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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青年好政系列-地方創生 x青年論壇結論報告 

 

場次：第三場 

討論議題：竹山青年返鄉創業及資源整合的問題與解決 

時間： 107年 8月 26日（星期日） 

地點：南投縣竹山鎮竹巢學堂 

 

壹. 現況及問題 

1. 依目前一些現行行動方案而言，我們發現普遍缺乏事前的資源盤點及資源

整合的行動，尤其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大面向： 

(1) 人口(在地、歸鄉、外來)、類別(青年、中壯年)  

(2) 特色(需求、供給)、需求(同質、產業結構)  

(3) 產業別(竹產業、農業、文化)、產業種(觀光、生態、代表)  

(4) 地方組織(民間、半政府) 

2. 針對竹山在地交通的問題： 

(1) 遊客來到竹山不知道機車、汽車停車格在哪。 

(2) 竹山公車班次尖峰時間約每小時一班車，離鋒時間約兩小時一班

車，造成搭乘不夠友善。 

(3) 除了南投知名景點(南投集集、水里...等外)，來到竹山不知道去哪裡

租借機車或腳踏車。 

(4) 人車爭道。 

3. 針對竹山地方資訊、平臺及行銷問題： 

(1) 地方資訊的相關平臺太多太雜、欠缺整合，反而無法聚焦，同時某

些資訊沒有定期公開、缺乏透明性（如閒置的公共空間使用情形及

閒置狀態）。又因為網路科技發達，現有的資訊交換管道多屬於網

路平臺，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導致人與人之間少了很多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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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也因為高齡者比較不擅於使用 3C產品，在地新舊世代的溝通越

發嚴重。在地的民眾意見不容易被重視，缺乏一個較具中立性或去

中心化的意見溝通平臺。 

(2) 來到竹山旅遊時不知道哪裡有好吃、好玩的。不像臺南有完善的宣

傳網絡，網路蒐集就知道哪裡有好吃、好玩的，加上南投竹山觀光

局資料過於老舊，沒有即時更新。 

4. 針對竹山產業發展問題： 

(1) 竹山其實並不是產業沒特色，而是沒將產業做全面性的規劃。 

(2) 雖說竹山會有遊客進來，但大都只是路過，無法長時間停留在竹山。 

(3) 竹山擁有許多傳統文化，但無法有系統地延續下去，看不到未來性。 

5. 針對教育、人才培育與發展問題： 

(1) 有許多隔代教養與外配二代的教育問題，家庭關係的連結性相對薄

弱，也間接導致青年們到了大學以後就容易選擇留在都市。 

(2) 人才培育不足 

A. 和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的時候，需要同時考量專業性和鄰近

性，常常這兩個項目很少能夠同時滿足地方的需求。 

B. 目前缺乏對於地方在地知識的整合，許多知識存在但是不被知

道。這些知識缺乏讓外界認知以及認識的管道。 

C.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論是時間或是人力等等，都會對於不同

的人才培育產生了排擠效應。 

D. 在地創業者缺乏產品銷售與生存的技能，缺乏相關專業輔導資源

投入培力。 

(3) 人才單一扁平化 

A. 目前既有的學校教育著重於理論，缺乏對於在地實務的脈絡性了

解，學生所能知道以及接觸到太過於片面，不夠接地氣以及了解

地方的需求，並因地制宜的做出調整。 

B. 許多青年不只缺乏對地方的了解，更缺乏對於地方的認同，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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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從自己的知識下手，而缺乏對於地方的參與感。 

C. 許多青年不確定自己的方向，也不清楚自己要發展什麼專題或主

題，缺乏旁人給予建議或是價值的建構，除了能力外，更需要了

解自己為什麼需要及自己想要做什麼。 

6. 針對在地人與環境問題： 

(1) 地方政治上位者雖有提出發展面向，但在地民眾不清楚發展的遠景，

也影響在地人對自己跟地方沒有信心，找不到可以從地方自我發展的

價值，容易流於安逸度日，對於發展較無企圖心，且在地人自己對竹

山的認識就普遍不足了，竹山的在地教育需再加強。 

(2) 地方法治觀念薄弱，不管是公共安全或交通規則、廣告牌亂立，甚至

新聞媒體報導黑道橫行，槍擊、擄人等社會案件讓大家對竹山產生負

面印象，而忘記美好的正面竹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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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解決對策與建議 

1. 在執行任何方案之前建議做好所有資源盤點之工作，後續再依照實際需

求整合各方資源，讓資源做到最好利用（而相關現況及問題有關盤點資

源的部份需將整合盤點的結論納入未來平台相關資訊提供的設計參

考），而我們建議執行內容如下： 

(1) 人口部份，除官方網頁提供既有類別外，建議可結合稅務資訊盤點

收入所得並以級距分布，可供有資金需求人員運用。 

(2) 專業人才部分，可盤點竹山在外工作之專業人才。(如和學校搭配合

作，使用校友資料庫)  

(3) 在民間組織盤點部分，建議可以利用空中大學或社大開課，培訓專

業制工作人才，協助盤點民間及相關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等非官方

組織。 

(4) 觀光交通資源盤點，觀光部分，如景點位置、交通路線、方式、住

宿；交通則為盤點如火車、客運、計程車...等資源。  

(5) 盤點閒置空間，以及私人住所，這部分可讓有空間需求的人了解何

地可租借以及向誰租借。  

(6) 盤點農產品資源，如農作物種類、面積、各產季量...等等，便於農

民了解何時可種植季節性產品及相關資源。 

2. 針對竹山在地交通的問題，我們建議： 

(1) 南投縣觀光網應整合各縣市大眾運輸抵達竹山的方式，以利觀光客

參考。 

(2) 因應不同對象的需求發行手機版、實體版地圖（內容可為汽機車停

車格、在地老店、熱門景點...等），同時在路上設立明顯路標，提

醒遊客哪裡有汽機車停車格。公部門的網站連結要確實落實，並即

時更新交通資訊。也可設立腳踏車的租借點，讓竹山鎮內的交通移

動方式多一種選擇。 

3. 針對竹山地方資訊、平臺及行銷問題，我們建議： 



5 

(1) 活動資訊整合可以透過公所以及在地民代們所收到的在地相關資訊

彙整，並從中整理出可以分享給在地民眾及遊客的資訊，透過政府

網站或相關平臺做宣傳。 

(2) 相關的資訊平臺多，要有利害關係才會有人願意整合，由政府去做

又怕立場有偏頗，認為目前可以做的應該是針對在地活動資訊的整

合，或針對觀光相關的資訊整合。 

(3) 在地活動的宣傳目前依靠網路平臺，但由於地方人口老化，所以也

必須依靠傳統人對人的宣傳方式做加強，可以透過鄰里長及社區發

展協會共同宣傳。 

(4) 藉由來往竹山的公車車身、學校（國中小、高中、大專院校）校園

公佈欄、facebook、Line、instagram、PTT 社群網站...等做為行銷宣

傳媒介，亦可透過實體化的季刊方式，放置於便利商店、鄉鎮市公

所或南投知名景點，增加相關資訊的曝光機會。 

4. 針對竹山產業發展問題，我們建議： 

(1) 增加建案規劃（如：金門 BOT 案，有亞洲最大的電影院，可增加遊

客在當地停留時間) ；規畫特別旅遊路線。 

(2) 傳統結合在地創新，將傳統再延伸 。 

5. 針對教育、人才培育與發展問題： 

(1) 可以與大專院校合作開設課程，引進更多關於地方的了解，透過學

校和地方的合作進而帶動地方的發展，並且在學校的課程中培育出

地方所需要的多元人才。 

(2) 地方和在地高中進行合作，如服務的認證或是找尋在地高中的社團

進行合作活動，進而帶動在地高中學生對於地方的參與感和認同，

以強化他們對於地方的認知，在日後即使離鄉去大學就讀，也是對

於地方有一份認同感。 

(3) 地方和學校合作設立撰寫計畫書課程，學生可以透過計畫書的撰寫

來了解自己的方向和主題，並且透過撰寫專題計畫書培育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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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能力。地方將會成立諮詢團，對於學生所撰寫的計劃書給予建

議和反饋，讓學生更了解地方的需求和歷史文化脈絡。 

(4) 讓縣府、鎮公所作為指導單位，結合社區大學、協會、文史工作室

成立講師團隊並且規劃課程來教導技術或是文化，而這些課程都會

是由地方政府所認證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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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與行動方案 

依據解決對策與建議，與會青年選定部分較具有可行性及重要性之對策擬定具

體行動方案後，依照可行性及重要性進行票選並針對方案做意見補充，依據得

票多寡依序排列如下： 

排序 

得票 

方案內容 補充意見 

第一名 

10票 

在執行任何方案之前建議做好所有資源盤點之工作，後

續再依照實際需求整合各方資源，讓資源做到做好利

用，而我們建議執行內容如下： 

1. 人口部份，除官方網頁提供既有類別外，建議可結

合稅務資訊盤點收入所得並以級距分布，可使有資

金需求人員運用。  

2. 專業人才部分，可盤點竹山在外工作之專業人才。

(如和學校搭配合作，使用校友資料庫)  

3. 在民間組織盤點部分，建議可以利用空中大學或社

大開課，培訓專業制工作人才，協助盤點民間及相

關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等非官方組織。  

4. 觀光及交通資源盤點，觀光部分，如景點位置、交

通路線、方式、住宿；交通則為盤點如火車、客

運、計程車...等資源。  

5. 盤點閒置空間，以及私人住所，這部分可讓有空間

需求的人了解何地可租借以及向誰租借。  

6. 盤點農產品資源，如農作物種類、面積、各產季

量...等等，便於農民了解何時可種植季節性產品及

相關資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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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得票 

方案內容 補充意見 

第二名 

9票 

實施竹山人才培育計畫。 

1.地方端合作夥伴將負責開辦時數認證課程，這課程

會依據參與的合作單位不同而有不同內容，可能是

手工藝或是文化傳承等不同面向的課程，讓地方精

神更容易被人所了解。而這些課程都將會由地方政

府給予時數認證；另外地方端的合作夥伴將分為專

業授課、行政事務、課程執行等三種不同面向的工

作，依據課程性質的不同，由主辦單位來協商調

整。 

2.主辦單位將透過地方端和在地高中合作，透過給予

在地高中生服務時數的認證，讓高中生透過服務來

參與課程活動，協助課程辦理，並且也提供機會讓

高中生可以接觸到這些不同主題的課程。 

3.主辦單位協助媒合地方端和大學合作開設專案學

程。該專案學程會包含多元能力的培育（如行銷、

專業技術等不同能力）以及對於地方了解的介紹，

並且有開設專案計畫書撰寫的課程，讓修習該學程

的學生可以嘗試撰寫屬於自己的專題計畫，並透過

這些計畫找尋和地方發展的契機點。 

4.主辦單位媒合地方端成立地方諮詢團，對學生所提

出的專題計畫給予建議和回饋，讓地方需求和學生

構想能夠更接近，也同時間拉近學生和地方的距

離。 

1. 建議透過去

中心化平臺

（例如 G0V

零時政府）

媒合真正專

業人才（如

唐鳳），經

由共同執行

專門針對竹

山的前瞻性

專案計畫，

來對在地人

才達到陪伴

並進而促使

自立，為竹

山帶來永續

發展。 

2. 加入國中小

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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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得票 

方案內容 補充意見 

第三名 

6票 

觀光交通資訊整合：南投縣觀光網應整理各縣市觀光客

可抵達竹山之大眾運輸交通方式，並提供抵達竹山後的

在地交通資訊(比如:免費的腳踏車租借管道、附近的汽

機車租借店家…等)以利觀光客參考。 

居民希望政府

能協助的部

分：竹山大眾

運輸交通不

便，阻礙竹山

的發展，請求

臺鐵能夠重視

竹山，增設竹

山火車站路

線，勿讓竹山

成為臺鐵棄

兒。 

第三名 

6票 

針對加長來竹山旅客的停留時間。 

1. 規劃旅遊路線，建議特色路線如宗教、美食、古蹟

動線...等等。 

2. 舉辦體驗營，如採竹筍、做牙刷 DIY（以能體驗在

地文化又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為準）。 

無 

第四名 

1票 

在地活動資訊整合宣傳：透過在地公所及民代辦公室，

收集整合可公開的活動資訊，建立以竹山為主的活動分

享網路管道，對在地長者的宣傳方式則在資訊整合後，

透過林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作人對人的宣傳。 

無 

第四名 

1票 

民宿資訊整合公開：輔導新舊民宿業者上網填寫登錄相

關資訊，公布於政府相關網站(如:公所、觀光局…)以

利觀光客參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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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得票 

方案內容 補充意見 

第四名 

1票 

針對行銷不足相關問題提出的具體方案 

藉由開往竹山 OR開出竹山公車車身做到宣傳。 

藉由學校(國中小、高中、大學)校園公佈欄做到宣傳。 

發行實體化季刊，放置於便利商店、鄉鎮市公所、南投

知名景點...等。 

利用 FB、LINE、IG、PTT等社群網站宣傳。 

無 

0票 增加建案規劃，依規模分為大與小。 

大建案：辦竹山鎮公投並看民意來做決定。 

小建案：回收古厝再招標租出去，讓青年更願意去創業

（使青年沒那麼大的資金壓力）。 

無 

0票 以社群媒體方式，例如找竹山在地人來拍攝微電影，讓

在地青年感受到竹山的發展性。 

無 

0票 針對交通相關問題提出的具體方案。 

發行實體版、手機版地圖，內有明確汽機車停車格、在

地老店、熱門景點等位置。 

成立腳踏車租借點。 

設立明顯指示路標，提醒遊客哪裡有汽機車停車格。 

公部門網站連結落實，做到即時更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