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 

102 學年度畢業實務專題報告 

 

日本溫泉文化對臺灣的影響 

與關聯之探討－以北投溫泉為例 

 

指導老師：陳彥碩老師 

 

組長：19922211王薇淳 

組員：19922207楊家芷 

      19922216林芝瑩 

      19922253楊瓊婷 

 

 

專題完成 2013年 10 月 



i 

 

 

 



ii 

 

謝辭 

    本次畢業專題能夠順利如期完成，首先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陳彥碩老師，百忙

之中騰出時間指導我們，包括自起初創立 facebook社團、line群組，這個網路平台

使我們與師長、組員溝通更加便利及快速、固定兩個禮拜一次的小組會議、檢視全員

深入北投溫泉博物館積極勘查資料、紀錄歷史演進、拍攝相關事物...等。 

其中，陳彥碩老師指導的「專題論述法」著實引導組員能有頭緒進而找出問題點，

從中學習解決問題的辦法，當我們盲目慌亂時給予正確的關鍵及見解，提供諸多寶貴

的意見做為參考並極力給予我們鼓勵及批評指教，也尊重我們的意見更讓我們徹底了

解師長的辛勤及專業教學經驗。 

     此次，衷心感謝老師、學校給了我們這次專題報告的機會去磨練我們對事情的

專注力、探討問題能力、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從專題製作中，培養我們

細心與耐性去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藉以累積自己的實戰實作經驗與心得。也深深感

謝所有提供協助的學長姐們，熱心提示寶貴的參考資料及圖書文獻。透過本專題實務

的內容探討跟實際體驗，深感受益良多且終身受用無窮。 

    最後，再次感謝指導老師陳彥碩老師的諄諄教誨，也謝謝李天軼主任在專題實務

製作課程上的教導。經由該課程在專題製作的技巧講解及眾多講師的經驗分享，得以

學習到專題的探討及發表方式。同時，感謝組員們彼此同舟共濟的協調互助，縱使過

程中有些許摩擦但終能迎刃而解，按時完成進度及作品呈現，因而從中學習到團隊合

作精神的重要性。 

    在此，全體組員謹向所有提供指導與協助的師長和學長姐們致上最深的謝意。 

 

 

 

 

 



iii 

 

摘要 

  國人及來自國外的觀光客常喜歡造訪臺灣的溫泉觀光區，其中包括情侶、朋友、

同事或家人相邀至溫泉泡湯，藉以抒解壓力或享受生活，事實上「泡溫泉」不僅早已

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休閒娛樂，更結合了養生的概念，強調各種療效及有益健

康的功能。如今，溫泉業者看中溫泉產業所蘊藏的無窮商機，紛紛斥資更新設備系統

及裝潢，甚至開設新穎豪華的溫泉會館以吸引更多不同層次客人造訪。  

    本專題以聞名國際的觀光勝地—北投，作為研究地點，從該溫泉區開發的歷史變

遷及經營型態記錄臺灣溫泉產業的實況，並且實地訪查新北投溫泉區，蒐集各項資訊

以做為分析溫泉旅館經營特色之參考，並闡述該地區的溫泉觀光效益與商機；同時也

嘗試探討臺灣在開發及利用溫泉時所應思考的幾個面向，思考日後發展溫泉觀光產業

的趨勢與可能性。 

  論述上，係由四個章節組成：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第二章

認識溫泉、北投地理位置及溫泉起源發展、日治時期開發臺灣溫泉產業的歷史變遷及

日本與臺灣溫泉習慣之個案介紹；第三章蒐集溫泉產業的重要資訊，並經由店家資訊

表及特色調查，探討北投溫泉對臺灣觀光的貢獻度；第四章綜合分析並做出結論；文

末附件另附所編北投觀光導覽手冊，以供檢索之便。 

  前述的導覽手冊，著眼於北投周邊六景（梅庭、凱達格蘭文化館、北投公民會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地熱谷），討論從殘存的日本溫泉文化到北

投溫泉文化形成的新舊風貌，便於檢索北投溫泉的發展現況。 

 

 

 

 

關鍵詞：日本溫泉文化、北投、溫泉、觀光、溫泉產業、導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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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基於長期以來日本溫泉文化對臺灣的溫泉文化形成舉足輕重的影響，從殖民地時

期日本開發、經營溫泉開始，臺灣的溫泉歷經不同時期及性質殊異的經營型態，如今

「泡湯的溫泉文化」已經成為臺灣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將泡溫泉作為一種抒

發壓力及享受生活的管道和方式，甚至發展為因應商業觀光、家庭娛樂、社交禮儀等

各種不同目的的經營形態。 

本專題的研究動機旨在探討臺灣的溫泉文化的歷史變遷，並以鄰近地理之便，與

我們關係密切的北投溫泉為例，從溫泉的開發史、歷史變遷、經營特色等不同面向，

記錄臺灣溫泉產業的實況，並討論臺灣在利用及開發溫泉時，應整體思考包括觀光產

業在內，溫泉的永續經營及多元發展、頂級生活休閒型態、國際級溫泉開發經營管理

的可能性。 

就溫泉開發史來看，北投溫泉始於日治時期日本軍方及民間業者。最初從日本軍

方占領北投地區為軍營，開發北投溫泉用來招待軍官級將領開始，初步奠定日後臺灣

溫泉文化的基礎。1896 年，日本大阪商人平田源吾 1等人發現北投溫泉質佳，

極富觀光與商業價值，開設臺灣第一家溫泉旅社─「天狗庵」，成為北投溫

泉的先例與濫觴，於是北投匯集了許多家的溫泉旅館，逐漸成為名聲顯赫的溫泉

區。2由此可知，臺灣於日治時間即以北投溫泉為中心，由日本官民業者基於

慰勞軍官的政治性目的及商人開發觀光的商機而攜手開發，因而奠定了北投

溫泉發展的歷史契機。這也為日後民國時期的官民業者接續發展及管理，留下了

良好的基礎。 

 

                                                      
1
平田源吾，台北市溫泉發展協會， <平田源吾與北投溫泉 >， 

http://www.taipeisprings.org.tw/chinese/beitou/PingTianYuanWu.htm，2013.4.30。 
2
許陽明（2005年），《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頁 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www.taipeisprings.org.tw/chinese/beitou/PingTianYuanW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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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4月 30 日，臺北市政府核發「妓女證」（由圖 1-1-1可知），北投的「女

侍應生住宿戶聯誼會」成立，成為政府允許的合法風化區。因「女性侍應生制度」，

而成為知名的聲色場所。1967年 12月 22日，美國《時代週刊》（由圖 1-1-2可知）

更以「北投溫柔鄉」為題，詳細介紹北投溫泉的特殊產業遊客可指定女性侍應生接待

沐浴，故此當時的北投溫泉成為知名的聲色場所，於是北投溫泉的名聲遠揚國際。由

於色情業氾濫，有損國際形象，女性侍應生制度於 1979年 11月被政府廢止。3 

因此，本組以聞名國際的觀光勝地─北投做為專題研究地點，首先從探訪北投

溫泉博物館開始進行整體的歷史回顧，藉以了解北投溫泉在開發經營時的歷史變遷，

其次蒐集並記錄北投現今各種類型的溫泉飯店和觀光渡假型的溫泉會館在經營和特

色等資訊，並探討臺灣在發展溫泉觀光產業時所應思考的問題或方向。 

基於溫泉觀光應回歸及結合養生為目的的生活休閒功能的想法，許多國人或觀光

客會趁著放假期間，慕名前來北投泡溫泉。這種在忙碌的社會裡尋求慰藉放鬆的想法

而產生的休閒娛樂，因而成為許多業者紛紛投入經營的商機來源；從近年來許多民眾

或觀光客到溫泉旅館泡湯蔚為潮流，溫泉旅館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各種經營型態的

狀況看出這個產業符合臺灣發展「綠色煙囪產業」的潛力。4 

北投溫泉保留了若干日式泡湯的禮儀文化，也因應臺灣的風土民情而做出某些調

整。舉例而言，以往泡溫泉的場所都以大眾澡堂為主，但因現今的消費者重視個人隱

私空間及生活情趣而設有各種房型的私人浴池，供情侶或家庭共樂的溫泉； 同時也

為滿足朋友交遊的社交活動或家庭聚會等不同目的的需求，保留了大眾池的型態，有

些採取男女分開入浴的方式，有些允許男女混浴但要求入浴者需穿著泳裝的規定。 

各種溫泉旅館為吸引消費者蒞臨，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試圖樹立獨特的經營特

色，許多溫泉會館紛紛更新各種溫泉設備系統，並進行新穎而現代化的裝潢，大肆宣

傳溫泉泉質的健康療效，也設有各式各樣的浴池放入中藥藥材或提供冷熱各異的入浴

選擇。 

                                                      
3
許陽明（2005年），《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頁 31-33。 

4
綠色煙囪產業，綠色能源產業資訊，http://www.taiwangreenenergy.org.tw/About/，2013.6.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5%8C%96%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2%E4%BB%A3%E9%80%B1%E5%88%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9%E5%B9%B4
http://www.taiwangreenenergy.org.tw/About/，201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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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北投溫泉各種型態溫泉旅館的經營實況及消費者在選擇評比的標準，本組

全體組員走訪新北投溫泉地區進行實地訪查、收集溫泉飯店及會館的各項資訊以作為

溫泉旅館經營特色的參考。本專題希望透過北投溫泉諸項問題的探討，藉以了解該地

區的溫泉觀光型態在臺灣觀光產業中的貢獻度，闡述該溫泉產業帶給北投地區各種商

業利益及觀光效應的狀況。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專題首先在於了解北投開發經營溫泉區的歷史軌跡，藉探訪北投溫

泉博物館開始進行整體的歷史回顧，以了解北投溫泉區在開發經營時的變遷；從臺日

兩地溫泉文化的異同到現今北投溫泉區的發展現況進行解說及分析，並以日本靜岡縣

牧之源溫泉與臺灣北投溫泉之習慣做為個案比較。 

  其次，蒐集並記錄現今北投地區各種型態的溫泉飯店或溫泉會館的經營和特色等

資訊以及介紹北投周邊六景（梅庭、凱達格蘭文化館、北投公民會館、北投溫泉博物

館、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地熱谷）；最後參考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數據資料，探討

北投溫泉區是否為臺灣觀光產業帶來影響及貢獻，並且思考臺灣發展溫泉觀光產業所

應思考的問題或未來走向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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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本節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以下分別為研究方法、研究步驟、研究架構與流程圖

等加以說明。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實地勘查、個案比較作為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是透過文獻

的蒐集、分析、來提取所需的資料，並對文獻做客觀的描述，首先介紹北投溫泉起源

發展、泉質介紹、日治時期對現代臺灣溫泉文化影響、探討北投歷史沿革。找尋觀光

局所發表之數據探討觀光貢獻後，臺日溫泉個案介紹，接著以彙整後的資料製作成導

覽刊物來介紹北投溫泉的特色及周邊景點與店家的一部分。 

    實地勘查是由本組全體組員至新北投地區進行探訪，包括現場觀察地形景觀、參

訪溫泉博物館，並至飯店實地訪查，以蒐集的資料做為製作店家分布特色表。本專題

透過實地勘查及所蒐集的資料，構成了本專題刊物製作的基本研究法及論述上的重要

依據。 

二、研究步驟 

   本文撰寫時的研究步驟分為以下八點。 

(一) 決定研究主題及方向。 

(二) 確定研究主題，形成研究動機、目的、問題、思考未來走向。 

(三) 訪查溫泉博物館、地熱谷、溫泉飯店。 

(四) 蒐集北投溫泉的歷史起源發展相關文獻將其資料做出整理。 

(五) 探討北投地區溫泉的起源、泉質介紹、日治時期所帶來的文化影響。 

(六) 根據蒐集到的店家資訊、特色，整理出北投溫泉飯店之表格。 

(七) 收集觀光貢獻的數據。 

(八) 製作北投溫泉導覽刊物，設計主題內容、將蒐集資料撰寫成內文、排版美                  

    編設計、校稿打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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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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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及個案介紹 

在探討臺灣溫泉文化是否深受日本溫泉文化的影響前，首先必須認識溫泉及其

成因與八種臺灣較常見且具療效的溫泉泉質；接著蒐集文獻探討歷史沿革切入該主

題，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受日本溫泉文化影響為何，以及對於北投地區的溫泉產業或

周邊相關產業的推動與發展有何影響；並探討日本靜岡縣牧之原與臺灣北投地區的

溫泉習慣，此兩地乃因其氣候、雨量無明顯差異，反而相似性極高，因而可做為本

專題之個案介紹，以加深探討日本與臺灣溫泉的差異性。進而了解臺灣溫泉產業深

受日本影響之源由。 

 

第一節 認識溫泉 

一、溫泉定義 

        「溫泉」是指從地下自然所湧出的泉水，其水溫高於當地年平均 

溫攝氏 5 度以上（或華氏 10 度）稱為溫泉。然而地球上每個地區的

年平均溫不一，例如赤道的年平均溫可能超過攝氏 25 度，高緯度地

區的年平均溫可能低於攝氏 10 度，而臺灣地區的年平均溫約為攝氏

20度，故地球上各個地區的溫泉的溫度，依照上述定義是不同的。（宋

聖榮、劉佳玫 2003） 

   

就上述溫泉的定義，可知世上的溫泉依各個地區在地熱條件上的差異性會有程度

殊異的特質，而臺灣因和日本同位於歐亞大陸板塊易擠壓的地區上，地熱的先天條件

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顯得優渥，因此年平均溫都能維持在攝氏 20 度以上的適切溫

度，利於發展溫泉觀光產業。 

下列表 2-1-1為符合溫泉標準之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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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大屯山地區的溫泉及噴氣孔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溫泉法法規」 

 

二、溫泉的成因 

  溫泉的形成有三大要件：一、熱源 二、水源 三、通道，而溫泉是雨水滲入地

底，地底下必須要有足夠的熱源能加熱泉水，其通道也是提供溫泉流動的條件之一，

因此在斷層帶或或構造活動多的破裂處較有溫泉。（陳文福，2010）（圖 2-1-1） 

 

 

 

 

 

溫度 30℃以上 

泉質中溶解物之濃度  （符合下列之一項） 

溶解固體量（TDS）  500mg/L 以上 

主要含量陰離子 

碳酸氫根離子（HCO3 ）  250mg/L 以上 

硫酸根離子（SO4） 250mg/L 以上 

含其他鹵族離子（Cl-） 250mg/L 以上 

特殊成分 

游離二氧化碳（CO2） 250mg/L 以上 

總硫化物  1 mg/L  以上 

總鐵離子  10 mg/L  以上 

鐳（Ra） 1億分之一毫克以上 

冷泉 游離二氧化碳 500mg/L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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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泉標準及名詞定義 

  臺灣的溫泉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由行政院發布施行。其法第一章第三

條第一項至第八項，對溫泉的相關名詞提出定義如下： 

一、溫泉：符合溫泉基準之溫水、冷水、氣體、或地熱（蒸氣）。 

二、溫泉水權：指依水利法對於溫泉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 

三、溫泉礦業權：指依礦業法對於溫泉之氣體或地熱（蒸氣）取得探礦權，或採礦權。 

四、溫泉露頭：指溫泉自然湧出之處。 

五、溫泉孔：指以開發方式取得溫泉之出處。 

六、溫泉區：指溫泉露頭、溫泉孔及計畫利用設施周邊，經勘定劃設並核定公告之範   

    圍。 

七、溫泉取供事業：指以溫泉水權或礦業權，提供自己或他人使用之事業。 

八、溫泉使用事業：指自溫泉取共事業獲得溫泉，作為觀光休閒遊憩、農業栽培、地   

       熱利用、生物科技或其他使用目的之事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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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種臺灣較常見且具療效的溫泉泉質 

表2-1-2 八種臺灣較常見且具療效的溫泉泉質 

 

資料來源：周蓉滋（2003），建構溫泉旅館專家系統，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論文 

泉質 特徵與功效 注意事項 

單純泉 

 

無色無味，沒什麼刺激性，泡起來舒服並可 

消除疲勞。適合高齡者浸泡，腦中風、手術 

及骨折後的復原等亦有廣泛療效。 

 

硫磺泉 色微黃，刺激性強，有股刺鼻的味道。有解 

毒和柔軟肌膚的作用；可改善神經痛、皮膚 

病、關節疼痛、糖尿病等症狀。 

 

浸泡時必須保持空氣

流通，老人家及皮膚

乾燥的人盡量不要浸

泡；另外，此泉質會

讓金屬類物品變黑，

需注意。 

碳酸泉 

 

無色透明，有股清涼感。可擴大血管，加速 

血液循環，降低血壓；對高血壓、神經痛、 

皮膚病及便秘皆有療效。 

 

碳 酸 氫

鈉泉 

 

無色透明，水涼得極快，有潤滑肌膚的效 

果。另利尿效果極佳，可改善慢性膽蘘炎、 

肝臟、消化器官疾病、糖尿病，及關節疼痛 

等症狀。 

高血壓及腎臟病患者

切勿隨意飲用。 

 

食鹽泉 

 

無色透明，保溫效果佳，殺菌力強，有鎮痛 

效果。可消除疲勞，改善神經痛、月經不順、 

腸胃毛病、不孕、痔瘡，及便秘等。 

高血壓及腎臟病患者

切勿隨意飲用。 

 

硫 酸 鹽

泉 

 

色微黃，含苦味，可預防動脈硬化，改善高

血壓、神經痛、動脈硬化、外傷、痔瘡，及

便秘等。 

含明礬成分的不可飲

用。 

 

酸性泉 

 

透明或微黃，味道刺鼻，殺菌力強，可治皮 

膚癬、溼疹、香港腳、痔瘡，及貧血等。 

對皮膚十分刺激，有時會 

引起潰爛，應注意。 

對皮膚十分刺激，有

時會 

引起潰爛，應注意。 

鐵泉 剛流出時為無色，接觸空氣後變成褐色。對 

改善貧血有很大療效；對腎臟病、腸胃病、 

月經不順、腰痛，及便秘等亦有功效。 

連毛巾浸水都會變

黃，且療效隨著顏色

變濁而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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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投歷史沿革探討 

一、明清西荷時期的北投 

  日治時期以前的臺灣，北投的溫泉被視為毒水，當地平埔族人及漢人對溫泉資源

的使用情況，只限於採硫磺，在昔日西班牙、荷蘭、清治時期的史料中皆有記載。5 

  《臺灣礦業史》中記載，硫磺是臺灣最早出現與使用的礦物，6北投則是臺灣硫

磺的主要產地。清初時期，林譧光《臺灣略記》亦有記載：「礦產於淡水，土人取之，

已易鹽米芬布」7，由此可見硫礦之交易頻繁。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來臺勘查硫礦，撰寫《裨海遊記》，詳細描述

探訪北投之過程。「復越峻坂五六，……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郁永

河轉述當地嚮導解釋此地的水源出於硫穴下，也就是溫泉，「又陟一小山顛，……白

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

更指出，搖曳著白煙的青色山間，就是硫穴。也提及溫泉所發出的臭味。8 

  直到乾隆年間，因有偷採硫礦作為火藥製造之用，清廷嚴令禁採，並設屯番9堅

守，爾後開採僅供軍用。1887年（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官

辦採硫與治腦，才得以解禁。10 

 

二、日治時期北投的開發與建設 

雖然早在 1894 年（光緒二十年），德國人奧利（R.N.Quely）就在臺灣北投發現

溫泉，並開設溫泉俱樂部。11但北投溫泉真正的發展，是始於日治時期。日治時期以

前，北投溫泉被視為毒水，日治時期以後，北投溫泉由「毒水」變「益水」。1895 年，

甲午戰爭結束，日本開始了在臺灣的殖民。1896年，大阪人平田原吾（圖 2-2-1）因

負傷至北投溫泉沐浴養生，幸得痊癒，深知北投溫泉療效。12並於 1896 年（明治二十

                                                      
5洪德俊，〈北投溫泉發展史〉，《北投采風》，（台北：人人，2000年），頁 34-39。 
6林迺信，《台灣礦業史》，第六篇「非金屬礦業」，（1966年）。 
7林譧光，《台灣略記》，台銀文叢第 104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64。 
8郁永河，《裨海遊記》，（1697年）。 
9
清代臺灣以熟番為主要武力的軍事屯田制度。 

10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34。 
11北投溫泉博物館 
12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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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三月，在北投開設第一家溫泉旅館－「天狗庵」（圖 2-2-2），13導入商業行為，

自此溫泉旅館便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開始了北投溫泉的觀光及商業價值。 

起初北投地區的溫泉旅館，只有部分有錢有勢的特殊階級才有能力享用，一般民

眾僅能利用北投溪中的溫泉。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北投溪的溫泉浴場發生了落

石傷人及男女混浴的情形，警察便以傷風敗俗之名，將浴場圍起，禁止入浴。之後，

靠著平田源吾等人的努力，將溪中露天浴場做了改善，警察單位才准許民眾入浴。自

此，北投地方人士開始發起浴場改良運動。14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是北投溫泉發展的轉捩點。15自平田源吾等人及地方人

士開始了浴場的改良運動，1905年 11月，「臺灣婦人慈善會」顧問長谷川謹等人成

立「浴場改良會」，隔年八月，引北投十八份庄礦嘴溫泉，鋪設六千多尺的導管，設

立鐵湯浴場（鉄の湯），開放一般民眾使用。1907年 10月，臺灣婦人慈善會取得包

括瀧乃湯16（圖 2-2-3）舊公共浴場在內的海軍用地使用權，出資一千圓改善瀧湯浴

場。1910年，井村大吉廳長將原本的「湯瀧浴場」擴建為「北投溫泉公共浴場17」（圖

2-2-4），1913年（大正二年）完工，也就是現今的「北投溫泉博物館」。並於同年

興建北投公園。18 

同時，日本也新增北投的交通建設，加強對北投的重視，並將北投溫泉發展成為

「遊樂境」。19首先，1901年 8月，淡水線路開通，設有北投車站，兩年後，市區至

圓山間的公共汽車開通，路線包括士林到金山、臺北到芝山、士林到陽明山等，增加

北投與淡水、金山等地間的連結。20 

 

                                                      
13〈北投溫泉〉，《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C%97%E6%8A%95%E6%BA%AB%E6%B3%89，2013.06.12。 
14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24。 
15陳慧滿，〈北投聚落景觀變遷的研究-人文生態觀點之探討〉，頁 63。 
16

 瀧乃湯是北投現存最古老的浴池之一。現有男女浴池各一座。內有「皇太子殿下御渡涉紀念碑」，

紀念大正 12 年 4月日本皇太子裕仁來台視察，曾赴草山欽遊，當日下午來北投參觀北投溫泉浴場，

並實地到北投石產地—北投溪畔踏勘渡涉。 
17
北投公共溫泉浴場興建於 1913 年（大正 2年），由台北廳所建，仿造自當時日本伊豆溫泉浴場。 

18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金會，《北投地方史溫泉篇》，（2002年），頁 61-68。許陽明，《女

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23-25。 
19
日治時期，日本人將北投溫泉視為「遊樂境」。 

20
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56-60。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金會，《北投地方史溫泉篇》，（2002年），頁 274-27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C%97%E6%8A%95%E6%BA%AB%E6%B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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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太子裕仁親臨北投 

  1923 年（大正十二年），為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圖 2-2-5）來臺巡訪，臺灣總

督府特別增建北投公共浴場，修築北投至草山的道路。21增建後的北投公共浴場名氣

大增，為當時全日本最富盛名、規模最大的公共浴場。22 

  裕仁太子於 1923 年 4月 26日早上搭乘軍艦金剛號抵台，此事被認為是「三百年

來空前盛事，全島人民無上光榮」的「行啟」。在高田臺北州佑事和田阪總督府內務

部長引導下，參觀北投公共浴場。23至北投溪時，經由「皇太子御涉渡飛石24」（圖

2-2-6）涉渡北投溪，抵達天狗庵，並於下午三點返回總督官邸。
25
 

  為紀念裕仁太子訪台，臺灣總督府在草山、北投設立紀念大公園，大量造林，為

今日的陽明山國家公園立下根基。目前在國家公園茂盛林中，由存「行啟並御成婚紀

念造林地」石碑。草山、北投官民也先後在草山貴賓館前和大屯山區豎立石牌紀念。 

裕仁太子訪台隔年 4月，總督府首先允許松田德三代表草山居民申請紀念碑建設

案「東宮駐駕紀念碑」，工費六百圓，於 4月 25日落成，立於貴賓館前。隔年北投居

民於大屯山區的面天山腹立碑「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圖 2-2-7），俗稱太子碑。

六月興工，八月落成，耗資 265圓，於 11月 15日舉行揭幕儀式。當天儀式由臺北州

知事吉岡荒造主持，七星郡守石川定俊、淡水郡守鈴木秀夫等應邀出席，以及北投居

民、小學校及公學校五年級以上學生共三百名參加。 

 

（二）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的軍事用途 

  日治時期，喜好溫泉的日人更是熱衷溫泉開發，隨著軍警、林班的腳步，在臺灣

各地設立溫泉療養所及招待所。 

  1898年 （明治三十一年）4月，日本臺灣守備軍醫部長從二等功三級籐田嗣章，

因久駐於臺北，便建設了「臺北陸軍衛戍療養院北投分院」，是現今的「國軍北投醫

                                                      
21
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56-60。 

22
洪德仁，〈北投公共浴場〉，《北投采風》，（台北：人人，2000年），頁 48。 

23
洪德仁，〈裕仁草山、北投「御清遊」〉，《北投采風》，（台北：人人，2000年），頁 52。 

24
 「皇太子御涉渡飛石」是人世間方便皇太子涉渡北投溪所放置安排，而留下涉渡飛石影像。 

25
洪德仁，〈裕仁草山、北投「御清遊」〉，《北投采風》，（台北：人人，2000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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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日俄戰爭期間（1904-1905年），東療半島的傷兵大量被送往北投療養，北投溫

泉更因此醫院，成為遠近馳名的「溫泉鄉」。26 

 

（三）日治時期所帶來的溫泉文化 

  1896 年，平田源吾開設天狗庵旅館，將溫泉導入商業行為，並帶來藝妓、陪酒

女的服務，建立完善藝妓管理組織。1906 年 8 月，溫泉導管埋設工程完工，同時，

開放公共浴場。另一方面，建設道路及橋樑等交通建設、興建休閒中心、招待所、別

墅、廟宇等，使北投溫泉有巨大轉變，發展出豐富的溫泉文化。 

  北投溫泉是北臺灣最具歷史情懷的溫泉鄉，1895 年清朝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

本，當時臺灣的抗日義勇軍退入大屯山區，日本軍隊在圍剿過程中，陸續發現了北投

一帶的溫泉地熱，從那時開始，就揭開了北投一百多年來的風花雪月的精彩歷史，當

時日本人發現北投溫泉後，到任的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立刻指示在北投地區興建提

供陸軍療養的「衛戍醫院北投分院」，用來收容在日俄戰爭中受傷的日本軍人，這些

受傷日軍就在風光明媚的溫泉鄉裡療養，經過近百年的演變，「衛戍醫院北投分院」

也成了現今的國軍北投醫院。 

  而北投「瀧乃湯」浴室，則堪稱臺灣現存的最古老溫泉浴室，距今已超過 70 年

歷史，為私人經營的平價浴室。瀧乃湯除了以來自地熱谷青磺原湯作為號召，浴池更

採用著名的唭哩岸石打造，古拙樸實別具特色。 

  一般來說，北投總共有三種不同的溫泉，日本人將其區分為瀧乃湯 （青磺）、星

乃湯 （白磺）及鐵乃湯 （馬祖窟鐵泉），ph值約為７屬於中性，可飲用；能治風濕

及關節炎等疾病；礦是大部份北投附近的溫泉飯店提供溫泉的來源，所以具有濃重的

硫磺味道。 

  北投溫泉區早在 19 世紀日治時代就已全面開發，是臺灣最具知名度的溫泉區，

境內古蹟林立，每每走進北投溫泉區，都會產生彷彿時空倒轉半個世紀的日式懷舊情

懷。隨著溫泉博物館的落成，以及臺北捷運的通車，進一步帶動當地的觀光熱潮，每

逢假日，總會湧入大批國內外觀光客。 

 

 

                                                      
26
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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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政府時期的北投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復，結束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然而在

光復初期，政府內外交迫，民生凋敝，北投地區的觀光事業頓失支柱，經濟成現窘困

之境。直至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體認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將臺灣納入防禦

體系，駐台的美軍更間接帶動了臺灣的觀光事業，北投具有近郊的地利之便，以及日

治時期所沿留下的溫泉觀光產業，便成為美軍渡假的重要據點，更激起了北投溫泉與

情色產業結合的再現。然而，當中山北路的 pub酒吧與聲色場所興起時，美軍的渡假

地點迅速轉移至中山北路一帶。美軍至北投的觀光消費逐漸下降之際，適逢 1960、

1970 年代日本戰後經濟復甦，日本人消費力激增，北投溫泉又在情色的包裝下，吸

引了大量的日本觀光團，北投躍身成為國際情色觀光區。而在此時的臺灣經濟發展也

逐漸起步，北投成了許多商人洽談生意的去處。27 

 

（一）國民政府時期的情色化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後，原本在北投地區經營溫泉旅館的日本人

被遣返回國，但因為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所屬各單位招待所也多設於北投，政商聚餐

多於此，北投成為最佳的貴賓接待所。北投觀光產業的發展和經營權回到臺灣人手

中，但消費者成了日本觀光團、臺灣商人，以及駐台美軍。溫泉產業為北投帶來的負

面影響，除了過度開發而破壞自然環境外，還有逐漸形成的溫泉帶動餐飲進而帶動情

色的產業，北投自此由溫泉鄉轉變為溫柔鄉，形成一種負面的刻板印象。 

  1946 年 6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曾宣布廢娼，即所謂的「正俗」工作，其內

容包括（1）取締女招待、（2）肅娼、（3）禁舞、（4）破除迷信，實施地區包括全台。

但政策仍抵不過現實的壓力，廢娼終究無法實行成功，28於是轉而採取統一管理的做

法，1951年通過了《特種侍應生管理辦法》，侍應生與溫泉旅館結合的特種行業可公

開營業，但侍應生必須持有牌照，並定期做健康檢查，侍應生需統一集中在住宿戶中

聽候應召，才可至旅館執業。此法令將溫泉旅館與情色產業的結合合法化，成為一種

變相的公娼制度。1954 年，北投的女侍應生住宿戶聯誼會成立，更催化了北投溫泉

                                                      
27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 年），頁 65-66。 

28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th.gov.tw/，2013.10.08。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

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84。 

http://www.nm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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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色產業結合形成的繁榮光景。291956 年，省政府頒布《臺灣省管理妓女辦法》，

將娼妓劃定區域並登記管理，輔導從良，並限兩年內將娼妓取締完成。省府頒布此辦

法，實際上是為了透過限制牌照的核發，企圖使公娼逐漸自行絕跡。30 

  1967年，通行全球的美國時代雜誌《Time》，刊登美國大兵在北投享受侍應生陪

浴的照片。此篇報導刊登，使北投溫泉與情色結合的模式躍上國際版面，雖然達到另

類的觀光效果，但也因此讓臺灣的國際形象受到嚴重傷害，促使政府更加下定決心要

廢娼。311973 年，政府通過《陽明山地區管理娼妓辦法》，希望透過縮小執業範圍，

增加限制條件，達到情色產業自然淘汰的目的，但因土地徵收不力，仍無法成功實行。

32 

  1968年北投併入臺北市，但仍屬陽明山管理範圍，直到 1974年廢除陽明山管理

局，北投正式由臺北市政府直轄，自此，市政府開始了一連串的廢娼行動，首先通過

了《臺北市管理娼妓辦法》：「北投區妓女戶需要在公告期限屆滿前，移至劃定的區

域內經營，逾期不移者，註銷其許可證。」此辦法劃定之區域為溫泉路 65、68 巷以

北，和溫泉路 113號、138號以南，以及銀光巷以東之山坡地，大大縮減了侍應生住

宿戶的營業範圍，緊接者在 1977 年市政府又再度公告：「北投區妓女戶應依本市管

理娼妓辦法，並於公告之日起准予維持現狀一年，期滿集中管理，妓女不得再到旅社

或飯店接客。」面對市政府對北投情色產業接連而來的嚴格限制法令，侍應生住宿戶

與侍應生大多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如此劇變，因此央請民意代表請求延緩執行時間：

「為響應中央革新社會風氣政策，加速達成娼妓逐漸淘汰，請准維持現狀三年，期滿

自願全面吊證廢業，以示轉業從良決心。」同年，臺北市議會最後決議：「同意維持

現狀兩年，但應自議會通過公布之日起實施，嗣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行延長。」1979

年緩期屆滿，市政府依照法規嚴厲取締北投侍應生住宿戶與侍應生，自此北投正式廢

娼，情色產業為北投帶來的繁榮光景也吹起了熄燈號。33 

 

 

 

                                                      
29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年），頁 67。 
30

 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92。 
31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年），頁 86。 
32

 陳佳鑫，〈從日本到台灣：新北投溫泉的在地化〉，頁 103。 
33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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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色產業為北投帶來的經濟效益 

  光復後，政府對北投的情色產業設下種種限制，為的就是使情色產業能夠自然淘

汰，然而在外部環境都有利於情色產業的發展下，非但助長了北投的情色產業，更帶

動了當地的經濟，為北投帶來了極大的繁榮光景。 

當時北投地區地方經濟重心在於以情色導向的溫泉產業，而溫泉旅館為發展的主 

軸，隨著情色產業所帶來的繁榮，與旅館相關的行業也一一興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行業為「那卡西」與「限時專送」。自日據時期的北投就已存在著，原是日本人經營

的溫泉旅館為排解日本客人的鄉愁，引進傳統的三味線表演，而臺灣人所經營的溫泉

旅館則是引進了南管表演。光復後的北投溫泉與情色產業密不可分，為了招攬更多顧

客，業者除了以情色作為最大號召外，也承襲了日據時期溫泉旅館的經營模式，將容

易帶動氣氛的那卡西模式留在旅館當中，那卡西成了當時每間溫泉旅館內不可缺少的

重要娛樂活動。1951 年通過《特種侍應生管理辦法》，規定侍應生集中於侍應生住

宿戶中，不得自行接客或在住宿戶中營業，為了使旅館交易，侍應生、侍應生住宿戶

及旅館間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關係，因而興起了「限時專送」。而在旅館周邊也衍生了

諸如販賣紀念品的藝品店、清洗旅館內衣物的洗衣店行業等等，吸引北投本地人相繼

投入，為此地帶來廣大的就業機會。34 

  除了溫泉本身及周邊帶來的經濟效益，能為北投帶來大量經濟消費刺激的，就屬

侍應生的消費能力了。光明路上的女性相關行業多是為了供應侍應生需求相繼而生，

例如：美容院、服飾店、婦產科診所等，都是為了服務侍應生而設立，侍應生為當時

北投女性客層中主要的客群。 

  北投地區的繁榮承襲了過去日據時期所留下的經營模式，即使光復後政府設下種

種限制設法讓北投情色產業自然淘汰，終究無法抵擋情色產業所帶動的經濟效益，及

各種行業間與情色產業搭配得密不可分的關係，使情色產業將當時的北投推向顛峰。 

 

（三）溫柔鄉的沒落，廢娼後的北投 

  1967 年，刊登於美國時代雜誌《Time》的侍應生陪浴的照片，使得政府更加下

定廢娼的決心，1979 年北投正式廢娼，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侍應生住宿戶與侍應生，

雖然當時政府設有職業訓練輔導方案，但特種行業的收入豐厚，侍應生大多轉業意願

                                                      
34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年），頁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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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幾乎無人願意參加職業訓練，市政府的輔導就業方案等同虛設。廢娼後，原在北

投的侍應生便紛紛流竄於各地，條件較好的侍應生轉到臺北市區的酒家，條件較差者

則到礁溪的妓女戶、淡水的茶室、卡拉 OK店，或是繼續留在北投，但轉為地下化。 

  隨著北投廢娼，情色產業的沒落，北投地區的繁榮光景也逐漸消逝。北投溫泉所

帶動的周邊相關產業發展，整個連鎖關係也連帶瓦解。例如：曾因為北投的情色產業

而興起的那卡西，也因廢娼後溫泉旅館的相繼倒閉，業績大幅滑落，逐漸走向凋零。

而少了侍應生這個最大客源的限時專送，也紛紛倒閉，殘存的車行只得另謀出路，轉

為載送本地人日常的交通工具。 

  市政府始終將北投溫泉與情色產業的結合視為社會問題，極力將北投溫泉地景與

情色產業完全斬斷，忽略了其實北投溫泉情色背後是有著長期的歷史、文化、社會等

種種因素所形成，不可能因為廢娼就使得情色產業全數殲滅，一昧追求政治執行的效

能，在所有相關配套措施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倉促廢娼，只會使得北投的情色產業轉

入地下化，化明為暗，繼續存在於社會邊緣。 

 

（四）走出情色陰霾，北投溫柔鄉回歸溫泉鄉 

  北投溫泉因侍應生的設立而興起，也因侍應生的廢除而沒落。情色產業是當時北

投地區相當大的經濟支柱，政府貿然地執行廢娼，等於直接斷了北投的經濟來源，對

當時的北投來說，廢娼即失業。 

  廢娼後，北投的溫泉旅館沒有了侍應生，也無法在短時間內轉型，若暗藏私娼繼

續提供性服務，也成為非法的性交易，尋芳客大多為之卻步，也無法吸引一般觀光客，

北投地區的觀光發展停滯。觀光客的大量流失，溫泉旅館接連倒閉，又因風化區的污

名難以轉售，閒置的溫泉旅館日漸增加，僅存的少數幾家旅館只好另謀他法，與建商

合資改建，將溫泉旅館改建為集合住宅，北投溫柔鄉的繁華終將歸於平淡。35情色成

分退卻的北投，逐漸脫離「溫柔鄉」的稱號，回歸單純的「溫泉鄉」。 

 

 

 

 

                                                      
35

 柳頤庭，〈北投溫泉地景的建構與變遷之研究〉，（2010年），頁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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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投溫泉區自然及人文 

（一）北投人文景象 

1. 那卡西表演：日文中「流し」意指像水流動之走唱產業，走唱在各旅館、酒店間，   

            北投是那卡西發源地，當地許多溫泉旅館都有多個那卡西樂團，整             

            個溫泉區的那卡西樂團達上百團之多。音樂除了當時流行的創作歌 

            謠外，也有從日語歌曲重新填詞的作品。樂器也由最早的三味線， 

            轉變為西洋的手風琴、吉他等樂器，後期也使用電子琴。那卡西藝 

            人必須熟記上百甚至上千首的歌謠，這些歌謠包括英語、日語、國 

            語、台語等，客人點歌之後，要在幾秒內找到該樂譜開始演唱。1979 

            年之後，隨著溫泉業的沒落和客人喜好轉為卡拉OK，那卡西這項工 

            作也由北投溫泉區出走到臺灣各地發展。現已成為北投歷史文化之 

            一。  

 

2. 盲人按摩技藝：大約在50年代北投地區就有自主性的按摩工會，大多與旅館業   

              者合作經營。台北市盲人福利促進會於1998 年7月成立一家社   

              區按摩站，配合溫泉泡湯，成為今日北投地區另一休閒景觀。 

 

3. 限時專送：摩托車限時專送是因溫泉觀光業的興起在「溫柔鄉」時期侍應女郎來    

              往於各飯店間之交通方式。1979 年廢娼後，更擴大服務對象，成了              

              北投居民生活上的好幫手。 

 

4. 生態觀光資源： 

（1）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佔地面積約五~六公頃，自然生態景觀十分豐富。 1994    

              年設置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詳細介紹貴子坑的古老         

                           地層與當地生態。同時園內規劃有休閒露營區、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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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類活動區、庭園觀景區等，提供了觀摩教育機會及  

                           親子戶外休閒遊憩空間及設施。 

 

（2）親山步道：環繞貴子坑有一條下青礐步道，即貴子坑環山步道。沿途可見當地      

         秀山里民栽種的成排櫻花樹另外也可觀賞景觀優美的關渡平原，全  

        程約二公里半，相當適合登山健行活動。 

 

（3）北投石：日本人岡本要八郎，他於日據時期擔任臺灣總督府的技師，屢赴全省 

             各地採集各種礦石標本，1905年，岡本先生於北投溪發現了北投石， 並 

             證實其含有鐳放射能，可使底片感光， 1912 年11 月20 日，國際礦  

             物會議於蘇俄召開，正式發表並命名為「北投石Hokutolite」。1923 年   

             日本裕仁皇太子親蒞北投溪探勘。現今，在善光寺庭院中，屹立一座 

             「岡本翁頌德碑」，即是對北投石的發現者─岡本要八郎的終身成就 

             予以最高敬意的象徵。北投石是世界珍貴罕見的天然資產，全世界僅 

             產於北投及日本秋田縣澀黑溫泉。 

 

    北投具有溫泉、自然生態、文化及古蹟景點等資源，因此北投地區除了溫泉資源

外，也有吸引觀光客的觀光資源。可以結合溫泉與觀光資源，發揮當地的群落特色，

編織成一個觀光網絡，成為北投核心資源，進而帶動北投地區的發展。36 

 

 

 

 

 

                                                      
36
北投石，北投溫泉博物館，

http://www.twem.idv.tw/yexi/article/connection/museum/kolo/ang.htm，2013.6.16。 

http://www.twem.idv.tw/yexi/article/connection/museum/kolo/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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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表 

表 2-1-3文獻記載 

表 2-1-4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的發展 

資料來源：本專題小組自行彙整。 

 

1697 郁永河《裨海紀遊》 

1920 連橫《臺灣通史》 

1957 林譧光《臺灣略記》 

1894 
德國硫磺商人 Ouely 發現溫泉，建溫泉俱樂部，為北投溫泉開發之

開端。 

1896 大阪商人平田原吾開設北投第一家溫泉旅館「天狗庵」。 

1897 大稻埕至北投的公路開通 

1901 
臺北車店經士林、北投到淡水的北淡線鐵路火車開通；北淡線在北

投的下店設有一車站 

1903 士林-金山、臺北-芝山、士林-陽明山等公路的築修 

1904 設立陸軍療養院（今八一八醫院現址） 

1905 臺灣婦人慈善會顧問長谷川謹介等人，成立浴場改良會 

1906 六千多尺的溫泉導管埋設工程完工。 

1907 
臺灣婦人慈善會取得包括瀧湯（俗稱湯瀧）舊公共浴場在內的海軍

用地使用權。 

1908 瀧湯溫泉場的公共浴場工程完工 

1910 湯瀧浴場擴建計劃 

1913 

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的同意下，改建瀧湯浴場成為北投溫泉公共浴場。 

設置北投公園 

市區至圓山間的公共汽車開通，線路包括臺北-北投、北投-基隆 

1916 築北投到新北投的鐵路 

1923 

日本皇太裕仁，於 4 月 16 日啟程訪台，於 4 月 25 日經草山北投遊

覽。為此北投溫泉公共浴場增建。 

孫中山先生造訪 

1934 
臺北州及地方人士在北投公園內，樹立井村大吉的胸像，表彰其對

北投溫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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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與臺灣溫泉之個案探討 

本節為更進一步探討日本溫泉對臺灣溫泉的影響，故探討臺、日溫泉飯店，選擇

日本靜岡縣牧之原及臺灣北投地區之溫泉作為代表。原因乃因同是市區近郊也是溫泉

鄉的聚集地，其氣候、雨量和臺灣北投地區並無明顯差異表 2-3-1及表 2-3-2顯示 t 

test之 p值大於 0.05，故在統計學上兩地之氣候、雨量，無顯著差異。 

透過介紹日本靜岡縣牧之原地理位置、地名由來與泉質，選取座落於駿河灣沿岸

以黑潮溫泉而聞名的松風閣溫泉飯店，探討內容為裝潢、擺設、房型、餐點，並且訪

問北投區百樂匯飯店經營者得知，老闆深愛日本文化將自己的飯店打造日式風格，主

打經濟又實惠的塌塌米風格房，也將武田信玄的武士盔甲和價值 60 萬的手工製和服

帶回飯店內展示，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北投的溫泉飯店會打造成日式風格的一大主因

是經營者內心的憧憬。 

 

表 2-3-1  2013年北投、牧之原氣溫及 t檢定 

 

 

 

 

 

 

 

 

 

       單位：氣溫/度 

 

 

 

 

 

 

 

 

 

 

 

 北投 牧之原 

一月 12.2 4.3 

二月 14.9 6.6 

三月 15.6 10.9 

四月 16.8 12.7 

五月 21.6 18 

六月 24.5 21.1 

七月 24.7 25.5 

八月 24.8 25.9 

九月 22.9 22.8 

t 檢定 
 

0.30687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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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2013年北投、牧之原降雨量及 t檢定 

 

 

 

 

 

 

 

 

 

 

                   單位：雨量/ｍｍ 

一、 日本靜岡縣牧之原 

（一）地理位置 

位於日本中部地區靜岡縣，在大井川下流的平野和菊川之間，海拔100到200米的

開闊台地牧之原（由圖2-3-1可知），地理位置優越，以島田為軸心的，腹地開闊，一

直延伸到最南端的禦前崎總長28公里，從靜岡機場搭乘計程車至牧之原市約15分鐘。

37 

（二）地名的由來 

  牧之原市位於靜岡縣。由榛原郡相良町、榛原町合併而成。 

  牧之原市的行政規劃區域，從駿河灣內的海岸線延長遍及到有名的牧之原茶產

地，故牧之原市的市名由此而來。  

 

 

                                                      

37
 Shizuoka GUIDE 靜岡指南，

http://www.shizuoka-guide.com/foreign_search/detail/2/6144/，2013.09.20。 

 北投 牧之原 

一月 282.5 80 

二月 145.1 184 

三月 85 52.5 

四月 294.4 107 

五月 459.4 68.5 

六月 109.4 512.5 

七月 168.8 35 

八月 854.5 440 

九月 495.3 382 

t 檢定 
 

0.284273 

http://www.shizuoka-guide.com/foreign_search/detail/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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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泉質介紹 

牧之原泉質為塩化物泉（弱酸性） 

功效：消除神經痛、關節痛、病後回復肌肉痛、五十肩還有疲勞回復等等。（由

圖 2-3-2可知） 

 

（四）以靜岡縣牧之原松風閣為例 

1.裝潢、擺設： 

一踏進房門內就可以看到海景，隨著時間的流逝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不同樣貌的富

士山。房型有日式、洋式這兩種皆供客人選擇。 

  

表 2-3-3  日式與洋式房型之比較表 

 

2.餐點： 

具有很道地的日本料理（圖 2-3-3），例如生魚片、壽喜燒、懷石料理、日式咖

哩等，但因應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旅人館內也非常設想周全，不僅僅只有這些料理，還

有法國料理、中國四川料理等等提供旅客參考。 

 

日式風格房 洋式風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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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北投 

（一）地理位置 

    北投區位於東經121.3度、北緯25.07度，臺灣臺北市最北邊，面積為第二大的行

政區，行政區類別屬市轄區。38（圖2-3-4）北投東側以磺溪、南側以基隆河與士林區

相望，北側鄰新北市三芝鄉與金山鄉。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臺北關渡自然公園兩大公

園之銜接的地位，扮演「綠色走廊」的角色。陽明山國家公園即位於自然資源豐富的

北投區與士林區，受到大屯火山群火山活動影響，噴氣孔與溫泉密佈，展現出豐富的

地質景觀與礦產資源。北投溫泉區由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三座山所環繞，另一面

則隔著寬闊的平原眺望淡水河，風景絕佳，也是臺灣北部最富盛名的溫泉風景區。39 

 

（二）北投地名的由來 

  由於北投的地質關係，溪流裡經常冒出陣陣白煙和刺鼻的硫磺味，有如女巫做法

一般，因此平浦族人將北投稱作「Patauw」，即為「女巫」之意。尤其是今日的「地

熱谷」，更被稱為「地獄谷」或「鬼湖」。40而在《臺灣地名研究》一書中也指出：「北

投一詞就是女巫之意」。41 

  漢人到此後，稱其為「北斗」，後改稱為「北頭」，分內、分外，社土官42治理，

改為北頭社，光復後沿稱北投。43 

  北投區的名字是因為早期巴賽族認為地熱谷是女巫施法才會冒煙，所以就用巴賽

語裡的女巫，念起來是「PATAW（巴島）」與北投的台語發音很像，所以命名為「北

投」。清朝時期漸漸有漢人來此開墾，1920年臺灣地名重整時，北投隸屬臺北州七星

                                                      
38
台北行政劃區，台北市政府

http://www.taipei.gov.tw/lp.asp?ctNode=5169&CtUnit=3584&BaseDSD=7&mp=100001，2013/6/15。 
39
鍾曜憶 <北投地區溫泉旅館關鍵服務品質要素之研究-日本觀光客之觀點探討>，2013/6/14。 

40
原住民族資源資訊網，http://www.tipp.org.tw/events_article.asp?E_ID=2528，2013.06.10。 

41
安倍明義，《台灣地銘研究》，（台北：武陵出版，1992），頁 104。 

42
土官於台灣，專指 1660 年代－1740 年代，漢人政府治理台灣原住民的辦法之一。 

43
 《臺灣的溫泉》，（民國 67 年 2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B3%B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6%B1%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B3%BD%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B3%BD%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8%AA%9E
http://www.taipei.gov.tw/lp.asp?ctNode=5169&CtUnit=3584&BaseDSD=7&mp=100001
http://www.tipp.org.tw/events_article.asp?E_ID=252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660%E5%B9%B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4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4%BD%8F%E6%B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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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設「北投莊」。1949年改隸草山管理局，1967年7月1日台升格院轄市時並未併入，

直到1968年7月1日隨鄰近景美鎮、南港鎮、木柵鄉、內湖鄉、暨同屬於陽明山管理局

之士林鎮等鄉鎮劃入臺北市，成為北投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是本島主要火山分部地區，北投地區偏處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

火山群西南角，區內主要火山約有二十座，可分為大屯山、竹子山、七星山、火燒寮

山、內寮山、磺嘴山、南勢山與丁火巧山等。大多火山以受長期侵蝕不再具有完整的

火山錐形，目前大屯山活動雖已停止，但噴氣孔與溫泉等後火山活動依然十分普遍構

成獨特地形景觀，具有許多的地質特色與觀光潛力。 

 

（三）泉質介紹 

  北投溫泉位於臺灣臺北市北投區，依範圍大小，有廣義及狹義兩種說法：廣義

的北投溫泉，泛指臺灣北部紗帽山、大屯火山群（由表 2-3-2可知）、七星山火山岩

層間、金山斷層等地，沿磺溪谷地分布之溫泉，包括地熱谷溫泉、硫磺谷溫泉、頂北

投溫泉、雙重溪溫泉（行義路溫泉區）和龍鳳谷溫泉等。狹義的北投溫泉，為多數人

印象中的北投溫泉，是指地熱谷溫泉，亦即新北投站附近的溫泉區。 

地熱谷（圖 2-3-5），舊名地獄谷，為一盆狀窪地，科學家推測為一火山蒸氣爆

裂口遺跡。底部有多處溫泉湧出，有硫氣味，熱氣瀰漫。溫泉口冒出水溫達 98℃，

其他部份多在 60~70℃。窪地由溫泉匯合地表水成一淺水池，從西南側缺口流出注入

北投溪。地底沙、礫表裡面多附著有由溫泉沉澱之粉狀或皮殼狀之物質或附著黃、白

色等之藻類。沉澱之礦物有石膏、明礬石、黃鉀鐵礬、硫磺、雄黃等。此處溫泉屬酸

性硫化物泉。 

北投溫泉是由地熱生成，但因泉源的位置不同，可分為三種：青磺泉、白磺泉、

鐵磺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8A%95%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97%E5%B8%BD%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1%AF%E7%81%AB%E5%B1%B1%E7%BE%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6%98%9F%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6%98%9F%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B1%B1%E5%B2%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B1%B1%E6%96%B7%E5%B1%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BA%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6%B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6%B1%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1%AB%E7%A3%BA%E8%B0%B7%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0%82%E5%8C%97%E6%8A%95%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0%82%E5%8C%97%E6%8A%95%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B%99%E9%87%8D%E6%BA%AA%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8D%E9%B3%B3%E8%B0%B7%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6%8A%95%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6%B1%E8%B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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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北投泉質 

表 2-3-5大屯山地區的溫泉及噴氣孔分佈 

資料來源：北投地方史＜溫泉篇＞ 

青磺泉 

青磺泉亦稱磺泉或磺水為天然湧泉，地熱谷溫泉便是青磺泉，水色呈半透明的

黃白色，具有硫磺味，水溫約 50-75℃，酸鹼值為 pH1-2，硫酸根離子約 2600ppm、

氯離子約 3000ppm、鈉離子約 1000ppm，是一種酸性硫酸鹽氯化物泉。 

白磺泉 

白磺泉指引山泉水或溪水入溫合地，讓清水吸納火山氣體和地熱所形成的人工

溫泉。硫磺谷溫泉便是白磺泉的一種，主要分布在陽金公路西側，十八分大磺

嘴一帶。溫泉略帶硫磺味，酸鹼值約 pH4-5，泉溫約 45℃。 

鐵磺泉 

鐵磺泉分佈於雙重溪溪谷一帶，屬於中性碳酸鹽溫泉，是一種溫度較低，約 40

至 60℃的溫泉，透明無臭味，淡褐色，而池底則常沉澱著鐵石灰質礦物，泉源

附近常堆有石灰華層。 

溫 泉 區 名 稱 溫  泉  或  噴  氣  孔 性       質 

新北投 溫泉 酸性硫酸鹽氯化物泉 

大磺嘴 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泉 

大庄（後山公園） 溫泉 - 

陽明山 微弱噴氣孔 - 

竹子湖 微弱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泉 

小油坑 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泉 

馬槽 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氯化物泉 

大油坑 噴氣孔（120℃） - 

三重橋 溫泉 - 

死磺子坪 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泉 

庚子坪 噴氣孔 酸性硫酸鹽泉 

金山 溫泉 酸性硫酸鹽氯化物泉 

大埔 溫泉酸性硫酸鹽氯化物泉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AB%E7%A3%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AB%E9%85%B8%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8%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1%AB%E7%A3%BA%E8%B0%B7%E6%BA%AB%E6%B3%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E8%8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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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北投百樂匯溫泉飯店為例 

  以百樂匯為例讓大家更近一步了解，北投地區的溫泉會館。  

  百樂匯位在北投區光明路上的一間溫泉飯店。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有的溫泉，延續

至今，依然是大家最喜愛的休閒活動之ㄧ。在臺北也可以來一場濃厚日本味的小渡假 

具有日本復古味的溫泉飯店，飯店提供免費浴衣租借使用，濃郁日本風再添一味。 

 

表 2-3-6百樂匯內部介紹 

接

待

大

廳 

一進門就

有很傳統

的韻味，中

間擺放了

一個武士

盔甲很似

日本的武

士，另外也

展有一些

浴衣提供

旅 客 購

買。 

  

大

眾

浴

池 

不僅僅是

效仿國外

溫泉也可

以讓每位

造訪客皆

可享受身

在不同國

度泡湯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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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天

庭

院 

店家之所

以設置庭

院為了當

旅客泡湯

泡倦了，可

以出來散

步呼吸一

下新鮮空

氣亦可坐

在庭院內

欣 賞 風

景。 

  

休

閒

設

施 

按摩椅、

SPA 美 容

室、室內踩

腳踏車、倦

了也可到

花園走走

享受不一

樣的心靈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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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投溫泉發展對周邊產業之影響 

為探索北投溫泉的產業發展與地區周邊產業的連帶影響及該產業發展如何帶動

該地區周邊產業的興盛，本組對該地區的溫泉旅館實地調查，做成店家資訊表，並

進行特色調查；論述該產業與周邊產業之間的連帶關係及對臺灣觀光產業的影響與

貢獻。 

第一節 店家資訊表及特色調查 

溫泉旅館為吸引消費者蒞臨，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試圖樹立獨特的經營特色，許

多溫泉會館紛紛更新各種溫泉設備系統，並進行新穎而現代化的裝潢，大肆宣傳其溫

泉泉質的健康療效，也設有各式各樣的浴池，放入中藥藥材或提供冷、熱不同的入浴

選擇。為提供讀者了解北投溫泉各種型態溫泉旅館的經營特色與消費，依照米其林綠

色指南44推薦來臺景點選擇了這些店家，本文蒐集了該地區溫泉旅館的相關資訊以作

為導覽、檢索上的參考。（以下店家均以路名排序，分別依店名、電話、地址、房型

價位、泉質、特色、網址等項目登錄。） 

 

 

 

 

 

 

 

 

                                                      
44
 《米其林指南》（Le Guide Michelin）是法國知名輪胎製造商米其林公司所出版的美食及旅遊指南書

籍的總稱， 綠色書皮的「綠色指南」，內容為旅遊的行程規劃、景點推薦、道路導引等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8%83%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6%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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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1 山樂溫泉飯店（原：第一閣旅社） 

 

○2 龍邦僑園會館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1-3388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17號 

02-2893-9922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25號 

房型價位 

精緻雙人房 

平日 NT3200 

假日 NT3520 

VIP雙人套房 

定價 NT7200 

平日 NT4300 

家庭房定價 NT9600 

平日 NT5500 

湯屋 

NT880/間 

精緻套房 

平日 NT980/間 

假日 NT1080/間 

麗緻套房 

NT1，280/間/2時 

VIP套房 

NT1500/間/2時 

雅緻雙人房 

湯屋 NT1380 

原價 NT5600 

和式家庭房 

湯屋 NT2500 

原價 NT8600 

臺灣阿龍主題套房 

湯屋 NT3680 

原價 NT12000 

貴賓套房-中國風 

湯屋 NT4800 

原價 NT19800 

 

泉質 白礦泉 白磺泉 

特色 
有極簡的日式風格但也不失北投純

樸的道地風味。 

特別打造兩間臺灣阿龍主題套房，他

的栩栩如生更添加了親子之間的互

動及天倫之樂，是其他飯店、溫泉會

館所沒有的創意與理念。 

網址 
http://shan-yue.emmm.tw/， 

2013.05.05。 

http://cy.longbon.com.tw/about_us/，

2013.05.14。 

http://shan-yue.emmm.tw/
http://cy.longbon.com.tw/about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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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3 泉都溫泉會館 
 

○4 水美溫泉會館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6-0077、（fax）2896-8255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20號 

（02）-2898-4505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24號 

房型價位 

岩湯雙人房 

平日 NT2800 

假日 NT3600 

精緻套房 

平日 NT3780 

假日 NT4860 

泉都套房 

平日 NT5040 

假日 NT6480 

和風湯屋 

NT1180/2時 

雅風雙人 

NT6000 

雅緻雙人 

NT6800 

麗景客房 

NT8000 

雅竹四人 

NT9000 

御品套房 

NT22000 

大眾湯 

平日 

NT560/位 

假日 

NT720/位 

客房泡湯 

平日 NT1950/間 

假日 NT2700/間 

泉質 白礦泉 白礦泉 

特色 

價位比起其他溫泉會館都較合理，

不論是在金字塔頂端的人或中低階

級者，甚至是學生皆可享受，若是

預算較為保守，則可選擇於此。 

冷泉池是搭配來自歐洲盛行的按

摩。也可以依個人的喜好選擇不同溫

度、不同泉質療效來達到放鬆與舒適

感。 

網址 
http://www.cdhotel.com.tw/news.php

，2013.05.14。 

http://www.sweetme.com.tw/Chinese/

home/home.php ，2013.04.10。 

http://www.cdhotel.com.tw/news.php
http://www.cdhotel.com.tw/news.php
http://www.sweetme.com.tw/Chinese/home/home.php
http://www.sweetme.com.tw/Chinese/home/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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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5 嘉賓閣溫泉會館 

 
○6 日勝生加賀屋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3-0055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30號 

（02）-2891-1238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36號 

房型價位 

幸福雙人房 

定價 NT3400 

美滿家庭房 

定價 NT3600 

幸福四人房 

定價 NT4600 

 

園景和洋標準套房 

NT25000 

園景和洋雅緻套房 NT27000 

園景露天風呂套房 NT29000 

樓中樓套房 NT56000 

大眾湯 

NT1200/位 

湯屋 

森山系列定價 NT2，000 

聽泉系列定價 NT2，500 

觀雲系列定價 NT3，000 

泉質 白磺泉 白磺泉 

特色 

內部的歐風建築還有國外引進的法

式家具，房間內的浴室附有檜木桶

泡澡，很 似中國古時候的風味

皆而 顯現出他們的與眾不同。 

具有日式傳統的女將，純正的日式風

格庭園以及店家精心安排的表演節

目，讓每位來此的旅客彷彿入住到了

日本的體驗。 

網址 
http://c-motel.hotel.com.tw/， 

2013.05.14。 

http://www.kagaya.com.tw/， 

2013.05.05。 

http://www.kagaya.com.tw/?Psn=6342
http://c-motel.hotel.com.tw/
http://www.kagay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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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7 金都精緻溫泉飯店 

 

○8 百樂匯溫泉飯店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1-1228、（fax）2892-4269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40號 

02-2895-6658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50號 

房型價位 

精典套房 

平日 NT3780 

假日 NT4780 

親水景觀套房 

平日 NT4980 

假日 NT5980 

時尚套房 

平日 NT4680 

假日 NT5180 

家庭四人套房 

平日 NT5780 

假日 NT6780 

 

台式竹籬房 

平日 NT1800 

假日 NT2000 

日式溫馨房（觀景房） 

平日 NT2700 

假日 NT3000 

日式溫馨房（天井房） 

平日 NT2400 

假日 NT2700 

歐式美滿房 

平日 NT2700 

假日 NT3000 

VIP 渡假房 

平日 NT8800 

假日 NT9900 

 

泉質 白礦泉 白磺泉 

特色 

特別用藤編的燈式，看起來彷彿置

身在國外似的。而泡湯的浴室地板

上有很多小石子，踩起來像是走在

公園的健身步道一樣很有一番風

趣。 

一進入接待大廳就可以看到非常獨

特的武士盔甲很似早期日本的武

士。且設有露天庭院提供給泡湯的旅

客們做休息用，另外還附設了運動器

材、SPA等的器材。  

網址 
http://www.springhotel.tw/index.php 

，2013.05.14。 

http://www.broadway-hotspring-hotel.

com.tw/，2013.05.17。 

http://www.springhotel.tw/index.php
http://www.broadway-hotspring-hotel.com.tw/
http://www.broadway-hotspring-hot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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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9 北投春天酒店 
 

○10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75555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18號 

02-2898-8888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30號 

房型價位 

山水雙人房 

定價 NT7，480 

典雅雙人房 

定價 NT7，920 

尊爵客房 

定價 NT8，580 

※ 實際房價或特定假日房價以當

日為準 

雅緻山景客房 

NT12，000 

雅緻豪華客房 

NT14，000 

雅緻家庭客房 

NT20，000 

雅緻套房 

NT22，000 

幽雅精緻套房 

NT24，000 

幽雅豪華套房 

NT26，000 

NT35，000 

露天風呂 

定價：平日 NT1，400/人；假日

NT1，600/人 

泉質 白礦泉 白磺泉 

特色 

客房除了五星級飯店的標準配備，

從聞名的窗景安排、精緻的溫泉浴

室與備品、室內燈光溫控到床舖的

軟硬度等細節，都被詳加考慮設計。 

使用線上訂房系統，透過安全的線

上交易，可指定入住日期及房型，

而也將不定期的開放特殊優惠專案

住宿及餐飲。 

特殊岩板建造的半露天湯池，可擁有

芳香藥草蒸氣浴的三重享受，讓每位

旅客來此都可以細細享受一番。並

與北投文物館相鄰，更可以襯托

出不煩的氣息，融合了自然與人

文交錯的情境，襯托出酒店與眾

不同的內涵與風情。 

網址 
http://springresort.hotel.com.tw/ ，

2013.05.17。 

http://www.gvrb.com.tw/， 

2013.05.14。 

http://springresort.hotel.com.tw/
http://www.gvr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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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名稱 

 

○11荷豐溫泉會館 

 

○12 櫻崗溫泉會館 

連絡電話 

/地址 

（02）-2897-9955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路銀光巷 1號 

02-2871-8965、2872-8595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 300巷 3號 

房型價位 

雅竹套房 

平日 NT3360 

假日 NT3920 

荷豐套房 

平日 NT5280 

假日 NT6160 

頤闔套房 

平日 NT4800 

假日 NT5600 

雅緻湯屋 

NT2000/2時 

景觀湯屋： NT1980 元 

 

精緻湯屋： NT1680 元 

 

SPA裸浴：平日 200元 

假日 250 元 

 

使用時間：平日：2小時 

假日：90分鐘 

 

泉質 白磺泉 白礦泉 

特色 

展現出東方濃厚的中國風氣息。 

獨創 9plus 御湯養生法：御（營造

舒適環境）、舒（沐浴前的冷卻巾、

木盆等處處用心）、沁（教您怎樣

的泡湯方式最好）、潤（清洗、保

養到休息規劃）、養（精心調配食

品與養氣舒筋） 。 

裡面有非常寬廣的空間以及具有純

日式風格裡面含有和風吧台、和式包

廂、景觀湯屋、露天空中花園等給予

旅客寬敞的空間享受。浴池採義大利

進口硬質花崗岩建構而成，質地細

密，不易帶菌也不易納垢。 

網址 
http://www.lotusspa.com.tw/ch/home

page.html，2013.05.04。 

http://www.sakuraoka.com.tw/， 

2013.05.14。 

http://www.lotusspa.com.tw/ch/homepage.html
http://www.lotusspa.com.tw/ch/homepage.html
http://www.sakuraok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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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臺灣觀光產業的影響及貢獻 

一、 北投觀光產業變遷 

清朝政府在北投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建設為周氏節孝坊，尚無開發溫泉的知識和產

業發展概念。直到 1896 年進入日治時期，日本民間首先導入溫泉開發及健康療效的

概念，開始經營天狗庵溫泉旅館，日本軍方接續於 1905 年成立軍官溫泉招待會所，      

從下表 3-2-1上可以明顯看出陸陸續續的文化發展進程，而這股文化熱直到民國仍蓬

勃發展，我們也進而體認到文化產業無疑是觀光產業基石的重要性，所以本組預測日

治時期帶來的北投文化復興對於現代臺灣北投文化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圖 3-2-2）2011年北投溫泉觀光導覽地圖來看，以紅色線框起來的項目為現

代臺灣北投溫泉帶動北投觀光產業的現況。 

表 3-2-1北投觀光產業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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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溫泉產業相關活動—臺北溫泉季 

  北投的秋季盛事「臺北溫泉季」，吸引各地的遊客到北投共襄盛舉，此活動特色

為北投的一大驕傲。而「臺北溫泉季」自 2001 年推廣至今，已成為每年臺北市北投

區秋冬季最大型國際活動。在 2011年，北投更被世界級的《米其林旅遊指南─臺灣

篇》評鑑為來臺必定造訪的三星級(最高榮譽)景點之一，此外，也邀請到了日本松山

市長野志克仁 帶來了首次海外演出的日本傳統「松山市大神轎道後八町男子祭典活

動」，也能看到臺灣明華園精彩的演出。特別定出「舞湯、放飲、玩秋祭」的主題，

將來場臺日溫泉文化的精彩交流，還有許多充滿北投風情的攤位，如「溫泉聯合特展」

能讓大家更深入了解北投在地的溫泉文化。 

  近幾年經過臺北市政府與北市温泉發展協會積極的推廣，旅客來到北投已有更多

元的選擇，不僅是泡湯或溫泉會館，還可參觀博物館以及國家圖書館、一年一次的溫

泉季等等皆有所選。透過「臺北溫泉季」的舉辦，除了可以體驗到特殊的臺日溫泉文

化，更能進一步認識北投的生態、文化、歷史、景觀等豐富的觀光資源，並期盼將各

溫泉區的歷史背景、人文薈萃、溫泉特色整合在一起。 

  綜觀以上所述，温泉發展協會最大的目的就是將新北投溫泉區打造成完美的泡湯

休閒旅遊空間，提供世界各地遊客真正放鬆、充電、再出發的舒適環境。在温泉發展

協會的努力之下，相信必能將北投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達到共同行銷臺灣之目的。 

三、 觀光客統計 

  近年來世界各地的觀光產業越來越盛行，臺灣亦是如此，觀光產業逐年快速上

升，下列兩張圖表為交通部觀光局 2002年至 2012年北投溫泉博物館來臺之旅客統計

表及歷年日本來臺人數統計表。 

    以北投溫泉地區來看，至北投溫泉博物館參訪的旅客逐年增加（表 3-2-2），博

物館旅客數的增減與溫泉業的發展有著很大的關聯，由此證明推測北投溫泉對臺灣的

觀光產業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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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北投溫泉博物館遊客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歷年遊憩區資料統計（交通部觀光局，2004~2012） 

從 2002年至 2012 年之歷年日本觀光客歷年來臺統計資料來看（表 3-2-3），確 

實來臺率有攀升的趨勢。2002年，觀光人數為 100萬人，但 2003年因 SARS疫情的

緣故，人數急速下降至 60萬人，直至 2004年觀光人數逐年回升，2008 年爆發金融

海嘯，觀光人數銳減，持續低迷了三年，至 2011年觀光人數才逐漸恢復並攀升。 

表 3-2-3  歷年日本來臺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歷年來臺旅客統計（交通部觀光局，200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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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近 10年來國外旅客來臺觀光的趨勢來看，能明顯看出日本來臺觀光的比例是

逐年漸增，雖然在西元 2009年時稍稍跌落了一些，但整體平均上看來依舊還是漸增

的趨勢。然而，在西元 2008年開始開放陸客來臺觀光，陸客來臺指數瞬間升高，也

因此證明了臺灣的觀光產業正走在蒸蒸日上的一股良好趨勢當中。 

 

表 3-2-4  近十年來臺主要客源國旅客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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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透過參考文獻資料，針對日本溫泉及臺灣溫泉的歷史沿革及個案研究，就

結論與建議歸納說明如下：  

一、研究結論 

  （一）歷史沿革：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本對北投溫泉產業的影響，這點是無庸置疑的。雖然，

第一個發現北投溫泉的療效與功用的並不是日本人（1894年德國硫磺商人 Quely

發現了北投溫泉並開設臺灣第一家溫泉俱樂部），但真正將北投溫泉發揚光大

的，卻無疑是日本。 

  1896年，大阪人平田源吾來到北投，在北投開設了臺灣第一家溫泉旅社「天

狗庵」，正式開啟了北投的溫泉發展史。隨著 1901年起日本政府在北投地區開始

了一連串的交通建設，北投對外的連繫變得更便利，北投的發展也逐漸起步。1905

年日本當局在北投設立陸軍療養院（今八一八醫院現址），1913年將湯瀧浴擴建

為北投溫泉公共浴場，同時也增設北投公園，促進北投溫泉鄉的繁榮。同年，市

區至圓山間的公共汽車開通，路線包括臺北－北投、臺北－基隆，北投對外的交

通道路更加便利許多。1923 年，為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的到來，日本政府前前

後後進行了許多建設，對北投地區造成極大的影響，迎奉前的建設包括：北投溫

泉公共浴場增建、北投－草山道路改修工程、北投－草山道路鋪設砂礫工程；事

後的影響包含：北投公共浴場的名氣大增、溫泉旅館及酒店隨之增加。 

  而日據時代日本對北投溫泉的影響當然不只如此，除了各種建設，日本所帶

來的文化影響，更是不容小覷的重點。其中最首要的，莫過於日據時代所帶來溫

泉概念的轉變，日本所帶來的溫泉文化影響，完全推翻當地人視溫泉為毒水的印

象，自此毒水成了益水，成了支持北投地區不可或缺的泉源。日本導入了將溫泉

視為一種具有療傷與保養功能的概念，尤其用於軍人療傷的功效上，1905 年，

日本政府在北投成立「陸軍療養所」，日俄戰爭期間，療養不斷被運送來臺的日

本傷兵。戰爭使當時的北投溫泉發揮了療養的功能，卻也因戰爭因素所帶來的慰

安，帶來了影響北投歷史深遠的情色文化。溫泉產業發達後，以「性服務」維生

的女性階層也逐漸形成，使得北投的色情產業不斷地被擴充，於是北投發展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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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專送」、「那卡西」等消費行為的主客關係，也成為北投特色之一。此點也影響

了日據時期之後的北投，更在國民政府時期蓬勃地發展至高峰。除此之外，北投

當地的建築特色也受到的當時日本殖民的影響，有著特別的日式風格建築，1913

年 6 月，仿照日本靜岡縣伊豆山溫泉的方式，興建了「北投溫泉公共浴場」，這

是日本文化對北投帶來建築上的影響。 

  日本為北投帶來的影響，以溫泉為主軸，發展了交通建設、日式建築、還有

各種文化影響，這些影響不單單只影響了日據時代的北投，更影響到了國民政府

時期的北投，還有現今的北投，國民政府時期，北投地區延續了日據時代溫泉旅

館的經營模式，溫泉產業合併情色產業，使北投地區的經濟發展到最高峰，帶來

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及就業機會。現今的北投，雖然沒有國民政府時期的北投那樣

繁榮，但已脫離了情色的陰霾，回歸單純的溫泉觀光，捷運開通後，到北投更加

便利，更促進了北投地區的觀光發展。 

 

（二）個案研究： 

    從個案研究來看，日本靜岡縣牧之原及臺灣北投地區之溫泉習慣探討，選牧

之原地區作為代表的原因乃因同是市區近郊也是溫泉鄉的聚集地，其氣候雨量和

臺灣北投無明顯差異表顯示 t test之 p值大於 0.05，故在統計學上兩地之氣溫

雨量，無顯著差異。故本組選擇日本靜岡牧之原的松風閣溫泉飯店做為代表，臺

灣則選擇北投區具備濃厚日式風味的百樂匯溫泉飯店，從裝潢、擺設、房型、餐

點提供都有相似之處，百樂匯溫泉飯店從大廳到內部都有濃厚的日式風味，有日

式矮牆拱橋及許多有日本元素的擺設而戶外的大庭園可供住宿旅客免費使用。房

型也與松風閣一樣，皆有日式榻榻米風格及洋式歐美風可做選擇，也提供住客免

費浴衣租借，餐點更是多樣化。 

  只要提到溫泉，臺灣人總會不自覺地聯想到日本，這種意象來自於對日本開

發及喜愛溫泉的熱衷與豐富經驗的理解，因此許多溫泉業者紛紛將溫泉飯店打造

成日式風格，試圖連結這種刻畫於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意象。從外觀大廳、房型、

湯屋，甚至音樂…等都充滿著濃濃的日式風味，由以上幾點可證明臺灣溫泉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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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在的享受，連內心都確實受到日本溫泉的影響。 

 

（三）對臺灣觀光產業的影響及貢獻： 

  從臺灣觀光貢獻的角度來看，北投溫泉的產業發展與周邊產業的連帶影響確

實是具有影響力。從經營理念、特色、設備、餐點來看，皆絲毫不遜色於日本，

另外還常贈有打折、優待劵等等的活動以吸取顧客蒞臨；因此，我們從米其林綠

色三星推薦來臺的前 10名店家做了相關的詳細資料供旅客參考。 

    然而由一年一度的北投溫泉季，也使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前來共襄盛舉，此

時的北投可說是人聲鼎沸、熱鬧至極。透過温泉發展協會舉辦的「臺北溫泉季」，

除了可以體驗到特殊的臺日溫泉文化，更能進一步認識北投的生態、文化、歷史、

景觀等豐富的觀光資源。綜觀以上所述，温泉發展協會最大的目的就是將新北投

溫泉區打造成完美的泡湯休閒旅遊空間，提供世界各地遊客真正放鬆、充電、再

出發的舒適環境。相信必能將北投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達到共同行銷臺灣溫泉

觀光產業發展之目的。 

 

二、未來展望與建議 

    建議未來應整合相關政府主管單位與產業界資源，建立完整之溫泉產 

業鏈，並透過技術及知識服務平台的建立，整合、創新並有效利用溫泉 

資源，改善傳統溫泉產業的各種溫泉設備系統以提高競爭力，創造更高的市場產 

值及整體溫泉資源效益更廣的應用領域。  

  溫泉產業市場供給相當多元，故品質亦缺乏保障，但政府立制之《溫泉法》窒礙

難行，背後牽扯的是龐大經濟利益妥協，現在北市因少數溫泉業者的利益將進行「保

護區大放送」，未來恐讓全體市民付出更龐大社會成本，台灣經濟恐將付出更大代價，

因此政府單位應制定出完整配套認證機制，提供適合的單位及機構進行認證服務，透

過認證機制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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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表 

 

資料來源：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30。 

圖 1-1-1  妓女許可證 

 

 
資料來源：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32。 

圖 1-1-2  TIME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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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於北投溫泉博物館拍攝。 

圖 2-1-1  溫泉形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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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洪德仁，《戀戀北投溫泉》，（臺北：玉山社，1997），頁 41。 

圖 2-2-1  平田源吾 

 

 

資料來源：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14。 

圖 2-2-2  天狗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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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洪德仁，《北投采風》，（臺北：人人，2000 年），頁 29。 

圖 2-2-3  瀧乃湯 

 

 

圖片來源：許陽明，《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2005年），頁 36。 

圖 2-2-4  北投公共溫泉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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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洪德仁，《北投采風》，（臺北：人人，2000 年），頁 52。 

圖 2-2-5  裕仁太子行啟紀念卡片及郵票 

 

 

資料來源：洪德仁，《北投采風》，（臺北：人人，2000 年），頁 53。 

圖 2-2-6  皇太子御涉渡飛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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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北市北投文化基金會，《北投地方史溫泉篇》，頁 64。 

圖 2-2-7  太子碑 

 

 

 

資料來源：google map 

圖 2-3-1  日本牧之原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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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晴遊閣大和屋飯店攝 

圖 2-3-2 溫泉成分及禁忌之注意事項表 

 

資料來源：日本牧之原松風閣 

圖 2-3-3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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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官方網站，2012.06.19。 

圖  2-3-4   臺北市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本組實地拍攝， 2012.03.12。 

圖 2-3-5  地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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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溫泉發展協會 

圖 3-2-2  2011年北投溫泉觀光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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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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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修正要點 
 

 

評審老師建議 

 

1.年份錯誤 

2.重複的資料用「前述」即可 

3.第二章第三節無小結論。 

4.用字遣詞須注意。 

5.參考文獻不夠詳細說明。 

6.應更深入探討。 

 

 

 

 

修正要點 

 

1.確實查詢並更改有誤的年份。 

2.重新整理出第二章第三節的小結論。 

3.更正有誤的詞彙。 

4.增加參考文獻的詳細資料。 

5.培養更好的論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