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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面臨台灣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趨勢、部分地區人口減少與外移、城鄉發展失
衡等課題，行政院於 2019 年推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及後續地方創生 2.0、3.0 等
方案，結合政府各部會及民間資源投注地方創生事業，吸引青年世代移住與創業。
我們觀察到，地方創生乃是一種基於地方、生活、文化經濟及區域發展之綜合性政
策概念，正透過政府常見的治理策略，諸如成立專案辦公室、分區輔導中心、活化
公有空間、建立青年培力工作站與學習型青聚點、以及舉辦論壇、市集、課程和國
際交流等施政，鼓勵大學社會實踐、匯集青年族群、社區非營利組織、社區居民之
參與，共同致力於活化文化資源，企圖產生社會實踐及其影響力、以改變遺落地方
(left-behind place) 的發展軌跡。

地方創生之藍圖、方案與策略中有著濃厚的文化策略、形式與內涵，值得關心
文化政策與治理的學界考察探究。所謂文化策略指涉的是運用及重新活化各類文化
資源 ( 包括文化資產、文化節慶、地方文化產業 )，引入新組織及計畫資源之介入，
置入創意及創新創業活動，展開新舊物質部署，企圖運用多元且異質元素，重設空
間、自然環境與人際網絡關係，產生持續且未完成之基礎設施化。例如，地方創生
往往涉及地方文化資源盤點與運用、地方意象與品牌建立、跨域合作和國際文化交
流，以及社區民眾參與等，鋪展出有利移住者與地方居民的創業條件和生活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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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具體行動包括：地方文史採集及其文字與影音的記錄、詮釋與傳播；老街、歷
史建築和工業遺址活化利用；傳統工藝和地方產業的轉譯再興；藉由地方藝文節慶、
文化導覽和體驗活動等，宣揚地方意象和文化品牌；以及，建立各種地方創生組織、
基地與網絡，協助移住者就業、創業和生活，相互學習與交流經驗。這些地方創生
的文化想像與策略如何萌生、啟動和推展 ? 有哪些操作機制又有何影響？

另外一方面，地方創生也是全球文化政策移動、地方學習及實踐過程。地方創
生計畫雖吸引眾多地方團隊投入，鼓勵青年創業回鄉經營之地方設計等新創企業，
這經常奠基於過往參與社區營造的經驗，並挪取日本的地方振興論述和策略，以培
育日常生活脈絡之文化經濟活動，貼近於地方純正性、文化節慶活動及鼓勵地方文
化創業經濟等。當這些文化策略揉合不同國家文化政策概念，因地制宜地將國外政
策概念，落實於各地案例，我們也可以批判性地檢視這些嘗試結合文化以振興地方
經濟、逆轉人口移動趨勢的行動，譬如：地方創生的文化形式、內涵與策略，是否
可能過快地移植日本經驗卻在本地水土不服？是否移住創業的典範凸顯了特定生活
風格卻難以接上地氣？是否著眼炫麗的藝文活動卻忽略了挖掘與深耕地方習性？制
式化的文化策略及其想像，是否難以翻轉公共服務缺乏、長者照護資源不足、地區
市場萎縮、地方社會既有權力和資源分配網絡？

當然，地方創生作為一種文化策略，也需要慎思其後果及展望未來之方向。除了源
自於文化政策之由上而下的規範政策推動，我們進一步反思由下而上動員的地方創生，
是否意味著是另一種文化策略，這除了結合硬體之文化建設及文化資產空間活化，也
轉向為創造社區多樣化經濟及案例。我們相信此一文化策略轉變，不只是政府主導文
化設施建設，也是將地方創生視為是一種基礎設施化，不只透過政策資源，更是透過
系統性之作法，創造制度變遷、強化地方領導組織網絡，鼓勵推動者掌握地方文化生
活，建構一種基於地方文化特殊性及脈絡性的資源。基於以上對於地方創生政策及文
化策略之認識，我們邀請國內外不同學術領域之稿件，關懷及探究台灣及其他國家地
方創生之文化策略、政策論述、實作案例、策略模式以及批判性的另類文化策略，反思
與討論不同行動者（國家、學術社群及地方實踐者）如何運用不同計劃資源、組織機制
及文化策略，產生何種效應或結果。以下列出建議主題：

1. 地方創生實踐之案例及反思
2. 地方創生之文化策略與治理
3. 地方創生之文化資產經營及物質文化
4. 地方創生之行動者實踐及創業精神
5. 地方創生與大學社會實踐



6. 地方創生之藝術展演與文化節慶
7. 地方創生論述、政策與實踐的跨文化交流
8. 地方創生文化策略的潛藏難題、張力與衝突
9. 地方創生文化策略的社會效應評估

特刊投稿方式

《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地方創生的文化策略」主題特刊於 2026 年 3 月
01日全文截稿，預定於 2027年 5月發刊。本刊竭誠歡迎上述主題之【研究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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