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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我國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與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宣示 108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並於同年 1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強調以

人為本，依據當地 DNA 發展產業，透過「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

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品牌建立」等五大策略，跨域整合推動。為加強國

際接軌，本會於 109 年 1月 18日至 28日在日本東京澀谷舉辦「2020臺灣地方

創生展」，期以「地方創生」的成果，展現臺灣各地具有代表性、特色亮點的案

例。 

本次展覽除了介紹臺灣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及執行成果外，並以「科技力」、「品

牌力」、「活化/再生」及「共創力」等四大主題展出，從傳統產業或工藝技術，

注入創新的手法或經營模式，吸引青年返鄉，或運用不同的機制，讓地方可以永

續經營或打造嶄新的地方品牌，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及促進人口回流。 

展出內容包括臺灣各地具有代表性、特色亮點的創生案例，例如：新北坪林

青農力推動茶鄉農業新體驗、臺南左鎮飛行學校創造地方新契機、屏東原鄉災後

重建，用咖啡讓青農返鄉、屏東客庄將檳榔樹轉型種植可可，獲得世界巧克力大

賽冠軍、雲林口湖臺灣鯛與農漁民契作，把廢棄魚塭活化，導入智能養殖，增加

40倍產值等 25個地方創生故事，展出內容相當豐富多元。 

開幕典禮於 109 年 1月 18日舉行，由本會郭副主任委員翡玉主持，出席貴

賓有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大使、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谷崎泰明理事長、

2020奧運 LOGO設計師野老朝雄先生、笠間市、墨田區、取手市等日本地方政府、

產業界、設計界，以及臺灣僑界等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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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期間吸引日本中央通訊社、世界日報、臺灣新聞等多

家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已達成推廣臺灣地方創生政策、推動成果，以及促進臺

日之間城市行銷、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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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臺灣與日本皆面臨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

行政院特別將 108年定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並於 108年 1月 3日核定「地方創

生國家戰略計畫」，強調以人為本，依據當地 DNA 發展產業，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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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

策略，跨域整合推動。本會前於 108年 11月 1 日至 7日在臺北松山文創園區舉

辦「2019臺灣地方創生展」，引發相當關注與熱烈迴響；為加強國際接軌，本會

遴選臺灣各地具有特色亮點、代表性之創生案例赴日本展出，期以臺灣「地方創

生」的成果，展現臺灣在地文化及特色產業(品)的獨特魅力與創新性，並促進臺

日地方創生交流及經驗分享，以供我國賡續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之參考。 

二、行程 

日期 行程 行程內容 

1月 16日 

（星期四） 
啟程 臺北-日本東京 

1月 17日 

（星期五） 

佈展 

彩排 
確認、完成展場設計及施作等佈展作業 

1月 18日 

（星期六） 
開幕 開幕典禮、茶會 

1月 19日 

（星期日） 
返程 日本東京-臺北 

三、展覽內容 

（一）展出期程：109年 1月 18日-1月 28日，每日 11:00-20:00 

（二）開幕典禮：109 年 1月 18日(星期六) 14:00-17:00 

（三）展覽地點介紹： 

1.地點：日本東京澀谷 hikarie8/ cube+court 



2 
 

2.地址： F東京都澀谷區澀谷 2-21-1 8樓 

         hikarie8/cube(02)+court(01) 

3.面積：約 85坪 

本次展覽地點為東京澀谷 Hikarie 百貨公司，與澀谷站緊鄰，交通相

當便利，原址為東急文化會館，1956 年開幕時曾引領最尖端的流行文化，

2003年拆除重建，2012年 4月重新開幕，係屬東急電鐵集團所有，樓高 34

層、地下 4 層，8 樓 Creative Space8/(簡稱「8/創意空間」) 目前由長岡

賢明「D&Department Project」公司團隊進駐，以「地方再發現」為主軸，

開設以 d47 為名之 d47 Museum、d47 design travel store 及 d47 食堂，

集結日本 47個都道府縣之文物特產，讓民眾在此能實際體會日本 47 個都道

府縣之魅力，成為展現日本在地文化與創意設計之重要據點(「d」為 design

之意，「47」則是日本都道府縣之數目)。策展所在 Hikarie 百貨公司「8/

創意空間」主要包含四大部分，摘述如下： 

(1)d47 Museum(面積約 268㎡) 

    d47博物館常設展作為 47個都道府縣之展示平臺，從傳統工藝、年輕世

代的創意、到在地旅遊之設計等，不定期推出與地方相關之展覽。過去曾展

出建築、設計、工藝、飲食、時尚、農業、自然等主題，展示全日本 47個都

道府縣匠心獨具之設計及產品。 

(2)d47 design travel store(面積約 150㎡) 

    d47 design travel store 係一間販售全日本具代表性物產之商店，由

「D&Department Project」公司之設計旅遊雜誌《d design travel》部門經

營，販售商品均係該雜誌社前往日本各地採訪所見所聞，從在地物產、美食

到手工藝品等，透露出不同地方之獨特生活與文化樣貌，其中亦有許多足以

代表日本設計風格之雜貨，而且店內展售商品基本上會與 d47 Museum 之展

覽主題作連結。 

(3)d47 食堂(面積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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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全國 47 都道府縣之特色料理為主題，配合展覽期間 47 個都道府縣特

色推出。餐廳內食材、器皿、調味料等，都可與在地產業特色連結。每月推

出新定食套餐，季節限定甜點等各色美食，並根據每一期《d design travel》

雜誌推出限定版地方特色料理。 

(4)其他藝術展覽空間 

    包括可提供出租展覽，舉辦研討會、脫口秀、集市等之場地，原則每 2

週更換展示，讓 d47 不僅以單一展覽形式吸引觀展群眾，更能夠根據世界潮

流與趨勢推陳出新。 

 

 

  

圖 1 hikarie大樓外觀、d47 museum 與 d47食堂 

（四）策展工作規劃 

    本次赴日策展規劃，搭配 D47博物館之常設展，以「對話」作為策展核

心理念，除了透過 01/court 開放式場地規劃作為「2020 臺灣地方創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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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幕典禮及茶會之用外，也於同場地舉辦臺灣地方創生好物市集，讓觀眾

「從認識到購買」，以推廣臺灣地方創生的理念，並展現臺灣各地特色文化

及產業(品)的獨特魅力；另運用 02/court 做為策展主要空間，以簡潔洗練

的空間布置手法，展現臺灣具有代表性、特色亮點的 25個地方創生故事、

周邊商品與展品，期能促進臺日地方創生議題之交流及經驗分享，並拓展臺

灣城市品牌行銷及國際能見度。 

1. 策展原則：透過 25個地方創生故事，介紹地方產品與物產。 

2. 展出形式：依主題式規劃展出單元+臺灣意象+視覺美感。 

（五）展出主視覺 

 

 

 

 

 

 

 

 

 

 

 

 

 

圖 2 「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主視覺 

（六）展出內容 

        本次展覽除了介紹臺灣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及執行成果外，並以「科技力」、

「品牌力」、「活化/再生」及「共創力」等四大主題展出，從傳統產業或工

藝技術，注入創新的手法或經營模式，吸引青年返鄉，或運用不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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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地方可以永續經營或打造嶄新的地方品牌，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及促進人口

回流。相關展出主題及案例清單，如表 1、表 2所示。 

表 1  展出主題內容 

主題 主題內容 圖示 

科技力 運用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技術、大

數據、生態系等科技導入，即時掌握、

分析資訊，提高產業力，協助跨部合作

更進階，更提升作業效率，建立產業新

氣象 

 

共創力 透過多元類型平臺的建立，以人為本，

串連不同類型的團體或產業，形成可持

續共同運作的在地網絡，支持整體區域

發展，跨區域串聯擴大「共好」影響力。 

 

品牌力 依據地方特色，以創新思惟與設計力，

建立品牌形象，增加知名度、美學感及

信賴度，提升產品魅力，形塑產品價

值，進而擴大通路、行銷國際，帶動地

方整體產業發展。 

 

活化/

再生 

藉空間活化，帶動地方活力，營造魅力

城鄉；推動工藝傳承及產業轉型升級，

以創新思惟賦予產業新生命，促進地方

就業和經濟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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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展出主題別及各地案例 

備註：本次展出內容計有科技力 6案、品牌力 5案、共創力 5案及活化/再生 9案，

共計 25案。  

主題別 縣市 地區/區域 案例名稱 

科技力 

彰化縣 社頭 彰化傳統織襪產業導入創新技術與設計 

南投縣 竹山 運用區塊鏈技術，打造人口移動的友善環境生態 

雲林縣 口湖 臺灣鯛-用手機養殖，創造新世代科技漁民 

臺南市 官田 運用廢棄菱角殼打造出的循環經濟品牌 

臺南市 左鎮 左鎮無人機飛行學校，創造地方新契機 

臺東縣   科技導入香草產業研發，吸引青年返鄉 

品牌力 

南投縣 魚池 日月潭紅茶 x日本笠間燒 加值行銷 

高雄市 旗山 旗山臺青蕉-我的工作由家鄉來定位 

屏東縣 原鄉 屏東咖啡-原民青年回鄉，種出土地好滋味 

屏東縣 客庄 屏東客庄可可~來自在地食材的世界巧克力大獎冠軍~ 

宜蘭縣 壯圍 打造食農教育新樂園的宜蘭斑品牌 

活化/再生 

基隆市 和平島 打造國際觀光和平島 

苗栗縣 苑裡 傳統藺編工藝復興帶動小鎮創生新風潮 

臺中市 后里 廢棄梨梗製成筆，果樹資源全利用 

臺中市 霧峰 霧峰地方創生-臺灣清酒傳奇 

雲林縣 虎尾 為布袋戲原產地注入新生命 

嘉義縣 溪口 傳統竹編工藝傳承與創新 

嘉義市   木藝產業轉型，創造燒烙新體驗 

連江縣 北竿 
北竿芹壁聚落-老屋翻新創造新氣象 東方地中海好迷

人 

金門縣   金門傳統建築活化 

共創力 

新北市 坪林 新北地方特有種-青農力帶動新創生 

桃園市 復興 臺灣原住民泰雅族傳統編織技藝延續傳承 

新竹縣 寶山 女力新農創造黑糖好滋味，打造溫暖照護網絡 

高雄市 內門 內門傳統技藝宋江陣領引地方創生 

花蓮縣 
 

原民部落手工編織藝術再造與苦茶油復興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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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 25個地方創生故事案例故事，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25個案例故事 

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科技力 

彰化縣 社頭 

彰化傳統織襪

產業導入創新

技術與設計 

社頭是臺灣織襪工業大本營，襪子產量占全臺 90％，全盛

時期有 300多家織襪廠，年產值超過 100 億元。 

近年面臨國際貿易競爭，社頭的襪子缺乏價格優勢，訂單

不如從前，陷入生存危機，琨蒂絲(陸友纖維)、Smart 

Hosiery(臺明製襪)、小創襪(旭聖旺)等社頭織襪品牌與

企業，紛紛透過科技技術與設計等科技導入創新模式，讓

產品精緻化、客製化，並賦予襪子豐富色彩與多樣化機

能，擴大產能及在地就業機會，讓傳統產業再生及地方創

生。 

南投縣 竹山 

運用區塊鏈技

術，打造人口

移動的友善環

境生態 

自 921地震後，竹山人口加速衰退，地方發展面臨嚴峻挑

戰；來自「小鎮文創」的何培鈞，將百年廢墟修復為串接

地方產業的民宿，並利用閒置客運站，以地方竹編手藝，

活化該場域為環境友善餐廳；為提升地方經營能力，更透

過「以工換宿」導入外地人才資源，並由「光點聚落」結

合大學資源，輔導在地創業與創新。目前竹山更運用區塊

鏈技術，開發「數位鎮民計畫」，從發行當地數位貨幣，

導入就業、創業與宜居等資訊，引導更多人到竹山生活。 

雲林縣 口湖 

臺灣鯛-用手

機養殖，創造

新世代科技漁

民 

雲林縣口湖鄉成為翻轉臺灣鯛魚養殖的先行者，臺灣鯛業

者王益豐董事長到波蘭、以色列取經，將科技養殖技術帶

回口湖，養殖池導入智能 AI技術、太陽能儲電系統、手

機監控養殖池水質水溫，科技導入後不只縮短養成時間、

水資源可回收再利用，就連漁民收益都增加；未來規劃契

作擴大養殖總面積達 3.5公頃、共 109 個臺灣鯛養殖池

殖，創造 109位科技漁民，預計 1年臺灣鯛產量可達 856

萬台斤，出口近 3億元產值，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及增加人

口回流。 

臺南市 官田 

運用廢棄菱角

殼打造出的循

環經濟品牌 

臺南市官田區是「菱角」的主要產地，伴隨而來每年超過

3,000公噸的大量廢棄菱角殼，成為當地環保難解議題。

當地由產、官、學、社共同鏈結組成的「官田烏金」團隊，

以友善環境、永續循環的方式製成節能及高效率的材料─

「菱殼炭」，其兼具淨化空氣、淨化水質、改善土壤等多

重效果，賦予廢棄物新生命，建立起空氣、水質、土壤的



8 
 

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循環經濟模式並開發出系列產品，如:菱殼炭吸附包及陶

藝品等，打造屬於臺灣代表性的循環經濟品牌，增加地方

所得。 

臺南市 左鎮 

左鎮無人機飛

行學校，創造

地方新契機 

左鎮多惡地地形，農業發展不易，加上水源區開發限制，

人口外流僅餘約 4,700人，不少學童至外地就學。但近來

當地僅 60多名學生的左鎮國中卻出現「逆成長」，吸引外

地學生就讀，目前全校學生約有 5分之 1來自外地。蔡宜

興校長近年努力發展科技教育，教學生操作無人機、空拍

機，激發學習動機，讓學生找到學習動機。科技部南科管

理局、臺南市政府等協助左鎮國中與相關航太公司、AI LAB 

等進行產學合作，發展左鎮國中成為無人機飛行學校，吸

引人口回流。 

科技力 臺東縣 

  

科技導入香草

產業研發，吸

引青年返鄉 

臺東擁有優質天然環境，吸引芙彤園、璞草園、橄欖葉等

廠商在此投資香草產業，帶動地方香草的發展，運用區塊

鏈的技術與科技打造可溯源的香草產業，強化消費者信賴

度。目前種植面積約 40公頃，均未使用化肥及農藥，由

於香草產值高且有穩定通路，提供年輕人返鄉、留鄉生活

經濟來源。藉著企業投資及科技導入共同推動地方創生。 

品牌力 

南投縣 魚池 

日月潭紅茶 x

日本笠間燒 

加值行銷 

日治時期，日本人選定日月潭畔之山麓為紅茶產區，並在

此設立「魚池紅茶試驗支所」(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之前

身)從印度引進阿薩姆紅茶在此栽種，產製自本區的紅

茶，品質良好，成為當時日本天皇御用的貢品；亦開啟魚

池鄉紅茶產業。魚池鄉農會與日本笠間市合作，使用著名

的「笠間燒陶甕」來放置經評鑑特等獎的紅茶；希望結合

茶藝 X陶藝的特色資源，帶動紅茶產業發展及提升地方文

化，除了吸引青年及農二代回鄉耕作，更展現不同以往的

魚池風華。 

高雄市 旗山 

旗山台青蕉-

我的工作由家

鄉來定位 

早年臺灣香蕉外銷日本著名的「旗山」小鎮，因農業產業

沒落，2008年尊懷文教基金會青年志工發起的台青蕉團

隊，以地方香蕉產業出發，開發產品，並透過自然農法生

產、開發銷售，到組織搖滾樂團行銷與食農教育的體驗旅

遊，創造營收回歸社區營造，希望達成根經濟的循環，從

生活做起，以「臺」灣、「青」年、愛香「蕉」的精神，

重振小鎮香蕉王國。近期團隊展演超過 400場的音樂行

銷，每年銷售 20噸香蕉與製品，帶動 1 萬人到訪，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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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造出旗山老街的香蕉特色，重新找回小鎮香蕉品牌，挹注

新的活力。 

屏東縣 原鄉 

屏東咖啡-原

民青年回鄉，

種出土地好滋

味 

1900年代種植於臺灣中央山脈南端-屏東縣原住民部落的

阿拉比卡咖啡樹，已成為部落最重要的產業，並蓬勃發展

出數十個莊園咖啡投入市場，種植面積約達 356公頃，咖

啡農戶有 334戶，成為全臺灣最大的咖啡豆生產地。屏東

縣政府於 104年輔導成立「屏東縣原鄉咖啡聯盟」組織，

讓小農們保有自己的咖啡特色，並以「P-coffee屏東咖啡」

品牌統一整合行銷，結合原鄉莊園咖啡，並發展遊程，創

造屏東縣極為重要的六級黑金產業，吸引青年返鄉創業。 

屏東縣 客庄 

屏東客庄可可

~來自在地食

材的世界巧克

力大獎冠軍~ 

南國陽光下的檳榔樹，從曾經的綠金走到夕陽產業，轉型

的契機正是適合在樹蔭種植的可可。屏東高溫多濕的氣候

與緯度條件，造就了專屬臺灣的風土滋味，走進可可園內

看見返鄉的青年，主廚許華仁、廣告型男蘇一明、辦桌囝

仔邱濬宇、內埔後生曾志元，他們已是奪下 2019世界巧

克力大獎(ICA）賽事獎項的臺灣之光，他們能自信的介紹

自己，也說明他們與家鄉的深根，是屏東可可讓他們與世

界接軌，也因為可可讓他們與土地有了密不可分的連結。 

品牌力 宜蘭縣 壯圍 

打造食農教育

新樂園的宜蘭

斑品牌 

宜蘭縣政府以魚塭的改造，融合體驗漁業之產地小旅行經

營概念，挑選養殖生產業者，投入地方環境營造工作，並

建立專屬品牌「宜蘭斑」。將過往傳統養殖業模式轉化，

將養殖池邊的餐廳活化經營，逐漸使在地閒置魚塭逐步轉

型，並吸納不同客群。期待透過透過食物教育的科技導

入，以及虛實整合產地及消費者的距離，將宜蘭傳統農漁

產業建構出地域活化的營運模式。 

活化/

再生 

基隆市 和平島 
打造國際觀光

和平島 

和平島位於基隆東北方，在地與海的關係相當密切，返鄉

青年基隆囝仔黃偉傑，為復甦在地的人文歷史特色及港灣

風土民情、軍事文化，2012年毅然辭掉了臺北的工作，期

透過產業創新思維，帶來當地消費人潮，除著手活化島上

廢棄雷達站變身為景觀咖啡廳，也以和平島公園廣闊的沙

灘、草皮及海洋資源等既有自然景觀底蘊，將在地海女文

化融合入社區導覽及在地特產「原生藻類石花菜」，創造

「在地人情味，以食材旅行」體驗經濟。 

苗栗縣 苑裡 
傳統藺編工藝

復興帶動小鎮

苑裡在日治時期 1920–1940年代，是藺草編織的全盛時

期，曾在地方上形成特殊產業鏈，藺編草帽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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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創生新風潮 近年苑裡人口減少，一群年輕人返鄉開始恢復藺草舊工藝

產業，相繼成立掀海風、藺子、A.M IDEAS 等品牌，並結

合在地及返鄉青年，擴大臺灣本土書籍推廣、國中小基礎

教育紮根、臺灣在地本土音樂復興、老屋修復等項目，全

面帶動小鎮活力，掀起小鎮創生新風潮。 

臺中市 后里 

廢棄梨梗製成

筆，果樹資源

全利用 

梨理人農村有限公司創立於臺中，因看見臺灣農村水果採

收後產生的大量剩餘物而起身行動，以臺中后里高接梨開

始，高接梨是在臺灣原生水梨上，嫁接來自高山地區、日

本等地的溫帶水梨花苞，為臺灣特有的農業技術，嘗試改

變傳統農業燃燒、棄置剩餘物的問題，透過經營農棄物再

生品牌-梨理人，朝向果樹木資源化方向發展，主要產品

有梨煙筆系列、梨甜果乾等，也提供議題遊程和移地教

學，建立永續循環經濟的新農業模式，增加就業機會及吸

引人口回流。 

臺中市 霧峰 

霧峰地方創

生—臺灣清酒

傳奇 

臺中市霧峰農會保留珍貴地方農村文化資產，變身為霧峰

農會酒莊，是臺灣第一個日式和風美學酒藏，傳承日本杜

氏「心魂傾注」的造酒精神，嚴選霧峰區特有的益全香米，

把臺灣香米文化與清酒韻味完美融合，再釀臺灣清酒傳

奇。 

霧峰農會輔導農民以友善有機耕種方式種植水稻，改善農

田生態環境，並取得稻米產銷履歷，透過企業認養，以高

於市價一倍收購，吸引青年返鄉耕作，提供安全健康無虞

的稻米釀造清酒，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共創美好的臺灣生

命力。 

活化/

再生 

雲林縣 虎尾 
為布袋戲原產

地注入新生命 

雲林為布袋戲的故鄉，黃俊雄等大師製作出不少知名的人

物如雲州大儒俠等。近年為讓逐漸消失的布袋戲注入新活

水，木藝堂創辦人方志銘，懷抱著對布袋戲偶的濃厚熱

情，活化虎尾郡役所轉型為布袋戲館，致力推廣布袋戲文

化，多年來深獲各地創意夥伴愛護，成員從 3 位木偶雕刻

師、造型師、偶衣師，至今已吸引來自各地 20幾位年輕

創意夥伴加入。近年來更結合在地與日本元素，自創不同

風貌的戲偶，使布袋戲館成為全國布袋戲迷交流平臺。 

嘉義縣 溪口 
傳統竹編工藝

傳承與創新 

鑑於傳統竹編產業已漸被遺忘，老藝師的逐漸凋零，形成

竹編藝師的人才斷層。為傳承延續傳統農家竹編工藝與發

揚竹編產業，嘉義縣崙尾天赦竹編發展協會積極推動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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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竹編工藝，用各種竹編技法製作而成的傳統工藝品，定期

舉行各類活動，培養竹編人才；舉辦竹編觀摩教學課程，

讓大家能因此對舊技藝有新思維，並能展現傳統農村的凝

聚力，能讓更多人實際參與工藝的施作及學習，藉此推動

竹編工藝新格局，創新產業活絡地方，促進人口回鄉創業。 

嘉義市 

  

木藝產業轉

型，創造燒烙

新體驗 

嘉義市曾是阿里山林場的主要木材集散地，並於日治時期

建造了數量可觀的木建築，至今市區內仍有一千多棟以上

以臺灣檜木為主建材的木造建築，檜木建築數量位居全臺

之冠。 

由於嘉義市的木藝產業興盛，因此也有許多廢木料產生，

延續檜木舊料經濟價值，嘉義市檜木燒烙協會以燒烙藝術

的表現形式活化廢木料的生命，讓嘉義市木產業的文化更

為多元與創意，更從中發展出嘉義市獨具特色的檜木燒烙

在地產業，轉化為地方創生的新動能。 

連江縣 北竿 

北竿芹壁聚落

-老屋翻新創

造新氣象 東

方地中海好迷

人 

芹壁是馬祖閩東建築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房屋保存極為完

整，深受國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而原本因人

口外移出現的空屋群，在政府協助修繕改建為民宿，促使

旅外及臺灣鄉親回鄉與當地居民、開始的民宿事業拓展，

從 2004年 5月第一家芹壁休閒渡假村開始，迄今已有 20

餘間；當地除了民宿以外，也陸續引入餐廰、咖啡等複合

式經營店家進駐，提供美食及在地食材特色料理。讓遊客

能依山面海享受古典寧靜慢活體驗，感受閩東建築之美，

瞭解芹壁的歷史與故事。 

金門縣 

  

金門傳統建築

活化 

金門目前保留 5千餘棟傳統閩南式建築、廟宇及僑民所引

進之洋樓，亦保存完整的「閩南文化」及「僑鄉文化」。

為發揚傳統建築文化特色，轉化為地方發展利基，政府機

關自 2005年起，透過協調具保存價值之傳統建築所有權

人，以租賃取得 30年使用權並負責原貌修復後活化利用，

經修繕並登記為民宿者有 73棟，包含展示館及賣店等總

投入修繕經費超過 6億 4仟萬，吸引帶動經營民宿，創造

新關係人口，除達到傳統建築永續保存、增加聚落居民就

業機會，更帶動經濟、產業活絡。 

共創力 新北市 坪林 

新北地方特有

種-青農力帶

動新創生 

「青農」是「青年農業、農夫」的縮寫，也是開啟新北地

方新創生的種子力量。「新北青農力-地方特有種」展現坪

林、三峽、石碇返鄉青年投入地方創生的勇氣，並透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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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別 縣市 
地區/

區域 
案例名稱 案例故事 

農(高品質農材搭配產銷統包的產業技術)、學旅(在地農

業結合食農教育及組織串連舉辦活動)、人力傳承等，推

動新北市地方新創生。青農們共同扭轉茶鄉文化，詮釋全

新茶人精神和語言，重拾農業的青春力量，創造新北特有

的地方創生故事。 

桃園市 復興 

臺灣原住民泰

雅族傳統編織

技藝延續傳承 

泰雅族原住民高坡部落（Kawbu）持續推動原住民傳統文

化保存，除設立實驗學校及公共建設之外，結合既有溫泉

資源舉辦主題式旅遊，並發展傳統編織文化體驗。當地傳

統編織技藝文化教育協會也共同開發泰雅勇士領帶、彩虹

織燈及餐具袋等編織商品，其獨到的設計與精美的圖騰，

結合原民社區部落共創力，已成功帶動青年返鄉，提升原

鄉經濟產值，並讓原民工藝永續傳承。 

新竹縣 寶山 

女力新農創造

黑糖好滋味，

打造溫暖照護

網絡 

新竹寶山黑糖是日據時代獻給天皇的貢品，過去盛極一

時，隨著時代變遷沒落。為了重新復甦黑糖產業，一群返

鄉青農開始復耕甘蔗，並開發深山黑糖饅頭；新城社區投

入在地農村生活，從搓揉麵團、砍甘蔗開始協助社區蔗糖

產業六級化，並將盈餘回饋在人才培育、設備更新、社福

經營，在當地設置長照中心，希望讓青年返鄉、老有所安，

刺激農村再生並帶動社區的觀光與產業共同發展。 

高雄市 內門 

內門傳統技藝

宋江陣領引地

方創生 

高雄內門以火鶴花、宋江陣與總鋪師聞名，係由實踐大學

與在地社區團體透過活動參與，共同推動「農村好體驗*

社區微旅行」及「熱血青農駐地*小農國際發光」等兩大

事業主軸，帶動整體產業鏈發展。 

其中，內門宋江陣是臺灣民間最具聲勢的民俗技藝陣頭，

未來結合 AR、VR等科技運用，融合運動觀光、地方節慶、

旅遊與產業經濟等元素，發展具在地文化底蘊的地方嘉年

華，不僅可促進地方就業，提升經濟動能，更將有助於帶

動人口回流。 

花蓮縣 
 

原民部落手工

編織藝術再造

與苦茶油復興

創生 

原住民的傳統編織是能訴說不同部落故事的載體。花蓮的

秀林部落屬於太魯閣族，其部落持續推動恢復祖先織布技

術及織紋意涵，創造精緻編織美學並賦予織品新生命。而

卓溪鄉山里社區發展協會與當地組織協力，以當地苦茶籽

加工做為苦茶油，透過苦茶油產業，吸引族人返鄉，開發

賽德克編織與獵人文化與看見山里的體驗行程，讓外地能

夠了解賽德克文化與產地之環境永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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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臺灣地方創生產業（產品）開拓國際市場商機，本次展覽也精選了 7

組品牌商品，辦理臺灣創生好物選品市集，提供參觀民眾現場採買及後續網路訂

購服務。(詳如表 4) 

表 4  「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選品市集 

品牌 A.M IDEAS 

 

從不同地域人們的日常生

活所需中，我們發現愈傳

統、愈在地的文化產品，愈

是懂得以友善的方式來對

待人與環境。 

A.M IDEAS發掘在地智慧，

以傳統工藝融合現代設計

的實驗精神，提出簡約自在

的生活提案。 

品牌 筑子 CHUZI CRAFT 

 

以臺灣的原生竹材作編織

的工藝品牌，相信無碳的手

工生產方式是對土地最好

的回饋。 

蒐集生活中的感受與天然

素材，融入手藝之中來實踐

生活。以民生藝品、工藝工

作坊、編織藝術創作，讓經

典竹編工藝陪伴日常。 

品牌 童正一手工製筆 

 

自 1969年的手工藝傳承，

每件手工製品都有生命意

義，也是工藝藝術的心血，

是大自然給我們恩典。童正

一於 2011年追隨從事木雕

創作的父親踏入了木雕藝

術的領域！從運動員轉換

藝術創作者。製作有溫度、

有味道、獨一無二、永久傳

承的鋼筆，傳承交給下一

代，蘊含無法言語的愛及真

誠對待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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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喜樹菜奇仔 

 

臺南市喜樹地區靠海，以漁

業養活不少家庭，長者以自

身生命經驗作為發想，推出

「魚筆袋」，相當熱銷。臺

南喜樹聚落長輩與企劃團

隊以淺海魚種、高麗菜等設

計出趣味的文創包。 

品牌 屏東－福灣莊園

巧克力 

 

福灣巧克力使用全球少見

的「Tree to Bar」模式，

由於屏東的氣候條件，非常

適合種植可可豆，幾乎可達

到不用農藥程度。這些臺灣

可可豆，從種植、運送、發

酵到製成巧克力，確保了品

質與對土地的友善，更重要

的是產地直送，非常新鮮。 

品牌 臺南喜樹「魚筆

袋」 

 

臺南市喜樹地區靠海，以漁

業養活不少家庭，長者以自

身生命經驗作為發想，推出

「魚筆袋」，相當熱銷。臺

南喜樹聚落長輩與企劃團

隊以淺海魚種、高麗菜等設

計出趣味的文創包。 

品牌 嘉義阿里山 茶田

35號 

 

高海拔的手工摘採、手工挑

枝，尾韻回甘、自然為上

品。採用比賽茶規格，以傳

統比賽茶級的烘籠烘法，於

當季的春冬兩季生產。茶湯

色澤清亮，茶性鮮明，舉杯

聞之田香入鼻，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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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出海報及展品內容 

 

 

1. 展品內容：小創襪套組 

2. 廠商旭聖望開發充滿文青質感的「小創襪」，

用 3D 噴印取代紗線染整，做出精緻甚至能帶

漸層的機能襪，還讓石虎、藝妓和山茶花躍然

「襪」上。讓襪子不再只是襪子，也是一種生

活藝品。 

彰化-傳統織襪產業導入創新技術與設計 

 

 

1. 展品內容：竹牙刷、布套、羊毛牙刷、竹吸管、

露營杯、牙刷盒。 

2. 結合雷雕、環保無毒塗料等元素，以竹元素開

發露營正夯的竹牙刷、竹杯、竹碗及竹吸管

等。 

南投竹山-以區塊鏈，打造人口移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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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台灣鯛手提包、小短夾、魚製絲巾、

魚皮元素及魚鱗原料等。 

2. 在養殖技術進步下，台灣鯛走向全魚利用，魚

鱗可萃取出膠原蛋白、製作魚眼玻尿酸、鯛魚

翅、鯛魚皮包、魚鱗製絲巾等，提升產業附加

價值。 

雲林口湖-臺灣鯛-手機養殖*科技漁民 

 

 

1. 展品內容：菱殼炭吸附包、 菱炭杯、 菱角造

型菱炭筷柱、 菱米晴光禮盒、官田烏金書籤。 

2. 將大量廢棄菱殼炭，碳化加值轉化為兼具淨化

空氣、水質及改良土壤的系列產品。 

臺南官田-廢棄菱角殼 循環經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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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小型無人機機組及無人機組教學

實況照片一組。 

2. 臺南左鎮多惡地地形，交通不便，當地左鎮

國中導入無人機科技教育，吸引外地學生就

讀，開創當地新興產業生態系。 

臺南左鎮無人機飛行學校，創造新契機 

 

 

1. 展品內容：璞草園洗髮組、茶包、沐浴露、

手工皂、洛神等。 

2. 強調天然、潔淨，未使用化肥與農藥的香草

栽培，導入區塊鍊技術與科技打造可溯源的

香草產業。 

臺東科技導入香草產業研發，青年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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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笠間燒、日月潭粹白紅茶禮盒 

2. 日治時代後期，日本人新井耕吉郎，在南投

魚池鄉，成立紅茶試驗支所培育各式茶種，

成就名聞遐邇的日月潭阿薩姆紅茶。108 年

底魚池鄉農會與日本笠間市合作，使用著名

的「笠間燒陶甕」來放置經評鑑特等獎的紅

茶，帶動紅茶產業發展及提升地方文化 

日月潭紅茶 x日本笠間燒 加值行銷 

 

 

1. 展品內容：香蕉果釀、香蕉毛巾、台青蕉專

輯、香蕉染背帶、香蕉染杯墊及香蕉染布。 

2. 尊懷文教基金會青年志工團，以地方香蕉產

業出發開發臺青蕉系列產品，並將營收回歸

社區營造。 

旗山台青蕉-我的工作由家鄉來定位 



19 
 

 

 

1. 展品內容：霧努濾掛式咖啡禮盒、觀星咖啡禮盒、

巴西崗咖啡、來義香咖啡禮盒、嵐雲綠海咖啡豆

等。 

2. 日治時期，屏東咖啡是天皇的貢品，屏東縣政府

透過資源整合，成立「屏東縣原鄉咖啡聯盟」，以

「有機、精品」的策略建立獨特的市場區隔。 

屏東咖啡-回鄉青年，種出土地好滋味 

 

 

1. 展品內容：紅藜米香巧克力禮盒、巧克力生豆、明

信片、可可豆外型手提包。 

2. 由檳榔樹轉作為可可樹，返鄉青年共同努力奪下巧

克力大獎，創造了專屬臺灣風土滋味的可可產業。 

屏東客庄可可~世界巧克力大獎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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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宜蘭斑模型與明信片 

2. 宜蘭縣政府以魚塭的改造，融合體驗漁業之產地小

旅行經營概念，挑選養殖生產業者，投入地方環境

營造工作，並建立專屬品牌「宜蘭斑」。 

宜蘭壯圍-食農教育新樂園的宜蘭斑品牌 

 

 

1. 展品內容：石花果凍、石蓴餅、石花菜、海燕窩磚、

和平島啤酒、雞籠啤酒、潮境啤酒、岩皂、和平島

方包、提袋、餐具組與明信片。 

2. 和平島「原生藻類石花菜」，從日治時代以採集式

經濟活動延續至今。在地團隊運用技術革新傳統工

法，創造「在地人情味，以食材旅行」體驗。 

基隆-打造國際觀光和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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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童正一手工原木筆、 聯名手工書、曾

的東方美人茶禮盒、台灣手藺名片夾、台灣手藺筆

袋、 桌墊餐桌、木盤、好好食飯明信片等。 

2. 近年苗栗苑裡一群年輕人返鄉開始恢復藺草舊工

藝產業，相繼成立掀海風、藺子、A.M IDEAS 等品

牌，全面帶動小鎮活力，掀起小鎮創生新風潮。 

苗栗苑裡-傳統藺編工藝復興小鎮創生 

 

 

1. 展品內容：后里高接梨鋼筆、原子筆、筆盒、果乾、

擺飾品及信封等。 

2. 有感於農村水果採收後產生大量剩餘物，梨理人農

村有限公司，研發特色梨煙筆、梨甜果乾等，並提

供議題遊程和移地教學，建立永續循環的新農業模

式。 

臺中后里-廢棄梨梗製成筆，資源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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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竹盤、初霧酒、荔枝蜂蜜酒、獎牌、

陶瓷小酒杯、霧峰故事館 DM 及紙袋。 

2. 霧峰農會輔導農民以友善有機耕種方式種植水

稻，改善農田生態環境，並取得稻米產銷履歷，

透過企業認養，以高於市價一倍收購，吸引青年

返鄉耕作，提供安全健康無虞的稻米釀造清酒，

企業實踐社會責任。 

臺中霧峰-霧峰地方創生-臺灣清酒傳奇 

 

 

1. 展品內容：布袋戲人偶、戲偶馬克杯及相關文創

商品。 

2. 雲林為布袋戲的故鄉，近年為讓逐漸消失的布袋

戲注入新活水，木藝堂創辦人方志銘，懷抱著對

布袋戲偶的濃厚熱情，活化虎尾郡役所轉型為布

袋戲館，致力推廣布袋戲文化，並帶動布袋戲文

創風潮。 

雲林虎尾-為布袋戲原產地注入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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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竹製小型鞦韆、名片夾、展示小

模型、竹編商品。 

2. 嘉義縣崙尾天赦竹編發展協會積極推動傳統

竹編工藝，定期舉行各類活動，培養竹編人

才；舉辦竹編觀摩教學課程，讓大家能因此

對舊技藝有新思維，並能展現傳統農村的凝

聚力 

嘉義縣溪口-傳統竹編工藝傳承與創新 

 

 

1. 展品內容：阿里山昭平車站燒烙畫、檜木燒

烙手機鑰匙圈、檜木筷組(含筷架)、檜木餐

具組、.立體匾座-天長地久 1 組。 

2. 嘉義市的木藝產業興盛，因此也有許多廢木

料產生，延續檜木舊料經濟價值，嘉義市檜

木燒烙協會以燒烙藝術的表現形式活化廢

木料的生命，讓嘉義市木產業的文化更為多

元與創意。 

嘉義市-木藝產業轉型，創造燒烙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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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綜合巧克力禮盒、戰地標語巧克

力、烏魚子等。 

2. 芹壁是馬祖閩東建築最具代表性的聚落，原

本因人口外移出現的空屋群，在政府協助修

繕改建為民宿，促使旅外及臺灣鄉親回鄉與

當地居民、開始的民宿事業拓展。 

北竿芹壁聚落-老屋翻新 東方地中海 

 

 

1. 展品內容：風獅爺啤酒禮盒、紙盒、神風杯、

金門精釀開瓶器、ＶK BEER logo。 

2. 本次展出金門舉有獨有的風獅爺文化和酒等

產業；另所保留 5 千餘棟傳統閩南式建築，

經過金門縣政府協調後，以租賃取得 30 年使

用權並活化利用為民宿，不僅創造新關係人

口，更達傳統建築永續保存、增加聚落居民

就業機會。 

金門傳統建築活化 



25 
 

 

 
1. 展品內容：谷芳禮盒 蜜香 GABA 茶、文山包

種茶、蜜香紅茶、新北農力包、三合一試管、

黑木耳露。 

2. 「青農」是「青年農業、農夫」的縮寫，也

是開啟新北地方新創生的種子力量。「新北青

農力-地方特有種」展現坪林、三峽、石碇返

鄉青年投入地方創生的勇氣，並透過食農、

學旅、人力傳承等，推動新北市地方新創生。 

新北地方特有種-青農力帶動新創生 

 

 

1. 展品內容：泰雅背心手提包、泰雅背心領錢

包、泰雅背心包、瓦路熊面紙盒、泰雅勇士領

帶。 

2. 泰雅族原住民高坡部落（Kawbu）持續推動原

住民傳統文化保存，其獨到的設計與精美的圖

騰，結合原民社區部落共創力，已成功帶動青

年返鄉，提升原鄉經濟產值。 

臺灣原住民泰雅族傳統編織技藝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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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內容：新城蔗糖禮盒與 DM 等。 

2. 新竹寶山黑糖是日據時代獻給天皇的貢品。為

了重新復甦黑糖產業，一群返鄉青農開始復耕

甘蔗，並開發深山黑糖饅頭；新城社區投入在

地農村生活，從搓揉麵團、砍甘蔗開始協助社

區蔗糖產業六級化，並將盈餘回饋在人才培

育、社福經營，希望讓青年返鄉、老有所安。 

女力新農創造黑糖好滋味，溫暖照護網絡 

 

 

1. 展品內容：宋江陣兵器模型及 9座陶瓷公仔。 

2. 高雄內門以火鶴花、宋江陣與總鋪師聞名；實

踐大學與內門在地社區團體透過活動參與，共

同推動「農村好體驗*社區微旅行」及「熱血

青農駐地*小農國際發光」等兩大事業主軸，

將宋江陣轉型武術運動活化，帶動地方整體產

業鏈發展。 

高雄內門-傳統技藝宋江陣領引地方創生 



27 
 

 

 
1. 展品內容：編織系列-藍綠長條布；零錢包*1；

相機帶（長條形）、吊飾、苦茶油及月牙油。 

2. 花蓮秀林屬太魯閣族，其部落持續創造精緻編

織美學並賦予織品新生命。而卓溪鄉山里社區

發展協會與當地組織協力，以當地苦茶籽加工

做為苦茶油，透過苦茶油產業，吸引族人返

鄉。 

原民部落手工編織藝術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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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大主題海報 

   

科技力主題頁 活化/再生主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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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覽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於 109 年 1月 18日下午舉行，由本會郭副主任委員翡玉主持，並

邀請日本實際執行或參與地方創生之地方政府、產業界、設計界，以及臺灣僑界

等進行交流茶會。出席貴賓包括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日本臺灣

交流協會谷崎泰明理事長、2020奧運 LOGO設計師野老朝雄先生、笠間市役所近

藤慶一副市長、笠間市議會石田安夫副議長、墨田區役所鹿島田和宏部長、取手

市役所川田清部長、GK design/日本工業設計協會田中一雄社長、日本中小企業

基盤整備機構山口幸文審議役、NPO越後妻有里山協働機構關口正洋事務局長、

JDP 日本設計振興會矢島進二部長、野村總合研究所田崎嘉邦擔當部長、日本中

華聯合總會林月理會長、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河道臺會長等人（出席名單，詳

表 5），到訪會場之貴賓及參觀人潮絡繹不絕。 

國發會郭副主任委員致詞指出，臺灣與日本皆面臨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

中大都市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特別將2019年訂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

並於同年 1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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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支箭，跨域整合

推動，目前地方政府已提報 87件地方創生計畫，涵蓋 120處鄉鎮區，將近三分

之一個臺灣。 

本次展覽除了介紹臺灣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及執行成果外，並展出臺灣各地具

有代表性、特色亮點之創生案例，包括：新北坪林青農力推動茶鄉農業新體驗、

新竹寶山女力新農創造黑糖好滋味，打造溫暖照護網絡、苗栗苑裡傳統藺草產業

創新轉型、臺中后里廢棄梨梗製成筆，果樹資源全利用、彰化社頭傳統織襪產業

導入創新技術與設計、南投竹山運用區塊鏈技術，打造人口移動的友善環境生態、

南投魚池之日月潭紅茶結合日本笠間燒加值行銷、臺南左鎮無人機、飛行學校創

造地方新契機、臺南官田運用廢棄菱角殼發展烏金產業之循環經濟、屏東原鄉災

後重建，結合原鄉莊園咖啡，並發展遊程，創造屏東縣極為重要之六級黑金產業，

吸引青年返鄉創業、屏東客庄將檳榔樹轉型種植可可，獲得世界巧克力大賽冠軍、

花蓮秀林原民手工編織技藝再造，賦予織品新生命、雲林口湖臺灣鯛與農漁民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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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把廢棄魚塭活化，導入智能養殖，增加 40 倍產值等 25個地方創生故事。 

謝代表表示，近來日本媒體相當關注臺灣，認為在臺灣流行的東西，未來日

本也會跟著流行，本次展覽可讓日本各界更加瞭解臺灣地方創生政策與成功案例；

野老朝雄先生表示，臺灣與日本均有藍染文化，雖然原料不同，都透過設計與技

術創新，讓傳統工藝活化再生。幾位日本貴賓在致詞也表示，臺灣與日本皆面臨

高齡少子與天然災害頻繁等問題，推動地方創生可為地方帶來新生命與新活力，

希望未來有更多緊密的合作。 

展覽期間吸引日本世界日報、中央通訊社、台灣新聞、自由時報、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自立晚報、中央廣播電台、Yahoo新聞網等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詳

附錄)，對於臺日地方創生之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拓展臺灣城市行銷及提升國

家品牌形象甚具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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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開幕典禮蒞臨貴賓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臺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 謝長廷 代表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

中心 
王淑芳 主任 

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 海崛安喜 局長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谷崎泰明 理事長 

笠間市役所 近藤慶一 副市長 

笠間市議會 石田安夫 副議長 

渡邊光司 事務局長 

取手市役所 川田 清 部長 

墨田區政府 
山本亨 區長 

鹿島田和宏 產業觀光部部長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林月理 會長 

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河道臺 會長 

日本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 山口幸文 審議役 

東京造形大学 

2020奧運LOGO設計師 
野老朝雄 教授 

GK design/日本工業設計協會 田中一雄 社長/理事長 

社團法人INSPIRE平臺 谷中修吾 創辦人 

Yu Yamada method Inc. 山田遊 創辦人 

JDP 日本設計振興會 矢島進二 部長 

野村總合研究所 田崎嘉邦 擔當部長 

Ryobi Group 
Yasunori Hijiya Managing Director 

Judith Mikami Advisor 

Jarman International Ruth Marie Jarman CEO 

Venture Capitalist and 

Developer of SimCity 
Daniel Goldman 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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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致詞貴賓合影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與國發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日本臺灣交流

協會谷崎泰明理事長(右1)、2020奧運LOGO設計師野老朝雄先生(左2)、笠間市役

所近藤慶一副市長(左1)開幕致詞後合影 

 
圖 4  開幕典禮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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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貴賓參觀臺灣創生好物市集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與國發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谷崎泰明理事長

參觀臺灣創生好物市集 

 
圖 6  臺灣創生好物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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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致詞貴賓展場巡禮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與國發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日本臺灣交流

協會谷崎泰明理事長(右1)、2020奧運LOGO設計師野老朝雄先生(左2)、笠間市役

所近藤慶一副市長(左1)展場巡禮 

 
圖 8  謝長廷代表展場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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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 

（一）本會本次在日本東京澀谷舉辦「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除了介紹臺灣推

動地方創生政策及執行成果外，並以「科技力」、「品牌力」、「活化/再生」

及「共創力」等四大主題，展出臺灣具有代表性、特色亮點之 25 個地方

創生故事與周邊商品，以及精選臺灣地方創生好物，協助開拓國際市場商

機，展覽期間引發相當關注與熱列迴響，並吸引國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已

達成推廣臺灣地方創生政策、推動成果，以及促進臺日之間城市行銷、觀

摩學習及經驗交流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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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前往國外展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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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拓展臺灣城市行銷及國際能見度。 

（二）因應 ICT科技演進，偏鄉地區要突破傳統交通不便、資訊落差及人力匱乏

等各種限制條件，必須改變過去傳統思維及做法，積極導入新型態之科技

應用，優化再造地方產業。本次展覽特別挑選 6個科技導入案例，例如臺

南左鎮受限於惡地地形及交通不便等問題，率先導入無人機技術，啟動無

人機學校，進而將無人機操作技術與原理導入校園，透過教育改變當地產

業生態環境。另外，雲林口湖臺灣鯛與農漁民契作，導入智能養殖，包括

用手機遠端監控養殖池水質水溫、自動投餌、生長監控、太陽能儲電賣電

等，進行全生命週期養殖暨產銷管理，節省 93％用水量、增加 40 倍產值

等，將科技化、智慧化導入地方，以提高產業生產力及產品附加價值，營

造地方產業新契機與新動能。 

（三）地方創生必須藉由地方自發性思考，透過確立自身獨特性與核心價值，並

以創新觀點與手法，針對當地文化歷史、物產或觀光景點等地方資源及相

關產品服務進行特色加值，帶動地方整體產業發展。本次策展過程中，發

現許多透過「品牌力」，積極創造品牌價值，提升產品品質及產值之案例，

為營造地方及產品之魅力與獨特性，建議透過挖掘蘊藏於臺灣各處令人感

動之地方創生故事，連結形塑地方特色，設計出觸動人心之體驗服務，以

豐厚地方創生內涵，藉由差異化建立獨有品牌形象，以擴大市場通路、進

而行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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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赴日策展主題中，特別納入「共創力」主軸，聚焦一群懂得分享、互

惠社區、團體，透過協力合作，引入新的商業營運模式，讓公益得以永續。

以「新北青農力-地方特有種」為例，返鄉二代青農協力合作，以有機耕

作管理茶園，以及透過展演與導覽打造六級茶產業等，共同扭轉當地茶鄉

文化，創造新北特有地方創生故事、「新竹縣寶山鄉共創黑糖好滋味」案

例，則是透過社區營造的力量，逐步振興過往沒落之黑糖產業，使傳統黑

糖朝品牌化邁進，促進地方特色農業升級，並以盈餘的 20%作為老人共餐

與照護之財源，打造寶山鄉老人長照網絡等，營造兼具共好與永續商業營

運模式之生態系。 

（五）本次展覽也展出透過場域活化與再生之手法，帶給地方產業新契機之 9處

地方創生案例，例如基隆市和平島案例，透過活化和平島公園之廢棄雷達

站軍事基地，變身為令人驚豔之景觀餐廳及觀景平臺，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連江縣芹壁案例運用老屋翻新、改建成為當地最具代表性之閩東建築民宿

聚落，吸引許多年輕人返鄉創業、南投竹山鎮則活化閒置臺西客運站體，

特別使用 5,500 多條竹篾編織出具有在地特色之鳥巢景觀餐廳及小農直

售平台，不僅改善竹山鎮重要門戶景觀，也提供農民另一個重要行銷通路

管道，提升在地農特產產值，帶來地方發展新契機。 

  



37 
 

附錄 「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相關媒體報導 

序號 出處 網址 標題 

1.  世界日報  伝統工芸からコーヒーまで 渋谷 

臺湾の地方創生事業を紹介 

2.  中央通訊社 http://japan.cna.com.tw/news/as

oc/202001190003.aspx 

中央社_臺湾の地方創生成功例を

日本に 東京で展示 

3.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fe

/202001190002.aspx 

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場 促進臺

日巧思交流 

4.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

litics/breakingnews/3044689 

2020總統勝選 謝長廷：不止中國

因素、政府施政努力也該肯定 

5.  工商時報 https://m.ctee.com.tw/livenews/

aj/a84255002020011922112052 

臺日交流 國發會赴東京辦地方創

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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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5599/4296391 

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場 促進臺

日巧思交流 

7.  自立晚報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

ng/idn/20200119/index-579435821

02306224009.html 

源自日本 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

場 

8.  工商時報 https://m.ctee.com.tw/dailynews

/20200304/a06aa6/1044677/7e3702

40a511e39197911cba4a67154e/shar

e 

預見臺灣未來閃耀的遍地生機 

9.  臺灣新聞 https://taiwannews.jp/?p=56494 2020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場 

促進臺日經驗交流 

10.  中央廣播電

臺 

https://www.rti.org.tw/news/vie

w/id/2048631 

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場 促進臺

日巧思交流 

11.  Yahoo新聞

網 

https://tw.news.yahoo.com/%E5%8

F%B0%E7%81%A3%E5%9C%B0%E6%96%B9

%E5%89%B5%E7%94%9F%E5%B1%95%E6%

9D%B1%E4%BA%AC%E7%99%BB%E5%A0%B

4-%E5%AF%8C%E5%90%AB%E5%B7%A7%E

6%80%9D-%E5%9C%96-170842476.htm

l 

臺灣地方創生展東京登場 富含巧

思 

12.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

fe/breakingnews/3044685 

「臺灣地方創生」東京辦展 東奧

會徽設計者讚臺灣年輕人有幹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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