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出國報告(類別：考察) 

 

 

 

 

 

考察馬來西亞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

案例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文化部 

姓名職稱：茆家靜視察、洪聖凱副編審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112.9.8~112.9.14 

報告日期：112.12.1 

  



1 
 

摘要 

為與跨部會合作推動現階段地方創生、社區營造及多元族

群文化融合等國家重要政策，爰由業務同仁，考察馬來西

亞巴生、怡保、檳城等民間自主推展案例，以了解其執行

策略及成功要件，以作為本部社區營造計畫協力推動青年

返鄉、多元族群融合及促進社區產業永續發展之參考，未

來並將持續推展台灣與馬來西亞在文化、教育及地方產業

等面向的國際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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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緣由及目的 

台灣自 1994 年「社區營造總體營造」推動至今已即將邁入第三個年

頭， 為促進亞太地區社造經驗的觀摩、分享、交流與傳播，持續以在地行

動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接軌國際，爰希藉由考察亞太地區

鄰近國家推動社區營造、地方創生發展之經驗、案例，進行實務經驗交流

與分 享，以輸出臺灣經驗推動在地文化的國際化，強化鄰近國家間社造與

地方 文化之交流，進而作為後續社造重大政策規劃之參考，並落實本部社

造白皮書之政策目標與構想。 

為協力推動現階段地方創生、社區營造及多元族群文化融合等國家重

要政策，期透過 6 日之案例考察與觀摩，瞭解馬國仁嘉隆、鬍鬚港、 怡

保、檳城等地推動社造、創生之青年團隊，如何透過文史保存與更多元形

式創造在地文化價值，以及分別從多元媒介、傳統文化包裝、永續發展、

社區動能及文史教育等面向切入，創造國內、外團隊間推動在地文化的經

驗交流與對話。 

此外，馬國針對「地方創生」未提供政府資源挹注，且該國係屬多語言、

多族群共生之環境，故青年返鄉發展，無法僅憑個人之力或自身想像，必須與

在地居民充分溝通、凝聚共識及連結地方需求，方能有所成，進而形塑出該國

獨特的創生實踐模式，期藉由本次考察經驗，作為未來社造發展與地方創生實

踐之借鏡，同時輸出臺灣政策推動經驗，亦有助於提升臺灣社造推動成果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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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未來並將持續透過台馬雙方的國際交流座談及參訪，行銷推廣全台各地

在相關議題的累積成果，提高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謹簡要說明此行之重要目

的如下： 

一、 參訪馬來西亞 6 個城鎮（巴生、仁嘉隆、鬍鬚港、適耕莊、怡保、檳

城），以社造、推動在地文化特色為主軸，與當地青年創團隊近距離

交流。 

二、 規劃辦理 3 場與地方的社造、地創團隊的交流會／分享會，讓參與見

學之社造團隊有機會將台灣經驗轉化成影響力，並建立共學與交流平

台，甚至打開未來台馬合作的機會大門。 

本次行程安排係由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組團，以「社造 x 地方創

生-馬來西亞見學交流活動」為題，赴馬來西亞考察，團員成員來自公私部

門，共計 18 人，團員名單如下： 

 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1 許主冠 理事長 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2 吳盈慧 秘書長 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3 茆家靜 視察 文化部 

4 洪聖凱 聘用副編審 文化部 

5 林正文 創辦人 山城美館 

6 陳雪娥 執行秘書 臺灣類博物館發展協會 

7 吳明賢 理事長 新北市龍安社區發展協會 

8 葉家豪 創辦人 螢火蟲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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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瑋楊 執行幹事 菁桐社區發展協會 

10 林冠旻 創辦人 文邑二手書店 

11 王貞乃 主任秘書 林口社區大學 

12 姚莉亭 常務理事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 

13 賴芝瑩 幹事 新北市三芝樂天社區發展協會 

14 許雅玲 發起人 島民的記憶 

15 江雅筑 專員 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 

16 童詩淳 專員 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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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日期 行程內容與 

9/8(五) 桃園國際機場→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吉隆坡舊城區 

參訪吉隆坡舊城區茨廠街鬼仔巷、蘇丹街舊戲院空間轉型 

9/9(六) 參訪巴生 Artsence Play,Klang 文創體驗館暨舊城區導覽 

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一「承記貢糖陳秀麗」 

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二「Eggteen 洪順忠」 

9/10(日) 參訪仁嘉隆「東禪寺」推展「仁嘉隆幸福村委員會」 

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三「洪家手工包」 

9/11(一) 參訪鬍鬚港青年返鄉「海。浪滔滔」營運基地 

參訪鬍鬚港青年返鄉「城市漁夫」營運基地 

9/12(二) 參訪怡保舊城區「怡保藝術祭與店家活化」 

參訪怡保舊城區「何人可」博物館 

9/13(三) 參訪怡保「甲板新村舊街區、生活文物館」 

參訪檳城文創空間「Hin BUS Depot 文創空間」 

CEX、城視報、破浪布袋戲地創團隊交流 

9/14(四) 參訪喬治市世界文化遺產區 

9/14(四) 馬來西亞檳城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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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參訪心得與交流內容 

一、112.9/8(五) 吉隆坡舊城區茨廠街鬼仔巷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18 世紀以降馬來西亞為英國殖民統治，當時因墾殖需要輸入大量華人移工

進入墾殖，因此仍保留華人生活移民文化與場域，茨廠街鬼仔巷(因早期華

人移工環境簡陋、黑暗且生活品質低落稱之)。 

2. 在 2011 年因大馬政府交通開發計畫，徵用 30 多棟舊有歷史空間開始，引發

民間抗議及保存運動，由(Bai Chuan Management S/B)企業投資方式投入資金，

推展街區保存與創新商業經營，利用藝術參與等公共藝術方式，引導舊街區

活化。 

3. 茨廠街鬼仔巷透過移工故事收集、生活器具保留、公共藝術創作等重新創造

舊有華人飲食餐館、藝文複合空間營運等，形塑成為目前重要文化觀光景

點，並在經濟開發議題進入下，透過企業經營「鬼仔巷」街區共同品牌，定

期 策 展 及 辦 理 推 廣 活 動 活 化 街 區 ( 經 營 共 同 往 展 服 務 平 台

https://www.kwaichaihong.com/)。 

未來可參考或推動事項 

1. 吉隆坡鬼仔巷案例，由政府公共交通建設議題，引發居民保存、抗議活動，

而後由民間企業投入資金，與在地店家討論共同營運模式，並以民間自有資

金投入共同經營街區文化品牌，整體由區域認同影響企業資金投入值得參

考學習。 

2. 本案例由民間資金投入，並以保留移民、移工文化故事活化之成功案例，目

前本部輔導基隆太平山城地方創生計畫，其中涉及推動保存港區碼頭工人

文化，營造藝術聚落議題，值得參考，相關推動經驗將於輔導申請單位時說

明與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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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茨廠街鬼仔巷參訪 

 

 
圖 2：茨廠街鬼仔巷入口設計 

 

 

 
圖 3：茨廠街鬼仔巷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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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茨廠街鬼仔巷街區文化品牌識別意象 

 

 

圖 5：茨廠街商店街區入口牌樓 

 

 

圖 6：茨廠街商店街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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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鬼仔巷品牌共同營運網站平台 https://www.kwaichaih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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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鬼仔巷品牌網路平台藝文活動資訊 

 

二、112.9/8(五) 吉隆坡舊城區蘇丹街柏屏戲院（REX Cinema）轉

型社區藝文中心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位於蘇丹街的柏屏戲院，建築於 1947 年是吉隆坡居民日常娛樂場域，紀載

了無數在地人的成長記憶，1976 年改建容納千人大戲院，著時代變遷與生

活型態轉變，戲院於 2002 年停業，期間轉型為停車場其相關用途，因其空

間具備特殊歷史記憶，2019 年在民間發動下成立「麗士雜錦」團隊，規劃

柏屏戲院的再利用與活化工作，將之打造成社區藝術與文化中心，讓老建築

賦予新的生命。 

2. 目前舊戲院空間，以還原建築功能來規劃使用，整合共同使用的活動大廳、

劇院、展覽、表演、電影放映、圖書館、工作坊、零售和餐飲等的商鋪用途，

讓居民的空間記憶被保留下來，同時透過進駐商家支付租金方式繼續活化，

並開發新的客群來振興舊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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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整後空間主要為三層文創商鋪使用，「REXKL 迷宮書店」，利用設計形塑

迷宮書店空間，整體藝文參與及商家進駐轉型，該空間已具體成為在地居民

社區藝術中心，並經常就空間營運來探討城市發展，而建築空間活化之公共

議題亦影響政府的關注，居民期待民能夠進一步與政府公共資源與政策連

結。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該空間經營案例，因是民間發起未有政府資源投入之轉型創新案例，可提供

目前本部輔導花蓮牛犁社區大同戲院、嘉義縣大林鄉萬國戲院活化等地方

創生案例參考，由非營利團體與企業共同營運成為社區藝文中心的目標。 

2. 另外，過去本部輔導雲林縣、台南市社造工作，亦有包括台南市全美戲院規

劃轉型社區藝文中心、螺陽文教基金會爭取保存活化西螺大戲院營造為社

區藝文中心、台南市麻豆電姬戲院推動麻豆社造藝文中心等議題，均可持續

輔導與參考本案例之營運模式。 

 

圖 9：1946 年興建開幕柏屏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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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改造後文創複合空間入口 

 

 
圖 11：營運空間規劃與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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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戲院內部改造為迷宮書店空間 

 



15 
 

三、112.9/9(六)參訪巴生 Artsence Play,Klang 文創體驗館暨舊城導覽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馬來西亞巴生市 1874 年英國參政司之行政中心，1880 年代由於巴生於馬來

西亞地理位置上偏為西邊，而行政中心若設於中央地帶較易管理，因此便將

行政中心遷至吉隆坡，早期大馬盛產的錫礦及橡膠大量出口到歐洲，也引進

大量華人工人（福建人為主），英國在此興建通往吉隆坡的鐵路(巴生車站)，

至今仍有相當多華人後裔居住在此地，可以看到許多華人移民南洋的文化。 

2. 鑒於巴生具備悠久文化歷史，青年姚豪傑投入巴生舊城社區公共參與成立

Artsence Play,Klang，由過去調查記錄巴生在地故事與發展歷史，經營文創青

年背包客棧、推動巴生輕旅行、夜遊巴生遊程、兒童繪畫與藝術教育、複合

酒吧營運等，已能自主營運經營。 

3. 透過建立烏鴉為巴生識別意象，包裝巴生為適合親子學習、青年發掘體驗旅

遊之場域，並透過拍攝影片與故事包裝行銷、製作巴生主題曲等凝聚在地意

識，目前營運 6 間親子繪畫教室引導青年透過收費營運，文創館一樓經營

青年旅宿提供背包客自由行住宿與導覽服務、2 樓為藝術教室，周末並配合

為彈性經營酒吧等。 

4. 另外，早年巴生盛產咖啡豆，由於蟲害太多，因此英國人從斯里蘭卡引進烏

鴉吃害蟲。後因咖啡產業没落，導致烏鴉過剩，因此，巴生也稱“烏鴉城”。

為能翻轉大家對烏鴉及舊城的印象，2019 年姚豪傑發起了首屆“破蛋節” ，

將數百顆烏鴉蛋將從裝置藝術滾到一個大鳥巢，一起參與破蛋及吃蛋。破

蛋，也寓意重生，希望可以為巴生老城注入新生命。同時，過程中也規劃物

物交換、繪畫體驗、文創市集等系列活動，融合在地文化與創意的元素，推

廣巴生的地方特色，讓人想到巴生，不再只有肉骨茶的印象。 

5. Artsence Play,Klang 負責人姚豪傑過去在台讀書，且具備旅行業 5 年服務經

驗，目前客群開發來自 FB 粉絲經營，並透過旅遊平台販售體驗商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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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服務旅行業開發營運產品，並透過網站擴大營運 https://coshtel.com/eat/。 

6. 連結在地 API house 推動文化商品市集，並成立實體店面透過整合周邊地區

製作之文創手作產品共同行銷，製作者委託平台進行銷售，建立分潤枝共好

機制。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本案例由城鎮發展定位，整合至文化據點來透過實踐振興地域經濟，受眾

目標明確，並具體發展文化事業，相關營雲模式值得引介創生團隊學習。 

2. 本案例透過負責人曾擔任旅行業之 5 年的業務開發與帶團服務之工作經

驗，未來本部輔導計畫除審查計畫構想外，亦應關注提案推動者或退休黃

金人口之專業經驗，若能掌握引導專業經驗進入社區轉譯與加值，可大為

提高創生文化事業成功持續營運的機率。 

3. 另，大馬許多曾來台就讀大學之比率相當高，可持續關注二地經常性往來

的人流，鼓勵馬來西亞社團與台灣社區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促成二地文化

輕旅行之體驗人流提升，帶動創生事業永續營運。 

4. 團隊設計英文版導覽摺頁，可提供本地與來自世界各地之客群了解當地文

化，後續本部輔導在地團隊，應可強化英文導覽資料之製作，以因應往來

不同國家背包客之導覽知識需求。 

 

 

 

 

https://coshtel.co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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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舊街區導覽與居民參與製作裝置藝術作品 

 

 

 
 

圖 14：負責人姚豪傑介紹巴生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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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Artsence Play,Klang 平台網站 

 

 
 

圖 16：街區烏鴉意象設計 



19 
 

 

 

圖 17：Artsence Play,Klang 英文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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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巴生文化輕旅行體驗服務內容 

 

 

圖 19：API house 市集，集結周邊組織、個人商品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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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9/9(六)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一「承記貢糖陳秀麗」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仁嘉隆位於吉隆坡約 50 分鐘車程屬於都會周邊城市，大部分年輕居民因工

作關係均於於周末才會返回仁嘉隆，因此平日的仁嘉隆人口與經濟活動較

為貧乏，近來許多年輕人返鄉期待家鄉更多轉變。 

2. 青年陳秀麗承接家族事業「承記貢糖」導入文化品牌設計、故事行銷等，重

新包裝，並設定節慶祭祀、茶點製作為主要供應需求，並招募社區中 20-30

位兼職人員協助貢糖製作，全職亦有 6-8 位人員，透過故事包裝與設計，擴

大營運規模，已能建立社區共同陪伴的互助產業，居民透過參與亦形成互助

關懷機制。 

3. 承記貢糖建立實體店面，亦以經營電商銷售產品、因應節慶設計主題伴手禮

(如中秋節、農曆年節等)，透過部分設立寄售點，而經了解馬來西亞蝦皮電

商賣場，平台手續費用較高，通常建立常態銷售客群後，客戶會透過 FB 等

社群來訂購，降低營運成本。 

4. 陳秀麗過去於企業服務，專職市場銷售與相關服務，具備市場開發與銷售經

驗，返鄉透過整合家族事業重新轉型，成功帶動在地就業，並參與仁嘉隆幸

福村的社區公共事務工作。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本案例係透過承接家族即有傳統產業轉型，並參與仁嘉隆社區事務，由文化

加值帶動產業轉型與提升就業，對於交通不便地區透過電商平台、社群營

造，帶動經濟收入相關案例值得引介社區學習。 

2. 考量目前本部輔導社區推動產業，如台南市府輔導社區自造產品，原來有經

營實體店面銷售，但因店租壓力太大，亦慢慢透過 FB 社群及電商平台銷售

產品，未來電商平台為採購主流交易平台，應持續協助社區產業之商品文稿

撰寫、故事包裝、圖像設計或國際平台之外文翻譯等，讓在地故事與商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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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客群了解並願意至現地體驗社區文化。 

 

 

 
圖 20：承記創辦人分享貢糖產業發展歷程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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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承記店鋪販售商品 

 

五、112.9/9(六)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二「Eggteen 洪順忠」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馬來西亞仁嘉隆子弟洪順忠，曾來台讀書畢業於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由於母親本身就在販售傳統雞蛋糕，他在台灣求學時期也見證學習了許多

台灣不同文化的雞蛋糕模式和品牌定位，因此希望能把台灣的這種文化、品

牌和文創發展的創新設計理念帶到馬來西亞。 

2. 目前與母親經營位於仁嘉隆社區的蛋糕店並重新包裝，期待未來亦能來台

展店，期待透過仁嘉隆的社區參與，能更進一步服務二地的客戶，帶動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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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年輕人來合作共同投入。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洪順忠提出二地設點銷售的概念，以融合台灣與馬來西亞文化之品牌經營

概念，可具體透過文化故事來帶動產品的銷售與規模擴大，讓更多年輕人來

共同經營值得學習。 

2. 未來本部培力社區產業，亦可觀察適合與馬來西亞合作設點的產品，可思考

透過雙邊產品寄售或將台灣遊程產品在當地展示，亦促進雙邊社區的客群

到台灣及馬來西亞旅遊，帶動來訪之體驗人流，帶動社區經濟發展。 

 

 
圖 22：洪順忠與台灣社區夥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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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Eggteen 包裝設計與製作流程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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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2.9/10(日) 仁嘉隆「東禪寺」推展「仁嘉隆幸福村委員會」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佛光山東禪寺，於 1994 年動工啟建。佛光緣美術館

東禪館則是秉承星雲大師致力於「佛法藝文化」的理念，於 2004 年 1 月正

式設立，規劃成美術展覽廳及佛教文物廳兩部份，結合社會服務與在地藝術

家策展。 

2. 由於仁嘉隆組織與社團眾多，社區整合工作相當不易，東禪寺透過覺誠法師

透過東禪寺成立「仁嘉隆幸福村委員會」，整合各社團推動幸福社區，在宗

教整合上讓在地不同社團與組織，並由參與的社團負責人每 2-4 年推派一位

主席來執行社區工作。 

3. 經社區分享目前透過委員會執行社區工作，在透過公共參與過程亦能連結

行政單位資源，如街道交通標示、幸福村公共意象營造等，本案以宗教寺廟

來整合社區、行政部門具特殊性。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本案例由宗教團體來整合社區發展事務，有其特殊性，在地方因族群、社團

存在對立與長期文化特殊因素等難以整合情況，透過宗教力量讓社團彼此

合作，未來社區與宗教團體實質合作模式應可參考。 

2. 在傳統社團與青年參與下，青年人於即有社團組織傳統輩分壓力下，透過協

助社區發展，於執行過程提出更多想法，逐步影響在地組織的觀念，而目前

仁嘉隆青年多具商業營運概念，以商業模式導入傳統組織社區經營，以營造

幸福村的地域品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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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東禪寺及佛光緣美術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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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2.9/10(日) 參訪仁嘉隆青年返鄉案例三「洪家手工包」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仁嘉隆青年洪龍陽近年因於父親年紀漸長返鄉承接家族 1979 年創立的手工

包傳統產業，與仁嘉隆青年經營 FB 社團以及實驗小旅行方式來帶動參訪人

流持續營運，並重新設計識別，連結社區其他青年整合行銷。 

2. 目前仁嘉隆社區營運主要仍在幸福村委員會，仍由社區長輩來主導社區事

務，大部分青年人目前透過返鄉重新承接傳統產業，並透過青年社群連結，

擴大營運產能影響更多青年人投入，洪家手工包、承記貢糖、Eggteen 洪順

忠等透過連結彼此社群網絡以及共同參與社區事務來改變仁嘉隆。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傳統產業承接與轉型，為青年返鄉重要模式，透過青年經營家族即有基礎事

業，引導青年創意轉型與連結社區等，對於善用傳統產業在地方已營運多年

的文化意象，大大提升營運家戶所得與促進就業的成功率。 

2. 輔導社區青年回鄉，可多關注青年的家族過去經營的傳統產業基礎，透過引

導帶動由該基礎進行文化加值與轉型等。 

 

 
圖 25：洪家手工包社區產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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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2.9/11(一) 參訪鬍鬚港漁村創生團隊「海浪滔滔」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海浪滔滔青年創辦人李志祥，因與父親共同經營家具工廠，後來考量缺乏時

間陪伴小孩與家人，於是於 2014 年與父親及家人回到故鄉經營民宿及體驗

遊程。 

2. 海浪滔滔事業主要營運民宿、親子生態遊程、特色料理製作等營運，近期亦

透過漁村長者訪談，找尋傳統漁村味道，製作特色小菜，近期透過結合包裝、

保存技術製作商品，製作「鬍鬚港-海蜇絆醬」參與雪州好品競賽，透過參

與競賽過程提升包裝、設計以及市場度提升等。 

3. 本案漁村創生目前主要收入來自於親子生態體驗旅遊，透過持續經營親子

生態教育，目前支持返鄉後家庭收入，並能支應 5-6 位兼職人力薪資；除了

海浪滔滔外近期亦結合周邊團隊定期辦理市集、特色料理餐桌來提供遊客

多元服務，擴大整合周邊返鄉青年的能量，帶動提升收入與就業。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青年透過其生活型態，如透過自己陪伴小孩過程，理解親子旅遊的需求，設

定事業服務的定位，發展出讓旅客感覺放鬆的、親子感覺快樂的環境，並搭

配套裝搭船出海體驗生態的動態遊程，提升，而透過親子參與遊客的參與以

及分享回饋，帶動更多父母帶著小孩到鬍鬚港進行一日、半日或二天一夜等

各類型需求之套裝服務，有明確的經營定位與受眾設定，值得未來輔導社區

參考。 

2. 本案持續性營業收入，除了清楚受眾定位外，利用定期市集以及共同經營主

題式特色餐桌的服務，都是提供假日優質體驗服務的重要內容，並搭配市場

需求，觀察其針對社區經營常態性市集、營運具文化特色的餐食服務均是社

區提高營運收入的重要模式，值得借鏡。 

3. 本案青年與家庭長者、幼兒照顧，成為現代青年、居民必須兼顧的課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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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計畫過去除重點關注提案內容之公共參與構想外，後續最好能夠更深入

了解提案執行者的生涯規劃，能更清楚其未來生涯與目前推動工作的緊密

度，提升計畫成功度。 

 
圖 26：海浪滔滔團隊營運民宿空間 

 

 
圖 27：海浪滔滔團隊經營親子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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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海浪滔滔創辦人與台灣社造夥伴交流 

 

 

圖 29：海浪滔滔研發產品參與雪州好品大賽獲金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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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出版鬍鬚港人文故事、推展親子生態體驗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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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整合漁村商品推廣行銷 

 

 

 

圖 32：結合社區民宿業者共同推出落日餐桌服務，推廣在地特色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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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2.9/11(一) 參訪適耕莊「城市漁夫基地」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城市漁夫品牌創辦人王和倫，原來於吉隆坡從事電腦資訊工作，因其自幼生

長在漁村，後因父親年紀漸長，返鄉經營城市漁夫品牌，將一級漁貨產業，

透過分眾需求包裝，提供吉隆坡等城市家庭需求，以網路架設平台直接串接

消費者，提供一條龍服務。 

2. 由於過去電腦資訊的互動與架設經驗，透過程式設計與撰寫，提供都會小家

庭的飲食需要，以小量分裝方式供應城市家庭，亦與父親在港邊同時經營漁

船補給修繕工作，在營運上已普遍獲得大馬 9 個州重要城市的支持，穩定

收入每年約計 2500 萬台幣收入，扣除營運成本獲利率約於 40%上下。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本案以設定城市上班族的需求設計提供海鮮產品，並客製化網路訂單系統，

提供方便的消費平台，讓產地與消費端能夠直接串連，過去本部推動偏鄉社

區與都會型社造串聯，期許都會社區的共同購買與城市周邊社區連結，促進

農漁村與城市社區交流，本案似可提供推動都會型社造與城鄉共同購買之

參考。 

2. 城市漁夫由創辦人王和倫結合返鄉前的資訊專業經驗，成功建立城鄉購買

的營運模式，並促進了更多年輕人加入營運團隊，至少提供 4-5 位專職人員

薪資及 7 至 8 位兼職臨時包裝工資帶來漁村的就業機會，建立的營運模式

值得偏鄉推動社區產業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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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城市漁夫網路平台、宅配運送收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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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12.9/12(二) 參訪怡保舊城區「怡保藝術祭與店家活化」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本次參訪舊街場舊曆史空間活化，怡保於 18 世紀主要以採錫礦為主的城鎮，

目前保持了許多英國殖民時代的百年建築，近期透過舊店家改造為多元文

化服務空間，成功帶動舊有空間活化。 

2. 由於舊有空間極具特色，過去成為電影拍攝主要場景，包括電影「色戒」、

「安娜與國王」等均在本地取景，並帶動該區域之觀光與旅遊，近期結合藝

術辦理怡保藝術季，引導藝術家與居民參與，帶動更多藝術創作與在地文化

議題結合。 

3. 舊有空間結合新的設計製作研發文創商品，並透過組織經營穩定店家收入，

持續經營舊建築空間。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怡保舊街區透過店家活化與設計文創商品，提供複合藝文空間服務等永續

經營，未來針對該區展售平台可輔導台灣與該區域建立社區實習機制，透過

雙邊商品上架與人員互駐實習，促進雙邊社區與資訊交流。 

2. 本地區結合影視製作帶動地方觀光，有關本部重要推動之社區場域及故事，

亦可強化引介連結影視製作，深化在地特色空間之行銷及產業推廣 

 
圖 34：怡保藝術祭促進舊空間活化與社區、藝術家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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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怡保舊街場店家改造 

 

 
圖 36：舊店家開發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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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建立社區討論等複合式空間 

 

十一、112.9/12(二) 參訪怡保舊城區「何人可」博物館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該博物館 2016 年成立，系以記錄中醫師何繼昌行醫 80 載的紀錄，透過個人

行醫的成長歷程，收集了重要的歷史發展故事，透過體驗室空間導覽與展示

設計，引導觀光客了解在地發展脈絡。 

2. 透過行醫故事開發各式養生茶飲茶包等，以及各類涼茶產品，透過套裝產

品、門票收入等銷售，持續營運館舍能自給自足。 

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本案例透過完整之紀錄與文物保存，完整建立了 80 年常民生活型態與社會

發展歷程，並能充分導入商業模式研發特色產品，以文史導覽等體驗過程，

以故事帶動遊客的消費，值得輔導社區參考。 

2. 以舊有文化空間，打造小型展覽空間，能實際呈現過去歷史，讓民眾回到過

去的生活情境，而體驗商品發展出配套模式，可符合受眾個人實際需要來搭

配套裝購買，行銷具彈性與客製化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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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博物館營運照(資料來源：何人可博物館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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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何人可博物館文史解說與展示 

 

十二、112.9/13(三) 參訪怡保「甲板新村舊街區、生活文物館」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位於霹靂州的甲板老鎮和新村經過完整文史記錄與保存登錄過去錫礦文化

開採歷史過程，慢慢成為文史旅遊社區，甲板生活文物館藉由紀錄完整在地

歷史文化，引導遊客了解錫礦發展與文化歷史。 

2. 社區內因有一座 123 年歷史的宮殿(Istana Raja Billah)，該宮殿建於 1896 年因

錫礦發展而建立的殖民權利中心，為馬來西亞世界文化遺產建築之一，目前

社區完備歷史紀錄，後續將持續推展文化遺產以及舊鎮街區的活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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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完整記錄礦業文化之文史內容，而舊街區保有百年街區歷史風格完整，結合

世界遺產與空間文化具觀光價值。 

2. 社區以及古蹟協會等單位共同保存錫礦發展歷史與空間文化，由於該空間

發展與華人文化關係密切，錫礦文化發展似可連結其發展與台灣關係近一

步連接相關文化脈絡，促進文化交流。 

 

 

圖 40：錫礦工業博物館周承隆導覽甲板舊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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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收集社區文史內容成立生活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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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Istana Raja Billah 世界文化遺產建築空間 

 

 

十三、112.9/13(三) 參訪檳城文創空間「Hin BUS Depot 文創空間」

CEX、城視報、破浪布袋戲地創團隊交流 

主要參訪及交流內容 

1. Hin BUS Depo 是早期檳城交通汽車客運的運輸中心，因為時代演進已為廢

棄的公共汽車站，目前場地為藝術愛好者提供獨特的開放空間概念，經常舉

辦了豐富的藝術展、裝置、表演等等，各藝術家可藉此空間展示創作作品。 

2. 該藝文空間之營運主要由 aim-architects 建築師事務所進駐承租，完全由民

間自主營運經營，未有政府資源投入，經負責人說明原來建築事務所是承租

於檳城辦公大樓，考量空間運用舊廢棄車站有更多腹地與使用想像，於是承

租後結合城視報(經營島讀書店)、破浪布袋戲等藝文團體定期辦理藝文活動

與策展，提供多元平台。 

3. 藝文團隊的常態參展可透過租金與結合政府民間資源進入，促進其事務所

與檳城文化結合，使建築事務所更具在地文化特色，而建築設計業務也能有

效讓外界了解，提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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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參考或學習事項 

1. 以招租方式吸引民間具營運基礎之中型文化事業進駐，透過企業經營與周

邊藝文團隊合作，讓中小型組織進駐共同合作，能透過與進駐業者提供文化

展覽、服務等進一步帶動空間活化與文化活動，是鼓勵民間承租自主營運重

要案例。 

2. 本場域空間定期邀請國內藝文團隊或文化工作者參與展示與相關藝文活動，

為重要交流場域，島讀書店亦陳設台灣獨立書店相關商品，後續可引導社區

產品與書店空間合作，展售台灣社區產品宣導台灣社區深度文化旅遊內容，

促進馬來西亞民眾來台旅遊及購買社區產品。 

 

圖 43：舊廢棄公車站 Hin BUS Depot 

 

 
圖 44：Hin BUS Depot 保存立面外牆與活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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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藝文空間營運情形 

 

 
圖 46：與建築師、城視報、破浪布袋戲等營運團隊交流 

 
圖 47：城視報經營島讀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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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除前述各參訪點之個別可參考或合作事項外，並就本次考察行程綜合性

參訪心得及未來建議，重點摘述如下： 

一、參訪心得 

1. 社區專業人才導入部分：經觀察本次參訪營運團隊，持續營運與穩定收

入，重要原因各執行人員分別有旅行業、銷售業務、電腦資訊等業界實

務經驗，對於社區事業活化相對提高成功機率，且均與生涯規劃緊密結

合。 

2. 企業經營概念與社區結合：未有政府補助社區事務情況下，參與社區事

務的青年平時透過經營民宿、傳產業商品經營等，而透過彼此陪伴關心

公共事務，值得參考。 

3. 社區營造與電商、社群經營：馬來西亞幅員廣大，社區青年以充份利用

社群平台與電商結合，讓社群連結過程中得到各界認同，並透過平台訂

購商品或體驗產品，穩定營收經營，透過橫向整合各社區業者以市集行

銷活動方式擴大合作。 

4. 中型企業團隊引領社區發展：CEX 建築師團隊進駐承租空間，引領帶動

藝文業者進入具領頭效果，減輕中小型藝文團隊租金壓力，透過企業回

饋空間給藝文團隊，形成互助共好之營運型態，值得借鏡。 

5. 馬來西亞來台學生往來頻繁：馬來西亞華人子弟，經過華文學校求學後

多半在升學都前往台灣讀大學，因此馬來西亞學生經常往來台馬，亦有

許多僑生落地台灣深耕，未來應該善用往來頻繁人流，導入社區參與。 

二、 未來建議 

1. 輔導發掘多元社區人才：過去徵選輔導社區計畫，多關注計畫構想與

公共共好關係，後續可引導鼓勵各類職場專業人才返鄉參與社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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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人才投入社造與地方創生工作。 

2. 培力社區導入企業管理思維：企業營運觀念是引導在地社區事業永續

經營的關鍵因素，後續可強化企業營運模式導入社區，並鼓勵社區提

案與企業合作。 

3. 社區營造與電商、社群平台連結：馬來西亞社區經營產業，已多由社

區自架網站或結合電商平台，成為對外銷售之主流交易平台，本部後

續應加強協助社區產業之商品、體驗遊程等文稿撰寫、故事包裝、圖

像設計、影片剪輯或國際平台之外文翻譯等，讓在地故事與商品讓更

多客群了解並願意至現地體驗社區文化。 

4. 引動企業參與社區營造：本部過去輔導縣市政府與企業合作參與社造

工作，後續將持續鼓勵在地文化事業團隊，投入參與社區營造與創生

事業。 

5. 鼓勵馬來西亞團隊參與台灣社造：鼓勵台馬團隊共同提出社區營造計畫

案，建立雙邊藝文空間或場館實習與交流機制，讓來台讀書馬來西亞僑

生，有機會參與維運地方藝文空間，推展社區商品、體驗服務，汲取台

灣經驗；同時也提供國內青年學子赴馬來西亞地區深度歷練的機會，促

進雙邊社區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互惠。 

6. 支持民間自主辦理跨國、跨界之社造論壇或交流活動：因應新南向政策

及持續以在地行動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接軌國際，故將

持續鼓勵民間自主辦理亞太地區之社造論壇或交流活動，促進社造經驗

的觀摩、分享、交流與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