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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村白皮書



三農：農業、農民、農村

(農業+農民)×N=農村嗎？



農村社會網絡
農業就業人口為核心



農村人口老化需要青年返鄉…
要先理解農村社會的依存關係

農業勞動力往城市移動，農
村非農業人口也無法生存

鼓勵青年返鄉務農，缺少農
村其他專業支持也難永續



 鼓勵各種領域專業人才跨域整合投入農村，參與產業發
展、文化技藝傳承、環境永續、體驗教育及共享經濟等
議題。

農村

農業
技術
培育

其他領
域技術
導入

農民學院

青農融資

青農交流

環境景觀

觀光餐旅

資訊科技

行銷推廣

文化傳承

生物科技

人文關懷

水保局青年輔導的任務



看見農村的機會

便利的交通 普及的網路 科技的應用 價值的追求

 服務範圍與空間限制的消失
 新技術新職業新需求的出現



回饋 實踐

認識

探索

發想



水保局引動青年參與農村事務
想洄就洄：有心隨時可以開始…

大專生

認識 探索 發想 實踐 回饋

校園實踐共創計畫

大專生洄游農STAY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青年回鄉行動計畫-洄游行動組

青年回留農村/青年回鄉行動計畫

農村社區產業企業化輔導

對象/計畫別

大專院校老師

青年

社區夥伴

接觸農村五
大步驟



青年回鄉行動獎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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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滬文化菊島再生-楊馥慈

團隊為澎湖在地青年，因關注家鄉青年越來越疏離地方人化，澎湖人
昔日賴以維生特有的潮間漁法沒落，從「石滬修復技法紀錄」與「復
興澎湖潮間漁法體驗」到現在以「澎湖石滬服務平台」為目標，培育
青年匠師、設計環境體驗教育的創新模式，計畫執行至今已累積百位
親子、青年參與石滬的修復，更連結博幼基金會做在地回饋，教育在
地兒童從小了解祖先的傳統百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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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鏈養殖
自品牌創立

養殖技術傳授
媒合學校合作

串漁業上下游
舉辦產地餐桌

張博仁-串連漁產業上下游
創造青年回鄉契機

鏈結產業觀光

文化宣傳基地

整合生產者透過生產者自我責任

保證機制下的銷售平台管道



村是遊戲小島-山村崎想-林建叡



解
決
&
執
行
策
略

執行策略解決策略

 建立尋人啓室的知名度，

讓外界知道我們的理想

 建立尋人啓室與其他城鄉資源

的連結，提升未來合作的機會

 突破過去城鄉關係的框架，

發展創新的城鄉服務模式

十份里議題

 偏鄉地區缺乏規劃人才
 地方產業缺乏行銷人才
 魚塭體驗遊程缺乏人力經營
 魚塭發展光電的議題

服務

產業

 聚落關係落差議題
 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生態與生產共存的議題

社會

環境

 漁業斷層議題
 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生態與生產共存的議題
 聚落關係落差議題
 偏鄉小學的發展議題

產業

環境

社會

生活

 養殖水產品質好、養殖密度低，
但市場鑑別度不高

 偏鄉地區缺乏規劃人才
 地方產業缺乏行銷人才
 魚塭體驗遊程缺乏人力經營
 城鄉資源的不均與落差

產業

服務

資源

 建立據點，打造適合青年工作的空間

 與地方人士建立關係，提供他們規劃專業

 盤點在地資源，瞭解十份里空間、產業、

生態、社群、聚落…..等各種資源

 與在地小學合作設計課程，

結合地方環境、社區與產業

 透過課程提升學童對家鄉產業的認識，

培養認同感

 直接與地方唯一的小學合作，

可突破四聚落各自為政的情況

扮演

城鄉經紀人

角色

設立
尋人啓室據點

盤點在地資源

推動七股
地方產業教育

建立
城鄉串聯的基礎

城鄉服務模式
發展與試驗

林筱菁-打造食魚教育城鄉服務新模式

建立新創實驗基地青年創生



服
務
模
式

直
接
販
售

食魚教育體驗活動

食魚教育
課程

學校

漁村 產業
時空

文化

主角水產

漁業知識

在地產業認同教育

特色課程

水產
商品

餐飲
業者

養殖
漁民

課程
教材

文創
商品

一般
大眾

單位

服務/產品

Input/output

互利合作

知識供給

服務模式



Rural UP!

創造自我價值 發揮社會影響力
找到自己的位子，成為重新聯結農村社會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