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實踐基金補助企畫書 
 

申請人 

社學一 張綺庭 411174250、社學一 游心岑 411174239、社學一 王亦瑄 411174231、 

社學一 王郁淇 411174202 

申請類別 實踐活動名稱 

鄉土研究 「屏」什麼年輕人要回鄉？ 

探訪屏東地方創生組織 

實踐活動時間 實踐活動地點 

2023年7月24日～2023年7月31日 台灣 屏東 

實踐活動主旨 

隨著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機會多聚集在北部，為了尋找工作機會，年輕人選擇到北部發展；直至 

2019年年底，有近80%的大專畢業生集中於六都就業，形成北漂的現象。在這個北漂盛行的世代，年輕人

對自己家鄉的記憶開始模糊，甚至是忘記家鄉的美。但是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產業開始推動「地方創

生」，尋找專屬於家鄉的記憶。除了民眾的意識，政府在民國107年也開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訂定

民國108年為「地方創生元年」，扶持地方產業革新、歡迎年輕人回鄉發展。藉此，我們想要透過社會實

踐計畫，了解這些年來地方創生的發展成效：政策的推動、補助對產業的幫助是否有達成預期？從事地方

創生對他們個人的影響為何？地方創生是否對地方的發展有助益？這些問題成為了我們想開啟這項社會實

踐的動機。 

我們將在一週內，拜訪屏東在地青年組織，了解他們是如何將組織運作到現在的規模、在保留當初的

理念之時維持組織經濟運行。選擇屏東之因，首先是因組內成員對屏東在地發展略有涉獵，且有人際網絡

連結；再者，屏東已有不少發展穩定的青年組織，在地方創生議題中具一定知名度。 

實踐預期收穫 

我們預計拜訪以下幾個組織： 

1. 半島火箭人實驗室 城東大院子文化有限公司 

2. 港邊青年群游共創圈 社團法人大小港邊地方創生協會 

3. 小雨果巧克力の店 

4. 萬巒好好‧綠色生活 寰緱社有限公司 



 

5. 創夢客工作室 

這些組織分別代表著四種不同的面向，包含：銀髮族、觀光、農業、教育。我們會以深度訪談的形式

探訪這五個地方創生組織；除了解組織的發展契機及過程，更探討不同面向之間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之差別

待遇，進而透過政策補助對地方創生產業進行「篩選」。不同的類別遇到的困境分別會是什麼？他們如何

吸引年輕人返鄉回流？等等都會是我們此次社會實踐想要得到的回饋。 

以下為各個組織的略微介紹： 

1. 半島火箭人實驗室 城東大院子文化有限公司：由許多屏東在地青年組成的團隊，主打將屏東在地

文化特色轉化成戲劇、繪本刊物等形式推廣；也發展地方聲音資料庫、扶持在地音樂創作，或藉由

生態旅遊、街區共創發揚屏東文化，是個發展多元領域的青年團隊。 

2. 港邊青年群游共創圈 社團法人大小港邊地方創生協會：由一群南飄青年共組團隊，解除大眾對屏

東的刻板印象，發掘屏東東港、林邊的深度旅遊，將屏東不同面向的生態、人文發揚光大。 

3. 小雨果巧克力の店：屏東作為台灣可可豆產地最高之處，近年來積極推動巧克力相關產業的發展。

「小雨果」是屏東縣里港鄉的著名巧克力品牌，是由返鄉青年蘇一明成立，希望能用專屬於屏東的

方式，呈現西方流行的產物：巧克力。旗下產品主打高品質、微奢華，精緻且健康的商品成為「屏

東十大伴手禮」之一，「小雨果」充滿浪漫風情的巧克力更成為當地知名的打卡景點。 

4. 萬巒好好・綠色生活 寰緱社有限公司：寰緱社成立的「這裡好好生活所」是萬巒地區在地產業創

新、返鄉青年匯集、分享資源的平台，以故事採集、餐桌合作、畫作共創、講座導覽等活動，串連

各界，共築「好好生活」，為萬巒引進嶄新活力。 

5. 創夢客工作室：以「培養世界公民，打造教育創生」為目標，透過工作坊、線上自學課、議題實作

三大面向，實行創新教育與實踐計畫。創夢客營運長賴振民深信「教育是為了解決身邊實際的問

題」，因而希望透過教育與地方創生的結合，為在地孩子帶來不同於體制的學習，進而翻轉環境曾

存在的種種不利。 

實踐經費預算 希望獲得之補助 

高鐵票錢：1,490*2（來回）*4（人） = 11,920（元） 

住宿費：750*4（人） = 3,000；3,000*7（天） = 21,000

（元） 

租車：2,000x5（天） = 10,000 

伙食費：200*4（人） = 800；800*7（天） = 5,600（元） 

共：48,520（元），一人12,130（元） 

20,000（元），一人 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