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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摘要 

    因過度都市化的結果，已造成鄉村因人口的減少、老

化，出現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政府參考

日本「地方創生」推動經驗，自 105 年起推動「設計翻轉  地

方創生」計畫，期透過盤點地方既有「地、產、人」的資源

優勢、確立地方特有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及導入「創意

（設計力）、創新（生產力）、創業（行銷力）」的輔導機

制，為地方注入產業發展動能，以達成「均衡臺灣」目標。 

 

    然而配合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教育部為鼓勵大學積極參與地

方創生，並使各大專校院瞭解地方創生政策內涵及作法，未來期有

更多大專校院協助優先推動鄉鎮，共同發掘各鄉鎮市區未來的發展

特色，於是我們把畢業專題製作結合地方創生計畫，把學習和產業

產生連結，而執行的主軸為「畢業專題製作」「雲林口湖地方創

生」項目。透過校內所學和校外創生的結合，重新將資訊與地

方生活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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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動機與目的 

1.1 動機 

    近年來，人口北漂的問題日趨嚴重，因而導致南北失

衡，而雲林縣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鄉村人口外流的嚴峻

課題，而養殖業目前是口湖鄉重要的產業，其中以烏魚子、鰻魚、

蚵、台灣鯛、文蛤、白蝦、黑蒜等為首要，但由於城鄉差距、人口

外移問題，目前需把產業創新，並發展地方產業，因此縣府推動了

地方創生事業計畫。  

 

1.2 目的 

    希望透過地方創生計畫，能讓雲林口湖的人口回流、青年返

鄉，並推展「以人為本」帶動人口回流偏鄉，同時也協助地方

產業發展，串聯地方產業，輔導建立品牌、行銷通路，促進

地方的發展，並鼓勵企業回鄉投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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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相關文獻探討 

2.1.1 雲林縣口湖鄉人口逐漸流失 

    雲林縣人口老化位居全國第二, 根據統計，2018年 3 月底，雲

林縣總人口數 68萬 9098人, 到了 2019年 3 月底, 雲林縣總人口數 68

萬 4241人, 人口減少大約 5000人, 雲林縣大約在 2008年後，出生人

數就已經低於死亡人數，而在生育下降導致的少子化，與整體人口

減少，如持續下去未來勞動力也將不足，而資金、勞動力與技術正

是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是台灣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隱憂，

根據國發會的預估，台灣人口可能在 2021- 2025年時，會開始負成

長，屆時，人口將逐年減少。下表為口湖人口調查表，以前 10年來

算，平均每年遷出 3.8%的人。 

民國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口湖總人

口數 

 

  30894 

 

30392 

 

29898 

 

29646 

 

29344 

 

29017 

 

28489 

 

28074 

 

27653 

 

27276 

    遷入   1275  1044  784  835  891  1012   673   679   607   737 

    遷出   1311  1462  1182  1086  1118  1194   1085   934   837   917 

  出生   260 228  235 276  249 220 198 195 153 150 

    死亡    356   306   327   277   324   365   314   355   344   347 

每1000人遷

離人口數 

 

    42 

 

   48 

 

   39 

 

   36 

 

  38 

 

   41 

 

   38 

 

   33 

 

   30 

 

   33 

                 ( 表 1)雲林縣口湖鄉人口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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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雲林口湖的產業 

    《海底人參·烏魚子》:  口 湖 鄉 製 作 烏 魚 子 的 業 者 有 鑑 於

烏 魚 子 在 市 場 上 的 重 要 性 ， 所 以 不 斷 改 進 製 作 技 術 ， 衛 生 品

質 也 在 一 定 水 準 之 上 ， 製 作 的 烏 魚 子 風 味 特 殊 ， 也 獲 得 消 費

者 贊 譽 的 口 碑 ； 經 由 口 湖 地 區 製 作 的 烏 魚 子 不 管 是 進 口 或 本

產 ， 有 其 特 殊 風 味 ， 目 前 除 了 供 銷 國 內 市 場 ， 每 年 都 有 來 自

國 外 的 訂 單 ， 也 使 烏 魚 子 成 為 口 湖 鄉 最 具 特 色 的 農 特 產 品 。  

 

    《 台 灣 鯛 》 : 也 就 是 俗 稱 的 吳 郭 魚 ， 從 1993年 至

2000年 期 間 ， 台 灣 是 全 球 吳 郭 魚 第 一 大 出 口 國 ， 而 鯛 魚 魚

苗 的 生 產 階 段 有 ： 「 種 魚 放 養 」 、 「 產 卵 」 、 「 仔 魚 捕

獲 」 、 「 魚 苗 養 成 」 、 「 魚 苗 捕 獲 」 、 「 魚 苗 數 計 算 」 、 及

「 魚 苗 運 搬 」 等 ， 自 2000年 起 ， 口 湖 漁 類 生 產 合 作 社 開 始

實 施 HACCP加 工 設 施 計 劃 ， 就 迅 速 成 長 為 台 灣 最 大 冷 凍 台 灣

鯛 魚 片 外 銷 工 廠 。 為 提 高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創 造 利 潤 以 利 競

爭 ， 2006年 委 託 成 功 大 學 研 發 中 心 進 行 台 灣 鯛 魚 鱗 膠 原 蛋

白 研 發 ， 綜 合 研 究 團 隊 以 酵 素 分 解 成 功 取 魚 鱗 中 之 膠 原 蛋

白 ， 進 而 用 於 化 妝 品 之 研 發 ， 對 於 美 容 抗 老 化 ， 骨 骼 發 育 保

健 俾 有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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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 蝦 》 : 口 湖 鄉 漁 民 為 了 讓 消 費 者 買 到 優 質 安 心 的

白 蝦 ， 會 將 蝦 子 置 於 低 溫 環 境 下 急 速 冷 凍 ， 再 進 行 真 空 包 裝

放 到 冷 凍 庫 ， 可 使 蝦 子 長 期 保 存 不 變 黑 ， 不 需 添 加 任 何 化 學

保 存 劑 ， 保 持 了 新 鮮 度 且 隻 隻 分 離 ， 拿 取 的 份 量 好 控 制 。  

口 湖 鄉 的 養 殖 業 者 也 定 期 為 白 蝦 做 健 康 檢 查 ， 施 灑 飼 料 不 含

化 學 藥 劑 ， 飼 養 出 的 優 質 白 蝦 。 無 藥 保 存 冷 凍 蝦 技 術 不 僅 讓

新 鮮 可 口 的 白 蝦 保 存 期 限 延 長 ， 也 讓 喜 愛 白 蝦 的 民 眾 盡 情 享

用 安 全 無 負 擔 的 冷 凍 白 蝦 。  

 

    《 牡 蠣 》 :  牡 蠣 俗 稱 蚵 或 蠔 ， 營 養 美 味 深 受 大 家 所 喜

愛 ， 而 其 養 殖 區 域 遍 布 台 灣 中 南 部 沿 海 地 區 ， 主 要 分 布 於 彰

化 、 雲 、 嘉 、 南 各 縣 ， 而 其 他 縣 亦 有 零 星 分 布 。 在 雲 林 縣 沿

海 四 個 鄉 麥 寮 、 台 西 、 四 湖 、 口 湖 的 海 岸 線 處 處 可 見 到 養 蚵

的 蚵 架 ， 而 其 中 又 以 口 湖 鄉 的 牡 蠣 產 量 最 多 ， 品 質 最 佳 ， 口

湖 沿 海 各 村 中 到 處 可 見 蚵 殼 堆 成 的 牡 蠣 山 。  

 

    《 鰻 魚 》 :  口 湖 鄉 在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及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的 輔 導 下 ， 養 殖 科 技 更 新 ， 養 殖 環 境 以 純 靜 的 天 然

水 源 生 產 沒 有 污 染 、 健 康 的 優 質 鰻 魚 。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的 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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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型 輔 導 鰻 魚 養 殖 產 銷 班 ， 設 立 了 鰻 魚 的 加 工 製 作 工 廠 ， 主

要 將 活 鰻 魚 加 工 製 作 成 蒲 燒 鰻 ， 常 是 送 禮 最 佳 的 選 擇 。  

 

    《 文 蛤 》 :  口 湖 文 蛤 養 殖 池 是 因 為 口 湖 鄉 靠 海 、 很 多

土 地 鹽 化 不 能 耕 種 ， 才 改 為 文 蛤 養 殖 ， 所 以 口 湖 鄉 下 崙 的 文

蛤 養 殖 池 幾 乎 都 是 以 中 小 型 居 多 ， 用 農 耕 地 改 建 成 文 蛤 養 殖

池 。 養 殖 用 水 是 引 進 大 量 海 水 灌 溉 ， 鹽 分 在 2 度 上 下 ， 水 深

在 50 公 分 左 右 看 天 氣 而 定 ， 養 殖 大 文 蛤 大 概 需 要 8- 15 個

月 ， 時 間 長 短 以 養 殖 戶 的 技 術 而 定 。  

 

    《 黑 蒜 頭 》 :  很多人對蒜頭的顧忌就是吃過後嘴內會有味

道，不過口湖鄉的崙東合作農場把大蒜加工成有「黑金」之稱的黑

蒜頭，食後口齒依舊清香。經過發酵等技術處理成的黑蒜，許多營

養成分都比大蒜高，且吃起來像蜜餞，沒有強烈蒜味，在日本非常

盛行，極品一顆要價超過 500元日幣，市場很大，也為農民開拓出

新的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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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地方創生計畫的案例 

    台灣鄰近的國家日本為最早進行地方創生的國家, 是可以當作我

們參考的案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5年以國家戰略推動地方創

生，希望 2020年可打造地方新的「人」的流動、創造地方安穩的人

才工作環境。啟動的端點不是一味鼓勵人才回鄉，而是強化企業在

地方設置據點、擴大地方雇用，也讓地方經濟活絡，甚至建立「地

方創生學院事業」，授課教導各種難題及解決方法。

 

                   ( 圖 1)  日本地方創生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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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專題運用 

    我們參考了日本創生的範例以及了解了當地特產後，決定以白

蝦為主軸，強化地方產業，並靠著年輕人的創意，創新出具有當地

特色的新產品，首先去了解當地產業、觀光，並訂定相關規劃，推

出跟在地產業結合的產品，而產品所需的原料，都是使用在地企業

生產的，希望藉由新產品讓當地產業能夠從新活絡起來，對當地觀

光提出一些想法，從新包裝塑造, 讓當地可以重生，人自然就會回流

了。

 
                   ( 圖 2)  地方創生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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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執行方法 

3.1 資料收集 

    在資料蒐集上，我們事先做了口湖的功課，關於他們的產業及

景觀、能讓人觀賞的風景等。首先在今年 4 月 9 日，我們團隊由老

師帶領與他們的鄉公所及當地漁業和加工廠老闆洽談，一個下午的

時候大概看了一下他們的生態產業和政府企畫內容。接著我們抽空

在今年 5 月 4 日自行前往口湖勘查了一整天，除了吃了他們新鮮的

漁產、逛了他們著名的溼地，我們也訪問了當地的國小校長、店家

和住戶們( 請詳見附件一) 幫助我們更加了解當地的特色。回來後我

們更有想法為他們策劃活動及發想新商品。 

 

3.2 時程規劃 

3.2.1  前、中期規畫 

    ▼前期想法: 把原來當地的特產創新轉變為不同樣式，例如: 

把當地特產白蝦結合從日本帶技術回台灣培養的黑蒜融入到市上常

見的香腸中，創新為「白蝦黑蒜香腸」、蝦丸( 蝦漿混魚漿做成球

狀) 、蝦肉包子( 蝦肉混豬肉餡製成) ，且我們主要以整隻的口湖鄉在

地養殖白蝦搭配豬肉魚漿等等做出不同的料理，之後上市連鎖賣場

採取冷凍及冷藏方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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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動作:  商品規劃，包裝 LOGO設計( 請詳見附件二) ，活動

規劃，廠商洽談，與鄉公所接洽( 鄉公所將幫我們處理協調當地廠商

漁會原物料食品料理及活動場地租借活動宣傳等事物) 。  

    ▼中期想法: 想辦法提高產品曝光度，讓大家知道這些產品位

於雲林口湖，增加人潮 

    ▼中期動作:  舉辦記者會、舉辦產品試賣會並請記者採訪，準

備籌劃舉辦創意活動。 

3.2.2  後期計畫 

    ▼後期想法: 有了曝光度後，藉由各種活動及創意新產品讓當

地擁有更多商機，觀光人潮湧進，未來他們經濟狀況逐漸好轉，創

造更多工作機會，吸引更多年輕人回鄉就業，人口外流也不再那麼

嚴重。 

    ▼後期動作: 做出新奇創意商品、舉辦創意活動吸引觀光人

潮，並將商品上架連鎖賣場，以提升當地知名度及創造利潤。 

    ▼活動內容: 舉辦(1) 《我們最蝦趴》活動，規則為: 「情侶在

限制的時間內看誰吃最多蝦子，男生要矇眼背著女生聽女生指示撥

蝦子並餵女方吃，先贏的前三組有獎，50組情侶，以每 10組來分成

5 場，一場取 2 組，撥完且吃完 15支晉級，成功晉級後的 10組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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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比，先撥完且吃完 20隻獲勝，最後取前三名頒獎。」 

    舉辦(2) 《當今我最腸》大胃王比賽，規則為: 「以口湖蝦子做

出的蝦肉香腸在台中市舉辦大胃王活動，以兩人一組，預計網路報

名 20組，報名費 300元一組，現場視情況增加組別，吃完 100隻蝦

肉香腸的組別，可獲得參加獎，活動時間 2 小時結束時結算吃最多

的前三組給予獎勵。」 

    ★獎勵部分，前三名除了分別可獲得獎金 1000元、500元、300

元之外，還會附上我們創新的產品，進以達到推廣的目的，且在外

型上會重新包裝成該活動主題類型的禮盒來送出。  

    目前已確定會在期末過後與老師一同前往雲林口湖鄉公所洽

談，如果洽談沒異議，會開始按照下表時程規劃走，並開始設計包

裝 LOGO及嘗試我們提出的創新產品，預計會在 7 月份舉辦記者會，

活動則是在 8 月份舉辦，9 月份開始籌備商品上架連鎖賣場。 

 
                    ( 圖3) 工作時程規劃圖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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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團隊分工 

【吳俞呈】 

    我是Howard團隊的總策畫，主要處理最終的行銷與活動的規劃

，以及負責人員管理和接洽，次要負責統整蒐集的資料與資料的編

輯，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地方創生計畫，也是我第一次擔任總策畫，

老實說壓力挺大的，除了常要處理一些人事方面的事情，還要安排

時間處理專案，大大壓縮了自己的時間，且初期在做的時候真的是

毫無頭緒，網路找了相關資料，也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直到去詢

問了老師且得到詳細的說明後，並立刻前往了當地考察並訪問當地

居民，這時，我才真的了解到當地為什麼需要創生，而我們又可以

給予他們什麼幫助，希望我們能利用自身所學及年輕人的創意，把

雲林口湖翻轉，讓年輕人返鄉支持，我也可以在這次經驗中讓自己

成長，去學會面對任何事。 

 

【童博信】 

    我在團隊中主要負責紀錄以及活動側拍，在前置期需要將每次

活動規劃仔細了解，並準備好相關器材，每次活動結束後必須確保

側拍的影片是否正常，為了精進自己，會去請教攝影方面比較厲害

的人，希望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好，讓團隊的成果完整的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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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連揚】 

    我在組裡負責活動規劃和實現前中後期活動，我們在初期的場

勘已經大概了解了雲林在地的產物大多都是養殖漁業與農業，以及

現在面臨的問題，也去了解我們如何從他們那給予幫助，而在未來

我們會舉辦一些活動，希望可以在這活動中間學到許多東西，因爲

要辦好一個活動很困難，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要設想很多東西的事情

，我們也會慢慢跟場商與雲林口湖鄉公所去做溝通協調，希望在未

來岀社會後也能加以運用，發揮在資訊傳播學系所學的東西。 

 

【張鈺含】 

    我在團隊中最主要負責美工、logo設計及主要視覺設計的部分

，因為專題方向是地方創生，所以整個核心概念需要和地方政府溝

通協調，但因為地點在雲林縣所以路程也是一大考驗，因此每一次

的場勘都需要更細心的紀錄，而目前進度還在前置作業的部分，產

品本身還沒有成型，在做設計的時候只能參考網路查到的資料以及

組員們每一次去場勘帶回來的資訊，雖然常遇到瓶頸，但因為組員

們每個人會提出自己的想法，這讓我在做設計的時候多了很多靈感

，希望接下來的專題能順利和團隊成員共同完成這個特別具意義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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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宥靜】 

    我在團隊中主要負責活動接洽、組織活動流程、美工設計協助

、活動公關的部分，這次主題是地方創生，我們將與雲林口湖的特

產：白蝦，製作出不同的產品，主推的是蝦腸，將會為產品設計包

裝，做出自己的品牌，然後以蝦腸來至辦活動，場地以及相關合作

內容將與鄉公所接洽，希望能善用鄉公所這個資源，帶來更多的資

金與效益，藉由這個產品及活動曝光度，希望讓更多人看見口湖，

進而達到地方創生的目的。 

 

【黃柏皓】 

我在團隊中擔任吉祥物，所以團隊以Howard命名。開個玩笑，猜拳

猜輸而已。我擔任經費控管和司機借送各位。一開始覺得蠻有壓力

的，每個人的金錢和安全都在我手上，但大家對我很信任，我也越

來越能認真的讓自己保護好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另外我也負責策畫

、籌備活動，聽起來輕鬆，不過實際上卻是得絞盡腦汁、用盡創意

想出有趣吸引人的點子。幸好有組員們，各位都會給出自己的想法

，激發出好靈感策畫活動。策畫活動雖然不輕鬆，但組員們後續的

籌備執行及接洽還有包裝設計我相信會更辛苦。我們會互相扶持、

互相協助，讓成員們共同完成這項計畫，留下個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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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工作進度管制 

    我們在4月份有跟著老師先前往雲林口湖場勘，且在5月份自行

提議前往深入場勘，但由於一些因素時間被減少許多，於是我們預

計在期末過後先前往雲林口湖進行洽談，提案通過後，再依照著行

程規畫走( 同表1)，如沒有被其他因素影響，預計7月初開始開發產

品、設計包裝，7月中開記者會與產品試賣會，8月份舉辦創意活動

比賽，9月開始籌備商品上架連鎖賣場。 

 

                       ( 圖 4) 甘特圖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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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執行困難與解決方式  

1. 主題的更換導致減少許多能運用的時間。 

2.  創生計畫才剛起步，國內並沒有太多的案例可以參考 

3. 遲遲無法確認數媒系是否願意與我們合作。 

4. 需要用課堂時間前往雲林口湖場勘。 

5. 各項活動的流程及預算花費無法準確拿捏 

6. 由於時間的拖延無法在這次得知我們的提案是否通過，必須在期

末過後前往鄉公所，才能得知最終結果。 

 

    由於一開始我們是做鹿谷鄉的 USR計畫，後來第一次發表後改

為地方創生計畫，在時間的運用上，就已經少了許多時間了，我們

的解決方式就是直接與數媒系切割，各自做各自的計畫，在短時間

內，蒐集各種資訊並完成簡易提案給鄉公所先看過，大致上沒問題

後，帶著完整的提案在期末後前往鄉公所洽談，並告訴對方我們的

企劃活動還有和商品想法，之後不斷的與口湖鄉公所、漁會以及在

地機構，共同協調、合作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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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經費預算 

    如下為我們的預算表，由於我們還沒跟鄉公所洽談，因此有很

多項目只能估個大概，如果之後有異動，我們會另再修正。 

 

                    ( 圖 5) 產品預估開銷 

 
                    ( 圖 6) 活動預估開銷 

*  總預算（產品試做＋雜支＋活動預算）大約為 $ 37850 

*  活動費用及產品設計包裝費用在產品做出後會有較詳細的內容。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1135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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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附件一 

 

   

附件二 

以下是簡易版，未來會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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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老師講評及學生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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