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與場域中在地組織合作的
成效、困境及解決方式 



建構互利共好、邁向國際的 
星空產業鏈 

仁愛鄉地方創生戰略計畫 



地方創生架構-品牌 

在地農產 

文化故事 

山林生態 

暗空 
公園 

星空 
山城 

改善、優化、創新 

打造仁愛鄉「星空山城」，認證為台灣第一個星空鄉鎮—為達永
續經營必深耕推動仁愛鄉天文教育，重新提升仁愛的旅遊品質。 



地方創生架構-地方參與 

仁愛鄉 
地方創生推動委員會 

東岸部落產
業促進協會 

暨南大學 

仁愛鄉公所 

清境永續協
會/清境觀光

協會 

能高生態旅
遊協會 

南投縣政府 

國發會 暗空公園 

五大事業提案、各
項配套措施之利害
關係人。 

  運用網絡治理理論的原則，盤點仁愛鄉各區域的議題，找出可互利互惠的連結點，
將地方創生計畫構想與該區域的「中介組織」所關注的公共議題相結合，使整體計畫

能夠達到「由下而上」的目標。 



地方創生架構-「互利共好」策略 

主要產業發展區域的發展困境、優勢及資源進行互利、互補的橋接與整合。 



國際星空
鄉鎮認證
事業 

部落星旅
行-打造山
林與星空
文化旅遊
事業 

星創學堂
人才培育
暨共學 
平台 

建構互利共好、
邁向國際的星空

產業鏈 

『全用南
青友』的
農業產銷
體系 

星空山城
整合行銷 

地方創生架構-方案 



仁 
愛 
鄉 
地 
方 
創 
生 
星 
空 
山 
城 

國際星空鄉鎮 
認證事業 

部落星旅行-打造山林
與星空文化旅遊事業 

「全用南青友」農業
的產銷體系 

原鄉青創學堂人 
才培育事業 

星空山城整合 
行銷事業 

事業項目 

配套項目 

壹、鳶峰天文館 

貳、翠峰天文地方文化館 

壹、AR觀星計畫 

貳、星空友善商家認證 

參、暗空祭 

肆、無線網路基礎建設 

伍、仁愛鄉台14、台14甲亮點觀光產業發展計畫 

事業項目 

配套項目 

壹、部落旅遊運輸接駁 

壹、波瓦倫生態旅資訊中心 

貳、能高賽德克(波瓦倫部落)傳統學習基地 

參、雲海保線所-「東電西送」故事館暨山林教育教室 

肆、清流梅香自行車步道 

伍、新武界橋環溪步道設置計畫 

陸、親愛的提琴手修繕工程計畫 

事業項目 

配套項目 

壹、茶產業「綠色產銷平台」 

壹、互新聚落三酸產業路據點改善 

原鄉青創學堂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1 
國際星空鄉鎮認證事業 

主提案單位：清境永續發展協會 



2019年7月成功通過國際暗空協會(IDA)認證成為 
全台首座「國際暗空公園」，打造星空山城新契機。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2 
部落星旅行-打造山林與星空文化旅遊事業 

主提案單位：能高生態旅遊協會、廬山社區發展協會 



事業構想 

解決交通 
擁塞問題 

遊客停留 
旅遊時間 

整體觀光
產值 

促進 

永續發展
及維護 
環境生態 
品質 良善部落旅遊

運輸接駁系統 

減少遊客
小客車使
用比率 



構想一 
以在地參與、及創造在

地就業機會為推動原則。 

構想二 
運用環境整備過程，培
力部落據點經營人才。 

構想三：共享方式 
串聯能高賽德克山村各級
學校、文健站、教會及村
辦系統等，以參與式方法
蒐集賽德克族生活記憶故
事，建置賽德克族生活文
化記憶資料庫，並提供展
示。 

構想四：入口部落資訊中心 
以能高越嶺國家步道「入口
部落資訊中心」的定位，參
與公、私「共管共營」能高
部落的營運， 從過程參與
中，落實夥伴關係及協力守
護山林的經驗累積。 

事業構想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3 
「全用南青友」農業的產銷體系 

主提案單位：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 



事業軸線及
行動措施 

行動目標 

共有品牌 

行動場域 

仁愛鄉 

綠色產銷平台 

 

行動對象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4 

原鄉青創學堂人才培育事業 

主提案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事業構想 

規劃符合
在地業者、
社團法人
課程 

 
邀請USR
團隊講師、
在地業師 
分享 
 

星創學堂 

學習家族 
(暨大+在
地業師) 

培力 

仁愛鄉 
專業管理人才 

行銷 零售 

農業 
技術 

生態 
導覽 

旅遊 
服務 

族群 
文化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5 

星空山城整合行銷事業 

主提案單位：南投縣清境永續發展協會 



事業提案 

需求分析 
仁愛鄉面對未來的產業發展遠景，雖
有諸多優勢資源卻缺少整合行銷推廣。 

事業計畫：星空山城整合行銷事業 
 

技術：成立專案辦公室/文化行銷、社區
規劃人才/資源協調平台 
解決：建立CI品牌識別 

事業願景 
 

串聯清境地區「星空事業」、眉溪流域「全
用南青友農產業」及塔羅灣溪的「部落星旅
行」等三大事業提案，建立「星空山城」的
區域發展理念與永續發展模式，打造互利共

生的整合行銷聯盟。 

 

事業關係人 
1.提案單位：清境永續發展協會 
2.利害關係人：清境觀光協會、清境永續
發展協會、能高生態旅遊協會、東岸部落
產業促進協會、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經
濟部能源局、文化部、南投縣政府、旅運
餐飲業者。 



與原鄉的淵源 



101年開始原住民族 
創業育成文化產業拔尖計畫 

 

 芽檬文物工作坊 

賞石齋 

吳世好（馬賴） 

有限責任台中市原住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賽夏美工藝坊 

翎雅工作室 

傑圓好點子創意有限公司 

繞美玉 



傑圓好點子創意有限公司 
 

 
 
苗栗泰安後山一處世外桃源般的天狗部落 
一座100%無農藥、無化學肥料栽植的傑圓農場 
可以放心讓大人小孩都玩的愉快、吃的安心、友善對
待大地的地方。 

 
 

  有機農產品（紅肉李、甜柿）    馬告護唇膏、修護膏 

 



來自南投仁愛泰雅發源地～泰雅織女所組成的手創編織工坊 
 

我們熱愛編織的心就像～初出萌芽的種子，邀請您走進我們的世界！ 

芽檬文物工作坊 

原民風織布筆袋 

原民風匾額 

手工編織牛皮包 

手工編織收納包 



身為石藝創作者，常常感嘆好的石材不易取得 
但是卻也同時發現不少的石材經常被視為一般石材來處理 

而未能被適當的雕琢利用，實在可惜！ 
 

在如今好石頭日子漸漸難尋的當下，如何物盡其用 
實在是石藝創造者，除了在技術創意之外 

也需正視和用心的課題。 

賞石齋 

石
雕
茶
盤 



原本山有機農場 
原 生產地栽種 
本 村農民合作 
山 中好水灌溉 

 

有限責任台中市原住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打造原民有機第一品牌 
有機人才培力與深耕 
有機產品通路拓點與行銷 
泰雅文化有機品牌經營 



「帝納」在布農語中是「母親」及女性長輩的意思。 
有機農場的農民們，堅持採用健康有機的栽種方式， 

如同「帝納」般母親疼惜孩子的心情，親手呵護農作物安全成長， 
這是保護土地的用心、也是生活的手心溫度。 

吳世好(馬賴) 

有機蔬果栽種 

布農族卓社群傳統作物 

部落導覽行程規劃 



賽夏的美，美的賽夏 
由於賽夏族文化漸漸消失，所以積極的將賽夏文化拾起 

運用天然植物製作手工藝品 
用織布機編織賽夏雷神紋，創造更多賽夏織品 

更將賽夏臀鈴製成手工藝品 
讓人們將之帶在身上，受到祖靈的保護 

 

賽夏美工藝坊 
雷神紋織品 

賽夏臀鈴吊飾 

薏米珠 

薏米珠產品 



吳瑞蘭老師(TA PYS – PI HO) 
熱愛拼布裁縫，長年在奧萬大旁的親愛村，替族人修改縫補衣服 

在眾人要求下，開始生產改良式訂製服飾，並提供部落裡的老人課程教學服務 
至今依然樂此不疲地為部落編織出更多美麗的色彩 

翎雅工作室 

泰雅改良式背心 手
工
編
織
零
錢
包 

手
工
編
織
肩
背
包 



藉由台灣原生物種-馬告﹝Moau﹞ 
研創馬告等多元相關產品，凝聚部落族人共識 

使部落獨特產業與工藝結盟，並透過個人社工專業與背景 
連結弱勢有意願者活絡創業風氣 

以培訓創業能力，永續並深耕當地農產與文化產業結合 
 

繞美玉 

馬告手工皂 

馬告 

馬告香腸 



在地行動的開端 

 

2

9 

在地
連結 

預約水沙連的春
天：宜居城鎮的
轉型與治理 

科技部計畫 

行動、創新與標
竿：大學與南投
縣政府跨域治理
與人文深耕計畫 

區域
治理 



3

0 

籃城 



桃米 

3

1 



3

2 

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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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活化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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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空間活化再造—Cooking School建置 

合作單位 
南投縣仁愛鄉農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專班觀光創業組、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南豐社區發展協會、東
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南豐伊娜傳統產銷班、田媽媽料理班 

計畫目標 

希冀透過還原部落原有互助、互信、共享的傳統精神，協助部落發
展共同產銷的組織。讓原住民族在自己的部落裡都能找到自己的位
置，並且投入部落產業經濟的發展工作。 
 

本規劃以賽德克族特色餐廳及建置部落廚房學校
(Cooking School)為其中一切入點，作為部落共同產銷的

介面，增加部落行銷的新通路，鼓勵部落產品走向品牌化的目標，
希望能發揮昔日的精神，團結原住民部落的力量，以凝聚集體的共
識，推動共同產銷的工作。 



空間活化再造 

37 

計畫名稱 空間活化再造—Cooking School建置 

合作單位 

Plan 平面規劃 

N 

Kitchen │ 烹飪實作區 

Outdoor Deck │ 戶外用餐區 

Multifunction │ 多功能開放區 

Organic Farm │ 有機菜園 

Muck / Recycle │ 環境友善區 

Outdoor Lounge │ 露天休憩區 

N 



空間活化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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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空間活化再造—Cooking School建置 

合作單位 











  



行動導覽步道系統建置 

44 

計畫名稱 遊程行動導覽系統建置 

合作單位 

崧旭資訊有限公司、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學系、眉
溪璞拉蕾生態文化休閒班、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南豐社區
發展協會 

計畫目標 

1. 為使來訪的遊客能對環境及景點有更深入的瞭解 
2. 不增加額外人工設施維持部落內最原始的自然景觀條件的情況

前提 
3. 開發電子解說導覽系統 
4. 透過GPS定位，藉由智慧型手機呈現電子解說資訊，提供使用

者享受豐富的解說服務 
5. 評估並提升軟體安裝與操作方便性 
6. 更新操作介面與流程 
7. 增加使用者互動體驗功能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45 

計畫名稱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規劃功能
架構說明 

 
順
位 

軟體 功能說明 

第
一
階
段 

SuperGIS 
Desktop 
桌上型地理資訊
系統軟體授權 

利用中文地理資訊系統軟體製作各式地圖，
可做為紙本地圖或導覽系統底圖之用。 

行動調查系統授
權 

使用行動調查系統直接在野外建立或編輯
圖資、快速且正確收集景點資訊 

Mobile Tour行動
導覽系統授權 

利用行動導覽系統整合多媒體影音資料，
製作專屬遊程導覽資訊 

第
二
階
段 

觀光遊憩導覽網
站授權 

觀光遊憩導覽網站可展示客製化之導覽資
料，也同時達成導覽成果具體呈現之目的。
包括網站景點資料庫查詢、電子地圖與遊
程整合查詢、整體美工設計等。 

遊程設計及任務
管理後台系統授
權 

提供帳號管理、導覽管理等功能，可以線
上編輯導覽資料，讓使用者可以將自行規
畫之景點資料、導覽路線上傳至導覽平台。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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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規劃內容 

1. GIS融入觀光休閒之應用-學習地圖製作 
2. 旅遊景點導覽資料建置-行動調查與行動導覽 
3. 網站建立 (整合部落資訊導覽或觀光旅遊導覽資料)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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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應用說明 

1. 使用行動調查系統直接在野外建立、並收集景點資
訊。 

2. 利用SuperGIS Mobile Tour 整合多媒體影音資料，
製作遊程導覽資訊。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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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雲端導覽平台建置 

應用說明 

3. 觀光遊憩網站：展示部落居民製作之導覽資料，也同時達成導
覽成果具體呈現之目的。 

4. 旅遊導覽地圖+多媒體資料展示的平台+後台管理。 
5. 網站架構：前台、後台、旅遊導覽資料庫。 
6. 觀光遊憩網站主要功能：地圖瀏覽、切換、遊程選擇、景點查

詢。 
7. 觀光遊憩網站後台主要功能：帳號管理、資料管理、遊程景點

上傳、編修。 
 



部落內部溝通 

部落

Insider 

 

中立/客觀化 
親近/脈絡化 

 

outsider 

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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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 aspects 

4 indicator items (Gi<6) 
were deleted. 

Gaya i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for the 

Seediq.  

A8.1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Gaya” by the 
tribe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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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ultural aspects 

All cultural indicator items 
were retained.  

B.1.2  
The 

mechanism for 
inheriting 
tradition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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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conomic aspects 

1 indicator item (Gi<6) 
were deleted. 

C2.2 Whether the 
tribes people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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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nvironment aspects 

4 indicator items (Gi<6) 
were deleted. 

D5.2 The 
ability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ethnic 

plantation and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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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olicy aspects 

2 indicator items (Gi<6) were 
deleted. 

E1.1 The mechanism 
for tribal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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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力的適應循環模型 

適應循環模型 

資料來源：（Lew, 2017） 

重組階段 
成長階段 
鞏固階段 
崩解階段 
 

它們可能會經歷
自適應週期所有
的四個階段，或
者經過只能到兩
個或三個階段，
主要三個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