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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中山大學整體計畫以高雄市三個區域的過渡社

區為主要場域。

2) 過渡社區本身擁有轉型目標未確定之特質，疫

情期間也有不同的表現型態。

3) 可以從這些過渡社區疫情期間的團結經濟發展

狀況來更加釐清與掌握其社會特質。



左營區



一、團結市場
1. 兩大商家群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數位轉型計畫（資源共享）：透過線上團購、定點提貨的
銷售路徑，整合商家打造在地品牌。

2. 高雄好家載：哈囉市場攤商（20多攤）跳過中盤商層層剝削電商平台高抽成。
3. 「左營人」美食平台網站：推廣左營在地美食平台，建立宣傳以及訂餐管道。

二、教育、知識和技能的共享
1. 在地觀光自己做：中外餅舖、舊城文化協會、當地居民導覽員。以招募當地文史工作者、廟
宇志工、退休老師、導遊領隊及有志學習之青年為主要對象。

2. 眷村以住代護：建業新村經營工作坊、民宿、酒吧等，形成小型的知識及商業共享場域。

三、提供共享服務
1. 果貿社區：眷村文化特色（過往自給自足、共享文化），例如活力屋等。
2. 新左營區兩里案例：循環經濟中的共享概念-社區農園、共食、資源共享，資源回收再利用。

左營區團結經濟概況



一、左營區的商家藉由「數位轉型」達到「團結市場」的目標

第一個商家群

⚫ 申請「110年度雲世代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創新服務計畫」第一個商家群範圍：以左營大路周邊商
家為主的店家，包含古厝文化協會、正信堂、福田傳統糕餅手作坊、龔家楊桃湯等15間商家。

⚫ 團隊概述：

1. 顧問是財團法人印刷設計中心代表（張育肇），計劃之首要發想人。

2. 邀請團隊有濱線熊（設計地圖）、鄭國章老師（協助店家設計）、數位軟體/多元支付對口單位
的資訊公司等。

⚫ 主要的協助內容：

1. 數位pos的使用，可對接到多元支付，從申請到後續服務的一條龍服務。

2. 協助拍攝影片放在平台上（計畫平台、中小企業總部平台、經濟部活動等）。

3. 數位軟體的使用教學，目前有2-3個軟體，店家自行評價比較適合哪些。（店家需自行購買設備）

左營區團結經濟概況



一、左營區的商家藉由「數位轉型」達到「團結市場」的目標

第二個商家群

⚫ 申請「110年度雲世代小微企業數位轉型創新服務計畫」第二個商家群範圍：以舊城文化協
會周宸甫為主導之13家商家群，並以該協會曾合作的商家為主，包括泮咖啡、眷村民宿、艸
心堂等，另外還有一些新開發的果貿的店家。

⚫ 此商家群特色：目前這13家（餐飲、零售商、文創公司等），有些是該協會曾合作的對象，
有些果貿社區中的人脈介紹，其中有一兩間甚至不在左營。

⚫ 共通點：商家之年輕一輩正在/開始接手，這也是該協會最初找尋合作商家的標準之一。
年輕人較勇於求新求變，而長輩較為保守，希望藉由串連年輕人的力量，加速商家數位
轉型的力道。

⚫ 該商家群最終願景：希望透過線上團購、定點提貨的銷售路徑，整合商家打造在地品牌。

左營區團結經濟概況



一、左營區的商家藉由「數位轉型」達到「團結市場」的目標

高雄好家載

⚫ 哈囉市場加入「高雄好家載」平台共約有20個攤商，對於逐漸沒落的傳統市場而言，在疫情
嚴峻之下，給予大力的協助。目前僅與高雄市政府簽約到8月底，攤商們與哈囉市場管委會
皆希望能延續到12月底。以下為綜整之回饋內容：

1) 調整運送方式，增加便利性：傳統市場的訂單即為「機車」運送，增加便利性。

2) 攤商提供優惠，刺激買氣：除了祭出滿額免運費優惠，同時又贈送海鮮、蔬菜包等活動。

3) 成功經驗提升數位轉型意願：因目前在哈囉市場中的攤商僅有一家進行數位轉型（數位
支付、電商平台等），「高雄好家載」平台獲得好評，也間接提升部分攤商們的轉型意
願。

4) 傳統市場經營型態，致整體轉型較為困難：先前哈囉市場推動過「數位支付」，然而因
傳統市場環境較雜亂，機器設備恐易遭受破壞，又市場人潮尖峰時刻的購物型態，多為
一窩蜂的圍繞於攤位前，攤商們認為給予現金為最快速便利的方式。

左營區團結經濟概況





一、左營區的商家藉由「數位轉型」達到「團結市場」的目標

「左營人」美食平台網站

⚫ 此網站募集左營區餐飲業，提供【左營人 今天吃什麼？】外送/外帶的平台網站。以增加左
營在地餐飲業者的曝光，藉此提升連動的機會和收益，以創造區域鄰里的方便和幸福為目
標，並以「生活的好店物聯網的暖心服務」為願景。

⚫ 主要服務為：

1) 提供在地店家優惠：若為左營的在地店家，免上平台費用。目前有14間餐飲業者，繼
續募集中。

2) 網路多元平台聯合推廣：本網站提供官方Line帳號，進行用戶端推播。IG、Facebook
等社群粉絲專頁曝光，部落客文案導流，並提供老闆們的臉書社群，給參加的老闆做
資源與資訊交流和共享。

左營區團結經濟概況





意願

行動

高

低

有無

正信堂

古厝文化協會

艸心堂

西陵食品行天麟肉品 天文台眼鏡行

瑞興三軍用品店

第一象限
意願高並積極進行轉型

• 共同申請經濟部計畫
• 經營SNS

• 意願高，數位技能不佳
但願意學

• 二代經營網路販售，一
代支持

第四象限
有意願但不如預期/不適合
• 曾加入電商平台但抽成
高，萌生退意

• 因商品特性不適合，轉
積極經營SNS

• 主要客群為社區居民、
觀光客，有經營SNS及
網路販售

第二象限
意願高但無法做沒門路
• 二代接班有數位轉型
意願，但一代不支持

• 意願高但找不到門路

第三象限
意願低不轉型/不適合

• 高齡、年輕皆有
• 長者數位技能較弱，年紀大
力不從心，人力不足

• 年輕者有臉書及蝦皮，沒認
真經營

• 主要客群特性：長輩、眷村
居民、軍人

• 業態：市場攤商、薄利多銷
、特定商品

• 一開始沒意願但看到同業有
在做，需要找到門路協助

翔生大藥局

舊城文化協會

總鋪師阿文師

阿昌肉燥飯

杏福巷子

蓁牛肉

牛肉大盤商

高文堂書局

龔家楊桃湯

馬克馬特夏全開

汾陽餛飩菜市嬤

余足豆花

福生冷飲

中外餅舖

素麵洪

利成米店

玉米攤謝

左營阿嬤蛋餅

全饌冷凍食品行

1

2



左營團隊以在地為主體
思考團結經濟的可能性

一、左營在地商業特性之問題與挑戰

⚫ 左營在地商業型態數位轉型的困境，以下綜整為六點：

1) 攤商較多，人力不足導致無餘力學習數位技能：不同行業的需求差異，尤其攤商人力
有限，因此認為沒多餘心力轉型。

2) 世代數位觀念落差大，年輕一代轉型意願受阻礙：部分第一代老闆不願意投資數位轉
型。究竟要輔導「老闆」還是「接班人」？

3) 小型傳統產業部分無建置流程，轉型不易：左營在地多為小型的傳統產業，然而大多
沒有建置SOP，有些亦無接班人，長者的數位學習年齡及理解力較爲困難。

4) 高齡者比較多，創新理念推廣不易：依109年戶政統計資料，舊左營33里中有28里之
老化指數高於全國之老化指數（127.80%），果峰里甚至接近300%。因此在創新資訊
和理念推廣溝通方面較為困難，建議以「通用設計」以及「數位技能教學」為切入點。



左營團隊以在地為主體
思考團結經濟的可能性

一、左營在地商業特性之問題與挑戰

⚫ 左營在地商業型態數位轉型的困境，以下綜整為六點：

5) 疫情下轉向親友團購，市場有限且商品易被取代：由於大部分的小型商家沒有使用
電商平台（平台抽成高，商品特性為薄利多銷），疫情之下轉為販售冷凍商品，僅
透過LINE向親友販售進行口碑行銷，拓展新客源較不易，然而冷凍商品需要儲存空
間，容易產生需求排擠現象，冷凍商品的替代性也較高。

6) 數位系統不適用，降低轉型意願：有店家反應數位App系統都建構在Android系統上，
年輕人使用iOS系統較熟悉。



左營團隊以在地為主體
思考團結經濟的可能性

二、左營團隊的角色以及行動方案

1) 策略一「觀念分享，『陪伴』夥伴嘗試」：針對第三象限「意願低不轉型/不適合」之在地
夥伴， 以貼進地方語言，並建立在在地夥伴原本生活型態的基礎上，降低他們重新適應的
負擔，共有三點行動方案：（1）由團隊夥伴與他們進行數位觀念的分享，並且陪伴他們
認識數位工具，或者實際操作給他們看等行動。（ 2）藉由本團隊第四年之「黑白喇會客
室」進行攤商或店家的「聯合推廣」，使其有接觸數位平台經驗。（3）可藉由串接與第
一象限正在執行數位轉型之商家群交流，共同討論「商業模式」與「營運優化」的可能性，
可透過本團隊基地進行交流會等活動。

2) 策略二「資源共享，提供『諮詢』管道」：針對第二象限「意願高但無法做/沒門路」之在
地夥伴，協助其與其他商家群進行串聯、提供政府數位轉型相關資源資訊，而本團隊的
「基地」及「臉書粉專」可作為「諮詢」之平台。而對於第一代不接受數位轉型之對象，
則可透過本團隊第四年規劃之「黑白喇會客室」進行數位轉型議題講座或工作坊等活動，
並邀集青銀世代共同參與。

3) 策略三「新知同享，『共創』轉型利基」：針對第一象限「意願高並積極進行轉型」之在
地夥伴，較有豐富的資源，也許不是我們的主要協助對象，但團隊夥伴可以成為他們的
「顧客」，協助其「顧客體驗」轉型，並分享使用者經驗，進行交流討論。另外，亦可透
過大學資源，由團隊整理知識性或資訊面的資料分享予在地夥伴。



舊港區



團結與韌性：
從參與到陪伴，再到永續的創意港市計畫



永續創意
港市

臨港記憶
空間盤點
藝術陪伴

創意策展

公民參與

一、社區傷害與韌性觀察紀錄

-疫情下社區夥伴關懷與社區韌性觀察紀錄

-思考科技部/大學之支援定位

-發展可能的[藝術]陪伴計畫

二、朝向團結經濟之行動策略

-實體經濟—知識經濟—文化經濟

-從參與到陪伴，再到韌性與永續

報告大綱



第四年計畫架構

 

 

 

 

 

 

 

 

 

短程（2021.07-11）：場域研究＆港史館 MOU＆發展行動方案 

-臨港社區的記憶採集＆空間盤點＆藝術陪伴＆夥伴串連＆永續港市論壇 

短

程 

長

程 

中

程 

中程（2021.12-2022.06）：以整合型展演活動展現創意港市 

-以鹽夏不夜埕為基礎，發展藝術參與社會之整合性展演 

-以智慧城市觀念應對社會議題（ex:科技停車、可食地景、老齡照護、疫情支援） 

-延續社區策展方法，培養在地人的文化能動性 

長程（2022.07-）： 

-持續運用大學智庫整合地方網絡與公、私部門資源，深化

創意港市及至未來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一、社區傷害與韌性觀察紀錄

-疫情下社區夥伴關懷與社區韌性觀察紀錄

-思考科技部/大學之支援定位

-發展可能的[藝術]陪伴計畫



社區夥伴關懷

•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疫情期間閉館，屬NGO組織，以文化部和國藝會經費運
作，影響較低。今年上半年開始發展線上藝術課程，疫情
期間持續進行。

• 鹽埕老人活動站：
長輩大多具有社經地位，社工單位以送餐系統和電訪關懷
長輩，影響較低。

• 鹽埕研究社：
成員多為社區產業人士，熱心發起各種支援系統和資訊分
享。

• 產業夥伴（貓手日文二手藝文書店、廢墟Bar等）：
無法營業、與網路/外送平台整合有限，衝擊較大，嘗試
數位轉型、改變經營模式、發展線上活動來行銷等。



舊港區因應疫情發展之社區組織平台



1. 鹽埕研究所/臉書社團：
發起＃今天鹽埕吃什麼（主題標籤活動）



2. 鹽埕店家大集合/Line群：
製作店家資訊，分享紓困訊息



• 原街口支付方案2.2%+外
帶5%=7.2%,疫情期間外
帶一律降至1%

• 不定期對消費者做14%-
19%回饋給消費者

• 總費用，有透過點餐外帶
系統的共3.2%

• 既有的店家只需要開啟
外帶功能即可

3.鹽埕研究所/支付平台：
跟街口支付合作「商圈的外帶專案」



4.星埕漫遊/網站：
外送懶人包「鹽埕篇」



5.參捌在地生活/網站：
鹽埕防疫線上大賣場



單位 特色 現況運作 優、缺點

鹽埕研究所 立案人民團體：49位會員（成立時間2020.7.7）
臉書私密社團：1.7萬會員（成立時間2019.7.9）

臉書管理員發起，會員自主
運作。（已累積283則留言
，1551點讚率。）

優點：較能掌握群眾點擊
率
缺點：資訊整合較為鬆散

鹽埕店家
Line群

在地店家邀請加入，目前成員100位
（成立時間2019.3.8）

資訊彙整，內部紓困資訊互
通

優點：形成社區店家互助
圈
缺點：封閉性

街口支付「
鹽埕商圈的
外帶專案」

電子支付系統：
1.台灣民眾愛用的支付工具第一名（奇摩新聞調查
，2021.5）

2.街口使用人數領先Line Pay Money已達91.2萬人
，成為台灣用戶滲透率最高的電子支付平台（數
位時代調查，2021.3）

邀請部落客進行店家的採訪
，並在APP做滾動式露出宣
傳，並推出消費者優惠方案
。（透過鹽埕研究社理事長
，洽談合作店家達15家）

優點：店家資訊完整
缺點：需先加入APP支付
系統

星埕漫遊網
站

是一個高雄鹽埕與哈瑪星在地職人與品牌的選物網
站。
邀請有共同理念的店家及創作者進駐商品館，打造
網路與實體串連的服務

資訊彙整，對外宣傳 優點：店家資訊完整
缺點：點擊率較難掌握

參捌在地生
活網站

提供住宿、出版、市場活化...等各種創意規劃與生
活提案（原址為「正美新娘禮服公司」，2013年成
立的「叁捌旅居」民宿，如今轉型為「叁捌地方生
活」複合式空間）

資訊彙整，對外宣傳 優點：店家資訊完整，另
有臉書粉專輔助推廣
缺點：點擊率較難掌握



二、朝向團結經濟之行動策略

-實體經濟—知識經濟—文化經濟

-從參與到陪伴，再到韌性與永續



1) 引導能量流動、促進對話與資源交換整合：
-北鹽埕<-->南鹽埕；民間組織<-->公部門

2) 新增研究標的：
-臨港社區的記憶採集（港務局、船工、拆船廠等）、巷弄
經濟學（閒置公有空間盤點與活化）

3) 擴展社區夥伴：
-港史館MOU，舉辦工作坊、研討會、論壇、策展等

4) 引入永續港市議題：
-人文→生態；參與→陪伴；競爭→團結；創意→行動

5) 長期培力、陪伴與資源整合式展演計畫



藝術陪伴a：
築粹劇場駐港計畫

結合創意策展方法，以18場工作
坊（8月-1月）發展共創式展演



藝術陪伴b：
雲端陪伴計畫─港邊新情曲

COVID-19、WFH、三級警戒......你是不是也覺得 so lonely？
舊港區雲端陪伴計畫
聯合音樂藝術家/文字創作者/駁二駐村藝術家/在地店家，
以臨港生活記憶為主題，透過「聲音/音樂」“雲端陪伴”，
讓我們相約藝起漫遊雲端~

直播轉型（Youtube or Podcast）
1.音樂家談港都搭配曲目演出
2.港邊舊時聲景（聲景資料庫）搭配散文朗讀
3.閒置空間活化
4.劇場工作坊結合



藝術陪伴c：
社區策展2.0

藝術駐港耕耘，以人為本，到承納活動
的人本空間活化

-以鹽夏不夜埕為基礎，發展
藝術參與社會之整合性展演

-以智慧城市觀念應對社會議
題（ex:科技停車、可食地景、老齡照

護、疫情支援）

-延續社區策展方法，培養在
地人的文化能動性



長程（2022.07-）

-持續運用大學智庫整合地方網
絡與公、私部門資源，深化創
意港市及至未來社會安全網的
建構



前草區

社會與團結經濟
前草區——
開創地方價值與激發「創生場」



卡繆《瘟疫》

•「這一切無關乎英雄主義，而是一種正直。說出來可能會讓人
發笑，但我覺得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什麼叫作正直？」

•「我不知道一般人怎麼看，但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份。」



•透過大學文化資本的投入，與地方能動者展開橫跨經濟、社會、
制度和文化環境多元開創。

•進行前草地方價值的挖掘、報導、對話與開創(勞動價值的再
論述)。

•激發社區能動者現身，共同參與地方價值的建構與應用(前草
願景聯盟、前草踹共職人講堂、前草創創生活節等資源共享、
協作與開創的平台)。

•構築地方文化支援網絡與促進異業結盟，從而發展出具有自主
發展能量的「創生場」。

方法與策略



Karl Polanyi（1886-1964）《鉅變》(1944)

•最近歷史學及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發現是，就一般而言，人類的
經濟活動是附屬於其社會關係之下的。他不是為了保障持有物
質財物的個人利益而行動；他的行動是要保障自己的社會地位、
社會權力及社會資產。只有當這些物質財物能為他的目的服務
時，他才會重視它。生產及分配的過程並不與占有物品這個特
定的經濟利益相連結；相反的，這些過程裡的每一步驟都是配
合一些特殊的社會利益，這些利益驅使人們依某些特定的步驟
而行動。這類利益在一個小的狩獵或捕漁社群自然有異於一個
巨大的專制社會，但在這兩種社會中，經濟制度都是由非經濟
的動機所推動。



•產業面(前鎮漁港相關產業鍊、過去加工出口區與拆船業形成
的生活型態、大型購物中心) : 受疫情衝擊較小或已有因應對策。

•社區照護 : 市政府、社造團體、地方民代與企業形成保護網

•文教活動最受衝擊 : 在地中小學、社區大學、圖書館、補教業、
表演團體

前草地區疫情盤點



或許，疫情正好提供前草地區一個蹲下蓄力的機會



•數位培力

•願景共創

疫情中實踐「可持續
的發展」



• 協助鎮港園社區大學舉辦「有疫思生活」
系列活動

• 主辦前草踹共職人講堂3.0之抗疫周報

• 雲端前草創創生活節

數位培力



•興仁國中願景教室改造

•前鎮第二公有市場改造

願景共創



＃在地教育知識實體教室空間再造
＃開放Ｘ多元Ｘ技職教室
＃社區的新生創意空間想像

金爍爍
願景教室
再造計畫

教育現場前草味
Ｘ創新場域體驗

•呈現：

興仁國中

•預計合作單位：

和樂文化基金會

興仁國中

愛吠的狗



香共共

逛市場

•市場改造：
前鎮第二公有市場

•預計合作單位：
經發局
和樂文化基金會

微熟成音創基地
文藻大學

打開市場 X 場域再造 X 藝術展演行動



•目標 : 地方生態系(ecosystem)的再生→創生場

•再生所需的四個生態環境 : 
1) 包容・對話・協作的社群
2) 持續的挑戰共創
3) 下一代的教育
4) 未來願景

前草區小結



報告總結

1) 計畫團隊一邊推動計畫的進行，一邊也配合疫

情做滾動式的調整。

2) 配合「團結經濟」的主題，各團隊深化了對於

各個過渡社區的觀察。

3) 經濟不光是銷售與賺錢，更是一種人與人之間

形成網絡、交換情感與資源的方式。大學可以

在疫情期間團結經濟網絡的形成過程中，發揮

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