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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2 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都沒有用(tomeyyonong)的嶼海之人 

討論議題：韌性島嶼：永續蘭嶼的在地策略 

辦理時間：112年 08月 24日（星期四） 

辦理地點：蘭嶼鄉圖書館(椰油 84號) 

1、 現況或問題 

(1) 用路安全 

1、 道路不平整，行車與步行皆危險 

2、 機車族夜晚開遠燈，造成用路人困擾 

3、 港口動線混亂，人車不分 

(2) 海洋生態 

1. 海廢眾多，也有漁業廢棄物被留在海中(ex.鬼網) 

2. 浮淺/淺水下水時造成潮間帶破壞 

3. 建新港，將廢棄物、垃圾傾倒至海中 

(3) 人與人間的溝通 

1. 資訊落差導致溝通不良 

2. 身分認同困境與世代溝通 

3. 在地人與外來者的衝突與張力 

4. 外來研究者的研究倫理與地方關係 

2、 結論或建議 

(4) 用路安全 

1、 增設反光鏡與彎道指示 

2、 多加宣導與提醒 

3、 執行相關規範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

當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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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生態 

1. 討論海洋保護區的制度施行(從個人連署到部落共識) 

2. 部落加強宣導，運用影片和多媒體的管道 

3. 自發性淨灘、家庭教育、環境教育 

4. 推廣與設計永續旅遊，ex.參觀垃圾場、多背一公斤 

5. 發想垃圾減量的配套措施，有趣且結合日常生活 

6. 推廣極簡時尚(個人減少消費、團體舉辦二手市集、整

體減少生產) 

7. 關心身邊的人以及愛護海洋 

(6) 人與人間的溝通 

1. 資訊對稱與持續溝通 

2. 換位思考與自我成長 

3. 思考不同的表達方式與替代方案 

4. 需要更多公共討論，並說出心中想法 

5. 研究者需要尊重地方，雙向付出，對地方要有貢獻 

6. 需有在地規範/模式，由部落凝聚共識 

7. 思考在地與外來者要共享與合作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