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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發會於 107年 9月 21日至 30日在日本東京 GOOD DESIGN MARUNOUCHI (優

良設計丸之內展廳)舉辦 2018臺灣「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國際成果展，以

「人、地、產」為策展核心理念，展出臺灣符合「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理念之

作品與故事，分為「花、竹、茶、海洋、戰地、原民、文化」等主題，推廣臺灣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的理念、展現我國在地文化及特色產業或產品之獨

特魅力與創新性，以及促進臺日觀摩學習與經驗交流。 

本次國際成果展開幕典禮於 9月 22日舉行，由本會陳主任委員美伶親自主

持，並邀請日本實際執行或參與地方創生計畫相關機關(構)、臺灣僑界代表，以

及國內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代表等，進行臺日交流茶會，到訪會場的貴賓及參

觀的人潮絡繹不絕，現場人山人海。展覽期間更吸引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不僅

讓來參觀的日本民眾深入了解臺灣城鄉的特色與面貌，以及地方創生計畫的成果

及特色展品，更引發社會各界相當的關注與熱烈的迴響。 

本次展覽開幕典禮後，為汲取日本地方創生政策執行經驗，以及觀摩因應人

口減少之設施再利用活化與地方創業支援方案之成功案例，本會參訪日本地方創

生推動成功案例，包含千葉縣安房郡鋸南町的保田小學校，為日本活用廢校作為

都市與農村交流據點之成功案例、茨城縣取手市的企業家鎮，為日本針對整合在

地會計師、律師、顧問團隊等組成諮詢團隊，透過在地企業家自願組成的創業啦

啦隊，成功推動的孵化器辦公室空間，以及參訪東京都品川區的天王洲 Harbor 

Town，係由舊有倉庫改建而成，提供展覽、市集、餐飲等活動交流空間，為舊設

施活化再利用的良好典範。 

另外，為進一步瞭解日本辦理地方創生的成功經驗，本會也拜會日本前總務

大臣，現任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增田寬也教授，及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

樋口美雄教授，對臺灣與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推動，進行政策經驗分享與提供後

續推動建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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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臺灣與日本在國土規劃及社會發展上有著相似的軌跡，同樣正面臨鄉村地區

人口老化、地方優質人力外流、都會地區人口過於集中等議題，2014年日本安

倍晉三首相上任後，針對振興地方經濟，提出「地方創生」政策，作為因應人口

流失、再造地方生機、振興地方經濟的重要戰略，相當值得我國借鏡。爰國家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 105年及 106年補助共 19個縣市辦理「設計翻轉 地

方創生」計畫，以及選定離島金門及屏東東港辦理示範推動計畫，並於 106年

12月底舉辦「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成果聯合特展。今（107）年 9 月賡續

以 106年執行成效卓越的 6個縣市執行第二階段深化推動計畫、10個偏鄉地區

第一階段規劃執行計畫，以及本會推動花東地區合作事業與有機農業發展示範計

畫，舉辦 2018「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成果聯合特展，呈現計畫執行的成果。 

為與國際接軌，本會遴選執行優異且有具體成果之地方創生案件赴日本展出，

以「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的成果，展現台灣在地文化及特色產業(品)之獨特魅

力與創新性，促進臺日地方創生經驗交流，供我國賡續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參考。 

二、行程 

日期 行程 行程內容 

9月 19日 

（星期三） 
起程 臺北-日本東京 

9月 20日 

（星期四） 
佈展 確認、完成展場設計及施作等佈展作業 

9月 21日 

（星期五） 
開展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國際成果展開展、開幕

典禮彩排 

9月 22日 

（星期六） 
開幕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國際成果展開幕典禮 

9月 23日 

（星期日） 
考察 

考察保田小學校（千葉縣鋸南町）、企業家鎮（茨城

縣取手市）、拜會增田寬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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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 

（星期一） 
考察 

考察日本科學未來館、天王洲 Harbor Town、拜會樋

口美雄教授 

返程 日本東京-臺北 

註：陳主任委員、李專員係 9月 22至 9月 24日出國。 

三、展覽內容 

（一）展出期程：107 年 9月 21日-9月 30日，每日 11:00-20:00 

（二）開幕茶會：107 年 9月 22日 (星期六) 14:30-17:30 

（三）特展地點介紹： 

1.地點：GOOD DESIGN MARUNOUCHI (GOOD DESIGN丸之內) 

2.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 3-4-1新國際大廈 1F 

3.面積：114平方公尺 (約 34坪) 

優良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是由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設計振興會(JDP，

Japan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主辦的「綜合性設計評價制度」，其目

的在於通過精選以各種形式展現的「優良設計」，加以表彰，引導我們的生活、

產業乃至社會整體走向更富足的方向發展。該制度迄今已持續實施近 60 年，評

選對象涵蓋設計所有領域，獲獎總數已達 44,000 餘件。唯有榮獲優良設計獎的

設計才獲准使用「G-Mark」。創設超過半世紀歷史的「G-Mark」，始終是「好設計」

的指標，影響力歷久不衰。GOOD DESIGN MARUNOUCHI 是由日本設計振興會組織

負責營運，意旨在促進人與設計之間的連結，GOOD DESIGN丸之內場地係對外公

開展出空間，或是演講活動與各種研討會，藉由這個空間以及活動的辦理，使人

們與設計互動，思考如何透過設計創造未來，或邁向更好的未來的基礎。 

GOOD DESIGN 丸之內距離東京車站約 10 分鐘步程，該展場過去展出與「優

良設計」理念相似之展品，如：優良設計餐飲設計、香港設計中心 DFA設計獎、

墨田區設計品牌展、優良設計精選展等與優良設計相關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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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GOOD DESIGN MARUNOUCHI外觀 

（四）策展工作規劃 

本次赴日參展理念以我國推動「地方創生」的目標願景為主，「地方創生」

的目標願景，除了其最核心重點「促成人口回流地方」之外，要如何達成藉由設

計思考盤點地方「地、產、人」資源，並依據「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規劃

作業指引 SOP設定計畫目標、進一步形塑在地產業化、具體達成永續經營「地方

創生」目標願景。 

達成地方創生的路徑與可以運用的創生工具本就多元發展，本計畫赴日參展

旨在藉由推動成果展品為媒介，以傳達臺灣豐富的人文風情內涵的故事為情景，

就臺日兩地對於推動「地方創生」在「國家整體發展政策面」與「以跨領域整合

設計翻轉為工具」為主體進行國際間的議題交流與分享。藉由展出臺灣各縣市具

代表性設計品或經典作品，以簡約的策展手法展現「臺灣」地方創生之主題，其

策展理念規劃如下： 

1. 策展原則：代表產業、經典作品、簡約手法。 

2. 展出形式：依主題式規劃展出單元+主意象圖輸出。 

3. 懸掛圖面輸出規劃：主視覺、臺灣意象+視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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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出主視覺 

 

 

 

 

 

 

 

 

 

 

 

 

 

 

 

圖 2「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國際成果展主視覺 

（六）展出成果 

本次國際成果展係以臺灣為名義策展，不以縣市為單位做為展出分配或區分，

爰係以「人、地、產」為策展核心理念，展出臺灣符合「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

理念之作品與故事，分為「花、竹、茶、海洋、戰地、原民、文化」等主題，展

現臺灣各地獨特、多元的地方文化及特色產業或產品風采。例如：「花」主題-

由臺南白河提供荷(蓮)花系列展品，展現以「白河選品」地域性品牌之執行成果；

「茶」主題-則為新北市提供茶、藍染、鶯歌陶藝，合作設計出屬於三鶯特色的

茶席、慈心基金會坪林有機栽培與結合設計包裝的淨源茶、高雄六龜「七間茶屋」

聯盟推廣的原生山茶；「海洋」主題－有來自屏東東港櫻花蝦與可可豆結合出櫻

花蝦巧克力，搭配示範計畫設計符碼，呈現東港人文特色、日本設計界大師福田

繁雄在海外第一件雕塑作品－屏東縣東港的鮪魚雕塑（模型），富含藝術趣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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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具生命張力、宜蘭廢棄魚塭再利用議題，運用設計力導入「宜蘭斑」品牌，讓

漁民獲利的「七大提款機模式（策略）」，強化在地產業競爭優勢，以及閒置空間

與廢校議題的基隆太平社區活化故事與模型展出；「戰地」主題－展出金合利紀

念款鋼刀及金門高粱酒酒瓶設計「浯島聚酌」作品，呈現出金門獨具戰地特色風

貌，更獲得國際設計獎項等，展出內容相當豐富、多元。另針對 105年及 106

年獲本會補助之 19個縣市，於縣市特色版面區陳列圖像與小型物件展示。窗臺

區則以地方刊物、觀光明信片與其他書刊等進行展示。 

本次展覽更將地方創生成果的展品以茶席的方式呈現，包括茶席的佈置為三

峽的藍染桌巾、鶯歌的陶藝茶具，以及來自南投竹山的竹製器皿；茶葉為坪林的

有機淨源茶、高雄六龜聯盟的野生山茶及阿里山茶田 35號的高山烏龍茶；茶食

則有來自屏東東港福灣莊園的櫻花蝦與可可豆結合出的櫻花蝦巧克力，搭配示範

計畫設計符碼，呈現東港人文特色、以及臺灣甜點世界級冠軍楊嘉明師傅採用彰

化八卦山的「艾斯特 ESTER-土鳳梨酥」等。現場也安排 2位茶師演繹臺灣茶文

化，以及進行茶藝表演，呈現出深具地方創生的特色及成果。相關展示主題內容

及展品項目，如表 1、表 2所示。 

 

表 1展示主題內容 

主題 主題內容 

花 臺灣臺南的蘭花、荷花、代表客家文化的桐花等，因臺灣不同的地形、因應不

同的氣候產出不同的花種，甚至遠銷國際，也代表著臺灣土地孕育著豐富的地

方特色。當地設計團隊以花為主題，透過設計導入產業和人文，讓與「花」成

為主角使當地產業加值，使地方獨特產物透過創新商品更能被大眾感受到土地

給予的恩典。 

竹 竹子意象以及實用多樣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生活和精神席席相關，臺灣過去竹

產業因為科技的發達而沒落，近年許多年輕人運用創新的設計導入工藝，讓臺

灣竹藝記憶被喚起，如今透過設計的討入讓竹藝產業再次在國際發光，許多青

創家更紛紛回到家鄉開創新事業，臺灣的竹業亦開始穩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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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臺灣的茶文化發展至今近兩百多年，為民眾最常見的傳統飲品，與臺灣人文風

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臺灣茶從平地到高山不同的海拔孕育著許多名茶，促進

了全臺經濟的發展，為臺灣重要外銷產業之一。順應著有機以及健康飲食的風

潮，各地方業者將有機的方式栽培茶葉，將茶葉以不同形式融入食品中，讓臺

灣茶文化更多元化的發展。 

原民 臺灣原住民早期衣飾生活家居品皆以大自然原料為主，經過多年的手工技藝逐

漸成為特有的原住民美學與文化，更發展成具有不同意義的特殊意涵，具有傳

統藝術獨特且多元的原住民美學。除圖騰與生活美學外，如陶藝、雕刻、農耕

捕魚等手工藝技術，經過現代化藝術以及設計加值的結合，發展出不同族群特

色的原住民創新產品。 

戰地 金馬兩地在戰後構築了許多防禦工事與軍事據點，這些冷戰時期戰地文化景

觀，反映了當時特殊的時空情境，見證臺灣當時的特殊歷史時期。其歷史背景

對於建築、紀念性藝術、景觀與相關技藝發展有著巨大影響，走入歷史遺跡中，

皆能細細品嘗時間留下的故事，以及獨特的戰地文化風采。 

文化 臺灣各地方宗教文化與地方人文歷史、生活技藝息息相關，舉凡祭祀文物、廟

宇藝術、儀式等，具有高度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藉由世代傳承發展成具有獨

特性的臺灣藝術與技藝。雖老技藝逐漸因為無法傳承而式微，許多青年仍選擇

返鄉傳承，加入設計元素持續經營，或是運用設計的力量讓老技藝注入新生

命，持續傳承著獨有的藝術文化。 

海洋 臺灣四面環海，所屬地理位置使臺灣同時具有多樣性的海洋環境與海洋生態，

也成為國際海洋漁業、經濟貿易與重要經濟、交通的必經地點。海洋成為臺灣

人最熟悉的記憶，飲食、娛樂、觀光等生活與海息息相關，伴隨著海洋島嶼的

精神成長，山與海的環境孕育出臺灣人的海島性格，生活日常與文化特色皆帶

著海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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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展品項目與說明 

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戰地-浯島聚酌

包裝 

雙層玻璃瓶設計 以金門傳統建築文化為創意來源，參考 1600

年前的晉代陶瓷酒器外形減緩酒精揮發；雙層

玻璃呈現似金門炮彈殼剖面，瓶底與金門牛皮

皮件都是以馬背脊山牆為設計元素，外盒利用

外盒的三個面向組合為馬背脊造型，使陳列效

果更能完整呈現金門意象。 

皮製瓶蓋鑰匙圈 

包裝盒*3 

 

戰地-金合利砲

彈鋼刀 

金合利鋼刀紀念包

裝*3 

延續東方設計風格，內襯底座採用中式彩色線

裝書的形式裝幀，將刀具隱於書中；封套設計

則為精裝書絲布包覆，搭配金門的三寶吉祥

物：戴勝鳥身佩番刀在田埂上除蟲害守家園；

守護神風獅爺手持關刀於狂風驟雨中鎮風止

煞；環保獸水獺廚師小試龍紋菜刀悠遊戲水

中。 

砲彈保溫杯*6 1970 年軍人撿拾砲彈鋼片帶回部隊製成菜

刀，伙房兵使用，使得金門菜刀成為熱門伴手

禮。一顆砲彈約可製成 40 至 60 把刀，823

砲戰至今一甲子賣出最少二十萬把，使砲彈鋼

鋼片藝術品*1 

鋼刀*1 組(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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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刀產業永盛不衰，可以稱之為「歷史留下來的

禮物」 

     

文化-交趾陶作

品 

如意(大)78*13 交趾陶是集捏塑、彩繪、燒陶於一身的藝術，

原本是寺廟的裝飾品，日治時期，日人將藝品

到巴黎參展驚動國際藝文界，因而博得「臺灣

絕技」的美譽。 展出來自嘉義的呂勝南大師

的作品造型精緻，釉彩古樸，深受古董收藏家

喜愛，象徵吉祥的器物常作為壽誕、結婚、助

人如願以償與祈福之吉祥贈禮。 

祥獅獻瑞小(父子對) 

小龍頭掛 11*11 

八卦獅頭(閉

口)26*26 

八卦麒麟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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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文化-錫藝精品

(WOO) 

銀杏盤 臺灣傳統錫工藝曾興盛百年後沒落，因相對低

廉的材質便於大量生產，廣泛應用性又高貴質

感的錫藝漸漸被遺忘。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主辦的「工藝新趣」計畫，媒合傳統工藝師與

設計學生，用現代設計角度重新發揚舊工藝。

物 Woo Collective 團隊以特別的錫為題，瞄

準國際市場競爭力，開發設計品兼具實用、藝

術性的傑出工藝品牌，2016 年推出系列商品

更榮獲 2017 年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花栗盤 

浪雲醇酒球 

浪雲醇酒球_輕巧瓶

組 

沐雨醇酒球 

冰岩醇酒針 

冰岩醇酒針隨身皮

套組 

曲_霧金筷架(附單副

筷) 

彩結對杯 

 

文化-三峽廟宇

麵線包裝設計 

麵線包(三入)*6 包 三峽是一處廟宇信仰文化濃厚的鄉鎮，麵線產

業隨著地方信仰文化興起蓬勃。地方大型祀典

將麵線塑做成牲口用以祭祀，以設計包裝將商

品回歸生活層面，藉盼老字號製麵廠技藝，契

合現代年輕族群觀點，以精緻小份量的包裝，

滿足小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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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其他-官田菱殼

炭 

碳化菱殼(裝飾品) 官田盛產的「菱角」研發出再生資源「菱殼

炭」，菱殼生產出來的炭比市售竹炭高近 100

倍(吸附效果)，質地細緻帶有淡淡的金屬光

澤，又因屬農業廢棄物，成本更低廉、更環保。

透過本計畫將再生資源菱殼炭，運用設計創造

具市場流通性的商品，並讓在地社區能夠自行

製造，與在地青年合作，創造有價值的循環經

濟。 

菱殼燒 以二次燒製的方式，使菱殼炭的炭黑成為天然

秞藥，燒製出特有的墨黑色，產出代表地方特

色的「官田菱殻燒」陶瓷品，規劃成為地方特

有的陶瓷形象「官田菱殻燒」品牌，產品品項

將陸續延伸至居家的陶瓷用品，希望創造具地

方特色的新興產業。 

菱殼炭墨水與手工

筆 

依據古籍研究出墨水配方，由菱殼炭獨特的黑

色晶亮的光澤，做出手工菱殼炭墨水，其墨色

帶有天然美麗的墨黑光澤。沾水筆筆身為地方

大學材質系畢業青年合作，以在地生態保育的

指標物種為型態，設計出官田菱殻炭墨水專屬

的沾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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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綠生態水質改善系

統 

使用「烏山頭水庫」的再生淤泥製成，搭配可

以淨化水質的官田菱角殻製成的菱殻炭，可以

改善水質潔淨度，延緩水質惡化的時間，能為

魚、植物帶來良好的綠生態生長環境空間。 

濾淨器 本空氣淸淨器，為個人桌上型小空間使用，是

可以自行組裝的 DIY 版本，濾芯使用官田菱角

殻的菱殼炭，它有比其他植物燒製出的植物炭

有更多的吸附表面積的特質，吸附效率列為植

物炭中最高等級其中之一，亦可以使用行動電

源驅動。 

 

其他-點睛品(花

蓮石) 

碎石蠟燭+花蓮碎石

塊 

2018 花蓮強震造成石材業者損失龐大，過往

石材產品用於裝飾等功能上，笨重的性質在開

發上受到許多限制，本設計運用碎裂石材重新

整理，設計產出不同以往石材產品。 

增加實用性及使用率，也同時改變石材應用的

刻板印象，開創石材運用的新可能，以花蓮觀

光的角度，打造另類伴手禮產品，使用在地大

理石特色亮點結合禮品，透過大自然的紋理增

添生活中的美感體驗。 

玉石杯 

玉石薰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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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茶-系列包裝 點睛設計-(千羽禮)

植物茶系列 

結合特色圖騰，包含鳥類、水果、稻穗、茶葉

等臺灣代表，營造特有在地風情。外觀運用紙

模的特性，自然質樸表達滿滿的心意，外觀造

型使用環保的材質，讓收到的對方感受濃厚的

臺灣特色。  

茶田 35 號看見臺灣

包裝 

茶田主人從小土生土長在阿里山鄉， 在海拔

二千五百公尺的高山地帶，孕育出最佳的高山

茶，對於製茶的堅持、品茶的美學、茶質的涵

養，不藏私的分享，保留茶的原香與韻緻。金

黃琥珀色茶湯，經日光萎凋後，呈現如桂花香

氣般濃厚沉穩，入口甘醇華重，經典代表。 

 

茶-有機茶商品 世外茶園-溫家堡有

機綠茶系列 

有機綠茶不噴灑農藥，不使用化學肥料生產，

全程以生物防治法與有機質肥料進行栽培管

理。綠茶是屬於不發酵茶的一種，俗稱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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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綠茶富含一種生物活性物質-兒茶多酚是一種

天然抗氧化劑。 

慈心淨源茶十全十

美包裝 

新北市坪林包種茶，坪林是臺灣北部地區水庫

水源地，同時也是有機茶耕作人數及面積最多

的茶區。至今淨源計畫已執行十年，有機耕作

方式保護水庫，成功復育保育類樹蛙。 

雪隧通車後，坪林逐漸沒落，人口外流，慈心

基金會已推廣有機十餘年，建立有機驗證制

度，2007 年起開始擴大推廣有機農業，在翡

翠水庫上游的坪林茶區，經過 10 年的努力，

坪林地區的有機茶園已達 60 公頃也讓年輕

的二代子弟回流，不但維護了環境，也製造出

健康好喝的淨源茶，帶動地方創生。 

瓷新淨源茶三隻蛙 

 

海洋-基隆太平

國小議題 

灣生回家－串起臺

日牽絆的基隆山海

體驗遊程 

（模型與雨具） 

基隆港曾是日本殖民登陸臺灣的重要港口，也

是離開臺灣的最後一座港，當時有許多在臺日

人以及在臺灣落地生根的『灣生』也被迫離

開。 

社區遊程設計可以看見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化

遺產，廢墟老屋改造到廢校再生的太平國小。

透過和平船重新接起日本與臺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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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竹-點睛設計竹

設計品 

竹葉盤(一組 3 入) 運用材質的優勢讓商品添增純樸的自然感，一

體成形湯匙與叉子的形體，保留原有的紋路與

色澤，配置磁吸功能方便收納攜帶，落實綠色

設計的目的。 

 

竹叉匙(一組 2 入)*3

組 

竹湯匙筷組(一組 2

入)*3 組 

竹節造型杯 

 

花-臺南白河選

品 

玄米包 「白河選品」即是在地技術、自然素材、人文

故事的集合，以百寶盒的形象呈現白河人、

地、產的精華與凝練，以及白河生活的日常與

創意的結合。 

荷染茶苞 

木製擴音喇叭 

手做蓮藕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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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海洋-東港意象 福田繁雄鮪魚雕塑 福田大師以最擅長的「一體多面」經典手法，

藝術呈現方式極富趣味，是福田繁雄在海外的

第一件雕塑作品。 

東港鎮 2016 年配合國發會「設計翻轉地方創

生」計畫，發現雕塑位置遊客少，取得同意授

權後重新打造一座放置大鵬灣，展現臺灣海洋

意象。 

東港 DNA 新品 

 

原民-屏東縣原

民 

手工打造鐵製人像 工藝為進入屏東原住民文化的第一把鑰匙，透

過計畫造屏東原住民品牌，導入時尚居家元手工編織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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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琉璃珠(2 大 1 小) 素。在地的排灣族與魯凱族從居家擺設到傳統

服飾，都可以感受到其對生活美感的靈敏度。 小刀手工木小刀柄 

手工陶製盆 

 

海洋-宜蘭斑豐

收祭 

宜蘭斑豐收祭品牌

食品加工物 

結合在地漁業文化風情等元素，以桌遊講述本

計畫塑造當地漁業品牌，運用設計力導入讓漁

民獲利的「七大提款機模式（策略）」強化在

地產業的市場競爭優勢，將石斑塑造為「宜蘭

斑」品牌，同時以地產地銷推廣當地養殖水

產，搭配體驗行程成為整體宜蘭斑的形象並帶

動在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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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竹-南投竹山竹

藝品 

咚ㄘ竹喇叭*1 透過地方創生核心，發展友善生活產業以串聯

在地茶竹聚落群聚。 

以當地成熟的竹木工藝為題，採用臺灣竹山的

孟宗竹手工打造的擴音器、以三十年的竹木工

藝生產經驗打造竹製品牌安心使用的餐具、選

用竹材取代原來製造眼鏡的塑膠，以及運用輕

便旅行組搭配體驗遊程以推廣南投縣茶竹源

鄉的美好。 

Laboos 竹盤*2 

Laboos 雙耳杯 

竹眼鏡+竹盒 

旅行輕便組 

青青里繪本 利用「竹子扎根創造竹林」這件事表示「青年

返鄉傳承」的根源力量，也將竹子的生長型態

比喻青年創業家的精神，因為前期的努力扎

根，才能造就後期迅速的茁壯。 

青青里周邊宣傳品 

 

花-客家桐花商

品 

三義ㄚ箱寶/ 野鳥書

籤 

每年四月間即「客家桐花祭」的來臨！結合創

意與資源凸顯地方特色，透過整體政策規劃與

產業輔導，以設計力加值搭配遊程滿足大眾賞

桐花、品味客家文化之多元需求。 

三義ㄚ箱寶/ 野鳥標

本箱 

三義ㄚ箱寶/彩蝶祈福 

漆器夫妻碗筷架(2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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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如膠似漆對罐(2 入) 

東華精油包裝 

  

茶-茶席 A-鏽蝕的茶具 歲月-鏽蝕的茶具 

歲月在不同的人事物帶來的變化清晰可見，就

像人生一樣對於生命事務會經過火煉、氧化、

消失過後帶來鐵銹斑駁(剝)的陳舊感。 

B-柴燒之心與藍染 柴燒之心與藍染 

運用柴燒陶質地特性，賦予器具良好使用手感

兼具美感與機能。藍染創作以全藍色調為基

底，襯托陶具質樸自然之作品風格，透過陶與

染的結合之特色茶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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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茶席 茶田35茶-阿里山高

山烏龍茶 

茶田主人從小土生土長在阿里山鄉， 在海拔

二千五百公尺的高山地帶，孕育出最佳的高山

茶，對於製茶的堅持、品茶的美學、茶質的涵

養，不藏私的分享，永遠為願意喝好茶人，保

留茶的原香與韻緻。金黃琥珀色茶湯，經日光

萎凋後，呈現如桂花香氣般濃厚沉穩，入口甘

醇華重，經典代表。 

六龜野生山茶 

 

高雄六龜野生山茶：其茶葉總抗氧化能力與兒

茶素含量相當於一般茶品的 13 倍左右，來自

高雄六龜野生山茶茶種，因高山茶的興起而沒

落，製茶只剩少數店家繼續堅持，近年年輕人

回鄉，更有七間茶屋為本計畫串聯起來，以「天

然、無毒、高活性」重新出發。 

坪林淨源茶 2007 年至今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會已推廣有機十餘年，在建立有機驗證制度

後，該基金會開始擴大推廣有機農業，在翡翠

水庫上游的坪林茶區，2018 淨源十年，善漣

漪從未間歇。 

茶食 福灣莊園櫻花蝦巧

克力 

來自臺灣屏東縣東港漁村的福灣莊園是以環

保為導向的休閒農場，近年推出許多特色巧克

力商品，利用屏東農民生產的可可製成，創始

人許華仁甚至首度將臺灣原豆巧克力推上國

際舞臺。 

當地農民原本種植檳榔，對於環境保護並不友

善，近年，政府輔導改種可可樹，福灣莊園創

始人許華人，與當地的農民契作，首度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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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品名稱 展品名稱 展品說明 

原豆巧克力推向國際，同時也繁榮了當地農村

經濟。屏東縣東港的櫻花蝦巧克力，則是他發

揮創意結合東港當地的特產－櫻花蝦，口感獨

特。 

彰化土鳳梨酥 來自臺灣的甜點世界級冠軍楊嘉明師傅的「臺

灣土鳳梨酥」更受國際人士喜愛，楊嘉銘師傅

特別採用八卦山纖維多、偏酸的土鳳梨，自炒

鳳梨內餡，可嚐到鳳梨果肉，果香明顯，而外

皮則加入臺灣黑糖製作，平衡了內餡微酸口

感。 

其他 檜山坊沐浴露 6 入 全球檜木共有七種，臺灣得天獨厚就擁有 2 種

─紅檜與扁柏統稱「臺灣檜木」含有特殊的「檜

木醇」，合法來源無毒。 

四、展覽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於 107 年 9 月 22 日下午舉行，由本會陳主任委員美伶親自主持，

並邀請國內外實際執行或參與地方創生計畫的學者專家進行臺日交流茶會。該展

覽已達成推廣臺灣地方創生的理念、展現我國在地文化及特色產業或產品之獨特

魅力與創新性，以及促進臺日觀摩學習與經驗交流。 

出席貴賓有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大使、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舟町仁志理

事長、墨田區役所鹿島田和宏部長、日本設計振興會(JDP)大井篤理事長、中小

機構國際交流山口幸文審議役、野村總合研究所田崎嘉邦部長、臺灣僑界代表，

以及國內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代表等（出席名單詳表 3），到訪會場的貴

賓及參觀的人潮絡繹不絕，現場人山人海。 

陳主任委員表示，地方創生為 2014 年日本安倍晉三首相上任後針對振興地

方經濟所提出的政策，作為因應人口流失、再造地方生機、振興地方經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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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相當值得我國借鏡。經參考日本的經驗與做法，臺灣從 105年起開始推動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也是延續謝大使過去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所推動的

「臺灣新社區六星計畫」，並加以發揚光大。 

陳主任委員進一步指出，臺灣人口結構正在改變，臺灣與日本同樣面臨鄉村

地區人口老化、地方優質人力外流、都會地區人口過於集中等議題。因此，行政

院賴院長提出「均衡臺灣、生生不息」政策，在「均衡臺灣」方面將積極推動「地

方創生」，更宣示明（108）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

濟，使年輕人回鄉，以解決偏鄉人口老化問題。  

尤其現在面對數位經濟及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科技導入將使年輕人擁有更

多科技力量去發揮創意，陳主任委員也表示，本次交流展出的成果皆是具有地方

創生的精神，其中更有許多年輕人的創意與思維，也是新產業模式的展現。另現

今面對氣候變遷以及暖化現象，我們也需要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再利用，例如

臺南官田以「循環經濟」為概念，發展成可淨化空氣的菱殼炭系列產品、以及花

蓮活用再利用 0206地震後當地碎裂大理石建材，設計開發出碎石蠟燭產品等。 

謝長廷大使表示，105 年 6 月就任以來，走訪了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對於

日本政府善用當地特色資源，活化地方產業及機能的手法印象深刻。期盼未來臺

日有更多機會在這項領域進行交流、合作，一起找出最佳的政策模式及解決方

案。 

後續日本貴賓在致詞時皆表示，很肯定臺灣地方創生的成果，樂見未來與臺

灣有更多的交流，其中，本次展出場地管理單位日本設計振興會（JDP）大井篤

理事長也興奮地表示，本場地從未有如此盛況，很感謝國發會在此舉辦本成果展。

另外展覽期間更吸引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包含日本中央通訊社、每日新聞等 8

則報導，以及中國時報、經濟日報等國內媒體 16 則報導等，不僅讓來參觀的日

本民眾深入了解臺灣城鄉的特色與面貌，以及地方創生計畫的成果及特色展品，

更引發社會各界對於地方創生相當的關注與熱烈的迴響。 

本會本次特別選定在日本東京最精華地區-「丸之內」展出我國最精選的地

方創生成果，希望透過這次國際展出機會，促進臺日「地方創生」的觀摩學習與

經驗分享，未來也期盼臺日有更多的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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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展覽開幕典禮蒞臨嘉賓 

單位 職稱 貴賓姓名 

臺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 代表 謝長廷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專務理事 舟町仁志 

墨田區産業觀光部 部長 鹿島田和宏 

墨田區 

産業觀光部産業振興課 

課長 中山賢治 

産業振興擔當主査 植村聰 

産業振興擔當 東優香里 

全日本臺灣連合會 會長 趙中正 

中小機構國際交流中心 審議役 山口幸文 

野村總合研究所 擔當部長 田崎嘉邦 

日本越後妻有藝術季 團隊 關口正洋 

日本工業設計協會 田中一雄 理事長 

JDP 日本設計振興會 理事長 大井篤 

JDP 日本設計振興會 部長 矢島進二 

東京臺灣商工會 會長 陳慶仰 

中華民國臺灣留日同鄉會 會長 尹世玲 

副會長 林嬡媛 

交通部觀光局 局長 周永暉 

新北市政府 副秘書長 蕭旭岑 

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副局長 于玟 

南投縣政府 觀光處副處長 林秀梅 

設計發浪 designsurfing 主理人 劉瀚文 

基隆市執行團隊 元智大學教授 陳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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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貴賓姓名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關鍵評論專欄作家) 

客座研究員 謝子涵 

點睛設計 設計師 韓世國 

臺南市(白河)執行團隊 歐富文創總監 沈崇右 

臺灣進口蘭花協會   惠川俊男 

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經理 陳守玉 

新北市深化執行團隊-甘樂文創 執行長 林峻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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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開幕貴賓合照 

圖 4開幕茶席合照 

圖 5陳主委接受中央社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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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東京丸之內展場 

 

 

 

 

 

 

 

 

 

 

 

 

 

圖 7東京丸之內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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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日本地方創生專家及參訪考察相關案例 

（一）保田小學校 

1.發展概況： 

(1)創立於 1889 年的保田小學校，約有 130年歷史，位於千葉縣安房郡鋸

南町保田 724，距離東京區約有 80分鐘車程，但是因人口老化及少子

化的影響不得不廢校。 

(2)鋸南町在保田小學校廢校前就開始思考擘劃振興活絡計畫，總計花費 4

年的規劃與建設，於 2015年透過活化再利用重新開放，除了保留歷史

與特色外，也將空間做多元化規劃，並結合營運策略，作為都市與農村

交流據點，希望能達成觀光客成長、增加當地農特產品的銷售據點，以

及當地企業增加僱用當地人士，甚至紓解當地人口快速流失等目標。 

(3)特色： 

體驗農村居住的旅店：舊有校舍的 2樓改建為住宿套房與溫泉設施、洗

手間等設施，也保留學校風格。 

 

 

 

 

 

圖 8校舍改建設施 

體驗農產品加工的餐飲：善用當地食材，設置日式食堂、咖啡廳、義大

利及中國料理餐廳等讓旅客體驗在地食材風味。 

 

 

 

 

 

圖 9校舍內餐廳提供提供在地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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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生產一級與二級產品通路：將體育館改建為市集，提供農產品以及

保田小學校 Original Goods商品販售。 

 

 

 

 

 

 

圖 10販售當地農特產品 

社區教學與交流場所：提供鋸南町觀光諮詢站、農水產加工試作與研修

空間、小孩遊憩場所、音樂教室等交流空間。 

 

 

 

 

 

 

圖 11校舍改建供社區交流使用空間 

以上資料來源:保田小學校官網、icotto網站介紹 

2.聽取簡報與座談 

(1)對象：鋸南町內田正司副町長、保田小學校大塚克也校長等人 

(2)時間：107年 9月 23日 

(3)地點：千葉縣安房郡鋸南町保田 724 

(4)座談摘要： 

保田小學校當初投入整備經費共約 13億日圓，其中財源包括中央(國

庫)、千葉縣之補助款、交付金等共約 10億日圓，以及鋸南町一般性財

源自籌約 3 億日圓。 

目前營運中保田小學校，每年約可創造 6億日圓的營業額、觀光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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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超過 60萬人、增加當地僱用人數 51人以及鋸南町內事業者數 21社，

成為日本地方創生相當成功的案例。 

雖然目前鋸南町高齡化(65歲以上)之比率高達 45%，每年出生新生兒也

未滿 30人，據鋸南町表示，經過這些年的努力，該町的社會人口增加

率開始呈現正成長。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鋸南町特別將當地具有「人、地、產」特色

圖像，印製在職員名片上，頗具創意巧思。 

 

 

 

 

 

 

 

 

 

 

圖 12陳主委與鋸南町內田正司副町長等一行人合照 

 

 

 

 

 

 

 

 

 

圖 13與鋸南町役所代表進行會議交流 



29 
 

 

 

圖 14 陳主委致贈鋸南町內田正司副町長紀念品 

 

 

圖 15鋸南町內田正司副町長現場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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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家鎮 

1.發展概況 

為了協助 20-30歲的年輕人可以有一個人創造事業的機會，茨城縣取手

市在 2015年整合在地會計師、律師、顧問團隊等組成諮詢團隊，以及

透過在地企業家自願組成的創業啦啦隊，善用孵化器育成中心辦公室，

協助在地青年進行創業活動。 

地方創業支援內容：制定創業認定制度、發行 Match-card，讓持有會

員卡的創業人員獲得創業支援金、以優惠價格租賃辦公空間以及參與各

式活動、發送創業折價券，可以用較低廉的價格購入創業設備、以及參

與創業宣傳大會與免費刊登於市民刊物上，協助新事業之宣傳。 

圖 16企業家鎮制度事業項目 

資料來源：茨城縣取手市官網 

2.聽取簡報與座談 

(1)對象：取手市藤井信吾市長、野口龍一副市長等人。 

(2)時間：107年 9月 23日 

(3)地點：茨城縣取手市新町 1-9-1帶 5F 

(4)座談摘要： 

為了吸引離鄉的年輕人能夠回到家鄉創業及發展，日本茨城縣取手市政

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協助制度，從顧問諮詢、創業輔導及優惠貸款協助

等，無不給年輕人帶來了無窮的希望，而這股力量正是地方創生所積極

推動的目標，讓已經頹圮沒落的地方經濟，經由年輕人的回流以及在地

產業的振興，重新找到地方發展的往日光彩。 

根據茨城縣取手市表示，近 3年來取手市透過推動「企業家鎮」，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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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輔導 79家新創企業。 

 

 

 

 

 

 

 

 

圖 17 陳主委與取手市藤井信吾市長等一行人合照 

 

 

 

 

 

 

 

 

圖 18交流會議 

 

 

 

 

 

 

 

 
圖 19陳主委致贈取手市藤井信吾市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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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日本地方創生專家-增田寬也教授 

本次行程拜會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增田寬也教授，增田教授曾任岩

手縣知事(1995年開始擔任 12年地方首長)、總務大臣(2007-2008)及日本創成

會議座長(2011-2015)，為城鎮、人、工作創生本部 12名創生會議成員之一，提

供內閣官房總合戰略等相關政策檢視與調整建議。經增田教授就日本推動地方創

生政策，提出下列經驗供我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參考： 

1. 日本政府在推動地方創生過程中，會借助外部民間資源，引導政策方向，並

凝聚社會共識。 

2. 都市、鄉村要推動地方創生的重點並不一樣，偏鄉有托兒、學校教育等問題，

而且地方要有意願，找出各地方具獨特性產業。另外科技導入，相關數位基

礎建設很重要，這樣才能吸引青年返鄉。 

3. 人口在 50-60萬人的中介城鎮雖然是推動地方創生成功與否的關鍵，不過也

要兼顧人口較少的城市，否則會有輿論反彈。 

4. 日本若干偏鄉內部對於人口流失、人才不足、產業沒落等還沒有危機感，基

本上危機感應該要是全民共識。 

5. 未來推動地方創生的產業(品)，如何讓民眾親身體驗很重要，而且要有故事

性，以及重視行銷策略及戰略。 

6. 日本山形縣在 16年前設法爭取到慶應大學的尖端研究所在該縣設置，這 1-2

年很多與他合作的公司紛紛成立子公司，現在才剛開始有些成果。 

7. 地方創生事業提案，常會設定增加企業家數、居住人口等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不是很好，未來應訂定妥適、合理的執行目標。 

8. 日本政府推出「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政策，通常會選較年青的地方首長，比

較會接受新的觀念，協力隊成員最高甚至擔任地方副首長。 

9. 日本中小企業約有 400萬家，其中約 120萬因經營效率不佳，已面臨關廠危

機，但資深負責人都會有不願在他手上關廠的情結，且目前處於負利率時代，

銀行已自顧不暇，也無力幫忙這些廠商；另外，政府也有意收掉這些不具競

爭力廠商。 

10. 把產業帶入地方，對環境多少會有影響，但日本環評問題並不像臺灣這麼嚴

重，未來地方創生應與循環經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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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科學未來館 

本會陳主任委員美伶 9月 24日參訪位於東京江東區的「日本科學未來館

（Miraikan）」，由該館片山正一郎副館長、經營企劃室屠耿室長等人為本會進行

簡報、座談及導覽。 

日本東京「科學未來館（Miraikan）」是在 2001年開館，建物樓地板面積約

4萬 m2，是以科學的觀點來理解我們現今世界發生的事情，思考今後應創造一個

怎樣未來的交流場所。 

該館的設立理念，係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場所，來共同思考和探討科技作為一

種文化，會對社會起到怎樣的作用、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並將再考科學的作

用，匯集各種領域的 "智慧"，與大家一起思考、提出建議，為未來做出應有的

貢獻。 

該館具有 3項特點： 

1. 科學研究的發展將因應及迎合社會變遷的趨勢。 

2. 所有展覽會與第一線科學相關機構、人員共同合作。 

3. 館內有 10個機器人、科學的研究室，也會請週遭各大學研究室對外開放，

提供相互學習與交流，讓年輕研究人員理解最新科學相關技術。 

另人驚豔的是「日本科學未來館」鎮館之寶-直徑 6米的超大球型顯示器，

造價約 20億日幣，將過去地球 3個月的氣象資料，濃縮成 10分鐘的動態影片；

另外，還有最先進人形機器人(ASIMO)的表演，以及可以提前 30秒預知地震和地

震波及臨近地區的展示儀器等，內容相當精彩。 

「日本科學未來館」內不僅有可以親手觸摸、親身參與的常設展覽和企劃展，

還有實驗教室、演示說明會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從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到最新

科技、地球環境和宇宙探索，可透過與科學交流員的對話交流，體驗不斷發展的

科學技術。 

根據館方表示，「日本科學未來館」去(2017)年參觀人次約 138萬人次，每

年營運收入約 6億日幣(約 3成)，另外中央須再挹注 14億日幣(約 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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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陳主委致贈日本未來科學館片山正一郎副館長紀念品 

 

 

 

 

 

 

 

 

 

圖 21陳主委與日本未來科學館片山正一郎副館長等一行人合照 

 

 

 

 

 

 

 

 

 

 

圖 22日本科學未來館導覽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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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王洲 Harbor market 

本會陳主任委員美伶 9月 24日接著參訪東京都品川區的天王洲 Harbor Town，

這是由港灣旁邊老舊倉庫改建而成，提供展覽、市集、餐飲等活動交流空間與民

眾休憩場所。 

古老、歷史建築倘能慎選專業團隊經營，透過引進民間資金、經營效率及管

理專長，發揮民間創意，以文化內涵創造附加價值，讓古老、歷史建築延壽重生，

除了提升資產的運用效率，也可減輕堂龐大整修支出，以及後續維護管理之財務、

人力負擔。 

 

 

 

 

 

 

 

 

 

 

圖 23 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小長井總監進行導覽 

（六）拜會日本地方創生專家-樋口美雄教授 

本次行程拜會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樋口美雄教授，樋口教授同時為現任日本

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理事長，為城鎮、人、工作創生本部 12名創生會議成

員之一及地方創生學院事業與推進會議座長，具有豐富之勞動經濟經驗。經與樋

口教授就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提供下列經驗供我後續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參

考： 

1. 日本勞動政策改革為當前重要議題，例如上班時間可與工會進行協商，規範

上限值。 

2. 近期地方缺少人力，可能是因為地方的企業經營狀況變好，有增加相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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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求。 

3. 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男性由地方往市中心移動，後期女性也開始往市中心移

動，而現今女性移往城市的比例已經大過於男性。只要能夠創造相關工作機

會，人口不一定要往市中心移動。 

4. 產業變遷的結構為農業到製造業，再到服務業。農業還是偏重在地方，而製

造業還是會有人力的需求，但 2000年，有許多人力流向海外發展。而服務

業是發展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區域，所以服務業在地方的工作機會也變少。 

5. 製造業的生產與消費是可以分離的，惟服務業和人口的聚集卻是緊密相連。 

6. 在地方的工作機會多偏向醫療、長照，尤其製造業中 70％為男性。 

7. 在地方的民間企業中，男女差別化的現象還是存在著的。所以在地方的女性

會偏向前往大城市就業。但大阪的女性在城市中工作的比例也不高，都移往

東京就業，畢竟東京這樣的大都市還是有一定的魅力及吸引力存在。 

8. 以往在地方的人會前往東京工作磨練，等到 30歲過後便返鄉工作，但現在

的人只要到了東京工作後，就會持續留在東京發展。 

9. 至於生育率的降低，和女性開始上班是否有正向的關係？這個目前被認為是

無直接關係。例如北歐的女性進入職場，該國的生育率還是很高，該國政策

仍鼓勵上班族女性生育。 

10. 日本女性雖然工作比例變高，但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從事非正職的工作（稱為

非正規勞動），故當前也希望能夠導正此現象，讓女性成為正職人員。 

11. 當前日本的女性雖想生育，但大環境仍不夠友善，致使日本人口減少的趨勢

仍持續。 

12. 地方創生政策屬於中央與地方應共同推動的事務，地方可自行選擇策略，透

過競爭來取得由中央提供的資源。 

13. 在政策規劃階段，經費可由中央 100％提供，然而在事業計畫階段，中央僅

提供 50％的經費（稱做交付金），而地方則需自行配合出資 50％，以進行個

別事業的推動。 

14. 執行過程必須透過 PDCA（Plan-Do-Check-Act的簡稱）機制來管理，亦即循

環式品質管理，針對品質工作按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來進行活動，以確

保可靠度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質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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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口及企業集中在東京的現象持續發生，所以現階段也鼓勵公司總部移往東

京 23區（東京核心區域）以外的東京都區域。 

16. 大都市較無人口減少的危機感，而中介城市及小型城市對於人口減少的危機

感較為顯著。日本、韓國、臺灣及中國等，都有面臨人口往都市集中的危機。 

17. 「城鎮、人、工作創生本部」也成立わくわく（waku waku）地方生活實現

會議，強化地域的活化性。 

18. 日本都道府縣、市町村所擬定的總合戰略，自 2014年實施至今尚未完成，

故目前尚無法評估 KPI，但會透過評審會議決定後續哪些計畫將不再繼續推

動，政府對 KPI 也會有基本的最低規範。 

19. 政府應鼓勵婦女可以僅工作半天，其餘半天仍可兼顧子女、家庭。 

20. 對於人口少的區域，地方政府即便想振興人口也不知如何進行，中央政府會

透過 city manager 的制度，不僅給予資金的協助，也會派遣人才進駐，如

派遣中央公務員、企業人才到地方協助推動，以 3至 5年為一期。而日本也

在三年前（2015）開始推動這樣 city manager的制度。 

21. 有關高齡者就業的部分，日本於 2006年推動「高齡者雇用安定法」，以確保

穩定高齡者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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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及建議 

（一）為振興地方產業發展，促進鄉村人口回流，本會自 105年起推動「設計翻

轉 地方創生」計畫，累積了豐富的地方創生成功案例，本次東京國際成

果展即以「設計」為工具，將臺灣在地鄉鎮不斷活化發展的成果具體展現，

透過設計力與地方特色產業之結合、文化美學交織的展品，演繹各推動計

畫的內容和設計注入的成果，並進一步地告訴國際臺灣的「人、地、產」

重要元素融合結晶，從新興的設計人才到在地居民，對地方與整個土地上

富含人本美學、文化情懷等的深刻情感。 

（二）為協助地方魅力產品的開發，本會已透過專案團隊協助輔導各縣市政府發

掘地方「人、地、產」及文化資源等 DNA，不僅僅只是包裝設計，而是協

助地方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發揮地方原有的特色，透過地方魅力傳播和當

地的商業或行銷活動，讓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串連當地的觀光與產業，更

讓臺灣站上國際舞臺，與日本各界共同交流地方創生的推動經驗，對未來

地方創生的推動頗具實益。 

（三）近年來本會推動、耕耘「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已在全臺各地萌芽，

產官學研社加入地方創生相關議題的推廣與討論，帶動各界參與後續地方

創生推動之風潮，對於中央推動地方創生政策甚有助益。「設計翻轉 地方

創生」計畫基本上係屬先導示範計畫，以設計力導入之階段性成果已初步

達成，後續建議持續推動科技導入，提高生產力及行銷力，並結合企業投

資故鄉及部會資源的整合，全面推動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落實五大戰

略，使地方青年回流，達成均衡臺灣之目標。 

（四）未來各縣市「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仍應持續推動與貫徹，包括新

商品開發行銷、新創事業扶植乃至地方品牌建立，應貫徹設計力之導入，

建議依性質由相關部會持續協助（如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等）；本會也將選定北、

中、南、東縣市的代表性案例，持續進行深度輔導，並建議參考「設計翻

轉 地方創生」計畫成果聯合特展的模式，於 109年舉辦「臺灣地方創生

博覽會」，以落實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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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本次在日本東京舉辦國際成果展，推廣臺灣「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

計畫的理念、展現我國在地文化及特色產業或產品之獨特魅力與創新性，

對於臺日地方創生的經驗交流、國家品牌形象提升甚具助益。為利行銷宣

傳與國際鏈結，後續建議持續安排我國推動地方創生成功實例前往國外展

出，以展現臺灣在地文化及地方特色產業（品）之獨特魅力與創新性，以

及拓展國際行銷及能見度。 

（六）本次選定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成功的案例進行參訪，首站的道之驛-保田小

學校，我們看到了面臨少子化而廢校的校舍，重新注入新的生命，結合了

當地人才與特色，發展屬於當地特色產業的多元使用空間，成功地在日本

及國外打開知名度，為地方經濟帶來活絡的能量，凝結在地共識的經營力

量，也讓這個新型態的空間繼續發揮其獨有的魅力。在臺灣也同樣正面臨

少子化的情境下，著實提供了可供借鏡的經驗，如本次亦赴日本展覽的基

隆市太平國小案例，即將廢校後的閒置空間，經過市府團隊的人、地、產

資源盤點後，引入當地藝術家並融入海港特色文化的元素，重新為這個海

港旁的山丘廢棄學校披上了新衣，燃起了新的地方創生能量與光芒。 

（七）本次參訪的茨城縣取手市透過推動「企業家鎮」，近 3年已成功輔導 79家

新創企業；我們看到日本政府對於協助新創事業所投入的心血，為了吸引

離鄉的年輕人能夠回到家鄉創業及發展，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協助

制度，從顧問諮詢、創業輔導及優惠貸款協助等，無不給年輕人帶來了無

窮的希望，而這股力量正是地方創生所積極推動的目標，讓已經頹圮沒落

的地方經濟，經由年輕人的回流以及在地產業的振興，重新找到地方發展

的往日光彩。 

（八）本次參訪的天王洲，係由廢棄老舊歷史倉庫改造而成的新商業藝文空間，

亦是現今活化再利用老舊建築的良好案例，針對老舊建築給予新的整建後，

再投入不同的產業經營行為，成功地引入人流與金流，老舊建築不再只是

面臨被拆除的危機，而是藉由保存的力量，重新展現其舊有迷人的風采，

亦提供我們未來針對老舊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的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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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日本國際成果展相關媒體報導 

序號 出處 網址 標題 

1.  Cida臉書粉

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ida.i

d/videos/1881904951901746/ 

【2018 臺灣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成果國際特展影片 

2.  Cida臉書粉

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g/cid

a.id/photos/?tab=album&album_id

=10156671378606798&__tn__=-UC-R 

【2018 臺灣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成果國際特展相簿 

3.  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aopl

/201809230002.aspx 

國發會東京辦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展 日人驚豔 

4.  中央通訊社

/商情網 

http://www.cnabc.com/news/topne

ws/201809230003.aspx 

國發會翻轉地方創生展 東京登

場 

5.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

e/breakingnews/2559267 

臺灣地方創生展 進駐東京蛋黃

區 

6.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

ld/breakingnews/2559479 

國發會東京辦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展 日人驚豔 

7.  臺灣商會聯

合資訊網 

http://www.tcoc.org.tw/articles

/20180917-63fd8a9d 

國發會 9/21起在日本東京舉辦

2018臺灣「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

計畫國際成果展 

8.  蘋果日報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

us/realtime/20180917/1431358/ 

國發會地方創生特展 22日東京

開展 

9.  我的 e政府/

國發會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

.aspx?n=872E51DB9B88306C&sms=53

E09032BF601A56&s=C6821FE7AB7551

A8 

國發會「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國

際成果展 22日在日本東京丸之

內熱鬧開幕 

10.  臺灣新生報 http://www.tssdnews.com.tw/?FID

=13&CID=422387 

地方創生特展 22日東京登場 

11.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

ry/5641/3382801 

國發會東京辦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展 日人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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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

處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j

p/post/15898.html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國際

成果展(9/21-30) 

13.  株式會社 

臺灣新聞社 

http://blog.taiwannews.jp/?p=47

896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日本出展

行銷臺灣 

14.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

e/breakingnews/2559972 

臺灣地方創生成果展 日人好評 

15.  Yahoo新聞/

中央通訊社 

https://tw.news.yahoo.com/%E5%9C

%8B%E7%99%BC%E6%9C%83%E6%9D%B1%E

4%BA%AC%E8%BE%A6%E5%B1%95-%E5%B1

%95%E7%8F%BE%E5%8F%B0%E7%81%A3%E

5%9C%B0%E6%96%B9%E7%89%B9%E8%89%

B2-%E5%9C%96-161504045.html 

國發會東京辦展 展現臺灣地方

特色  

16.  YAHOO日本

新聞網/中

央通訊社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

l?a=20180924-00000005-ftaiwan-c

n 

臺湾の「デザインによる地域イ

ノベーション」 成果を紹介＝東

京で企画展 

17.  Yahoo新聞/

中央通訊社 

https://tw.news.yahoo.com/%E5%9

C%8B%E7%99%BC%E6%9C%83%E6%9D%B1

%E4%BA%AC%E8%BE%A6%E5%B1%95-%E8

%8C%B6%E8%97%9D%E9%81%93%E5%85%

B7%E5%B1%95%E7%8F%BE%E5%8F%B0%E

7%81%A3%E7%89%B9%E8%89%B2-%E5%9

C%96-154704079.html 

國發會東京辦展 茶藝道具展現

臺灣特色 

18.  芋傳媒 https://taronews.tw/2018/09/23/

129175/ 

國發會東京辦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展 日人驚豔 

19.  僑務電子報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

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

ry.jsp?id=238539 

臺灣地方創生展 進駐東京蛋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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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臺灣地方創生展  在丸之內舉辦  展期至明天- 展出個性洋溢的 60 件

設計成果 

  以推動臺灣地域振興為宗旨的設計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東京展，目前

正於千代田區丸之內的 GOOD DESIGN MARUNOUCHI 舉辦。會場展示活用各地傳統

文化與地方產業所開發之 60 件個性洋溢的作品。本次展覽是該專案之首次海外

展。 

  臺灣與日本同樣面臨著少子高齡化、年輕人外移都會、城鄉差距擴大、產業

空洞化等造成地方經濟衰退之課題。另一方面，隨著政治民主化，臺灣主體意識

也日益高漲。如何去維繫並發展各地方既存豐富傳統文化，在過去雖曾被輕忽但

近來卻開始受到社會關注。對於臺灣來說，如何促進地方活性化以因應社會結構

轉變，乃一急迫的課題。臺灣政府自 2016 年起開始推動藉由設計力來發展地方

活力的專案計畫。為了參考日本經驗，地方政府及設計界曾組團來日本，對石川

縣與長野縣等成功塑造地方魅力的案例進行了考察。 

  去年 12月並在臺北舉辦了地方創生專案的成果展。臺灣政府也宣布把 2019

年定為地方創生元年，致力推動地域振興相關政策。在東京展的展場上，展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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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活用地方特色的產品。如東部花蓮縣將今年 2月大地震時毀壞坍碎的大理石

材予以再利用，開發出蠟燭商品，並將廢石材活用於小茶杯的底座。(雖然原料

來自廢石材)產品質感高級。南部的臺南將原本被大量丟棄的菱角殼予以再生利

用，開發出黑墨水及可消臭除濕的菱殼炭產品。此外，距離中國大陸甚近的金門

則展出了砲彈造型的保溫水瓶，金門在過去是海峽兩岸對立的最前線，曾遭到來

自中國的猛烈砲擊。但金門卻將曾是砲戰激烈之地的負面歷史，巧妙地轉化成當

地意象並開發出創意商品。擔任本展日本窗口的張旭晴告訴記者「期待藉由本次

展覽進一步深化日臺設計界與地方創生相關人士的交流」本展覽將展出到 9 月

30日，入場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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