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五屆第4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3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下午 2時 30 分至 17 時00 分 

貳、 開會地點：花蓮新創基地(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17號) 

參、 主持人：徐召集人榛蔚                                     紀錄：李孟珊 

肆、 出席及列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研議規劃案件追蹤進度 

案由 青年健檢照顧健康 

衛生局回覆辦理

情形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預計114年度將成人健檢年齡由40歲下修至30

歲，加入30-39歲的青年族群健檢，因中央已研商中，本局規劃擬配

合中央政策服務青年族群。 

發言紀要 
縣長徐榛蔚:請青發中心持續向衛生局追蹤中央衛生福利部實際推出

的相關政策，及實際補貼的規定，再向青年族群公告周知。 

 

柒、 提案討論：  

案由1 提倡青年參與社區-打造全齡層友善空間應用 

說明 目前花蓮各社區活動中心大部分為福氣站用途，在不影響福氣站運作

的同時可以給社區內各年齡層作運用提案規劃 

具體建議 1.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青年營運提案甄選(遴選具公益性、發展性、永

續性的提案給予行動獎勵) 

2. 公開招募想要參與地方事務青年投入地方活動中心運用規劃(已不

能影響現行福氣站、社區活動中心運用為原則) 
3. 找出每個社區銀青共創的可能性並挖掘各社區亮點加以輔導 

4. 增加社區活動中心空間使用率，開放提供有需要之社區民眾場地

租借 

得到資源的團隊需將成功經驗及資源擴散至周邊社區，帶動周圍社區

發展 

社會處回覆 

辦理情形 

1. 社區活動中心為各所轄鄉鎮市公所管理，其運用及使用規範應依

據公所訂定之規定辦理。 

2. 社區青銀共創的可能性，業務相關單位積極探討社區需求並輔導

社區整合社區資源，透過進階性方式引導青銀雙方共同開發項

目，互相交流學習，持續推動青銀共創活動的發展。 



2 
 

發言紀要 社會處行政科黃姿華科長: 太昌社區活動中心管理單位為吉安鄉公

所，一般民眾透過申請皆可使用，目前福氣站一週規劃使用為一至兩

個時段，其餘的時段尚有社團共同使用。後續規劃青銀共創的活動或

服務，社會處可以協助與鄉公所提案與討論。 
本府針對各社團一次性活動經費補助，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升一個

單位補助2萬5,000元；若活動為週期性亦可向本處提出申請。 

縣長徐榛蔚:使用社區活動中心的動機與服務對象應具體設定，先向

鄉公所確認可申請使用的時段，鼓勵青年朋友可以運用各自的專業，

規劃每週系列活動，推動青銀共助共好。 

主席裁示 □完全參採 

□研議規劃 

□暫未參採 

■其他: 向各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並依據各鄉鎮市公所訂定之活動

中心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案由2 在花蓮小規模的宗教活動無法吸引外來旅客參與 

說明 藉由傳統文化及特殊慶典，通過行銷及包裝，提升體驗，吸引外國遊

客來花蓮旅遊 

具體建議 1.規模化各廟宇的獨立活動,串連文創及在地商家,提升交工的便利

性,讓信仰傳播至全球 

2.建立有特色的宗教活動，串連大小廟宇及歷史景點，舉辦特色體驗

活動 

3.評估宗教活動的商業化轉型 

民政處宗教禮俗

科回覆辦理情形 

1.為提升花蓮旅遊之多樣性與文化永續，縣府民政處參考國外著名宗

教朝聖之旅案例，串聯花蓮縣13鄉鎮由北至南具代表性的宗教處所，

推薦40所重要場域，規劃七條參拜路徑，作為本縣宗教朝聖之旅的指

標。並搭配宗教資訊網站建置、雙語專刊等平面與數位宣傳媒介，將

各廟宇的活動時間、相關資訊、歷史沿革等統一上傳於數位網頁平台

露出，未來該宗教平台將作為外界了解活動及參與的管道，有助於信

仰的推廣與分享，帶動地方經濟與宗教觀光的經濟效益同時，也提升

公眾對文史保存的認識與實踐意願，實現永續在地文化的目標。 

 

2.宗教旅遊專刊將邀請知名平面設計師方序中所主理之「究方社」擔

任設計，以中/英雙語形式出版涵括花蓮13鄉鎮，之重要宗教場域之

七條路線的旅遊介紹。透過雙語呈現，讓花蓮珍貴的宗教文史故事與

研究成果，能跨越語言障礙，向全球發聲同時，也期望藉雙語旅由專

刊發行，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合作，尋求更多支持花蓮宗教文化

交流、推展永續的機會，其調查與應用成果未來能與其他城市分享，

共同推進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3.針對「評估宗教活動的商業化轉型」其首要應確保宗教活動的精神

內涵和信仰傳播仍應保持優先地位，避免過度商業化導致活動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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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質。在尊重信仰和文化的基礎上，其可逐步推動之商業化轉型的方

式如下： 

 . 文創與宗教融合的商業模式：  

將宗教活動與文創產業結合，將宗教的象徵符號、歷史故

事、祭典儀式等元素轉化為文創商品，如紀念品、宗教周

邊、特色文化產品等，增加活動附加價值。或邀請本地的手

工藝者和商家參與，推廣具有在地特色的商品，既促進宗教

文化的傳播，可提升在地經濟。 

 . 宗教活動與觀光產業的整合：  

宗教活動與觀光產業深度結合，形成多元的文化體驗旅遊。

通過串聯大小廟宇及歷史景點，舉辦特色的宗教體驗活動，

如參拜路線的朝聖之旅、傳統祭典的親身體驗等，讓遊客不

僅能感受信仰的力量，還能了解花蓮的文化歷史。這樣的轉

型有助於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增加宗教活動的經濟效益，

同時也能促進花蓮的宗教旅遊發展。 

 . 數位與雙語平台的推廣： 

透過建立雙語宗教資訊網站，將宗教活動的時間、資訊、歷

史背景等統一上傳，讓全球信眾能輕鬆獲取活動內容，擴大

活動的影響力，吸引更多國際觀光客，促進宗教文化的全球

傳播。 

 .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目標：  

宗教活動的商業化應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結合永續發展目標

（SDGs）進行轉型。例如，在活動中推動低碳旅遊、綠色消

費，並透過宗教活動籌措公益基金，支持地方社區發展和環

境保護。這樣的轉型不僅能產生經濟效益，還能促進宗教文

化的永續發展，符合國際社會對於永續經濟的期待。 

發言紀要 民政處處長明良臻:推廣傳統宗教活動最終的目標為使其轉型商業

化，目前規劃的過程著重於:1.宮廟面臨年輕族群的流失，預告明年

度將與救國團合作辦理「小小封神榜」系列活動，藉由活動認識傳

統、體驗文化。2.傳統轉型資訊化、教育化。3.於北中南區辦理宗教

信仰課程。4.文史內容的呈現，運用活潑、跳脫框架的模式增加曝光

度。5.辦理宗教活動。6.各宮廟商業觀念的導入。 

縣長徐榛蔚:宗教的轉型與活化不容易，要創新亦要兼顧傳統，也希

望藉由年輕族群的力量，透過數位影音的傳播，來協助提升穿透力、

渲染力。 
主席裁示 ■完全參採 

□研議規劃 

□暫未參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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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3 花蓮優秀人才不斷流失，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完善基礎

設施，吸引國際大型公司的進駐 

說明 完善基礎建設，引進國外投資，創造工作機會，使花蓮人才回流 

具體建議 1. 完善基礎建設，引進國外投資，創造工作機會，使花蓮人才回流

積極為國際級公司建設好的經商環境。 

2. 清楚定位花蓮的產業型態（除了觀光之外）,拓展新型態就業，包

含雲基地,機械重鎮,軟體園區,WEB3 群體等其他產業的可行性。 

3. 爭取辦理台灣區塊鏈週,吸引 web3領域人才,推動數位轉型。 

4. 完善網絡基礎建設，提供國際大廠所需要的綠電資源，興建資料

中心。 

行政暨研考處 

回覆辦理情形 

1. 舉辦講座、工作坊與媒合會：舉辦數位工具（AI）演示講座、產

業媒合會，邀請專家、學者展示 ai在不同產業中的創新應用並與

在地業者共同探討花蓮產業推動需求及方向。 

2. 打造數位遊牧與科技產業聚集地：期望未來在雲基地提供合適的

工作空間和短期住宿服務，以吸引科技、AI、綠能等領域之數位

遊牧者與企業進駐，辦理各類型小型聚會、研討會或商務活動有

助於創造高技能工作機會和促進產業發展。 

工商策進會 

回覆辦理情形 

為培育優秀人才及改善營商環境，本會持續下列作為： 

一、協助政府積極推動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廠商投資意願；花蓮縣政

府訂定重大投資案件作業要點，本會廣為宣傳以便廠商多加利用，縮

短申請時程，增進行政效能。 

二、配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投資促進司等推介之國內外投資案，陪

同考察縣內投資環境，提供相關資料，以吸引廠商投資。 

三、協助辦理產業技術或人才媒合服務，以促進產業升級與「東華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經濟

部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心」配合辦理相關人才培訓、產業升級、技術

媒合等研討會。 

四、不定期訪問縣內廠商，以發掘營運困難、協助解決，或為制定政

策參考。並爭取及協助廠商擴廠或增資。 

五、辦理培育人才、專題演講及政策說明會等活動。 

發言紀要 民政處處長明良臻:有關如何把人才的吸引回來，需要長時間的累

積，花蓮近年各項計畫、項目的推動可以發現創新已經潛移默化，且

持續進行中，更是透過創新重新認識花蓮，鼓勵花蓮的中為小型企業

把握機會、掌握創新的能量並且維持。 

縣長徐榛蔚: 花蓮縣今年成功入選2024至2026年第11屆麻省理工學院

區域創業加速計畫（MIT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Acceleration 

Program，簡稱 MIT REAP），將效法芬蘭及日本福岡等地區，深入學習

MIT REAP方法來推動地方創新生態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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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完全參採 

■研議規劃 

□暫未參採 

□其他: 

 

案由4 為了能更好的傳承並延續優秀的青諮隊伍 

說明 建立青諮委的傳承計畫，打造更精實的青諮團隊 

具體建議 1. 提供歷史的提案內容，減少重複議題的討論 

2. 定期公開議題執行的進度 

3. 建立優劣淘汰的篩選機制，提升委員的主觀能動性 

青發中心回覆辦

理情形 

1.歷屆一至四屆青諮委員提案及參採辦理情形，業公告於本中心官

網，今年(第五屆)第1次至第3次的會議紀錄亦公告於本中心官網，此

值因新舊官網資料轉換期間，本屆委員提案及參採辦理情形將盡速彙

整上傳。 

2.會議議程加入前次提案研議辦理情形，彙報進度。  

3.青諮委員會每年底公開招募遴選，由本府成立審查小組，辦理甄

選。每年召開至少四次會議，討論委員提案，以精進本府政策。為完

善青諮委員優劣汰選機制，持續研議修訂相關設置要點，包含出席會

議或參與活動次數等。 

發言紀要 戴委員可絜: 青諮委員會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收集青年的建言，各位委

員都是經過面試，從眾多人中脫穎而出被選為委員，或許在任期間對

於自己所屬的行業別尚無相關的疑問可以列為提案，亦可在任期結束

向青發中心提出列案討論。 

民政處處長明良臻:相信願意投件參與遴選青諮委員的青年朋友們，無

論是對自己所屬的領域或是對花蓮的願景都是很有想法的，透過遴選

複審面試時都會提問應聘的目標與規劃，對於青諮委員會執行至今第

五屆，也持續的精進與調整。 

主席裁示 ■完全參採 

□研議規劃 

□暫未參採 

□其他: 

 

案由5 花蓮客運站的搭乘人數不如預期，導致轉運站淪為蚊子館，如何提升

多元的交通方式得以取代交通不便的問題？ 

說明 活化火車站的商圈，提升遊客的旅行中“行”體驗 

具體建議 1. 提供更多共享汽車及機車服務 

2. 活化火車站商圈 

3. 優化轉運站的空間，招商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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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 

回覆辦理情形 

1.有關具體建議1「提供更多共享汽車及機車服務」，辦理情形說明如

附件簡報 P.3~P.10。 

2.有關具體建議3「優化轉運站的空間，招商引資」，辦理情形說明如

附件簡報 P.11~P.24。 

觀光處 

回覆辦理情形 

有關活化火車站商圈： 

1.依據本縣商圈輔導作業要點規定，商圈係指因自然結合或規劃，形

成具一定商業規模及產業特色，並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業街區，且商

圈會員應包含至少三十家店家以上。同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後，應檢

具相關資料，向本府申請核定為商圈組織。 

2.目前火車站周圍店家有些已屬本府所核定商圈之會員店家，倘該區

域其他店家依法成立人團、備具相關文件亦可向本府申請核定商圈組

織，本處後續則可依本府商圈相關計畫予以輔導並活化火車站周圍商

圈街區。 

3. 活化轉運站一定要創造「必去」、「想去」的誘因，這些原因可能是

這個空間很美、很酷、很有料、很稀奇、很怪異等等。因此要針對空

間的大小及周邊的人流和經濟流動做一個分析，才能決定要如何設置

或定位這個空間。 

4.檢附本縣商圈輔導作業要點供參。 

發言紀要 縣長徐榛蔚:共享汽車及機車確實是很好的服務，但公部門計畫推行的

過程必須非常謹慎，需要考量是否會影響正在經營中的商家。希望大

家改變生活習慣，多搭乘花蓮幸福巴士，提高轉運站的使用率。 

主席裁示 □完全參採 

□研議規劃 

□暫未參採 

■其他: 如何運用整合出租 APP，協助民營店家數位化，讓出租車的數

量公開透明化，也能讓承租人可以精準的掌握可租借的數量。 

捌、 臨時動議 

玖、 經驗分享：（略）。 

壹拾、 青發中心全新官網功能簡介&青諮委員個人資訊更新路徑解說（略）。 

壹拾壹、 散會16時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