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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規劃(詳如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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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商务工作商业模板

108 年度公民參與計畫-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地方創生設計思考工作坊規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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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地點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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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日期：
A.10月5日(六)下午
B.10月9日(三)下午

辦理時間：
PM 2點~5點(3小時)

辦理地點：
茄萣區公所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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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形式
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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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設計思考

「海洋‧生態‧人文-茄萣仔六級產業經濟創生」
地方創生工作坊

茄萣DNA & 發展現況導讀

茄萣一級產業創生
設計思考工作坊

茄萣二級產業創生
設計思考工作坊

茄萣三級產業創生
設計思考工作坊

焦點座談會
創生構想交流與收斂

「海洋‧生態‧人文，茄萣仔六級產業經濟創生」
創生發展策略方向8



地方創生工作坊

• 三個主題，分三組帶開

討論

• 每組一位Mentor引導學

員進行發言及討論，適

時給予方向建議

• 每組配置一位助理協助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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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會

• 三個主題，各組分享地

方需求及未來期許

• 座談來賓引導計畫方向

進行收斂

• 現場會議紀錄做為創生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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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對象
PAR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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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鄭美華區長

出 席 名 單

座談來賓

講者

學員

• 陳宗澤經理

• 陳建志老師

• 莊翔傑老師

• 李宇頡經理

• 林杏麗老師

• 鄭美華區長(主席)

• 邱志偉立法委員或服務處代表

• 李亞築議員、黃明太議員、陳明澤議員

•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海洋局/工務局代表

•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郭子禎副處長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魏裕珍中心主任

• 興達港區漁會代表

• 高雄市茄萣區農會代表

• 高雄市茄萣區觀光發展協會

• 高雄市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 高雄市茄萣區各社區發展協會

(建議都邀)

• 高雄市茄萣區婦女社會參與促

進小組

• 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

• 高雄市茄萣區各里里長

• 其他發展意見相對一致之社團、

人民團體…等地方組織

14



預期效益
PART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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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茄萣區「海洋經濟」地方創生目標及運作策略。

• 建立茄萣區「地方創生」由下而上之公民共識。

• 推動「海洋‧生態‧人文-茄萣仔六級產業經濟創生」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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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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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坊簡報(詳如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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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商务工作商业模板

茄萣地方創生設計思考工作坊

地方創生簡介及茄萣DNA導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陳宗澤專案經理

108 年度公民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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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簡介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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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宣示108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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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DNA分析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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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萣」地名係由平埔族語：「Cattia」或「Cattea」音譯而來，這

個字在平埔族語中是「十」字與「魚」字的結合，意謂「多魚之地」

 荷蘭人測繪地圖中，有「漁夫角」、「漁夫灣」之名，顯見當時已有

漁人搭寮居住於此

 茄萣南北狹長約六公里，由北往南分為白砂崙、頂茄萣、下茄萣、崎

漏（塭寮）四大聚落，境內幾乎每處都與海洋及潟湖內海近在咫尺

 茄萣外海是絕佳魚場，許多居民倚以近海捕魚維生，區內東側又是海、

淡水養殖魚塭重鎮，所以人人幾乎是「海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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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居民早期以討海為生，為求心靈上有所寄託，

以「天上聖母」及「五府千歲」為主要的信仰對象

•其中白砂崙萬福宮、頂茄萣賜福宮、下茄萣金鑾宮、

崎漏正順廟則為茄萣區最具代表的四間大廟。

• 建醮祭典‧送王

茄萣區最重要的宗教祭典活動，8~12年一科，活動

高潮即為燒王船，王船起火燃燒，恭送王爺出航，

同時也祈求王爺保祐漁民在海上能平安、豐收。

曾打造全國最大王船，船長70台尺、寬十四台尺、高五．八台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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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濕地是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

分布的地區，在這片濕地裡有3種I級瀕臨絕種、

18種II級珍貴稀有和3種III級保育類動物。其

中，到茄萣濕地度冬的黑面琵鷺數量逐年上

升，2018年12月最高數量已達400隻，顯示

茄萣濕地是黑面琵鷺的重要棲地。這樣的標

準來看，茄萣濕地擁有全球黑琵族群量的

10.15%，可說是台灣島上的國際級濕地。

全國前三大黑面琵鷺棲地，逐年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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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達遠洋漁港建設 茄萣濕地公園情人碼頭

斥資77億元打造，計畫總面積

約 271公頃，泊地面積126公頃，

可供100～5000噸級之遠洋漁船

約1000艘靠泊，其中包含商業

區、機關、公園綠地、污水處理

設施及漁業關聯工業等用地

高雄市政府自2012年開始進行茄萣

濕地整體規劃，將茄萣濕地分東、

西兩區分期開闢，除了改善棲地環

境，更設置解說中心、賞鳥區等設

施，並串聯周邊人行步道等設施，

讓人們更易於親近濕地生態。

興達港為了發展觀光休閒漁業

設置的情人碼頭，使得黃昏的

海岸洋溢著歐式浪漫風情，其

景觀公園擁有風帆獨木舟等水

上活動碼頭、心心相印廣場、

情人橋、海上劇場等設施

臺灣地區規模最大且兼具近海、遠洋功能之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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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產業：烏金捕撈及魚塭養殖
 耕地面積:約5.98公頃，僅占約2%農漁業生產面積。
 陸上魚塭養殖:約506.14公頃，其中約10%閒置。
 漁筏 83艘、舢舨 200艘動力、漁船 100艘
 全盛時期有100多艘漁船捕撈烏魚，年漁獲量近
200萬尾，現已衰退轉型虱目魚養殖。

二級產業：烏魚子、虱目魚水產加工
107年度二級產業現況，合法工廠共39家，全年營
業收入27億3仟萬元，其中以漁業產品相關之食品
及飼料業為大宗，烏魚子、虱目魚丸加工技術佳。

三級產業：海洋休閒、生態觀光、水產品牌
興達港漁夫市集、茄萣溼地公園、情人碼頭、水上運
動專門遊憩區，每年統計數據約70萬人次旅客。

台灣捕烏量最高紀錄保持，曾為全國最大烏魚產地，有烏魚子的故鄉美稱

33



一級產業：農業生產/漁業養殖

魚種多元性?養殖技術的科技或未來發展?特色魚種

或高價魚種養殖?

三級產業：海洋休閒/濕地觀光

遠洋漁港活化?海洋休閒發展?濕地觀光?老屋活

化?海、陸景點整合規劃?產業結合社區發展或

弱勢照護?

二級產業：水產加工/食品生技

水產加工產能提升?水產加工國際認證?水產生技

食品研發?水產品牌發展?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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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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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茄萣區「海洋經濟」地方創生目標及運作策略。

• 建立茄萣區「地方創生」由下而上之公民共識。

• 推動「海洋‧生態‧人文-茄萣仔六級產業經濟創生」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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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簡介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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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專任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專長
財務時間序列、市場微觀結構、財經資料探勘

經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學組組長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高雄市分會，107年度青年管理獎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財金學院107年度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傑出研究獎

產學
108年度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成果展協同主持人

107~108年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樂銀輪轉‧輔具行動柑仔店 主持人

107~108年度創客小棧委外營運服務計畫

創
新
創
業
教
育
中
心

魏
裕
珍
中
心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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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產
養
殖
系

鄭
安
倉
主
任

學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博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
水產養殖、水產繁殖、箱網養殖

經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委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諮詢顧問兼推廣教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智慧農業計畫建置農業技術專家系統小組SIG委員暨共同召集人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第9屆常務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第7~8屆董事

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第3~6屆監事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第7屆會員代表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大青農輔導計畫(水產養殖類別)養殖陪伴師

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委員

教育部海事水產類學生技藝競賽命題暨評判工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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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產
養
殖
系

莊
翔
傑
助
理
教
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助理教授

專長
水產繁養殖技術、水產營養與飼料、水產生殖生理、分析化學、水產益生菌應用、

餌料生物培養、無脊椎動物繁養殖、生物技術與應用

經歷
增彧魚蝦苗增殖場水產繁養殖 顧問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益生菌應用及水產養殖技術 諮詢顧問

國立成功大學蝦類疾病控制與育種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產學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經濟價值魚類水產繁養殖技術開發及維生系統之精進

天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養殖管理人才培訓與創新養殖技術輔導產學合作計畫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麥寮鄉等五鄉鎮漁業輔導計畫-四湖鄉及口湖鄉益生菌提供與

友善養殖應用技術輔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雲彰地區文蛤產業技術升級與競爭力提升計畫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麥寮鄉等5鄉鎮漁業輔導計畫

41



水
產
食
品
科
學
系

蔡
美
玲
教
授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研究所

現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教授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楠梓校區/綜合業務處處長

專長
基因選殖、營養生化學、以細胞模式與動物模式評估與探討飲食中天然物活性成分

經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擔任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雜誌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100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製造魚油之方法。發明第I541340號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魚鱗粉圓構造。新型第M541736號

「四氫薑黃素再製備治療肝纖維化之藥物的用途及其醫藥組成物」(申請案號106112457)

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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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休
閒
管
理
系

林
杏
麗
副
教
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州聖母大學教育領導所健康促進組碩士
輔仁大學體育系學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副教授

專長

運動管理、海洋休閒遊憩管理、水中有氧、適能瑜珈、海洋休閒運動教育與發展

經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系主任

教育部第七屆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委員

產學
105~107年揚帆世界計畫主持人

106年海洋休閒觀光職能導向課程：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105年溯溪教練人才精進計畫協同主持人

105年運動i臺灣計畫-親子水域活動體驗營暨水域指導員培訓協同主持人

105年運動i臺灣計畫-水域自救觀摩與宣導 協同主持人

105年運動i台灣興達無極限.水上樂翻天計畫協同主持人

105年台南天鵝湖水域活動體驗行銷計畫 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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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創
業
教
育
中
心

李
國
維
組
長

學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組長

專長
創意、創新、創業、創新自造(創客Maker)運動、申請專案補助計畫、策略規劃

經歷
社團法人台灣發明學會常務理事、秘書長

社團法人臺灣生物科技學會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灣產學研合作發展策進會理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發處專案經理

義守大學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專案經理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級研究員

108年世德盃全國創新扣件原型實作競賽主持人

107~108年度創客小棧委外營運服務計畫 主持人

105~108年推動大學創新自造教育南部基地補助計畫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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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創
業
教
育
中
心

陳
宗
澤
經
理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現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專案經理

兼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台灣大地人共創協會(TEPA)/理事

專長

服務創新思考、商業模式設計、創新創業輔導、服務品質管理

經歷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服務業事業部/講師/顧問/計畫負責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諮詢委員(兼)

麥斯創意行動辦公室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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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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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視覺設計 

一、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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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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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議程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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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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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簽到表(詳如次頁) 

 

 

 

 

 

 

 

 

 

 

 

 

 

 

 

 

 

 

51



52



53



54



55



56



伍、 工作坊及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活動照片(詳如

附件電子檔案) 

 

 

 

 

 

 

 

 

 

 

 

 

工作坊 

 

 

 

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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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坊創生策略方案 

一、地方創生問題發散討論及重點聚焦： 

(1) 漁業「友善養殖」及「產能穩定」對地方漁業養殖產業發展相當重要。 

(2) 茄萣在地漁產加工基礎設施不足，如水產加工前處理工廠及加工後水產冷凍

倉儲設備缺乏等問題皆有待解決。 

(3) 水產即使有產銷履歷認證，但價格還是不好，缺乏品牌帶動產品價值。 

(4) 智能科技要導入魚塭養殖並不容易，白蝦經濟價值高、不易滯銷，未來希望

可以導入白蝦養殖輔導。 

(5) 茄萣目前茄虱目魚養殖面積約有三百五十公頃，應思考如何針對副產品進行

之加工發展新產品。 

(6) 農會現有兩個小型魚丸加工處理廠、但尚未取得國際食品加工安全相關認證，

以及處理產能有限。 

(7) 青年外流，區域居民結構老化。 

(8) 烏魚文化節辦理多年，但多為一次性活動，未能衍生長期間之觀光或產品銷

售效益。 

(9) 茄萣區內因都市計畫關係，目前無民宿業者，導致無法發展兩天一夜周休活

動，增加觀光客停留時間。 

(10) 初級加工品去做一個二次的產品加工，我們要怎麼樣去建立這個技術? 

(11) 水產加工缺工的問題，因為人力一直在外流，要怎麼樣把這個缺工的問題做

一個解決，那包含人力的品質影響到後面我們產品產出的物力的一個狀況 

(12) 旅遊推廣資訊的應用上有很多的不足，等於說觀光客來到我們茄萣，其實不

太知道哪裡可以吃那裡可以玩。 

(13) 地方觀光發展，在交通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14) 旅遊活動點很多但是沒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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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生策略方案 

創生策略方案一：水產養殖(一級產業) 
友善養殖 ‧ 科技養殖 ‧ 高經濟價值種苗繁殖園區 

(1) 建立友善養殖輔導平台 

(2) 輔導科技養殖帶領產業升級 (發展並輔導智慧化養殖管理模式) 

(3) 輔導建構高經濟價值種苗繁殖園區 

台灣地區水產養殖產業已發展多年，且突破了許多繁養殖技術，仍缺乏科學化管

理，再加上氣候異常變化造成天然災害頻傳，海洋資源枯竭及環境污染等問題，養

殖條件受限並日漸嚴苛，常因管理不當導致疫病爆發，故藥物濫用與殘留等問題就

可能伴隨發生。本主軸將結合校內相關資源與研發動能，透過種苗繁養殖技術的精

進，結合教師歷年研發成效，建構在地水產養殖的整體產業發展規劃，進而打造茄

萣種苗繁殖園區。將分別以友善養殖與科技養殖的技術與概念，導入在地中間育成

及末端養成的優質繁養殖技術建構，提高繁養殖技術水準與競爭力，穩定經濟效

益，並培養本領域所需的專業管理人才，結合學生實習與服務學習，提高學生未來

就業力及青年洄遊漁鄉之意願。 

效益： 

創生策略方案二：水產食品加工(二級產業) 
循環經濟 ‧ 食品科學 ‧ HACCP水產實習加工廠建置 
(1) 建置興達港漁會水產品循環經濟觀光加工廠： 

(2) 培訓產業人才及科普教育： 

(3) 開發具未來潛力性產品或高科技產物： 

著力於在茄萣地區興辦高功能性的水產加工廠，配合國際化觀光氛圍的建構下，

打造符合國際流通之產品，創造特色品牌，並協助在地養殖漁民建構無毒養殖概

念及技術教育，透過漁會認購生產搭配基金會運作，促成友善產業的經銷制度，

創造台灣第一合作漁業案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具備海洋性專業技術師資及學生

以茄萣為大場域，配合創新發想聚集有志青年，搭配創業育成輔導形成高雄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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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色創業小聚落，在養殖魚類的全魚加工利用、減量養殖魚類加工廢棄物、

南臺灣跳港遊程、社區發展、老人照護及文化傳承等面向產出不同可能性。在地

企業可與高科大辦理產學合作，將該校專業技術提供予企業及工廠做實際運用，

生產之產品著重茄萣在地特色之外著力於新南向政策外銷市場及國內新住民市

場，創造產值與就業機會，促進人口回流茄萣區。 

創生策略方案三：觀光產業發展(三級產業) 

藍色公路 ‧ 海洋藝文 ‧ 國家級海洋休閒運動產業發展中心及觀光串聯 ‧ 老

屋活化 ‧ 國際級候鳥親子教育基地 

(1) 國家級海洋休閒運動產業發展中心 

(2) 海洋節慶活動 

(3) 藍色公路 X跳港觀光 

(4) 創立國際生態經濟文化園區 

(5) 打造漁村人文深度慢遊網絡 

    興達漁港遊憩水域是國內少數兼具水域遼闊、靜穩度高、四季平均風速穩定、

水深足夠、且可連通台灣海峽開放海域的活動場域，公共設施完善，停車空間良

好，具有完整規劃的硬體優勢條件，提供民眾親近海洋水域活動的好去處。非常

適合發展成為重型帆船、風浪板、雷射型帆船、西式划船、拖艇滑水、輕艇、獨

木舟、開放式水域救生、立式划槳與動力船、艇、車等各式競技或休閒活動，是

一處適合民眾體驗或產官學界訓練的優質場域。 

    以濕地營造發展生態復育，結合情人碼頭水域休閒活動與二仁溪遊河發展觀

光遊程，培訓在地人力投入導覽解說及老屋民宿經營深度旅遊動線，並開發文創

商品同步導入數位商城的概念，翻轉老舊社區永續發展成為生態、文化、經濟漁

村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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