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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四天三夜的宜蘭科管週之旅這麼快就過完了，回想起出發那天，心理

其實充滿了期待，畢竟我們花費了一個多學期的規劃，要展開旅程的心理狀態真

是既緊張又期待。這次的參訪也帶給我們許多收穫，這次科管週以 MIT+宜蘭在

地產業參訪為主題，帶著我們從在地經營、世代傳承、傳統轉型、創新加值四個

方面來觀察宜蘭的在地產業，而這次雖然聽說跟以往比起來參觀的點不多，但每

個點卻都有自己獨特的經營方式及技術創新。 

我們參訪的第一站來到善化啤酒廠，善化啤酒廠早期以生產啤酒為主，後期

配合政府政策將觀光導入，成為第一家啤酒觀光工廠，雖然比起現今許多具有規

模的觀光工廠，善化啤酒廠沒有明亮大方的參觀走廊，設施看似也相對老舊，但

整體而言，參觀動線不僅井井有條，而且時光的邁進也相對更能觀察到歷史演進

的痕跡，像是從一級的橫臥式發酵桶到直立式發酵桶的轉變，更大的容量及更有

效率的生產模式讓我們看到製酒設備上的創新。在這裡趙先生以他數十年的經驗

詳細地介紹啤酒了生產製程，包括從原料的選擇：芳香型的啤酒花、精選的大麥、

台灣特有副產品蓬萊米及來自曾文水庫的釀造水，到製麥、糖化、發酵、包裝，

透過以實際的文物展示來帶我們一一詳細了解製酒的過程。當然，我印象最深的

還是那參訪完最後行程中，那入口新鮮涼爽的台灣啤酒，它順滑的口感及啤酒香

氣真是令人回味無窮呢。 

 

 

 

 

 

 

 

 

接下來的三天，我們直接進入宜蘭體驗並了解他們的在地產業。宜蘭以好山

好水著稱，不僅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冷泉資源及多樣的農業栽培，其中更以他們

豐沛的水資源著稱，於是科管週的第二天我們就來到員山鄉來參觀宜蘭的養殖產

業。 

首先，我們來到了勝洋水草，除了環境相當舒適外，整個農場給人的感覺也

是相當明亮清爽。至今農場已頗具有規模，含括生態環境、手做 DIY的搭配、水

草料理的品嘗，整個休閒農場以水草為主題環繞，然而，從起初對於水草什麼都

不會，要整頓至如今這番風貌，老闆也下了許多功夫，徐志雄老闆說到，一家休

閒農場的經營，最重要的是休閒農場的主題定位，而當農場有了自己的主題特色，

自然就會吸引遊客來朝聖，但即便有了特色，也是要不斷透過創新的想法及勇於



嘗試的精神才可使自己的農場持續地經營下去，而老闆從養殖鰻魚轉型至水草養

殖，到休閒農場的經營，再到文創商品的開發，這整個創業歷程的創新思維及創

業精神給了我們很好的模範，相當值得我們學習及參考，這也是我這次宜蘭之旅

印象相當深刻的一個參訪景點。 

 

 

 

 

 

 

 

第二站是八甲魚場，而這天的午餐是享用八甲魚場的特色料理，老實說這午

餐的規模及食材都比我們想像的奢華許多，而新鮮肥美的香魚更是其中翹楚。八

甲魚場以員山鄉的天然純淨水質作為養殖的優良條件，而早期以生產養殖為主，

爾後才慢慢設立主題餐廳並進入特產品及禮盒開發，成為休閒魚場。而透過副理

的介紹，我們也認識了許多香魚養殖的技巧，像是飼養香魚的三大主要條件是水

質優良、溶氧量大、溫度適宜，而利用燈光調節及少量多餐的餵食方式就可以縮

短香魚的生長期到 6個月等等，除此之外，也觀賞了許多奇奇怪怪的養殖物，像

是第一次見到的鱷魚龜，名符其實長得皮粗肉厚外，據說性情也是相當兇猛，還

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科館週的第三天，我們去參觀了蘭陽發電廠，這似乎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參觀認識發電廠，而發電廠大規模的迎接也真是讓我們受寵若驚，但也是這透過

廠長及經理的詳細解說才讓我們得以深入認識發電原理，而又由於我們這學期正

好在開發電力相關的桌遊，來到這裡透過這樣的實際觀摩真是受益良多呢，而其

實最近關於電力的相關議題也討論得相當熱烈，實際參觀了發電廠才知道真的經

營發電廠是件不是很容易的事，不僅要配合政府達到政治目標，當實務執行與政

策有落差時又要提出解決方案，真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而對於管理背

景出身的我來說，這樣觀摩大型機具或是了解運作，都是相當特別的體驗及收

穫。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宜蘭傳統藝術中心，這裡感覺是一個相當有主題性的文

化中心，以現代的主題觀光經營模式搭配傳統文化的元素結合，讓來這裡的人可

以感受傳統文藝的氛圍，也不失現代觀光的趣味性，達到傳承文化的目的。在這

裡我們認識了許多的古祠及老建築，而透過美羚老師的解說才知道原來早期為了

因應許多的文化習俗，在傳統建築的設計上富含了許多學問，此外，整個街道、

建築的材質及形狀外觀都有其設計的理念及用意，在這裡我們也看到許多結合傳

統及創新思維的商品及文化，是個相當用心經營的場域。 

 

 

 

 

 

 

 

科管週的最後一天，我們來到了在台灣蘭花產業有「南台糖，北金車」之稱

的金車礁溪蘭花園，在這裡我們認識了蘭花的歷史、生長環境及栽培技術，還看

見了許多品種的蘭花，我自己最喜歡的倒是仙人掌區，這裡的仙人掌品種也有許

多，據說是因應不同氣候變化生長而長出得各種型態的仙人掌，看了真的是心情

相當好，而在這裡難得的體驗了戰神的 DIY水耕盆栽製作，雖然只是簡單的 DIY，

但是自己動手完成的果然還是特別有感情而且有成就感。這裡整體的環境舒適寬

廣，是相當適合休憩休閒的好去處。 

 

 

 

 

 

 

以整體的參訪行程來說，我覺得我們當天的行程大致上與規畫相差不遠，也

還算流暢通順，但我想這都是因為老師們在一旁輔佐及提及提醒，才能讓這次的

參訪行程順利。這次的科管週真的是一次我們很好的學習經驗，自科管週與我們

所學習的專案管理連結後，從主題訂定、時程規劃、經費預算、溝通問題到行前



會的檢核，雖然每個過程都有前案可循，但實際執行卻又十分不容易，可想而知

我們在這個過程我們也遭遇了許多瓶頸，像是一開始的分工不夠明確，導致有許

多認知上的錯誤，又或者在組織溝通上，我們經常透過線上的方式來開會，不僅

資訊傳遞有問題，開會過程也不夠效率而嚴謹，最後就是團隊沒有共識而造成溝

通障礙，然而慶幸的是這些都是學習的過程，有了一次的經驗，相信下次就會應

加進步，也很謝謝老師及學長姊們的提醒來引導我們順利完成這幾個月來努力的

成果。 

而在這次科管週，我的職務是第一天負責人，負責接洽及傳達第一天行程，

而作為四天來的第一個出場的負責人，其實我心裡是相當緊張的，慶幸的是第一

天只有一個參訪點，而且多數是在搭車，路程中間有足夠的時間討論及應對問題，

因此算是稍微減輕了身為負責人的壓力。另外我學習到許多的是在對外接洽的部

分，起初其實我以為只是像打電話訂位一樣提供幾項資訊，不過其實打電話洽談

不僅要做功課、要寫稿來整合要表述的內容及我們的要求外，有糾紛或是出現問

題時的說話口氣及講話態度都會影響對方與你溝通的內容，經過這次才知道談判

溝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此外，包括手冊資訊的編輯、撰寫及問題的擬定，這

方面也是經過老師們的提點才得以不斷的修正及加強，而最後，我們透過活動的

實際舉辦來同時驗正自己的學習成果，其實在活動結束的當下是挺有成就感的。 

而我想，科管週應該會是我在研究所期間很棒的回憶，真的很難得有這樣的

機會可以遠到外地進行 4天 3夜的參訪，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其實沒聽過研究所辦

這樣的活動，而這4天的旅程除了與老師、學長姐及同學們的關係又拉近許多外，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學習機會，跟著老師學者們以專業學識的角度觀摩產業，

看見的問題及特點又擴大了我們的視野，真的是收穫良多，期許明年參與科管週

的自己也能同樣樂在其中，認真觀察學習並且勇於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