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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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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主要國家
2017年

高齡化比率(%)
名次 主要國家

2016年
出生率(人)

1 日本 27.05 1 臺灣 1.13

2 義大利 23.02 2 義大利 1.35

3 德國 21.45 3 日本 1.44

4 法國 19.72 4 德國 1.50

5 英國 18.52 5 英國 1.80

6 美國 15.41 5 美國 1.80

7 臺灣 13.20 6 法國 1.96

註：高齡化比率最低的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僅1.14%；全球出生率最高的是非洲的尼日共和國，達7.24人
資料來源：GLOBAL NOTE，內政部，中衛整理，2019/3

 日本、義大利、德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達到20％，面臨人口結構老化
問題；台灣老年人口在2018年突破14.5%，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台灣2018年的出生人數創下8年來新低，
較2017年減少1萬2,243人，出生率連1人
都不到，已是全球最低，推估3~10年間
總人口數將轉為負成長



城鄉發展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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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京都會圈內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達28.4％
，呈現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的現象

註：主要國家首都圏人口集中率=首都圏人口 /總人口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官房，台灣內政部，中衛整理，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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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6都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近
69.3%，大台北首都圈人口總數
比率達28.25％，區域人口分布
不均的問題日形嚴重



各國問題意識與因應政策

資料來源：中衛整理，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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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臺灣

 歐洲共同農業政策
 整合農村發展計畫
 改善區域經濟結構計畫
 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保

護計畫

 超高齡社會居全球之冠

 人口出生率下降

 面臨總人口數減少危機

 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大
都會

 超高齡社會居全球第二

 生育率是歐盟國家最低

 24~34歲年輕人移民

 3000個市鎮面臨廢村
危機

 超高齡社會居全
球第4

 10萬人口以下的
城鎮人口占70%

 邁入高齡社會

 人口出生率全球最低

 預估未來總人口數呈
現負成長

 人口過度集中於6都

問題
意識

日本

 歐洲中小企業議定書
 新創事業規章
 慢活城市憲章
 葛拉索法
 休閒農場法

 情報支援
 人才支援
 財政支援
 區域再生計畫
 地方創生特區

 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創生
 品牌建立

5



地方創生實踐層面

「創意」、「創新」、「創業」、「創生」分別代表不同階段的價值與做法，逐步結合地方
「人、地、產」營造優質的生產、生活、生態、生意、生命，持續提供活絡經濟，確保地
方永續發展。

創 意

創

業

地域活化層面

產業發展層面
人才資源層面• 地方產業特色價值

• 生產技術與銷售通路

• 企業投資創業

• 產業升級轉型

•地方公務員參與

•在地創生隊伍組建

•外部團隊長期陪伴輔導

•大學USR人才留鄉

•生活條件活化優化數位化

•活化與再興土地使用效率

•聯外交通可及性

•公共設施整體規劃與維護

•生態保育觀念地方創生

人‧地‧產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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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日本V.S台灣

日本地方創生三箭

 情報支援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

 人才支援
○地方創生人材支援制度
○地方創生大學
○專業人才事業

 財政支援
○地方創生推廣支援金
○地方大學・地區産業創生預算
○地方創生支援稅制（企業版故鄉納税）
○城鎮・人・工作創生事業費（地方財政措施）

台灣地方創生五箭

 企業投資故鄉
○認養創生事業
○創生事業提案

 科技導入
○基礎環境建構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建置臺灣地方經濟社會分析資料庫(TESAS)
○公務人員認養故鄉

 社會參與創生
○發掘在地特色DNA
○培育在地創生人才

 品牌建立
○確立地方品牌形象
○地方品牌行銷經營



地方創生-日本V.S台灣

•第一箭：企業投資故鄉-認養創生事業／創生事業提案

•第三箭：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盤點37項計畫，投資代替補助

•第三箭：財政支援－地方創生推廣支援金／地方大學・地區産業創生
預算／資助地方創生生產性革命據點整備支援金／地方創生支援稅制
（企業版故鄉納税）／城鎮・人・工作創生事業費（地方財政措施）

台灣

日本

•第三箭：整合部會創生資源－公務員認養故鄉

•第四箭：社會參與創生－發掘在地特色DNA／培育在地創生人才

•第二箭：人才支援－地方創生人材支援制度／地方創生大學／專業人才事業

台灣

日本

•第二箭：科技導入－基礎環境建構

•第三箭：整合部會創生資源－建置臺灣地方經濟社會分析資料庫(TESAS)

•第一箭：情報支援－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

台灣

日本

財政

人才

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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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第五箭：品牌建立－確立地方品牌形象/地方品牌行銷經營台灣

日本 •ＤＭＯ由地方各行業互助形成觀光組織，藉由觀光創造地方創生





中衛長期投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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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建構 194

農業中衛體系 30

農企業經管輔導

250

個

個

家

農村社區及企業發展

100 個

205 個

體質提升 3000 件

3600件

創意生活 1500 家

特色產銷

商圈輔導



中衛地方創生之核心資源

.
事業體的孵育
 發展當地DNA產業
 締造在地品牌
 活化城鄉經濟
 永續經營

在地經理人的培育
 確立經營事業計劃
 解決行政障礙問題
 保有政府及民間人脈

產業領袖的網絡
 培育城鄉創生領袖
 發揮領頭羊的角色
 鼓勵年輕族群返鄉

地方公部門的連結
 行政體系流程支援
 挖掘在地文化底蘊

地 人

產

官民合作

 中衛長期深耕於地方特色產業、創意生活、
商店街區活化、農村社區再生及健康照護管
理等核心業務發展

 鎖定國發會134個地方創生優先輔導鄉鎮區
，透過鏈結5個核心資源，引領地方創生發展

深耕地方的蹲點
 以城鄉場域為基地
 選定限界集落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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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地方創生之推動計畫

地方創生

目標：宜居、宜家、宜生之幸福生活產官學研
跨領域專家

日本
專家顧問

地方創生戰略

台日創生高峰會

創生輿情分析

【政策研究】 【人才培育】 【資訊傳播】

深耕地方創生知識 培育地方人才 引導地方永續發展

策略

【事業化經營】

協
力

協
力

掌握國內外創生政策情報，

建立跨國地方創生合作平台。

引進日本創生人才課程，擴

大地方支援人才關聯圈。

匯集政策及案例，發行書籍

刊物，擴散台灣創生意識。

引導地方自主運作，投資

創生團隊事業化經營。

台灣地方創生
學校

創生人才培訓

潛力鄉鎮盤點

事業化經營推動

創生刊物發行

媒體合作

社群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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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企業創生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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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美學

研發
創新

品牌
加值

【酋長鳳梨】

【鮮物本舖】

【東晟水產】

通路
行銷

【阿丹果菜生產合作社】

ICT/IOT

提升【鮮綠農產科技】

循環
經濟【新城風糖】

文創
加值【花田喜彘】

品質
體系

【立川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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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



期待未來：
我們共好，
我們更好，
台灣最好。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投入地方創生，創造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