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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蘭縣閒置魚塭活化案例（宜蘭斑）
 地方創生的起點：人、地、產的DNA盤點

 產地直售模式的建立

 提出七大收銀機模式，規劃結合在地直售條件

 以產地小旅行導引消費者支持生產者

二. 宜蘭酷樂食育體驗生態系（食育酷樂園）
 強化領域知識提升營運能量

 規劃食育體驗商品與服務

 推動見學體驗行程

 改變場域服務內容與發展商品

 品牌行銷、社群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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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基地

人、生活、地區之整合

地方品牌加值基地

Ｘ

影片：宜蘭斑的創生時光記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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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閒置魚塭活化案例
• 地方創生的起點：人、地、產的DNA盤點

• 以工作坊由下而上凝聚發展共識

• 提出七大收銀機模式，規劃結合在地直售條件

• 以產地小旅行導引消費者支持生產者

• 國外觀摩，見賢思齊

• 產地直售模式的建立

行政院國發會推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
宜蘭縣第一、二階段計畫-宜蘭閒置魚塭活化發展計畫（2017-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以宜蘭縣壯圍鄉為示範點，經地方特色與經濟條件之盤點後，再透過設計翻轉的元素導入，與宜蘭縣政府共同行銷宜蘭養殖漁業。期透過導入設計翻轉的元素，依據地方特色與經濟條件進行廢棄魚塭活化改造之加值計畫。以「養殖魚塭多元利用」、「體驗漁鄉生活」、「迎合休閒化需求」、「增加水產直銷效益」、以及「提升養殖漁業價值」等五大方向為計畫目標，進一步結合地區產業與文化特性，提出七大發展模組「體驗場域」、「生態聚落」、「食材餐廳」、「解說教室」、「直售所」、「職人故事館」以及「行動廚房」來帶動養殖區的創新發展，吸引更多創意青年洄游。推動台灣食農教育，引導消費者進入生產區，直接認識漁業、關懷漁鄉，進而消費支持漁民生產。此外，也透過廢棄魚塭的改造活化改變原有的經濟樣貌，建立「宜蘭斑」品牌，輔導養殖業者設計加值，並與在地宜蘭漁塭職人與藝術家聯名創作，共創漁塭藝術裝置。本計畫進一步將七大發展模組轉化成與場域融合的七大營運模式，賦予場域改造，使之同時擁有一種以上的銷售功能，吸引在地廢棄魚塭提升轉型之意願，同時也提高民眾前來參與活動並消費之高度意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國發的五支箭，但今天的內容會從宜蘭斑當初的發跡開始，一直到現今的發展，所以會著重在品牌建立以及社會參與創生這部分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7/3755697 



青年回鄉，打造九條好漢在一“斑“之職人意象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與設計公司合作，替宜蘭的石斑魚（養殖）設計一個符號



課程

專家

示範場域
翻轉產業

行動廚房

職人故事館

直售所

解說教室

食材餐廳

生態聚落

體驗場域

示範遊程

宣傳行銷

季節活動

設計藝術

加值產品

• 資源整合、元素盤點
• 漁村見學系列遊程
• 食·學·玩·買體驗

• 社群經營
• 資源串連
• 影像記錄

• 產地接待
• 旬食材 (食農教育)
• 跟農/漁民直接買

• 設計導入應用
• 場域改造活化
• 養殖形象提升

• 建立品牌氛圍
• 產銷履歷
• 創新經營

透過工作坊凝聚產業發展共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秋季為漁產開始豐收重要節氣，本計畫將在一年之收成季節，配合秋涼，打造宜蘭秋季豐收慶典─「宜蘭斑豐收藝術季」，將閒置魚塭做為創作場域與空間進行造景運動之成果，串連藝術創作導入地景藝術，藝術展演和漁業見學旅遊一同搭配，進而導入在地體驗課程與深度旅遊，創造閒置魚塭新的營運方式，帶動地方運營創新模式。本計畫挑選第一階段盤點之店家業者進行輔導，針對部份場域進行空間及觀念上之軟硬體改造，將第一階段的示範點轉化為實際執行及推廣營運的場域，並將場域融合七大營運模式，賦予場域改造，使之1種以上的銷售功能，吸引在地廢棄魚塭提昇意願轉型，另一方面提高民眾前來參與活動並消費之高度意願。



其實，目前宜蘭養殖的龍虎石斑，
其實沒有賣不掉，只有價格非常不高，卻享受極“高”風險



•日本經驗導入：生產者接受消費者需求，開始透過不同方式直售

直售所-日本JA直

售所，或道之驛

流通風險-對都市

的超市出貨

超市的直售區-在地

的超市能自行交貨

蔬菜組合宅配-

直售的王道

餐廳專賣 -宣傳

效果極佳

Oisix網路宅配合作

社-穩定的客戶

超市販售-信賴

關係趨於穩定

超市或加工業者的契約

栽培-擴大事業發展

產地直售模式的建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這五年來一直不斷到日本看大大小小的直售案例，我們挑出幾項能在宜蘭先行測試的內容：地方型直售所、宅配以及食材餐廳。契作跟超市等需要能穩定供貨的條件，在宜蘭產量小、易受天氣影響的條件下比較困難，所以以…為主



• 試圖讓在地人、在地餐廳認同，願意標榜宜蘭“在地食材”的漁民認真; 
• 試圖讓消費者認同而讓在地消費“直接跟漁民買”成為習慣。

產地直售所



•台灣現況

• 傳統攤販仔

• 食育體驗+產地直售 • 電商Ｏ2Ｏ平台

回購

 食育體驗鏈結產地、

生產者與消費者

 讓體驗、感受融合生產成為區

域的亮點

 建立電商O2O平台

 消費者持續回購

 形成持續支持地方的力量

 對比日本發展現況

 反思台灣地方現況



生

產

者

市

場

小賣店

食品加工業者

餐飲業者

消

費

者

中
盤
商

食農
體驗

生產者

生產場域

消費者
互利的生產/消費關係

信賴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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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教育訓練」、「輔導轉型」方式幫助生產者從傳統、被動式、受支配的通路，將部份產品轉為市場

外流通的方式；

• 透過地產地消的概念，以直售所、宅配等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交易方式，增加其他收入可能。

生

產

者

直售所

宅配

市場外
流通

固定
客群

產地
體驗
活動

消費者：買得安心、食得滿意

生產者：賣得歡心、獲得尊重

Win-Win deal



• 依據台灣過往休閒農漁業的轉型經

驗，整理出七大產業創新營運模組，

最後依據此七大模組套入產業屬性。

• 針對各地區的可運用資源再利用，

將之主題特色產業與需求，給予不

同營運模組的套入，並找出各區的

產業定位與鏈結，形成創新經營的

廊帶發展。

提出七大收銀機模式，規劃結合在地直售條件

https://youtu.be/Rc_2TEjHp6M
https://youtu.be/Rc_2TEjHp6M


• 將農漁民生產場域活化，讓遊客輕鬆參與食農教育配套體驗課程及活動

• 結合生產流程之體驗方式而規劃，讓遊客享受體驗樂趣，包含餵食、垂釣、收成、

篩選、分級、採摘及手作等體驗課程安排等，可增添產地的體驗樂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實學丸買是否用石壆丸買來去套用雷達矩陣



蘭陽溪口休閒農業區

二、生態聚落

• 配合鄉鎮社區、休閒農業區及專業生產區等條件，以區域型態導入

地方特色，包含自然生態、山林海岸景緻、特色生產及特殊景緻

• 結合在地“旅宿”餐食，提供享受農漁鄉生活的配套活動，如產地

小旅行、打工換宿、工作假期等規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例：蘭陽溪口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所涵蓋之社區群）



• 以餐廳結合農漁民生產的食材，結合餐食菜單設計及廚師手藝，讓在地食材呈現多樣化廚藝料理

• 透過地方系列食材餐廳形成風潮，驅使支持地方農漁業的特色被消費者認同

• 逐步整合“宜蘭產、宜蘭消”的食材支持餐廳，鼓勵消費者以行動支持而間接協助生產者



• 場域內設置相關導覽設施，導入各項觀光遊憩資訊、文宣海報及解說素材等，成為進入鄉鎮產地小旅行之行前解說站

• 或是室內動手ＤＩＹ等體驗活動安排場地，亦可當作專業課程教室辦理各類活動，亦可作為實務實習之教學場域



五、職人故事館

• 職人故事館陳設介紹農漁職人的背景，包含當地產業發展背景、專業技術與經營價值

• 透過職人的價值提升帶動生產者的精神，配合展示及導覽讓來訪遊客知悉農漁民的認真

• 以知性與感性的推薦說明，建構農漁職人之專業形象而被認同尊重，傳遞農漁職人之精神



六、行動廚房

• 透過「產地餐桌」之料理體驗課程，引領遊客可以輕易親近農田、海港及山林野趣，導入知性感性的料理課程

• 讓遊客以料理牽引對生產者的認同，進而認識食材而跟農漁民直接採購，提升農漁業的產地直售效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辦理專業烹調培力研習課程，邀請飯店及休區主廚共同研習研發在地食材特色料理食譜，建構產地餐桌自主發展能力。）。（以產地餐桌發展成果為經，休區豐厚人文地產景觀為緯，製作一部能呈現在地生活文化多元性、產業資源豐富性，又可推展休區觀光遊憩精彩性的紀錄影片，裨利行銷發展。）（辦理在地食材特色料理食譜發表暨風味餐品嚐活動。）



七、產地直售所

• 在農漁民家、產銷班及專業生產區等，設置“地產地消“的食材直售店，讓農漁民願意直接販售自己或周邊產銷班之
品質穩定的初級產品

• 以服務消費者之需求，提供初級整理及適切的外包裝，或以真空袋套入等方式，結合冷鏈保鮮之保冷處理，確保產品
之鮮度，讓購買者容易於產地直接帶回最新鮮的好食材，直接跟農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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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有了七大收銀機來將業者進行定位後，我們以產地導覽地圖的方式，視覺化這些點位，這樣的地圖，會隨著盤點的資料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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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酷樂食育體驗生態系
• 強化領域知識提升營運能量

• 規劃食育體驗商品與服務

• 推動見學體驗行程

• 改變場域服務內容與發展商品

• 建立區域直售網絡

• 聚焦TA確認需求

• 品牌行銷、社群維運

• 食育酷樂園結合產地、食農教育及旅行，形成持續支持地方的力量

• 「酷」：Fabbrica “Ilan” COntadina，代表「宜蘭農場．食工廠」

• 形塑以「食」、「體驗」與「學習」作為認識宜蘭好食材及職人的主題

• 透過食育酷樂園的薰陶，在消費者心中深植願意支持地方發展的種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宜蘭酷樂食育體驗生態系-食育體驗通路網絡整合行銷服務： 2019，資策會為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8年度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推動宜蘭酷樂食育體驗生態系（後稱為本生態系），計畫目標為：串連宜蘭縣濱臨太平洋海岸鄉鎮（壯圍、五結、蘇澳）之在地特色業者，發展食學玩買見學體驗模組、建立地方產業體驗服務據點、串連區域食育主題意象，發展宜蘭成為兼具安心食材與知識體驗之酷樂食育體驗區，成為地方新亮點，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為協助宜蘭酷樂食育生態系成員發展各式體驗見學模組，強化服務體驗內容提升營收能耐，並協助區域建立酷樂食育體驗區品牌意象，推廣區域主題特色，將串連產業發展多元體驗行程、媒合通路上架銷售主題行程、辦理行銷活動推廣區域主題意象，本購案將委託合適業者針對生態系成員發展知識體驗模組、發展跨域創新商品、規劃特色主題見學體驗行程、上架銷售通路平台，以生態系成員提升專業研發能力外，強化其通路佈建及品牌媒體行銷能力。





• 經過人、地、產盤點後，從生產者訪視以
及工作坊發現：

1. 傳統躉售制度，讓宜蘭的優質食材無法
深入消費者印象中

2. 生產者在傳統通路下較無議價空間

3. 宜蘭坐擁大台北廣大消費族群，極具開
發觀光休閒、消費之潛力

• 透過創新觀念導入，輔導地方農漁產品建
立各類「直售站」。

• 透過體驗經濟融入經營樣貌，融入生產職
人的溫度與專業，讓「農業」變得更親民
、更友善。



體驗經濟

培訓輔導 品牌化 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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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生產者：產業的蕭條、大環境的問題 -->產業永續的使命   之後有政府、民間資源在軟體的部份，以食材推廣、文化傳承、感官體驗（娛樂、服務提供）的趨勢下來經營體驗經濟體驗經濟是媒介，要賣出產品才是王道，生產者有機會轉到消費者時，就是赤裸裸接受檢視的狀態，也是拿著自己的品牌出來，才要有「品牌」掛保證。除了自己經營外，還需要有社群媒體、傳統媒體、口碑行銷等手法來輔助，觸及更多消費者。消費者：人民水準上升，加上目前媒體資訊發達，對於求知的方面是無遠弗屆，但始終漁業是為人所不知（近年是越來越注重，因為海洋環境），加上生活也叫均值化，對於飲食也較可接受高檔的嘗試，加上對於遊玩的需求增加，對於普通的觀光、遊覽式的走讀，已無法滿足，因此體驗經濟對於消費者的部份，在海邊九孔，因為是「食材」，所以要從體驗「吃」，學習「漁業知識」，更要「玩到水、玩生態」，最後，經過洗禮及鋪陳後，消費者對於生產者的信任，也會像他開始「購買」，



產地旅行-換個角度重新
認識地方

青春的坪林小旅行-從土地
出發的茶鄉故事

台灣農山漁村體驗經濟之
食、玩、玩、買

推動海洋保育及頂級漁獲
背後秘密

食材寶庫翻轉學日本鄉鎮產
業活化借鏡

女兒蝦及乳、肉、
蛋的加工

水產品要品牌，從身份認證
做起

品牌故事行銷

談食品加工與宜蘭之
產品潛力

產地旅行包裝、
議題行銷、區
域品牌行銷

主題旅遊規劃

產地生態體驗、
娛樂休閒體驗、
直售銷售設計

食品加工證証、
農漁產業初級加
工開發、通路上
架認證

區域品牌故事
行銷、發掘地
方特色

食農體驗設計

加工運銷開發

地方故事發掘

解說導覽魅力：從生態教育
發掘地方特色

 4/17~5/15已完成10堂專業領域課
程，進行培訓，共計96人次參與

 6/17-7/4辦理區域創生工作坊，發
展8項具在地DNA創新商品服務

5/8

強
化
領
域
知
識
，
提
升
營
運
能
量



規
劃
食
育
體
驗
商
品
與
服
務

區域品牌
意象

食農體驗商品/服務 跨域合作

九孔
導覽體驗

區域農產
展售

耕牛文化
體驗

牛後文創
商品

私師料理 養殖基地

創新要素

食農教育

服務體驗
設計

農業體驗 特色農產品

生產基地 景觀市集

大福漁人故事館
直售站服務

青出宜蘭合作社
酷享產品包

漁曜海物
石斑全食產品包

金柑生產合作社
黃金漫遊市集活動

牛頭司耕牛小學堂
耕牛文化體驗活動

水產分切 食材火鍋

二級加工 產品集貨

料理體驗 農產直售站

1.2.3級產品服務

以地方現有產品服務為基礎，透過新舊融合、跨業合作、空間形塑等手法，
讓產品更具故事性與傳承，展現出舊的傳統再創新的獨特魅力。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所以剛才這些練習的內容，就陸陸續續會產生



媒體報導發酵
No. 媒體報導 關鍵字

1 106.12.03 TVBS新聞台：
石斑產值連年銳減 精緻養殖盼重新出發 活化廢棄漁塭、創造品牌、青年創業、

2 107.03.01 TVBS 1001個故事專題：
高爾夫球手受傷轉行打造北台灣石斑魚王國 養殖青年創業、食材餐廳

3 107.10.09~12 TVBS日本「食材寶庫翻轉學」
系列-1~5 日本地域性活化、直賣所專題

4 107.11.11 TVBS 新聞台：
新鮮食材在地消化〜房總半島成食材寶庫

產地直售所、産地料理食堂、廢棄校園
活化再生

5 107.10.17 TVBS新聞台：
「宜蘭斑」回游家鄉 養殖業轉型活絡經濟

青年回鄉、產業轉型、青年集結、食材
餐廳

6
107.12.12 三立新聞網：
台灣亮起來/龍虎斑回游曾睡漁塭8年壯圍青年
活化宜蘭

養殖青年創業、食材餐廳

7 108.3.10 TVBS 世界翻轉中：
地方創生！宜蘭特色小旅行吸引青年返鄉 青年返鄉、產地到餐桌、企業支持地方

8 華視新聞雜誌-地方創生專題 七大提款機模式、農山漁村民宿

9 台視新聞熱線追蹤專題報導 養殖產業活化、產業創新經營

10 壹電視專題報導 休閒漁業串連地方產業

11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企業投資地方、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
的脈絡



• 盤點地方問題
• 政府協助法規調適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由於目前很多的地方產業，會以許多創新的方式進行「破壞性的創新」，這部分會衝撞到既有的法規，需要解釋，因此當初宜蘭斑的案例在國發會被看見時我們也點出了相關的問題，也在2/23第一次由我們執行長在眾多的官員中，只有我們是以代表地方發聲的角色，來討論相關法規的調適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我們就針對直售、加工展售、小旅行等內容進行討論，當然小旅行在之後也是吵得沸沸揚揚，這也就是創新帶來的衝撞也是地方創生，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地域活化
推動架構

33

共創：地域再發現計畫 情報發送及推廣計畫

產地旅行商品

食農教育

車站．大樓

產地直送站

都市

海外推廣
In bound

地域
觀光資源

農商工聯合
×

海外推廣
In bound

體驗服務設計

智慧養殖

創新產品開發

產地直賣所

地方型觀光

整
備
、
開
發

地
產
地
消 季節活動

通路

觀光流動

人
進

物
出

壯圍
十八島

宜蘭縣
政府
建設處

景觀
規劃

產地
小旅行

（國際觀光）
宜蘭斑
魚塭活化

綠領
人才培育

宜蘭縣
政府

東北角
風管處

國家發展
委員會

宜蘭縣政
府海洋及
漁業
發展所

交通部
觀光局

旅遊
業者

產地
業者

台大
城鄉
基金會

農委會
農糧署

宜蘭食育酷樂
體驗生態系

經濟部
中企處

宜蘭縣
政府
勞工處

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
策進會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社區

農委會
水土
保持局

農委會
漁業署

農委會
林務局

養殖
青年

電商
平台

2017年

2018年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2019年

2020年

情報放送

農商工聯合
×

行銷推廣計畫 食材餐廳

福利委員會

市集活動

創生起步

展望未來
農漁產業盤點

食材餐廳

食農體驗

食品加工



結論
• 透過DNA的盤點，凝聚對議題的共識：

• 社會責任的群體力量，會讓很多人開始認真討論議題；

• 又因共同理念聚集而產生行動力，形成互助共享的模式。

• 「創生」所創造的是整個生態系，包括供應者、消費者或客戶，並強
調對地方的貢獻和社會影響力，定義出新產業，創造循環經濟並帶動
共生關係，創造出彼此環環相扣、共生共存的生態系。

• 透過休閒漁業不同的體驗方式來帶動養殖漁業轉型

• 協助建立宜蘭食育酷樂園品牌意象

• 優化生態系業者獲利模式建立直售管道

• 協助業者由生產經濟轉型成體驗經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ms-community.azurewebsites.net/spotlight_20190320/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新模式   傳統躉售→產地直售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規劃食育體驗商品與服務
	媒體報導發酵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