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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宣示地方創生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
政策，行政院成立「地方創生會報」

「都市化」--就業機會與青年人口皆往都會區集中，
以區域別累計，又以北部地區人口淨遷入數最多，
顯示人口持續朝北部集中，區域失衡問題嚴重。

因過度都市化的結果，已造成鄉村因人口的減少、
老化，出現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

借鏡日本經驗--政府參考日本「地方創生」推動經
驗，自105年起推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
盤點地方「地、產、人」，導入「創意（設計力）、
創新（生產力）、創業（行銷力）」的輔導機制，
為地方注入產業發展動能。

此計畫屬先導示範計畫，下一階段則將從全面整合
政府各部會資源、鼓勵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化及智
慧化導入地方，以提高生產力及行銷力，達到營造
地方產業創新契機，改善環境，及吸引地方青年回
流等均衡台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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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團體地方團體

地方政府

多 元 徵 案

公 有 建 築 空 間 整 備 活 化

青 年 培 力 工 作 站

專 案 辦 公 室

分 區 輔 導 中 心

中 興 新 村 地 方 創 生 育 成 村

北、中、南、東分區輔導中心

開放地方團隊多元申請管道

作為地方創生推動及經營場域

實質鼓勵陪伴輔導青年留鄉或返鄉紮根

強化部會及地方政府之資源整合與協調聯繫

提供創生育成場域

1.0

永 續 公 益

在 地 共 好

事業提案

2.0

地方
創生

跨部會平台

 地方創生政策在符合前瞻計畫投資未來宗旨前提下，提出「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報奉行政院109年10

月5日核定，5年(110年至114年)，共60億元預算(每年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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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創生2.0政策緣起

(108-109年) (110-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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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統合跨部會地方創生建設資源，建置支持青年留鄉或返鄉相關軟硬體，協助發揮地方特色與

優勢，開發地方特色產品，結合品牌行銷、體驗經濟等作法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並 改善偏遠弱勢

地區之基本生活機能。

 經濟生產面：「工作」與「人」的良性循環，吸引外地人口及關係人口，帶動地方發展。

 環境生活面：活化地方街區，促進地方產業成長，吸引人口移住--穩定居住。

 社會發展面：建立青年留鄉、返鄉支持系統，輔導培力青年在地發展事業及參與地方創生相關公共

事務，開發地方人力資源及組織運作，協助思考未來發展方向、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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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發會與地方政府扮演之角色

 國發會--建立了北、中、南、東分區輔導中心，整合地方創生計畫部會的資源和資訊，打造輔導網

絡系統，成為國發會、地方團體和地方政府溝通橋樑。

 合作--地方政府和國發會合作，強化現有的輔導機制，提高諮詢輔導的頻率，從而加速地方創生的

進程，為地方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和成果。

 國發會--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係國發會主責辦理之補助計畫，各地方政府並無權管機關。

 輔導中心--協助鄉鎮市區公所和地方團體進行發想和整合工作，透過這個輔導網絡系統，更有效地

與地方政府分享資源、傳遞資訊、聆聽需求並提供支援，確保地方創生計畫的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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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創生現況
及推動課題

創生計畫之
定期追蹤管考

輔導訪視 青年培
力工作站 與 公有
建築空間整備活化

個別縣市、鄉鎮市區內

策劃交流學習
與成果推廣活動

配合其他地方創生
相關行政工作

跨縣市、跨區

北區輔導中心
110.5.26迄今

中區輔導中心
110.6.17迄今

南區輔導中心
110.8.5迄今

東區輔導中心
110.5.28迄今

三、各輔導中心之成立時間及工作項目

 強化地方創生輔導機制，加大外部輔導能量，提高諮詢輔導頻率，國發會於

110年起成立北、中、南、東等4個分區輔導中心，作為國發會、地方團體與

地方政府間的溝通橋樑，並協助鄉鎮市區公所及地方團體發想及整合，加速

提出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

 各分區輔導中心亦針對國發會補助中之青年培力工作站安排現地訪視輔導，以掌握

各青年培力工作站之推動情形，適時提供地方青年團體必要之協助。



青年培力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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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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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相關資源及行政協助，讓青年培力工作

站能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能，逐步吸引地方

創生的青年夥伴，循多元徵案管道與地方政

府合作、或是透過分區輔導中心進行整合提

案，型塑出可自主營運，繁榮地方共好之事

業。

一、設置緣由、預期效益、工作項目

依據行政院109年10月5日核定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為 青 年 留 鄉 、 返 鄉 創 業 支 援 體 系 ， 補 助 建

置 地 方 創 生青 年 培 力 工作 站 所 需 人事 費 及

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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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掘地方問題，提

出並執行有助於社會

公益性及公共性之在

地服務行動

（須自訂可量化之績效指標）

友善社會回饋
發展實踐場域

在地諮詢
網絡連結

1.提供青年交流經營地方

創生事業經驗之場域

2.設置專責人員提供青年

地方創生事業諮詢及網絡

連結之服務

3.綜整地方發展問題，提

出建立關係人口之策略及

方法

1.盤點地方特色，協助

蒐集在地閒置空間及房

屋資訊，俾媒合人口回

流之需求

2.綜整青年移居、返鄉

支持系統的具體策略及

行動措施

提出移居
返鄉支持系統

協助青年連結地方，

提出至少2案具可持

續自主營運模式之地

方創生事業提案，並

導入跨界資源與科技，

輔導青年合作共創。

前提:事業提案構想須

兼顧在地性、公共性、

適當的商業模式。

合作共創
發想事業

舉辦至少6場次與地

方創生相關且有助

於事業提案主軸深

化之交流活動

(每場至少20人)

人才培育
知識分享

一、設置緣由、預期效益、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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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創生專案審查小組，依團隊書面提案內容進行推薦。

通過初審之計畫團隊，將參與決審會議，計畫主持人須親

臨簡報並接受答詢。將由地方創生專案審查小組，依右列

審查標準就提案內容進行評分。

[ 簡 報 決 審 ]

就要項進行審查，經通知後未於3-7天內補正者，將不予

受理。

35%提 案 構 想
1. 地方人才培育及創業輔導之規劃

2. 協助青年提出地方創生事業提案之規劃

3. 地方創生交流活動之規劃(如與地方特色產業之關聯性)

團 隊 組 成 25%
1. 計畫主持人之專長、經歷與特質

2. 申請單位對於地方特色與現況之瞭解，及過去參與地方創生計

畫之經驗

發 展 潛 力
1. 申請計畫之可行性

2. 計畫預期成效

20%

在地連結性與公益性
與在地政府機關、企業、學校或社團組織共創合作之規劃

20%

二、審查機制及相關規範

資 格 審 查

書 面 初 審

簡 報 決 審



17

年度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110 馬祖創生工作站 日光文旅國際有限公司

110 馬清宮好創生基地 馬清宮好創生基地 馬祖青年發展協會

111 馬祖津沙共享創生基地 流津歲月

111 馬祖飛young培力 兵宅網路百貨行

111 馬祖創生培力青聚落 海島幌旅創生股份有限公司

111 離島更近-村澳試驗所 西尾半島物產店

111 鹹味島青年創生基地 圖亞圖工作室

112 海島幌旅創生股份有限公司 馬優YABA‧創生棧

112 海島創生友計畫 海島波波工作室

112 蟹蟹斜槓合作社 連江縣清水社區發展協會

112 留馬Bar 星漾海景民宿

112 重返馬祖1989 兵宅網路百貨行

112 離島更近-村澳試驗所(第二年) 西尾半島物產店

112 鹹味島青年創生基地(第二年) 圖亞圖工作室

三、110-112年度本縣青培站申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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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味島工作室過去曾獲得2020-2021 東湧社區發

展協會島上好社區規劃師、2020 青年社區參與行

動 Changemaker、2021-2022 文化部積極性藝

文紓困計畫補助。

 目前正持續爭取相關政府標案中。

四、連江縣審查通過獲補助經費創生基地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長陳冠穎率同青年夥伴們，

曾於111年8月8日至10日拜訪連江縣政府及馬祖

地方創生團隊，連江縣政府也於8月17日率青年

事務委員回訪全台第一個成立的青年局，期能激

盪出更多青年創意火花，西尾半島也是參與其中

的一員。

 配合馬祖昇天祭，文化處於2022年9月30日至10

月1日舉辦「FLOW（芙蓉」）島西澳祭」。

取自「台灣好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news/跨海青年大交流-桃園市府與連江縣府率青年互訪交流-043215801.html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與青年夥伴們參觀西尾半島物產店 FLOW島西澳祭「澳口劇場：被遺忘的時光」

取自「西尾半島物產店」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5561294720656908

島上好-馬祖社區規劃師輔導計畫

取自「島上好-馬祖社區規劃師輔導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118511718696420&set=pcb.1118716322009293

教育部-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Changemaker

取自「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736525689951580&set=pcb.273652721661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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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國發會設置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主要是

進行實質鼓勵。

 未來式--可循多元徵案管道與地方政府合作、或透過

分區輔導中心服務或專家顧問整合，提出地方創生計

畫及事業提案，對接部會資源，持續營運和發展。

 永續--促進資源共享和協作機會，增加其永續發展的

機會，陪伴引導青年留鄉或返鄉紮根，開創地方創生

事業。

正
向

循
環

地方創生事業
永 續 公 益

在 地 共 好

五、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後如何協助青培站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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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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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案徵件審
查作業流程

112年5月
徵件啟動

112年6月30日
最後收件日

112年7月24日
至8月11日
中央複審會議

112年9月1日
至9月8日
複審結果通知

112年9月11日至
9月22日

繳納修正計畫書

112年9月22日
核定補助

本府首次提送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案，
由文化處提報連江縣文獻中心建築整備活化及周邊改善計畫，
已於112年8月9日參與徵件評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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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獎勵青年投入地方創生
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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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海島波波工作室以戰地文化友海島入選獎勵青年投入地方創生行動地域復興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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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地方創生是一個全方位的發展過程

透過地方創生的推動，實現地方環境、經濟、

社會面-永續、公益、在地共好正向循環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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