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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方創生，夯什麼？

「地方創生」（日語：ちほうそうせい），這項概念來自於日本！

源於自2014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安倍經濟學中提出的「激勵地方

小經濟圈再生」（地方創生）（日語：ちほうそうせい）政策…..



地方創生，關注的是人口過度集中且逐漸減少

消滅的問題



臺灣為何要思考地方創生？
來自人口減少的危機問題

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

2065年）」報告研究指出：在

低、中、高推估三種不同假設

情境下，2065年臺灣總人口數

將降為1,601萬至1,880萬人之間，

與2018年相比，約減少2至3成。

臺灣總人口數（年底數）於2019年達最高峰2,360萬人。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第78次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



人口自然增加與減少因素影響

臺灣整體人口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第78次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第78次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



1.總扶養比＝（幼年人口＋老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扶老比+扶幼比，即每100個青壯年

人口所需扶養依賴人口數。

2.總扶養比人口已於2012年達最低點34.7人，2020年增加為40.2人，預估2070年將增至102.0人，

約增加2.5倍。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2020年8月。https://pop-proj.ndc.gov.tw/chart.aspx?c=11&uid=67&pid=60

扶養比趨勢



人口減少，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人口高齡化和出生率下降所帶來的困境與挑戰

如影響勞動力市場、經濟發展、產業發展、基礎公共服務設

施供給（交通）、教育資源、社會文化維繫、醫療保健體系、

國家安全等問題。



貳、臺灣的政策發展



1. 2019 ，臺灣地方創生元年

2. 行政院成立「地方創生會報」

3. 1 月 3 日行政院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4.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政策PDCA。

5. 規劃完成臺灣版「地方創生資料庫，TESAS」









地方主動、產官學研社協力合作

推動地方創生計畫提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協力輔導機制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統籌，協調中央各部會

政策資源，支援地方創生計畫實踐



階段性成果

自2019年起迄 2020 年 7 月底為止，國發會偕同相關部會，已展開 140

多場現地訪視、專家輔導及共識座談會議，協助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盤點在地產業 DNA。

截至 2020 年 7 月底為止，地方政府共提出 113 件地方創生計畫，經17

次的跨部會「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陸續通過 43 案（涵蓋

50個鄉鎮區，其中39個鄉鎮區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明列需特別

關注輔導之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其餘 70 案，刻正持續輔導中。



擴大民間社群參與途徑。。。



參、地方創生接地氣的關鍵因素



怎麼看待地方創生？

議題
• 單一計畫、多個計畫

• 部門各自作為

社會現象

• 諸多議題、多元的計畫、

綜合的戰略

• 跨部門如何分工協作



國發會前副主委＼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曾旭正教授指出：

社區營造跟地方創生精神類似，都強調自發性跟地方民眾一起面對問題。但地方創生

更著重於面對人口流失的困境。

地方創生的實踐應以區域生活圈作為整體思考範圍。

以提供就業機會來說，如果從一個村落去想可能性並不多，但從生活圈角度思考，包

括：教育、生產、環境保護，都有可能增加就業機會。



地方創生，吸引人口回流涉及的社會問題

1.創造工作：支援創業與振興產業，創造雇用

2.結婚、子女生育、養育的環境：支援養育子女讓女性持續活躍生活

3.安心的居住環境：讓中高年齡層活躍人生

4.人的交流：創造交流人口從中吸引定居人口

5.建立讓人興奮的環境魅力：讓人住的開心



地方如何動起來：以（政策）投資概念思考

計畫的效益

鏈結各方（產官學研社）資源，創造在地性的工作機會，吸引人口

回流（留）居住。取回地方持續成長的活力！



地方如何動起來：從公私協力到社群治理

健全社群治理的運作模式，實務需面

對「能力建構」（Capacity）、「權限」

（ Competence ） 、 多 樣 性

（Diversity）、公平性（Equity）四項

挑戰。

從公民參與的健全化做思考，社群治

理實踐過程，需考量主政者的態度、

政策性質、社會氛圍、參與機制、公

民素質五項因素。

2019年，地方創生不再是單打

獨鬥的局面，除了政策的推動，

還有業界的投入，以及學界的

人才培育。

在各方面都有更多資源的挹注

之下，讓更多青年願意返鄉，

投入寶島這塊土地。



肆、大學可扮演什麼角色



《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

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

大學設置的目的



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要有一所偉大的大學！

臺灣目前有158所大專校院，約123萬名大學生，這些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是社

會進歩的原動力來源。

大專校院除了在自己專業領域持續研究創新，如何主動積極和社區、社會、產業結合，將

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展，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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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大學與區城城鄉發展的在地連結合作。

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

資產，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與社區文化創新發展。

培養新世代人才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藉此增進學生的在地認同，激發在地就業與在地創業

的動力。 31

https://youtu.be/DnCWVRReCl0

https://youtu.be/DnCWVRReCl0
https://youtu.be/DnCWVRReCl0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階段性成果



伍、來自南投的經驗



南投縣近十三年的人口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資料庫，https://tesas.nat.gov.tw/lflt/analysis.html



南投縣人口結構，呈現典型的高齡化、少子女化型態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資料庫，https://tesas.nat.gov.tw/lflt/analysis.html



邱莉燕（2019），你的家鄉會消失嗎？遠見雜誌，https://www.gvm.com.tw/article/55785

到2050年，南投13鄉鎮，有6個鄉鎮（水里、國姓、

中寮、魚池、名間、竹山），人口將減少31.8％以上。



暨大現況與規模

6,016

在校學生數

276

專任(案)教師數

23

學士班

34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216

職員工

•設校宗旨有四「強化人才培育、增進僑教功能、平衡區域發展、推展國際學術交流」

•全國唯一「國際」大學、南投縣唯一國立大學。





台灣之心，宜居蝴蝶鎮
埔里地方創生戰略計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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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國姓鄉地方創生戰略計劃
「產業2.0，再造新國姓」



43

計畫所需經費一覽表

計畫內容 預估經費
提案
單位

執行單位 營運單位
補助單位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民間

主計畫-鹿茸多元化商品
開發－商品開發研發費

用

1000萬
元

國姓
鄉公
所

產銷班新創公
司

產銷班新創公
司

農委會科研計畫
800萬元

-
產銷班
200萬元

配套計畫-鹿茸多元化商
品開發與行銷－鹿茸相
關商品小綠人標章取得

－ 衛生福利部
產銷班新創公

司
衛福部
600萬元

－ －

配套計畫-鹿茸產業觀光
體驗旅遊－水鹿體驗區

興建計畫

1200萬
元

南投縣養鹿協
會

南投縣養鹿協
會

農委會/農村再生
計畫

800萬元
-

養鹿業者
400萬元

配套計畫-鹿茸產業觀光
體驗旅遊－鹿茸入菜料

理大賽

600萬元
/4年

國姓鄉公所 國姓鄉公所

農委會/農村再生
計畫

200萬元/4年
客家文化委員會
60萬元/4年

國姓鄉公所
200萬元

南投縣養鹿協
會

200萬元

總計經費 2460萬元 200萬元 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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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姓地方創生計畫所需經費一覽表

計畫內容 預估經費 提案單位
補助單位

政府 地方自籌 民間

主計畫一
建置台灣咖啡中心

11,500萬元

國姓鄉公所

7500萬元 1550萬元 2000萬元

主計畫二
鹿茸多元化商品開發

3,460萬元 2460萬元 200萬元 800萬元

分項計畫經費需求 9,960萬元 1,750萬元 2,800萬元

總經費 14,510萬元



星空山城戰略計劃

建 構 互 利 共 好 、 邁 向 國 際 的 星 空 產 業 鏈

3 . 1 4 . 2 0 2 2  b y  仁愛鄉地方創生推動委員會

ST
AR

 V
IL

LA
GE

仁 愛 鄉 地 方 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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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esmondckwphoto.blogspot.com/2013/01/hehuanshan-taiwan.html
http://desmondckwphoto.blogspot.com/2013/01/hehuanshan-taiwan.html


✭清境  小鎮聯合行銷

▲能高越嶺
生態旅遊 山林教育

三村六部落 串接清境-合歡山

台14甲-暗空清境發展軸線

台14線-部落生態發展軸線

▲波瓦倫部落

✭合歡山暗空公園鳶峰館
觀星服務 天文劇場

星空產業育成、星空友善店家

星空山城 U 戰略
> Star Village 

國際等級暗空公園

賽德克部落文化

整合行銷

互利共好

交通接駁

暗空
清境

部落
生態

文
化
生
態

商
業
量
能

46

台14甲-暗空清境發展軸線

台14線-部落生態發展軸線



>仁愛鄉地方創生星空山城-經費表

項 次 項 目

經 費 需 求 ( 萬 元 )

主 管
部 會

對 應 計 畫中 央
經 費

地 方
自 籌

民 間
投 資

合 計

1

國際星空鄉
鎮認證事業

部落觀星設施—鳶峰以及昆陽遊客中心室內展館
天文體驗科技規畫執行暨設備採購計畫

0 1,460 0 1,460 -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111年度施
政計畫競爭性需求先期作業

2
觀星導覽、館場經營人才培力—星空山城(星)新創
產業發展

225 0 10.5 235.5 勞動部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3
星空友善店家認證—星空友善店家:原民知識的星
空旅遊人才培育計畫

20 0 20 40 原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
經濟產業補助要點

4
仁愛鄉台十四、台十四甲線景觀節點風貌營造計
畫

850 150 0 1,000 內政部營建署 地方創生城鄉風貌營造計畫

5
部落星旅—
打造山林與
星空文化旅
遊事業

部落星旅行運輸服務事業—仁愛鄉整體公共運輸
服務改善計畫

200 100 0 300 交通部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

6
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南投縣仁愛鄉波瓦倫
生態旅遊資訊中心營造計畫

900 100 0 1,000 原民會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地方創生
原民部落營造

7
星空山城整
合行銷事業

星空山城整合行銷—星空山城小鎮聯合行銷 250 0 0 250 經濟部
配合地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
業發展計畫

合計 2,445 1,810 30.5 4,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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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如何協力地方創生

設置校級「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擔任暨大與地方公共社群對話窗口。

成立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

 蘇玉龍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包含本校一級行政與學術單位主管，以及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南投縣府、埔里、國姓、魚池、仁愛公所、民間社團代表等，探討

未來水沙連區域民生、交通、社福、觀光產業等24項地方治理議題。

 與各公所合作成立「地方創生推動委員會」、「計畫提案工作小組」。



協助鄉鎮公所與地方社群對話，凝聚共識



生態環境

（PM2.5、水環境、

生態環境復育）

地方產業（休閒

農業、民宿、咖

啡、外勞）

社會照顧（長期

照顧、弱勢關懷、

樂齡）

文化教育（偏鄉

兒童教育、地方

文化保存與活化）

地方人才培力

1.營造綠色水沙

連：智能Ｘ減污

Ｘ循環

2.PM2.5空污減量

微型監測器佈建

與志工推動

3.社區防災教育與

推廣

1.水沙連跨域共

學－在地產業與

鄉村旅遊產業鏈

結計畫

2.青年返鄉的培力

與支持系統

3.研發茭白筍產業

的友善環境營造

（燈具、水資源、

廢棄物資材）

1.建構水沙連「無

老。長照」協力治

理網絡計畫

2.長照創新課程

（專業培力與社區

支持）、療育商品

與長照遊程

3.食物銀行計畫

1.翻轉水沙

連偏鄉弱

勢學習路

徑

2.埔里生活

生態博物

館網絡

3. 程式設

計

1.中興新村地域

創生之願景營造

與社群協力計畫

2.水沙連地域振

興與地方創生研

習學苑

3.學習型城市社

群培力

地
方
問
題

行
動
計
畫

埔里研究會，2013-2016

由一群熱愛討論埔里公共議題的暨大師

生埔里鎮民共同成立的「非正式組織」。

目地：提供鎮內公私部門針對在地公共

議題開放性的分享與交流平台，同時配

合議題設定，定期邀請其他縣（市）、

鄉（鎮、市）實務工作者前來分享經驗，

希望型塑對埔里在地的行動共識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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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跨領域師生團隊，發展行動網絡社群



導入跨領域師生團隊，發展行動網絡社群



導入跨領域師生團隊，發展行動網絡社群



城鎮發展中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間的關係

地方政府

公民社會
強

強

弱

弱

地方政府檢視指標

鄉鎮首長支持程度

一級主管投入程度

主要承辦投入程度

地方公民社會檢視指標

企業參與數量、程度

主導企業網絡鏈結能力

NPO參與數量

NPO主導議題網絡能力

議題型合作治理平台數量

象限特性：

具有理念的行政官僚主導

象限特性：

首長為地方派系出身

需要內外部驅動力驅使推動

象限特性：

既有公民組織能量強

首長願意回應公民組織聲音

首長驅使行政官僚轉變



陸、結論



推動地方創生六項思考課題

1. 動力來源：啟動地方創生的動力來自於內部、還是外部？

2. 誰可以參與、當主角？地方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學校、一般公民、外地人？

3. 如何參與？傳統公聽會、說明會、參與式規劃、城鎮公民會議….

4. 要做什麼？地方創生中的「生」，究竟是生計（就業）還是生活？（環

境）生命？（價值）

5. 用多少時間作？短期計畫導向、長期戰略思維？

6. 如何建立地方適如其份的信心？爭取超額計畫、小計畫大效益….

資料來源：增修自鄭志凱（2019）。地方創生的五個思考，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0/article/8669



地方創生與地域振興，是一條漫長的路！

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經營地方創生的秘訣就是

「蹲點學習、觀察探訪、融入參與、溝通論證、創造實

作、等待發酵」，身段放得越低，越能理解在地！

資料來源：王韻玲（2019）。相遇地方講座01 池上》讓全世界驚艷的池上，嚴謹產地認證的富足米鄉
，上下游，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18634/



地方創生，UNIVERSITY CAN HELP, AND UNIVERSITY

IS HELPING

扮演地方政府

的行動政策智

庫

藉由學科專業

協助地方政府

創新公共服務

形塑大學引導

型的學習型城

鎮

發展調適與創

新的區域學習

支持體系

為地方培養人

才打造創意城

鎮

建立地方經濟

創新的產學網

絡與支持系統

創造地方的魅

力與共榮感

協助跨世代的

文化融合與活

力行動



展望未來



一步一腳印，

高教深耕、公私協力、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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