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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壹 前言

因
應漁業環境變遷及民眾的生活型態改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自1991 年起即積極推動漁業轉

型，推動特色休閒農業旅遊。休閒農業是結合農林漁牧

生產、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旅遊與體驗

學習的產業，是傳統農業提升附加價值的新亮點產業。

休閒農業不僅能帶來人潮，其特色產品也是遊客喜愛

的伴手禮，其發展不僅需要生產者，也需要行銷、研

發等各界人才共同投入。

農業是經濟產業，更具有高度社會人文與環境生

態的多功能價值，不應單從農產品的價格來定位農

樂活農業─吃喝玩樂在立川

立川農場

文／李月華（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專任副教授）

2



1 0 5年度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 I I R ）

3333

業，應從社會（生活支持）、環境（生態服務）、經濟（產業價值鏈）價值面向決

定農業的走向(胡興華，2014)。故休閒農業的發展應從過去以農民為核心的「三生

農業」-提高生產、改善生活、維護生態到現在的「價值農業」-經濟價值、社會價

值、環境價值。產業的價值越大，存在的價值也越高；其價值是由消費者決定，故

可從品質、型態、加工、包裝、行銷等來加值農業，讓臺灣的農業不只在國內發光

發熱，更能揚名國際。

立川農場為國內黃金蜆之唯一養殖地，供應大廠台糖、白蘭氏等蜆精之上游

原料；並養殖其他漁產如貴妃魚、活力鯛(吳郭魚)等，近來轉型為觀光休閒農場。

面對休閒農業的發展，為使立川能夠在這波的樂活農業中得以積極轉型升級，嘗

試透過創新體驗服務使樂活養生、自然健康、生態環保之價值融入在日常的營運

中，並以此來逐步建立品牌利基。發展的過程中藉由102年經濟部商業司服務業創

新研發政府補助計畫「整合黃金蜆文化產業創新服務加值計畫」，建立養殖地理環

境、虛擬實境體驗、互動遊戲、文創產品等來串連園區遊覽的動線。

立川突破傳統農業觀光的做法，促進產品加值開發並帶動花東觀光產業，奠

定了臺灣養殖漁業的「價值農業」參考學習案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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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養殖業環境
臺灣雖擁有豐富的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但因全球氣候變遷、海水污染等因素，使

得漁獲量逐年下滑。另外，臺灣養殖漁業長久被詬病造成地層下陷和水質環境污染，再

加上經貿自由化的農業戰都使得養殖成本提高，養殖收益下滑，影響漁村與漁業發展，

造成漁村青壯人口逐漸外流，導致臺灣漁業面臨極大的壓力與挑戰。政府為提供傳統漁

業轉型機會，調整漁業產業結構，繁榮漁村經濟，以休閒漁業為政府漁業政策之施政重

點之一。擬定「休閒農業計畫」及「娛樂漁業管理辦法」，並強調養殖事業與環境的和

諧共存(蕭倩慧，2007)，期許產業結構轉型成為兼具生活、生產、生態，以及教育性的

第四級休閒遊憩產業。

從產業發展理論的角度觀之，利用休閒漁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之重要手段，將仍多

數處於一級產業（生產）或二級產業（加工）之漁業型態轉型成為三級產業（服務），

最終目的在提升漁業之競爭能力 (鄒宜君 & 陳墀吉，2008) 。因此，如何善用既有漁村

和漁港資源來輔導地方產業轉型，吸引青壯人力留鄉，讓漁村經濟永續發展，遂成為當

務之急。

二、產業現況產及發展趨勢
為了因應農業轉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自 1991 年起即積極推動漁業轉型發

展休閒漁業(農業委員會，2016)。近年來政府積極將漁業發展與觀光遊憩結合成休閒漁

業，傳統漁村利用原有的資源推行休閒漁業；例如：漁村可運用其豐富特殊的景緻與漁

港的生活空間，讓民眾有機會享受體驗豐富多樣的漁業活動，近距離接近各種活生生的

農村生活，像牽罟、定置網、魚塭抓魚、養殖、採紫菜、摸蜆蛤、採蚵等等。這種休閒

漁業活動兼具漁業生產、漁民生活及漁村生態「三生一體」的特色，也是目前漁業經營

轉型的重要政策之一(漁業署，2014)。

臺灣農業自民國 100年開始進入「價值農業」時代，可考慮擴大與異業結合。產業

從上下左右的延伸，如農機、肥料、飼料、食品、生技、疫苗、保健、資訊 ⋯ 等，形

貳 產業發展現況與困境貳 產業發展現況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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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農業有關的「農業價值鏈」。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支援、生產、加工、包裝、

運輸、行銷等，這些活動皆可加值農業的經濟、社會、環境價值。未來的農業將是以價

值為取向的「價值農業」，農業的價值愈大，產業存在的價值也愈高(胡興華，2014)。

農業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環境價值」的結合愈緊密，愈具有競爭力及可

永續經營，對產業的貢獻也愈大，亦達到全民共享。

至104年底止，國內累計劃定75處休閒農業區，評鑑成績逐步成長並採分級分類

方式予以輔導，期能全面提升區內農民整體經營休閒農業水準(農業委員會，2016)。

104 年計吸引遊客前往農村休閒旅遊逾 2,450 萬人次、創造產值達 105 億元，其中外

國遊客 38 萬餘人次，較 103 年成長 26% (農業委員會，105) 。目前在國內外觀光休

閒活動的發展趨勢主要以三大主軸為導向，包括「視聽導向型」、「電子遊戲型」、

「角色扮演型」（高崇倫、王育文 & 羅瓊娟，2010）。與休閒農業旅遊有關的發展趨

勢如下：

1.    與區域地理環境特徵結合的農業旅遊

目前國內外產業休閒活動趨勢皆有結合視聽導向型、電子遊戲型、角色扮演型，

而要讓參與者能有更深刻的感官回饋其最主要為地理環境(高崇倫、王育文 & 羅瓊娟，

2010)，因為在從事休閒農業活動時，參與者往往會受周遭地理環境氛圍的影響，與區

域地理環境特徵結合能達到自我實現及學習新奇事物的成就感。

2.    獨特的互動導覽體驗模式建立

廖梨伶與劉潔心(2001)的研究指出以遊戲性的故事結合電腦多媒體聲光效果，可發

展出一個有趣的教學環境。劇場式的技術引進使參觀者更有參與感，多媒體展示因高科

技（虛擬實境）的導入勢必更為逼真。花蓮縣壽豐鄉立川魚場也於100年增設了五星級

養殖環境的虛擬實境技術，藉由互動的展示提供給遊客身歷其境感受。

3.    多元語言生態導覽吸引國際觀光客

為了因應國內族群多元化，其相關著名教育觀光園區皆建立多方語言導覽，供遊

覽民眾能直接與故事互動，降低語言隔閡。一般而言，活動導覽為了克服國內外語言問

題，除了國語，另外還新增閩南語、客語、英語，讓國內外遊客能直接學習農村文化之

故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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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品牌意象提升暨服務培訓建立

近年來，農委會積極協助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改善旅遊環境，另也建立休閒農

業職能基準，培育優良人力素質，開發多元農遊元素，強化遊客印象與好感度，包含

體驗商品、旅遊伴手禮、農村料理等；協助業者參與國內外旅展及建立多元實體與虛

擬行銷通路，擴大國際客群。

三、發展創新或轉型所面臨的困境
臺灣在91年元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臺灣水產品市場狹小，生產

成本高；更因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有許多低價產品進軍臺灣市場侵蝕國內市場，我

國養殖水產品一直面臨強烈之競爭壓力與嚴峻考驗。面對這些危機，臺灣農業積極往

「市場導向」與「創新導向」，以提高農業之價值。農業升級轉型的成敗在於「創

新」，如何整合傳統文化、現代科技、企業經營及行銷通路等知識，改善農業體質提

升農業競爭力，仍係漁業產、官、學各界當前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結合未來發展

趨勢及創新轉型的過程中，業者面臨了三大挑戰：如何提升經營效率、建立水產品牌

與促銷推廣體系。

1.    如何提升農業經營效率

臺灣農業屬家庭農場

經營型態，規模小，研發成

果商品化不足。導入現代化

經營管理及提升行銷力為當

務之急。因此規劃產、製、

銷一貫作業之生產專區，以

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經營效

率，來強化國際競爭能力。

2.    如何建立農產品牌

建立優質水產品，樹

立國產品牌形象，穩定並提

高水產品附加價值、開拓多元運銷通道，以及拓展國外市場，應該是未來產銷努力的

重點方向。但大多數業者對於財務管理、行銷等專業認知較不足，仍需專業輔導拓展

立川農場以體驗行銷，建立魚食文化。



1 0 5年度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 I I R ）

3737

更多國內外販售商機，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業者也透過認證與品牌商標以使消費者產生

品牌連結及品牌認同。

3.    如何加強農產促銷推廣體系

培育農產行銷專業人才，設置國內外展售據點，加強宣導促銷水產品活動，讓國

人由認識水產品開始，逐漸接受並養成消費習慣，以建立國人魚食文化。加強品質認證

與品牌行銷，運用電子商務系統，建立宅配及網路行銷通路，廣設直銷據點，縮短行銷

流程。另外，業者也可與現行通路業者加強合作，建立具特色之行銷據點，開創行銷通

路。

基於上述三個挑戰，立川農場積極推動特色休閒農業旅遊，開拓新興市場商機。立

川農場坐落在政府所規劃之壽豐鄉黃金蜆休閒農業區範圍內，為因應現代觀光休閒的潮

流及配合政策，規劃整合包含壽豐鄉內的養殖漁業、無毒農業、蜆精製造加工等一、二

級產業。因此，立川將結合花蓮特殊地貌，透過ICT加值設計、研發具地方特色的黃金

蜆觀光園區，讓遊客真實體驗到花蓮壽豐的漁業人文與濃厚情誼。

體驗行銷能創造的價值遠大於傳統行銷將焦點集中於或服務，消費者所追求的是參

與其中所獲得的感覺（Pine & Gilmore, 2003）。由於原先的黃金蜆園區為單元化的模式

組成，使遊客遊園時較難深度的體驗黃金蜆生態及其文化產業，故期望藉由102年「整

合黃金蜆文化產業創新服務加值計畫」強化黃金蜆生態文化館不足的地方。用體驗行銷

傳達立川農場「愛與分享」的品牌精神感動顧客，未來更期盼能吸引更多外國觀光客能

與立川農場共襄盛舉黃金蜆。

一、公司發展歷程
花蓮縣壽豐鄉立川休閒漁場(簡稱立川農場)座落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致力

於黃金蜆的產業發展達40年的歷史。創辦人蔡有進先生有感於「事業不只立於川流之

間，家族更因川流而立」，故取名「立川」。目前主要以生產高品質的黃金蜆提煉蜆精

參 公司簡介參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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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架構圖
全公司組織圖及各部門工作執掌如圖1。

(立川提供)

圖1  立川農場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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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保健食品的生產，除自我品牌外，蜆精原料亦提供給台糖生技、統一食品及白

蘭氏等國內大廠，成功促使形成特有之黃金蜆產業聚落。

立川農場位於臺灣東部淨土，是全球黃金蜆唯一製造原廠。黃金蜆由立川所

創，也是世界第一深入研究的公司。黃金蜆養價值遠遠高於其它現有蜆類，尤其維

持肝臟健康的有效性具有多項研究證實。良好的口碑更廣傳兩岸三地與國際。立川

農場除了專業養殖轉型外，更配合行政院農委會之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政策，積極朝

「蜆專業養殖與加工」轉型發展。

為了穩定蜆之產銷平衡，提昇產業層次，乃陸續開發「綠川」蜆精、蜆錠、蜆

丸、蜆之素、兒童健素等系列商品問世。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黃金蜆精已成了國內健

康飲品的知名品牌，目前每年約有 2,000 公噸鮮蜆被作為市面上蜆精之萃取原料，對

於增加花蓮縣漁民收益並提高所產黃金蜆價值而言，確有實質上的明顯助益與成效。

三、經營理念與策略
自1971年創立以來，立川農場秉持一貫謙和踏實的精神，不僅與花東地區各同

（異）業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更在本身專業的領域更是精益求精。在生產技術、經

營觀念上不斷的創新突破，把不起眼的「蜆仔」經營的有聲有色，使得「壽豐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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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立川 LOGO 
(資料來源：立川農場官網)

時間 獲得獎項、專利或技術報告

2014 保肝協會成立

2012 綠川黃金蜆精(錠)獲衛生署「護肝」健康食品
認證

2011 榮獲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頒發水產精品獎

2008 首爾世界發明獎俄羅斯頒發「對人類健康貢獻

特別獎」

2008 首爾世界發明獎金牌獎

2008 綠川黃金蜆精通過ISO22000認證

2008
Freshwater Clam Extract Ameliorates 5 Acute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Hemorrhage in Rats. 刊
登在國際期刊WSPC

2007 綠川黃金蜆精通過TGAP認證

2006 綠川黃金蜆精通過HACCP認證

2005 綠川黃金蜆精通過CAS優良農產品、無毒農業

表1  公司獲獎及認證

蜆」聲名遠播。研發團隊在不斷的努力與政府的輔導下，從改善養殖的品質與環境

努力，到產品研發的落實商業化，已成功地推出醃漬蜆、蜆丸、蜆錠、蜆精等研發產

品。這些成果可見證立川在此產業上的努力，為更加提升花蓮黃金蜆養殖的產業，未

來將致力於黃金蜆的全面價值化與多元的產品應用方向，必能再創臺灣黃金蜆產業的

高峰，推向全世界。

Li-Chuan 立川 LOGO 是中英合併的形意組合，如圖2。L代表了3個意涵(Lord's 

Love, Life, Learning )，同時也是立川的信念與精神。愛：事業是以上帝的愛來領航；

生命：是生態、生產、生活兼顧的平台，以Life為核心價值的事業；學習：謙卑的學

習，不斷的追求卓越。

四、公司獲獎、認證、特殊表現等
曾獲全國的78、84年度十大傑出農民殊榮，並獲總統召見。產品也取得GMP食品

認證及食品金牌獎等肯定。近年來，公司獲獎及認證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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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川於100年度受經濟部東部特色產業研發聯盟示範計畫協助，完成虛擬實境展

示系統及服務品質管理系統，透過高科技的聲光模擬技術，讓遊客體驗黃金蜆得天獨

厚的生長環境。但在執行的過程中，發現由於前次計畫為單元化的模式組成，無法活

化並鏈結園區內各遊憩場域，難使遊客遊園時做深度體驗，面臨的問題包括(1)黃金蜆

生態館與廊道無區隔，遊客於廊道走動時會影響觀賞虛擬實境的遊客。 (2)聲光效果稍

嫌不足，缺乏有感體驗。 (3)文化

長廊只展示立川之歷史文物、各

類蜆之生態模型及產品應用海報

等，缺乏互動。 (4) 解說人員的解

說技巧及口條訓練略顯不足且不

一致。因此計畫藉由102年政府的

立川農場結合花蓮特殊地貌，研發具地方特色的黃金蜆觀光園區。

肆 服務創新模式分析肆 服務創新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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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引進虛擬實境的遊戲技術，運用數位科技，整合聲光效果，深化展示擬真性與

互動性，強化遊客印象與好感度。

一、創新經營概念及方法
藉由此次計畫運用ICT科技再造營運流程，打造更具吸引力與互動力的黃金蜆生

態展示館，使其兼具教育、休閒與觀光的第四級產業。不僅將黃金蜆文化館服務加

值，也扭轉傳統製造業給人的刻板印象，將傳統製造業「產品導向」轉為「服務導

向」，不再單以「實體產品」，而是以「無形服務」來差異化，進而創造更高的附加

價值。期望創造新的體驗模式，且能隱含著產業技術的教育傳承目的，透過寓教於樂

的形式轉化成教育資源。

此計畫結合生態導覽、漁業人文、休閒活動等內涵，提供遊客綜合性之旅遊服

務；並以此為平台，展示花蓮優質無毒養殖環境，建立「花蓮漁產」優良品牌形象，

增加觀光效益。近程目標主要著重在吸引國內觀光人口，利用品牌優勢吸引國內遊

客。遠程目標期盼能吸引更多外國觀光客，改善軟、硬體設施，並利用參與大型展覽

與舉辦各類活動的機會，擴大公司能見度與知名度。

硬體方面增設：(1)黃金蜆生態文化館解說添增3D聲光效果硬體及隔音門，以期區

隔不同入園時間之人次，使演說內容不受干擾；(2)文化長廊添增互動遊戲之觸控螢幕

電腦設施；(3)添增蜆寶寶等公仔玩偶。軟體方面則(1)建立解說員解說SOP，訓練解說

員具有更具吸引力之口條；(2)文化長廊設計更具互動之遊戲，活絡遊客遊園興致；(3)

添增多元化語言 (台、日、英語言) 與字幕內容。

執行方式包括(1)整合黃金蜆生態文化館規劃設計，各地方遊客的導覽解說標準接

待流程、遊園動線以及簡報內容，主題以臺灣黃金蜆故鄉、五星級養殖環境、健康商

品、水產養殖 (臺灣雕、貴妃魚) ⋯等眾多訊息；(2)規劃設計黃金蜆寶寶CI意象，及協

助其發展更具聲光效果之硬體設施；(3)設計更具互動性之遊戲，增加園區知識文化，

透過各類模式結合串連性的體驗流程，提高遊客對產業的認知；(4) 透過虛擬實境展示

科技，於館內塑造五星級養殖環境的情境空間，藉此吸遊客目光與高度注意力，衍生

對立川蜆相關產品之興趣；(5)提升品牌知名度方面，將透過互動遊戲體驗，讓遊客將

其過程拍照合影上傳於官方網站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等），藉此來換購精美小禮

品，可將遊客導入展售中心，達到推廣。在藉由兼具教育與觀光休閒功能的做法下，

來增加觀光遊園人次，使其成為旅遊東部的重要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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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模式與流程
黃金蜆生態文化館是顧客進入園區內的第一首站(圖3)，為強化顧客對黃金蜆

的知識學習與漁業人文，將透過結合整體園區遊覽規劃動線，鏈結園區內各場域，

沿摸蜆體驗池地理環境量身打造蜆的知識文化走廊，由蜆生長環境、蜆沙孵育、蜆

豆成長、蜆的採收。再藉由導覽人員就其參觀據點加以解說，並於文化走廊上增設

互動遊戲體驗區，從玩樂中了解水產文化的知識人文，讓消費者親身體驗，加深純

淨、無汙染之黃金蜆養殖產業，藉此強化遊客對品牌印象，建立口碑傳播，創造入

園收入，其體驗流程如圖4。

(立川提供)

圖3 黃金蜆文化生態館外觀實景圖

(立川提供)

入圍／
再入圍

口碑
傳播

美食
饗宴

強化品牌印象

創造入圍收益

建立立川口碑

休閒漁業標竿

建立第一
印象

了解園區產
業知識人文

有感體驗／
提升消費

互動遊戲體驗
／加深印象

圖4 立川農場品牌印象創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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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黃金蜆生態文化館空間區塊活化

1.   有效的空間運用

妥善運用每塊角落，使整個視聽感官發揮最大效益，包含虛擬實境展示水資源循環

解說室、文化長廊(展覽區及互動體驗區)的空間規畫及展示櫃的陳列方。

2.    遊客遊園體驗動線規劃

由解說服務人員帶領遊客前往(1)虛擬實境展示水資源循環解說室，使遊客透過動

態聲光，體驗花蓮五星級養殖環境水循環之虛擬實境，從太平洋水氣上升-海風吹來-

中央山脈阻擋水氣-雲霧成形-雲漸厚而天暗-雷鳴雨下-雨水匯流成溪-匯聚縱谷成河-雨

過天晴-又現陽光彩虹之虛擬情境；讓遊客了解壽豐鄉，擁有得天獨厚的五星級養殖環

境，立川農場就是位於這區域的中心，提供了黃金蜆優質的生長環境，是壽豐鄉當地

居民發展無毒農漁業最重要的依據。(2)緊接著將遊客帶領到文化長廊，先看到的是來

自四面八方的養殖社區夥伴們淌著汗水、帶著微笑，在這樣的環境下看見了生命的亮

點，並融合了生態環境解說與空間情境，讓遊客有初步的了解。(3)接著來到互動體驗

牆了解各品種的蜆仔記憶翻牌遊戲，沿著路面走，透過蜆／水產漁業知識文化的認識

了解，包含黃金蜆的養殖生長過程、五星級的生態養殖流程等。(4)透過撒苗的體驗遊

戲，讓遊客體驗漁夫撒苗的過程， 經由一連貫的體驗，(5)接著為透過蜆／水產產品對

人體助益功效的簡介牆、解

說與認證安全健康商品，(6)

最後透過前述各品種的蜆仔

記憶互動遊戲的體驗，利用

得分之高低，規劃設計產品

之折扣，讓遊客將其過程拍

照合影上傳於官方網站或社

交平台（如 facebook等），

藉此來換購精美小禮品，不

僅可將遊客導入展售中心，

進而到休閒活動 (摸蜆體驗

區，如圖5)、五餅二魚（美

食饗宴區）等。
黃金蜆生態文化館，打造蜆的知識走廊，並增設互動遊戲體驗，讓

消費者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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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展覽內容

除了原先展覽解說室的中央山脈之假山設施，以擬真之水資源循環動畫內容，加上

錄製好的解說音效與背景音樂，更能提升展示水平；並於文化長廊上依實體模型呈現展

示外，也融合生態解說、漁業人文、蜆／水產知識文化、認證安全健康商品、休閒活動

等訊息。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從一級至三級產業整體解說，讓消費者以宏觀方式瞭解

產業，以微觀方式認識立川。

(二)  虛擬實境加值應用模式建立

1.   多元語言生態導覽設計

為有效提供各種遊客之多

元需求，規劃設計針對不同客層

於黃金蜆生態文化館虛擬實境體

驗內容增設台、日、英語言及字

幕的導覽解說、接待流程、遊園

動線以及簡報內容，以有效推廣

宣傳立川產業特色。

2.   虛擬實境展示空間加值應用

透過原有黃金蜆生態文化

館，增設環繞音響、定時噴霧效

果，整合聲、光、影效果，營造

遊客與蜆文化的互動關係及臨場

感，讓觀賞者能從視覺、聽覺完

整接收展示內容，並在文化長廊

的天花板上依不同情境來進行塑

造，以藍天白雲及烏雲密布的方

式呈現，加深印象。

摸蜆仔兼洗褲趣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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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動遊戲體驗模式建立

為了讓造訪立川的每位旅客在遊玩中了解蜆／水產養殖的知識； 提供各種不同品

種的蜆仔以記憶翻牌遊戲概念了解蜆仔品種；讓遊客體驗一日漁夫灑苗的過程，透過各

類模式結合創造教育新價值。

三、品牌意象提升暨服務培訓建立

(一)   CI品牌設計
將規劃設計出一個具代表立川企業黃金蜆

寶寶公仔，建立具有統一的企業風格，取得消

費大眾的認同。

(二)   建立種子解說人員 SOP
觀光旅遊包括有形的設施與無形的商品，

故對於休閒遊憩所具有的特性加以說明，有助

於瞭解休閒產業的屬性與特質。將針對種子解說人員所需的解說技巧，包含環境氣氛、

親切服務、體驗內容等，建立服務品質標準書。讓服務同仁們在服務品質達到一致性，

提供完整的優質服務，增加品牌意象。

(三)   展會活動暨行銷推廣

1.   本公司現有通路：以本公司現有販售、行銷通路，加上已有網路資源如：官方網

站、購物網站、部落格及facebook粉絲專頁，共同行銷宣傳。

2.   參加大型展覽：利用機會參加國際美食展與舉辦黃金蜆節或是相關活動，增加曝光

度與能見度。

3.   大眾傳播媒體：定期舉辦活動，提供能夠吸引媒體報導的新聞資訊，藉此吸引消費

者關注，增加來訪意願。

4.   旅行社業者合作：可運用原有立川農場品牌優勢與旅行社業者合作帶來遊客，體

驗黃金蜆文化生態與立川美食。兩岸直航之後，立川農場長期配合的全省各地旅行

社，透過養殖區域的NPO組織，規劃專業的養殖漁業參訪行程。

黃金蜆寶寶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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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川農場

服
務
流
程

消
費
流
程

圖7  顧客價值建構流程

制定服務
品質標準書

黃金蜆生態解說室

文化長廊

互動體驗／漁業人文

展銷中心

休閒娛樂

美食饗宴

戶外教學

散客

家庭旅遊

一般團客

得天獨厚的五星
級養殖環境

用愛生命學習的
經營理念

得人如魚的終極
追求標竿

豐富的生態環境

伍 顧客價值與效益分析伍 顧客價值與效益分析

一、顧客價值
在既有之觀光休閒農場的基礎模式下（如：黃金蜆生態解說與導覽、一兼二顧摸蜆

仔兼洗褲趣味活動等）；黃金蜆生態文化館體驗行銷建構為一項創新觀光應用服務，是

依據參訪立川遊客的新客製化行程動線研發規劃，來建構顧客價值，如圖7。透過優質

的養殖環境、豐沛的人文與生態環境，將黃金蜆生態文化館與館內其它區域做串連，使

參訪遊客透過虛擬實境展示科技以及館內情境空間塑造，吸引遊客目光與高度注意力。

藉此建立品牌優勢吸引國內遊客，以提升休閒遊憩活動的參與量，並透過服務品質提

升、發揮資源效益及促進顧客與立川之雙贏互惠原則，落實永續經營的目標。此服務流

程符合體驗行銷的特點：獨特性、持續性、參與性、創新性、以及高附加價值性（何雍

慶、蘇子炘與張永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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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未來展望陸 結論與未來展望

二、效益分析
透過本次計畫的執行，立川園區的量化效益已相當顯著。在執行期間增加國內

觀光人數4.2萬人；國外觀光人數增加505人；觀光收入增加2,148萬元。另外，因應

新增服務場館，新聘導覽及活動服務人員10人。其他的效益包括為地方培育專業行

銷人員，增加地方就業機會；結合地方特色產業，促進周邊觀光產業發展；觸動更

多的漁業產生相對性的服務需求，並帶動更多的商機，從而建構漁業資源永續發展

之契機。

立川農場深根花蓮40餘年，緊鄰花蓮壽豐地區休閒農場及觀光景點，未來

將可串連壽豐鄉健康休閒、特色美食、無毒農業、在地文化等產業的周邊景點業

者，如理想大地度假飯店、花蓮海洋公園、小雨蛙有機生態農場、如豐琢玉工

坊、壽豐鄉農村文物館等。以異業合作的服務模式，取代傳統單一服務模式，規

劃1~2日的深度心靈旅遊優惠套裝行程，也可降低遊客前來旅遊的成本負擔，發展

出功能齊全又富有遊趣性的新型態服務；藉此強化各業者間的合作關係，形成跨

業資源的服務網絡，提供遊客適地性的服務，活絡地方商機與經濟發展。

立川運用ICT科技再造營運流程，打造具有教育、休閒與觀光的黃金蜆生態

文化園區。藉由深度體驗建立品牌優勢吸引國內外遊客，提升休閒遊憩活動的參

與量，以提高黃金蜆相關產品的銷售產量。除了可活絡地方商機與經濟發展，且

帶動周邊的在地觀光景點。黃金蜆園區雖為一項創新觀光應用服務，但也展現農

業在「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及「環境價值」等多功能價值，與花蓮縣壽豐

鄉居民生活息息相關，如就業機會、生態環境、健康營養、農村社會、農業文化

等。從此個案可了解樂活農業所帶動的地方經濟及衍生的效益價值，均非其他產

業所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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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成立立川農場，開始漁牧事業。

1989年 →榮獲十大傑出農民。

1993年 →與水產試驗所共同研發蜆精粉成功。

1995年 →榮獲十大傑出漁民，並獲總統召見。

1996年 →全國第一瓶綠川黃金蜆精上市，榮獲海宴(優質水產品)認證。

1999年 →取得農委會研究計畫，證實蜆對肝機能有提升效益，同年榮獲中華民

國消費者協會「全國消費金牌獎」「GMP食品」認證。

2001年 →逐漸發展為休閒漁場，提供「摸蜆仔兼洗褲」體驗活動，以及黃金蜆

風味餐。

2002年 →與台糖公司合作，製成台糖蜆精上市。

2003年 →立川成為臺灣休閒農業示範區；同年產品外銷日本、東南亞等國家。

2004年 →取得GAP「優良水產養殖場」認證。

2005年 →「綠川」黃金蜆精取得「CAS優良農產品」「無毒農業」認證。

2006年 →綠川黃金蜆精獲得HACCP認證。

2007年 →立川通過TGAP產銷履歷驗證。

2008年 →立川通過「ISO 22000」認證。

2010年 →綠川黃金蜆精獲得「水產精品」認證

2012年 →綠川黃金蜆精錠獲得國家健康倉品認證

2014年 →保肝協會成立

立川未來將促進黃金蜆產業相關商品產品加值開發並推廣東部休閒觀光產業，導

入東部特殊地理環境資源，讓遊客了解水產的知識及人文，將可觸動更多的漁業與傳

統製造業產生相對性的服務需求。從一級的養殖漁業到二級的加工製造、健康食品，

三級的休閒服務進而四級的體驗，到五級的美學，帶動更多花東區域的商機，從而建

構漁業資源永續發展之契機。

柒 重要大事記柒 重要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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