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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創⽣」⼀詞的概念源⾃於⽇本，因近年來城鄉差距逐漸嚴
重、都市化愈加顯著，為振興地⽅產業、讓⼈⼝回流，中⼼思想由
「產、地、⼈」三位⼀體，⽬標是透過當地特⾊發展當地獨特產
業，改善⼈⼝減少的政策。

⽽台灣也將2019年公布為「台灣地⽅創⽣元年」，希望借鑑及參考
⽇本地⽅創⽣的成功案例，以達到台灣內部城市減壓、城鄉資源均
衡的⽬標。

地⽅創⽣的操作⽅式千萬種，沒有特定的答案或做法，⽽實際上，
⼜有什麼是台灣可以借鏡和學習的地⽅，是本次計畫的⽬的。

計畫⽬的

計畫�容

參與⼀場地⽅創⽣計畫
產出12篇相關⽂章，總閱覽數⼤於12,000+
跨⽂化交流活動

不只是觀光旅遊，更要深⼊學習當地⽂化



計畫成果

所遇瓶頸

在暑假時前往新潟縣的佐渡島移居，參與了   World Unite！所舉辦的
地⽅創⽣活動，雖然當時有寄信確認活動內容，不過到當地參與⼀
週後才發現整體活動是屬於體驗教育型，成員也多為⽇語不通的外
國⼈及⽇本⾼中⽣，輸⼊的多但輸出的少，和⾃⼰想做的⽅向不
同，但當時暑假也快結束，很難再次進⾏其他地⽅組織的⾯試和⻑
時間逗留。

關於我當時在佐渡島看⾒的⼀些地⽅創⽣案例可以參考⽅格⼦⽂章
：探訪⽇本地⽅創⽣ ― ― 新潟縣佐渡島

解決⽅案

於是在⼗⼀⽉開始，透過 PROJECT INDEX 網站⾯試了 淡路ラボ
(Lab) 的實習⽣，該組織是⼀個 NPO 共創平台，屬於⼤正⼤學相關
的⼤學創業公司，招集各地年輕⼈及企業共同發想企劃及實⾏。

把握春假移居淡路島⼀個⽉，和其他的⽇本⼤學⽣們⼀同透過地⽅
創⽣的⼊⼝，更了解地⽅產業以及共同為地⽅努⼒。

World Unite！

https://vocus.cc/article/634f9d80fd89780001bfadba
https://www.project-index.jp/
https://awajilab.jp/


⼀、淡路島地⽅創⽣

12⽉⾯試結束確認錄取後，是以線上開會的⽅式和討論，2⽉中實際
移居淡路島⼀個⽉，參與當地地⽅創⽣活動企劃，和三名淡路 Lab
的⼯作⼈員協作，以「⾷」為主題，安排淡路島的⼀⽇旅遊。

淡路 Lab 所主導「淡路島で2025年までに100のプロジェクトを創
出! 」這個企劃是為了因應 2025 關西萬博會的到來，到時能夠吸引
外國觀光遊客前往淡路島旅遊所規劃的「裏万博」，⽬標是在2025
年以前透過創造出 100 個不同的創意企劃及觀光⾏程，讓國內外遊
客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度更認識淡路島。

⽽我這次所參與負責的，這⼀百個企劃之中屬於インバウンド（外
國觀光的集客）的企劃⸺「淡路島と世界を繋ぐプロジェクト（串
起淡路島和世界連結之企劃）」，最後邀請了 11 名關西地區的外國
⼈實際進⾏旅遊體驗並給予修正的意⾒回饋。

計畫成果

100のプロジェクト

https://awajilab.jp/posts/eu9FlN3B


⽇期：2023年3⽉11⽇

以「⾷」為主題，和淡路島在地商家洽談合作，透過店家所提供的
在地的特選⾷材以及各式活動，讓外來遊客進⽽更了解淡路島。

⽬的：
想讓從世界各地前來參與萬博會、被最新科技⻑時間沐浴的⼈們，
能夠在活動會場鄰近的淡路島上，透過當地獨特的⼤⾃然景⾊及美
味的天然⾷材，達到⼼靈上的洗滌。

⾏程：
09:30 東浦巴⼠站集合
10:00 淡路 BRAVE OCEANS 棒球體驗*1
12:00 興隆寺 板⽊池 午餐時間
15:00 ⼟地美術館 SHIDO 美術⾒學、傳統泥牆職⼈體驗
16:30 多賀の浜海⽔浴場 ⼣陽下的沙灘瑜伽
17:30 東浦巴⼠站解散

*1 後更改為前往有機市集「島の⾷卓（島的餐桌）」

計畫成果

淡路島當地⾷材便當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organic_market/


計畫成果
突發狀況

就在⼀切都安排好，宣傳及報名⼈數也確認完畢，再隔兩天就要實
際出遊的時候，突然接到了棒球隊的來電，球隊教練告知我們：因
為他們有⼀批新球員的加⼊，需要多花時間在培訓上，請我們將體
驗內容的時間縮短，以利他們進⾏練習。「剩下的時間該如何填
滿？」是我們的⾸要課題，眼看剩下不到 48 ⼩時活動就要開始，實
在很難再快速聯繫另⼀個團體特地為我們無償提供場地和體驗活
動。
不過我們⾮常幸運，剛好遇到了淡路島內幾乎每個⽉會舉辦有機市
集「島の⾷卓（島的餐桌）」，正巧也是我們活動體驗的當天，最
後我們決定直接取消棒球體驗，轉⽽前往這個匯集了淡路島在地⾷
材的市集活動，也意外的讓整體活動更呼應「⾷」這個⼤主軸。

島の⾷卓（島的餐桌）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organic_market/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organic_market/


計畫成果
活動檢討

翻譯問題
覺得⽐較可惜的地⽅是在美術館時，較難在翻譯中⽤呈現這些⽇式
傳統技藝的寓意，這部分之後會希望在館內放置更完整的英⽂介
紹、以及更熟捻這些⽇本傳統美學的紙本和隨⾏翻譯。

⾏程表尺⼨問題
當天發放的是A4⼤⼩的⾏程本，內含有英⽂版本的當⽇活動及景點
介紹，不過實際邊活動中發現A4尺⼨太⼤，並不好攜帶，並且有些
⼈是不習慣帶隨⾝⼩包的，整趟拿著較不⽅便。

⼟產問題
午餐時間中，因準備了許多淡路島才有的當地美⾷及點⼼，有成員
很喜歡這些淡路島⼟特產，並反映希望可以購買這些淡路島當地特
產帶回家跟朋友分享，後續需討論是現場備⼀些販售，抑或準備當
地⼟特產⼩禮包，讓⼤家可以帶回家和家⼈朋友⼀同享⽤。

詳細當天活動內容請參考⽅格⼦⽂章：
《淡路島地⽅創⽣》#vol 6 #我所看⾒的淡路島
影⽚：淡路島と世界を繋ぐプロジェクト

⼿冊尺⼨問題

https://vocus.cc/article/6423eaa9fd897800011634f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LtU_CZtA4


⼆、台⽇交流感謝會

這⼀個⽉中，除了上述的和淡路 Lab ⼀同策劃的⼀⽇旅遊外，同時
也和其他三名實習⽣共同隸屬於在地⽊材建築企業 Takabe Home�s,
該企業中負責和我們接洽的也是過去曾透過淡路 Lab 實習⽣來到淡
路島，進⽽留在這家企業、在淡路島⼯作的前輩們。每週都會和前
輩們個別開會，聊聊來到淡路島後對於地⽅想法的改變等等，⽽我
也提議負責經營了第⼀個⾯向華語圈，介紹淡路島的Instagram, 幾
乎每天都有更新，除了我們之外，⽬前並沒有看到其他中⽂介紹淡
路島的類似帳號。

在離開淡路島前，實習⽣們舉辦了兩場感謝會，感謝這⼀個多⽉所
受到的照顧，⽽我⾝為唯⼀⼀位外國實習⽣，同時也是唯⼀⼀位台
灣⼈，當然不能錯過機會宣揚台灣美⾷！在營⽕晚會和咖哩派對的
感謝會中，分別在活動中做了台灣美⾷「蔥抓餅」以及「芋圓紅⾖
⾖花」，並且製作菜單加以說明。

此外，在這⼀個⽉中⾃⼰真的和「⾷」有了更深⼀層的關係，不僅
是旅遊企劃抑或是交流感謝會，這項稱之為「⾷」的魔法，不僅能
越過國界，更能讓⼤家看⾒淡路島、讓⼤家看⾒台灣。

營⽕晚會、蔥抓餅

⾖花、咖哩派對 菜單



三、數據成果

產出 15 篇相關⽂章於 Vocus ⽅格⼦
閱覽數：684
經營淡路島地⽅創⽣ Instagram(awaji_travel_ch)
向外國⼈（華語圈）介紹淡路島美⾷及觀光景點，貼⽂ 26 篇
閱覽數：7,985
旅遊 Instagram(douxxyu)⽇本各地觀光旅遊短影⽚ 5 ⽀
閱覽數：8,603
總閱覽⼈數：17,272

Instagram
(awaji_travel_ch)

Vocus ⽅格⼦

Instagram(awaji_travel_ch)

Instagram(douxxyu)

https://vocus.cc/user/@arielchan922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travel_ch/
https://www.instagram.com/douxxyu/reels/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travel_ch/
https://www.instagram.com/awaji_travel_ch/
https://www.instagram.com/douxxyu/reels/


四、經費規劃

原先

實際

差異：
原先是想參與法政⼤學所舉辦的企劃（僅三天兩夜），不過後續因
想更深⼊體驗當地，因此決定移居⼀個⽉，增加費⽤為事前沒有預
估到的⽔電⽣活雜⽀、當地活動費⽤以及佐渡島交通費⽤。



�結
#第⼀步是勇敢

我想，跑到⼀個完全不知道的島上，和⼀群完全不認識的⼈們第⼀
天⾒⾯就直接住在⼀起⼀個⽉，應該也算是⼀個挑戰吧！⾄少對我
⽽⾔，⼀開始真的緊張到不⾏，深怕因為⾃⾝舉動可能會不符合當
地習俗等等狀況，被認為不禮貌或格格不⼊。

但在整個過程中，真的可以很真誠地感受到⼤家都⾮常的友善且溫
柔，和短時間的觀光客不同，透過淡路 Lab 實習⽣的管道，我們深
⼊當地公司學習、了解當地企業、花時間和整座島相處，編排⼀⽇
旅遊的秘境及美⾷，不僅收穫了很多短暫駐⾜得不到的當地知識和
體驗，也因為⼀整個⽉24⼩時朝⼣相處，所以實習⽣的⼤家們感情
格外要好，收穫了很多好朋友。

最後我們七名實習⽣中，有兩位實習⽣決定要繼續留在⾃⾝所屬的
實習公司，為公司及淡路島貢獻⼼⼒，成為⻑期的青年移居⼈⼝，
不僅如此，我們也和原先屬於淡路 Lab 實習⽣，現在在淡路島⼯作
的前輩們交流，他們也提到有愈來愈多學⽣和新鮮社會⼈，在⼈⽣
感到迷茫時，透過淡路 Lab 的實習⾝份認識這個美麗的島進⽽⻑期
移居，增加淡路島當地的⼈⼝數，期待更多青年學⼦留在地⽅為地
⽅投⼊⼼⼒。

淡路Lab 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