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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對的問題： 

人口往都市集中：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往都市集中，造成部分地區人口日益 

減少，當地呈現人口老化的現象。 

公共設施不完善： 

原因：區域發展不平衡、規畫不周延。 

鄉村地區：較缺乏文化與休閒設施。 

都市地區：停車空間較不足。 

新住民文化與生活適應問題：語言不通、風俗習慣與子女教養觀念不同等問題，

常造成新住民生活上的許多困境及誤解。 

傳統文化保存問題：  

原因：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使得傳統文化面臨沒落與無法保存的危機。 

例如：有許多地方戲曲、傳統工藝等文化正在慢慢消失。 

2.  

交通設施的發展潛力： 

有些地區存在不少閒置的公用設施與建築，可妥善運用，發展成地方特色。 

例如： 

沒落的漁港：建造成觀光漁市，吸引觀光人潮。如桃園市政府將原本沒落的

永安漁港重新打造成觀光漁市。 

荒廢的鐵道：規畫成自行車道，成為民眾休閒運動的場所。如花蓮縣政府將

玉里到安通之間的廢棄鐵道改建成自行車道。 

廢棄的鐵道倉庫：改建成藝文創作中心，發展當地文化特色。如嘉義市政府

將閒置的鐵道倉庫進行重整規畫，發展成鐵道藝術村。 

3.  

人口的發展潛力： 

家鄉裡有許多文化傳承方面的人力資源可利用。 

例如： 

老年人：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知識，是扮演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 

新住民：帶入多元的外來文化，扮演文化交流的角色，促進居民對外來文化

的了解。 

4.  

文化的發展潛力： 

多元文化的臺灣正面臨傳統文化沒落的危機。 

解決方法： 

發展創新的文化產業：結合地方的人才，找出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並創新。 

如屏東縣 三地門鄉以琉璃珠手工藝品吸引觀光客。 

行銷傳統文化的特色：透過展覽或表演等方式，推廣傳統文化，如宜蘭縣 

結合節慶活動，推廣歌仔戲文化；高雄市 內門區以 

創意改良宋江陣表演，走上國際藝術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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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資源的發展潛力： 

各具特色的自然與人文資源是發展的優勢條件，妥善的運用可成為發展的無限

潛力。 

舉例： 

海岸的乾淨沙灘：如澎湖縣 白沙鄉優美的海岸景色。 

山區的森林步道：如宜蘭縣 大同鄉 棲蘭山沿著壯觀的神木群所修築的步道。 

鄉村的節慶廟會：如臺南市 鹽水區在每年元宵節會舉辦放蜂炮的活動。 

都市的藝文導覽：如高雄市政府運用高雄港的舊倉庫，設置駁二藝術特區，

利用貨櫃碼頭的特色，舉辦國際貨櫃藝術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