹤季度、年度輔導進度。 

外聘專家 

1. 協助業務單位訂定年度輔導目標。 

2. 提供部落成員創業資訊之支持。 

3. 提供對外推介之專業發言支持。 

表 1: 本處輔導團隊分工簡表 

(三) 政府輔導措施─「Sabau！愛上部落廚藝學校」遊程 

本處自 106 年起，於第一季遴聘外聘專家至霧臺鄉現地協助部落居民

檢視當年度產業發展目標，並訂定主軸為「部落廚藝學校」。 

初始工作為本處募集願意提供服務的部落餐廳，其各有獨特料理手

法，在外聘專家協力下積極的檢視既有物產，並以在地食材開發各式特色

體驗餐點，由本處鼓勵下打造「一家一特色」的部落廚房私房菜。 

專家亦以國際趨勢建議：「部落廚藝學校」其內涵為結合食農教育的精

神，讓每位來訪的遊客能夠親自下田採集認識部落特有作物，用「吃當 

季」、「食在地」的理念，深度認識、認同魯凱

族樸實卻意涵深遠的飲食文化，也可與一般

都會精緻飲食顯著區別，刺激遊客反思日常

生活。 

目前透過辦理四屆部落廚藝學校競賽，已成功培育至少 5 家風格各異

的在地餐飲業者加入，並可穩定常態接單經營，實屬不易。服務主題包含

野桑葚水果珍珠舒芙蕾 假酸漿彩虹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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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中西餐料理、特色甜品、傳統風味餐、部落點心、甚至是市場熱賣的

創意甜甜圈及時令入菜的舒芙雷等，每每都能創造新鮮感讓遊客驚艷不

已。 

(四) 克服原鄉觀光培育弱勢，成功翻轉部落旅遊刻板印象 

  本處為使「部落廚

藝學校」服務更有市場

區別性與競爭力，衍伸發展「手作

工藝品」體驗，由部落工藝師與耆

老長者不同世代的部落族人，開發

部落聯名特色商品，例如：全身圍

裙、彩繪頭巾、餐(杯)墊、手提

袋、筷套組與月亮系列吊飾等具有

裝飾性或商品，增加營業收入並傳

承文化，嘗試擴大部落影響層面，

讓更多族人得以透過發展觀光獲得

成就感與實質收益。 

 所謂十年磨一劍，部落旅遊雖

然輔導難度高於一般大眾旅遊，但

透過本處持續不斷地蹲點輔導，終

於獲得族人認同與支持，也逐年擴大

部落觀光產業規模與社區參與。讓神山部落成為境內創新型部落觀光聚

全身圍裙 

手
提
袋

筷
套
組 

月
亮
吊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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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不僅族人參與程度高，也實際帶動在地就業機會，強化青年返鄉動

機。 

此外，更藉由創意的遊程主題設計，獲得市場一致好評，可從今(111)

年獲選品保協會金質旅遊獎(有旅行業奧斯卡獎之稱)就能得知這一切得來

不易。希望藉由神山部落的成功模式，帶動其他部落觀光發展與經營思

維，為來目前也將放眼南台灣指標型部落旅遊目的地而努力。 

時間 遊程內容 負責組別 

30 分鐘 
【部落迎賓體驗】 

 魯凱族傳統迎賓/盪鞦韆/圍舞等 
導覽組/活動組 

1 小時 【部落廚藝學校】農事採集 農事組 

1 小時 【部落廚藝學校】下廚趣 
餐飲組 

1 小時 【部落風味餐】午餐時間 

1 小時 【部落巡禮】神山部落巡禮 導覽組 

1 小時 【DIY 體驗】月亮吊飾 DIY 工藝組 

─ 賦歸 住宿組(如需住宿)

表 2、部落廚藝學校主題遊程說明表 

業者名稱 特色主題說明 獲獎成績 

Sama 食堂 
特色創意料理 

(創意中西餐/甜品類) 

首屆廚藝學校示範餐廳 

第二屆廚藝學校第二名 

魯凱百步蛇 

風味餐廳 

傳統風味料理改良 

(風味餐點/部落點心) 

第一屆廚藝學校第一名 

第二屆廚藝學校第一名 

拉姆生活體驗館
部落養生健康料理 

(風味點心/香氛純露) 
第二屆廚藝學校第三名 

神山小米甜甜圈

創意甜甜圈 

(結合花粉/假酸漿葉/可可

粉等) 

第三屆廚藝學校第一名 

心伶舒芙蕾 

創意舒芙蕾 

(結合部落農特產/時令蔬

果食材等) 

第三屆廚藝學校第二名 

表 3、部落廚藝學校常態經營業者名單 

(五) 推動景點說明 

1. 霧臺谷川大橋：八八風災將台 24 線 1 號橋沖毀，經過四年的時間打造

全國最高的霧臺谷川大橋，谷川大橋高度為 99 公尺，為通往雲霧的故

鄉─霧臺鄉的主要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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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落廚藝學校介紹：以農事採集與料理食材為主，透過食農教育及產地

旅遊的概念，讓來訪的旅人能藉由深度體驗瞭解部落傳統文化，讓你採

什麼農作物就拿它來入菜，採

集的過程有部落農事組媽媽

或青年帶你到部落秘境農地

採收午餐食材，不僅能認識在

地特色農產，還能讓你邊做邊

吃，好吃又好玩。 

3. 神山部落巡禮：神山部落有月

亮部落的別稱，著名景點有神

山公園、神山愛玉、頭目巷道、耶穌聖心堂、香草麵包坊、琉璃工坊，

讓你悠閒漫步部落。 

4. 月亮吊飾 DIY 體驗：來到部落就該認識部落常用的植物及瞭解其文化，

部落提供多項體驗供遊客選擇，有琉璃串珠手鍊、布面月亮吊飾等；呼

應神山部落為月亮部落的關係，又以月亮吊飾體驗為主。 

一、 經費規模與使用情形： 
 
項次 項目 金額 說明 

1 

觀 光 資

源 調 查

與 初 期

共 識 彙

整 

300 千元 

 執行期間：101 年度至 103 年度 

 經費運用要項：委託辦理資源調查，以

利受服務之部落居民了解自身產業發展

優劣勢。 

2 

遊 程 優

化 與 輔

導 資 源

介入 

1,800 千元 

 執行期間：104 年度至 110 年度 

 經費運用要項：委託專業講師進駐，優

化產業之經營、行銷等層面，使對消費

者之服務可更貼近市場需求，同時兼顧

部落族人生活福祉。 

3 

成 果 推

廣 與 展

示 

500 千元 

 執行期間：105 年度至 110 年度 

 經費運用要項：於各國內旅展、部落觀

光嘉年華等場合呈現本遊程之部落美

景、文化、食農多重內涵，吸引媒體注

目，加以推廣。 

小計 2,600 千元  

表 4、經費運用概況表 

食材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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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推動成效 

 
年度 遊程人數 團費產值* 霧臺遊客人數 霧臺觀光產值**

105 377 376,623 215,587 172,469,600

106 328 327,672 219,175 175,340,000

107 879 878,121 214,611 171,688,800

108 1,517 1,515,483 222,343 177,874,400

109 1,195 1,193,805 260,707 208,565,600

110 952 951,048 188,862 151,089,600

111(至 6 月底) 1,504 1,502,496 107,084 85,667,200

小計 6,752 人 6,745,248 元 1,428,369 人 1,142,695,200

表 5、部落廚藝學校產值推估表 

*：團費以每人消費 999 元(含午餐費計)。 

**：區域產值以每人消費 800 元/次計。 

肆、未來努力方向 

一、 協助在地社區建立分潤與回饋模式： 

    協助在地業者與工藝者於運用公共資源之餘，亦建立自身社群內之利

潤分享、資源互助等回饋模式，以增益在地部落社群發展。初期以透過單

一窗口收單之費用，收取 5%-10%部落回饋金，以作為窗口接單人力費用及

部落公益回饋基金。 

二、 導入雙語化與數位轉型培力輔導： 

    未來將積極拓展國外遊客市場，因此也將持續輔導業者針對營業環境雙

語化及數位轉型進行培訓優化，期望能藉此強化在地產業國際服務及數位化

之市場競爭力，藉此擴大攬客，並達到旅遊資訊透明化目的，使國際友人了

解在地特色服務內容。 

三、 打造永續旅遊內涵，成為國際綠色旅遊目的地： 

    以「綠色旅遊」課題為核心，本服務內容已有在地採購、在地雇用之內

涵，並透過廚藝學校服務概念，持續推廣產地到餐桌之營運模式，有效縮短

食物里程，未來更將輔導業者逐步減少使用塑膠製品、減少外購包裝材碳足

跡、鼓勵交通共乘如推動台灣觀光、強化台灣好型，及接駁巴士等面向進行

精進，期望未來可推薦為國際綠色旅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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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部落迎賓體驗 部落廚藝學校外觀 

說明活動特色與體驗流程 穿著體驗服飾與索取工具 

認識食材與農事摘採體驗 廚藝教學與現場實作 

完成作品(搭配部落自製商品) 神山部落耶穌聖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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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亮吊飾 DIY 
2018 茂林國家風景區創新遊程宣

傳影片截圖 
表 6、部落廚藝學校遊程照片一覽 

 
 

年度 大事記 

105 
進行「屏東縣霧臺鄉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設規劃案」專業

服務事宜 

107.7 辦理第一屆神山部落廚藝學校競賽，共認證 3家獲獎餐廳 

107.12- 

109.7 
霧台鄉阿禮及大武部落周邊環境改善及綠美化工程 

107.9 「屏東縣霧台鄉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定說明書」定稿 

107.9- 

109.7 

本處依前揭劃定說明書會銜各中央機關有關「轄管霧臺鄉劃

定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相關事宜」事宜 

108.8 辦理第二屆神山部落廚藝學校競賽，共認證 3家獲獎餐廳 

109.7-11 
辦理「屏東縣霧臺鄉阿禮部落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

人員培訓課程」 

109.7.13 
召開「研商屏東縣霧臺鄉阿禮、神山、大武部落自然人文生

態景觀區管理事宜會議」 

109.7 

屏東縣政府函請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登行政院公報有關

該府暨國防部、內政部及交通部會銜劃定「屏東縣霧臺鄉阿

禮、神山、大武部落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109.11 
屏東縣霧臺鄉阿禮部落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

─認證考試 

109.11.17 令頒「屏東縣自然人文景觀區經營管理辦法」 

110.11 辦理第三屆神山部落廚藝學校競賽，共認證 3家獲獎餐廳 

111.8 
綠生活旅行社「走入屏北山麓‧秘遊原鄉山城」獲中華民國

品保協會肯定為歐美紐澳入境組金質獎。 

表 7、推動部落廚藝學校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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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廚藝學校遊程於 111 年獲選「品保協會金質旅遊獎」，入選「2022 入

境旅遊類－歐美紐澳地區來台旅遊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