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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黃建嘉　 屏東縣政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處長
兼燈會專案辦公室主任

2019 臺灣燈會籌劃與營運之
經驗分享

壹、 「臺灣燈會在屏東」從問號？

到驚嘆號！

2019臺灣燈會在屏東的籌辦，約距離燈

會開幕一年前，縣府即成立了燈會辦公室。

其中，燈會主視覺的出場，是一種決定性的

宣告，代表了燈會的啟動。

回顧燈會期間一路走來的千難萬難，最

困難的決定竟是燈會主視覺，「因為那是一

種方向的決定」。

今年是燈會第 30年，屏東想做點不一樣

的，因此，縣府委託設計師方序中設計，運

用無限循環符號「莫比烏斯環」，強調生生

不息。這個主視覺的選擇是一種宣告，代表

著 2019全國燈會要走傳統老路或未知的新

路？最後，從主視覺開始，舊思維、舊做法

一概出局，臺灣燈會在屏東就是要不一樣。

其實，燈會不一樣的選擇，早自地點篩

選就已經做了決定。當初二個評估地點，一

處是屏東市，另一處是距離屏東市 30公里的

東港大鵬灣。屏東市的場址有完整腹地可做

整地規劃，交通便利，鄰近高屏大橋，屏東

火車站運量夠大，縣府可專注辦活動，是很

「安全」也很「臺式」的典型做法；東港大

鵬灣則有潟湖，有景觀，場地具備國外燈節

的條件。

一心挑戰國際級燈會的強烈渴望，讓我

們做出了決定，一場公部門的寧靜革命就此

開打，觀念、做法、執行、人力⋯由內到外，

從上到下的蛻變。

從籌備之初，燈會專案辦公室（以下簡

稱燈辦）即積極前往法國里昂燈節與澳洲雪

梨燈節考察，察覺這兩大燈節緊密結合水、

陸等地景，回國後，跳出傳統的工程思維，

採取策展的概念，為燈會畫出新的天際線。

這個決定直接牽動到整個燈會的規劃，

從場域分配、燈飾的設計執行、後續的管理維

護，一一找出軸線後，擬定了七大規劃原則。

七大核心概念包括：燈組間距至少20米，

營造空間感的賞燈體驗；單一參觀動線，兼

顧日與夜的可看性；求精不求多，凸顯整體

聲光效果；燈座本身須具質感、用色大膽、

鮮明活潑，座座是焦點；掌握互動、拍照打卡、

機械動態的流行趨勢；燈座與現地環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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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在固定地面，讓人在燈飾中；休憩區、

工作人員、周邊環境都是燈飾營造的一部分。

擬定國際級燈會的目標後，找出策展的

設計手法，確定 7大準則架構，燈辦列出

908項任務，在燈辦嚴密管考下，貫徹執行。

再縝密的規劃，終究要回歸行政系統運

作，歷屆燈辦都會提醒接棒者，燈會是團隊

行動，取經之初，甚至聽到「要有集體離職

潮的準備」的提醒，只是 2019燈會的複雜度

更高，屏東牽涉四個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屏東縣政府、觀光局下轄的大鵬灣風景管理

處，和鵬管處下轄的一間 BOT公司，多如牛

毛的事項，彼此拉扯得很辛苦。

為拴緊執行團隊，燈辦成為核心部隊，

由主任、副主任、專員及 3個執行秘書領銜，

負責 19個小組，有些組是單一局處，有些跨

單位，另設組長，成員多是年輕公務員，做

事彈性大，效率高，會議紀錄隔天就出來，

此外，縣府研考處花 1個月研發獨家研考系

統，列管這 908個項目。

除了調整公部門的腳步，多數工作是委

託民間廠商或設計者執行，公部門與民間廠

商又是一場內與外的攻防。

改變就從招標開始，招標須知明訂需求，

並保留修改作品權力，提案簡報後，立即與

取得優先議價權的廠商開會，公開提出這一

屆燈會對標案的期待、準則與需求，「把醜

話說在前」，一旦廠商做不到，可以直接退

場，由第二位遞補，如果不能符合燈會需求，

甚至打算重新招標。

整個過程裡，太多突發狀況，甚至到燈

會最後一天仍在調整、修補，根本無法依循

正常流程，上簽呈、找經費、發包、施工，「等

跑完程序，燈會早就辦完了」，在燈會期間，

只要不違反法規，能迅速解決問題，就必須

立刻執行，遊客的網路讚聲與高回客率，就

是對滾動式修正做法的最好反饋。

這次燈會對屏東最大的意義，是告訴自

己與外面的人，屏東有能力舉辦國際型的活

動。過去縣府想爭取大型活動到屏東舉辦，

「有需要嗎？」、「有人來嗎？」、「能做

得到嗎？」等問號接連來，這次的燈會證明

屏東是可以做到的。

再者，屏東人的光榮感凝聚了，屏東人

就像 10年前的高雄，需要一劑強心針，需要

被稱讚，這一次，大家都說是全臺灣最美的

燈會，透過別人的口，別人的眼，屏東人對

自己的信心提振了，光榮感與凝聚力就起來

了，這是燈會最重要的價值。

貳、數字燈會 紀錄改寫中

臺灣燈會在屏東大鵬灣舉辦，整理出許

多神秘的數字（圖 1），其中參觀總人次達

1,339萬，更與電信業者合作，用「手機訊號」

偵測人次，採科學方式來統計。

過去類似燈會這種大型活動，會由現場

工作人員以人工按碼表、裝設感應器、車流

預估等方式計算，這種方式容易出現重複計

算的盲點，今年燈會跟電信業者合作，經由

系統，透過手機偵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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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透過自己研發的系統，設定時

段、區域後，就可偵測出該時該地的用戶數

量，例如這次與中華電信合作，該業者的市

佔率為 1/3，從數據推算就能得到燈會人數，

這種較「科學」的算法，比過去的計算方式

更即時、準確，還可掌握遊客停留燈會的時

間，方便預先規劃所需人力，以便進行人員

調度與交通疏導等相關作業。

參、接駁燈會　沒有路開路

當燈會選定大鵬灣場址，交通是最大挑

戰，欠缺大眾運輸系統的環灣地形，接駁的

運輸模式，注定是必要之惡。

臺灣燈會 30週年，場地不如以往選在高

鐵或臺鐵附近，遊客一出站很快可抵達會場

賞燈，國境之南的屏東，距離北部及中部遙

遠，位於大鵬灣的場址，需仰賴接駁專車才

能到達會場，先天條件不良，外界始終不看

好，規劃之初，整體參觀人次初估約 800萬。

我們清楚，交通網環環相扣，只要一個

小環節脫鉤，就會整個亂套，燈辦事前模擬、

估算、調度、轉銜，總共準備了 40套應變劇

本，最後活用各種應變方案，才得以從地獄

般的考驗脫身。

大鵬灣只有一條環灣道路，沒有大都會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圖１　燈會的神祕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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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綿密公共交通運輸系統，首要原則是不

能讓外車進來，否則只要來 2,000臺，交通

就癱瘓了，燈辦做出「決戰於境外」的交通

基本策略，採園區全接駁，所以需要在園區

外找停車場，最後找到 11個停車場，採接駁

方式進入園區，另結合附近的潮州和林邊火

車站做大眾運輸的接駁。

場地定了，所有工作齊跑，12月底到 1

月底，用跑百米的速度衝刺，顧問公司做全

面動線規劃、承載量、轉銜等試算與推演，

另一方面，將鐵路、公路、水路全數納入，

高鐵、高捷、公路總局、港務局、屏東客運

等各種交通主管機關或單位組成小組，每週

開會討論。

基於交通輸送的繁複，勢必影響遊客意

願，相關單位推估，燈會每日來客數約 60萬

到 80萬人次，至少模擬了 40套劇本，不過，

仍作了爆量的規劃，就連二二八連假北返車

潮回堵高速公路的變數都已列入考量。

回首那些戰役，40套劇本全用上，代表

事前練功很重要，但 40套劇本也沒全用上，

狀況太複雜，超乎預期，只能當場 A套 B，B

套 C，交錯使用，代表著重大活動必須彈性

靈活才足以應付變局。

再多策略、方案、模擬，都敵不過人力，

這一批戰鬥部隊包括中央交通單位、縣府團

隊、志工、警察、顧問公司到各大轉銜的交

通系統，一群沒有聲音的人，才是讓交通狀

況逆轉勝的關鍵。

肆、滾動燈會　鋼鐵公務員

2019燈會在屏東，外界不看好，屏東像

不服輸的孩子，力拚到底，讓臺灣掀起「瘋

屏東」的風潮，其中，縣府團隊是主動力，

600位身穿紅背心的鋼鐵人，從早到晚，飛

來竄去，使命必達，是撐起燈會的變形金剛。

公務系統的組織龐大，公務員的思維傳

統，常以不做不錯當作保身準則，燈會卻顛

覆外界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公務員的熱力，

在平靜無波的大鵬灣水域不斷升溫，不知不

覺的「滾起來」。

最初，欠缺國際級活動經驗的屏東縣政

府，面對燈會的挑戰，像是首次參加世界賽

的選手，每天拚了命的鍛鍊，做越多越慌張，

沒有一件事是照著劇本走，開幕前一個月，

燈區荒蕪一片，沒人有把握，沒人不焦慮，

沒人不擔心，共同的疑問是，「燈會真的能

辦成嗎？」

燈會試營運前一週，試燈、演練、補強、

調整，太多東西來不及就定位，燈會前一天，

狀況多到數不清，空氣中滿滿的緊張，沒人

笑得出來。

終於，燈會開幕夜，Intel無人機在屏東夜

空組成 TAIWAN那一刻，時間凍結了，「從來

不曾有的情緒，從心裡冒出來，堵在胸口、鼻

腔，當下說不出話來」。

為了辦好燈會，不僅同仁們全心投入，

就連家人都需相互體諒，讓老婆或老公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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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單身，當起家庭支柱張羅大小家事，或

是收起柔弱，接送孩子上下課，用無聲的方

式支持家人把燈會辦好。

伍、活力燈會 組織變形中

成軍一年的燈會辦公室，是紅色鋼鐵人

的先遣部隊，雖採任務編組，卻是燈會的中

樞神經，上承腦的意志，下傳訊息到手腳，

讓整個組織動起來。

燈會從籌備期、施作期、試轉期到開放

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難關，事實上，屏

東 30年來不曾有這樣的機會、資源做這樣的

事，從經驗、人才、資金等，屏東都是頭一次，

得從零開始累積。

論入園總數字、燈飾量體等各種客觀數字

來看，屏東不是第一，但是卻創造出許多第一

次（圖 2）。能得到預料之外的讚賞，主因在

於屏東籌備燈會的客觀條件不佳，卻努力做到

最好，來回的反差，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臺灣，燈會慣例將安全牌放第一，多

圖 2　2019臺灣燈會在屏東，10個第一次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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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在一塊平整素地上，選定主題，導入廠商，

作合理分配，這樣風險最小，但根據國外經

驗，刻意選在山或海等環境嚴峻的場域，反

而產生令人驚豔的作品，在這樣的思維下，

燈辦不再去想屏東的困難和處境，而是就著

瀉湖地形及大鵬灣 BOT後的剩餘空間來作調

整，正因為有侷限，反而激發創意。

在執行的策略上，不是用工程面的思考，

只顧考慮如何讓燈區更安全、更穩定、更平

整，反而用策展的思維，創造出藝術品，不

論日夜都有不同的欣賞角度，並將作品極大

化，枝節瑣碎的配件全部拿掉，撤掉紅龍（伸

縮圍欄），創造欣賞作品的場域和氛圍，開

放觀眾走入作品裡。

場域活起來之後的面貌大不同，不同時

段會有不同景色，其他縣市的燈會可能是傍

晚六點入園賞燈，屏東卻是中午人潮開始進

來看日間景觀、傍晚賞夕陽，入夜觀夜景，

不同的景觀變化和細節，讓人一刷、二刷、

三刷⋯，怎麼看都不會膩。

為讓來自四面八方，各有考量廠商了解

屏東燈會的整體概念，第一階段燈辦一家家

溝通，面對面討論，進而調整原有的設計，

基本上，幾乎每個原始提案都是來回修正數

回合。第二階段是施作期，當平面設計變成

立體作品，突發狀況依舊層出不窮，不少廠

商抱著「時間迫在眉睫，有總比沒有好」的

消極心態，但燈辦在品質與時間之間，仍然

選擇品質，甚至做好準備，寧願改備案上場，

就是不妥協，讓廠商看見屏東的決心，使得

廠商只能配合調修到最後一刻。

陸、無聲燈會　隱形的翅膀

「你辛苦了」，燈會舉辦到最後，這句

話變成了問候語，在遊客、工作人員、志工、

廠商、司機、清潔人員之間傳遞著，人人愛

上這句話，宛如通關密語，成為燈會運轉的

隱形力量，一路向前飛去。

臺灣燈會在屏東，沒有人置身事外，人

人都是局內人，是參與者、見證者更是創造

者。以志工來說，燈會期間參與的志工將近

6,000人，來自四面八方，共分 21個組別，

在燈區提供發放手冊、提供遊客導覽諮詢、

動線導引、安全維護、進駐行動服務臺等，

每日志工服勤人次達 1萬 2,612人次，值班

時總數達 6萬 7,226小時，累積成令人激賞

的 10大貼心創舉（圖 3）。

此外，接駁始終是這次燈會的挑戰，運

輸司機就是燈會的雙腳，看到遊客累癱、焦

躁，司機手上方向盤始終握著，腳下油門絲

毫未鬆，三個便當被冷落在一邊，腦子裡，

只想到把遊客平安接進來，安全送回去，無

心也無力顧自己。

每晚當人潮終於疏散，遊客回到家，躺

在床上，滑手機倒帶目眩神迷的燈會旅程，

另一批身影在黑暗中，開始接力工作，全面

清查機電設施、清除廁所水肥⋯，得要忙到

天亮，才能躺下說晚安。

為讓賞燈遊客「方便」，這次廁所是採

最高標準設置，數量、清潔、位置、品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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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把關。只是 800多座流動廁所必須在人

潮退去後才能執行水肥清除，早在一旁等待

入園的水肥車，需在短短數小時內抽除水肥，

是項極為吃力的任務。

夜太深，寥寥星光起不了作用，清潔人

員靠著頭上的探照燈，一間清過一間，現場

執行清潔工作的人員，聲音早被冷風吹散到

湖畔，繼續用腳抵著門，隻身拿著抽吸軟管，

在黑夜裡低頭工作。

另有一批編制外的人，無法一一點名，

但這些屏東鄉親們隨時撿一片紙屑；騎車載

落單的人；開放自己空地當免費停車場；網

路奮力宣傳，默默的為燈會付出。每一個參

與者，都用不同的形式與型態，默默在各角

落支持著屏東燈會的運轉。

柒、結語

曾有人詢問，在這場光的盛宴，最美的

是哪盞燈？其實，在燈區裡，臺灣人的溫暖、

善良、勤奮、同理、團結、合作⋯這些臺灣

最重要的價值在燈下發亮，是一盞盞美到不

行的燈，照亮人性的美，是不會熄滅的光。

圖 3　2019臺灣燈會在屏東，貼心 10大創舉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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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燦爛火花中，屏東縣政府跳脫制約與刻

板，有了練功與進化的機會和經驗，在不可能

之中創造了可能；群眾透過高水平作品與國際

級演出，開拓了視野，吸收新思維，感受彼此

文化的特色與不同；每個人不分彼此，無私無

我的付出，在看見別人之中找到自己。

這些年，屏東一直在累積能量，時時刻

刻在進化，讓屏東不再只是遙遠的地理名詞，

而是一種美好生活的品牌，庄腳囝仔的埋頭苦

幹，這次終於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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