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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3 場：地方創生與文化創新 

主持人：紀俊臣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講人：李明岳 處長／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與談人：方凱弘 副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王保鍵 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 

        廖先翔  新北市議員 

主持人紀俊臣院長總結如下： 

本場是以地方創生與文化創新為題目，由雲林縣政府的計劃處李處長擔任主講，

人，李處長花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詳細介紹雲林縣的在地創生的問題，尤其

對雲林縣，在年度建設預算嚴重的不足，大該只有一百零六億的經費，人口也逐

漸的老化的情況之下，來做一個介紹。 

面對這樣的情況，他仍提出他們有幾個文化創新的成就，比如說，口湖的台灣鯛，

古坑的咖啡，土庫的國際學旅，這些公私協力的成就，雲林縣政府主管局處，共

同來策進，各鄉鎮市的地方創生共識的努力，可以說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做出了

很大的貢獻，顯現一個由下而上的地方創生的運作機制，值得加以肯定。 

參與與談的學者專家，有世新大學的方凱弘，中央大學的王保鍵，以及我們趙副

校長，還有新竹市議員廖子齊，新北市議員廖先翔，及前任的厲耿桂芳議員等等。 

這些學者專家的意見，大概有幾個： 

1. 地方創生的議題，究竟是全國性的通案處理？還是個別縣市，依照個別特色

來處理？這是可以加以檢討的。 

2. 地方創生在人口問題的處理上，到底是要以全國人口的速度成長來考量呢？

還是就地方的縣市人口的流動，這樣的一個社會增加來考量？這個也是重大

問題。 

3. 地方創生需要個別籌措經費，但是中央各部會補助的經費，需要地方來配合，

以地方目前的現況，連配合款都沒有，所以地方創生的經費可能不足，造成

即使要教他們提案的話，他們也都不敢提出來，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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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創新固然在全國各縣市推動，但是各地方的大學，誠如剛剛我們章院長

所提到的，並沒有加以配合，所以這是我們未來在 USR 及 CSR 等等，可以

加以努力的，我也提出來，像雲林縣他有六輕，他就應該和六輕相結合，六

輕如果能夠相互支援的話，給他插入乾股，雲林縣的經費馬上就夠了。 

5. 地方創生需要永續發展，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從教育著手，我們現在的教

育是不是有和現況相結合？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再來就是怎麼樣來激勵地方發展，怎麼樣來鼓勵子女留在地方，可能大學相關的

設施也要配合，比如說減免學費，鼓勵子女就地就學等等，這對地方創生可能都

有幫助和貢獻，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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