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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創⽣ 讓青年提升台灣「鄉村⼒」
記者 林怡恩 報導  

近年來⾛進鄉村，除了⼀些較年邁的在地居⺠，我們更不時會看到⼀些年輕的⾯
孔，有的戴起⽃笠拿著鋤頭在⽥間⼯作，有的駐村創作藝術，有的在翻修後的老
屋裡創業等等。與其待在都市闖蕩，回到家鄉打拼似乎成了這⼀代的流⾏。現在
的年輕⼈很多都選擇回家，摸索著⾃⼰的家鄉能創造出什麼新的⽣機。

現在愈來愈多年輕⼈願意返鄉⼯作。（圖片來源／臉書）

淺談地⽅創⽣
「地⽅創⽣」⼀詞源⾃⽇本，由安倍晉三的內閣於2014年提出《地⽅創⽣法》，
⽬的是為解決因都市化演變⽽成的⼈⼝問題，例如鄉村勞動⼒減少、⼈⼝過度往
都市集中及⼈⼒資源不均等等。簡⾔之就是結合「產、地、⼈」，將地⽅結合⼈
文、地理特⾊，發以展各⾃適合的產業，盼年輕⼈回流⾄鄉村⼯作，讓成⻑不只
侷限於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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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府⼤⼒推動以及法案的實施，如今⽇本地⽅創⽣成功的案例遍地開花。例
如北海道⼗勝地區在地青年種植芒果，利⽤溫泉加熱溫室，再配合當地的⻑⽇
照，成功研發出冬天採收的芒果「⽩銀的太陽」，進⽽銷售出去；⼜如⾯臨⼈⼝
外流、⾼齡化等⼈⼝問題的瀨⼾內，因舉辦每三年⼀次的「瀨⼾內國際藝術祭」
⽽成功重拾活⼒與價值。

2019年，台灣地⽅創⽣元年
據內政部主計處資料顯⽰，台灣老化指數在2017年⾸度破百，意指老年⼈⼝超越
了幼年⼈⼝，且正持續上升中。不只如此，台灣都市化也相當快速，美國花了⼀
百多年所達到的程度，台灣僅花費四⼗年。這同時代表著台灣鄉村⼈⼝外移甚是
嚴重，當年輕⼈⼀個個湧進都市打拼，不只城鄉發展失衡，那些駐守於鄉村的⻑
者也少了照顧者，如何緩和鄉村⼈⼝老化便成了當務之急。

為尋求解決⽅案，政府借鏡⽇本，將地⽅創⽣的概念移植台灣。⾏政院⾃2016年
開始推動「翻轉設計、地⽅創⽣」的前導計畫，結合地⽅的特性，找出適宜的產
業並輔導其發展。歷經兩年，此計畫成功獲得社會和媒體的關注和迴響，為地⽅
創⽣在台灣開疆闢⼟。

2019年，⾏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將本年訂定為「台灣地⽅創
⽣元年」，並且成立「地⽅創⽣會報」，由中央、地⽅和⺠間產業負責⼈以及專
家學者組成，⿑⼒同⼼地落實地⽅創⽣政策。國發會⾸先選定了134個鄉鎮區作
為「地⽅創⽣優先推動」之區域，其中主要為⼭村、原住⺠部落等偏遠地區。政
府將進入鄉鎮，輔導其找出地⽅特⾊發展潛⼒，鄉鎮事務所負責整合當地⺠眾意
⾒後向國發會提出計畫，⽽後實施則是靠⺠間。三⽅互相合作，以永續發展為願
景，讓地⽅產業與⼈才茁壯，提升台灣的「鄉村⼒」，終達成「均衡台灣」的⽬
標。

早期社區總體營造為雛形
其實地⽅創⽣這個「把地⽅推出去」的概念並非近年⾸創，早在1990年代政府提
倡的「社區總體營造」便有異曲同⼯之妙。當初的想法是⼤家⼀起為「社區」⼯
作，將在地文化元素注入，讓台灣各⼤社區都能有獨特的⽣命和樣貌。藉此凝聚
街坊鄰居的感情以外，也能使⺠眾⾃發性地參與地⽅公眾事務，可謂⼀舉數得。
例如現在講到⾼雄美濃，腦中便會浮現美麗的客家紙傘；提到宜蘭蘇澳，便會想
到以⽊屐聞名的「⽩米⽊屐村」等等。我們已可以從過往成功的社區營造案例
中，窺⾒地⽅創⽣的雛形。

「社區總體營造」和「地⽅創⽣」兩者最⼤的不同在於產業發展是否「具有系統
性」。兩者都是動員社區⺠眾將地⽅特⾊發揚光⼤，但前者仰賴政府提供資源，
⼀旦政策改變，社區便很難繼續經營下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社區間有彼此競爭
的狀況。然⽽後者則是政府與社區⼀同規劃出⼀套「有系統」的產業發展模式，
有如「給孩⼦⿂吃不如教他釣⿂」的概念，最終希望地⽅能⾃給⾃⾜的經營下
去。⽅今地⽅創⽣的推動者多半有著⾃我覺醒、關懷社會、永續經營等意識，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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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今地⽅創⽣的推動者多半有著⾃我覺醒、關懷社會、永續經營等意識，彼
此間不再相互爭勝，反⽽攜⼿合作，⿑⼼為台灣的未來奮鬥。

台灣地⽅創⽣實例
隨著青年「返鄉打拼」的意識逐漸提⾼，加上政府⼤⼒提倡，台灣做地⽅創⽣的
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地⽅創⽣的類型形形⾊⾊，⼤家各⾃發揮創意，⼀同在
台灣這塊⼟地上揮灑出絢麗的篇章。

由⼀群畢業於國立清華⼤學的學⽣所成立的「⾒域Citilens」，旨在推動新⽵舊城
區的活化，讓新⽵老城能被更多⼈看⾒。《貢丸湯》為其獨立發⾏的地⽅雜誌，
內容刊載了新⽵的文化和故事。這本雜誌不單單以「單點式」來介紹新⽵，⽽是
從主題和區域的⽅式更全⾯的帶出新⽵的種種議題，讓⺠眾閱讀完就像體驗了⼀
番新⽵的⽣活。此外，團隊也開設不同主題的城市導覽，更常與新⽵市政府、新
⽵⽣活美學館及在地商家合作，規劃各式活動，如營隊、講座、展覽等。透過這
些實體活動把新⽵舊城區的城⾨打開，邀請⺠眾⼀同來探索這個地⽅。

第⼗九期《貢丸湯》封⾯。（圖片來源／臉書）

提到新北市貢寮區，現在要知道的不能只有海洋⾳樂祭，這裡的地⽅創⽣計畫正
被孕育著。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以「貢寮⼈回家」為主題，展開「貢寮老街駐
街在地創⽣計畫」，陸續設立⼯作站，吸引年輕藝術⼯作者駐街創作。新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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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在地創⽣計畫」，陸續設立⼯作站，吸引年輕藝術⼯作者駐街創作。新成立的
「貢寮街有機書店」從老屋改造，農⺠可以在此寄賣商品，旅⼈可以在此閱讀⼩
憩。它儼然成了貢寮的客廳，張開雙臂歡迎旅客和居⺠來這坐坐、對話交流。

貢寮有機書店⼀隅，⼤⼤⼩⼩都可以在這裡享受閱讀。（圖片來源／臉
書）

屏東林邊鄉崎峰村的⼀棟改建的老房⼦內，有幾位年輕女孩在⼯作上選擇來到林
邊進⾏地⽅文化相關的⾏銷產業，並將養殖漁業推廣視為其中之⼀重要的任務。
她們運⽤先前在旅遊業的⼯作經驗，將⾃⼰定位為「旅遊經紀⼈」，打造屏東漁
⽔文旅品牌。於是「⼤⼩港邊  熱帶漁林」在這個理念下誕⽣了，結合屏東地區⼤
⼩漁港的文化和產業，透過線上網路社群⾏銷、影⾳媒體等宣傳，搭配線下深度
旅遊、⽣態解說等活動，⼜讓南台灣的漁村有了新的⼀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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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邊  熱帶漁林舉辦的實體活動。（圖片來源／臉書）

地⽅創⽣計畫立意良善，⺠間也正將它執⾏地有聲有⾊。然⽽鄉鎮在發展時要懂
得平衡，切莫⼀下⼦湧入太多觀光客使其變得「墾丁化」⽽失去原有的初衷。同
時也望⺠眾在遊玩的時候秉持著「認識⽽不打擾」的原則，尊重當地居⺠的⽣
活。無論都市或是鄉村，都是台灣的⼀部分，都是我們的家。盼⼤家都能深刻的
認識這片養育我們的⼟地，⽤愛創造文化以回饋它，並腳踏實地，好好地在此⽣
活著。

縮圖來源：⼤⼩港邊 熱帶漁林提供

關鍵字：地⽅創⽣、地⽅創⽣元年、青年返鄉、⾒域Citilens、貢寮街有機書店、
⼤⼩港邊  熱帶漁林

      

 記者 林怡恩

編輯 鄧萱妤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FishForest/photos/a.1682764551815387/2634885086603324?type=3&sfns=mo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4090?issueID=758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4090?issueID=758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E5%9C%B0%E6%96%B9%E5%89%B5%E7%94%9F%20%E8%AE%93%E9%9D%92%E5%B9%B4%E6%8F%90%E5%8D%87%E5%8F%B0%E7%81%A3%E3%80%8C%E9%84%89%E6%9D%91%E5%8A%9B%E3%80%8D&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4090?issueID=758
javascript:void(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9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91

	地方創生 讓青年提升台灣「鄉村力」
	淺談地方創生
	2019年，台灣地方創生元年
	早期社區總體營造為雛形
	台灣地方創生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