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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社區暨部落計畫規劃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4月8日 (星期四) 上午10點00分 

貳、會議地點：本中心第一會議室（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姚召集人仁寬 

肆、出席委員：林委員書豪、黃委員約農(前述為外聘委員)，其餘詳如簽到表 

伍、書面委員：彭委員仁鴻、王委員婉璇 

陸、列席人員：陳靜汝、謝芳玫 

柒、會議記錄：陳靜汝 

捌、會議摘要： 

一、 社區工藝計畫： 

(一) 社區串連在地週邊相關單位，規劃在地工藝深度旅行，藉由跨域合作模式，

邀請企業下鄉、學術教育界到工藝產地體驗，並應用社區產品展銷點搭配遊

程服務體驗，讓旅客回流再訪產地，增加不同目標客源。 

(二) 舉辦工藝活動季或展覽，利於民眾參與其中；亦可經營社區品牌，以社區或

部落推動的背景故事、工藝製作有趣的過程，撰寫成文章做行銷推廣之，讓

民眾藉由了解其工藝品牌，建立對社區工藝的認同度，進而願意購買其商品。 

(三) 在走讀社區層面，整合在地環境、文化資源，規劃整合出在地小旅行與農事

體驗，讓外來旅客透過親身的五感接觸，在古厝、藺田、磚雕牆下，建構出

社區的農村風貌。 

(四) 在工藝層面，結合編織設計研習營、工藝師認證、創作工作坊，透過公開評

分與競賽表揚，建立在地工藝獎的風格，除了提供舞台給創作者發揮，更因

為「青銀共創」，讓老工藝獲得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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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教育層面，依工作坊、教案、遊客之屬性，提供平日、假日不同售價的旅

程方案，區隔目標客戶差異性，傳承工藝技術；在觀光層面，可安排消費者

以娛樂方式融入工藝於其中，如以年長觀光客可安排製作健康的拍打棒，讓

民眾願意參與進而活絡筋骨。 

二、  部落林產計畫： 

(一) 計畫徵件結合原民網絡，讓參與者有機會實地前往部落參與深度知性之旅。 

(二) 以部落推動的背景故事、工藝製作有趣的過程，撰寫成文章做行銷推廣之。 

(三) 確認部落與設計團隊的目標，如教育、旅遊或研發商品，可透過社群網絡、

影片紀錄分享來推廣。 

(四) 未來可參考委員所提供之案例來研擬計畫方向。 

玖、決議：請參照會議內容，作為未來計畫執行內容參考。 

壹拾、散會：下午13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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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計畫說明】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社區暨部落計畫規劃諮詢會議社區暨部落計畫規劃諮詢會議 

  

一、會議時間：110年4月8日 (星期四) 上午10點00分 

二、會議地點：本中心第一會議室（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討論內容： 

  (一) 社區工藝計畫 

1. 業務說明：本中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自 103 年啟動在地工藝社區

扶植計畫，共輔導在地工藝社區 131 個，從工藝技術的傳承到社區產品設計開

發，結合文創多元行銷推廣社區工藝。今年持續推動補助計畫，另從旁輔導社

區工藝參與參訪、森林市集、展覽等推廣活動。 

2. 計畫緣起：因應國際面臨新冠疫情影響，導致國人無法出國Fun旅行。 

3. 計畫目標與執行方向： 

(1) 推動社區在地工藝旅讀、知性探索工藝元素，融入社區工藝故事，實地參與

工藝製作，了解社區工藝創作過程繁複，且社區工藝手作獨一無二之特性，

增加民眾願意購買社區工藝品，進而產生微形經濟的重要過程。本中心預計

甄選輔導團隊，由專業人才協助社區規劃工藝旅讀，結合在地特色行銷社區

工藝，串聯週邊資源或景點，規劃在地生活生態工藝知性體驗。 

(2) 由社區主動辦理季節性活動(如柿染季、六龜好集市或藺草編織節)或展覽(茶

葉博覽會或建材展)行銷推廣社區工藝，給予國人有機會實地到工藝社區Fun

旅行或參與其展覽，以利區團隊自主學習創辦活動，提昇社區對外展現能力。

本中心預計研擬補助計畫，公開甄選合適社區提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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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部落林產計畫 

1. 業務說明：本中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 109 年啟動部落林產計畫，依

各部落需求不同，進行人才培育、產品研創試做或部落品牌意象，完成 7 個部

落現況盤點。110 年度為延續計畫，擇優補助 3-5 組團隊開發生活與家飾用品

或時尚配件至少3組件等具市場導向的林產品。 

2. 計畫緣起：因應國際面臨新冠疫情影響，導致國人無法出國Fun旅行。 

3. 計畫目標與執行方向： 

(1) 由設計團隊或在地部落提案，進行林產資源或部落原民文化研究調查，建立

原住民在地資源盤整，助於未來規劃在地資源工藝研創之可能性；亦可規劃

原住民達人帶路，帶領民眾探索臺灣各處原住民部落，深度體驗原住民工藝

技術結合在地生活，尋找其耐人尋味的部落故事，認識臺灣原住民文化。本

中心預計研擬補助計畫，公開甄選合適部落或設計團隊提案申請。 

(2) 為體驗部落原民生活，汲取在地傳統元素，創新開發工藝品，可結合原民文

化推廣原住民美食或在地探索原民生活，引入駐團藝術表演團體跨域合作，

培力部落原住民共創地方活動，吸引民眾親自於部落體驗原住民生活之樂

趣。本中心預計甄選輔導團隊，執行部落林產工藝研究或原民住體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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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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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意見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社區暨部落計畫規劃諮詢會議 

意見表 

一、會議中討論內容 

(一)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林書豪委員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社區產品展銷點搭配遊程服務體驗，讓旅客回流再訪產地。 

2. 針對工作坊、工作營、教案、一般遊客旅程提供平日、假日不同售價方案，區隔目

標客戶差異性。 

3. 引用CSR(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邀請企業下鄉體驗，增加不同目標客源。 

4. 設計學院學生到工藝產地參與機會推展。 

5. 青年打工換宿、設計師進駐、邀請 KOL(部落客、YouTuber、網紅等社群平台經

營者，他們能在某個領域對粉絲、追蹤者帶來影響力，而「影響力行銷」即是透過

與KOL合作的行銷策略，為企業帶來更多流量和曝光，進而帶來更多粉絲或是訂

單)到訪，增加青年關注。 

部落 

林產 

計畫 

1. 在地資源(人脈、材料)盤點後，確切媒合合作的對象。 

2. 分群分類(教育、設計、觀光)提出實質可以延伸應用和發揮。 

3. 參考Door To Asia設計師進駐日本東北計畫。 

(二)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黃約農委員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工藝傳承亦為計劃主軸，希望團隊在執行中可有相關規劃或觀察。 

2. 建議團隊多利用社群網絡平台宣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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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林產 

計畫 

1. 計畫徵件結合原民網絡，讓更多原民設計團隊參與。 

2. 體驗原住民「生活」之計畫內容建議調整為體驗原住民「文化」，並以網紅愛莉莎

莎案件為例。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王智緯科長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社區屬公共財，可提供更多管道方式，增加大家都可來共同參與。 

2. 工藝素材有季節性者，具備其稀少性，以供需法則調整其價格。 

3. 青年導入或工藝技術傳承很重要，可透過跨域或合作模式，增加其特色，亦可藉由

設計改變產品，如紅磚建築材料，轉化為大型裝置藝術或身上配件飾品。 

4. 教育層面，可傳承工藝技術、教導製作教案；觀光層面，可安排消費者以娛樂方式

融入工藝於其中，如以年長觀光客可安排製作健康的拍打棒，讓民眾願意參與進

而活絡筋骨。 

(四)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姚仁寬組長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部落 

工藝 

計畫 

1. 台灣藺草學會開啟「藺編工藝師」認證，其推廣工藝傳承之用心，頗受肯定。 

2. 建議以推動的背景故事、工藝製作有趣的過程，撰寫成文章做行銷推廣之。 

 

(五)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106 年前社區與當地味衛佳柿餅觀光農場串連合作，導入消費者享用美食，進而

體驗柿染工藝。 

2. 106年後引入年輕人加入團隊，從107年8、9初次辦理柿染季，108、109年連

續辦理柿染季活動，其成效一年比一年更好，特別是 109 年邀請初心者市集帶入

消費者，增加產值的最大關鍵。 

3. 在品牌經營方面，從 108 年推出柿染工藝滿漢全席展、109 年夜柿人生展、110

年持續推柑仔店，為柿染工藝品牌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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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藺草學會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曾辦理10屆藺草節暨愛藺工藝獎的經驗，並結合近年執行「藺編工藝師」認證的

成果，透過豐收的意象，邀集當地特色小農與各地工藝社區，到山腳社區與週遭

歷史建築，辦理親子共學、特色市集。 

2. 在工藝層面，結合藺編設計研習營、工藝師認證、創作工作坊，並透過公開評分與

競賽表揚，建立在地工藝獎的風格，除了提供舞台給創作者發揮，更因為「青銀

共創」，讓老工藝獲得新生命。 

3. 在走讀社區層面，整合在地環境、文化資源，規劃整合出在地小旅行與農事體驗，

讓外來旅客透過親身的五感接觸，在古厝、藺田、磚雕牆下，建構出苑裡百年來

的農村風貌。 

4. 影響力層面：邀集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工藝師、創作者到當地辦理「農村工藝研討

會」，並駐村型塑出農村工藝的青年據點，並引動在地產業的變化。 

5. 總結以上幾點，結合在10月的豐收季節辦理為期一個月的展覽與頒獎活動，作為

主軸。其餘的工作坊、研討會、設計營、親子共學等活動，陸續於暑假期間 7 月

開始辦理。7-10月為期一季的藺草節慶便漸漸具體成型。 

(七)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1. 本社區通過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可依訓練需

要規劃、設計安排，以推廣藍染工藝技術傳承。 

2. 目前與學校合作辦理到社區戶外教學或到學校，以平日工藝體驗教學，一週將近

3-4場活動。 

3. 預備辦理臺中太平藍染文化節，推動工藝成為農村工藝最大的亮點。 

部落 

林產 

計畫 

1. 本基金會已與臺中和平泰雅松鶴部落推廣泰雅工藝，導入太平藍實務經驗於部落。 

2. 規劃與臺中和平泰雅松鶴部落文化之旅，推動深度文化小旅行。 

(八)彰化縣花壇鄉橋頭社區發展協會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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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工藝 

計畫 

1. 本社區可與週邊的花樹銀行與茉莉花夢想館進行串聯，規劃在地工藝深度旅行。 

2. 辦理學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依教師暑假閒暇時間可報名社區工藝研習，教導

工藝老師製作教具，朝向工藝教育向下紮根。 

3. 工藝產品需耗較高人力時間，價格相對較高影響銷售量，建議工藝產品量產結合機

械化，其價格較好被消費者接受。 

4. 工藝傳承門檻高，且機具價格貴、培訓學員技藝時間成本高，故工藝師年紀高難年

輕化。 

5. 文化工藝認同高越願意購買高價格之工藝產品，故應規劃民眾親自體驗工藝，了解

工藝製程或情感文化連結，增加消費者願意購買工藝產品。 

(九)有限責任台東縣東海岸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臺東的地理環境雖然不佳，但原住民族人對月桃材料非常喜愛，故本社區所應用的稻

草、月桃其工藝材料與關山三個社區合作，積極安排行銷據點擴張，在臺東糖廠直營，

寄賣約30個據點，並於臺東安排工藝之微旅行，亦積極參與建材展推廣木合板材料。 

部落 

林產 

計畫 

本部落與設計團隊合作，以不同進行研創發展，如月桃便當。 

(十)雅形有限公司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部落 

林產 

計畫 

1. 都歷部落業已設計部落遊程，深度文化體驗、工藝手作課程，國人或外國人皆喜好

部落體驗，惟遊程容客數受環境空間與人力限制，導致食農教育體驗價格上漲，但

部落深度體驗非屬常見活動，故消費者仍願意前往部落參與之。 

2. 確認部落與設計團隊的目標，如教育、旅遊或研發商品，可透過社群網絡、影片紀

錄分享來推廣。 

(十一)出萃生活工作室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部落 

林產 

計畫 

1. 設計團隊與部落團隊需長時間討論與規劃，專案需拉長時間方可完整規劃。 

2. 深度體驗主題如符合消費者期待的行程，其報名將會是滿額。 

(十二)糸島織物創作社 



- 12 -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部落 

林產 

計畫 

1. 部落工藝具備月桃葉編織與皮革雕塑，並於臺東市區波浪屋展售據點。 

2. 透過解說部落工藝與深度體驗，亦增加其經濟效益，未來可朝此進行規劃與提案。 

(十三)凌晨工作室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部落 

林產 

計畫 

金岳部落當地有2位受文化部授證之藤編工藝師，亦舉辦旅遊、原住民美食饗宴等深

入體驗活動。 

 

二、書面委員意見表 

(一)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彭仁鴻委員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臺灣各地目前皆有許多優質的地域品牌團隊，舉凡臺東東海岸大地藝術季、臺南土溝

農村美術館都是非常具有深厚功力與豐富經驗的策劃團隊。以下就幾個觀察與思考以

條列式方式說明: 

1. 從旅客視角以及個人旅遊視角思考如何將區域交通運輸友善服務銜接，例如幸福小

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主政)，排除交通不易抵達的困難，提升慢活輕旅自由行探索

社區工藝行程的頻率。 

2. 社區工藝旅程的停留天數與社區工藝活動研發的搭配思考，例如紅標行程配綠標體

驗工作坊含特色住宿等方案。 

3. 主打限定區域商品，具在地故事工藝伴手禮研發。 

可思考後疫情時代可結合健康運動相關的體驗元素與社區工藝體驗遊程的搭配方

案；可與跨國工藝中心或系列工藝項目分別同步協力共創交流線上手創策展或線上

實境秀帶你深入社區玩工藝體驗。國際網絡例如:泰國國家工藝中心或世界竹論壇

的跨國網絡等連結。 

4. 其他:可結合跨部會資源串聯，例如:觀光局的日月潭觀光圈以及國發會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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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林產 

計畫 

仁鴻前年曾帶學生前往曾榮獲日本富比士雜誌票選創意城市第二名，人口約略只有

5200多人的的德島神山町。 

廣瀬 圭治 先生是一間從京都移住到德島神山町的品牌設計公司負責人。 以該案例

以移住者角度探討移住心路歷程及日本德島神山町之變化，聚焦林業永續、 守護水

資源、 創造地方品牌等議題，其利用當地木材創作的永續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也是

日本地方創生的成功案例之一。 

在日本戰後為了重建，木頭需求大增，那時神山町大量種植生長快速的杉樹，但在日

本國內木頭需求減少及外國木材的衝擊下，神山林業沒落，杉樹林無人照管，不均衡

的植物結構，導致杉樹遮蔽下方植被所需要的陽光，使下方的植被無法成長，土地乾

涸，含水量漸失，連神山町內的河川水量也大幅減少，根據研究預測，若神山町無法

振興林業，使樹林能有業者願意照料整理，在未來河川水量將只會剩下1/2。 

面臨這樣的處境，SHIZQ gallery shop的母公司設計公司想出了利用杉樹做食器的發

想，並克服技術上的困難，打造出屬於神山的品牌。目前造訪神山的外來者多會來此

購買食器，並透過國際設計競賽GOOD DESIGN AWARD的得獎，宣傳品牌及神山

杉，一步步使神山的樹林及自然環境能夠健康發展，其永續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SHIZQ gallery shop致力於用環保與永續的方式，設計木工藝術品與生活用品。並培

育製作工藝的職人，復興當地的環境，並打造在地杉木的品牌。 

(二)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王婉璇委員 

計畫別 意見、經驗分享或案例參考 

社區 

工藝 

計畫 

「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其將原住民部落在地文化與林產

業結合，透過走讀的方式將生態環境與部落文化歷史融合傳承，讓民眾深入其境親身

感受，能更深刻的了解，多元的發展如林下經濟（森林蜂產品、椴木香菇）、將新竹

林區管理處的閒置管制站活化轉型為森林小站、成立賽夏族護林森力軍巡守隊等，將

發展與愛護兼顧併行，且與社區建立共好的永續經營，其經營模式對於本計畫目標與

執行方向提到的規劃，是值得學習請益的對象。 

部落 

林產 

計畫 

「向陽薪傳木工坊／阿底旦文化故事館」其利用多良國小舊校舍做為工作坊，發展社

區部落木藝，亦有與知本自然教育中心合作，運用多種臺灣疏伐木，將傳統木工技藝

與現代設計工藝融合，建置多樣化的教育體驗設施，讓民眾藉由體驗操作了解木工藝

與生態智慧；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與臺東林區管理處合作開設假日木工學校，提供

民眾接觸及參與國產材的運用課程，另鸞山部落(森林博物館)、笆札筏布工坊等，上

述這些為臺東案例，可向其取經，變化成適合自身的模式。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Arts---Crafts-Store/%E7%AC%86%E6%9C%AD%E7%AD%8F%E5%B8%83%E5%B7%A5%E5%9D%8A-Pacavalj-Fabric-Workshop-559641560840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