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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城鄉發

展差距擴大 

 人口減少縣市遠大於增加縣市 

人口集中都會區及區域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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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科技導入 找出產業DNA 

一.地方創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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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學研 
(USR) 

企業 

• 發掘DNA 

• 凝聚共識 

• 形成願景 

鄉(鎮市區) 中央 縣(市) 

行政院 
地方創生
會報 

國發會 

各部會 

參與協助 

資源提供 

資源供給 
(部會公建經費10%) 

參與媒合 

協助 

參與 

事業 
提案 

地方創生計畫 

地方創生戰略計畫的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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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意識 

島內移民 
首都圈減壓 

均衡台灣 

企業 
投資故鄉 

整合部會 
創生資源 

社會 
參與創生 科技導入 

品牌建立 

財政、資訊、人才 

二.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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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創生事業 

政府 

企業 

「行政院地方創生
會報」工作會議 

(媒合平台) 

創生事業
提案 

協助地方提案 

• 媒合企業認養 
• 統籌專戶投資 
• 分配部會資源 

• 稅賦及租金優惠 
• 法規調適 

誘因 

企業投資故鄉 - 認養創生事業 

故鄉情感 

企業社會責任(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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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城鎮機能 發展地方產業 

人工智慧(A) 

區塊鏈(B) 

雲端技術(C) 

大數據(D) 

生態系(E) 

製造與行銷 

災害應變 

智慧交通 

品牌建立 

營運管理 遠端工作 

遠端醫療 
雲端教育 

科技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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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部會創生資源分配 
1.主要計畫 (17項)- 直接帶動地方產業或就業 

2.配套計畫(20項) - 提升城鎮基本生活與環境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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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共同參與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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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宣傳 
推廣「地方限定」
產品、體驗服務  

網路\實體 
行銷通路 

品牌建立 

 確立地方品牌形象 

 地方品牌行銷經營 

建立品牌識別 
地方特色產品 
創意設計開發 

觀光遊憩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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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資料庫 TESAS 
整合政府各類統計資訊，支援地方創生規劃及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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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提出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誰可以提？ 
• 產官學研社都能提出事業提案，送請鄉鎮區公所或縣市

政府整合納入地方創生計畫。 

事業提案要怎麼寫？ 
• 事業提案須符合地方創生願景，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1.事業主題 
2.事業與地方DNA的關係 
3.事業經營主體、利害關係人 
4.形成事業共識過程 
5.事業構想內容(包含地點、永續經營之商業模式、自行

投入資源、可能的收入來源...等) 
6.事業所需資源與協助(包含需要政府協助媒合的部會資

源、企業投資、相關配套建設、法規調適事項等) 
7.事業對於地方創生KPI之貢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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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DNA加以發掘、演譯或轉化 

導入科技或創新經營手法，強化市場競爭力 

具備「可獲利並永續自主經營」的模式 

具備「共好」效益：在地性、公益性、公共性 

具備支持人口定居、帶動關係人口、吸引人口回

流的效果 

地方創生事業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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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掘地方DNA 

資料來源: 前客委會研究員呂致緯 

• 從自覺到發掘 

• 藉由資源的盤點與歸
納，避免仿效抄襲 

• 從地方產業切入     

盤點在地DNA 

• 不只是觀光導覽，但
可以為體驗旅遊教育
創造附加價值 

• 產業DNA不僅是農業，
可以是工業、商業、
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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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盤點(以泰武鄉為例) 

人 文 地 產 景 

‧歷史故事傳達者 
‧語言文學教育者 
‧手紋文化保存者 
‧音樂文化教育者 
‧傳統祭儀傳承者 
‧山林知識傳承者 
‧家族傳統頭目 
‧傳統美食製作者 
‧服飾技藝工藝師 
‧雕刻技藝工藝師 
‧藝術畫家 
‧在地咖啡師 

‧排灣族傳統習俗 
 豐年祭、五年祭 
 婚禮、福球 
 
‧原民文化產物 
 鼻笛、手紋 
 雕刻、歌謠 
 
‧多元宗教信仰 
 基督教、天主教 
 佛教、道教 
 

‧吾拉魯茲部落 
‧佳平部落 
‧萬安部落 
‧佳興部落 
‧武潭部落 
‧平和部落 
‧馬仕部落 
‧舊泰武部落 
‧舊佳平部落 

‧原鄉咖啡產業 
 
‧農特產業 
 
‧餐飲民宿業 
 
‧排灣工藝產業 
 

‧北大武山 
‧185沿山風景 
‧吾拉魯滋咖啡產 
  業發展館 
‧吉貝木棉林 
‧萬安清水公園 
‧水泉山公園 
‧泰武鄉咖啡廊道 
‧舊武潭觀景台 
‧舊佳平石板屋 
‧排灣文化館(家屋) 
‧雕刻藝術村 

傳統領域傳承 
地方人才培育 

傳統歷史保存 
呈現多元文化 

豐富地理資源 
發展部落特色 

產業推動發展 
增加就業機會 

優化地方景點 
觀光產業鏈結 

17 



地方DNA(以泰武鄉為例) 

 以具市場發展性之咖啡產業為主體，廣大種植面積及生產技術等透
過公部門大力扶持下，已成為臺灣原鄉咖啡示範區域。 

 產業能量足夠後以咖啡產業為主體，串連觀光產業，並整合現有資
源，如：北大武山登山基地營、佳興村木雕、萬安生態園區等 

 透過科技導入、基礎建設改善與在地品牌建立，增加事業體系胃納
量，藉此增加就業機會，再創地方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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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他山之石-地方創生案例分享 

決策系統神助攻稻米產業華麗轉身-大橋稻米產銷專業區、壽米屋 

#科技導入 

#社會參與 

#品牌建立 

#企業投資 

• 巡田的農夫打開手機App，查看溫度、溼度、光照強度、風速風向、降雨量。 
• 智耕雲的AI將數據結合稻農生產履歷，演算出一套稻作種植管理策略。 
• 經營大橋稻米產銷專業區的壽米屋，打開智耕雲管理平台，不僅看得到每一塊稻田

的環境監測數據，還可以從決策支援系統取得明年市場的營運建議。 

大橋稻米產銷專業區，設置田間氣象站 壽米屋購入智能倉儲系統，透過電腦進行溫控及害蟲偵測 

彰化 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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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監測更給力 魚塭管理拚進化 - 樂漁8 

#科技導入 

#社會參與 

#品牌建立 

• 傳統養殖漁業的運作，留不住漁鄉青年返鄉接班，讓地方創生缺少青年人築夢的可
能。利用智能監測科技，將讓漁二代、漁三代傳承家業更容易。 

• 組成「佳冬鄉水產養殖產銷班第八班」，自創品牌「樂漁8」，如今全班年產值已
達2億5千萬。 

佳冬魚塭阡陌縱橫，水產養殖導入科技，能提高
養殖的工作效率與水產育成率 

養殖戶用一支手機就能搞定監測、記錄履歷等作業 

他山之石-地方創生案例分享 

屏東 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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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殼炭循環再利用  垃圾變烏金 

#科技導入 

#社會參與 

#品牌建立 

• 3,740公噸/年 廢棄菱角殼 → 研發再生資源菱殼炭 

• 開發創意商品，創造循環經濟 

 

他山之石-地方創生案例分享 
台南 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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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牧場- 「烏山頭發電雞」 

#科技導入 

#品牌建立 

• 牧場結合臺南官田「烏金」菱殼炭，將菱殼炭粉加入雞飼料餵雞，並用來淨化牧場用水水
質，以及使用菱殼炭粉混和微生物菌分解雞糞，讓雞糞變成有機肥料循環利用。 

• 烏山頭能源牧場以綠能溫室的概念，結合太陽能面板及溫室，既能發電、賣電，又可種植
無毒有機蔬果，同時地面搭棚架養雞，一塊土地多種功用，可有3種收入 

他山之石-地方創生案例分享 

台南 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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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診療、線上監測 -彰基、仁寶合作開發「愛糖寶」 

#科技導入 

#社會參與 

#企業投資 

• 智慧醫療，是地方創生應該建構的機能與福祉。 
• 通訊、AI、穿戴裝置等科技快速發展下，透過遠距照護，同樣可以讓醫護端掌握患

者在家裡的健康狀況，達成多數長者期待「歸鄉在地老化、就地安養」的心願。 

只要把食物照片上傳到愛糖寶App，愛糖寶機
器人會立即給予解答 
升糖指數太高會被遠距照護系統列為紅燈警示 

經過彰基醫師評估， 
由個管師指導操作愛糖寶App的介面 

他山之石-地方創生案例分享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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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7月31日止，

本會偕同相關部會輔導地

方政府提報121件地方創

生計畫，經本會召開19場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工作會議通過51件，媒合

企業投資及相關部會資源，

由地方政府據以執行中。 

• 其餘70件計畫則由本會持

續透過輔導會議協助，或

由鄉鎮公所與縣(市)政府

進行計畫調整中。 

縣市別 通過提案數 

新北市 5 

新竹縣 2 

苗栗縣 3 

臺中市 1 

南投縣 5 

彰化縣 3 

雲林縣 7 

嘉義縣 1 

臺南市 5 

高雄市 3 

屏東縣 6 

宜蘭縣 1 

花蓮縣 3 

臺東縣 6 

總計 51 

執行中(51件) 

輔導中(70件) 

未提案(236鄉鎮區) 

五.地方創生計畫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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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地方創生現況 

提案情況 鄉鎮市區 

已通過(執行中) 寶山、峨嵋 

輔導中(審查程序中) 北埔 

潛力提案 
尖石、五峰 
湖口、芎林 ■已通過 

■輔導中 

■潛力提案 

■青年工作站 

青年工作站 鄉鎮市區 

共享峨眉創生系統
建構計畫 

峨嵋 

共下歇青年工作站 關西 

「森林循環湖口創
生」地方創生青年
培力工作站 

湖口 

尖石鄉 
五峰鄉 

寶山鄉 

峨眉鄉 

北埔鄉 

湖口鄉 

芎林鄉 關西鄉 

更新至1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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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地方創生計畫(已通過) 

•台灣綠寶石 
• 蠟燭藝術 

• 老人學堂師資費用 

•一湖六村 柑遊茶鄉 
• TimeLinker時間銀行 

• How客吧青年創客基地 

• 時光村品牌與主題館 

• 快速有機肥製造系統與創新

加值服務模式 

寶山 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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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新竹縣寶山鄉 109/01/14 通過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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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新竹縣峨眉鄉 109/01/14 通過工作會議 

時間銀行 

時光村 

How客吧 

快速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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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新竹縣北埔鄉 

一落︱北埔老聚落 

二軸︱觀光休閒軸 
三區︱歷史文化核心區 

三區︱自然山林體驗區 

三區︱休閒暨生態農業生產區 

二軸︱農業生產軸 

事業主題一：北埔節慶文化行銷創生事業計畫 

事業主題二：北埔觀光服務創生事業計畫 

事業主題三：智慧醫療暨健康照護創生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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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生提案品質可再提升 

• 公所專業、人力、提案整合能力
及執行力普遍不足 

• 外部協力團隊能力參差不齊 

• 提案創新性及創造力不足、缺乏
亮點，不易展現成效 

• 缺乏經驗交流、學習及進化 

• 無專屬預算較缺乏誘因 

• 公部門：願意返鄉的人才在哪裡？ 

     如何讓人才與需求對接？ 

• 私部門：返鄉去做什麼？ 

                 夥伴、業師在哪裡？ 

     創生經營空間在哪裡？ 

     生活環境條件? 

怎麼生存下去？ 

六.地方創生再進化 

人才返鄉困難 

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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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移動、地方連結 

地方發展體質改造 

終極願景：均衡臺灣 

創生 
2.0 

• 鼓勵青年返鄉，透過技術、資源、社區的合作，
創造社會價值，逐步改造地方發展體質，累積創
生資本，朝終極願景邁進。 

• 符合前瞻計畫投資未來之政策宗旨，於4年內積極
強化為達成均衡臺灣之基礎發展條件。 

• 強化地方特色產業與環境機能之整
備，配合推廣「二(多)地居」的生
活與工作型態，促成人口移動及人
與地方關係的連結。 

島內移民、人口回流 

• 需長時間經營，非一蹴可
幾，短期尚難見成效。 

地方創生再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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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為主 
翻轉 

支持 

地方與青年 

為核心 
資源整合 

友善地方 

土地關懷 共同體意識 

社群連結 創生 

生態系 

深耕，才能發掘在地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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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各部會分工及經費 

主管部會 工作項目 
110年度經費

(億元) 

國發會 
辦理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空間環境整備及
相關輔導協助 

3.1 

內政部 地方創生城鄉風貌營造 0.5 

教育部 發展及整備地方創生青聚點 0.4 

經濟部 配合地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業發展 0.3 

交通部 
地方創生觀光旅遊環境營造、地方創生公共運輸
服務升級 

0.7 

農委會 地方創生農山漁村發展建設 4 

衛福部 地方創生長照衛福據點整備 1.5 

文化部 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 1 

原民會 地方創生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 0.3 

客委會 地方創生推動客庄產業發展 0.2 

合    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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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年部會依「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編列之經費共8.9億元，須經「行

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同意後始得動支。 

2. 為減少地方因提案規劃不周延致中途撤案，地方創生事業提案於輔導階段，

由各部會依相關規定(標準)進行審查，確認提案之可行性、必要性及經費

合理性後，始提報工作會議。 

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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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在地青年工作站 

活化公有空間 

成立專案辦公室 

提供實質補助 
引領人才返鄉、留鄉 

強化政策指導、統合推動及國際連結 

建立地方創生計畫 
支援系統 

提供地方團隊實體交
流及事業經營空間 

多元徵案 
開放地方團

隊申請 

建構分區輔導中心 

地方創生2.0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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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原則 

由分區輔導中心扮演組織、串連不同層級的創生
團隊與機構，促成共創、協作及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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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創 
發想事業 

• 協助返鄉青年連結地
方需求，提出具有商
業模式之創生事業至
少2案。 

• 導入跨界資源與科技，
輔導青年合作共創。 

• 提供在地青年創生事
業經營與經驗交流場
域。 

• 設專責人員提供青年
創生事業諮詢服務及
相關網絡連結。 

在地諮詢
網絡連結 

人才培育 
知識分享 

• 舉辦至少6場次(每場
至少20人次)與地方
創生相關之工作坊或
課程。 

友善社會回饋 
發展實踐場域 

• 針對地方問題，提出
有助於友善社會公益
及公共性之在地服務
行動(自訂可量化之績
效指標)。 
 

青年培力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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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產學研社，
建構區域型輔
導系統 

盤點地方推動現況、研析
推動課題及輔導策略，協
助公所及團體發想提案 

策劃經驗交流
學習及推廣活
動 

支援青年工作站運作服務 

協助青年工作站串連交流  

公有空間活化
計畫之訪視輔
導 

落實在地輔導
服務，引導地
方創生之創新
實驗行動 

北、中、南、東分區輔導中心 

38 



多元增案-地方創生2.0提案流程 

地方團體 青年培力工作站 

分區輔導中心 

專案辦公室 

【新增】多元徵案流程 

鄉(鎮市區)公所 

縣(市)政府 

國發會 

一般提案流程 

產官學研社 
、地方青年 
地方團體等 

確認及協助處理土
地使用、環保、補
助款核撥、配合款
編列、公有空間提
供等事宜 

地方創生計畫(由地方具
共識之團體彙整代表) 

事業提案 

以商號、公司或社企名義提出
事業提案(包含盤點地方DNA、
地方共識、地方願景等) 

事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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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展的創生行動 

在地人口的關係連結 

實驗創新的亮點計畫 地方有感的支持實踐 

打造具生機與 
吸引力的新故鄉 

結 語 

40 分享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