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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與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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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與挑戰

 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城鄉發

展差距擴大

 人口減少縣市遠大於增加縣市

人口集中都會區 及 區域不均衡

雲林縣

103-108年

⼈⼝成⻑

人口減少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臺南市

嘉義市

臺中市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屏東縣

高雄市

嘉義縣

南投縣

彰化縣

苗栗縣

臺北
市

基隆市

嘉義市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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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發 展 不 均隨著經濟及都市化發展，台灣逐步顯現

鄉 村 人 口 老 化 及 流 失 的情況

高 齡 社 會2018年，台灣高齡人口占比超過14% ，開始進入

出 生 率 開 始 低 於 死 亡 率2020年，

行政院宣示 2019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

隨根據地方特色以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鄉，

因應人口變化，均衡台灣。

由國發會 作為統籌推動機關



以人為本、人口回流

產業發展（地方特色
DNA）

科技導入、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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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優先推動地區到全面開展

全國
368鄉鎮

134鄉鎮

人口外流嚴重、居民相對弱勢
基本生活設施及功能維持困難

土地面積
占全國66.5%

人口數
占全國11.6%

人口
變化率

人口
規模

居民
收入

指 標

農山漁村

原鄉

中介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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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學研
(USR)

企業

• 發掘DNA

• 凝聚共識

• 形成願景

行政院
地方創生

會報

國發會

各部會

協助媒合

資源提供

投資

協助

參與

事業
提案

地方創生計畫

整體推動構架



從地方DNA加以發掘、演譯或轉化

導入科技或創新經營手法，強化市場競爭力

具備「可獲利並持續自主經營」的商業模式

具備「共好」效益：在地性、公益性、公共性

具備支持人口定居、帶動關係人口、吸引人口

回流的效果

8

地方創生事業內涵



怎麼提出事業提案？

誰可以提？

• 產官學研社都能提出事業提案，送請鄉鎮區公所或縣市

政府整合納入地方創生計畫。

事業提案要怎麼寫？

• 事業提案須符合地方創生願景，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1.事業主題

2.事業與地方DNA的關係

3.事業經營主體、利害關係人

4.形成事業共識過程

5.事業構想內容(包含地點、永續經營之商業模式、自行

投入資源、可能的收入來源...等)

6.事業所需資源與協助(包含需要政府協助媒合的部會資

源、企業投資、相關配套建設、法規調適事項等)

7.事業對於地方創生KPI之貢獻程度

9

產業發展為主軸，城鎮機能改善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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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企業核心業務結合

地方創生團隊成為企業業務夥

伴，未來關係更永續

提供企業員工實踐場域

讓企業結合社會公益與發展員

工CSR DNA

滿足企業既有採購需求

與福委會從最基本的節慶禮品

採購開始第一步合作

滿足企業CSR三種需

求，為媒合創生事業

的成功關鍵

引領企業參與地方創生



科技導入

11

生產與田間管理



1.主要計畫(17項) - 直接帶動地方產業或就業

2.配套計畫(20項) - 提升城鎮機能

12

跨域合作 —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地區經濟循環地圖 地方財政地圖

醫療福利地圖 人文自然多樣性地圖 觀光地圖

資料庫架構

建置地方創生資料庫(TESAS)

網址：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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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地圖

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dex.html


多元登入

政策分享 創生計畫 全⺠來共創

網站導覽

關於我們

TESAS資料庫
(導引至外部連結)

共創協作區

創生知識家

重大政策

媒體報導

工作會議

創生案例

訊息公告

訊息公告

大事紀

黑客松
協作成果

隱私權及
安全政策

推動中計畫

部會資源

首頁
網站首頁

「地方創生資訊共享交流平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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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地方創生輔導

• 案案服務的精神

• 依提案形成與推動過程，輔導團

成員與服務密度不同

1.形成提案前

以鄉鎮市區為單元，由國發會進行先驅導引

2.推動過程

1) 以案為單元，視提案屬性及需求，擴大輔

導團成員

2) 工作內容
陪伴提案執行，視時加入輔導成員，切合提

案需求

定期現地勘察，主動瞭解事業推動狀況，如

有困難，立即回報處理

相關部會

學研/企業

專家顧問

縣市政府

國發會

15

訓練、宣傳

深化地方創生理念，
形成共識



1.邀集相關部會及地

方政府聯席，通過

各項事業計畫

2.事業提案涉及需細

部施工或實施計畫

者(如工程圖說等)，

後續依部會規定格

式辦理

1.邀集相關部會及

地方政府召開

2.確認計畫方向、

事業提案內容及

經費

3.確認各項事業提

案之相關內容符合

部會補助計畫規定

1.邀集輔導團專家、

地方政府及相關部

會召開

2.協助就地方DNA、

產業發展構想、事

業提案對應部會補

助規定等計畫方向

及內容調整修正

第⼀次輔導會議 第二次輔導會議

部會輔導地方政
府備妥書件申請
部會補助計畫

部會內部簽核
確認核給補助
經費額度

地方政府提案

地方創生提案輔導流程

地方政府修
正後送件

工作會議

開始執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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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創生計畫推動情形 (1/2)

A P P R O V E D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新北市 5

桃園市 1

新竹縣 2

苗栗縣 3

臺中市 2

南投縣 7

彰化縣 5

雲林縣 9

嘉義市 1

嘉義縣 2

臺南市 5

高雄市 7

屏東縣 7

澎湖縣 1

宜蘭縣 3

花蓮縣 3

臺東縣 12

縣市 通過提案數

通過 件

輔導中鄉鎮

執行中鄉鎮

地方創生計畫
截至111年3月底，本會偕同相關部會輔導地方政府提報133件地方創生計畫，經本會召開24場「行政院地

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通過75件(涵蓋90個鄉鎮區)，媒合企業投資及部會相關資源，開始執行。其餘

58件，刻正輔導中。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5 27 35 17

已 提 出 地 方 創 生 計 畫 之 優 先 推 動 地 區

（優先推動鄉鎮已輔導比例％）

（83％） （60％） （58％） （65％）

/6 /43 /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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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創生計畫推動情形 (2/2)

優先推動鄉鎮占比

優 先 推 動 地 區
已過半開始推行

著 重 輔 導
優 先 推 動 地 區
通 過 地 方 創 生 計

畫

67%

⼀般地區

33%

優先推動地區
已提案之鄉鎮

84個

優先推動地區

優先推動地區60

鄉 鎮 中

有 鄉 鎮 屬

已 通 過 創 生 計 畫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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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生提案品質有待提升

• 公所提案整合能力及執行力需積
極輔導協助

• 外部協力團隊能力參差不齊

• 提案創新性及創造力不足、缺乏
亮點，不易展現成效

• 缺乏經驗交流、學習及進化

• 公部門：願意返鄉的人才在哪裡？

如何讓人才與需求對接？

• 私部門：返鄉從事什麼？

夥伴、業師在哪裡？

創生經營空間在哪裡？

生活環境條件?

怎麼生存下去？

人才返鄉困難

執行檢討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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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移動、地方連結

地方發展體質改造

終極願景：均衡臺灣

創生

2.0

• 鼓勵青年返鄉，透過技術、資源、
社區的合作，創造社會價值，逐
步改造地方發展體質，累積創生
資本。

• 強化地方特色產業與環境機能整備，
配合推廣「二(多)地居」的生活與工作
型態，促成人口移動及人與地方關係
的連結。

島內移⺠、
人口回流

地方創生再進化

21



核心理念

22

翻轉

支持

資源整合

友善地方

土地關懷 共同體意識

社群連結



設置在地青年工作站

活化公有空間

成立專案辦公室

提供實質補助
引領人才返鄉、留鄉

強化政策指導、統合推動及國際連結

建立地方創生計畫
支援系統

提供地方團隊實體
交流及事業經營空間

多元徵案
開放地方團隊申請

建構分區輔導中心

23

行政院109年10月5日核定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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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建置所需人事費及業務費，每案最高 300 萬元

設置

青年培力工作站
為解決

偏鄉 人口外流
&

老化

帶 動 青 年 返 鄉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解 決 在 地 問 題

1)在地青年工作站

社團法人或公司行號，主持人須在地蹲點5年以上，並組織20至45歲

間的青年5位 ，其1位須具地方創生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



11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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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青年留鄉

(返鄉)支援體系

合作共創
發想事業

協助返鄉青年連結地方
需求，提出具有商業模
式之創生事業。

導入跨界資源與科技，
輔導青年合作共創。

人才培育
知識分享

舉辦與地方創生相關之
工作坊或課程。

在地諮詢
網絡連結

提供在地青年創生事業
經營與經驗交流場域。

設專責人員提供青年創
生事業諮詢服務及相關
網絡連結。

友善社會回饋
發展實踐場域

針對地方問題，提出有
助於友善社會公益及公
共性之在地服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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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5

15

11

• 連江縣：0+2 案

• 金門縣：1+2 案

• 臺北市：1+0 案北
• 南投縣：3+0 案*

• 苗栗縣：2+2 案

• 臺中市：1+0 案中
• 澎湖縣：0+1 案

• 嘉義縣：0+2 案

• 嘉義市：1+0 案南

• 新北市：1+1 案

• 基隆市：1+2 案

• 桃園市：2+2 案*

• 彰化縣：3+0 案

• 雲林縣：2+1 案

• 宜蘭縣：2+2 案

• 花蓮縣：2+2 案

• 臺東縣：1+2 案東

110年

度
核定設置 30 處

374 提案 補助經費 8,800 萬元

111年

度
核定設置 30 處

192 提案 補助經費 8,982 萬元

• 新竹縣：3+0 案

• 新竹市：0+1 案

• 臺南市：1+3 案

• 高雄市：1+2 案

• 屏東縣：2+2 案

9

10
+

11

4
+

5

10
+

5

6
+

案

案

案

案 全臺 22 縣市皆完成工作站設點



• 南投縣：3 案

• 苗栗縣：2 案

• 臺中市：1 案

• 彰化縣：3 案

• 雲林縣：2 案

( 3 6 . 6 7 % )

• 金門縣：1 案

• 臺北市：1 案

• 新北市：1 案

• 基隆市：1 案

• 桃園市：2 案

• 新竹縣：3 案

( 3 0 . 0 0 % )

• 宜蘭縣：2 案

• 花蓮縣：2 案

• 臺東縣：1 案

5案
( 1 6 . 6 7 % )

110年青年培力工作站

9

11

5

30獲補助
案 件 數

9案11案

水林鄉、斗六市

北斗鎮、溪州鄉、鹿港鎮

*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包 含 2 案

金城鎮

坪林區

*龍潭區、楊梅區、中壢區

北投區

信義區

* 桃 園 市 龍 潭 區 包 含 2 案

頭城鎮、員山鄉

東河鄉

優先推動地區

原⺠鄉鎮

：11 案 (含埔里2案)

：8 案

：6 案

桃園市龍潭區、楊梅區、中壢區為同⼀案

*埔里鎮、仁愛鄉

富里鄉、萬榮鄉

優先與原⺠鄉鎮

南庄鄉、苑裡鎮

和平區

關⻄鎮、峨眉鄉、湖口鄉5

• 嘉義市：1 案

• 臺南市：1 案

• 高雄市：1 案

• 屏東縣：2 案

5案
( 1 6 . 6 7 % )

將軍區

⻄區

鹽埕區

* 屏東縣恆春鎮、滿洲鄉為同⼀案

*恆春鎮、滿洲鄉、屏東市

18 31縣市 鄉鎮市區



6

4

9

6

• 基隆市：2 案

• 新北市：1 案北
• 苗栗縣：2 案

• 彰化縣：1 案中
• 嘉義縣：2 案

• 臺南市：3 案*南

• 桃園市：2 案*

• 新竹市：1 案

• 宜蘭縣：2 案

• 花蓮縣：2 案東

4 案

17 28縣市 鄉鎮市區

* 桃 園 市 復 興 區 包 含 2 案

* 臺 南 市 後 壁 區 包 含 2 案

111年青年培力工作站

• 高雄市：2 案

• 屏東縣：2 案
9 案

6 案

6 案

優先推動地區

原⺠鄉鎮

：15 案 (含復興2案、後壁2案)

：7 案 (含復興2案)

優先與原⺠鄉鎮 ：7 案 (含復興2案)

• 雲林縣：1 案

• 臺東縣：2 案

• 連江縣：2 案

• 金門縣：2 案離
5 案

• 澎湖縣：1 案

5

30獲補助
案 件 數



個 案 分 享 －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半島火箭人實驗室
城東大院子文化有限公司

29

城東大院子-據點位於恆春古城東門附近 以導覽解說恆春歷史故事

規劃當地生態旅遊行程

城東大院子

鼓勵年青人共同思考恆春可能性

分享恆春在地文化被世界看見

模式亦可擴散至周邊鄉鎮



個 案 分 享 － 苗 栗 縣 南 庄 鄉 運旅支持系統創生

30

耕山農創股份有限公司

 解決⼀般⼤眾運輸難以處理的 偏鄉交通問題 ，如

老人就醫、學生就學等

 觀光客導覽解說， 載人 也 載貨

 形塑 地方共好 ，創造青年回鄉工作機會
運送物資給⾏動不便⻑者

45min

20min40min

隘勇線

月球石

煤礦辦公室

南庄老街
自然景觀

歷史遺跡 產業遺址

觀光景點

青年返鄉推展當地觀光

號召青年共同思考處理問題



個 案 分 享 － 雲 林 縣 水 林 鄉 水林智慧農業擴散
微醺農場

31

 導入 智慧化栽培 模式建構小農生產團隊，提升

農業競爭力，降低智慧農業進入門檻

 有效 降低農業經營成本

 提升青年返鄉意願

遠端APP操作智慧農
業

農耕人口老年化、智慧農業門檻高

HARD

EASY



個 案 分 享 －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森林循環湖口創生
盛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酢達人)

 以 木酢達人 品牌聞名

 協助 青年留鄉、返鄉 及 附近居⺠ ，利用 樹木廢材 做

成商品，循環再利用 資源，達到 森林永續 目標

 產品包括清潔品、燃料炭、生活應用炭、木炭盆栽等

32

木酢達人透過『循環永續』讓廢
棄樹木修枝獲得再利用的機會。



• 補助項目：

• 補助額度：

南投⽵⼭臺⻄客運站

客運站2樓「竹青庭人文空間」

•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2)公有空間環境整備及活化

補助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推動地方創生相關事業經營需要，
進行既有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
所需之基本裝修及空調等相關規
劃設計及工程。

各縣(市)提案以3件為限，每處補
助金額以500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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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10年度

補助活化 處 公有空間



35

111年度第⼀次徵件作業，獲選案件計6案。



個 案 分 享 － 屏 東 縣 政 府 屏東縣溫泉分校
空間整備回溫計畫

36

營 運 構 想 <校地重新活用為社區帶來新動力>

在地教育創新、青年孵化、公私資源串連

TFT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
與巨大集團、當地青年共同協力開發

青年創業孵化空間，結合當地溫泉特色

屏東青年旅創基地(原溫泉派出所)

整備活化車城國小溫泉分校東棟教
室



諮詢服務及智庫幕僚
跨部會整合協調、計畫
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

建立資訊網頁

• 舉辦全國性推廣交流活動

• 策劃青年工作站年度成果發表活動

公有空間活化
及青年工作站
補助計畫之徵
件及審查作業

強化溝通整合，協助媒
合資源，追蹤計畫執行

3)地方創生專案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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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產學研社，建
構區域型輔導系統

盤點地方推動現況、研析推
動課題及輔導策略，協助公
所及團體發想提案

策劃經驗交流學
習及推廣活動

支援青年工作站運作服務

協助青年工作站串連交流

公有空間活化計
畫之訪視輔導

落實在地輔導服務，
引導地方創生之創
新實驗行動

4)北、中、南、東分區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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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輔導中心作為促成共創、協作及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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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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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多元徵案流程

• 協助地方青年(20-45歲)
成立商號、公司或社企
提出事業提案

現行提案流程

• 確 認 及 協 助 處
理 土 地 使 用 、
環 保 、 補 助 款
核 撥 、 配 合 款
編 列 、 公 有 空
間提供等事宜

事業提案
地方創生計畫

事業提案

• 需以商號、公司、社企
名義提出事業提案

5)多元徵案

協助整合至少3項事
業提案為創生計畫



前瞻預算5年60億元各部會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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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會 工作項目

國發會
辦理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空間環境整備及相關
輔導協助

內政部 地方創生城鄉風貌營造

教育部 發展及整備地方創生青聚點

經濟部 配合地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業發展

交通部
地方創生觀光旅遊環境營造、地方創生公共運輸服務
升級

農委會 地方創生農山漁村發展建設

衛福部 地方創生長照衛福據點整備

文化部 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

原民會 地方創生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

客委會 地方創生推動客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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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案例編纂與推廣

決定好今天要在哪裡生活了嗎？

其實你不只⼀種選擇！

全面解析，台灣「地方創生的現在與未來」

4種模式 x 9個案例

看見「地方」與「人生」的無限可能

地方創生 X 新創

跨界互利新模式

專家見解，邁向永續之路！

看創生團隊如何突破同溫層，

結合新創思維與技術，創造更多機會



雲林縣土庫鎮

土庫驛可可莊園創辦人返台創業推廣無農藥、無化肥友善可可，並與在地虎

尾科大進行產學合作，教導可可相關知識；亦期望藉由觀光體驗工廠，促成⼀⼆三
級產業結合，提高在地就業機會、引領青年回流。

44

與在地學校產學合作 學生實際加入可可生產

可可加工產業鍊結合



屏東縣泰武咖啡

45

咖啡⼀、二、三級產業結合，振興原⺠部落

咖啡智慧分類分級

建立咖啡拍賣交易體系

咖啡產業吸引原青返回部落

加工咖啡農特產品產銷

結合咖啡體驗旅遊

智慧咖啡育苗



臺東縣

46

鹿野鄉

紅烏龍・六級化產業整合 • 品牌形象推
廣行銷

• 拓展銷售通
路

• 食品安全認
證輔導

• 製程改善品
質提升

• 農機具汰換升級

• 導入科技農業

• 加強扶植教育訓練

• 「臺東紅烏龍茶」
品牌特色建立

• 串聯臺東縣優質茶
產品與茶莊，同時
推動通路布建20處

將鹿野農村產業創生會
館打造成為全台第⼀座
地方創生館，吸引熱氣
球遊客前來體驗台東紅
烏龍【茶文化】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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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台灣巧克力

透過⼀、二、三級產業結合，吸引客庄青年返家

可可結合百年景點，活化街區客庄青年返鄉種可可
小農契作可可莊園

屏科大合作可可加工廠

可可加工保養品展銷
百年教堂可可嘉年華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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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鄉 以「原住⺠文化傳承」及「部落產業經濟發展」為主軸

產業六級
化

收益
回饋

商品
收益

文化
輸入

文創
商品

都蘭國入境大廳
頭目之家

與台東大學「USR都蘭之蘭調創生計畫」合作開發「都蘭國尤加利」酒精噴霧及系列產品

阿度蘭農場以復耕土地為目標，移除外來種銀合歡、同時復育尤加利樹，
並朝產業六級化發展與農作產品研發



—以新北市貢寮區里山里海國際典範創生計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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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寮區基本環境

貢寮區位於新北市東北角風景
特定區，東北鄰太平洋，南臨
宜蘭縣頭城鎮，西側與西北側
分別與雙溪區與瑞芳區相鄰。
區內三貂角為台灣本島的地理
極東點。

面積:  99.97 平方公里
人口:  約1.2萬人
主要產業:農、漁、觀光

太平洋

宜蘭縣

雙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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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歷史古道-淡蘭古道

世界農業遺產-水梯田

鳥種數量全台第1濕地-田寮洋濕地

里山

淡蘭古道

水梯田 田寮洋濕地



全國第1個栽培漁業示範區-卯澳灣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馬崗潮間帶

推動研發與復育-海洋資源復育園區

里海

海洋資源復育園區馬岡潮間帶

卯澳灣



各級產業

一級產業

少量多樣的農漁產品
貢寮鮑、山藥、石花
菜、筊白筍、桂竹筍
及水稻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營運中工廠僅3家
現無農漁產品加工場

內需商家
近年觀光發展帶動
運動產業、
農漁村體驗導覽
特色商品開發

79% 11%

10%
潛力產

業



各地方機關團隊

地方單位、機關 深耕團隊 在地企業、青創

貢寮區公所
貢寮區衛生所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貢寮區漁會
瑞芳區農會
新北市鮑魚合作
社

人禾基金會
狸和禾小穀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貢寮街有機書店

國光企業社
鮮物本舖
福鮑企業社魚樂天地
海大牧場
艇天下
正先農場
遇見雞母嶺
歸漁返鄉青年



行銷活動

特色觀光活動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

草嶺古道芒花季

特殊產業型態活動

貢寮農產山藥節

貢寮海產鮑魚季

沙雕藝術季

海洋音樂祭

山藥節

鮑魚季

芒花季





關鍵課題與對策

Q:

A:
建立里山品牌、發展海女文化以提升農漁業附加價值,

尋求環境與產業共榮永續。

硬體優化、打造宜居的城鄉環境吸引人口回流。

閒置空間活化為漁貨直銷中心與冷鏈中心提升產業競爭
力、創造就業機會。

人才培訓與青創平台活化地方產業創新能量。

進行「法規調適」以發展產業多元營運模式。

人口流失、勞動力不足致農漁業式微，傳統文化無法
傳承。

資源流失、居住條件惡化產生惡性循環加速人口移出。

在地人口結構老化缺乏創新能量。

東北角風景特定區土地管制挾制產業發展。





事業計畫構想

青有所業、幼有所育、老有所歸

二、在地特色
文化

發展及地方核
心聚落之營造

三、漁產直
銷中心及冷

鏈中心

一、里山品牌
國際典範建立

四、地方創生
種子學院與

青創合作平台

四大事業體



事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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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體一：里山國際

典範建立

生態復育及品牌

形塑
170 10.0960 0 180.096

農委會

(林務局)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建置計畫」-「新北市友善

生產及生物棲地改善推動

計畫」(已匡列/提案中)

事業體二：在地特色

文化發展及地方核心

聚落之營造

在地特色文化發

展營運 40 0 0 40 文化部

地方青年提案－青年村落

文化行動方案

(已核定/修正計畫中)

核心聚落廣場硬

體改善
661.7 356.3 0 1018

內政部

(營建署)

城鎮之心計畫

(已核定/已完成)

事業體三：農漁特產

直銷與冷鏈中心

漁貨直銷中心

833 833 834 2500
農委會

（漁業署）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

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

「地方創生農山漁村發展

建設」(已匡列/執行中)

冷鏈中心
5480 2000 1083 8563

農委會

（漁業署）

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

(已匡列/提案中)

事業體四：地方創生

種子學院與青創平台

地方創生種子學

院及青創合作平

台

750 0 300 1050 教育部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已

核定/執行中)

經費來源 7934.7 3199.396 2,217 13351.096

總經費需求 1億3,351萬960元

地方創生事業經費需求



 台灣唯⼀潮間帶養殖區

 目前40~50戶區劃漁業權人(合法養殖戶)

 九孔養殖業曾因病害而造成產業衰落，

2011年引進臺日雜交九孔，逐漸復甦。

 產品包括九孔和鮑魚(合稱貢寮鮑)

 新北市近年舉辦鮑魚季，進行行銷

法規調適-涉及土地利用

九孔養殖周邊閒置空間活化利用- 養殖戶希望改善養殖產

業工作條件，並發展產業多元創新營運模式



課
題 –

養殖池周邊閒置空間及建
物閒置，無法充分利用

土地放租範圍僅養殖池
(區劃漁業權)範圍

養殖戶搭設簡易棚架，
進行養殖相關作業

涉及相關法規 法令主管單位
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變更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第 3次通盤檢討）變更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內政部(營建署)

漁業法 農委會(漁業署)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
(東北角暨宜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養殖池旁陸域土地不能放租給養殖戶，

且無法配合養殖漁業做多元活化利用。



法規調適建議

 區劃漁業權人申請轉型活化使用項目包含下列項目：

1. 道路、停車場、遮陽棚、生態教育及導覽設施、沖洗設備、

置物架(櫃)、綠美化

2. 母貝孵育池、冷凍及加工室、資材室、循環養殖設施等

3. 餐廳、兒童戲水池、廁所、盥洗設備、露營場等

4. 浮潛、生態導覽、採收員培訓、垂釣活動、自產自銷活動等

 九孔養殖池範圍及周邊陸域涉及範圍涉及「水產養殖區」、

「景觀保護區」、「海域資源保護區」、「地質保護區」。

 建議優先補助新北市政府辦理貢寮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規劃成果，分別辦理國土計畫變更、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沿岸國有土地放租，以及新北市訂定相關

自治條例，俾使貢寮九孔養殖業得以永續發展，生生不息。



照片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挑戰課題

資料來源：106年6月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

縣市別
鄉村區
個數

總人口
平均密度

(公頃)
超過3,000人
鄉村區數量

基隆市 2 2,282 158 0

新北市 92 53,746 178 4

桃園市 204 177,386 201 9

新竹市 36 28,172 198 2

新竹縣 103 36,412 119 1

苗栗縣 162 59,678 114 2

台中市 223 182,249 138 10

彰化縣 808 347,818 86 6

南投縣 320 100,558 81 4

雲林縣 572 280,128 67 10

嘉義縣 414 177,697 69 4

台南市 467 230,527 57 6

高雄市 305 135,904 94 9

屏東縣 587 262,223 78 9

宜蘭縣 132 47,290 116 0

花蓮縣 160 47,293 61 0

台東縣 169 44,018 56 0

澎湖縣 97 39,563 79 0

總計 4,852 2,252,944 84 76

鄉村區人口概況

 全國鄉村區總人口數約
225萬人，佔全國總人
口數將近1/10

 鄉村區個數、總人口以
彰化縣為最多；居住密
度則以桃園市最高

 北部及中部鄉村區多以
較集村的方式發展，南
部東部則較為分散

 人口集居超過3,000人
的鄉村區有76處，達鄉
街計畫人口數門檻標準



鄉村區/鄉村地區發展現況與問題

68

全國共有4000餘處鄉村區

採現況編定方式進行管制，未考量鄉村區特性與發展需

求，以進行空間規劃及投入資源改善環境。

• 地用居住空間與產業

用地不足，無法滿足地

方發展需求，產生違規

使用情形、加深產業沒

落與人口外流情形，助

⻑城鄉之不均衡發展。

• 地權產權私有，公共

設施與公用設備取得困

難，須透過鄉村土地重

劃方式，方得完善相關

設備需求。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問題與策略

依鄉村地區

特性分「農

業發展型」、

「工商發展

型」，針對

居住、產業、

運輸及公共

設施需求導

入因應對策

地方創生願景與目標及策略

地方人口回流

地方人口移入=移出

均
衡
台
灣

Ⅰ. 推動人口均衡發展

Ⅱ. 穩定人口，確保包

容性成⻑

2019~2022年

支撐良性循環之
「城鄉」活性化

創造「工作」及
「人」之良性循環
支撐良性循環之
「城鄉」活性化

⽬標⼀
致



均衡發展

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

地方創生

使用
管制

空間
發展

產業
發展

公共
投資

青年
返鄉

人才
培育

地方
特色

產業
環境

政策工具

整合型
部門計畫



縣市國土計畫

地方創生

整合型
部門計畫

地方創生 與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整合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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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政策與計畫

• 環境及資源資訊

• 國土利用資訊

•社會、經濟資訊

人口、住宅、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景觀、其他

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

計畫願景及目標

基本蒐集及分析

• 居住
• 產業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

• 運輸
• 公共設施

• 景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鄉村區⻑期存在缺乏整體規
劃及計畫引導發展問題

未考量鄉村區特性及發展需求，

產生地用與地權問題，導致鄉

村環境窳陋、產業沒落、人口

外流。

調整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

配 合 地 方 之
環 境 資 源 特
性 及 土 地 使
用 需 求 ， 調
整 國 土 功 能
分區分類。

研訂因地制
宜土管規定

依 據 地 方 特
性 ， 指 認 特
定 範 圍 ， 訂
定 適 合 當 地
需 求 之 土 管
規定。

協調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綜 合 規 劃 農
村 再 生 、 地
方 創 生 等 部
會 計 畫 與 資
源 ， 促 進 產
業 發 展 、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

面臨 課題

推
動
作
法

• 發掘DNA

• 凝聚共識

• 形成願景

地方創生計畫

事業提案

事業提案

整合地方創生計畫及鄉村
整體規劃成果，循程序調
整國土功能分區及訂定因
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

地方創生推動

地方創生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整合推動

均衡臺灣



型塑獨特性與自明性

引導空間有秩序發展

因地制宜的管理機制

適地適性的資源投入

未來推動方向

建構在地產業生態系

環境設施與機能強化

永續經營與公益共好

關係人口的緊密連結

制 度 面 執 行 面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地方創生計畫

均衡臺灣

打造具生機與吸引力的新故鄉

相輔相成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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