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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臺灣、香港、澳門、中國大陸的交流比較 

自從 2008 年馬英九政府執政以來，兩岸官方在彼此承認「九二共識」的前

提上開始逐步恢復接觸，雖然，兩岸青年交流早在馬政府上台以前，就已經成一

定規模的展開。但是，那時的模式還集中在短期交流以及交換生的類型上。自從

2011 年開始，陸生可以赴台灣攻讀學位，成為正式的學位生，這意味著在兩岸

之間，青年交流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些臺陸之間青年交流的變化與進

步，反映了兩岸關係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歷程。 

相較而言，臺港澳之間的青年交流則在迥然的歷史脈絡下，呈現不同的發展

軌跡。自 1997 年與 1999 年香港和澳門先後移交中國大陸開始，臺港澳關係的發

展進入新的階段，但由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上的高度共識，使得臺港澳關

係在歷來穩定的基礎上，與兩岸關係的跌宕起伏不可同日而語。在青年交流方

面，臺港澳之間也保持一貫的密切與默契，且在議題的選擇上，也較兩岸青年交

流存在更大的空間。 

 

二、研究目的 

區域發展的和平、穩定與繁榮，與兩岸關係之友好密切相關，而做為兩岸橋

樑的香港與澳門自是調適者或緩衝閥的角色，港澳特殊的歷史背景，融合了臺灣

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與政制，走過異質性光譜的彼端，對於臺灣自然有同理心與理

解。希望透過臺港澳青年間的交流傳遞友好，進一步促進兩岸的互利共榮。 

為促進港澳青年對臺灣的了解與善意，使其深入了解臺灣文化及社會發展，

並精進臺、港、澳青年交流之深度及廣度，促使港澳青年願意參與臺灣活動或赴

臺交流，以深化前揭活動效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運用質化研究及問卷調查，瞭解港澳青年對於參加赴臺交流的各項偏

好。 

(二)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提供有效且具可執行性的政策建議。 

 

三、問題探討包括： 

(一)港澳青年參加交流活動的考量因素及港澳青年交流偏好 

1.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對於來臺參加交流活動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2. 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對於來臺交流的目標、期待或展望？ 

3. 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最喜愛的交流主題、模式、活動型態為何？ 

4. 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偏好的活動內容與最佳的時間安排？ 

(二)對於推動臺港澳青年交流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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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來臺交流的助力與阻力。 

2. 辦理臺港澳青年交流活動之困難與解決方式。 

(三)、至少提出六項具體可辦理之主題活動，包括主題、行程建議及參加對

象（在學青年或社會青年）等。 

 

四、港澳青年參加交流活動的考量因素及交流偏好綜合歸納影響港澳青年來台

交流的因素：根據歸納發現，香港青年與澳門青年對於來臺參加交流活動

的考量因素，包括活動的主題、活動的時間安排、活動的型態，活動的模

式、以及對於渠等未來可能的效益等。  
 

五、建議具體可辦理之主題活動─  

(一) 文化創意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文化創意】 

以臺灣文化多元發展為主軸，結合在地產業，創造新價值；可

以涵蓋的領域有社區營造及文化創意產業。 

參訪機構 

與場域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就是非常成功的行銷與變革案例，將典藏文物

轉化成為當代文化商品，將博物館形象帶入生活。 

萬華大稻埕 

大稻埕則是台北「創意城市」的思考起點，不同於其他文創基

地，並非以「文創園區」為定位，而是鼓勵多元創意投入都市

再生相關活動議題，有效再利用都市老舊社區空間，將都市再

生城市改造的力量回歸市民，以建立共創共享的城市經濟力 

宜蘭珍珠社區 

以種植水稻聞名的珍珠社區，除推廣台灣特色米食文化外，也

將收後的稻草轉為農業文化中很特別的稻草工藝。 

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區 

921 震災後社區營造的典範之一，結合地方農特產品、工藝坊與

生態園，打造一個獨特著重於環境教育的社區。 

台南後壁鄉的土溝農村 

台南市後壁區土溝里， 2002 年前土溝尚未推動社區工作，落後

的農村被當成垃圾村，社區僅存破敗房舍、老人與最後一頭水

牛。社區居民興起改變的念頭，成立台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

協會，2002 年底土溝以藝術作為社區經營方向，2005 年台南藝

術大學進駐，7 年級生與 70 歲老農的碰撞與對話，將藝術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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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活、文化結合，展開藝術農村營造之路。 

主題講座課程 

1.文創產業行銷策略探討－以故宮博物院為例 

2.21 世紀的臺灣新文化運動-談大稻埕歷史空間與文化創意 

3.從農村建築活化再生與社區營造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現 

4.地方文創產業發展策略與國際展望-以宜蘭國際童玩節為例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地方文創產品體驗 

參加對象 

1.對文化創意、文創行銷與產業發展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

青年 

2.欲瞭解台灣文創產業與行銷、社區營造發展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台北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觀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參訪機構 參觀故宮博物院並舉行座談 

台北 下午 

專題講座 
「文創產業行銷策略探討」

講座 

參訪機構 
參訪太極影音公司（製作「國

寶總動員」動畫）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21 世紀的臺灣新文化運

動講座」 
台北 

下午 參訪機構 參觀導覽大稻埕廸化街區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地方文創產業之發展策略

與國際展望-以宜蘭國際童

玩節為例」 
宜蘭 

下午 交流體驗 

參訪宜蘭珍珠社區、走訪冬

山河、體驗稻草小物件的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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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機構參訪 

前往南投參訪埔里桃米社

區，體驗結合地方農特產

品、工藝坊與生態園 南投 

下午 機構參訪 參觀日月老茶廠、廣興紙寮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機構參訪 前往台南參訪土溝後壁村 

台南 

專題講座 

「從農村建築活化再生與社

區營造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

現」講座 

下午 機構參訪 
騎腳踏車領略農村就是美術

館的自然藝術風貌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七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此行程全年可實施 

(二)人文藝術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人文藝術】 

以自然、歷史、人與生活創造多元環境，運用各種方式記錄及進

一步深入探訪；可以涵蓋的領域有影像媒體、傳統建築與客家文

化。學員能從走訪建築探討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深入思

考環境與人的關係。 

參訪機構 

與場域 

廣和宮 

廣和宮主祀「三山國王」，本地人稱為「王爺宮」（客家人稱三山

國王為「王爺」）。三山國王是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巾山、獨山、明

山三座山的山神，相傳因顯靈協助宋太祖趙匡胤爭奪天下有功，

故被封為「三山國王」。「潮州府」為客家原鄉之一，三山國王因

此成為客家人特有信仰，客家人移墾台灣後，也將這個信仰帶入

台灣，因此只要有三山國王廟或當地寺廟有陪祀三山國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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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定曾經住有客家人。新埔廣和宮竣工於咸豐十年（1860），

為地方仕紳潘榮光所倡建，廟址是早期新埔街的中心。 

錦泰茶廠 

錦泰茶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 25 年，座落於新竹縣關西

鎮，公司廠房地近千坪，保存許多珍貴的製茶設備，也保存許多

客庄史料，並成立錦泰茶業歷史文物館，開放一般大眾參觀，為

關西鎮的客庄及茶業發展史提供豐富的資訊。 

彰化鹿港龍山寺、鹿港老街 

龍山寺建築大致上保留了自清道光、咸豐年間重修時的舊

貌，寺廟建築規模宏大，格局完整，工藝精細，在觀光界

有「臺灣紫禁城」美譽，被認為是現在在臺灣保存最完整

的清朝建築物，也是臺灣 5 座知名「龍山寺」中保存最完

整的一座。雖歷經多次天災受損、整建修護，龍山寺仍依

原工法修復原有面貌，也因此保存了許多精美的建築和雕

刻。 

台南歷史文化巡禮 

‧億載金城－億載金城又名「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

源於「牡丹社事件」所引起的日軍犯台事件，當時欽差大

臣沈葆禎奏請朝廷架設仿西式的砲台獲得批准，延請法國

人設計，於光緒二年(1876)完成，而此西式的砲台可是台灣

的第一座。億載金城採西洋式紅磚建築，呈四方形，四隅

有稜堡，用來放置大砲，而中央凹入的場地則是用來操練

軍隊。城外引海水為護城濠，城上設有大炮，故稱大砲台。

城門作拱形，外題「億載金城」，內題「萬流砥柱」皆為沈

氏手筆，剛勁有力的筆觸更襯托出城堡的固若金湯。 

．德記洋行（安平樹屋）－安平是臺灣史上最早的港口，

歷經荷蘭、鄭氏、清領、日本等時代，皆為臺灣主要的貿

易港，清咸豐八年（1858 年）天津條約增開臺灣口岸，最

初為淡水、雞籠，後開打狗及臺灣府。同治三年(1864 年)

安平設海關，正式開港，洋商隨即紛紛在此設立洋行，其

中以英商德記、怡記、和記，美商唻記，德商東興等合稱

「安平五洋行」，最負盛名。日本時代，洋商因鴉片為日人

專賣，海運業務又為其所奪，洋行遂撤出安平，洋行建築

陸續改建或做他用。 

．夕遊出張所－古蹟活化展現新風貌近年已成台南顯學，

而夕遊出張所便是演繹得極為成功的案例之一。夕遊出張

所位於鹽神白沙灘公園後方，原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

支局安平分室，曾與鹽業關係密切，光復初期曾提供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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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局的家屬住宿，目前由在地企業將古蹟活化，利用當地

歷史背景結合文創，開發出與鹽相關的創意產業-「生日彩

鹽」，成了既有趣又好玩的古蹟景點。 

．夜遊五條港－赤崁樓集合->大天后宮(兩角銀冬瓜茶)->開

基武廟(關帝港)->看西街教會->馬雅各醫館->海安路(莊子

豆花)->西羅殿->風神廟及接官亭->神農街->水仙宮市場(水

仙宮，昔日三郊總廟)->景福祠(杉行街)->國華街(古早味楊

桃湯)->大天后宮 

．七股潟湖－七股潟湖為古台江內海淤積陸浮的遺跡之一，

當地居民稱為「內海仔」，是由沙洲與陸地海岸所圍塑的水

域，沙洲阻隔了外部海浪，讓潟湖內風浪相對平靜，並因

留有兩處潮口仍受潮汐循環影響，成為物種生長的良好場

域，漁民利用環境優勢在此養蚵、捕魚，形成獨特的產業

文化景觀。 

主題講座課

程 

1.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聚落發展 

2.鹿港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 

3.臺南市的歷史沿革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地方文創產品體驗 

參加對象 
1.對文化藝術、歷史傳承與創新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年 

2.欲瞭解台灣文化藝術與歷史發展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新竹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觀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參訪機構 參觀廣和宮 

新竹 下午 
專題講座 

「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聚

落發展」講座 

參訪機構 參訪錦泰茶廠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前往彰化 

彰化 
「鹿港舊建築與閒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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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講座 

下午 參訪機構 導覽龍山寺及鹿港老街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臺南市的歷史沿革」講

座 

台南 
下午 機構參觀 

參觀「台灣歷史博物館」 

七股潟湖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機構參訪 
參觀孔廟、武德殿、林百貨、

台灣文學館 

台南 下午 機構參訪 
參觀億載金城、德記洋行、

夕遊出張所 

晚上 夜遊五條港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此行程不宜在冬季執行 

(三)生態環保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生態環保】 

以自然保育和永續生態，關懷臺灣土地及慣例環境保護的價值

觀；可以涵蓋的領域有生態環保和環保公民。生態環保主題關注

於自然生態的知識，包含對環保政策的認識；而環保公民則是培

養學員基本素養及意識，盼能成為環境公民的種籽，從自身做起

並影響同儕。 

參訪機構 

與場域 

萬巒五溝水 

由萬巒五溝水社區志工帶領學員，從導覽中認識大武山泉水經地

下伏流於五水溝社區湧出形成的野溪濕地生態。 

彩虹農場 

循環式農業是農作物種植與家禽、家畜飼養互利共生的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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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的排泄物轉化成有機肥肥沃農地，禽畜食用的飼料亦來自農

場生產，因而形成了一個糧食安全、友善環境的良性循環。 

走讀阿朗壹古道 

此處保存了台灣少數僅存的海岸原始森林，但因台 26 線道路開

發計畫，原始森林將面臨嚴重破壞。經過環保團體的努力，促成

了屏東縣設置縣級「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造訪古道時不但

能放鬆心情享受自然芬多精，在遙想古人的行腳時，也更能珍惜

阿塱壹這片原始森林的可貴。 

旭海草原 

位於牡丹鄉旭海村牡丹鼻山平緩山頂的旭海草原，擁有面積廣大

的草原及低矮灌木的植被，設置有旅遊資訊站、停車場、草原步

道及觀景涼亭等旅遊設施。沿著步道蜿蜒而上，沿路翠綠的風

光，恆春半島特有的動植物隨處可見。走到山丘上的觀景涼亭，

可以眺望牡丹灣的美麗景色；順著一旁的灌木小徑，抵達觀海平

台，可以遠眺蔚藍的太平洋，視野極為遼闊。繞行草原步道一圈，

只約須 40 分鐘，適合健行踏青活動。 

港口社區 

港口村東鄰太平洋為港口溪出海口，可停竹筏，西南與恆春交

界，北邊為永靖及滿洲二村。本村面臨太平洋，沿岸資源豐富，

大部分的村民靠海維生，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有強勁的落山風，

作物無法收成，所以農民都改植牧草，也有農民種植港口茶。全

村被規劃在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陸蟹資源豐富，每年 7~10 月

為陸蟹活動的高峰期。 

後灣村陸蟹保護 

位於屏東縣西南方車城鄉的後灣村，擁有獨天得厚的天然岬灣以

及海岸群礁，早期以漁業為生，擁有豐厚的漁村文化，不過人口

外流下，目前居住此地約有 300 人，漁村生態的破壞和人口結構

的改變，促使捍衛陸蟹生存權的楊美雲起身思考，向老人進行田

調訪談，藉由兒時海邊玩耍的記憶，提煉恆春獨有的海鹽文化，

決心以此推廣生態旅遊，希望藉此深化人與土地的連結，喚起來

訪此地遊客愛惜土地的心。 

主題講座課

程 

1.糧食安全的未來-循環農業的實踐與展望 

2.阿塱壹古道生態保育與旭海村發展契機 

3.國家公園的功能與定位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地方農特產品體驗 

參加對象 
1.對生態環保與海洋生態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年 

2.欲瞭解台灣生態環保與海洋生態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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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高雄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觀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實地考察 
前往阿塱壹古道南田端登山

口 
屏東 

下午 實地考察 征服阿塱壹古道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阿塱壹古道生態保育與

旭海村發展契機」 台東 

實地考察 旭海草原、東源部落 

下午 

實地考察 「彩虹農場」農務體驗 

屏東 專題講座 
「糧食安全的未來-循環

農業的實踐與展望」講座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建議行程 

上午 實地走訪 參觀墾丁國家公園 

屏東 下午 

實地走訪 
「國家公園的功能與定位」講

座 

實作體驗 
走訪後灣村，體驗古法炒海

鹽、手作海鹽豆腐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實地走訪 走訪龍坑生態保護區 

屏東 
下午 

實作體驗 
港口灣採茶品茗遊及有機

黑豆腐 DIY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高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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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建議於 5 至 10 月執行 

(四)原民文化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原民文化】 

主軸為認識臺灣原民文化，推動部落青年返鄉；原住民為臺灣最

早的居民，因臺灣豐富的地形阻隔孕育許多族群文化，瞭解原住

民風俗、文化特色，亦可培養包容多元民族的胸懷。 

參訪機構 

與場域 

嘉義特富野社→鄒族文化、歷史文物、經濟作物 

特富野平均海拔高度八百至一千公尺，是一個安靜而淳樸的大村

落。村內的庫巴為重要地標，此外，還有幾間美麗的教堂。在行

政區上，特富野屬於達邦村的第八鄰至十二鄰。特富野大部分適

宜農地，分布於部落附近的曾文溪兩岸河谷、村落東部中坑溪上

游，以及東南部海拔一千一百到一千五百公尺間的緩坡地。這些

緩坡地離聚落較遠，交通不便。主要產業有，竹筍（桂竹、麻竹、

孟宗竹），以及夏季的高冷蔬菜（山葵）。自然景觀多半集中在特

富野山莊後的幾條山路和溪谷間。諸如水山古道、拉拉喀斯瀑布

和神祕谷等。 

庫巴 

庫巴為「男子的集會所」，也是鄒族決定部落重大事件及舉辦重

要祭典的場所。每年由「達邦」和「特富野」兩個社輪流舉辦，

依鄒族傳統只有男子才可以進入，女生及所有外族都不可以進

入。 

特富野古道→昔日鄒族獵徑、古道生態、獵人精神 

特富野古道起於自忠、終於特富野，是一條國家級的步道，全長

約為 6.32 公里，約需 3 個小時的路程。原為鄒族族人狩獵必經

之徑，前身為日據時代的運輸鐵道，沿途可欣賞到栗背林鴝、酒

紅朱雀、金翼白眉、青背山雀、紅頭山雀和冠羽畫眉等鳥類。 

達邦社→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 

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外觀上擷取傳統服飾之色彩，點綴於建築

上，使中心富有對外之鄒族自明性。希望能以此為核心，促成整

個達邦部落及周邊地區整體性的觀光發展。材料之屋頂，特意設

計了厚重感覺的屋簷斷面，以呼應如母雞孵卵的傳統茅草頂。主

入口意象及二樓特展室，利用結構外露之手法，表現欄杆式 kuba

的建築精神。 

主題講座課

程 

1.鄒族獵首、儀式及與漢民族關係 

2.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遷 

3.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地方農特產品體驗 

參加對象 
1.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年 

2.欲瞭解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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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嘉義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觀 

－ 前往特富野部落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鄒族獵首、儀式及與漢民族

關係 
嘉義特富

野部落 下午 操作體驗 
傳統打米體驗、射箭比賽、

製作童玩、陷阱製作。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

遷 

特富野部

落 

專題講座 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下午 操作體驗 
特富野咖啡體驗之旅 

採收咖啡豆、烘豆、製作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全天 

實地走訪 
特富野古道生態之旅 

鄒族獵徑、生態解說 
特富野部

落 

建議行程 

專題講座 
鄒族傳統文化保存及未來展

望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鄒族特富野社古謠教唱 
特富野部

落 
下午 實地走訪 走訪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建議行程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採定點住宿於部落，通往部落道路夏季常因颱風土石流而中斷，

建議避免該時段執行 

(五)社會福利 

項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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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涵 

【社會福利】 

探討探討老人福利的相關議題；2018 年臺灣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達 14%以上進入「高齡社會」，我國長照十年計劃 2.0 也在積極

推動當中。長期照護的照護網絡，除了接軌制度與福利，連結社

區與照護機構，還必關懷家庭照顧者，並分別從產業端、預防醫

學端、住宅環境以及自主人權的層面共同探討。 

參訪機構 

與場域 

雙連安養中心 

雙連教會為關心老年事工，實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理念，於

1988 年起開辦社區松年大學，從學員熱烈的參與情況，以及看

見老人生活照顧的需要，便決定附設雙連安養中心，規劃具有安

養照顧、輕度養護、重度養護、長期照護、失智症單元式照護、

短期照護、日間照顧，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多功能、多元化、

多層級、連續性的一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並配合政府推展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政策，計畫將雙

連具有的資源及經驗，延伸承辦社區式及居家式的照顧服務。 

恆安照護集團 

恆安以「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式作為營運的基本定位。專注於老

人福利的區塊，除了提供長者的安養、養護服務之外，更以全方

位的服務模式，利用機構、居家、社區的福利服務輸送，不計成

本的照顧低收入戶的長者。 作為「社會企業」，一方面善盡社會

責任，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永續經營作為目標。其營運模式足以

提供任何公益性質或福利性質的組織借鏡，希望打造出一個以社

會福利為本，效能為用的典範。 

文山區忠順里社區關懷據點 

忠順社區自 92 年成立以來，致力社區營造，其中又以社區綠美

化與社區照護為主要發展的主軸，因此長期以來配合志工發展與 

社區課程規劃，不斷思考如 何建立真正符合各階層居 民之社區

環境。近幾年社區 老年人口逐年提升，因此社 區更為重視照顧

關懷，也因 為長期以來努力建立起的 服務基礎，反而讓將多數

社 區視為問題的老年人口，轉 換為社區未來發展的重要 元素。 

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 

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係由長庚醫院設計興建，為了實踐「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結合醫學中心級的健康監護和衛教指

導、預防保健，提出養生文化村觀念，並且規劃設計出一個讓年

長者依然可以過著多彩多姿，而且獨立、自在又有尊嚴的生活環

境。「養生」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健康的生活。「文化」的強調，

是為了豐實生活的內容；養生文化村的規劃是要提供一個使年長

者在身體活動、心智認知、生產力和生活滿意方面，都能享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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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趣的生活環境。 

主題講座課

程 

1.長期照護十年計劃 2.0 

2.老人的社區照護與居家照護 

3.從長者住宅談台灣未來的居住新趨勢 

4.青銀共居 

5.預立醫療決定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 

參加對象 
1.對台灣社會福利及長期照護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年 

2.欲瞭解社會福利及長期照護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台北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歡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長期照護十年計劃 2.0 

台北 
 專題講座 老人的社區照護與居家照護 

下午 實地參訪 參訪雙連安養中心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實地參訪 參訪恆安照護集團 

台北 
下午 操作體驗 園藝輔療體驗活動 

體驗拈花惹早帶來的物理治療與心靈治療效果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從長者住宅談台灣未來的居

住新趨勢 

台北 專題講座 青銀共居 

建議行程 

下午 實地參訪 參訪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預立醫療決定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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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淺介老人居家生活照護之輔

具應用 

下午 實地參訪 
參觀文山區忠順里社區照護

據點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建議優先錄取具有社工背景的學員 

(六)永續農業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永續農業】 

農業為國家的發展基礎，工業發展快速，全球化經濟逐漸改變人

類日常生活習慣。在自由貿易興盛的時代，臺灣傳統農業首當其

衝，產業轉型及永續發展成為當今農業迫切課題。 

參訪機構 

與場域 

西螺鎮農會 

做為台灣稻米與蔬菜最大生產與批發的西螺鎮，其農會組織完整

健全，且建立農作物的生產履歷，對農民的農事生產與銷售提供

全面的技術與經費支援，是台灣最大也最有實力的關鍵農會組

織。 

瑞春醬油工廠 

瑞春醬油位於雲林西螺，成立於 1921 年，至今已近第四代，秉

持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古法、時時創新』的宗旨與

原則。所生產的醬油均是用黑豆為原料、且長達 120 天以上的曝

曬與加工製成。於 2012 年轉型為觀光工廠，佔地約 6000 坪，在

瑞春醬油觀光工廠內不僅可以看到瑞春一路走來的歷史痕跡，還

完整呈現了醬油製程的生產線，從黑豆的蒸煮、製麴到下缸日

曝、裝瓶、包裝等所有過程都清楚呈現於民眾面前，廠房後方更

有全國最大甕場，約 2000 多個陶土古甕，內部就是正在曝曬的

醬油，用傳統天然的釀造法讓民眾安心。 

埤源碾米廠 

1982 年設立埤源辦事處及全自動碾米廠，擁有全台灣最大容量

冷藏米倉，目前主要業務是將農民收割稻米透過現代化方式加速

完成烘乾、拔石、礱榖、精米、洗米、色彩選別，製包裝等作業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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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果菜農產品批發中心 

因位於西螺鎮佔地利之便，又位處於全國最大葉菜類專區附近，

因此成為全台灣最大的農產品及集散地，市場交易熱絡，人氣興

旺，已成為全國性蔬果運銷中心。各類蔬果一應俱全，承銷人短

時間內在市埸可以一次購足所需的商品，符合快速、經濟、便利

的現代化交易方式。 

經營目標是「服務、求變、創新、成長」，提供產、銷業者更便

捷、舒適的交易環境。使命是讓廣大的消費者每天享受新鮮安全

及合理價格的蔬果。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祥圃實業在地超過 30 年畜牧專業，結合文化的深度，形塑良食

究好的中心思想、食安心安的原味農食。集結趣味、創意、人文、

生產參觀、課程講座的參觀場域，以美學價值成就良作工場的五

感體驗，讓消費者回歸食的感動。希望經由透明的生產過程及有

趣的體驗方式，傳達我們對豬肉製品的農食鏈的堅持。 

青農（張建豪）返鄉－秝豪花生 

種植花生已經有 5 年多的經驗，但其實張建豪之前從沒接觸過烘

焙，賣花生糖之前，只懂得賣保險，更別說種花生了。雖然他的

父親是種了一輩子菜的農夫，但是在大學念的是統計、壓根沒想

過自己會從事農業。此踏入農田和花生加工的領域。花生在同一

塊地通常不能連作，他就想盡各種辦法去試驗，包括使用菌種去

改善土壤的酸鹼值、加強田間管理等，想要突破傳統農法以增加

產量。 

青農（陳木源）返鄉－漢光蔬菜園 

陳本源捨棄傳統的種植方式，菜圃全部採離地栽培種植方式，並

且整合當地的農民，採行小農制大農企的理念，成立產銷履歷管

控中心，開啟農業生產管理資訊化新世代。 

主題講座課

程 

1. 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會創新事業 

2. 臺灣農產品銷售供應鏈 

3. 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認證制度簡介 

4. 臺灣農會組織的功能與運作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當地農特產品製作及農事體驗 

參加對象 
1.對台灣永續農業發展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年 

2.欲瞭解台灣永續農業發展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雲林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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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學員相見歡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參觀拜會 參訪西螺鎮農會 

雲林 

專題講座 臺灣農會組織的功能與運作 

下午 
參觀拜會 參觀埤源碾米廠 

參觀拜會 參觀瑞春醬油工廠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會創新事

業 

雲林 
專題講座 臺灣農產品銷售供應鏈 

下午 參觀拜會 
參訪西螺果菜農產品批發中

心並舉行座談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認證制

度簡介 

雲林 操作體驗 草仔粿、壽司 DIY 

下午 參觀拜會 參訪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參觀拜會 參訪秝豪花生 

雲林 

農事體驗 拔花生、花生醬製作體驗 

下午 
參觀拜會 參訪漢光蔬菜園 

－ 走訪延平老街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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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事項 建議優先錄取對農業有興趣之學員 

(七)民主法治 

項目 說明 

主題內涵 

【民主法治】 

民主法治臺灣探索研習營安排公共政策、公民媒體、選舉觀察工

作坊等方式，不但提升兩岸青年對於公共議題、法治精神、民主

發展之重視與支持，進而真正提升台灣社會的民主素養與內涵。 

臺灣社會的民主與多元是不同族群意見的發聲、逐步改革的甜美

成果，而社會運動更是社會成熟的指標、是公民社會發展的歷

程。兩岸學子能透過社會議題工作坊了解社會運動的過程，並鼓

勵兩岸學子關心社會議題，體現公民社會的民主深化。 

參訪機構 

與場域 

公共電視台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簡稱公視基金會、公共電視臺、

公共電視、公視、PTS，為臺灣七家無線電視臺之一，是依據中

華民國《公共電視法》而成立之獨立經營且全民共同擁有的的公

共媒體，不受政府、任何政黨及利益團體控制。 

公視是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的主頻道，內容為綜合台形

式，特色是比其他無線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更重視公

共服務節目及弱勢族群（兒童、老人、原住民族等）節目。 

1. 公共電視簡介 

2. 公共電視的社會責任 

3. 公共電視的發展願景 

二二八紀念公園、二二八紀念館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 1997 年 2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發生 50 週

年時正式開館。設立宗旨在求公布史料，安慰受難者家屬，希望

透過興建紀念館的方式，讓臺灣人民走出二二八陰影，將苦難提

升為進步或再創造的力量，使臺灣社會重建健康心靈，愛和寬恕

得以成為和諧生活的命運共同體，並冀能促進族群的共榮 共

和，社會、文化的建全發展。 

1. 二二八事件概述 

2. 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之保存、展示 

3. 在參觀中產生歷史參與感，進而啟發臺灣歷史意識 

立法院 

立法院是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關，現在是一院制之議會，設有

113 個席位。立法院是中華民國的國會，立法院院長即為議長。

立法院成立於 1928 年（民國 17 年），最初為國民政府的附屬機

關，1948 年（民國 37 年）因應行憲而在制度上脫離行政權。1992

年（民國 81 年）立法院開始全面定期改選至今。現任之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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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於 2016 年 2 月 1 日宣誓就職，任期屆滿日為 2020 年 1

月 31 日。 

1. 立法院簡介 

2. 參觀立法院 

3. 議場旁聽 

慈林教育基金會 

慈林紀念館同時也設置「台灣社會運動史料中心」，有系統

地收集和保存台灣的社運團體與社會運動的資料，扮演台灣社運

變遷的紀錄者、保存者及整理者的角色，成為台灣研究社會運動

的專門圖書館。「台灣民主運動館」展示台灣民主運動史為主軸，

並收藏百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之珍貴史料，記錄民主發展的歷史軌

跡，規劃民主教育課程，出版相關著作，俾使一般國民及學生能

藉由參訪體會、討論激盪，從中獲得啟發、鼓舞或警惕，進而堅

定民主信仰並努力實踐。 

1. 慈林文教中心簡介 

2. 慈林紀念館參訪 

3. 台灣社會運動史料中心參觀 

主題講座課

程 

1. 公共政策的立法程序 

2. 代議士的政策把關 

3. 臺灣公共媒體發展現況 

4. 公民記者的時代崛起 

5.臺灣憲政體制介紹專題演講 

6. 臺灣民主歷程及公民運動的發展 

活動型式 實地參訪、專題講座、座談交流、社會議題工作坊 

參加對象 

1.對台灣民主法治、公民社會發展有興趣的在學或就業的港澳青

年 

2.欲瞭解台灣民主法治發展的台灣青年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集合 港澳台學員報到 

台北 下午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介紹 

港澳台學員相見歡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公共政策的立法程序 

台北 專題講座 代議士的政策把關 

下午 社會議題 社會事題的發生原因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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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類型 

社會議題

工作坊 

事題分析模型製作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臺灣公共媒體發展現況 

台北 
專題講座 公民記者的時代崛起 

下午 參觀拜會 公共電視台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四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專題講座 臺灣憲政體制介紹專題演講 

台北 

參觀拜會 立法院 

下午 參觀拜會 
二二八紀念公園、二二八紀

念館導覽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五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參觀拜會 參訪慈林教育基金會 

台北 下午 
專題講座 臺灣民主歷程及公民運動的

發展 

晚上 小組活動時間 

第六天 

時間 活動型態 內容 地點 

上午 － 車程返回桃園 － 

下午 
－ 港澳團員返回，台灣團員賦

歸，活動結束 
－ 

說明事項 建議優先錄取對民主法治有興趣之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