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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青少年交流訪日團（JENESYS2017－日本研究）活動心得 

姓 名：     王冠云            系 級：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四年級   

E-mail： b02610005@ntu.edu.tw   

 

本心得的撰寫結構依照九天行程的時序來安排，並且包含行前說明會，訪日時間為 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20 日。 

 

行前說明會 

    行前說明會舉辦的地點位於臺北慶城街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

會上除了有長官致詞之外，還有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承辦人莊小姐為大家解說行程，並且也讓

團員們認識帶團的老師和分組活動的同學。在說明會中，大家就把握時間把許多事情決定好

了，例如要準備的表演節目、禮物等，也互相交換聯絡訊息。聽過了說明會之後，才會知道

比較詳細的行程以及該準備的東西有哪些，連服裝也有相關規定喔。 

 

7 月 12 日 

    早上很早的班機，且下午馬上就有一場在日本的開幕儀式。需要準備充足的體力，而且

應該要在飛機上吃飽一點。開幕儀式中，會面了日本相關單位的長官，因此需要穿著整齊的

衣服，會上又再次說明了許多行程的注意事項，並發放了一本日語的會話手冊。整體而言，

可以看出日方非常用心的在準備活動，而且完全不放過任何一點小細節，此外，隨行的工作

人員很多，也有許多精通中文與日文的人員，讓人在一開始就充滿了放心的感覺。 

 

7 月 13 日 

    這天的活動主要以講座構成，有厚生勞動省的講座、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的講座、文部科

學省的講座、KAGOME 株式會社的講座與參訪。在這些講座中，最核心的概念莫過於日本

人對於細節的把關程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分割明確，且中央政府十分依賴科學專

業來有效率的訂定相關的檢測標準。在了解日本的食育文化和嚴格的檢測標準之後，理解到

日本人對於「食」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且政府推行政策時，往往都會根據相關的法律和指

導目標，並且讓產官學的口徑一致，共同朝向相同的目標努力，我認為這點最值得學習。而

大企業在食品安全安心的努力方面，也不亞於政府，也提醒了我們不需要太過於厭惡大企業，

若是有良心的企業，還是值得支持的。 

 

7 月 14 日 

    農林水產省的講座提到了一些關於在農業生產方面，如何減少放射性物質的做法，而且

也說明了各個中央政府部門之間，如何在食品安全議題方面互相搭配，共同解決問題。這場

講座整合了前一天所接收到的資訊，也更深入的了解了日本在這方面的全面措施。減少放射

性物質的做法也十分具有說服力，若信任客觀的科學數據，相信也會對日本的食品感到安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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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千葉縣農林總合研究中心，就親眼目睹了測量放射線物質的實驗室，如此一來，讓

人更加印象深刻。而該單位專門測量放射線物質的研究團隊其實不到 10 人，最高一年要處

理的檢測件數曾超過一千件，工作量如此龐大，也令人不禁感到讚嘆。 

 

7 月 15 日 

    這天的行程包含了柴魚片的初級加工以及二次加工。在柴魚工廠嶋津商店，很驚訝的發

現他居然就坐落在海灘的旁邊，而且在工廠的巷子外都聞不到任何魚腥味，只有店內和店門

才有烘烤的柴魚味，從這個細節可以觀察出他們十分注重工作環境的整潔，不讓異味四處飄

散，這是臺灣的工廠甚至於小吃店都很值得學習的地方。另外，在永井商店的參訪則是關於

柴魚片的再次加工，同樣也看到了工廠環境的整潔，廠長也拿出了無放射性物質的檢驗證明

書給大家看，從製作到最後的裝箱都讓我們親眼目睹，整個過程流暢、乾淨，地板上沒有任

何積水，還有合宜的溫度，都是這個工廠厲害的地方。 

 

7 月 16 日 

    本次訪日團的活動還包含了寄宿家庭體驗以及自然生態體驗。在寄宿家庭中，我們造訪

了一個已經超過 100 年的日式家庭，傳統的日式建築、擺設，搭配著窗外的蟲鳴聲，很有

一種讓心緒寧靜下來的感覺。我們還有體驗採大蒜、走山、放煙火的活動，很有田園風情，

和都市生活截然不同，難以忘懷。自然生態體驗則是看「大山千枚田」，這個地方很特別，

是種在梯田上的水稻，而且利用了土壤保水力良好的特點，不需要灌溉，全倚賴雨水的滋潤，

每年的雨季大約在 11 月到次年的 3 月，這段期間不會有作物，但是卻儲了水，雨季結束後

插秧，到大約 9 月份時可以收成。這個田地體現了人和自然一種很簡單的關係，而當地也

有相關的組織來守護這塊土地，保護了當地的自然生態，也讓這個很有特色的水稻田被留下

來。 

 

7 月 17 日 

    早上進行了一場寄宿家庭的歡送會活動，這場活動當中，我們組的寄宿家庭的 HOME

媽和組員們幾乎都哭紅了眼，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夜，卻留下了很難忘的回憶以及良好的情誼，

最後有點捨不得，也很感謝這段期間的相互照顧。 

    另外，從千葉縣前往神奈川縣時，我們所搭乘的交通工具是渡輪。日本的這種渡輪大到

足以載得下很多汽車甚至遊覽車，於是我們就搭著巴士進入渡輪。而因為船體很大，在船上

並不會感到暈眩，還能欣賞美麗的風景，船程將近 40 分鐘，是很難得的經驗。然後我們抵

達了一個產地直送中心，在這個地方了解到這些商店除了具有觀光的功能之外，商品都會標

上生產者的姓名，讓人能安心購物。該商場所提供的座位區和果汁都非常的舒適。對於臺灣

而言，漁港附近或許也可以嘗試撘建類似這樣的設施，部分地區的魚販們就不需要以流動攤

販的形式擺攤，也是值得參考的地方。 

 

7 月 18 日 

    這天主要的活動是日本大學的學校參訪，並且也訪問了一個農產物直販所，經過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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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了解到日本的直販所和臺灣的農民市集有類似的發展方向，但是卻有截然不同的樣貌。

直販所乾淨、明亮、寬敞，且不需要農民親自來銷售，農家只需要提供商品，並且可以自己

定價，然後支付一定的標籤處理費及包裝費。這樣的模式可以讓消費者在比較舒適的地方購

物，但是仍然沒有辦法見到生產者本人。 

    在日本大學食品事業科的參訪中，了解到該科系在理論和實務上相互並用的程度是非常

深的，和臺大的學風截然不同，學生們必須要有很豐碩的實務成績，而且還必須執行許多和

社會密切相關的活動。此外，文理並重的教學方式也很特別，在該科系中，不只得學習經營

管理，連商品開發和種植技術也都必須學習。和我們密切交流的那幾位代表的學生，也都非

常用心的回答我們的問題，且帶動許多氣氛，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用心。 

 

7 月 19 日 

    這天的目標是食品以外的其他日本相關的事物，因此參觀的是日本的歷史性建築，以及

具有動漫文化代表的灌籃高手的鐮倉高中前的平交道。在歷史性建築的部分，最印象深刻的

是鶴岡八幡宮，他是日本的傳統神社，而神社因為有表參道和裏參道的關係，整個大面積的

腹地都被保存的相當良好，其宏偉度不亞於臺灣或中國大陸的大型寺廟，而且進入神社區域

之後，人口數量不會過於密集，也不會過於吵雜，清幽的宗教環境令人感到舒服。 

    下午則是工作坊以及報告會，由三位同學代表全體團員上台發表整個活動的報告，這場

報告的主要架構由官方指定，內容則是全體團員們討論出來的。這場報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活動，因此需要謹慎的對待。整體而言，因為有了一場報告會，讓大家整理了活動的所見所

聞，也讓整個交流變得更有意義。 

 

7 月 20 日 

    最後一天是返台日，因此沒有實際的行程活動，不過由於我們的班機非常早，工作人員

很辛苦的提早到便利商店買好了所有人的早餐，而且分袋裝好。一直到最後一刻都不見他們

的馬虎。總體而言，我們了解到日本非常謹慎且注重細節的態度，非常感謝這九天來工作人

員們的密切照顧。 

 

 

 

※本次活動心得之版權歸屬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所有。 

    填寫人：＿＿＿＿＿＿＿＿＿＿（親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