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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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行動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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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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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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城 



桃米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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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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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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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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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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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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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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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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 是陪伴不是輔導 

• 互利共好是核心、邁向國際是策略 

• 每個個案、部落，都有自己的步調。慢慢來，比較
快！ 

• 強化與外部資源連結的機會。 

• 部落傳承機制的建立刻不容緩(youth program)。 

• 沒有部落、社區會永遠站在浪頭。 

• 博士後研究員不穩定，易造成斷層。 

• 見面談吧！Line群組反而誤事 

• 台14線與台14甲發展不均衡 

• 公所、部落與產業發展不同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