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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嘉易創」創育中心創辦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副理事長　黃振瑋

～不想承認逐漸邁入中年的熱血創育青年，用白話道出地方的真實日常～

由臺南北漂嘉義，筆者從帶著稚氣的臉龐來這念書，一直到決定在這個地方待

下，算了算也有 18 年了。當初決定待在嘉義，是因為喜歡它的生活步調與不擁擠，

再加上這個地方處處都有筆者念書時期留下的腳步與笑聲，因此更不捨得離開。許多

人會覺得，嘉義與一線城市相比，好像少了一些機會與資源，確實在當時，這也是筆

者心中很掙扎的部分，但在「逃避」與「挑戰」的選擇下，最終筆者選擇了「挑戰」

――從一個人在這嘗試、尋找可能，到現在有一群夥伴一起為地方努力。回想過去，

看看現在，從落地生根到在地深耕，如今依然深愛自己當初的決定。

那種城鄉的不平衡，我親身感受過

猶記得十多年前，筆者碩士剛畢業，帶著滿腔熱情，開始在嘉義尋找合適的工作

機會，因為主修的是食品科學，所以往生技、食品、製藥的領域去尋找，那時第一印

象就是：相比於其他縣市，感覺嘉義工作機會相對少，薪資也較低。筆者記得曾經去

挺創生！南部青年返鄉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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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一間農業生技公司時，面試官直接表明他們沒辦法聘請碩士，因為他們其實只需

要基礎的專業人員；另一個經驗是公司在錄取後，會強制員工隔週六上班（無加班薪

水），在那間公司工作的期間還發生內部外籍勞工集體抗議，鬧到警察都來公司幫忙維

持安全；也曾遇過面試談的薪資與實際報到後的薪資不同，整整少了 4,500 元……種

種的經驗都讓筆者當時深受打擊，憑良心說，以一個青年要留在這個地方貢獻自己的

專長，乃至於在這地方發展，還真的是感受到十分地不友善。直到後來剛好接到大學

打工時的單位主管來電，說有個工作職缺，問問筆者是否有興趣，但是需要考試加面

試。因緣際會，筆者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單位工作――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每個地方面對的問題，大不同

不要說臺灣南北，光是嘉義縣市所要面對的地方發展問題，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筆者在育成中心工作那幾年，學了不少東西，當初育成中心成立的首要任務，就是要

協助地方的中小企業成長，並成為學校與業界的橋樑，也因為這樣，我們得花更多時

間在地方企業的拜訪與合作，過程中可以看到許多地方人事物所面臨的問題，例如：

農企業的堅持不轉型、二代接班的不順暢、勞資的惡性循環等等。在工作的同時，我

們通常也要協助地方的企業去尋找問題的解方，因此讓筆者對嘉義這個地方更加瞭

青年帶著自己的專長與經驗返鄉，共同討論地方發展。（圖片提供／黃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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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為生活在這裡，所以更明白這個地方面臨什麼問題；因為在育成中心工作，所

以有些時候我們甚至要串聯資源去協助解決這些問題。在那段時間，筆者深刻體會到

「換位思考」的重要性――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與角度去思考事情，才有辦法真正地瞭

解地方問題，然後提出合適的解方。實際上要如何做到？就是跟著他一起去體會他所

經歷的，你才會知道他的為難在哪裡；跟著他去看看他在創業上所面對的，你才會知

道他的成長瓶頸在哪邊；深入地方跟著他一起生活，你才會知道有哪些改變的機會。

真正深入地方才有辦法尋找到改變的機會。（圖片提供／黃振瑋）

當初帶著希望離鄉的青年，帶了什麼伴手禮回來？

筆者常跟朋友分享，以前回學校時，還常常會遇到自己的學弟妹或學長姐，在嘉

義仍有一些同年齡層的朋友群，但是隨著同世代七年級生年齡坐二望三後，那些身邊

的朋友們逐漸離開嘉義了。久久在外發展的朋友們難得見面，不考慮回嘉義的原因通

常是「因為在嘉義工作機會比較少」或是「因為嘉義市場小，感覺創業不容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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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答，我相信也常在許多二三線城市或鄉鎮中發生，當然有些地方可能光是在生活

機能上都還有改善空間，筆者也認同創生教育與地方建設的重要性，但我們總不能要

求每個鄉鎮都蓋一座電影院來吸引年輕人回鄉，而依據地方實際面臨的關鍵問題，整

合地方資源，去發展出地方問題的解決方案與生活之道，會是更有效率的。

就嘉義而言，比較迫切問題還是經濟力不足引發的勞動力流失。少了市場與工作

機會，地方勞動力的減少與青年流失是可預期的，要做事一定先要有人！所以在人力

流失的問題尚未解決下，很多策略推動起來都會事倍功半。筆者認同地方創生整個大

戰略的方向，也看見臺灣的產官學研正逐步朝向更務實的創生邁進，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更需要被討論的，那就是「在地創生，在地做」，這也是筆者一直在倡議的觀念。幾

年前，我們參考日本地方創生的同時，因應了臺灣的各種狀況做策略調整，但是在臺

灣整體的創生策略下，針對不同地方的做法與細部規劃，都應該要再更接地氣，就像

我們常提到的「盤整地方 DNA」，這 DNA 到底是需要「盤整」出來？還是它其實就流

淌於在地人的血液裡面？又有誰比在地人更瞭解地方發展的困境與問題呢？

三年前回嘉義縣創業的青年張瑋鑛帶回專業與經驗加速在地產業創新。（圖片提供／黃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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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筆者開始在嘉義遇到不少返鄉的年輕人，他們不太需要包裝自己，也不

需要冠冕堂皇的返鄉理由，就單純覺得自己想家了，覺得在外地似乎也沒有想像中的

能存很多錢，覺得好像可以回到家鄉做些什麼――如此簡單，這些地方的 DNA 就流

在他們的血液裡！他們瞭解自己的故鄉有些什麼，當然也記得自己當初離開家鄉的理

由。如今他們回來了，帶了滿滿的伴手禮，這些伴手禮有他們更加精進的專長，有他

們在外學習到的新技能，也有到外地磨練過的經驗，回到家鄉後，他們會找個適合自

己的地方待著，也或許會找一群朋友一起開發新的事業。不管用哪一種形式留下，這

次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再離開。

創生，開始走向務實

「我做地方創生的！」這句話應該常常聽到吧！筆者常笑著跟朋友說，這幾年臺灣

地方創生真的比一些知名的流行品牌還要紅。或許政府真心想要投入資源去協助臺灣

的城鄉發展平衡，抑或是讓城鄉可以各司其職，發展出自我的特色與生活型態，但是

也造就了一些行銷公司打著地方創生的名號全臺跑透透的亂象。依筆者的觀察，相較

於這些行銷公司，低調返鄉的青年通常是就自己的專長與經驗下去做發想，思考自己

能與地方有什麼更深的連結，抑或是自己的專長能幫上地方什麼？當然，這些都是在

他們能在地方存活溫飽的前提下。比較早回來的青年，或許意識到團隊作戰會讓事情

進行起來更加有效率，所以可能會建構起一個領域的小組織或小生態，讓後續返鄉的

青年可以快速找到一起努力的夥伴。地方創生走過了那個需要大家認識而大肆宣傳的

階段後，現在「務實創生」才正夯。新化山海屯社會企業的創辦人許明揚，是筆者在

推動地方創生與發展的好夥伴，兩三年前在聊天的過程中，我倆開了個玩笑說要成立

一個「臺灣務實創生協會」，一起找尋一些在地方深耕努力的創生工作者互相取暖。現

在看來，有許多返鄉青年就是扮演著當初我們口中所說的務實創生工作者，他們用自

己在外地磨練完的專長與經驗，回到家鄉貢獻。

青年返鄉後，都在做些什麼？

筆者分享幾個青年返鄉的案例。前述提到，早期有些青年返鄉後，只是在自我能

生存的前提下，把他的專長與經驗帶回來家鄉貢獻，但是在國家推動地方創生後，他

意識到自己能為地方做更多，所以開始成為青年返鄉扶持生態的一環。筆者的幾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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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都可以算是這類青年返鄉的優質案例：早期在一線城市的外商行銷公司任職的顏

永明，六年前回到嘉義飯店業任職，他在外商公司磨練的專業技能與經驗，讓他在工

作上能有更好的表現，也同時讓嘉義的飯店業更有創新思維，在政府開始推動地方創

生後，如今的他不但已成為飯店主管，更運用自身的行銷專長與人脈資源，協助嘉義

在地青年返鄉的創業品牌資源連結、加速曝光。在臺北擔任電腦工程師，回嘉義工作

幾年後創業的張惟翔，成立一宇橙數位科技，除了補強嘉義鮮少的數位科技專業服務

外，也擔任創業業師，將專長回饋給家鄉的青年。五年前還在大陸工作的黃昭翰，主

要是做品牌規劃與線上行銷的工作，返鄉後也善用自己的專長，協助嘉義的一些二代

接班品牌轉型――像是阿榮師啤酒鴨、蕊杜巧克力等年輕品牌。這些早期回來的返鄉

青年，也透過與筆者所創立的創育機構――「嘉易創」創育中心連結合作，一同建構

屬於嘉義的返鄉青年 Soft Landing 機制，輔導更多返鄉創業青年，或是讓返鄉青年

的專長能對接上企業，而在這次疫情期間，他們也善盡社會責任，發起嘉義藍絲帶運

動，號召在地青年共同支援醫護體系。

嘉義與新化青年合作建立返鄉青年輔導機制。（圖片提供／黃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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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間的一些資源整合外，其實地方政府也開始擬定一些支持青年返鄉的策略

並提供資源，例如嘉義市政府為鼓勵青年返鄉創業，規劃了「嘉義市青年創業補助獎

勵計畫」，補助返鄉青年創業基金外，也提供業師輔導資源，建構最接地氣且完整的青

年創業輔導機制。嘉義縣政府也為了讓返鄉青年更快與地方產生連結，著手規劃「嘉

義縣青年線上孵化器」，讓青年培力與輔導機制可以透過線上系統而更加有效率。這些

作為其實都推了那些還在猶豫是否返鄉的青年一把，當屬於地方的青年返鄉扶持生態

逐漸形成，對返鄉的青年來說，就會產生更友善的環境。Soft Landing 的機制能讓他

們更快速地融入地方團隊的合作，也快速地熟悉自己不在的這幾年，家鄉的變化，重

點是有走過這條路的在地人來引導他們，順利在地方找到一個舒服的空間過生活，也

找到一個合適的角色扮演，一同為地方發展努力。

建置地方的青年返鄉扶持生態可以鼓勵更多青年返鄉。（圖片提供／黃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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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熱情的神秘力量，挺創生

國外的朋友常說臺灣人很熱情、很有人情味，這種人情味在南臺灣更是容易感受

到。或許是生活步調不同吧！走得較慢，讓我們南部人看到更多人、地、產的細節，

尤其在人的部分，少了一些錙銖必較，我們更容易因為彼此的熱情或是信任，就一起

熱血地去做一件事。對筆者而言，做創生，有時候就是需要一股衝動，因為有些付出

與成本投入，在短期內不會馬上看見成果，但是許多在地人還是會選擇努力地去做。

仔細想想，原因其實也簡單，因為對那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他要生活大半輩子的地

方，以長遠來看，他終究有一天能看見地方的改變，享受到他今天努力的成果。如同

筆者常常跟朋友開玩笑說：「沒意外的話，我應該會老死在嘉義，不小心有意外的話，

我也希望是在嘉義！」如果大家對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有滿滿的愛，臺灣創生遍地開花

的時候終會到來！

嘉義市返鄉青年一同為地方努力。（圖片提供／黃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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