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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在地心聲  創造區域均衡
第二階段「產業有家，家有產業」

雲林縣座談會紀實

經
建會辦理的第二階段「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系列座談會，繼彰化縣大

城鄉後，第二場座談會於 6 月 7 日於雲林縣舉行。經建會劉主委憶如與

農委會、經濟部、國科會、文建會等相關部會官員親赴雲林，上午參訪了位於

虎尾的全國最大布袋戲製作中心霹靂公司，隨後再至古坑崁腳農場與斗六福懋

興業，以實地走訪探察來瞭解當地特色產業的發展。下午則於斗六市勞工育樂

中心舉行地方座談會，針對雲林的產業發展概況和未來方針與地方進行面對面

的討論，聆聽雲林縣在地聲音，與提供地方必要協助。

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打造雲林產業新榮景

第二階段第二場的座談會，由劉主委與雲林縣林副縣長源泉主持，共同

參與的有農委會、經濟部、國科會、文建會等中央部會官員，此外當地民意代

表、工商業者及專家學者等亦踴躍出席，現場近百人參與討論，共同關心雲林

地區未來的發展與願景。

採訪撰文   游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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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委致詞時表示，「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是要促進區域經濟的發

展，建構未來 10 年產業發展藍圖。所以我們由衷希望各縣市擁有屬於自身的

特色產業，並以立足台灣，放眼全球為目標。她接著強調，產業發展需要有足

夠的生產與市場規模，加上基礎建設的配合，和在地的教育資源串連，讓地方

培育的人才能符合在地產業需求。因此產業間必須進行聯盟或跨域合作，才具

有國際競爭力。最後劉主委表示，上午的參訪行程，除了進一步瞭解雲林的在

地產業特色外，同時也明白目前紡織業面臨的困境，經建會將再邀請產官學各

界，舉辦紡織業座談會，共同商討企業如何轉型。

雲林縣林副縣長源泉致詞時，相當感謝劉主委與部會代表來到雲林聽取地

方心聲。雲林是農業大縣，如何使農業升級更具市場競爭力，是目前主要的發

展重心。此外，與宗教結合的文創產業亦為未來著眼的新方向，希望經建會能

為雲林縣地方建設把關，共同打造產業新榮景。

經建會劉主委就地方產業發展議題，主持綜合座談。

（照片左起：雲林縣林副縣長源泉、經建會劉主委憶如、黃副主委萬翔、雲林縣呂處長政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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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整體產業發展願景—打造農金科技城

雲林縣政府先就目前發展現況提出 2020 整體產業策略，以「新農業創新」

與「文化宗教創意」為產業發展主軸，希望能以跨域合作的方式，朝向打造雲

林成為農金科技城的目標邁進。會中亦提出以「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施政方

向為基礎擬具的三個方案，包括：設立農業園區、發展雲端農業和設置北港文

創園區。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呂處長政璋表示，雲林具有優越的農業發展區位，

希望利用大面積、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基地，發展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提供

在地的青年學子學業、就業與創業的管道與資源。此外，雲端農業是指建立數

位化的農產管理機制，藉由產銷履歷設立一套食品安全的溯源系統，再加上建

立兩岸華文電子商務，推動雲林成為台灣農業的產銷大縣。在文化創意部分，

雲林縣政府表示，該縣有許多文創人才，只是苦無平台可以發展、創作，所以

希望能將閒置的北港糖廠土地打造成文化創意園區，同時協助青年學子返鄉就

業，活化在地經濟。

雲林縣座談會近百人熱烈參與，共同關心未來雲林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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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建議，經建會黃副主委表示，很高興雲林縣政府提出了許多相

當務實的構想，但在規劃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雲林縣地層下陷的問題，農業

發展必須結合地貌整治和水文治理，才能使土地有效利用。雲林為台灣農業大

縣，如何讓農業加值，進而幫助民眾就業、創業是當前重要的課題，若能以雲

林為核心，以跨域合作的方式和鄰近的嘉義、台南合作，將會擴大農業產值與

農民所得，並增加在地民眾的就業機會。此外，媽祖是台灣人的信仰重心，北

港媽祖文化亦能帶動周遭文化產業的發展。經建會都住處張處長桂林進一步說

明，即使在中央經費吃緊的狀況下，政府也可以在既有的預算中，調整方向來

達到目標。再者，也可以請在地的大企業回饋協助地方建設。

農委會針對「農業創新」構想也做了初步回應，希望縣府先就各鄉鎮有機

農業推動吉園圃的認證，再逐步推向產銷履歷制度，進而達到建立生產溯源系

統；至於中草藥及種苗推廣生產區的規劃，因為中藥種類繁多且機能複雜，所

以建議先和中藥中盤商合作以保障農民權益；在農產物流方面，因為涉及由上

到下的資源整合，所以希望能和民間產業結合，政府則會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給

予充分協助。

經建會劉主委參訪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謝總經理式銘等人合影。

（照片左起：福懋興業林處長國全、黃協理明堂、經建會劉主委憶如、福懋興業謝總經理式銘、蔡顧問宗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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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士討論熱烈　期待政策落實造福地方

座談會中，各界反應熱烈，針對地方政府與各界所提問題及意見，劉主

委、黃副主委與經濟部、農委會部等相關部會代表皆一一回應與說明。

雲林縣政府提出，希望將西螺的果菜交易市場升級成為雲嘉南的物流倉儲

中心，並同時具有交易、教育、消費、採購等功能，並配合國家級的農業生產

基地，讓農業建立招商制度，成功轉型。另外，對於徵收台糖土地不易問題，

縣府也希望能有一彈性機制，讓閒置空間能做多元利用，活絡僵化的台糖廠

區。經濟部代表回應表示，建議縣府先擬定具體可行之方案，用合作的方式和

台糖公司洽談，達成雙贏的目標。

雲林縣地方企業代表也相當關心高鐵在雲林設站後，是否建置公車 BRT 系

統提出疑問。黃副主委說，雲林縣應該是相當有機會建置 BRT 系統，不過還是

要請縣府有具體的規劃後，和交通部申請，經建會也會從旁協助支持。此外，

民間人士也提及地方財政分配不均問題，並希望政府能落實政策，照顧農民，

經建會劉主委參訪霹靂多媒體公司與（照片右起）黃董事長強華、（照片左起）黃總經理文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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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城鄉差距。對此劉主委回應，地方財政自主化的確未能完全落實，這是政

府需要努力的方向，至於縣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只要是具體、可行的，中央一

定會全力支持，並以提高雲林的基礎建設和生活機能為首要方針。

主委期許透過招商平台機制　增加地方產業發展契機

會議總結時劉主委強調，透過這次的會議可以看出中央對雲林縣未來產業

發展方向與縣政府的期望是一致的，如農業創新和文創產業。不過，這些都需要

地方政府更進一步提出具體的計畫內容與方向，再透過經建會全球招商平台，提

高國際能見度，吸引國內外市場的潛在投資者，使產業發展效益能發揮最大。若

產業發展面臨瓶頸，亦可透過此一平台找出解決方法，也就是透過市場機制評估

這些方案是否具有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劉主委也再次強調「產業有家，家有產

業」目的是要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希望透過與地方的座談，凝聚共識，並增加民

眾在地就業機會，改善地方生活水準，達到區域平衡的目的。

經建會劉主委致詞強調雲林縣應發展自身特色產業，增加國際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