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青年好政論壇 0722@(屏東)紀錄 

辦理日期：106年 7月 22日 

會議地點：綠芳水岸(屏東縣東港鎮博愛街 298號) 

討論議題：議題 1 如何建構青年國際化跨域共創能力，以因應現今全球化競爭？ 

  

論壇流程 文字轉播 

一、論壇進行(I)-

Opening 

介紹與會來賓 

大家好，我是宋鏶方，目前服務於永續綠能公司，很榮幸可以擔任這場好政論壇的主持人。 

 

首先，歡迎各位青年朋友一同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與屏東縣政府青年學院舉辦的青年好政論壇，接下來介紹

參與的貴賓： 

屏東縣政府勞工處 林德輝處長 

Impact Hub Taipei 共同創辦人陳昱築 

今年青年發展署與在地組織合作，讓更多青年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一同追求共、善、美的社會。 

 

合作單位致歡迎詞 

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處長 林德輝處長 

感謝小方，想請問在場的各位是來自哪裡呢？（答：全國各地）那你們對於東港的印象是什麼？你知道華僑市

場嗎？你去過漁港嗎？屏東縣幅員廣大、農業發達，而我們海港人的個性，只要在這待個一兩天，就可以發現

我們相當隨性。靠近山邊的部分，原住民的朋友，當警察的很多，許多朋友在闖紅燈後，警察叫住他們，他們

回答：「噢！我剛剛沒有看到你。」可能因為農、漁業都很自由的關係，造就了這樣的個性，不過當地的第二

代青年們，可能因為求學的需要，到了台中、台北後，回到自己的家鄉時，會覺得有些東西還是需要遵守的。 

 

青年返鄉，多數會從產銷履歷著手，許多精緻農業、綠能產業也相繼發展，不過最近一例一休也造就了一些問

題，像是前幾天，有位不認識的師父來到我辦公室，他說：我們以前當學徒，一個月薪水只有微薄的 300、

100，有時甚至要自己貼錢，但就是要去學！在他以前的觀念中，學習的模式應該是這樣子的，但現今的學徒，



動不動就要拿勞基法、一例一休，來跟他理論，令他相當苦惱。 

 

這裡頭其實最重要的是：生活管理與時間管理，你的學習態度及自我管理極其重要。 之前我們的「燕南飛計

畫」，招募百位屏東青年，並邀請得過神農獎、績優產銷班班長等農民朋友負責指導，這當中有各式果物如：

鳳梨、蓮霧等，某天有位前輩到培訓現場，他很訝異，因為他在學校教書時，學校裡的學生，總是意興闌珊，

但當天看到培訓的學生，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得出奮發向上的企圖心，不管你是要在外地發展或之後工作，學

習的態度與企圖心非常重要！ 

 

我本身是一位政務官員，從前我是跟著蘇嘉全院長，那時候只有高職畢業，因工作需求，我便持續進修，從空

中大學一路念到碩士，大家或許不太認識我，但我有一個表弟你們應該知道，他叫吳寶春，他即將在台中開第

三家分店，這次他會待在台中一陣子，並把自身經驗分享給青年學子。 

 

2008年，吳寶春與友人，一同參加「路易樂斯福世界盃麵包大賽」奪下亞軍，我們便邀請他回家鄉分享經驗，

這次分享後會，他便許諾未來一定要拿到世界冠軍！則在 2010年，就真的在世界盃個人賽中榮獲世界冠軍金牌

(冠軍)，那種強烈成功的企圖心，非常重要！ 

 

坦白來說，國際化這個議題我雖然不像青年署一樣專業，但我想接下來會有一個很好的開端。 

 

主持人： 

感謝處長，等一下我們會邀請陳老師來進行專家簡報，下午也會將大家討論的東西，做進一步的延伸討論。 

二、專家導讀 

Impact Hub Taipei 共同創辦人陳昱築 

 

大家早安，都醒了嗎？其實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大概會覺得題目有點大、有點空泛，大家會這樣覺得嗎？ 

 

我從大學開始，都是從事國際相關的事物，其實要走國際化，最主要的是自己的行動力，以前我也擔任過國是

會議的全國代表，到中山堂去做討論，當時提的教育零體罰最後有被落實，這點我相當開心。接下來我們來談

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有人有聽過嗎？好那我們看一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2015年的時候，聯合國大會一個 15年期的目標 

一、 終結貧窮 

為甚麼是貧窮？可能因為沒錢，所以沒有辦法接受好的教育、沒辦法溫飽，無心力去做其他事情。 

五、性別平權 

全世界的國家都會有性別平權的問題，所以他們把性別平權放在第五個有他一定的代表性。 

 

請大家今天把這幾個東西放在腦海裡，因為想讓大家去想，未來回到學校或工作上，如何讓自己與國際化有些

關聯，甚至產生連結。你也可以想一下這個世界沒有乾淨的水資源，那你可去找一下，世界各地有沒有其他城

市他們也有這個問題，那他們是怎麼去解決的。 

 

那麼為甚麼我今天會以 Impact Hub Taipei的名義來分享，是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參與了許多與國際交流的關

係，起心動念是我想要幫助更多的人，我想要讓這個世界更美好，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在高中的時候上

了道學，進了大學後，在大學第一個學期的時候，碰到了許多學長姐，他們告訴我：你從小就受政府許多栽培

跟照顧，你都是讀很好的學校，你也考上了大學，那這個時候，你要好好想想，你要發揮你的公民責任，你念

這麼多書要如何回饋這個社會，所以我就想說，到底什麼事情，我可以從自己的能力出發，所以我就開始去想

說，我有沒有可能去做國際志工，甚至是在台灣擔任志工，所以平時我就參加許多志工活動外，也組服務隊帶

大家到校外去講故事，甚至暑假的時候也會去參加國際志工的活動，這國際志工的活動，我沒有花到任何錢，

都是學校出的錢，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這樣的資源與機會，我只花了三千塊，剩下的機票、吃住都包在裏頭，

所以我去了外蒙古、中國廣西去做國際志工。 

 

後來我想做一個事情，因為大學我是主修日文與國際關係，我發現一件事情，為甚麼台灣的大學生，與日本的

大學生，為什麼沒有一個固定的交流平台，我們過去 72年也是同一個國家對不對？但後來我們的關係為何會這

麼的疏遠，我們看日劇、用日本的產品，但我們的大學生不會去日本，日本的學生也不會來台灣，所以這件事

情我就去想清楚我要怎麼做，所以我大二的時候就跟班上的學生說，那個我們有沒有可能用一個跟日本大學生

交流的平台，我就把他取名為「台灣日本學生會」就把兩邊學生，固定的每年一次的交流，後來呢，那時候就

開始辦這個活動了，這樣已經十一、十二年，甚至南部也有這個活動，在成功大學，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們一

起參與。 



 

我現在 31歲，在大學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做這些事情，後來我想了我要再多付出一點，所以我參加了校外社

團，就是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社有很多資源留給青年用，我就想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我可以用這些扶輪

社的資源，我可以去辦想辦的活動，如果可運用扶輪社的資源，我就可以去參加許多的國際活動，這件事會非

常非常好，所以後來呢，我就創立了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然後就開始有許多扶輪社的資源進來，就可以做更

多的事情，後來大學畢業後，我就去當兵，那父母的期望就是想要你趕快找份工作，但我就跟我媽說，我想找

一份能夠幫助別人的工作，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去找，什麼是可以幫助別人的工作？然後等我扶輪社的事情結

束，我找到了一個行業是可以幫助別人，一個跟我完全不相關的行業，我剛講了大學我是念日文、國際關係，

後來發現醫療器材這件事情就是我想做的是，所以我就投了間美商醫療器材公司，因為這間公司他完全不會看

我過去有沒有做過任何跟醫學相關的事情，後來他就錄取我了，但許多公司都是七月要開始上班，而他們願意

等我到十月，因為我在服役，所以感覺他們很喜歡，所以我就去了這家公司，這家公司在做的事情是醫療業

務。這家公司他做的不是耳溫槍這種儀器，他做的是植入人體的儀器，像心臟節律器，後來我到了這家公司

後，他把我分配到最難的部門門叫「腦神經調復部門」，大腦跟脊椎超級複雜的，而且我又不是相關科系出來

的，所以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念了解剖學，然後把大腦所有的部位都背起來，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在做這件事

情，然後我在工作的那三年期間，我是做醫療儀器的業務，這種業務是要跟醫生一起進開刀房，我是要去看他

們操作儀器的，然後我賣的產品是帕金氏症的產品，就是老人家他手會抖，他無法吃飯，然後我們會割開他的

頭皮，開兩個洞，把晶片放進去後放電，電到他手不會抖，所以在這過程我碰過非常多的老人家，非常多的病

人家屬，所以這三年期間我學習到非常多，我要面對全台灣最聰明的醫生，我要面對這些病人，要面對護理站

的姊姊們，所以我覺得這培養我之後，為什麼敢出來做 Impact Hub 這件事情，後來我也向法藍茲投了一個計

劃，我想做了城鄉共學這件事情，所以我把台北市的一個國小與新竹山裡面的一間國小，把他們上課的課程做

交換，最後一天再讓他們相見歡，讓小朋友他們互相認識。 

 

有一天我就突然想不開，我向公司人資主管說我想要換部門，他說剛好另外一個部門有職缺，我就說好那我申

請看看，後來就上了，不過換部門真的整死我，因為我調的部門他叫「主動脈血管支架」，因為長時間的血管

沖刷，他可能會破掉，經過一段時間後他會形成一個主動脈流，而累積到一段時間後他會爆掉，那爆掉的致死

率是百分之九十，不然就是直接推回家，不用急救，後來我幾乎是 24小時都會去手術房，只要天氣一冷，我就

要跑手術房，這時候我覺得當初我想幫助別人的初衷，可能做不到，因為有的可能躺在手術台上就走了，後來

我就覺得，雖然我幫的了人，但我幫不了我自己，我還是想要有所成長、有所收穫，但我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



情，所以後來再過了半年之後，我就跟公司說我受不了，我又離開了。 

 

其實我在轉部門的時候我就認識了 Impact Hub這個組織，那時候就想如果我真的離開了這份工作，那還可以做

些甚麼？我不想就此斷掉，因為國際這間事情是我想一直做的，所以在我離職了之後，我一直全心全意的想把

Impact Hub這個組織帶到台灣來，想讓台灣青年認識這個組織，也想是台灣被世界看到，Impact Hub他是一個

英國開始的組織，在全世界有一百二十多個據點，他們在做的事情第一個是，他會有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會匯

集了很多年輕人，這些人會在這邊一起創業，一起參加活動，甚至培訓課程，然後也會吸引許多外國人，來到

這個地方創業，而第二個就是他們會提供很多的課程、活動，讓這些年輕人匯集在聚在一起，而我覺得這就是

我想做的事情，後來我就去申請了。因為我想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經歷 14個月的時間，我終於拿到 Impact Hub這個品牌的執照，其實這過程當中非常痛苦，第一個事情是我還是

要養活自己，所以我就是在吃自己老本，第二個事情就是這中間會去請教許多前輩，不過他們的回答我聽了都

會非常沮喪，他們會覺得年輕人就是該好好去大公司工作就好了，年薪百萬父母跟阿公阿嬤就會放心、開心，

這樣就好，所以創業這件事情就不用去想了。 

 

再來是政府，我們好不容易把這樣的組織帶到台灣來了，那政府有許多空間其實是閒置的，然後我就去詢問，

我告訴他說，我想把這個空間活化成年輕聚集的場地，政府官員回答我說，你還沒滿三十歲對不對？我說對，

他說你要知道這種事情是一片鴻海，你要找你的藍海，後來我聽了難過了一整天，我想說政府不是鼓勵青年返

鄉、青年創業嗎？怎麼官員會說這種話？後來想想這樣不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就想自己去募資，我就找

了過去非常多活動的單位、前輩，我剛剛就講了，那三年工作的經驗，我臉皮變得超厚的，我就直接說你要不

要入股，一股一百萬，後來就成功募集到一筆蠻大的資金，而這當中也有些前輩他們會聽不懂，他們會覺得這

空間到底在做甚麼？這空間到底能發揮甚麼功效？這個空間到底會不會賺錢？雖然前輩們不懂，但他們還是投

資我了。 

 

我們是華語世界第一個 Impact Hub，我們想讓更多人做出好的事情，我們這邊匯集了很多對社會有意義的公

司、非營利組織，又或是個人在做些有趣的專案。 

 

我們也是 Gogoro元老級的換電站，起初騎 Gogoro的人他們會想蒐集不同的徽章，而來到我們這裡，當他們來



換電池時，也就能過來跟我們聊聊天。 

 

CreativeMornings 創意早晨講座，這個月的主題是「平等」，這一個很棒的「在地全球化」的呈現，去年有個指

標性的活動主題是 Magic，我們邀起「福爾摩沙馬戲團」他們經常在國際間表演，當時團長提出，想在不同地

方做表演，當時也有個機緣與 Audi合作，所以當時就在 Audi的展示區內做了這樣的講座。 

 

FuckupNights 首先是墨西哥的活動，聽講座又能得到一瓶啤酒，我們也請到戴季全分享，因發行 AV女優悠遊

卡事件後而下台的經驗。 

 

Precious Plastic Taiwan 從荷蘭引進的塑膠再生Maker計畫，將這個計畫帶到台灣較偏遠的六個小學，讓孩子們

能有不同的體驗，我們不只辦活動而已，甚至變成營隊的形式來做呈現。 

 

我們一直有個方程式 

「Connect 串連 + Inspire 啟發 + Enable 驅使 = Sustainable Impact 永續影響力」 

這個方程式會是通用的，或許你聽了對方失敗的故事，你可能會有所啟發，而這些是我的經驗，不是全世界的

經驗，希望今天大家來到這裡，可以去詢問自己一些東西。 

 

這句話我非常喜歡，來跟大家分享「打造自己的夢想，否則只有被他人雇用打造他們的夢想。」期望大家都能

從自身出發！ 

 

大家有發現屏東有什麼國際的展現嗎？ 

答：熱帶農業、漁業、觀光 

你們學校是不是也遇到二代新住民？國際不該只往歐洲、美洲的方向去做聯想，我們生活周遭其實都有許多關

於國際這件事情。 

 

打工度假 

許多朋友在工作三、四年後，希望去外頭充充電，這是個非常低成本的方式，可以直接與當地人做交流，如果

真的想去，先跟家人好好溝通，肯定能從中體驗到很多。 

 



校內國際活動 

在學生時期，要把握好這樣的機會！ 

 

在台灣的外籍生 

多與他們交流，從他們身上學習相關經驗。 

 

One Forty - 移工商學院 

移工們把自己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在台灣，但當他們回到自己國家後，可能因商業導向的關係，該區域的產

業鏈重疊性過高，而無法有有效的經濟收益。 

 

台灣其實有許多政策散落在各個部會，許多計畫資源都非常的好，如果有機會我們甚至可以跟各部會提計畫，

去到國外去做參訪等。 

 

態度決定國際化 

聽了許多報導、分析，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而我整理了過去我一直重複思考的一些事情： 

一、 發掘自我特質 

二、 多元文化素養 

三、 不同地對自己問問題 

四、 隨時保持對世界的好奇 

五、 參與各式社團活動 

六、 語言能力 

 

最後想告訴大家，我們想做的事情 Building Movement Not Moments 這將會是一個社會實驗的社會計畫，謝謝大

家。 

三、簡報 Q&A 

Q&A 與自我介紹 

Q 黃偉杰：我之前在新竹念書，目前在屏東服務，想問的是，當初為何想在台北開這樣的空間？對於參與活動

人員的參數，有沒有有趣的發現？ 

A 我們之前在華山辦的講座，許多海歸學子都會坐在第一排，但台灣的學生通常會躲在後面，而每次 QA的時



候，前排的學生也相對積極，不管甚麼問題都要問，因為透過問問題才可以發現，你什麼懂，你甚麼不懂，所

以不要害怕問問題。 

A 為何在台北？這是個現實問題，因為多數資源還是座落在台北，不過有機會在台北，把這些資源匯集在一

起，變成更大的平台之後，就有機會外移到不同城市，我們也持續的在努力中。 

A 有趣的發現？我們的第一批會員，早期我們是想找更多的社會企業，但這樣同質性太高，我們想要讓這個社

群更有活力，所以我們開始讓不同的人進來，但這些人他們都是具有一個社會目的性的，像我們有一個團隊叫

「好棒棒」，他做的是醫學的動畫，他是用動畫的方式去講各式的疾病，而且都非常有梗，他有點像醫學界裡

的「臺灣 Bar」，他雖然不是一間社會企業，他們是一家營利公司，但他們就是具有社會目的性改變的團體，我

們發現讓這樣的團隊進駐後，他們會拉更多更多這樣子的團隊進來，就連科技公司也在我們空間，他們在做勞

工安全的問題，也有設計公司，他們是在做性別平權的設計，台北有許多這樣子的空間，而會想做社會目的性

的就會來我們 Impact Hub，而我們空間與其他空間不一樣的特色是，我們都有空間主持人，空間主持人會非常

雞婆，他會與團隊討論有哪裡需要連結跟串聯的部分。 

 

Q 張家霖：我本身在鄉公所工作，我發現年輕人好像進到這個工作後，他們對於追求職業的熱情會漸漸消失，

想問你覺得為何會這樣子呢？ 

A這是個長年累積的問題，或許體制要改變有點難，但如果能從自身做起，走出不一樣的路，雖然這種事情不

可能立即見效，但自我成長可以讓自己的人生更精采。 

 

蘇立志：目前念體育，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興趣。 

陳老師問：是哪一方面的公共事務？ 

答：高中我有參與課審會，他們也是運用審議式民主的方式來去做討論。 

 

Q 蔡宜伶：想問老師你建立這個機構，經歷了 14 個月的時間，這當中發生了甚麼樣的困難？那又是怎麼克服

的？ 

 

黃湘誠：我住竹田，這次來是想認識國際化這個東西。 

吳泓霖：我跟湘誠是同鄉的，在高中畢業後我其實蠻抗拒升學主義，在自己還沒想清楚之前，我覺得升學那對

我來說會是在浪費時間，兩年中除了當兵之外，也參與了屏東青年委員等其他公共事務。 



李育齊：這次會來參加論壇，會覺得大家往往會從自己的想法去做考量，對於國際化這個想法比較少。 

吳尚峯：目前是擔任職業投資人。 

家薇：之前在屏東工作了一段時間。 

 

Q 淑華：我開車載家薇來的，昨天晚上八、九點看到這個活動，我本身工作與青少年有關，今天想問，如果哪

天真的在台北躊躇好團隊，那何時可以來屏東開設這樣的平台？屏東又有哪些體質是優良的，或許我們能夠來

做運用？ 

黃釋以：目前待業中，平時會做一些插畫的工作 

A 困難？如何克服？碰到超多困難，三天應該也說不完，像是原本預計開支 250 萬的事情，最後竟然要 400 萬

的經費，我們花了一些努力，才把這個缺口補足。則一開始有許多人詢問，有沒有意願合作，起初也沒想太多

就開始談，沒想到經過幾次討論後，ideal 竟然被對方拿到其他場域做使用，所以！往後只要有需要產出的事

情，最好白紙黑字先寫清楚，以免自己受傷。 

 

我們目前 Impact Hub其實在全台都有舉辦相關活動，這個週四才去台南舉辦了 NPO小旅行，探查一些地方，下

個月也會在高雄旗山舉辦，是講「香蕉的循環經濟」，歡迎大家前來，期望可以將不同地方的組織網絡，透過

實體活動慢慢建立起來，並在各地開枝散葉。 

 

A 優良的體質？農業，這是屏東非常的大優勢；觀光，已經做得不錯，但要如何延伸到各個鄉鎮都有，這是我

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最後感謝大家，若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我們青年學院的佳伶，或搜尋 Facebook發訊息給我，謝謝。 

四、論壇進行

(II)-確認問題 

 

主持人(說明本階

段進行方式) 

第 1回合討論： 

（1）  自我介紹/積極聆聽(10 分) 

（2）  各桌確認 3 項最重要的問題(40 分) 

（3）  各桌分享 4 分鐘(12 分) 



（4）  主持人聚焦及小結 (3 分) 

桌長 1-吳泓霖、

王怡淳 

一、農業競爭 

1.人口老化 

屏東縣農民因人口老化的關係，對於現今產品外銷的管道及方式不太熟悉，又因語言能力的不足而無法外銷至

國外。 

2.技術不足 

產品在運輸過程中，因保鮮、保存的技術不足，所以要外銷的話會有障礙。 

二、跨域 

目前還在討論中。 

桌長 2-蘇立志 

一、 企業投資青年的比例少 

當青年想找企業投資時，企業想投資青年的意願低。 

二、 國際交流少 

如：體育交流機會較少，所以無法跟上全球的水平，家庭裡頭的觀念，又會覺得，就算投資在這件事情上，可

能無法有效益的回饋。 

三、 跨域結合 

有青年提到：身為會計系的學生，想做一個專題競賽時，開發一個程式時，發現對於資訊的專業領域不熟悉。 

四、 文化見解的落差 

經營學生餐廳的時候，因為跟外籍學生交流後發現，各國在飲食的文化差異，而需要做調整(如：口味、料理方

式等)。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農業競爭 

產品控溫的技術該如何提升？人口因為老化，而語言不足我們青年或許又可以做什麼？ 

跨域結合少 

各自領域專精，但卻不太理解其他領域在做什麼 

國際交流機會少 

因交流機會少，進而無法連結全球，家庭投資的資源少，觀念也可能較為傳統 



五、論壇進行

(III)-提出對策與

建議 

  

主持人(說明本階

段進行方式) 

 第 2 回合討論： 

(1)  提出對策及建議(30 分) 

(2)  各桌分享 4 分鐘(12 分) 

(3)  主持人聚焦及小結 (5 分) 

第 3 回合討論： 

(1)  自我介紹(5 分) 

(2)  提出對策及建議（30 分） 

(3)  各桌分享 4 分鐘(12 分) 

(4)  主持人聚焦及小結 (5 分) 

桌長 1-吳泓霖、

王怡淳 

一、 提升語言能力(不足) 

將新住民文化，透過社區大學舉辦活動，藉此能與在地民眾產生連結。 

二、 技術不足 

與相關企業、學生(院)，如：金利食安科技公司、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來做研究、中興大學行銷系來做行銷等

方式，透過產、官、學的結合，補足技術層面的需求。 

三、 農民高齡化 

建議農委會針對不同農作物，做農具的改良，並考量實際運用時，是否符合人體工學等，其中亦可思考農業機

械化的可能性。 

桌長 2-蘇立志 

 一、國際交流 

把國外的資訊、農業技術等，翻譯成中文版，讓資訊的取得更加便利。 

二、成立顧問團隊 

1.政府：成立跨域產業顧問團，請團員們將參訪、考察後的經驗，分享給需要的團隊，並從中給予指導。 

2.民間團體：發展跨域組織，民間朋友可以去找。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顧問團 

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要成立顧問團，那麼遴選的方式、任職期程多長等，這些問題都可以羅列討論。 

民間、在地組織顧問團 

民政處、社會處，他們或許熟悉一些民間的在地組織，是否可以去做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呢？ 

保溫技術與業界合作 

目前是否已經有企業在做？如果有，那問題出在哪裡？ 

資訊轉換 

將國外的資訊，翻譯或轉換成看得懂的在地方言，那可以去思考，該由誰來去做這件事情？ 

桌長 1-吳泓霖、

王怡淳 

一、 農業競爭-控溫技術不足 

加強科技化管理，並邀請「農業改良場」的教授，協助改良農作物的品種，使其能克服氣溫等因素。 

二、 農民高齡化 

透過農委會，協助農具的改良，並設計出符合人體工學的農具；而農業機具的生產與運輸成本較高，期望參考

日本的製造技術後，透過自行研發的方式，來去做量產的部分。 

三、 認識多元文化 

將新住民的文化，納入國小教材內，使多元文化能從小就開始熟悉。 

桌長 2-蘇立志 

一、 國際交流 

融合新南向政策，並與在新南向國家工作的台商，請教當地的產銷經驗，也可透過新南向辦公室來去做諮詢。 

二、 跨域 

由產業發展處，協助成立遴選會，遴選委員應有政府、民間、學術等代表參與，透過遴選委員們的過往經驗，

來去找尋，各產業適合的跨域顧問。 

三、 文化落差 

透過文化部、移民署辦理「文化季」，有點類似於外國版的「青年聚落」，除了民眾能認識新住民朋友，也讓

新住民擁有一個場域能去做發揮！ 

成立國際商街，如：台中一廣等地，以非主流國家的特色、攤販為主，邀請新住民朋友來到此地擺攤，創造更

多元的交流。 

四、 投資意願低 



制定相關規定，其中必須保障，青年朋友不被公司壓榨，但相對地，也得制定基本義務，回饋給公司。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接下來有 15分鐘的休息時間，待會休息結束後回到原先的桌次，之後再做進一步的介紹。 

 

 

 

 

 

 

 

 

六、論壇進行

(V)-結論確認 

  

好政論壇結論票

選 

1-1﹝第一桌﹞得票數：7 

問題 

如何提升農、漁業產品外銷技術？以解決在運輸過程中保存與控溫技術的不足，降低農、漁業產品的損壞。 

重要性 

直接影響國際市場市佔率，避免農、漁業產品損壞造成的經濟損失，提升國際形象與進口意願。 

解決對策 

1. 成立專責外銷管理機關，例如：屏東農業運銷公司﹝備註：科技化的管理﹞。 

2. 運銷保存上需符合國際逼準規範﹝如：GAP，避免施用過量防腐藥劑﹞可由國貿局負責。 

3. 與屏東科技大學或其他農業相關系所合作。經濟部國貿局協助產品保存。 

 

 

 



 

 

 

 

 

 

 

 

 

 

 

 

 

 

 

 

1-2﹝第一桌﹞得票數：3 

問題 

農民高齡化 

重要性 

農具過於老舊，不符合人體工學；農業人才斷層，未來農產品可能高度仰賴進口 

解決對策 

1. 提高農業機械化，增加青年回鄉投入其技術能力﹝例如：包誇生產、加工、行銷等能力﹞。 

2. 鼓勵青年組織團隊﹝農委會﹞開放具相關經驗之外籍勞工加入，解決人力問題。 

3. 農業機械成本﹝100~200萬﹞，因都是進口居多，如果改由台灣自己做，成本降低，就可以大量量產。 

4. 農具改良成符合人體工學。 



 

 

 

 

 

 

 

 

 

 

 

 

 

 

 

 

 

 

 

 

2-1﹝第二桌﹞得票數：8 

問題 

文化見解落差與偏見 

重要性 

1. 瞭解不同文化是增加國際移動力的方式。 

2. 讓各國文化融入生活，可使國人更關心國際事務。 

解決對策 

以特色攤販﹝各文化特色、非連鎖、多元國家﹞在外籍人士多的地方，例如：台中一廣成立「國際商街」，並

協助外籍人士設立攤販，同時邀請舊有攤販至此。也設立文化介紹立牌﹝QR Code﹞使民眾認識異國文化，並由

「文化部、移民署」定期舉辦「國際文化祭」。 



 

 

 

 

 

 

 

 

 

 

 

 

2-2﹝第二桌﹞得票數：2 

問題 

跨領域合作障礙 

重要性 

1. 學習團隊合作，產生跨領域能力。 

2. 可激發創意，因應全球化競爭力。 

解決對策 

政府﹝產業發展處﹞成立遴選會﹝由政府、民間、專家、產業等，代表組成﹞協助成立跨領域產業顧問團﹝各

業界、公會、協會人才﹞提供對跨領域有興趣而提出方案或企劃之青年，國內外及過往、現今跨域經驗已供參

考評估。 

 

 

 

 

 

 

 

 



2-3﹝第二桌﹞得票數：7 

問題 

跨國交流機會不足與國際資訊的傳遞障礙 

重要性 

1. 增進國際視野 

2. 傳遞國際新知與技術，並轉化為各產學領域的進步動力 

解決對策 

1. 如何新南向培育人才、將新南向國家資訊轉化成一般民眾易懂之資訊，並請教新南向國家台商產銷、文化等

的資訊。 

2. 政府派各領域官員、大學研究生、該領域大學生出國參與會議或考察，獲得新資訊，並傳遞新知至台灣各地

達成國際交流！ 

 

推選好政論壇全

國代表 

正取一 No.3 張家霖 

正取二 No.7李育齊 

正取三 No.9吳尚峯 

正取四 No.19羅文彥 

備取一 No.15蔡宜伶 

備取二 No.16黃湘誠 



七、互動與回饋 

羅文彥： 

今天很高興認識各位，我其實也算是半個工作人員，被推選為全國代表，有點驚慌失措，不過還是很感謝各

位。 

 

張家霖： 

很高興參加這個活動，因為我回鄉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屏東這個地方算是城鄉，所以很能有機會能參與這種公

共議題的活動，希望各位可以多鼓勵身邊朋友，去參與、關心各類的公共議題。 

 

主持人： 

那我們就來拍張大合照，結束今年青年好政論壇＠屏東場的場次，再次感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