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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臺灣的地方創生元年！

誰創了 ?

ちほうそうせい ?



ちほうそうせい ?

地方創生 ?

日本對於城鄉問題的解方

少子高齡化

偏鄉人口過疏

產業人口流失

人口減少

年輕人口流向都市



ちほうそうせい ?

地方創生 ?

調查丈夫
的角色定位

善用地方資源
創造特色品牌

調查人口流
動意願產生共鳴、認同

年輕世代可以安心結婚
社區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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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日本新潟県三条市・燕市

以製造金屬製品為主，參觀工廠的

Openhouse與 Workshop 體驗活

動期望透過活動將工廠的真實面貌

呈現，而不是製造

一個乾淨整潔、重趣味卻走調的

「觀光工廠」外殼。
創造

新世代與產業接點



觀摩與見習 行銷由下而上

(1)車廂廣告

(2)學生設計小組

(3)「產地的祭典」

(1)工廠秘辛

(2)職人與參加者互動

(3)工作營體驗

職人自主發起，

申請政府補助。

透過觀摩活動，使原本不熟悉燕三条的人認識當地。 成
效

怎
麼
做
？ (1)車廂廣告

(2)學生設計小組

(3)「產地的祭典」

(1)工廠秘辛

(2)職人與參加者互動

(3)工作營體驗

職人自主發起，

申請政府補助。

藉由參加者宣傳，引起媒體關注。

當地的職人工廠凝聚出地方向心力。

吸引年輕族群投身製造業，志願學徒增加，進而復甦地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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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臺灣的地方創生元年！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臺灣跟日本有類似的問題
總人口減少加上人口
集中都市、都會區，
造成地方弱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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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社區總體營造
整合

「人、文、地、景、產」，
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
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
作為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

久而久之，政府部門與社區團體失去反思與批判的能力。

社區太依賴政府資源，喪失社造最原初的價值與熱情。

社造已無法回應近年來多元的各項議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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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農村再生計畫

以「由下而上」、「計畫導向」、
「社區自主」、「軟硬兼施」為
指導原則，輔導社區居民當家作
主，共同參與，透過培根課程，
凝聚共識，自主研擬農村再生計
畫，打造自己家園及創造農村再

生契機。

半數經費偏重建設而輕忽文化、生態。

農再基金成為地方政府覬覦對象。

申請經費也不見得用於農村再生計畫。

但是…



地方創生 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總體營造

強調地方由下而上，
自發性地集體行動

解決鄉村
人口產業問題

主要促進農村
活化再生

社區意識打造
建立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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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偏鄉的結構性問題：
人口老化、環境衰敗等，一直難
以有效解決

環境變遷：
鄉村、社區遭遇挑戰越來越多，
原本政策不足以處理

需要不同政策帶入新觀點或搭配原有政策，處理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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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盤點各地「地、產、人」的特色資
源搭配「創意、創新、創業、創生」
的策略規劃。

開拓地方特色產業資源，引導優質
人才回鄉，透過地域、產業與優秀
人才的多元結合。

以設計手法加值運用，重塑不同以
往的風華年代，展現地景美學並塑
造地方自明性。

地方
創生

地

創
業

產

創
意

創
新

人

「設計翻轉地方」推動台灣「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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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地方創生

1.甄選團隊

3.目標願景

4.實施策略

6.應用推廣

5.推動執行

2.產業定位

設計
手法

地方

文化

觀光產業

人才
回流

政府
協助

專業
團隊

地方創生六大步驟，融入設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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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2006~2007年「台灣客家特色商品設計輔導計畫」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評選產品與包裝形象

整體形象建立與規劃

整合性設計輔導

整

合

桐

花

文

創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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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金門縣：老街再生計畫

遊戲與蒐集概念，以不同方式認識金門

店家互動產生鏈結，達到回客效果

當代主流設計風格，視覺化整合老街

促發民眾善心，達到長久自主經營



地方傳生經常被認為與過去「社區總體營造」、「地方特色產業輔
導」、「形象商圈改善」等計畫雷同，加上配套措施不夠完整，資源
整合不盡完善，地方參與意願如何有待觀察。加之各地鄉村長期以土
地開發促進地方發展，缺乏人才累積和基礎建設，與其重複興建蚊子
場館，不如先保障有品質與尊嚴的生活。

地方創生的報導多聚焦在成功案例，以糖衣包裝創業的美好。這似乎
是以都市人美好的地方想像，掩飾了地方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如何
應對人口劇減和超老齡化？如何支援青年返鄉，並在返鄉後提升閱歷、
鞏固專長、結婚育兒？如何跳脫土地政策受到的政治控制，平衡城鄉
分配不均？等等此種問題，並非經營若干空間就可解決的。

毫無改變的政策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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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由上而下、經費導向？

無論是日本還是台灣，中央政府主導「地方創生」政策，下放權限、
提供資金與構想給地方政府，似乎只是地方政府取代國家施政，「由
上而下」的觀點和架構並沒有改變，令人擔憂地方聲音能否被完整傾
聽，並以地方需求為創生的實質出發點。

地方創生經費補助以經濟價值為導向，並用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PDCA（Plan-Do-Check-Act）等管理方式檢視成效。
地方政府與議員為爭取經費補助，可能受灑錢固樁的選舉邏輯影響，
將創生地方的美意，變質為KPI遊戲對決。而這種主流的評估框架及
急於求成的考核方式，可能會限制實驗性創造，也間接使社區工作者、
小型NGO團體被排擠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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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

自明不足、創傷有餘

地方創生理念上著重地方自明性建立，以地方特色促使人口回流、經
濟創收，然而，如何找到地方的特色所在？是否「活動、展演、賣東
西」就能夠創生？是否一定要通過創業與營利進入地方？有實踐者指
出：「當人潮因為社區原始面目美好而來，社區卻為了吸引更多遊客
而想改變了。」（黃飛霖）當產業與消費變成經營地方的唯一想像，
難免破壞本有的地方特色和社區紋理。

在日本，一線店面經地方創生帶動周邊商圈，雖然出現了特色和人潮，
但後續馬上出現大量連鎖店面來此投資，地方租金因此高漲，原產權
人坐收漁利。如何不讓「地方創生」變成「地價創升」，成為加速經
濟泡沫化的殺手，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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