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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青年的故事

青年的留鄉與返鄉 I -青年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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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地方創生是要解決人口、國土、產業發展綜合交錯的複雜議題，第一步必須先設法活

絡地方產業，才能產生島內移民與青年返鄉的誘因，達到區域均富、均衡的效果。」

(國發會陳美伶主委，今周刊)

• 「行政院於 2017 年 12 月之年終記者會宣示「安居樂業」、「生生不息」及「均衡臺

灣」等三大施政主軸，其中在「均衡臺灣」方面，要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讓

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 積極推動「地方創生」政策。 」(地方創生國家

戰略計畫)

青年的留鄉與返鄉 II-政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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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 農山漁村
• 中介城鎮
• 原鄉

鄉？

• 台中舊城：鑲嵌在城區中另類的“鄉”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TUwMC85NTlmYzY4Ny02ZjI5LTQxZWYtODE0YS0wZWJjOTE3MDkxM2UucGRm&n=MTA4MDEwM%2bmZouaguOWumi3lnLDmlrnlibXnlJ/lnIvlrrbmiLDnlaXoqIjnlavmoLjlrprmnKwucGRm&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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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區
背
景

1950年代台中火車站前人潮。記者洪敬浤／翻攝(攝影家林權助作品)

中區

都會區中的舊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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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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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移入區中的人口移出區

1981：…

1986：…

2000：…

2007：…

2017：…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1
9
8
1

1
9
8
4

1
9
8
7

1
9
9
0

1
9
9
3

1
9
9
6

1
9
9
9

2
0
0
2

2
0
0
5

2
0
0
8

2
0
1
1

2
0
1
4

2
0
1
7

臺中市中區
區域/年 1981 1991 2001 2011 2017

全國 18193955 20605831 22405568 23224912 23571227

臺中市 1651296 2061036 2485968 2664394 2787070

中區 40460 34447 23420 21610 18450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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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單位：%

106年 台中市中區空屋率

106年 台中市空屋率

106年 六都平均空屋率

https://pip.moi.gov.tw/V2/Z/SCRZ0004.aspx?Func=SCRE0104&Param=20180910313827.pdf,%e7%b5%b1%e8%a8%88%e8%b3%87%e8%a8%8a%e7%b0%a1%e5%86%8a(107%e5%b9%b49%e6%9c%88%e5%87%ba%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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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與”返” 中的正式工作與非典型工作

在中區，留鄉與返鄉必須思考

• 概念於在地脈絡下的意義，對青年本身的意義

• 在在地脈絡下，須區分正式工作與非典型工作

• 東海人社主目前主要的合作夥伴主要為第三部門、非典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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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區
背
景

中區：眾多第三部門組織存在的現況

眾聲喧嘩

• 公共行動團體、村落傳統組織並存(cf 楊弘任, 2014)

• 商業協會、政治團體亦充斥其中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1869


03 案例分享-
台中市中區的非典型工作青年

案例一、大同國 * 小花園 案例二、大墩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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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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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小
花
園

案例一

大同國*小花園 - 共好生活合作社

• 創辦人：馮雅蕾、花蓮人、台北長大、電子背景、40出頭、

因小孩的教育移居台中，也開始關心環境與地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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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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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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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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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Maker中水菜園 大同國*小花園



大同國*小花園

共好生活站

永續Maker
中水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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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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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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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花園 願景

我們所努力的是 找回 人與人、人與土地 之間的連結。

建立環保共生新文化，使永續環境發展的理念在社區落實。

重新定義幸福生活的意義，共同打造新的理想生活型態。

共好
社區

共榮

共工 共食 共存

共樂 共學

共享 共識

共農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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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 成立共好生活站與勞動合作社

• 花博「四口之家」戶外永續設計的景觀施作

•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幸福社區組獎助

• 綠食軸線+共好生活站+綠食傳家寶計畫

(與東海人社農組景觀系鄒君瑋老師課程協同)

• 建構合作社制度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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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小
花
園

• 景觀系課程協同

• 共同打造共好生活站與大同國小周邊可食地景

• 間接促成理念相近的團隊，轉為合作夥伴

• 媒合理念相近的團隊促成合作

• 透過USR食農教育成果展場地外借，媒合「喫喫

呵呵」與「大同國*小花園」，促成年菜課程的

合作

東海人社與她們的互動

• 既有的資源協助合作社執行事項

• 空間規劃前置作業

• 借用學校卡車協助載運木棧板、出借儲

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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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國*

小
花
園

回收中水的省水菜箱系統木棧板轉廢加工的省水菜箱 東海人社農場組彭雅琪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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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大墩城聲

• 夏妹乙(化名)，台中人，30幾歲

• 逃離台北廣告企劃的人生

• 2015返鄉累積生命養分



返
鄉

創
業
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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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在地聲音，聆聽地方故事

• 舊城神秘面紗與工作坊

• 在地電台

• 聲音田調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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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革命情感與養分
相互扶持、關注、提醒、激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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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合作模式

參與社造團隊愛社享的「舊城生活博物館計畫」 實體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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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的轉變

• 工作坊空間的運作制度化

• 年輕社群整體有機連結的合作模式漸失

• 東海人社空間資源可協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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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休息 / 思考生存

• 設立網站-田調資料轉譯

• 期待對的合作對象或是新的能量

• 瓶頸--難以溫飽

• 與東海人社的互動

• 如朋友般的陪伴

• 訪談對象交流

• 導覽協力



04 結論與反思

• 東海人社計畫目前階段擔負的角色

• 反思「在地」為何? (供/需)議題的在地意義



東海人社計畫目前階段擔負的角色

• 在地紮根 : 持續陪伴，建立信任的關係

• 降低青年返/留鄉門檻 : 

• 透過行動,彰顯共好精神:

提供個人或團隊實際分享理念，吸引合作對象與新成員的機會

分享既有資源 (人力、空間、專業…等) 協助返/留鄉 (青年) 個人

或團隊完成行動或落實理念



• 反思「在地」為何? (供/需)議題的在地意義

• 作為Networking的角色、以及調查、分析與研發策略的角色

• 都會區的「在地」為何? 誰的「在地」?

• 於提出策略回應在地需求時，確實反思其在地意義

• 媒合理念相近的團隊相互拉抬

• 發掘、分享在地資源給需要的個人或團隊，創造資源共享的契機

• 調研與盤點在地資源和問題，分析前述資料研發策略，創造在地資源新價值

或回應在地問題



東海人社計劃階段性目標一建構信任與分享

地區空間資源分享概念

觀察柳屋、繼光工務所、肉粥店（青草街）等案例，藉由街廓內空間分享出發，

凝聚社區與社群，進而孵育創新據點，形塑地區新網路



東海人社計劃階段性目標一建構信任與分享

ㄧ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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