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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第二支箭是科技導入。科技是促成發展、扭轉發展條件的關鍵動力。但如何讓科技結合農村的發展需求，需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經驗，從中學習與調整。




科技要怎麼導入？科技導入可以做什麼事？科技導入有什麼值得參考的經驗案例？科技應用又該如何協助農村創生？





本次交流會邀請農業和農村科技應用的實務推動者，共同分享其經驗與見解，期能為農村科技應用帶來更多創新應用構想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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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3:00~13:30 報 到

13:30~13:40 致 詞

13:40~15:30 科技應用提升在地經濟

	以數據分析提升農業效益／悠由數據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吳君孝

農業大數據如何進行、應用的過程如何安排、農民如何以此提升效益？



	讓區塊鏈創造地方經濟循環／戀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劉湘國

區塊鏈的特性可以如何協助地方發展？高雄與嘉義的推動經驗？對於地方導入區塊鏈之建議？




	為地方發電－推動台灣智慧綠能／台灣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 林冠年

智慧綠能的特質？地方社區建置再生綠能的可能性與重要性？地方推動再生綠能的關鍵課題與推動經驗？


15:30~15:40 茶敘休息

15:40~17:10 科技應用改善農村生活

	翱翔天空的偏鄉物流／航見科技 執行長 張東琳

應用無人機進行偏鄉物流運送有何值得注重的優勢？無人機在阿里山和大溪進行物流的測試經驗？
	以物聯網串起偏鄉的醫療合作網絡／健康聯網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徐克宇

偏鄉建置健康醫護的需求？如何結合物聯網設備與醫護體系，打造偏鄉的醫療照護合作網絡？


17:10~17:30 總結交流



一、數據分析提升農業效益   悠由數據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吳君孝

	農業是看天吃飯的產業，必須要配合天氣和環境變化進行機動調度。時機的掌握是產業效益的關鍵，如何掌握介入處理的時機，越早知道越能及時採取行動。我們在作的便是為客戶可進行風險分析的服務。
	科技跟產業的結合，必須在做中學、學中做，從中摸索資料應用的方式。目前的重心是放在資料計算上，計算越準確，對產地的幫助就越大。
	目前的業務包含熱帶水果種植和溫室蔬果的數據分析，但也逐步擴展到畜牧家禽產業，包括養雞和酪農等。但各類型的技術協助，思考模式很相近，都是從整個活動的行為流程來規劃數據採取的環節和項目，也就是把資料科學結合行為科學的分析。
	一開始是在宜蘭深溝村進行，想要解決巡田的問題，希望能夠透過自動化技術減少農民在巡田上所需的時間。但後來在與農民討論座談的過程中，猛然發現原來解決的方向錯了，因為不了解農民的工作模式和真正需求。後來會因此有所反思，思考這些模式到底是為了獲得技術開發的成就感，還是真正協助到農民。
	目前常見的模式是建立氣候偵測站、田間感測器，集結成資料庫，並運算出可以協助農民的數據分析。真正困難的關鍵在於如何讓「資料庫」能夠蒐集到足夠多的數據、如何轉化專家知識，以及如何進行田間紀錄。在核對農民的田間紀錄時，常常發現與實際的行為有時間差，也造成資料蒐集和數據分析應用上的弱點。為此，我們也常常辦活動來跟農民溝通。
	後來發現產業要的不是巡田，而是能否幫農民賺到錢，也就是如何協助農民掌握從種到收、銷貨質量等市場資訊情報，並對應回來作耕作調整。以鳳梨為例，從種到收要18個月，我們實際參與農民的耕作歷程三年，才完整收集到相關的資料。玉米則只要三個月的時間，相對比較容易。只是，玉米的資料分析應用目前還沒有商業化，純粹是從學術上證明可行性。但鳳梨的數據分析就可以協助外銷和農民重新評估合適的採收期。
	我的體悟是，當我們常在計算並找到警訊點，卻沒有辦法在執行端提供對應的防治解決方案時，反而只是造成產地農民的焦慮和不安，也無法產生實質效益。因此，很重的一環是後面的對策方案如何能夠隨之建構和接軌。為此，可能必須延展資料蒐集和數據分析的活動，找到後面還可以銜接的可能方案。
	農業分析時，常常落入生產者和消費者兩端的觀點，並且為了減少中間環節的利潤剝奪而要求小農要學會很多事情，像是行銷包裝、電商、物流等。但實際上，如何協助這些小農盡快掌握到資訊，建立資訊透明化的環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想創造的風景是，如果有一天，台灣的農業可以透過科技應用而帶來更好更高的價值，那應該會是何種景象？
	其他影響台灣農業的重要因素還包括氣候變遷和農地分散的問題。台灣氣候逐漸暖化已經有明確的溫度線往北移動的狀況，造成許多農作物種植的分布區域開始改變。而在農地方面，對比國外的完整大面積農地，台灣農地常常會看到分割細碎或有建築物聳立其中的狀況，也影響實際的耕作行為。所以，國外的數據和分析邏輯很難在台灣直接應用。這些都需要有解方。
	從產品銷售上來說，國內的內銷會遇到產量多寡不穩的狀況，也高度影響價格起伏。我自己的客戶則多是進行外銷，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有穩定的外銷通路，可以有效調節國內的產量，但關鍵在於如何跟國外市場接洽，也回應到國內作物的品質和規格控管能力提昇問題。
	以香蕉外銷為例，碰到的狀況是台灣非常會種，但是在面對日本市場的訊息回饋是，希望台灣能夠提供比較小根的香蕉，可以比較符合日本的顧客消費偏好。而在菲律賓市場，則是面對當地香蕉的品味比較穩定，但台灣供貨的品味則會有落差，不容易適應。因此，我們就必須協助農民如何穩定供貨質量，可以符合國外採購商的需求。
	數據科技的角色就是在協助農民將專家經驗，轉化為可以預測和推理的耕作策略。因此，我們的工作有三：透過資料提升穩定生產、以科技降低規模化生產所需的成本，以及創造可預測的耕採和行銷物流時間與因應策略，包括包裝和船期的安排等。


 

二、讓區塊鏈創造地方經濟循環   戀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劉湘國

	資料的真實性確保，不只是資料串聯之間的問題，而是資料本身在呈現和提出的時候，是否就能夠確保其真實性。一個假資料放到資料串連上，即便過程的串接不可更改，但也不會因此就變成可信的資料。因此，資料的原始真實性，是所有確保資料可信度工作的基礎。
	台灣各種標章之所以會引發可信度質疑，並不是資料傳遞過程的竄改問題，而是資料生產和提供時就有真實性的落差，因而產生操作風險。所以，要如何應用新科技防止操作風險，這是我們首先想要做的事情。
	在農產工作上，農產履歷的目標就是在作產品真實性，但是否有作到產品真實性以外的功能，就值得商榷。像是農產品產銷上所遇到的產品產地確認問題。例如先前高雄金鑽鳳梨量產過剩而價格崩跌時，有慈善團體認購，但卻沒有辦法確認供貨端所提供的是否真的是高雄的金鑽鳳梨。其他像是水果出口外銷的產地驗證，也會有類似的盲點，反而無助於產地的獲益提升。
	除了產品的真實性，我們也常常忽略「產量的合理性」問題。某一地的一季產量真的可以達到市場上所宣稱的這麼多該產地之產品嗎？會不會因為品牌效益而產生非產地產品魚目混珠的現象？因此，我們如何在銷售購買時也讓消費者知道產地產量的資訊，讓消費者可以評估其產地來源的真實性。
	我們在阿里山有三個合作茶農，從無人機開始進行經緯度量測、定期航拍、比對單位面積的茶枝產量。台灣過去十五年來，技術上升但是平均產量是減少30%，因為受到氣候異常的影響。因此，當市面上有這麼多宣稱是某個價位的阿里山茶時，我們就要仔細思考產地真實性是否可能。
	當我們能夠從一開始就評估與掌握合理的產量多寡時，就有可能為市場提供正確的市場銷售數據。這就可以引入產業監控來驗證真實性的系統，驗證產品的真實性與產量的合理性。我們如果觀察國內的一些農產品採購網站，有些在採購數量上是沒有設定上限的。如果是這樣，消費者可能要思考他所買到的東西是否真的來自其所宣稱的產地。而我們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幫消費者確定他所買到的產品，一定是來自於那個產地。這之間的落差就要從產量和市場分配邏輯來檢證。
	台灣茶產業的高端市場，很容易出現產品混淆充斥的現象。銷售者明知道不是特定地方的高山茶，但是為了提高銷售單價而聲稱是高價的高山茶，而消費者卻沒有對應的檢證資訊。我們現在要去做的是代替消費者滲入整個茶的製程，確保來源和合理的產量，以網站的方式來彙整和呈現所有資訊。
	我們現在也跟一些大學在討論，跟經過認證的茶園和茶農合作，由學生去協助進行小包裝的販售。以前的推廣多是從生產者、轉譯者的角度去推，我們現在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讓消費者可以掌握所有資訊，也因此能夠產生產品信任感，讓消費者願意因此付出合理價格，生產者也因此可以增加收益。生產者增加收益的一部分，就可以成為地方幣的供幣基礎，像是嘉義幣。
	區塊鏈貨幣有兩個重要特質，一是認證，一是發幣。這種發幣跟比特幣不一樣，不是波動幣，而是以支付為目的的數位貨幣。向嘉義幣的撥幣對象就是撥發給前來買阿里山茶的消費者，直接用銷售利潤來產生回饋，而未來只要是嘉義幣的合作商家，持有嘉義幣的消費者都可以使用嘉義幣支付和抵用。這個目的是希望能夠引入嘉義縣外的消費者到嘉義縣來消費，幫嘉義的消費客群增量。一開始的效果不會很快，但如果做得好，因此產生產品的信任與認同感，未來可以擴展效益，帶動嘉義的休閒農業。
	一開始我們會導入智能合約的概念，也就是農民給嘉義幣不是給回饋，而是給消費者未來可以以嘉義幣繼續回到嘉義消費的獎勵值。消費者如果真的回到嘉義消費，這個獎勵就會成立；但如果沒有，系統在一定期間就會收回其所擁有的嘉義幣，因此形成一個期約值的概念。


 

三、為地方發電－推動台灣智慧綠能  台灣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 林冠年

	如果想知道全球因為發電而產生的排碳量，可以到下列網址上觀察：

https://www.electricitymap.org/?page=map&solar=false&remote=true&wind=false
	如果想知道台電的電力使用資訊，可以到下列網址上觀察：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6&cid=404&cchk=8ccc1918-8cae-4f40-a2d0-b43454f4f218
	從歐洲目前使用綠能的多元來源可以看出，綠能的開發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方有什麼就用什麼。所以，我們認為綠能要回到地方才能獲得最大的發揮，這是我們目前在協助籌籌組「市民電廠」或「鄉民電廠」最大的原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複製其他國家、區域的發電形式。
	我認為核能終究會淘汰，現在值得考慮的是怎麼把火力燃煤的比例降低，用更多就地取材的綠能來加以取代。台灣雖小，但是對於電力的看法也是高度歧異的，大家對於核能的觀感也有很大的差異。
	以「陽光伏特家」為例，其所提出的民間參與綠能電廠投資模式，已經引發許多跨國資本的投資，尋求從台灣躉價補給的制度中獲得投資利潤，但也同時證明綠能具有投資效益。此外，這種透過設置綠能電廠換取投資效益的方式，也提供許多掮客仲介農地、不良耕作地，或建築屋頂來興蓋綠能換取售電收益的市場，卻也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引發許多爭議。
	花蓮太巴塱教堂先前曾提出屋頂漏水需要修繕，卻又苦於缺乏資金。因此在與團隊討論後，朝向以搭蓋太陽能版的方式，兼顧遮陽和從發電中取得修繕資金的效益。
	我們需要回到從解決生活問題、創造新的生活系統與價值、生活方式的角度來進行。例如愛心街賣車的形式，如果能夠進一步結合綠能和智慧裝置，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服務，就有機會讓街賣車的接觸客群和行銷策略更加豐富，提高其附加價值。
	綠能的應用，不能只局限於能源議題的思考，而是要看能源如何與不同的新生活裝置相互結合，以及如何以此改善社會生活、帶來新價值。因此，要創造出低碳的生活方式，就必須重新看待地方資源，思考有哪些資源可以透過就地取材的方式加以利用。
	台東達魯瑪克部落的案例顯示，地方要邁入綠能設施並不難，台灣有多廠商已經陸續發展出非常成熟的技術和模組，地方只要有意願，其實很快就可以接軌上。而除了太陽能外，各種物質如何經過適當的處理轉換為能源，像是把可可果的油脂萃取為燃料再用來加熱烘焙可可果而創造循環經濟等方式，都是未來地方社區在邁入綠能領域時，可以多加思考的策略。
	英國的一個水力發電合作社案例顯示，透過社區集資所形成的水力發電系統，也會改變社區居民看待周遭環境資源的方式，並且為了更有效利用資源而產生更積極的資源維護行為。像是為了提升水力發電效益，社區居民會自主地去清理河川中的淤積和垃圾，從而帶動環境維護工作，也增加社區居民之間的社會連帶和共同活動。
	德國的牛糞生質能供暖合作社的案例，是以各農場的牛糞來產生沼氣熱能，再透過熱水管線供應各種設施提供熱能，以此解決在地的生活問題。這些相關活動也讓合作社重新創造出地方的多元合作網絡，甚至為了融資問題而與地方的信用合作社產生更緊密的互動合作關係。


 

四、翱翔天空的偏鄉物流   航見科技 執行長 張東琳

	無人機可以定義成「飛行機器人」，進行遠空代理任務，提供在現地為原本無法達到的場域進行服務。過去六年多來，我們在開發的是無人機的商業應用，之前接觸過很多想要我們透過無人機進行遠端偵測拍攝的工作，這彰顯了飛行的價值，也讓我們思考無人機可以對接什麼應用場域和價值。與飛行相關，「安全」就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過去在各個專案和專利中，都很強調如何讓飛行更安全。
	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從原本只看到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轉變為從整個UAS（Unmanned Aerial System）來規劃，從前端在現地的航空器飛行，到後端的資料整合與轉化，展現出更多具有可參考性的資料價值。
	無人機可以深入偏鄉的場域，將無人機結合醫療、照護、救難、遞送等等，我們以此發展出一套共享的模式，希望以此帶動破壞式的創新。在很多單位都會遇到想要建置一台無人機，但交貨完後業主單位才會感受到真正的價值在於後面整個操作系統的規劃和實際運作。
	先前我們曾經跟水保單位合作，以無人機去調查水源地的水質。在我們原本的設定中非常簡單，就是起飛之後到達A、B、C、D等不同的地點去監測水質，並透過監測設備回傳數據。但是，光是起飛這件事，據說花了一周的時間，寫了很多報告才能夠獲准飛行。
	因為飛行是屬於航空，需要考慮在無人操作的情況下如何進行自檢和除錯工作，所以很需要建置一個系統性的模組，幫助不同的單位來應用無人機、共享航線的價值。什麼技術可以支持上述的破壞式創新和共享價值實現呢？關鍵便在於如何進行遠端控制，並考慮不同的機種附載可以對應場域的需求。
	2018年9月，我們遠赴舊金山發表，從台灣控制在舊金山的無人機，並且完成起飛、自動巡航、定點降落等任務。這個方式是顯示出如何充分掌握無人載具的控制模式，並且結合資安措施來確保操作的安全度。
	另一個影響無人機飛行的問題，就是能否提供簡易的介面來操作。當操作介面過於複雜時，就會減少操作的效益，以及降低業主的使用意願。只是，在實際的操作上，飛行當時的天氣狀況、網路穩定度等，都會高度影響操作的控制掌握度，否則可能就會變成「放鴿子」，等不到無人機回來。因此，為了讓無人機可以具備商業應用價值，必須要全程的各種變數都能夠有對應的掌控策略。
	從應用價值端的架構來看，最頂端的是急難救助應用，國外的緊急應用價格大約在10,000~15,000美金左右。然後是延伸利用的資源和工程探勘與環境資源偵測，價格大約落在1,000~1,500美金左右。而在基礎應用上則是比較穩定的物流遞送和農業資材噴灑，價格大概在100美金左右。在商業模式規劃上，也可以透過這種定價策略來規劃對應服務內容和服務供給模式。
	在救難案例方面，今年四月我們與交通部合作，在阿里山區10公里直線距離的範圍，成功遞送蛇毒血清到地方山區的衛生室。這些血清每經過一段時間就要交換更新，以此確保血清的效力。但是遞送的路程非常遠，如果能改以無人機遞送，就能夠提高易達性。在這個案例中，因為涉及管轄權的單位不少，我們也針對每個單位的管轄範圍提供對應的權限，讓各單位可以適時監控與掌握無人機的飛行狀態和任務執行進展。
	我們現在在構思與討論的是5G的場域如何與無人機的垂直起降相結合。無人機在航行時可以非常穩定，但問題是在起飛和降落，尤其是降落時的安全性和機身穩定性操作。因此，為了讓場域可以結合5G的情境需求，可以採用多顆攝影機來監測，確保起降過程中能夠有更完整的視覺辨識和修正，形成更安全的起降環境。
	在郵務和物流案例上，則是讓我們反省如何引導技術使用可以結合實際需求。往往我們在原先的需求評估上，跟我們到場域時所遇到的實際需求，會有很大的落差。以郵政遞送為例，原本以為關鍵在於大型貨物的運送成本，但後來實際訪談才發現，比較常遇到的是一定要配送各種文件，像是帳單、指定配送文宣品等，這類的輕便小型郵遞物，不得不送卻每次配送都是耗費相對較高的配送人力成本。所以，在這類偏鄉所需要的，就不是能夠吊掛乘載高負重的大型無人機，而是輕便小型容易操作的無人機，能夠協助他們進行常態飛行配送。
	在偏鄉物流遞送上，目前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準備這樣的飛行遞送所耗費成本，是否真的比目前的一般物流配送成本更低？但是在評估成本時，我們必須一併納入隱藏成本，才能夠反映出實際成本。一般物流系統並不是只有配送車和司機，還包括支持配送的站點設置和營運、包裝分貨等工作。如果對應到無人機的隱藏成本，包括起降操作、耗材等，估算下來每次的飛行成本可以控制在新台幣200-250左右，這是我們目前的成果，後續還有提升改善空間，或是找出更多的飛行價值，讓這樣的航線營運能夠建立合適的商業營運模式。
	例如在左鎮，因為當地已有致力於無人機推廣和科技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有顯著地景特色的觀光資源，因此就與當地一起思考如何結合無人機航線來將地方風景結合不同的呈現方式，提高觀光價值。另外則是與當地的農特產品結合，像芒果田資材噴灑等，為當地建構出符合當地需求與條件的無人機應用方式。


 

五、以物聯網串起偏鄉的醫療合作網絡   健康聯網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徐克宇

	從分布密度來看，扣除大型醫院不算，台灣所有的診所有1萬家，而台灣便利商店則是有1.1萬家，也就是每一家便利商店的周遭，平均分布著2家診所。這顯示出台灣的醫療網密度非常高。但同時，台灣也有250個「無醫村」，在直徑10公里的範圍內沒有醫生可以提供診療服務。而在偏鄉和原民部落中，例如司馬庫斯，當地的秀巒衛生室只有年輕且剛畢業的醫生派駐，往往要走非常遠的距離才能去看診。
	在台灣的醫療法規中，藥劑師必須親自對購藥者說明用藥方法，因此並不是用物流或黑貓配送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克服此一規定。這個配送用藥的問題，也是目前在推動偏鄉遠距醫療網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日本在2009年修改遠距醫療法，就是處理此一問題，而台灣的法令就還在尾隨其後。日本重新定義了「醫師親自問診」的「親自」行為，讓視訊溝通也成為「親自」行為的一種模式。
	物聯網的價值是創造智慧應用，其核心是以遠距的Online to Offline運作模式來改善部落和偏鄉的就醫困境，以此縮小城鄉的醫療差距。結合這種模式，可以讓原本需要頻繁到都市看醫生的行程，改成部分親自前往，部分線上看診的方式，就可以節省原本必須花費的交通往返和到院等待的各種成本。如果是對本來就行動不便的族群來說，不難想像這樣的模式能夠帶來多大的效益。
	從國際醫療的發展來看，在2000年通過遠距醫療法後，可以由保險支付相關費用。在2016 年有65%的企業提供員工遠距看病福利，2017年更有61%的醫療院所採用遠距醫療。因此，哈佛大學附屬醫院 利用遠距診療譲病人平均住院數由4天減少為2天。
	而在日本，1997年通過遠距醫療法後，2000年開始就可以由健保給付相關費用。其中針對特殊條件，包括位於離島或是偏遠地區的居民，在有緊急性的情況下，或是病情穩定的慢性疾病患者，以及無法接受面對面治療的患者等，都可開放遠距離醫療，現在更擴大到部份病症在都會區的診斷和送藥。
	在台灣，平均住院病患的住院天數是8天，這也是造成台灣醫院雖多但常常一床難求的原因。如果能夠我們能夠將占床率從8天降為4天，意味著有兩倍的人可以使用病床，有需要時可以取得住院病床就不再那麼困難。
	目前在台灣允許遠距醫療的偏遠地區範圍，包括：居住在偏遠地區或離島的國民 (原有16縣市53個鄉鎮，再放寬約40個偏鄉地區)，以及在急迫情形需立即接受醫療處置之特殊狀況：重大災區，在海外差旅的國民。
	在原鄉地區，平均每萬人的醫生數是89位，而全國的平均是19.42位，原鄉地區的平均醫生數只有全國的三分之一，護理人員也是，因此要就醫是非常困難的。而根據衛福部的調查，原鄉地區最常見的疾病包括惡性腫瘤、心臟疾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以及腦血管疾病，而且其發生率較全國平均值高 50%-200%。因為平常看診不容易，所以常常是小病忍成大病，大病變急病。所以，如果能夠在小病階段就能夠提供合適的診療，協助其回復健康，就會減少對於急病時的龐大醫療資源需求。
	從潛在的醫療市場來看，台灣的醫療水準是亞太第一、全球第三。台灣的治療費是北美地區的十分之一。如果能夠讓台灣的醫療接觸更國際化的市場，以及回應台灣在地的無醫村問題，這是我們做為健康聯盟和社會企業所想要達成的社會貢獻。
	但我們先要重新省視醫療的概念。醫療不只是侷限於「診斷後拿藥」的做法，還需要去思考促進健康、疾病預防、特殊保護、早期診療，和復健等工作，這些醫療工作大多不需要用藥。我們可以用此來改變對於偏鄉醫療需求的認知，超越一定要有具體疾病和用藥需求的服務範圍認知。
	另一種情況是，在國外的台胞面對一些比較常見的小病狀，例如感冒發燒流鼻水等，這些病狀都已經有非常多的成藥可以對應，不需要經過醫生開立處方簽。如果能夠透過遠距視訊的診斷諮詢，告訴對方可以購買含有什麼成分、多少劑量的成藥，這樣可以大幅降低人在國外不知去哪看醫生時的焦慮，同時也能夠讓自己做到預防。這也是我們的品牌為什麼較「醫生馬上看、馬上看醫生」，要讓大家知道，當已經出現微幅病徵時，就應該要及早看醫生，並且透過線上視訊的模式獲得適當且及時的看診管道。
	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建置一個系統，讓大家從「下山看醫生好困難」變成「點點手機就能問醫生」，減少大家對於看醫生很麻煩的認知。尤其現在很多偏鄉長者還不太會用手機，所以需要再有一個層次的轉換。目前我們的模式是結合原鄉的文化健康站，以及偏鄉的衛生所或社區照護據點來進行。因為這些據點已經都有非常穩定的網路，而且也有很好的影像設備和照護原，很合適作為遠距診療時的空間。
	目前我們也結合原本就已經在進行偏鄉巡迴醫療看診的醫院，共同推動這樣的遠距診療活動。偏鄉巡迴醫療的時間不多，常常很半年才會去一次。有了據點之後，每周都可以由醫院的醫生進行遠端的診療詢問服務，而不用被巡迴醫療所需的人力和交通成本所限。但目前也在規劃未來可以結合物聯網的設備，像是健康手環、健康存摺，或是結合個人身分辨識的專屬資料庫和健康診察設備，讓照服人員幫來做健康檢查的居民作紀錄，為地方居民建立起長期專屬的個人健康資料，讓醫生可以進行持續性的掌握和追蹤監管。
	另外，我們目前也結合企業作智慧量測設備的捐贈，包括眼底鏡、血糖計、尿酸／膽固醇、血壓計、耳溫槍、多功能體重計等等。這些進行遠距醫療據點有了這些設備，就更能承擔起偏鄉智慧照護的功能。
	整體來說，遠距智慧照護的效益包括：以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為主功能提升偏鄉醫療照護、整合IOT及AI，達成及早發現病徵和精確轉診就醫、解決缺少專科醫師資源的問題、避免延誤就醫造成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就醫成本，以及可以整合縣政府老人健檢的服務。我們希望未來是能夠建立起「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照護和醫療服務」，透過智慧設備和資訊流通，形成智慧健康照護的合作網絡。
	八大電視遠距醫療專題：


遠距醫療障礙 專業科別難做診斷 八大民生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fdWG1kwao&feature=youtu.be

受限網路品質 偏鄉通訊看診艱難 八大民生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k29b_p6v4&t=1s

改善城鄉差距?檢視遠距醫療成效 八大民生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CetuLJUOw

支援海外.山難 保險投入遠距醫療 八大民生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O05CIAgZc&feature=youtu.be

無人機快速投藥 無醫村救命關鍵 八大民生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OVp5CAd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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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創生提出以來，受到跨領域各層級和各單位所關注。如何整合相關資源應用，共同推展創生行動，也成為地方政府和各界行動者的關切主題。


特別是對鄉鎮市區層級的地方公所來說，在財政收支劃分體系下，必須高度仰賴縣市與中央資源才能推展策略性工作，因而更必須關注中央所能提供的資源項目與內容。

換言之，各部會有哪些政策資源與地方創生行動相關，各項政策計畫的推動目標、申請方法、補助內容等，直接關係著地方如何思考哪些創生工作有機會獲得部會資源補助，又該如何加以爭取和配置。

對於有心想協助公所籌劃創生計畫的專家顧問來說，如能充分掌握這些計畫資源的內涵，也才可以協助公所共同思考可能的行動方案。

基於此，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以行政院所公布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為基礎，針對整合部會計畫資源所提出的11個部會37項政策計畫資源加以蒐集和整理，並以國發會地方創生專頁上所提供的各部會計畫核定本為主要資料來源，盤點各項計畫資料並加以摘要整理，希冀能有助於各界在研擬地方創生計畫時加以參酌和應用。

為方便各界使用，政策計畫資源手冊以A4尺寸編輯，在目錄頁中以各部會所涉及計畫為主要分類項目，並簡要標註該政策之主要目標和頁碼，點選每頁左上角的「回目錄頁」，即可回到各項計畫列表，希望能夠更便於大家的使用參照。

地方創生不只是創造產業來提供地方就業機會，更是地方自治的新挑戰。

地方公所如能在這波地方創生的推動過程中，掌握地方的問題面向、凝聚在地共識和行動力，進而熟捻於中央與縣市各相關資源的調度和整合應用，將能大幅提升地方自治與公私部門共治的能力。

祝福大家創生成功。

部會政策資源整理資料手冊（點此下載）

各部會相關創生政策計畫資源應用特性簡表（點此下載）

行政院核定地方創生各部會相關計畫（點選各名稱可連結到國發會網站下載政策原始文件），相關資料亦可參見國發會網站

	部會	計畫名稱	主要目標
	交通部	（1）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透過整合先進資訊及通訊技術於交通基礎設施與車輛設備內，提升交通安全與順暢、增進民眾交通機動性降低交通運輸之環境衝擊為目的。以系統性方法及整合性智慧運輸策略，專注解決民眾面臨交通壅塞、偏鄉交通不便及交通安全等課題。
	（2）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依生活圈建設理念，配合都市發展及運輸政策，規劃完整之生活圈路網。
	（3）     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完善都會區末端及偏鄉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計畫	「提供優質多樣性的公共運輸服務，滿足民眾各型態的旅運需求」、「掌握公共運輸各種行車資訊，並提供多樣化加值應用，增進民眾搭乘意願」、「結合中央、地方與民間之資源，透過多元合作模式及行銷方案促進公共運輸發展」。
	（4）     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	開拓多元市場（客源市場與郵輪市場）、活絡國民旅遊、推廣體驗觀光、發展智慧觀光（推動台灣好玩卡與智慧旅運）、輔導產業轉型等。
	文化部	（5）     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	藉由保存文化、發展地方知識及重建藝術史，深耕地方文化，確保文化多樣性，並以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角度切入，活化區域文化資產、完善文化設施、建構臺灣藝術史，達成區域內優質文化服務的提升。
	（6）     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以「厚植多元文化能量，營造協力共好社會」為總目標，其下有三個分項目標：

1.擴大藝文扎根，建構文化價值；

2.促進多元參與，創新城鄉發展；

3.分層輔導培力，強化行政動能。
	（7）     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三期計畫	有系統推動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讓社區、居民、青年新世代可以親近規模各異之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並強化人才培育及文化資產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進而在兼顧性別平等前提下，落實多元族群的全民守護文化資產網絡。
	（8）     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	擴大引動民間單位透過創新思維與數位科技，協力推動在地知識、原生文化、常民記憶的保存、轉譯與活化應用，發展「國家文化記憶」內涵，建構具台灣文化識別性的「國家文化記憶庫」共享平台機制，以作為知識研究、教育推廣、產業運用及觀光體驗持續發展之基礎。
	教育部	（9）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實踐其社會責任。以「人才培育」為核心任務，鼓勵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系科、跨團隊或跨校串聯之團隊，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增進學生對在地認同，進而激發在地就業或創業。
	（10）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	普及運動設施及場地，利用水岸、綠地、高灘地等既有資源，配合步道、自行車道等整體規劃，結合保育、生態與休閒，建構優質體育運動休閒設施，滿足國人運動休閒需求。
	客家

委員會	（11）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1.完成客家聚落空間保存及發展再利用階段性建置；

2.加強客家人文歷史資產調查及修復名人故居歷史建物；

3.完整建構國內客家文化接觸據點及館舍聯營網絡；

4.達成活化客家既有館舍經營輔導機制；

5.建立館舍、設施長期營運機制。
	（12）  客家文化躍升計畫	順應國際文化多樣性潮流，結合傳統與現代客家文化元素，透過文化資產、文藝發展、知識體系發展、人才培育、建立交流研究中心等工作，提升客家文化發展應用潛力。
	（13） 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	打造臺三線豐富的人文、生態、產業，啟動客家文藝復興，帶動青壯人才回流或移居，再造客庄新生命。
	原住民族委員會	（14）  原民部落營造	以設立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部落之心」為核心目標，整建部落公共服務據點，整合長照、托幼、課後照顧、數位學習站等功能，成為原民公共生活的據點，同時推廣數位經濟與健康應用服務，整合原住民族數位資源，運用網路帶動部落經濟發展與健康照護。
	（15）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補助各地方政府改善原住民族地區特色道路，通暢部落產業交通命脈，以提升原鄉道路品質，促進經濟產業發展。
	（16）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4年計畫	1..蒐集及分析經濟產業現況，以確立發展方針；

2.根著人才挖掘及培養，以創造經濟產業發展動能；

3.結合在地人文地產景，以型塑經濟產業發展品牌；

4.連結資通訊科技應用，以加深發展面向廣度；

5.強化資金投融資管道，以建全商業模式結構。
	（17）  部落之心示範點建置補助計畫	以原住民族文化為發展基礎，整合長者照護、學童課後照顧、幼兒族語托育、數位運用機會等相關服務，以興、修（整）建方式建置具原住民族傳統建築特色及文化意涵之綜合服務中心。
	勞動部	（18）  多元培力就業計畫	由各具備社會公益性質的人民團體提案，經過政府部門遴選後補助執行，創造失業者在地就業機會。
	（19）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協助	提昇我國婦女、中高齡國民及離島居民勞動力參與率，建構創業友善環境，協助發展微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農業
委員會
	（20）  農村再生第二期(105至108年度)實施計畫	有計畫及系統性的推動農村 整體再生發展，以照顧全國農漁村及農漁民：提升農村人口質量、創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所得、改善農村整體環境。
	（21）  漁業多元經營建設計畫	有系統逐年辨理漁業經營調適與發展，以制定合理利用漁業資源之政策措施。建立優質養殖漁業；營造優質漁港；以符合歐盟等國際衛生標準，建構現代化多功能、高效率及高品質之漁產運銷通路，供應消費者安全的漁產品；及提升養殖水產品衛生安全及增進國際競爭力，落實養殖管理，並推動產業升級之目標。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22）  普及偏鄉寬頻基礎建設計畫	1.Gbps 等級服務到鄉；

2.100Mbps 等級服務到村；

3.擴展 Wi-Fi 熱點頻寬；

4.強化偏鄉 4G 基地臺建置；

5.建置原民部落之戶外免費無線寬頻；

6.建置應用平台並介接教育部課後照顧數位學習。
	經濟部	（23）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帶動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活動，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知識布局，並期望運用研發成果扶植產業體系，促進臺灣經濟發展。依據申請的研發計畫之屬性，分階段提供不同額度之補助經費，促進中小企業進行創新活動。
	（24）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	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擁有更為充沛之經費得以辦理在地特色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之推動，帶動中小企業積極投入在地特色產業之研發。
	（25）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形塑城鄉新風貌，建構具「文化、綠意、美質」環境：

1.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2.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

3.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26）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加值計畫	協助中小企業運用科技加值、服務創新改變營運模式，建立新商業模式並形成創新風氣，帶動中小企業彼此相持成長，建構中小企業跨域整合生態體系，以帶動未來新事業、國際新潛力、區域新經濟之中小企業持續成長。
	（27）  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	分為「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補助方案」、「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與「提升加工區用地效能創新產業升級計畫」四大分項計畫。
	（28）  臺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	以經濟部所提出之「創新經濟、樂活台灣」為總體目標，並希望利用設計進行產品加值，提升產業軟實力。
	（29）  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	協助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增進就業機會、協助業者結合創意、文化元素，開發產品、場所、服務、活動之創意商品或服務，進而創新經營模式，提升經濟活動之附加價值，拓展新商機。
	（30）  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	強化全臺如智慧城鄉等物聯網應用發展、網路智慧生活應用示範場，促成智慧生活普及。
	衛生

福利部	（31）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主義精神，讓有長照需求的國民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32）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	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關懷社區，期能提升具長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33）  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政府運用資源透過非營利團體公共參與管理的方式，管控收費以提供平價、優質、普及的托育服務，支持家庭得以安心育兒。
	（34）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均衡偏遠地區醫療人力之分布，提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居民、醫療照護之可近性及品質。
	（35）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銜接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期照顧負擔。
	（36）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建立因地制宜健康議題，提升社區健康促進識能；並建立以人為本、以家庭為單位、以社區為導向之部落/社區健康營造平台。提升整體健康照護政策服務利用涵蓋率，增進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民眾之健康維護與促進。
	內政部	（37）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針對過去承載地方生活的鄉鎮市核心地區中的各項公共開放空間及服務設施，推動城鎮整體再生工程，重塑鄉鎮市核心地區原有的生活機能與活力，打造讓人民有感的舊城新風貌。
	


 

其他與創生活動相關之部會計畫列表

	
部會

	
政策計畫


	文化部	補助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
	內政部	花東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畫
	經濟部	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SBTR)
	推展創生在地創育國際計畫
	臺灣OTOP產品設計獎
	城鄉在地經理人
	農委會	百大青農輔導計畫
	青年回留農村創新研究計畫
	(南部地區)青年共創產業輔導平台
	農村社區農糧產業活化計畫
	客委會	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推動客家文化及產業設施活化經營
	科技部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新作坊
	教育部
青發署
	青年參與社區行動2.0 Changemaker計畫
	青年好政聯盟 policy talk




	

	
	
		
			

							

	
		
				
			第12屆董事及監察人
		

		
		
			2019-07-19未分類editor					

	

		
		第12屆董事及監察人名單

	董  事 長∥蔡復進∥專家（高雄市前副市長、前農業局長) （農委會遴聘)
	常務董事∥林家榮∥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處長（農委會遴聘)
	常務董事∥陳鑫益∥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農委會遴聘之捐助單位代表)
	董       事∥莊老達∥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處長（農委會遴聘)
	董       事∥陳怡帆∥農業委員會專門委員（農委會遴聘)
	董       事∥彭克仲∥屛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教授（農委會遴聘)
	董       事∥高明帕桑∥桃園市政府漁牧科科長（農委會遴聘之捐助單位代表)
	董       事∥周師文∥七星農田水利會會長（農委會遴聘之捐助單位代表)
	董       事∥張嘉玲∥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董       事∥吳勁毅∥花蓮縣文化局局長（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董       事∥郭華仁∥台灣大學農藝學系榮譽教授（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董       事∥郭章信∥嘉義大學植醫系教授（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董       事∥楊明憲∥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董       事∥黃徹源 ∥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代表 （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董       事∥黃旭宏∥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代表（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
	常務監察人∥林源泉∥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之捐助單位代表)
	監  察 人∥林世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科長（農委會遴聘)
	監  察 人∥陳錦倫∥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之捐助單位代表)
	監  察 人∥張宴薰∥經濟部（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之捐助單位代表)
	監  察 人∥蕭光宏∥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農村發展基金會聘任之捐助單位代表)




	

	
	
		
			

							

	
		
				
			合作經濟交流會──合作經濟如何作為地方創生的基石？
		

		
		
			2019-07-12地方創生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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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交流會的精采細節，請參閱：⭐合作經濟交流會會議記錄

合作社是什麼？就是學校裡那種福利社嗎？

原來除了農業之外，教育、設計、長照，也可以做成合作社？！

在談地方創生之前，如何透過合作經濟，建立社會支持系統與社區互利共好的模式？

本次交流會邀請政府主管單位、多位合作經濟實踐者與研究者一同分享經驗──內政部合團司陳佳容副主任非常詳盡地為大家介紹合作社制度的起源以及特色，並以許多案例說明，讓不熟悉合作社的朋友也能很快理解。參與式民主協會曹偉豪從國家總體治理的視角來探討，推動合作經濟不僅能改善勞動條件、並且能捍衛台灣主權。獨立記者陳怡樺帶來英國的雜貨店以及二手書店的合作社案例，沒有老闆、幾十個人共同自治運作事業體的方式令人驚豔！

而台灣的合作社經驗中，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標準化的方式管理多人參與的大豆種植生產，兼顧經濟正義與市場競爭力；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與杉林布包/大愛縫紉手作坊，同為莫拉克風災後為協助災區居民就業而成立，至今仍秉持合作社民主自治的原則，讓許多人在穩定的工作中建立自信與認同。仕安社區合作社、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阿里山林業生產合作社，則是集結社區的力量，透過有機農產販售所得提供社區長者福利、讓農業廢棄物再生成為各個社區分工合作的事業、將社區的山林資源「玩」成一套寓教於樂的遊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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