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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案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110年「屏東明日之星─文化振興實踐地方設計力」文化論壇 

計畫 

主持人 
吳明榮 性別 男 

聯絡 

電話 
08-7360330 

實施期間 
110年2月9日核定日起 

至110年11月30日 

實施 

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 

屏東縣恆春鎮 

實際支出金額 1,777,778 

實際參

與活動

人數 

男：381 女：426 原計畫 

總經費 
1,777,778 

小計：807 

實際經費分攤

情形 

文化部補助：1,600,000元 

其他單位補助：0元 

附件 

※必備附件 

■結案報告書紙本、文宣品1式2份。 

■活動照片電子檔(jpg) 3張。 

■議題手冊紙本1式2份、電子檔。 

■結案報告書電子檔(PDF、WORD) 

□補助款預算與實支對照表(機關免附) 

□原始支出憑證(機關免附) 

※其他附件 

■報導剪報影本     份。 

■DVD或光碟片     片。 

□其他（         ） 

受補助單位 

 

屏東縣政府 

（請加蓋報告單位戳記或報告人印章） 

負責人 潘孟安 縣長 性別 男 

地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民間團體免填）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文化部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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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團隊成員： 

（一）專任、臨時人力之學經歷與執掌 

陳永森主任秘書 

 

現職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教授 

兼主任秘書兼任總務長 

學歷 
國立中興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 

專長 
都市與環境資源專題研究、都市更新與行銷、觀光地理、旅

遊規劃與導覽實務 

學術經歷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經營系兼任講師、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旅運管理系餐旅講座客座教授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兼任講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系兼任講師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臺灣地方產業經營學系兼任講師 

屏東縣社區大學講師 

簡光明院長 

 

現職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專長 
莊子學史、魏晉玄學、中國思想史、文學與電影、台灣

醫護文學 

經歷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暨共同科主任 

高雄大學綜合教學部兼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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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晉嘉教授 

 

現職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兼任教授 

中華民國城鄉環境規劃設計學會常務理事 

臺東縣政府文化資產審議委員(107-108) 

屏東縣政府公共藝術審議委員(107-108)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服務+文創

領域-計畫審查委員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私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學士 

專長 
文化產業分析，產業群聚分析，區域與都市規劃，政策分析

與評估，城鄉研究 

經歷 
多元文化產業推進器─屏東地方創生實踐計畫主持人 

2107全國文化會議諮詢委員 

靚靚六堆、國建計劃規劃調查歷史風華組研究員

(2017.7.15-2017.12.30) 

臺東縣106年度學習型城市地方諮詢委員 

黃文車副教授 

 
 

現職 
國立屏東大學人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專長 
台灣文學、民間文學、華人民俗與文化、廈語電影與歌

曲、閩南俗諺語歌謠、文藝創作。 

專書出版 
《東南亞家鄉記憶雙語故事繪本》6冊。屏東：屏東大學，2018

年1月。 

《2015走尋屏東公信仰文化論文集》  屏東：屏東縣政府，

2017年4月。 

《2016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研究論文集》

高雄：春暉出版社，2017年4月。 

《屏東文學青少年讀本》(新詩卷、小說卷、散文卷)  屏東：

屏東縣政府、國立屏東大學，2017年3月。 

《易地並聲：新加坡閩南語歌謠與廈語影音的在地發展

(1900-2015)》高雄：春暉出版社， 

《屏東縣閩南語民間文學集4：恆春半島歌謠輯》，高雄：春

暉出版社，2016年1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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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團隊、專家學者顧問簡介 

 

張漢寧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 

 

楊佳璋 

TDA台灣設計聯盟/理事長 

 

吳介民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長 

 

林昭廷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經理 

 
王明哲 

音樂工作者 

全美台灣人權音樂奉獻獎 

 

簡上仁 

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田園樂府樂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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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宜 

新古典室內樂團/藝術總監 

 

宋威穎 

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周琍敏 

合方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宗祐 

屏東演藝廳/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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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實施情形 

（一）活動執行情形 

1、文化講座 

（1）「島唄南方」文化講座 

  辦理講堂3場次，共計參與138人次。  

    透過跨空間領域、跨族群語言角度去思考歌謠傳唱與文化推廣意義。講師分別以各

自的經驗帶至恆春歌謠的文化發展，如王明哲講師透過歌曲傳唱，分享生命歷程各個階

段心境相符的歌曲，建立起自身與家鄉土地的情感連結，以最直接的歌曲傳唱，呈現與

土地的互動。簡上仁講師由台灣早期歷史帶入並說明台灣從早期就具有相當的世界觀。

闡述恆春民謠的緣起與交融影響，期許恆春民謠未來演進壯大，並推廣其文化價值。陳

欣宜講師則以「歌謠文化與當代藝術的跨域美學」為題，透夠自身跨域的專業，詮釋古

典樂結合文學、詩歌、舞台等展演藝術所展現的跨界美學。 

110 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 

 地 點：恆春鎮農會 2 樓大型會議室（恆春鎮恆南路 11 巷 2 弄 2 號） 

 主持人：簡光明（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引言人：黃文車（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時間 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致詞與介紹 

10:20-11:50 
場次一：土地的歌 

王明哲（音樂工作者/全美台灣人權音樂奉獻獎） 

11:50-12:0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2:00-13:30 午餐/午休。提供講師學員葷素便當 

13:30-15:00 
場次二：從恆春到世界 

簡上仁（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田園樂府樂團團長） 

15:00-15:1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5:10-15:20 茶敘交流 

15:20-16:50 
場次三：歌謠與古典音樂的交流 

陳欣宜（新古典室內樂團／藝術總監） 

16:50-17:0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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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活動引言致詞 活動引言致詞 

  

講者分享 講者分享 

  

講者分享 民眾提問互動 

  

活動合照 民眾提問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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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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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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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星村創生共學堂講座 

  辦理講堂4場次，共計參與288人次。  

 以交流實務經驗為主，採用分享與對話的交錯方式進行，以此機制產生互動與交流，

提升對談的務實性。林昭廷講師由高雄港區開發與設計分享介紹，延伸至勝利星村園區

及鄰近周邊規劃發展，以區域規劃角度分析勝利星村之產業發展可能性。張漢寧講師以

文化資產之延伸為案例分享，講述關於文化資產、產業資源等經由系統性創意加值，統

合地方文化產業力量，創造更多元價值。楊佳璋以美學設計案例分享，由公共工程美學、

城市設計美學、老屋新生等案例，期許每一位品牌經營者，都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社

會工作者」。吳介民講師由品牌識別設計規劃，延伸至品牌的情感象徵與定位，品牌溝

通對象不只是產品策略，而是企業的戰略，也是勝利星村發展的未來方針。 

110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 

   地 點：屏東縣政府青年學院-音樂廳（屏東市中山路 61號） 

   主持人：陳永森（國立屏東大學主任秘書） 

   引言人：葉晉嘉（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主任） 

時間 內容 

08:20-08:40 報到 

08:40-09:00 開幕致詞與介紹 

09:00-10:30 
場次一：產業鏈結與勝利星村 

林昭廷（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經理） 

10:30-10:4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0:40-12:10 
場次二：創意行銷與勝利星村 

張漢寧（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 

12:10-12:2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2:20-13:30 午餐/午休。提供講師學員葷素便當 

13:30-15:00 
場次三：設計美學與勝利星村 

楊佳璋（TDA台灣設計聯盟／理事長） 

15:00-15:1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5:10-15:30 茶敘交流 

15:30-17:00 
場次四：勝利星村識別與生活 

吳介民（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理事長） 

17:00-17:10 議題討論/提問與交流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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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活動引言致詞 活動引言致詞 

  

講者分享 講者分享 

  

講者分享 講者分享 

  

講師合照 民眾熱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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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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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工作坊 

  以文化工作坊形式，共辦理5場次工作坊。包含大樹下的咖啡館、星村願景工作坊、

跨界共生：「恆春半島藝文」工作坊。 

（1）大樹下的咖啡館與星村願景工作坊 

  辦理工作坊3場，共計參與105人次。 

  透過世界咖啡館類型的審議討論形式來蒐集居民對於文化發展的意見與想法，並歸

納整理居民對於文化議題所關注的面向及想法。 

11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永勝 5號 （屏東市永勝巷 5 號） 

   主持人：葉晉嘉（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主任） 

   工作坊講師：宋威穎（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時間 內容 

10:00-10:30 報到 

10:30-12:30 

場次一：大樹下咖啡館 

開幕致詞與介紹 

與會者選擇子議題討論與與桌長共同討論 

 

12:30-13:00 午餐/討論交流。提供講師學員葷素便當 

13:00-15:00 

場次二：星村願景工作坊（上） 

分組討論形成願景 

報告各組願景 

15:00-15:10 茶敘/交流 

15:10-17:10 

場次三：星村願景工作坊（下） 

提出行動方案 

綜合討論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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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活動引言致詞 活動引言致詞 

  

大場彙整與歸納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小組分享 

  

小組分享 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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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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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界共生：「恆春半島藝文」工作坊 

 辦理工作坊2場，共計參與78人次。 

 於半島歌謠基礎與推動過程中，在恆春藝文與民謠傳唱的基礎上，融入不同歷史與

空間藝文及歌謠作品，推動臺灣古典詩歌、現代詩文作品，以及臺灣在地原住民、閩南、

客家，和新住民的東南亞歌謠音樂、古典音樂等多元元素，進行論述、展演與推廣。 

1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地點：恆春鎮農會 2 樓大型會議室（恆春鎮恆南路 11 巷 2弄 2號） 

 主持人：陳永森（國立屏東大學主任秘書） 

 引言人：黃文車（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工作坊講師：宋威穎（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時間 內容 

09:50-10:20 報到 

10:20-10:30 開幕致詞與介紹 

10:30-12:30 
場次一：「歌謠˙Baladaの 唄」半島咖啡館 

與會者選擇子議題討論與與桌長共同討論 

12:30-13:30 午餐/討論交流。提供講師學員葷素便當 

13:30-15:30 

場次二：半島願景工作坊 

分組討論形成願景 

報告各組願景 

提出行動方案 

綜合討論 

15: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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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活動引言致詞 大場介紹與引題 

  

小組互動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小組分享 

  

小組分享 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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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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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屏東文化論壇 

 共計參與198人。 

 規劃延續數場工作坊結論探討後進行文化論壇之探討。並將政策與相關施政部門進

行對接對話。成員先針對前次公民咖啡館決議之構想分享想法，透過主持人協助從在地、

學界、產業界、公部門等不同面向，集思廣益勾勒出利害關係人並討論相關性，歸納出

策略原型。 

110年11月14日（星期日）13:30-17:00 

地點：屏東縣立圖書館總館－5樓演講廳（屏東市大連路69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屏東特色音樂演奏 青年弦樂四重奏｜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恆春歌謠傳唱｜屏東縣恆春鎮思想起民謠促進會 

勝利星村經典老歌｜自然綠樂團 

滿州歌謠傳唱｜屏東縣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14:30-14:50 長官來賓致詞 吳明榮｜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 

古源光｜國立屏東大學校長 

14:50-15:00 宣讀工作坊結論 陳永森｜國立屏東大學主任秘書 

15:00-15:10 議題引言 葉晉嘉｜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主任 

15:10-15:40 議題1： 

藝術與空間活化連結 

主持人 陳永森｜國立屏東大學主任秘書 

引言人 葉晉嘉｜國立屏東大學文創系系主任 

與談人 周琍敏｜合方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與談人 吳宗祐｜屏東演藝廳藝術總監 

15:40-16:00 中場休息 

16:00-16:30 議題2： 

勝利星村與半島歌謠 

品牌打造 

16:30-17:00 議題3： 

屏東藝文推廣與產業

發展 

17:00 賦歸/精緻餐盒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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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開場演出 開場演出 

  

開場演出 開場演出 

  

表演活動與嘉賓 民眾反應熱烈 

  

活動引言致詞 活動引言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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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工作坊成果彙整與思辯 議題引言 

  

議題交流討論 議題交流討論 

  

民眾提問互動 民眾提問互動 

 
活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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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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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議題手冊 

  各場次皆印製論壇手冊1式，於各場次活動前印製完畢並於活動當日提供予與會民

眾，相關內容如下列所示： 

製作尺寸：B5。 

裝訂：騎馬釘裝訂。 

印刷：封面彩色印刷，內頁黑白雙面印刷。 

內容：共計24頁。 

序 手冊內容 

1 計畫緣起 

2 計畫目標 

3 半島歌謠 

4 勝利星村 

5 屏東文化論壇 

6 防疫規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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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宣傳執行情形 

1. 主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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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傳短片 

 拍攝1支影片1分48秒(共108秒)，網路平臺撥放總觀看次數達4,7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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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新聞稿 

   共計2篇，依照勝利星村、恆春半島議題等分別論述。屏東縣政府及屏東大學審核

通過後發布。相關發布資訊如下： 

9 月 23日-文化振興實踐地方設計力 「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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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    邀您一起打造屏東文化品牌 

屏東縣政府  新聞稿 
 

發稿單位：文化處藝推科 

發稿日期：110年11月10日 

承辦人：吳立仁 

聯絡電話：08-7360330#531 

0919-681452 

  

「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    邀您一起打造屏東文化品牌 

近年來屏東縣能量飛速發展，屏北的勝利星村與屏南的半島歌謠成為著名的

屏東文化品牌。為了匯集公共意見，提出地方願景，屏東縣政府於11月14日於屏

東縣立圖書館總館演講廳舉辦「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歡迎各界踴躍參與。 

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與國立屏東大學合作推動「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

10月份已在勝利星村與恆春半島兩地共舉辦7場講座與5場工作坊，參與者包括在

地青年、社團協會、文創店家、藝文工作者等多元背景，以專家講座、分組共議

等方式，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喚起在地發聲，造就創生連結。 

「屏東明日之星」文化論壇11月14日下午2時揭幕，邀請周琍敏（合方創意

股份有限公司）、吳宗祐（屏東演藝廳藝術總監）與執行團隊國立屏東大學進行

對話與談，議題包括勝利星村與半島歌謠品牌打造、藝文推廣與產業發展、城市

美學與空間活化等，期待公民、在地社團與公部門間的交流互動，為屏東探求未

來的發展願景。 

活動為免費報名制，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jQAKL，詳細資訊請洽

(08)766-3800分機27505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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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cebook 

 創建 Facebook 粉絲專頁，名稱：110年「屏東明日之星：文化振興實踐地方設計力」

文化論壇。於 110年 9月開始不定期發送相關活動資訊。粉絲專頁網址：

https://lsw.pse.is/3nee85 

 其中2篇點讚總數總計超過300個讚。以臉書專頁於平時發布活動宣傳海報，活動預

告，活動報導。主視覺設計、宣傳短片、新聞稿等。 

9月24日按讚數486人。 11月4日按讚數4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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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outube宣傳 

 共計上傳19部系列活動影片，網址: https://reurl.cc/L7kp7e，頻道名稱為「屏

東藝遊」，為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官方經營之 Youtube 頻道，提供民眾可於未來任何時段

即時觀賞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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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成果： 

（一）以帶狀式系列活動，促進民眾參與文化政策發展 

 本系列活動共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講座」，預先找到屏東在地具藝文特色的

傳統文化，聚焦可探討的文化主題，針對文化主題，辦理7個場次講座，讓民眾提出文

化復興的想法共同交流；第二階段為「工作坊」，針對第一階段探討的文化議題，邀請

各地文史工作者、創意工作者，針對不同的文化議題，共同討論與合作，擬定地方文化

議題與願景目標，共辦理5場次工作坊活動；第三階段「文化論壇」，彙整第二階段專業

工作者的願景目標，辦理各個議題討論總結的交流，具體歸納未來各地文化的發展方式，

藉此歸納成功發展模式。三個階段的目的，第一階段在於議題共思（講座），第二階段

在於執行分析（工作坊），第三階段為文化論壇，重點在於歸納整理（整合交流），提出

具體方案供在地組織發展復振其傳統文化。 

（二）針對屏東地區族群文化發展推動議題討論 

 本次計畫以屏東南北之特色文化作為主題串聯，以屏東北部的的「勝利星村」，以

及屏東南部的「恆春半島-歌謠發展」推動作為主要文化議題討論。屏東的恆春民謠保

存與推動的經驗，即為一個政府推動藝文扎根與社區組織發展共創的成功例子。恆春民

謠演唱歷史悠久，是來自最基層的聲音，是泥土化過程最真實的呈現，唱詞扣人心弦，

打動人心，再加上渾然天成的地域環境景觀影響，因地制宜發展成各有特色的小調，如

滿州民謠、楓港老調與楓港小調，除了是彌足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外，更有著豐沛地草

根人文特色與唱詞語彙。恆春民謠的推動，於半島地區已有二十多個年頭，對照初期外

地民眾對民謠的陌生，直至今日登上國際表演藝術殿堂，到各地進行民謠的推動與展演

交流，終成為半島地區乃至屏東縣最引以自豪的傳統表演藝術之一，是一群對民謠熱衷

的當地協會、學校及公私部門合力推廣民謠多元發展與結合的成果。 

 屏東的發展與日本在南進基地的都市發展息息相關，南進需要有很多資源的移入、

軍事建設與城鎮的發展，屏東早期的都市計畫，就是依循南進的方向。勝利星村，早期

是飛行航空相關的居住的人口，把它移到這個地區來，勝利新村目前包括我們目前通稱

的成功區、勝利區、通海區與空翔區，儘管時代遷移，呈現不同的面貌，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重要的文化縮影的區域，也是目前屏東市中心最重要的亮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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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文化政策的推動脈絡，除了需要中央給予資源引導，地方的由下而上的文化政

策亦需要兼顧接地氣與創新思維，如今恆春民謠的保存與推動，一直到轉型成為半島歌

謠祭的過程，是屏東傳統文化轉型的亮眼成績，如能將此成功經驗，作為屏東縣其他社

區的參考，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做法。檢視屏東在地的文化環境，除了恆春民謠之外，

亦有許多深具文化底蘊的在地文化資財，然而這些無論是傳統文化、表演、工藝、民俗

等，在面對社會環境變遷的過程中，往往受到現代化的威脅而逐漸沒落，如何讓這些文

化再次受到關注，重新有機會扎根、萌芽與成長，是屏東文化在當前要積極因應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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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咖啡館形式辦理工作坊，讓民眾得以進行互動討論 

 透過類世界咖啡館(World Cafe)的審議討論形式來蒐集居民對於文化發展的意見

與想法，並歸納整理居民對於文化議題所關注的面向及想法。是在輕鬆氛圍之下，凝聚

集體智慧的方式，並規劃出多回合的議題提問，鼓勵參與者分享個人見地、積極聆聽，

吸納來自各領域的多元觀點，並整理出問題點。桌長需要維持良好的互動品質，創造一

個鼓勵參與者表達意見、相互尊重不同聲音的環境，同時也須具備快速匯整、歸納與會

者意見之能力。而參與人員則需要欣賞、聆聽他人想法，並勇敢貢獻自我意見。 

 公民咖啡館有七大原則，而此設計是為了使桌長能帶動有如核心流程般的對話，此

七大原則為：背景定調、營造出宜人好客的環境空間、探索真正重要的提問、鼓勵大家

踴躍貢獻己見、交流與連結上同的觀點、共同聆聽其中的模式觀點及更深層的問題、集

體心得的收成與分享。 

（四）辦理地方文化講座與屏東文化論壇 

  規劃延續數場工作坊結論探討後進行文化論壇之探討。並將政策與相關施政部門進

行對接對話。成員先針對前次公民咖啡館決議之構想分享想法，透過主持人協助從在地、

學界、產業界、公部門等不同面向，集思廣益勾勒出利害關係人並討論相關性，歸納出

策略原型。 

  不同的地方存在著屬於自己在地特有的文化議題，這是受到不同的文化脈絡與文化

環境變遷而來，本執行團隊認為應該籌組一個平台，持續關心在地所面臨的困境，並以

審議式民主精神作為運作機制的公共議題論壇。未來更應該將論壇視為常態性的模式持

續辦理，針對地方特有的背景、困境與機會，持續且深入的進行滾動式討論，並藉由這

個過程培養出在地的意見領袖，積極表達對於文化事務建言，讓文化的生命力得以融入

到生活中，被民眾所關懷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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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坊結論彙整 

大樹下的咖啡館與星村願景工作坊 

1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１、討論議題 

（一）如何讓勝利星村場域更具特色？ 

（二）如何讓更多民眾體驗星村生活？ 

二、建議對策 

（一）體驗星村生活 

1.打造體驗勝利星村生活的場域特色。 

2.由文化處向大眾徵稿，編寫劇本或駐地創作，結合影視產業。 

3.提供婚宴拍攝場地，結合美食推廣。 

4.一年四季星體驗 

(1)以四季為主題規劃體驗活動，打造老少咸宜的樂活、文創、休閒指標。 

(2)規劃特色分區的遊程，讓遊客來到星村都有不一樣的感動。 

(3)春天規劃「勝利時光機」，結合互動遊戲，讓人認識星村的發展脈絡。 

(4)夏天結合周遭的文化資產景點進行導覽，如演武場、驛前大和旅社、崇蘭蕭氏家廟

等，規劃書屋藝文展覽等。 

(5)秋天舉辦眷村飲食推廣、年度音樂祭。 

(6)冬天舉辦國際樂活節，不同特色商家串聯提供樂齡長居者的餐飲與服務。 

（二）打造星村支付系統，設立星村認同卡，民眾將錢存入系統，消費給予折扣優惠等。 

（三）在地童玩與飲食，加入保存行列。 

（四）植物與老屋的故事造冊，分類保存。 

（五）建議設置星村故事館，體驗特色童玩、飛行故事、眷村懷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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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共生：「恆春半島藝文」工作坊 

1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一、討論議題 

（一）民謠活動(包括半島歌謠祭與其他活動)的傳承與扎根目前如何？ 

（二）民謠推廣的行銷宣傳目前如何？如何擴大群眾參與？ 

（三）民謠推廣的交通與旅宿連結目前如何？ 

二、建議對策 

（一）傳承與扎根 

1.透過半島學校的參訪活動，培養學童認識在地文化。 

2.在尊重傳統之下增加創新元素，傳統與創新兼具，追求永續發展。 

3.規劃民謠演出活動的儀式感。 

4.強化在地歷史的認知。 

5.培養能夠深度解說民謠故事與歌詞內涵的師資。 

6.編輯多元語言的導覽手冊。 

7.恆春地方文化中心興建完成後，運用展示空間與演出空間，經常舉辦體驗、教學、月

琴演出等活動。 

（二）行銷宣傳與擴大參與 

1.善用網路傳播，以短片或社群形式推廣。 

2.發展在地文創商品。 

3.吸引親子同樂，提高家庭前來誘因。 

4.標誌性 Slogan的設計。 

5.限定限時發行多元伴手禮，利用在地產物，如港口茶、瓊麻、洋蔥、月桃等。 

（三）交通與旅宿 

1.建立特色文化觀光旅遊路線。 

2.民宿與旅行社結合在地業者，推出體驗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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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一）運用網路社群媒體活動訊息 

 本計畫於選定會議主題並邀請適當人選共同討論議題方向，並將同步進行參加共識

會議的民眾招募工作。論壇訊息的露出透過公開的途徑，以網路宣傳等方式，說明召開

審議式民主會議的目的與討論主題，徵求志願參加者。除了已經具備會議討論主題的專

門知識者之外，所有願意瞭解該議題並開闊胸襟來參與討論的民眾皆為本計畫之歡迎對

象。 

 近年來隨著對資訊科技之於民主發展的探討與日俱增，各種運用資訊科技於促進民

主形式之稱法更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惟就審議式民主所追求之跨越時空、即時溝通以

及廣泛的追求理想公共領域等目標而言，網際網路所特有的功能，的確更具備能體現審

議式民主價值之能力。本計畫在可讀性資料完成後，利用網際網路功能，推動網際審議

式民主之實施前推廣，其基本訴求在於促進廣泛參與可能性、擴展更開放的管道以提供

即時、非即時的資訊分享，甚至於會議前期保留非同期的一系列討論，使參與者有充裕

時間得以深思熟慮的閱讀並於會議中回應，並得以管理或保留特定的議題以供多元化的

參與及使用。透過網路推廣活動進一步闡述其四項重要的功能：(1)促成廣泛且具代表

性的參與、(2)參與者能獲得資訊與學習知識、(3)建議可能的互動式審議讓人們得以致

力於嚴格的慎思熟慮、(4)提供可靠的資訊來源，內容及決定是經由大眾與計畫執行之

辯論與考慮而來。 

（二）民眾樂見未來更多平台交流，以屏東特色作為公民討論議題 

 經過講座與工作坊活動之辦理，成功促進在地民眾得以有更多交流機會與平台運作，

本系列活動接造就在地的店家、社區、村里代表、在地協會、學生與公部門等各個不同

社群的交流與共融，經過數場的工作坊辦理，民眾除了逐漸了解公民討論的機制運作，

也更加能夠藉著系列活動的發展推動，了解自己所在環境的文化特色與其獨特性。 

 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公部門積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

年齡、性別、地域、族群、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本系列活動除了蒐集公民對於在

地文化議題的看法，研擬更符合在地需求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也藉此文化論壇保障地

方民眾文化參與、文化近用的基本文化權，讓民眾有更碰觸地方文化議題的機會，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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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多關心地方特色文化，凝聚居民對地方的向心力。 

（三）串聯南北文化特色，造就青銀共學交流 

    勝利星村與恆春的發展，前者以建築形式空間為特點，後者強調文化的傳承，兩者

如何和年輕人連結，並與產業和創生連結。藉著屏東大學的串連與發展，透過文化論壇

來聚焦。藉由文化包裝，讓屏東人及其他縣市、甚至外籍人士來到屏東，可以重新看見

屏東這個區域。屏東大學推動屏東學研究、累積足夠的能量，透過文化論壇，可以形成

未來經營策略；管理學院藉由相關調查報告，可以將新的管理思維導入，期使文化論壇

形成的建議更具有可行性。 

 藉由11月14日之屏東文化論壇之辦理，促成勝利星村、恆春半島、屏東青年學子之

音樂演奏與交流，亦藉由屏東在地專家以及外縣市產業相關專業人士與在地學者之交流，

共同串連屏東的文化特色與青銀共創與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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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一）因應疫情發展之相關時程規劃訂定明確作業流程 

 本案執行期間因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故所有活動時程皆因而延期，

本案亦為使活動辦理順利以及民眾得以全面推廣與傳播。故藉由線上同步直播之模式進

行活動影像傳遞，亦於各場活動之前查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標準，並於會場

及手冊當中標明防疫相關規定。 

 隨著疫情穩定以及各式活動適逢疫情期間，多數民眾皆能適應疫情之下的活動辦理

方式，如全程戴口罩、填寫健康聲明書、入場時量測體溫等，亦有民眾由被動告知，乃

至主動進行相關防疫措施。可見當地民眾因應疫情關係的自我調整。因而也將可藉歷次

活動辦理經驗，於未來活動規劃前皆能更有效且全面的進行防疫作業。有利往後各類型

活動辦理流程訂定。 

（二）持續性維持在地資源串聯與活絡 

 在地文化扎根有賴於長期持續之資源導入，本次辦理的講座、工作坊、文化論壇等

活動，皆不斷地能將各式資源、專家提議、在地觀點等訊息導入社區當地，本次活動以

數場次活動辦理之下，已逐步帶動當地文化議題之討論與互動，如勝利星村的鄰近住戶

與產業店家之間的良性互動，恆春及滿州地區的歌謠與觀光發展議題交流，皆造就不同

面向的成員能因本案提供的互動平台與場域而有互動溝通的機會。使當地資源能更加有

效的串聯活絡。而未來亦期望能有相關更加多元的活動內容，引入當地，甚至藉以於當

地環境發酵，使地區能夠自行良性互動討論，讓在地資源能持續提升與精進。 

（三）結合當地學界資源整合文化產業 

 地方文化發展推廣不僅須有產業及公部門的互動，經由產官學三界的相互影響更能

使在地文化更加發展推動，學界之專業師資以及培力能量之導入將能夠加有效促進當地

文化與產業的共融，人才培力的過程不僅於國中小階段基本素養的養成以外，當地大學

對於在地青年的創生培力亦是造就青年創業、青銀共創的重要契機，故藉由學界輔導文

化產業人才，並逐漸提升社區文化產業的發展，皆為未來長期推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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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案經費支出表 

經費項目 經費科目 
數

量 

單

位 
單價(元) 小計 備註 

A.人事費

用 
人事費 1 式 601,926 601,926 

包含計畫主持人、專案助理、臨

時人力及相關勞健保和勞退費

用: 
1.計畫主持費73,524元：計畫主持

人1位*6個月，統籌計劃任務，控

管計劃品質，並進行專業知識勘

誤；指導與監督工作人員進行相

關工作(單價12,254元中包含

2.11%補充保費)。 

2.協同主持費183,798元：3名協同

主持人*6個月，協助計畫執行(單

價10,211元中包含2.11%補充保

費) 

3.專任助理費268,122元： 1名專任

助理(月薪37,410，勞健保和勞退

7,277/月) *6個月，協助本計畫

執行、資料整理、行政聯繫與庶

務事項。 

4.兼任助理費76,482元：1名兼任助

理(12,747/月) *6個月，協助本

計畫執行、資料整理、行政聯繫

與庶務事項(單價12,747中含勞

健保和勞退2,747)。 

B.業務費

項下之場

地等費用 

行銷推廣

費 
1 式 10,000 10,000 活動宣傳及報名網頁之維護。 

攝影錄製

費 
1 式 150,000 150,000 

辦理活動過程攝錄影、影片剪輯(包

括宣傳影片、演講、工作坊及論壇

活動剪輯，以及成果影片) 

場地設備

費 
1 式 90,000 90,000 

含場地租借、設備租借及佈置: 
1. 場地設備佈置費70,000元:會議

及工作坊場地佈置費，包括音響

燈光、活動立牌和看板等主視覺

設計和輸出費等。(錄影設備購買

及租用) 

2. 場地使用費20,000元:活動場地

租借費用、租借桌椅費用、公共

意外責任險。 

餐點費 1 式 88,000 88,000 

包括會議、演講、工作坊及論壇等

活動舉辦，以及執行委員會議等之

茶水、便當、點心等費用及工作人

員誤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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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電費 1 式 8,000 8,000 
寄送活動相關文書資料、物品之郵

資。 

文具耗材

費 1 式 54,891 54,891 
活動所需辦公文具、電腦耗材等用

品。 

資料印製

及影印費 1 式 65,000 65,000 
活動海報、手冊及論壇相關資料和

文宣之印製、裝訂，影印。 

保險費 1 式 15,000 15,000 
執行計畫及辦理活動所需相關保險

費。 

C.業務費

項下之差

旅及交通

費 

國內旅費 1 式 50,000 50,000 

與本案相關事宜出差之交通補

助和住宿費-國內旅費50,000元: 
1. 工作人員差旅費，包括赴外縣巿

參加會議及工作坊、蒐集計畫資

料等與本案相關事宜出差之交通

補助和住宿費。 

2. 學者/專家諮詢交通補助和住宿

費，含演講、工作坊及論壇共約

16~20人次。附註：人次將視活動

舉辦情形為準；住宿費補助標準

為每人2000元。 

租車費 1 式 48,000 48,000 

本計畫業務所需搭乘之車輛-租
車費48,000元: 往返會議、講座、

工作坊及論壇舉辦地點之交通費，

租用巴士之來回車資、公共意外責

任險。(恆春場次6場) 

D.業務費

項下之出

席費、稿

費、鐘點

費及審查

費等 

主持費 1 式 28,591 28,591 

主持費28,000元:講座、工作坊及論

壇主持費，包括7場講座、5場工作

坊及2場論壇，共約14人次。(補充

保費28,000*2.11%=591) 

鐘點費 1 式 95,983 95,983 

鐘點費94,000元: 1.「講座」講師

費共約14小時(2小時*7場)、「工作

坊」講師費共約21小時(6小時*2場

+3小時*3場)及「論壇」講師費共約

12小時(6小時*2場)；以上三項鐘點

費，視實際執行情況互為流用。(補

充保費94,000*2.11%=1983) 

出席費 1 式 30,633 30,633 

專家學者會議出席費30,000元：

學者諮詢專家(包括會議、工作坊及

論壇)出席費，共約12人次。(補充

保費30,000*2.1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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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費 1 式 51,055 51,055 

會議手冊撰稿費、編稿校對、美術

設計稿費等(含每場文字紀要)；

50,000元。(補充保費

50,000*2.11%=1,055) 

工讀費/工

作費 
1 式 220,921 220,921 

1.協助執行計畫相關所需之臨時人

力費用179,200元(1,120小時

*160元) 

2.機關負擔之勞健保費37,940元：

每月聘任臨時人力40小時*每小

時160元=6,400元，機關每月應付

905(勞保)+450(勞退)=1,355

元，預計聘任4月*7人=28個月，

1,355×28=37,940元 

3.補充保費179,200*2.11%=3,781 

E.其他經

費 
一般雜支 1 式 169,778 169,778 

用於標案評選出席費、委員審查

費、會議差旅費等。 

 總     計   1,777,778元整 

✽文化部補助款160萬元，屏東縣政府配合款17萬7,778元。 

✽本案業務費項下各分支項目勻支流用。 

✽人事費用不與業務費勻支流用。 

總計：1,777,778元整 

（總計金額應與結案報告書「基本資料表」所載相同） 

文化部補助經費：（新臺幣）     1,600,000       元 

其他單位補助經費：（新臺幣）      0       元 

自籌經費：（新臺幣）      177,77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