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中衛發展中心

熱誠 │  精業 │  綜效 │  卓越

DEFINE THE FUTURE

城鄉創生產業發展

1 0 9 年 0 2 月 1 3 日

講 師 ｜ 翁 榆 旻



里山十帖 將地方魅力變成永續獲利
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你稍微從不同角度眺望它，就能不斷挖掘出「地方的魅力」。

驅 動 創 新

顛 覆 常 識

砍掉一片杉木林之後，迎來是一片開闊的絕佳景色。
日本屈指可數的絕景露天溫泉旅館誕生，創造「『里山十帖』=絕景露天溫泉」認知符號。

在資料顯示「不可能開得成」的地方開旅館，

在日式旅館平均住房率約只有50.3%及客單價不斷下滑的困境中，

接手前任經營者不管怎麼努力，就是無法轉虧為盈，開業至少20年日式溫泉旅館。

一棟屋齡150年傳統民宅，里山十帖開業三個月，住房率就已超過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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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超高齡社會

名次 主要國家
2017年

高齡化比率(%)
名次 主要國家

2016年
出生率(人)

1 日本 27.05 1 臺灣 1.13

2 義大利 23.02 2 義大利 1.35

3 德國 21.45 3 日本 1.44

4 法國 19.72 4 德國 1.50

5 英國 18.52 5 英國 1.80

6 美國 15.41 5 美國 1.80

7 臺灣 13.20 6 法國 1.96

註：高齡化比率最低的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僅1.14%；全球出生率最高的是非洲的尼日共和國，達7.24人
資料來源：GLOBAL NOTE，內政部，中衛整理，2019/3

 日本、義大利、德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達到20％，面臨人口結構老化
問題；台灣老年人口在2018年突破14.5%，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台灣2018年的出生人數創下8年來新低，
較2017年減少1萬2,243人，出生率連1人
都不到，已是全球最低，推估3~10年間
總人口數將轉為負成長



Copyright © 2019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100台北市中正區100杭州南路一段15-1號3樓 +8862 391 1368 6
城鄉發展失衡

 日本東京都會圈內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達28.4％
，呈現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的現象

註：主要國家首都圏人口集中率=首都圏人口 /總人口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官房，台灣內政部，中衛整理， 2019/3

百分比(％）

日本（東京）

英國（倫敦）

義大利（羅馬）

法國（巴黎）

德國（柏林）

美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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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6 都 人 口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近
69.3%，大台北首都圈人口總數
比率達28.25％，區域人口分布
不均的問題日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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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問題意識與因應政策

資料來源：中衛整理， 2019/3

台
廠
SW
OT
分
析

日

德國

義大利

臺灣

 歐洲共同農業政策
 整合農村發展計畫
 改善區域經濟結構計畫
 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保

護計畫

 超高齡社會居全球之冠

 人口出生率下降

 面臨總人口數減少危機

 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大
都會

 超高齡社會居全球第二

 生育率是歐盟國家最低

 24~34歲年輕人移民

 3000個市鎮面臨廢村
危機

 超高齡社會居全
球第4

 10萬人口以下的
城鎮人口占70%

 邁入高齡社會

 人口出生率全球最低

 預估未來總人口數呈
現負成長

 人口過度集中於6都

問題
意識

日本

 歐洲中小企業議定書
 新創事業規章
 慢活城市憲章
 葛拉索法
 休閒農場法

 情報支援
 人才支援
 財政支援
 區域再生計畫
 地方創生特區

 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創生
 品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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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政策

02
地方“再生”

ではなく, 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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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1871年明治天皇的國土開發政策

廢藩置縣＜區域發展＞

 透過都道府縣的地方分權來實現中央集權

 透過都市計畫進行殖產興業（工業化）

戶籍制度＜人口結構＞

 建立戶籍法，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封建。

 試算當時日本的自然環境負荷量，規劃適量

人口數上限為3,000萬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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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連結140年前的明治維新

地方創生
日本式國土發展手法

大政策

＜中央主導＞
立法→編預算

產業
政策

＜地域振興＞
診斷＋技術＋行銷

文化
政策

＜文化立國＞
文化＋內容

人才
政策

＜武士精神＞
企業責任＋人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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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東京獨大

• 全國人口：1億2,700萬人

• 東京都人口：1,370萬人，佔全國約11%

• 首都圈人口：3,700萬人，佔全國約30%，世界最大都會區！

• 東京一極集中（東京獨大），區域發展不均，地方都市逐漸呈

現市郊化現象（人口稀少、經濟活動死氣沉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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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獨大的結果

網路傳言說日本黃金週會像台灣的過年一樣，到處塞滿人潮。

來了這麽多天，還翻山越嶺繞了將近2/3個台灣這麼大的一

圈，我想問：郎勒？（再次驗證網路多數是謠言）

2017.5.4

－岐阜高島屋商店街－

地方都市市郊化

小型店鋪倒閉或永久歇業，拉下緊閉的鐵門將許多商店街剪影都轉變成「鐵門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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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振興，重新活化地方經濟

1960年代起，日本境內各地方政府

已推動許多地方經濟活化政策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自治公民館

地元製品
優遇

社區營造

有機

鄉土愛

貧困
削減

僱用
創出

OVOP

1 以簡單的口號表達複雜的構想。

2 原意單純容易傳遞引起共鳴。

3 同時處理社會、經濟與文化面。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地
域
經
濟
振
興
政
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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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OVOP

1. 有機農業町：1960年代，宮崎縣綾町因人口外移嚴重，造成稅
收不足， 財政惡化，無法自給自足，開始推動地域振興政策。

2. 一村一品縣： 1970年代，大分縣整合宮崎縣綾町考查結果，推
動一村一品農村振興運動，讓每個村專注於耕作一樣農產品，
並且做到最好。

3. OVOP外交政策：21世紀日本定位為中等強國，具備強國條件，
卻因特殊因素在國際舞台受制，只能發揮區域性影響，因此
OVOP成為「東亞區域性公共產品」外交手段。

1979
一村一品運動

（OVOP Movement）

1966
自治公民館制

度

1967
一坪菜園

運動

1968
一戶一品

運動

おおいたけん

大分県 平松守彥(知事)

ひらまつ もりひこ
(考察期間)

2003

平松守彥
離開公職

共計24年

(圖片來源：大分一村一品国際交流推進協会簡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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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振興走了50年後

2008年人口數達到最高峰，總人口超過1億
2,000萬人之後，開始出現人口減少趨勢。

資料來源：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 (首相官邸) 2015年繪製

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創新高，接近1/4，人
口結構定型。

資料來源： Cabinet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 (内閣
府)2016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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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900個鄉鎮即將消失

根據日本內閣府統計，預估
2060年，人口會減少將近
4,000萬人，將近900個鄉鎮
消失，且其中有近4成超過65
歲。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不足、
GDP成長緩慢、高齡化社會、
文化傳承不易等問題。

資料來源： Cabinet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 (内閣
府)2015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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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經濟崩盤的隱憂

人口老化

 高齡化，社會福利支出驟增

 花費多、進帳少的經濟結構

人口減少

 少子化，都會男女不婚不生

 勞動人口，下降喪失人口紅利

一都獨大

 人口移入大都市

 城鄉經濟發展失衡

 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惡性循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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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政策沿革

地
方
發
展
相
關
政
策
演
進
歷
程

推動
背景

地
方
創
生
政
策

2014年

9月3 日設置地方創生本部
11月21日成立地方創生法案及地域再生法部分修改法案
12月2日施行「城鎮、人、工作創生法(地方創生法) 」
12月27日決定「地方創生長期願景」及「地方創生總合戰略」

 每年6月決定當年度「地方創生基本方針」，12月修訂
「地方創生總合戰略」 。

 持續針對地方及發展現況增修地方再生部分法案，如地方
創生深化補助制度、地方創生相關稅制(企業故鄉稅)、政
府相關組織搬遷之基本政策等。

○國家競爭力下滑：面臨總人口減少、高齡人口快速成長趨勢，如何維持未來全球競爭力成為國家發展隱憂。

○大都市圈人口集中：1955年以來，人口持續往大都市圈(東京圈)流入，地方圈人口持續減少，區域失衡，城鄉差距日益擴大。

○地方圈消失危機：未來30年，消失的城市將大量出現。

制
度

特
區

法
令

推動年代

中心市街地
活性化制度

構造改革特別區域

1998

中心市街地
活性化法

2002

都市再生制度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

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

2005 2008 2011 2013 2014 2015~

地域再生法

地方再生
制度

環境未來
都市

環境標竿
都市

總合特別
區域

總合特別
區域法

國家戰略
特別區域

國家戰略
特別區域

法

城鎮、人、
工作

創生法

城鎮、人、工作
(地方創生)總合戰略

2015年~迄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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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變成國家安全層級

• 安倍內閣在2014年9月3日「第二次改造內閣閣議」成立（通稱「創生本部」）

• 安倍晉三內閣總理擔任本部長，本部委員全部都由國務委員擔任。

• 「創生本部」成立目的在回顧日本二十多年來所執行的地方發展補助策略的成效，

重新調整資源分配，確實克服日本人口減少與地方經濟凋零的國家困境。

1995年 安倍二次政權
正式定義創生

經濟產業省已提出
地方創生口號

2000-2012年 地方創生與地域再生混合使用
（地域再生強調增加雇用機會）

2012-2014年

連結140年前明治維新
再 造 日 本 國 家 盛 世

城市、人、工作創生本部事務局（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事務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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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總合戰略思考方向

政
策
目
的

面臨少子高齡化問題，除了力求扭轉人口減少趨勢之餘，亦期能改善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之現象，並確保各地良好居住環境，

以維持日本社會將來得以繼續保持活力。

城鄉 人 工作

希望每位國民都能懷抱夢想與希望，
在地方安心且富足地生活的地域社會。

希望留住具有各式各樣多元個性、能
肩負地方社會運作發展的人才。

希望在地方創造具有魅力之各式各樣的
就業機會。

基
本
理
念

①整備城鄉經濟與社會環境，營造具有地域魅力之富足生活，以使
地方居民具備多元個性 。

②考量地方居民及環境乘載程度，使企業與住民相互了解協力，並
以長期供需與利益為目標，強化社會生活基礎服務。

③打造對於結婚、生產、育兒懷抱希望之社會。

④整備經濟與社會環境，調和工作與生活。

建立城鄉、人、工作
創生好的循環

人才確保與育成，及結
婚、生產、育子等支援人城鄉

確保與提升
雇用的質與量

工
作

城鄉現況
課題解決 ⑤促進運用地方特性之各種創業，並

使事業經營活動更加具備活力，藉
以創造具有魅力之就業機會。

⑥建立由地方公共團體彼此相互合作
協力機制，確保行政方面之運作得
以兼顧效率及成效 。

⑦力求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事業經
營者得以彼此相互合作協力。

社會 經濟

行政單位

人才 企業
創業

地方團體

結婚

育子 工作環境
住民

產業觀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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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的三支箭

■情報支援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

・提供可視化的產業・人口・觀光等地區的經濟相關大數

據。

・在國家各機關配置能協助使用RESAS系統的人才等，使數

據活用在地方公共團體各式各樣的政策中。

■人才支援
○地方創生人材支援制度
・派遣有能力及意願的國家公務員，大學研究者，

民間人才前往地方。

○地方創生大學
・官民合作確保地方創生的専門人才培育。

○專業人才事業
・實現專業人才的地方回流

■財政支援
○地方創生推廣支援金

【2018平成30年度預算】官民合作、地區間連結、政策連結等的促進、
支援先驅性・優良案例的橫向展開

○地方大學・地區産業創生預算
【平成30年度預算】

○資助地方創生生產性革命據點整備支援金

【平成29年度修正預算】

○地方創生支援稅制（企業版故鄉納税）
・針對有支援實行地方創生的地方公共團體的企業，提供扣
除稅額的優惠措施

○城鎮・人・工作創生事業費（地方財政措施）
・將地方公共團體可實行的地方創生策略列入地方財政
計畫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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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 制度與政策內容

地方創生策略 = 
國家與地方長期
願景展開的總合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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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 制度與政策內容

主體 中央/地方政府 產業/企業 教育 醫療 地方組織

工
作

(1)創造地方安穩
的人才工作環境

人

(2)創造地方的新
「人」流

(3)滿足年輕世代
結婚生育的希望

城
鄉

(4)創造現代化安
居及樂活的城鄉

負責主體
策 略

地方版IoT推進實驗室(醫療、交通)

店鋪、農地、古宅等閒置資產活用

觀光地域管理/行銷組織(日本版DMO)

體育活性化(東奧/殘奧) 傳統工藝產業振興
六級產業化

地方物產商社

創造地方核心企業
(農林漁牧、航太、觀光等)

共享經濟
新生活產業

政府機關
移址地方

日本版CCRC 強化企業地方據點

地方創生Internship推進

地方大學振
興

少子化對策

生育支援

年輕世代
穩定經濟支援

地方工作方式
改革推進

整合中樞都市圈

全球永續發展(SDGs)推
進事業

日本版BID(商企業徵收地方空間營運管理)

小型據點與地方運營組織形成(社福聚落會所)

打造以大眾運輸為軸心之緊密城鄉

綠色旅遊

資料來源: 台灣國發會第53次委員會議, 會議資料【地方創生政策與推動之擬議】, 2018年4月19日

依國家制定之4項具體策略及各地現況選擇及展開合適地方創生事業計畫，達到城鄉、人、工作的良好循環。

推
動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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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推動地方觀光發展DMO模式

DMO是地方合作組織，扮演促進並創造
人與工作的良性循環角色。

01

DMO能促進城鎮活性化，支持人、工作
及地方的良性循環。02

觀光領域的地方創生03

整合自然、美食、藝術、文化、風俗等觀光遊
憩資源，並與地方組織協會共同營運觀光事業
的法人組織。

DMO
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觀光地域 管理/行銷 組織

Marketing

04 產生能持續運營之組織及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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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推動地方觀光發展DMO模式

日本版DMO

透過內外部人才及關鍵技術
研發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地方住民

理解地方觀光事業推動
實施市民導遊機制

旅宿業

個別設施改善
導入品質保證機制

運輸業

轉乘服務規劃
活動或周遊乘車券企劃

工商業

開發地方特色產品
取得免稅店營運許可

餐飲業

在地美食提供
多國語言菜單
清真飲食提供

行政組織

觀光振興計畫擬定
振興觀光事業
基礎建設整備(環境景觀、

道路、機場、港口等)
文化資產保護及活化
觀光教育
交通政策
各種支援措施

農林漁牧業

農業體驗計畫實施
產業6級化商品開發

地方齊心打造魅力觀光，並
以發展戰略為基礎，創造情
報擴散、媒體廣宣行銷之單
一機構。

強化集客力，以觀光帶動地
方創生。

整合自然、美食、藝術、文化、風俗等觀光遊
憩資源，並與地方組織協會共同營運觀光事業
的法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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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推動地方觀光發展DMO模式

概要
○透過國土交通省 觀光廳登錄制度，註冊成為日本版ＤＭＯ候補法人(企業)。
○針對註冊通過之日本版ＤＭＯ候補法人，提供各部會相關支援。

目的

○提出符合政策方向之目標與KPI，促進日本版DMO的形成和建立。
○以促成日本版DMO成立為目標，並以促進地方資訊擴散及地方資源共享首要任務。
○期望透過日本版ＤＭＯ候補法人促進當地企業及產業整合協作，創建帶動經濟發展之觀光地域。

類型

對象 與當地公共團體企業合作籌組，負責經營管理、行銷廣宣，優化觀光服務等業務之法人組織。

地方型 地方整合型 廣域型 以跨縣市區域之觀光
區域為活動範圍

以複數鄉鎮市區之觀
光區域為活動範圍

以鄉鎮市區等基本
自治區為活動範圍

*地方整合型與廣域型活動之鄉鎮市區等不一定要相鄰。

DMO登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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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推動地方觀光發展DMO模式

27

中央

地方政府
補助金 日本版DMO

觀光
協會

工商
協會

產業
協會

地方
企業

地方住民
NPO

提供服務

觀光客/消費者

提供
服務

導入KPI設定及PDCA
循環機制，定期每一
年度實施自我評價，
並製作活動報告，以
檢視成果。

以日本版
DMO為
中心，促
進地方形
成觀光發
展共識。

成立
日本
版
DMO

收集
分析
地方
觀光
相關
數據

擬定
觀光
發展
戰略

規劃具經濟效
益商業模式，
成立推動事業
體，以落實觀
光發展戰略。

單一
年度
事業
發展
計畫
擬定

導入
PDCA
循環
機制

概
念
圖

導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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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相關之區域振興方案

文化部(文建會)

社區總體營造

文化生活圈

村落文化發展

農委會
休閒農業區、農村再生、

社區林業、富麗農村、

經典農漁村

經濟部

客委會

原民會

台灣
區域振興

OTOP、地方特色產業、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創新品牌商圈、魅力商圈營造、創意生活產業

客家浪漫台三線

客家特色產業

客家特色商品通路

原民部落營造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

台灣過去相關之區域振興方案

(以5部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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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經濟發展隱憂

2018.5.21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

以緩和我國總人口減少及高齡少子化趨勢

達成2030年總生育率達1.4，總人口數不低於

2000萬人的願景，並透過地方創生的執行，促

進島內移民及都市減壓，達成「均衡台灣」目標。

「均衡台灣」是一項需要全民參與的跨領域整合

工作，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

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推動地方創生政

策。由下而上從社區的需求與民眾需要，型塑全

民共識，再成為一種全民運動，成功的關鍵在於

產官學研社各界全面參與。

城鄉發展失衡

超高齡社會

總人口減少

2026年 我國老年人口將超過20%，
與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家同
列為「超高齡社會」。

2021年台灣總人口數達到最巔峰，
2361萬人後隔年開始減少，且人
口紅利在2027年就會消失，人口
結構會有巨大轉變。

資源集中於六都
六都總人口數占全國的69.17%
稅收占全國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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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總人口成長趨勢

國發會人口推估指出，2020年我國死亡人數為18.1萬人，出生人數為17.8萬人，自然增加率將由正轉負，
2021年總人數將達到最高峰2,361萬人，2022年總人口數開始呈現負成長。
2065年人口數將降為16.0~18.8百萬人，約為2018年之67.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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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人口減少縣市遠大於增加縣市

近五年來，台灣各直轄市、 縣(市)的

人口成長，主要集中 在新北、桃園、

新竹、台中、 台南及離島等地，其餘

地區 均呈現人口減少趨勢。

102-106年
各直轄市、縣市

人口成長

人口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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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面臨總人口減少及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

1,000

1,500

非六都

六都

67.2%

2,00032.8%

69.2%

30.8%

70.1%

29.9%

70.7%

29.3%

500

0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1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國發會2015年及2018年公布人口推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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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 依人口變化率、人口規模、居民收入等指標， 將134處

人口外流嚴重及居民經濟相對弱勢的鄉 鎮區，列為地方創

生優先推動地區。

• 主要集中於非六都，多分布於東部及中南部， 土地面積占

全國66.5%，人口數僅占全國11.6%， 基本生活設施及功能

維持困難。

註1:2017年衛福部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戶數除以內政部戶政司公布各鄉
鎮市區戶數資料

註2:全國鄉鎮市區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戶數佔比的中位數

地方創生
優先推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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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農山漁村

中介城鎮

原鄉

1.農山漁村(62)
• 農漁業蘊藏豐富，青壯人力不足，人口規模過小。

• 輔導青年返鄉創業，發展六級產業化，強化高齡 照護設
施，完善地方基本生活機能。

2.中介城鎮(24)
• 屬地方型生活就學核心，產業提升動能不足。

• 強化中介服務功能，鏈結都會與農山漁村，活化
舊街區，提升商業活動機能。

3.原鄉(48/55)
• 土地發展限制多，青年就業機會不足，公共服務

水準不佳。

• 協助就業或創業，媒合專業人才發展產業，強化 公共服
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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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生政策願景及策略
36

願景與目標

Ⅰ. 推動人口均衡發展
 維持全國總人口數

2,000 萬人
 舒緩首都圈集中化

策略

均
衡
台
灣

2030年 2022年 2019~2022年

支撐良性
循環的

「城鄉」
活性化

創造
「工作」
及「人」
的良性
循環

•推動品牌台灣
， 擴大國際聯
結

•優化地方產業，
鞏固就業機會

•建設鄉鎮都市
， 點亮城鎮偏
鄉

① 發展街區活化

② 強化城鄉機能

③ 促進定住移住

① 建立地方品牌

② 行銷在地產品

③ 整建觀光亮點

① 推升地方生產力

② 開發特色商品

③ 培養地方人才

④ 鼓勵新創事業

創造地方

就業機會

移住地方

人口數

新增地方

品 牌數量

KPI

Ⅱ. 穩定人口，確保包容
性成長

 配合永續會之永續發
展指標

地方
人口
回流

地方人口
移入

∥
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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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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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支箭

島內移民
首都圈減壓

社區意識

地方

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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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日本V.S台灣

日本地方創生三箭

 情報支援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

 人才支援
○地方創生人材支援制度
○地方創生大學
○專業人才事業

 財政支援
○地方創生推廣支援金
○地方大學・地區産業創生預算
○地方創生支援稅制（企業版故鄉納税）
○城鎮・人・工作創生事業費（地方財政措施）

台灣地方創生五箭

 企業投資故鄉
○認養創生事業
○創生事業提案

 科技導入
○基礎環境建構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建置臺灣地方經濟社會分析資料庫(TESAS)
○公務人員認養故鄉

 社會參與創生
○發掘在地特色DNA
○培育在地創生人才

 品牌建立
○確立地方品牌形象
○地方品牌行銷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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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廢校情形

2019年3月15日

2018年 廃校施設等活
用状況実態調査の結果
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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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廢校情形

2019年3月15日

2018年 廃校施設
等活用状況実態調
査の結果について 1581, 29.1%

1194, 22.0%

705, 13.0%

783, 14.4%

417, 7.7%

477, 8.8%

177, 3.3% 76, 1.4% 22, 0.4%

社會體育設施 社會教育、文化設施
社福、醫療設施 企業、創業設施
政府使用空間 體驗交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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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校 重 生 的 多 元 空 間 活 用

都 市 交 流 施 設
道の駅 保 田 小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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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2013年末成為廢校

擁有126年歷史

少子高齡化 教育設施整併政策

經過21個月

施設總經費約 13 億日円
中 央 國 庫 補 助 ３ . 4 億 日 圓
千 葉 県 補 助 ５ 千 萬 日 圓
過 疎 対 策 事 業 債 ( 町 債 ) 5 . 3 億 日 圓
鉅 南 町 一 般 財 源 2 . 8 億 日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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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年營業額6億日圓(開業3年間維持)

年到訪人數逾60萬人

開業半年即達成營業額設定目標

2.7億日圓

鋸南町來訪人數成長2倍

施設創造 55 人就業機會

1年又9個月的時間
2015年12月
鋸南町都市交流施設・開業

住宿率平日 2 成 假日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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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接待人員

保田小校長 大塚克也

交 流 對 象 及 重 點

在正式列入廢校之前，鋸南町
市役所即與市民們展開一連串
的共識討論。2012年起展開廢
校轉型事業討論籌備，歷時4
年時間，至2015年12月開幕
營運。然若以廢校為起始，保
田小學校僅花費1年又9個月的
時間就完成各項軟硬體規劃及
轉型。

善用自身優勢

在普遍將廢校轉型為社福組織或空間的風潮
下，最後，考量保田小學校位於南來北往交通
要道，且距離東京都僅需1小時車程，具有地理
位置優越性，決議將學校轉型為具有「學校氛
圍」的城鎮交流設施。

多元空間創造特色

在保留學校氛圍原則貌下，一樓為「里山食堂」
引入在地美食商家經營，展現在地美食風味。二
樓教室則改建為「住宿空間」。體育場打造為
「里山市場」，和農產、文創作品結合，成為地
方農魚產的直售點，集中優質農產品，販售當季
新鮮農產品、學校周邊商品等，是城鄉交流的第
一站，成為地方產業活化的最佳印證。

提早因應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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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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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觀 察 心 得

若從鋸南町自立起死回生的
角度思考，鋸南町市民們選
擇建構一個新的交流基地，
透過這個新的場域吸引更多
外來的人，活絡整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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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觀 察 心 得

在設施空間設計上，將二樓住宿區及交流空間，在災害發
生時即能成為避難所，同時安裝太陽能發電設備，強化防
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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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田小学校 都市交流施設・道の駅 保田小学校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觀 察 心 得

體育館規劃成為直銷市場“里山市場”，這個名稱
是透過市民票選決定。所販售之新鮮蔬菜和花卉，
主要由地方農民組織直送銷售處。此外，當地企業
紛紛針對特方特色提出各式加工產品及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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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再 生 轉 型 成 文 化 創 意

3 3 3 1 千 代 田 藝 術 中 心
3 3 3 1  A r t s  C h i y o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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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 3331 Arts Chiyoda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3331 Art Chiyoda」現址原為昔日練成
中學校舍，受到日本少子化影響廢校後，
轉型具有藝文空間、社區交流、新創進駐
等功能之場域，透過藝文展覽、美學活動、
創作者進駐等，重新演繹學校為社區核心
的角色。

「3331」之名取自於一種傳統的日本擊掌
法，類似台灣的「愛的鼓勵」，只是拍法
略有不同，用以表達感謝及祝福之意。其
拍打聲音是連續三回合「Syan ・Syan ・
Syan 」三連音，共九次（日文的九字讀音
與苦「く(KU)」相同，最後再一次
「Syan 」，即如字面加上一劃後成了
「丸」，意指送禍而後迎福的圓滿達成之
意，因而引用「三・三・三・一」擊掌法，
而有了「3331 Art」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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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 3331 Arts Chiyoda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2003年決定廢校 →決定轉型藝文中心

施設整建總經費約 2.3 億日圓
千 代 田 區 公 所 2 億 日 圓
c o m m a n d  A 3 千 萬 日 圓

2005年廢校

2009年決定營運單位command A

2010年5月簽定營運契約

2010年10月改建工程開始

2011年6月開幕營運

開業初期年收入1億日圓

目前平均年收入2.5億日圓

施設創造 30 人就業機會

2011年開幕使用人數30萬人

2017年使用人數達85萬人

8成收入來自展覽辦公空間租金

其餘活動門票收入及商店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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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 3331 Arts Chiyoda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接待人員

岩垂なつき 公關
Natsuki Iwadare

交 流 對 象 及 重 點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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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 3331 Arts Chiyoda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觀 察 心 得

「3331 Art Chiyoda」除了拆除圍牆，將部份空間作為練成公園外，幾乎保留學校昔日建築模樣。藝術中心共有四個樓層，
1樓規劃為藝廊、藝文展區、藝品販售區；B1、2、3樓提供空間租借，成為藝術家、創意工作者的工作坊，頂樓規劃為菜
園區，並提供出租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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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 3331 Arts Chiyoda
公 私 協 力 資 產 再 生廢 校 重 生

觀 察 心 得

為了再造社區藝文風氣，3331千代田藝術中心也透過「Arts 
Field Tokyo」，不定期舉辦各式藝文講座、工作坊及小型展
覽等，讓這個交流平台，成為與市民生活環境，連繫社區向
心力，以及提升美學的開放空間。

https://scontent.ftpe11-2.fna.fbcdn.net/v/t1.0-

9/73153818_3407240629309970_1151621104473735168_n.jpg?_nc_cat=104&_nc_oc=AQl8mA1XiJuwadE7XkahoEUuf3XLDa4zbRsJVJFHALbCS8A01OK5

QC-l35CfOPG67vhaMjCdUolIF2z1xeWKlAAs&_nc_ht=scontent.ftpe11-2.fna&oh=7fbf5131f3e79d2c949700b4560f5756&oe=5E607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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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園 變 成 獲 利 的 住 宿 飯 店

I N N  T H E  PA R K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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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ク

2015年展開活化提案前置作業

2017年3月運営終了

2017年10月 inn the park 開業

2 0 1 5 年 1 1 月 活 化 構 想 調 查
2 0 1 5 年 1 2 月 參 加 者 說 明 會
2 0 1 6 年 0 6 月 對 外 招 募 活 化 計 畫 書
2 0 1 6 年 0 8 月 由 株 式 会 社 o p e n  A 取 得 優 先 交 涉 權

1973年創建 少年自然之家

施設整建總經費約 2千萬日圓円
既 有 建 物 功 能 修 繕 由 公 所 出 資
建 物 簡 易 工 程 ( 如 粉 刷 ) 由 i n n  t h e p a r k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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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ク

年收入1億日圓（過去每年虧損6000萬日幣）

每年回饋70萬日圓，其餘營收作為球形設施添購

施設創造 14 人就業機會

開幕2年平均

住房率4成
球形住房率高達9成

來客數1萬人
日本公園緑地協会
第３５回都市公園コンクールの特定テーマ部門で、

最高賞の国土交通大臣賞を受賞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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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接待人員

山家渉 Manager

交 流 對 象 及 重 點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ク

靈活的公民合作體制

為配合民間事業營運

所講求的速度感 ，成

立跨組織的公民連攜

推動專案小組，負責

行政部門的事情協調

工作，並與事業單位

密切聯繫。

建物在移交給INN The

Park Co.，Ltd.之前，

市役所已先自行投入

設備翻新經費，確保

基本設施如電力，給

水和排水都能正常運

作。

成立公民連攜推動專案小

組

公部門負擔初期投

資

投資取代補助

在資金配套上，以設

置「沼津城市發展基

金」進行投資方式取

代過往行政補助 ，建

構具體協力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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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觀 察 心 得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
ク

設計的創意和亮點
沒有人會否認INN THE PARK在森林中多角圓型的帳棚有多吸引人，在加上內部時尚
現代的陳設，讓人滿足在夢幻森林清鬆露營的心願，既可滿足孩子們的期望，也可以
在社群中向同儕炫耀，就是這股虛榮，讓它在假日時至今仍滿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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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觀 察 心 得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ク

原少年自然之家歸沼津市所有，而建物以外的公園部
分非屬少年自然之家，但沼津市市役所深知，公園與
少年自然之家是一體的。在INN The Park Co.，Ltd.
取得營運許可，需依據使用面積支付相對設施使用費，
但可以相對使用公園空間，使空間能更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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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THE PARK
公 私 協 力 重 振 觀 光資 產 再 生

觀 察 心 得

株式会社インザパーク

https://www.realpublicestate.jp/post/inn-the-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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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借鏡案例-苗栗縣造橋鄉《勤美學》

「勤美學」是一個在地美學實驗計畫。
傳達自然永續、院長導師精神、生活哲學的企業核心精神，以台灣老式的香格里拉樂園為
基地，融入在地文化，透過旅遊與生活體驗，一步步打造在地生活美學的實驗平台。成功
活化一處褪色老式遊樂園、並在台灣掀起一股飯店式露營的熱潮。

保留一部分香格里拉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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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借鏡案例-苗栗縣造橋鄉《勤美學》

2017年起推出1001夜的「勤美學–山那村」計畫，邀請國際藝術家王文志老師、陳建智老師等團隊駐村創作，結合在地傳統
工藝、飲食、自然、生態等夥伴，重現土地的美好，拉近人與人的關係。而勤美學的到來，正好給予這些返鄉職人舞臺，自
造者手作工坊，串連在地小農與職人，透過他們的返鄉故事與執著，讓參與山那村的外地村民理解苗栗風土與客家民情。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熱誠 │  精業 │  綜效 │  卓越

-街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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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長 照 與 商 圈 振 興 模 式

墨 豆 照 顧 咖 啡 館
S u m i m a m e C a f é  株 式 会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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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豆照顧咖啡館 Sumimame Café 株式会社Create care
社 區 長 照 區 域 振 興

墨豆咖啡館是一家整合社區照護服務與推動

商圈振興的照顧咖啡館。

橘商店街曾是東京沒落社區裡的傳統商圈，

2015年4月創意照護公司在此成立了照顧咖

啡館「墨豆咖啡館」，藉由橘商店街的自治

力量，與照顧咖啡館的餐飲及照顧協力，一

方面活化沒落商圈的經濟，也建構起人性化

的高齡照護網絡。

當初咖啡館申請進駐商店街的時候，商店街

自治會特別降低租金為定價的四分之一，以

協助咖啡館攤提初期裝潢成本。

日本現今是全世界最高齡的國家，2050年，全體國民
每4人就有1人超過75歲。同時，照護人力供給不足問
題日趨嚴重，2035年預估將有79萬人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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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豆照顧咖啡館 Sumimame Café 株式会社Create care
社 區 長 照 區 域 振 興

照護運營方式

現有5位照護服務員、３位咖啡
服務員。諮詢免付費，另有照
護場所業務轉介，並提供老年
人購買服務「購物難民」，進
行代購酌收手續費。

諮詢建議訊息
每月第二個禮拜日，醫師專家
與失智症家屬或病患簡單諮詢。
與社區其他組織建立協力關係，
和墨田區「高齡者支援整合中
心」連結，宣傳保健活動、醫
療服務訊息。

照護專業能力

經營團隊都具備介護員、
社工師、特教老師等核心
專業能力。
協助商店街自治會培訓其
他商店的工作人員，利用
長者外出購物、用餐、駐
足閒聊的機會，建立高齡
者退化性徵兆的知識。

共伴互動場域
提供照顧資訊交流的空間，並
設有相談室，媒合社區中有照
顧需求的高齡者，以及求職的
照顧服務員。另提供學子英語
教室、課後輔導、每月一日寵
物日。

01

02 04

03

接待人員

渡邉宗貴
代表取締役(代表董事)

交 流 對 象 及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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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豆照顧咖啡館 Sumimame Café 株式会社Create care
社 區 長 照 區 域 振 興

觀 察 心 得

咖啡館內部休憩及隱蔽諮商空間接待外賓來訪交流分享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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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豆照顧咖啡館 Sumimame Café 株式会社Create care
社 區 長 照 區 域 振 興

觀 察 心 得

寵物日&販售在地寄售文創商品照護中心充滿人性化與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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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豆照顧咖啡館 Sumimame Café 株式会社Create care
社 區 長 照 區 域 振 興

觀 察 心 得

商圈業者進駐的多樣性帶來新活力60年前KIRAKIRA橘商店街熱鬧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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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借鏡案例-臺中《有本生活坊》

照片來源: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1110

1. 提供手作飲品、健康輕食

2. 家事清潔服務

3. 居家服務

4. 居家護理

5. 生活輔具

6. 長照資源諮詢或轉介

除了一樓的咖啡館，還有規劃地下室至地上2樓
空間表現社區銀髮服務的「軟實力」。

照片來源:http://www.olwork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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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振 觀 光 衰 退 的 轉 折 奇 蹟

熱 海 重 生
N P O 法 人 a t a m i s t a / 株 式 會 社 m a c h i m o r i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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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海重生 NPO法人atamista/株式會社machimori

公 私 協 力 區 域 振 興重 振 觀 光

熱海市政府於2007年組成了「觀光戰略會議」，

邀請觀光業相關人士、學識經驗人士以及市民

代表共同參與，重新著手檢討原本以「旅遊團、

宴會、活動」為前提的觀光策略。

NPO法人等單位大規模裝修空店面，並整建街

上的咖啡廳與民宿；部分旅館及飯店則是打掉

大宴會廳，改建成個人湯屋等，以因應自由行

遊客的需求。

思考地方除了煙火、海灘及溫泉之外的其他可

能在地體驗，創造農民體驗、熱海小旅行等，

並在2011年轉型成為公司，思考如何不靠補助

金的社造、賺錢活下去的公司永續經營，以提

升整體街區不動產的價值。

2006年新市長宣言熱海即將面臨破產危機！

全盛期住宿人數每年超過530萬人的熱海，在泡沫經濟
影響觀光人潮遽減，2011年熱海住宿人數僅剩247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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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海重生 NPO法人atamista/株式會社machimori

公 私 協 力 區 域 振 興重 振 觀 光

接待人員

交 流 對 象 及 重 點

NPO法人atamista代
表理事／株式会社
machimori代表取締
役 市来 広一郎

空間活化再造

NPO法人等單位大規模裝修空
店面，並整建街上的咖啡廳與
民宿；部分旅館及飯店則是打
掉大宴會廳，改建成個人湯屋
等，以因應自由行遊客的需求。

觀光戰略會議
邀請觀光業相關人士、學識經
驗人士以及市民代表共同參與，
重新著手檢討原本以「旅遊團、
宴會、活動」為前提的觀光策
略。

社區運營方式

2011年轉型成為公司，思
考如何不靠補助金的社造、
賺錢活下去的公司永續經
營，以提升整體街區不動
產的價值。
成立創客空間、青年旅宿、
選品店及會議空間等。

危機感轉動力
除了煙火、海灘及溫泉之外，
創造更多如個人湯屋、民宿、
農業體驗、熱海小旅行等創新
體驗服務，讓熱海展現不同風
貌，開發新觀光族群。

01

02 04

03

市內旅館和飯店在2017年度新開了22間，2018年度新開了25間。
商店街原有10個空店鋪，現僅剩1個空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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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海重生 NPO法人atamista/株式會社machimori

公 私 協 力 區 域 振 興重 振 觀 光

觀 察 心 得

一樓提供房客燒烤工具與交流場域ＭＡＲＵＹＡ青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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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海重生 NPO法人atamista/株式會社machimori

公 私 協 力 區 域 振 興重 振 觀 光

觀 察 心 得

創客場域公用空間共享辦公室分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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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海重生 NPO法人atamista/株式會社machimori

公 私 協 力 區 域 振 興重 振 觀 光

觀 察 心 得

街區導覽接待外賓分享集結熱海在地特色伴手禮販所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Copyright © 2019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100台北市中正區100杭州南路一段15-1號3樓 +8862 391 1368 82

臺灣借鏡案例-臺北《大藝程》

自2011 年起大藝埕接連萌芽茁壯，長期經營大稻

埕的世代文化創業群負責人周奕成，在大稻埕接

連開了小藝埕、民藝埕、眾藝埕、學藝埕、聯藝

埕等五棟老街屋。

以大稻埕的1920 年代精神為主題，如今共有30 

個微型創業團隊、近200 人工作於此。

以過往此地繁盛的茶、布、藥材食材、戲曲及建築五種產業作為發展脈絡，尋找
的入駐團隊必須與這些領域相關。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熱誠 │  精業 │  綜效 │  卓越

-觀光振興DMO-
雪 国 観 光 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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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観光圏

雪國観光圏於2008 年成立
由新瀉縣、群馬縣、長野縣等

3縣7市組成廣域觀光圈

交通便利性
距離首都圈車程2小時

新幹線東京車站僅需70分鐘

每年降雪量達3公尺

堪稱世界級豪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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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観光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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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観光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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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観光圏
http://snow-country.jp/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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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観光圏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jiyujin.jp/photos/pcb.9329841

13383336/932983286716752/?type=3&theater

雪國A級美食
連結觀光、農業、加工業者等3者，以提高產品
服務附加價值為目標展開一系列活動。 觀光

農業 加工業者

 吸引高端消費者
 避免價格競爭戰

 高品質產品標章
 建立農會體系(JA)以外通路
 契作模式建立，保障生產量。

 新增販售點:觀光設施點
 通路穩定化
 品牌強化

https://www.facebook.com/jiyujin.jp/photos/pcb.932984113383336/932983286716752/?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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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十帖 顛 覆 常 識 驅 動 創 新

將地方魅力變成永續獲利

「里山十帖」藉由觀光與農業合作，
運用在地食材研發旅館菜單，並發展
區域的飲食文化特色，創造產業六級
化的三贏局面，才是讓區域永續發展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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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十帖 顛 覆 常 識 驅 動 創 新

發掘地方別具一格的獨特魅力，藉由創新的手
法發展地方事業可持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方能
吸引青年人口回流移居，如此才是讓區域永續
發展的關鍵。大家一起共好，地方才會有未來! 

合作是讓全區域同時受惠的關鍵



期待未來：
我們共好，
我們更好，
台灣最好。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投入地方創生，創造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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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地方創生，創造美好未來
期待未來：我們共好，我們更好，台灣最好。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熱誠 │  精業 │  綜效 │  卓越

臺灣地方創生政策5支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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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1支箭 企業投資故鄉 -認養創生事業

認養創生事業

• 協助地方事業發展
• 捐贈地方創生專戶

企業
創生事業

提案

協助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誘因

• 提供稅賦及租金優惠
• 成就企業家對故鄉光榮感
• 提高土地使用彈性
• 人才服務支援

故鄉情感

企業社會責任(CSR)

「行政院地方創生 會報」

工作會議

(媒合平台)

政府
(國發會及相關部會)

• 媒合企業認養

• 統籌專戶投資

• 分配部會資源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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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2支箭 科技導入

維繫城鎮機能發展地方產業

雲端技術(C)

區塊鏈(B)
大數據(D)

生態系(E)

製造

災害應變

智慧交通品牌建立

生產

營運管理 遠端工作

遠端醫療
雲端教育

行銷

人工智慧(A)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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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2支箭 基礎環境建構 普及偏鄉寬頻接取環境計畫（通傳會）：
補助電信業者，建設Gbps等級 到偏鄉；
100Mbps等級到偏鄉 每一村里及擴展無線
熱點頻寬。

普及國民寬頻上網環境(教經內)：
落實偏鄉數位人權及提 升偏鄉中小企業之數
位 應用能力，促進國民享 有公平數位之使用
機會。

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環交科經內農）：
透過民生公共物聯網之布設， 即時提供最新環境資訊
與便民 服務，營造便利安全偏鄉環境。

中小企業行動支付普及 推升計畫(經濟部)：
協助偏鄉中小企業發展 行動支付應用，塑
造偏 鄉行動支付體驗環境。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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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3支箭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盤點選定37項可投入地方創生之計畫，以「投資代替補助」，
協助創生事業。

主要計畫(17項)-直接帶動地方產業或就業

配套計畫(20項)-提升城鄉機能

經濟部

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

推動中小企業跨
域創新加值計畫

開發在地型
產業園區

創意生活產業
發展計畫

普及智慧城鄉生
活應用計畫

交通部

智慧運輸系統
發展建設計畫

公路公共運輸
多元推升計畫

Tourism
202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普及偏鄉寬頻接取基
礎建設計畫

教育部/勞動部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

(USR)

多元培力就業
計畫

文化部/客委會

文化生活圈建
設計畫

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計畫

客家浪漫臺三
線計畫

農委會/原民會

農村再生計畫

漁業多元化經
營建設計畫

原住民族經濟
產業發展4年

計畫

國發會

國發基金-
地方創生創投

基金

花東基金

經濟部/交通會

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

台灣設計產業
翱翔計畫

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
畫(公路系統)

衛福部

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

建構0-2歲
兒童社區公
共托育計畫

建立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計畫

原住民族及離
島地區醫事人
員養成計畫

部落社區健
康營造計畫

長期照護十
年計畫2.0

社區健康營
造計畫

內政部/勞動部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利息補貼及創業協助

城鎮之心
工程計畫

文化部

社區營造三期及村
落文化發展計畫

歷史與文化資產維
護發展第三期計畫

國家文化記憶庫
計畫

營造休閒運
動環境計畫

教育部

客家文化生
活環境營造

計畫

客委會/原民會

客家文化躍
升計畫

原住部落
營造

原住民族
部落特色
道路改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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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3支箭 提供創生計畫資訊
建置臺灣地方經濟社會分析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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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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3支箭 人才與人力支援-公務員認養故鄉
推動地方創生涉及許多專業領域，鄉鎮區公所人才及人力不足，未來可透過借調等方式，
由中央機關公務人員認養故鄉，到偏鄉服務。

專業背景

公務人員人才及人力支援

文化

教育

衛生

其他

土地
規劃建築

資訊
通信

營運
管理

財務
金融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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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4支箭 社會參與創生

產業

政府

學界

社區
社團

• 創生事業投資者

• 投資或認養地方新創事業

• 協助地方產品創新
• 創生事業規劃與執行者

• 提出地方願景與創生事業提案

• 執行地方創生事業

研究
機構

• 創新與科技導入推動者(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

• 協助鄉鎮強化事業計畫財務、技術、創
新、行銷內容

• 地方創生政策推動者

• 整合政府創生資源

• 擬定政策引導型創生計畫

• 成立地方創生服務隊

• 進行法規調適

共同推動地方創生

• 鄉鎮的最初陪伴者(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協助鄉鎮尋找DNA、凝聚共識、
擬 訂創生事業提案、培育在地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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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推動戰略

第5支箭 品牌建立

 既有特色產品(服務)創
意 設計加值

 產品(服務)開發創新

 專業人力培訓

 推動地方深度體驗旅遊改
善地方景觀

 營造城鎮魅力

 運用電子商務拓展行銷通路

 於海外目標市場參與展覽會

 善用新媒體、虛擬商城 等平
台，增加曝光機會。

 於地方辦理文化節慶， 吸引
觀光人潮。

 盤點地方的DNA

 目標市場及產業發展定位

 確立品牌設計要素，建立
品牌識別系統。

建立品牌識別
地方特色產品
創意設計開發

觀光遊憩加值確
立
地
方
品
牌
形
象

地
方
品
牌
行
銷
經
營

媒體宣傳
在地行銷\推廣「地方 限定」

產品、體驗服務
網路\實體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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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與推動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鄉鎮為單元，採由下而上，形成與推動提案。

跨鄉鎮範圍，採由上而下之政策引導方式。

 區域型：從資源互補、發展潛能合作、
公共服務設施規模等角度，以中介城鎮
為核心，聯合周邊鄉鎮共同推動地方創
生，如南投埔里、聯合國姓、魚池、仁
愛等鄉。

 主題型：如浪漫臺三線，水產養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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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架構

各部會

國發會

地方政府
行政院

地方創生
會報

幕僚

決策

協助

協助

 檢視調整相關計畫，符合地方
創生精神及策略，協助地方創
生事業。

 創生事業發展相關法規調適

 研擬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輔導協助地方政府提出創生事業提案
 辦理「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

負責統籌、協調整合、相關規劃與執行
支援，並作為創生事業提案媒合平台。

產官學研社共同推動

配合地方創
生事業執行

縣市政府
 研擬跨鄉鎮市區之地方創生事業提

案
 協助創生事業提案媒合地方資源
 成立地方創生專戶

鄉(鎮市區)公所
 發掘地方DNA、凝聚共識、形成願

景、提出創生事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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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與推動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104

提案窗口：鄉鎮市區公所
資源協助：1.縣市指定單位為收件窗口，2.中央以國發會為收件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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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重點

提案簡報

 我的DNA
 利害關係人
 形成共識願景過程
 創生事業構想

(時程、地點及方式等)

 資源需求與協助

 格式簡明：無需繁複的資料說明與研析

 靶心清楚：提要只要清楚畫出箭靶(共識願景)，
並且定出靶心(KPI)。

 選箭搭弓：把所需的弓與箭，一一點出(資源需
求與協助)。

提案重點

篩選原則

提案具以下特性 進行後續媒合

 事業構想可行性、創意性、外溢性 三高

 事業構想跨領域或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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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國發會
國發會

能力建構-地方創生服務隊

 案案服務的精神
 依提案形成與推動過程，服務隊成員與

服務密度不同。

形成提案前

以鄉鎮區為單位，由國發會進行先驅引導。

推動過程

以案為單元，視提案屬性及需求，擴大服
務成員。
工作內容：
陪伴提案執行，視時加入服務成員，切合提案需求。
定期現地勘查，主動聊解事業推動狀況，如有困難，

立即回報處理。
年底檢核。

國發會

縣市政府

相關部會

學研/企業

輔導顧問團

服務隊成員

訓練、宣傳

深化地方創生理念，
形成推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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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地方創生服務隊

 目的：深化地方創生理念，形成推動共識。
 對象：

 方式：線上學習、工作坊、實體教育課程等。

訓練

宣傳

服務隊成員：包含縣市政府、相關部會、學研、企業、輔導顧
問團等。

在地推動者：包含鄉鎮區公所、潛在創生事業提案者等

 目的：展現成果，示範學習。
 主題：執行創生事業成功案例，或有階段性成果者。
 方式：成果發表會、網路宣傳(如TESAA、相關產業

情報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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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時程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