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與國家文官學院合辦分區導讀會活動
 

 書目：《地方創生 2.0》 

 作者：神尾文彥、松林一裕 著  

 出版社：時報出版 

 導讀者：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張力亞 

 時間：109年 10月 28日(星期三)14時至 16時 

 地點：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行政大樓 3樓-寰宇廳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號） 

時  間 議       程 主 持 人 

13:30 ~ 14:00 報   到 

14:00 ~ 14:10 致歡迎詞及導讀者介紹 主任許耿修 

14:10 ~ 15:10 導     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張力亞老師 15:10 ~ 15:40 心得分享、討論交流 

15:40 ~ 16:00 有獎徵答 
張力亞老師或 

人事室主任邱德隆 

16:00~16:20 愛閱讀贈書活動 完成線上問卷者可兌換 

16:20 賦   歸 

 凡上網完成填寫問卷者，即有機會獲得精選好書一本哦！請連

結下方網址或掃描 QR-code填寫（填寫期限 10/28-30） 

 電子問卷網址： https://ppt.cc/fx 

  獲獎者將由文官學院於 11月 6日前公告於 FB「公務人員專書

閱讀粉絲網」（歡迎加入）並以 mail通知 ！（請填寫正確之MAIL 以便獲獎通知） 

  

https://ppt.cc/fx


 

 

【現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經歷】 

   社團法人南投縣導覽解說協會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動能網輔導委員 

 2018年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社區大學評鑑委員 

 南投縣埔里鎮、仁愛鄉地方創生推動委員 

【專長領域】公共服務動機、都會治理、府際關係、公民社會、公共政策、地方治理 

 
書目介紹 《地方創生 2.0》 

面對人口減少、少子化、高齡化等為地方帶來的負面循環， 

如何推動「地方創生」讓城鎮再生？ 

「地方經濟樞紐」如何將地方小鎮改造為經濟獨立的國際都市？ 

「廣域都市圈」如何協助城鎮成為吸引人才的高附加價值都市區？ 

 

受人口減少、少子高齡化等人口變化的影響，日本社會在 2030 面

對攸關未來生存發展的問題，日本政府以「地方創生」、「城鎮、居

民、工作與創生」為主題，陸續展開一連串長期規劃及各種綜合面向的

都市再造計畫。 

野村綜合研究所主張「地方經濟樞紐（Local Hub）」及「廣域都市圈（Mega 

Region）」這兩項能有助於重現地方繁榮的概念。 

◎「地方經濟樞紐」讓地方成為和世界接軌的城市，以地方的獨特資源帶出足夠的國際競爭

力，並且成為能安定賺取外匯（人才、資源）的地方據點都市。 

◎「廣域都市圈」將國內外各種人才集中到特定城鎮，以提昇生產性為目標，打造出含有極

高附加價值的都市區。 

當這兩項概念在日本的城市中成形時，地方與大都市之間的關係將會產生極大的變化。雙方

城鎮在產生出共存共榮的關係後，持續深耕國際市場，也將會發展出「自立共生」的模式。 

地方應以各自獨有的經濟 DNA，運用當地現有資源來從事「再生」，提出從「由上而

下」的地方創生構想和戰略，讓各地方從「競爭」與「自立」的思維中設計出「由下而上」

式的制度。進而，創造出能引來富強經濟的「地方經濟樞紐」，讓地方小鎮擁有自立共生型

的經濟模式。 

書中內容所討論的雖以日本的問題和經驗為主，但對當下正面臨人口衝擊與地方衰落危

機的台灣來說，兩位作者的分析和建議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和參考性。 

講座介紹  張力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