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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推動機制

叁、我國以科技力導入推動地方創生案例

肆、結語

政府部門以科技力導入推動地
方創生的具體做法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組長  林俊秀

壹、前言

根據聯合國 2018年發布的全球都市化預測，全球到 2030年將有 41個人口

超過 1,000萬人的巨型都市。當人口日益向都市集中，城市的有限資源必須更有效

率分配並提供更多服務，以滿足市民生活需求。

同時，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也排擠鄉村青壯年人口數、就業機會、醫療與

教育資源不均等副作用，造成偏鄉發展停滯。為改善都市與鄉鎮的生活機能，提高

宜居性，各國城市開始朝智慧化發展。運用資通訊技術與數據資料，發展多樣化的

創新應用，除了滿足消費者智慧生活所需，也關注鄉鎮發展，協助改善農業生產力

不足、高齡照護缺口、觀光競爭力疲軟等。其中，針對地方產業發展，日本更提出

「地方創生」（Placemaking）概念，希望透過結合當地自然與人文特色，發展符合

在地需求及區域特色的產業。

而我國在城鄉發展上，大致和國際相同，除了人口高度集中於直轄市，偏鄉也

面臨青壯年人口外移，人口結構老化等現象。因此為解決在地生活與產業發展的挑

戰，並加速智慧科技的導入，經濟部工業局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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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設」規劃，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以主題式徵案計畫之補助機

制，望能引導中央及地方政府與國內業者共同合作，投入新興技術應用之開發、導

入與服務營運驗證，藉此加速我國於智慧聯網科技的普及程度、建構國民優質生活

空間。

貳、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推動機制

為實現「運用智慧聯網科技，建構國民優質生活空間」，「普及智慧城鄉生活

應用計畫」以「資料」為導向，加速城市與鄉鎮間的協作及融合，打造「共同生活

圈」，縮短城鄉發展差距，讓智慧應用普及城鄉，構築一個可讓市民、企業、政府

和諧共處、提升地方創生的願景。

本計畫採「地方創新類」（Bottom-up）及「創新服務類」（Top-down）兩種

推動模式。其中，地方創新類由縣市政府各自提出希望改善的困境，師法日本以科

技發展地方創生，紓解在地疑難。以花蓮為例，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觀光資源，但因

各類型公共運輸系統未整合，造成尖峰遊客潮堵塞市區交通，除了惡化居民生活品

質，也影響觀光客的旅遊體驗。透過導入 OPEN API及 LBS推播，整合即時旅運

資訊、多元支付與行銷導客及旅遊消費資訊分析，以數據刺激在地創新服務的開

發，可望推升地方生產力。

而創新服務類則配合國發會推動「亞洲．矽谷推動方案」，由中央開題，地方

場域實證，運用政策帶動創新應用產業發展，實現科技島嶼願景，例如農業物聯網

國際產銷契作平台，藉由導入 IoT技術，從前端提升農作效率，轉型為精緻農業，

同時介接產銷營運商，實現產銷履歷雲端化，建構在地科技農業生態圈，除了有效

促進在地人才培育，進而提升農業產業行銷，改善農民生活。

除了智慧觀光和智慧農業，計畫在智慧醫療領域也有初步實績，以下將針對三

大領域分享六項推動成果。

29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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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我國以科技力導入推動地方創生案例

一、 打造農業國際契作產銷平台

(一 )問題：務農人口高齡化及產銷資訊不透明，造成務農效率低、利潤薄

近年地方務農人口高齡化逐漸嚴重，青年勞動力不足為國內農業所面對的嚴

峻挑戰，以屏東縣為例，全縣務農人口僅剩 40萬。

為協助地方農業產銷資訊透明化，改善農業為夕陽產業之印象，中央以物聯

網平台為題，邀請業者協助地方導入物聯網技術，從農作階段以科技監控環

境，掌握農作物生長週期，中間採購商則根據收成、交易量決定食材儲存與

購買，到終端消費者可追溯食材履歷，將產銷兩端緊密鏈結，活絡當地農業

發展。

圖 1　用物聯網讓資訊透明化，產銷鏈運作更有效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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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智慧農業解決方案──連接海外農業產銷平台，增加在地農產輸出

(二 )做法：運用 IoT與智慧農業平台提升農業產銷效率，培育科技青農

華苓科技、國興資訊與玉美研究、興農公司組成「智慧農業旗艦隊」。結合

物聯網平台、環控管理、生產排程、農場產銷分析，推出「智慧農業管理系

統」，研究影響產量的關鍵環境因子，找出最佳生長條件與提高收成期數與收

成率。

 「智慧農業旗艦隊」以屏東內埔鄉為實證基地，透過「智慧農業管理系統」

提供耕種建議、通路或行銷策略及個人化推薦服務，以活絡茶葉產銷之運作

效率。同時，與屏東科技大學合作，從校園培養當地農業管理及技術人才，

落實農業產業化，也讓在地青年願意留在家鄉發展。另一方面，系統可嫁接

各國產銷平台，因此可將智慧農業管理系統整廠輸出海外，增加農產外銷機

會，擴增在地農夫收入管道。

31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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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智慧觀光與農業應用整合服務

(一 )問題：新竹縣農業生產須擴大收益來源

新竹縣多丘陵，因此耕作模式多為小農小面積，再加上務農勞動力的缺乏及

老化，造成產能及競爭力低落，而生產之農產品又因行銷通路不足、議價力

低，難以負擔食安驗證之成本，造成當地青年出走不願下田，農業發展停滯。

新竹縣希冀運用科技建立智慧產銷平台及生產履歷，並引入農產品銷售通路

與觀光休閒商機，以為傳統農戶與年輕小農帶來更多收益來源，同時讓民眾

可買到安全安心的農產品，提升當地消費價值。

(二 )做法：導入科技建立智慧農業平台

富鴻網以觀光玩體驗服務雲平台為核心，運用物聯網、大數據協助新竹縣整

合在地農產與觀光業。除了鏈結農作產銷平台，也結合智慧商務服務系統之

圖 3　智慧農業平台結合觀光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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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履歷，同時媒合企業通路與在地小農，以保證利潤方式進行契作收購，

藉此提高農民收入，鼓勵青農回鄉。而觀光部分，則透過 AR、VR與當地休

閒農場結合，並和旅遊業者合作，建立電子套票系統，提供國內外旅客電子

票券、觀光休閒農場行程及 AR、VR沉浸式體驗，開創科技結合農業與觀光

的新思維。

本計畫運用科技打造觀光休閒農業生態系，整合精準耕種、產銷履歷與多元

化銷售管道，提高農產競爭力，為新竹縣小農創造更高利潤，進而吸引青

年勞動力投入農業，同時結合休閒觀光商機，發展具在地特色之農務體驗旅

遊，擴大收益來源，為在地農業發展注入活水。

三、 智慧診間結合社區照護服務

(一 )問題：花蓮縣民多為年長者，就醫不

便

花蓮地形南北狹長，占全臺 1/8土地

面積，且超過 60歲以上的長者高達

22.5％，銀髮族因行動不便，外出

就醫困難，而就診時的掛號或等待

看診時間更令人望之卻步；此外，

醫療系統仍維持人工紙本紀錄，費

時費力且不易進行追蹤分析。

根據上述困境，花蓮縣希望在衛生

所導入智慧化技術，提高醫事行

政效率，擴大社區照護能量，改善

年長者就醫奔波或長時間等待之不

便，並提升當地照護服務品質。
圖 4　銀髮族於花蓮就診不便

33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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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做法：打造健康雲平台，提供 e化看診服務，建立健康數據資料庫

浩鑫打造「健康雲平台」讓民眾上網掛號、查詢看診進度、推播衛教訊息，

並在社區設置健康照護體驗館，提供居民生理量測、肌肉衰弱評估及運動促

進建議，而量測的數據將儲存至健康數據資料庫。同時，與慈濟科技大學合

作，提供衛教課程，增進年長者自我照護意識、提供居民健康維護方案。

為提升居民使用平台意願及活絡當地經濟，浩鑫設計以健康點數鏈結當地健

康產業，如健康飲食餐廳、保健食品等，還可促進導客、商品銷售、行銷活

動推廣等。

圖 5  智慧診間與社區長照雲服務

四、 融合在地保健服務與觀光景點，打造智慧養生旅遊服務

(一 )問題：臺東缺乏醫療資源且遊客逐年減少，當地經濟疲弱

臺東為臺灣本島人口最少縣市，縣內長期面臨醫療資源缺乏、縣民衛教知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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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服務流程──以「前測─改善─後測」的方式提供養生旅遊行程

不足等挑戰。因此，為改善上述問題，臺東縣向全國業者徵案，希望透過科

技結合健康照護與觀光產業，讓縣民及遊客可以一邊體驗深度旅遊，一邊改

善個人健康狀況，以「健康生活型態」為賣點，帶動當地觀光及健康照護產

業發展。

(二 )做法：整合健康數據與旅遊景點線上平台，打造養生旅遊觀光 App

真茂科技和津和堂、群璇地理資訊顧問合作，在臺東境內設置 107個觀光保

健站，以回饋金幣、推薦及販售保健品與在地健康產品，吸引居民主動貢獻

個人的健康數據和運動紀錄。而針對外地旅客，推出包套式養生旅遊服務，

以「前測─改善─後測」的方式讓觀光客看到數據化的進步，再搭配營隊式

群體運動、衛教活動，以及不同景點及健康商品，提高觀光客駐足長期旅遊

意願。

35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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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健康促進結合臺東在地特色，推動特色保健觀光旅遊，結合金幣回

饋機制，提高居民健康意識，活絡臺東縣經濟發展，更翻轉好山好水好無聊

之刻板印象，與健康生活形象鏈結，打造養生典範城，除了吸引各地旅客，

更盼望吸引外移人口回流。

圖 7　服務流程──以金幣回饋鏈結當地健康食材、保健產品、旅遊休閒產業

五、 以旅運大數據及LBS推播，打造智慧觀光城市

(一 )問題：尖峰人潮惡化當地生活品質與遊客觀光體驗，流失大量商機

花蓮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每年約有 1,000萬人次湧入，然幅員廣闊且未整

合各類型公共運輸系統，造成尖峰旅遊人潮堵塞市區交通，影響居民生活品

質與觀光旅遊體驗。此外，當地業者因無法準確掌握遊客輪廓及消費型態，

造成行銷成效不佳，流失大量商機。

為改善遊客觀光品質與居民的生活品質，花蓮縣選擇中華電信的智慧觀光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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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結合綠色運具與觀光，改善遊客出發前搜尋景點、住宿、交通規劃

等資訊，以及旅程中（等待交通接駁、購物、休憩等）提供綠色運具及多元

支付等服務，以促進消費和當地就業機會。

(二 )做法：透過旅運資訊 Open API及 LBS景點推播，打造智慧觀光服務

中華電信整合即時旅運資訊、多元支付導客與行銷服務及旅遊消費資訊分

析，提供旅客從「旅行前」、「等車時」、「上車後」到「消費時」的觀光資

訊、電子支付優惠、智慧展售與自助取物等服務，並提供多國語言導覽。在

遊客回家後，運用所蒐集消費及旅運數據，分析遊客輪廓、活動成效、消費

習慣等，回饋店家推出具競爭力之旅遊商品，以帶給遊客便利、實用、優惠

及難忘的體驗。

本計畫串聯花蓮觀光旅運產業鏈，整合旅程前、中、後服務，提供順暢旅遊

體驗，促進在地經濟發展。最後分析所蒐集的遊客消費、行銷成效、人流資

訊等，以數據刺激創新應用服務的開發，鼓勵新創事業並推升地方生產力。

圖 8　智慧觀光結合創新旅運服務

37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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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整合文創產業能量，擴大當地就業及觀光 

(一 )問題：臺東文化藝術創作產業資源分散，創作者在地就業不易

臺東富有七族的原住民文化，原民比例達 1/3，是當地藝術品的創作來源，

但因原鄉地區缺乏商品授權資源及產業鏈不完整等問題，當地創作者常以單

打獨鬥的方式經營文創事業，連帶在地原民青年投入意願低落選擇離鄉。

為改善青年創作人口外流，提高臺東文創就業機會，臺東縣政府提出智慧觀

光結合文創之需求，藉智慧科技協助創作者處理授權作業，媒合業者打造自

家品牌以整合原鄉文化特色。此外，APP上的廣告也可宣傳臺東觀光環境及

原鄉特色，促進國內外觀光產業，讓原住民文化得以延續。

(二 )做法：媒合平台 TTArt+整合原鄉藝術家能量及帶動臺東文創產業發展

本計畫由創意連結資訊主導，德義資訊協助，共同開發 TTArt+藝術授權加值

圖９　創意連結資訊規劃臺東文創產業營運模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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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平台 APP，隨後向當地創作者、在地協會、廠商等文創產業相關企業推

廣應用，擴充內容吸引消費者使用。

第二階段則建立培育經理人機制，協助創作者行銷規劃及執行，保障創作智

權及經營社群等事宜，讓創作者專注於創作。同時媒合適當的銷售通路及製

作工廠，讓創作變成商品以刺激消費。

最後延伸創作的附加價值，如與縣政府合作推廣當地觀光及伴手禮、以 O2O

方式舉辦展售活動、開播社群直播等，加速創作者建立自身品牌。

本計畫藉 TTArt+平台媒合藝術創作專案及當地觀光合作案，增加原鄉文創就

業及創業機會，提高青年人口留居意願。並透過平台建構文創產業鏈，能有

效帶動業者開發新商品、發展新事業及建立品牌，促進在地觀光動能。

圖 10　TTArt+平台的文創事業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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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在 推 動 智 慧 城 鄉 發 展 上， 運 用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協力模式，邀請地方政府與產業共同參與，由中央機制設計，促

成地方與產業互利合作。如鼓勵地方政府提供場域，吸引業者前來試驗解決方案及

服務，同時改善當地發展所面臨之挑戰，一方面扶持廠商發展國產物聯網解決方

案，另一方面協助產業深耕當地，創造地方就業機會、減緩移出人口、吸引觀光人

潮等，有效運用在地既有「地、產、人」資源優勢，確立地方獨有的核心價值，以

區域特色為產業發展驅動力，達到地方創生。

因此，藉由地方出題的方式，讓偏鄉、農業大鎮、原鄉等縣市能各自針對在地

發展提出需求，邀請產業導入科技解決在地問題。如新竹縣因全縣務農人口老化，

產業發展面臨斷層，廠商導入智慧休閒農業解決方案，協助在地農業與當地觀光資

源整合，作為地方農業升級之典範。而以原鄉著名的臺東縣，面臨嚴重地人口外

移，廠商協助在地觀光局開發原鄉文創智慧平台，輔導在地原住民發展文創產業，

共同打造觀光商機，吸引青年返鄉工作。

同時，為兼顧產業整體發展，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政策，透過由中央聚焦前瞻

命題的方式，邀請業者提出創新前瞻的解決方案，以砥礪產業創新。如業者開發農

業物聯網平台，串聯感測器、資料傳輸與數據分析，發展國際契作產銷平台，為農

戶帶來輸出商機，提高務農收益。

綜合地方出題與中央命題兩種機制，可望促進城鄉發展共榮共存。除了上述六

項案例，計畫亦協助務農效率提升、長照環境改善、觀光競爭力增強等，發展具區

域特色之服務，以吸引人口回流、遊客人潮、新創產業發展等，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並活絡當地商機。相較於國際智慧城市發展，我國仍具有可精進之處，本計畫將持

續以此政策工具協助解決在地問題，希冀在地產業、學研機構及公民共同投入，以

達成地方創生，共生共榮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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