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斗南地方創生提案 
產業創生 ˙ 青銀創新  啟動新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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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雲林縣斗南鎮公所 

輔導單位：雲林縣政府、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 

      雲林科技大學、亞洲大學、中正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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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條件—斗南整體環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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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呈現負成長，高齡化社會 

•人口外流，產業轉型不易，呈現人才斷層的趨勢 

108年人口數44,287人 

地方發展條件—人口 01 

人口增加率-8.83% 

快速增加的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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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身處橫向快速道路， 一高及二高中間，又具鐵路交通優勢 

•斗南作為中介城市，可提供更好的工作 

•就業機會與產業鏈結，可帶動人口成長 

斗南人口數：44,287 

虎尾人口數：70,980 

斗六人口數：108,601 

地方發展條件—交通 01 

斗南交通條件-交流道及火車
站為雲林畜產輸出關鍵鄉
鎮、相關畜產配套產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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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條件—農畜產 

農畜產盤點 

特色農產 
● 馬鈴薯 
● 精緻白米(CAS斗南町越光米) 
● 甘蔗 
● 鳳梨（將軍里、阿丹里、新南里、石龜里） 
● 絲瓜（將軍里、阿丹里） 

特色畜產：畜禽屠宰加工場全國最多 
● 雞肉 
● 鴨肉 
● 鵝肉 
● 養殖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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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條件—產業生態鏈 

● 契作畜養場 
● 自場養殖 
● 蔬果農 
● 水產養殖 

初加工 

屠宰場 
洗選場 

裝配 

畜產公司 
冷鏈物流 

深加工 

食品加工廠 

通路 

傳統市場 
連鎖超市 
大型通路 
電商 

農廢棄物 

內臟 
下腳料 

飼料 

進口飼料 
進口原物料 
自行製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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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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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會 

現狀 

盤點 

觀光 

缺口 

產業 

價值 

地方 

連結 

● 觀光景點缺乏整合盤點 

● 旅遊活動空間少 

● 既有據點吸引力低 

● 缺乏推廣行銷地方旅遊 
● 文化空間活化成為觀光
活水 

● 地方共識、連結性不足 

● 斗南在地品牌知名度低 

● 較少在地特色商品 

● 需加強在地資源的媒合 
● 青年返鄉卻缺乏創業空
間 

● 地方傳統產業待轉型及發展 

● 在地產業缺乏特色 

● 既有產業商業模式需再優化 
● 產業結構、環境較不完善 

● 在地人口外流、人口老化 

● 大眾對於斗南品牌認知低 

● 特色農產缺乏品牌形象 

● 缺乏大型場域商圈 
● 文化資產修繕活化 

打破現有困境，翻轉斗南！創新斗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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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會 02 

整合地方資源 

•盤點地方亮點店家並精進改造 
•凝聚地方業者，整合地方產業

、文化、觀光資訊 
•提供地方媒合交流平台 
•整合活化文化資產空間 

產業轉型發展 

•生產製造體驗化 
•場域空間教育化 
•核心特色產品化 
•導入科技技術，帶動
綠色產業 

•觀光文化產業 
 

提升觀光旅遊價值 

•串聯在地業者一同規劃設計遊
程 

•風格生活設計體驗，深入體驗
在地文化 

•舉辦特色產業活動，進行主題
式行銷 

•文化場域活化 

打造斗南地方形象 

•塑造城鎮品牌特色 
•開發文化特色產品 
•企業投入，引動加值 
•增設休閒農場腹地，

提供寓教於樂場所 
•產業創生 ˙ 青銀創新  

啟動新斗南 

在地人才培育 

• 青年培育輔導 
• 產學合作 
• 青銀共創健康城市 
• 七號倉庫及青少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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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青年創業基地 斗南青銀共生基地 

斗南火車站7、8號倉庫 舊台汽車站 

挑戰與機會(同時擁有青年創生及第二人生創生基地) 02 

11 引動青年來斗南創生在地共好 



挑戰與機會(在地文化資源盤點整合及連結-文資) 02 



挑戰與機會(在地文化資源盤點整合及連結-文資) 02 

相關文化資產位置圖 

 環境區位分析 

 

歷史建築斗南派出所  

歷史建築斗南車站 

歷史建築斗南火車站北側倉庫群 

縣定古蹟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 

斗南順安宮  

歷史建築斗南國小日式宿舍 

歷史建築台鐵斗南站宿舍群  

歷史建築原公路局斗南站 

   璀璨斗南之心 - 台鐵斗南車站南側倉庫 

 

7、8 號倉庫：青創商業空間 

9 -11 號倉庫：家庭服務中心、托育中心、

兒童遊戲區等公共服務空間、青少年基地 

 

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縣定古蹟) 

斗南火車站北側倉庫群(歷史建築) 

青銀創生(歷史建築) 

中正大學進駐 

虎尾科技大學進駐 

青年建築師團隊進駐 



挑戰與機會(在地文化資源盤點整合及連結-文創群聚連結) 02 

斗南火車站附近的文化資產，已成為創生基地的群聚熱區，為雲林目前最多元的文化創生群聚基地 



111年5月6日、 5月13日召開 
斗南青銀創生營運整合計畫會
議 
 
 
 

打造斗南青銀基地 
串聯區域整合 
建立斗南地域品牌 

進行區域串聯營運整合 
跨域整合在地產業隱形
冠軍形象特展。 

挑戰與機會(在地文化資源盤點整合及連結-整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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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地方創生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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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地方創生永續經營 

企業 

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 

社會 

參與創生 
品牌建立 

整合部會 

創生資源 

● 台野畜產有限公
司 

● 錦泰畜產股份有
限公司 

● 磨力科技股份有
限 

       公司 
● 他里霧微光草原

部落 

● 智慧ＡＩ養殖暨
產銷管理系統 

● 區塊鏈獨立紀錄
系統 

● 導入雲端智慧化
系統 

● 地方政府（縣府、
公所） 

● 雲林科技大學 
● 亞洲大學 
● 虎尾科技大學 
● 中正大學 
● 嶺東科技大學 
● 南開科技大學 
● 朝陽科技大學 
● 文化大學 

● 斗南地方特色農產
品牌 

● 智慧養殖管理品牌 
● 建立並深化農畜產

價值 
● 青創青銀健康城市 
● 七號倉庫青創基地 

● 國發會 
● 經濟部工業局 
● 文化部 
● 交通部 

 

青年參與
創生 

● 他里霧微光草
原部落 

● 爬爬山青年品
牌 

● 寵物事務所 
● YS Florist 
● 瓶安企業社 
● 梅亭小舖 
● 共益志造 
● HER拼布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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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方事業體說明 



有感於紅
羽土雞近
親繁殖的
問題，自
行投入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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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新創｜錦泰畜產 04 

背景資料 

在民國90年，錦泰畜產的董事長，有感台灣土雞種原及近親繁殖的問題，像白血病及沙門氏疫等，
本公司於20年前留取當時的紅羽種雞，開始與法國sasso討論紅羽土雞保種及有規劃的選拔改良生
產，進行種雞保存，以當時市場上主流的紅羽土雞（公系），與法國的sasso（母系），再運送gp
代回台灣當作ps種源，進行繁殖，隔絕近親繁殖，保有相對純淨種源，確保商品雞存活率，及換肉
率，開始了長達20年配種研發，近7年，每年投入約700萬。 

紅羽土雞 
現存問題 

改良投入 

舉這些有色雞種的例子，是要大家

瞭解台灣土雞的種源是來自國外的

進口有色雞。當時是以父母代(Ps)

做為祖代(GPs)使用。但1990年

後，就很少種雞場願意做較正統的

育種方式培育雞種。 

 

GPs 

Ps 

商業雞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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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新創｜錦泰畜產 

種雞-法國sasso 
肉雞-法國sasso 
雛雞買賣、家禽、家畜之飼料、動物用藥品、器
具製造加工買賣，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 

品種改良-紅羽土雞 
已投入20年，投資額超過1億 

錦泰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介紹 

目前營業項目 自有養殖地 

企業投資 

由五家種雞場成立於1995年，是台灣第一家

土雞育種公司 
台灣唯一的法國SASSO育種公司之產品代理商(外銷超過30個國家) 

台灣唯一擁有法國SASSO客製化雞種之公司 
公司人數：20人 
資本額：800萬  年營業額：7000萬 

種雞場：3場(斗南、斗六、大埤) 
肉雞場：8場-1年約21萬隻 

04-1 



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新創｜錦泰畜產 

目前市場狀態 

天數 

年份 

台灣土雞公雞 

母雞配種的品系 

21 

四元遺傳  缺乏差異基因  

基本上L7 L9 L11 L12都是一樣的東西 

繼承遺傳疾病 

近代40年白肉雞變化 

飼養到2kg的天數 vs 孵化天數 
 業 

界 
近 
親 
繁 
殖 

建立自有基因庫 from2014~ 

04-1 



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新創｜錦泰畜產 

目前市場商品狀態 

育種進度及商品雞品質檢討 

*目前研發成果已達到市場商品的8成 

*與法國原廠2021年研發檢討項目 

04-1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新創｜錦泰畜產 04 

錦泰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紅羽專責子公司 

Spin of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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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的產值 

與影響人口 

24 

地方事業體說明—社會影響力｜錦泰畜產 

規模經濟 

04 

小農經濟 
同一塊地不得超過500隻隻。 

養雞設施：   
一分地約969.9平方公尺 
 
有色肉雞每100隻八至三十平方公尺 
一甲地約3萬2千隻 

存活率 

70%=>90% 

營收成長： 
(9700/30)*100 = 32,333 隻(對應每百隻
30平方公尺 

營收增加約 
(2成數量/7成數量)= 
28% 
 
 
 

以4個月整，每隻飼料成本為338+25(小雞錢)+殺雞50+運費40+包
裝資材15=468元 (每一隻長到4個月大，處理完的費用(不含人工) 
 
以一季500隻為例，同一時間下，飼料成本統一 

7成→9成，等於多100隻，營收增加約：3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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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熟食系列—薑母鴨、鴨肉鬆、油蔥酥、滴雞精禮盒、滴鴨精禮盒 

冷凍系列—各類型鴨產品 

７０場５０公頃造就８５人的工作機會 

投資斗南在地1億2000萬 

初期創造150人就業機會 

台野畜產有限公司 

企業介紹 

營業項目 

自有養殖地 

企業投資斗南 

秉持養鴨理念經營事業，拓展至屠宰及食品加工，從產地孵化飼育種鴨到產地契養 

04-2 



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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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全程E化 包裝分切 預冷槽  屠體處理  健康鴨隻 

堅持選用產地契養
的新鮮鴨隻，足齡
飼養，肉質Q彈自
然風味! 

取毛及內臟，由獸醫師
駐廠逐一檢查屠體及內
臟，把關生產衛生與雞
隻健康! 

採用高規格預冷
保鮮技術，以確
保肉品品質! 

在低溫下進行分切、
分類、分級、秤重包
裝（打標籤），再急
速冷凍保鮮，以維持
肉品品質! 

透過商品標籤及產
銷履歷，將產品與
電腦同步、全程e
化，快速準確地連
結庫存系統及會計
系統! 

採人道電宰，前後均由
駐廠獸醫執行各項衛生
檢驗，確認無藥物殘
留，為品質做把關! 

進行電宰 

種鴨孵化>產地飼養>合法電宰>肉品加工>銷售通路 

產、製、銷 一條龍生產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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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肉品罐頭 

保健食品 

寵物零食 

寵物食品 

內臟 

下角料 

… 

農廢棄物  

有效再利用農廢棄物，創造新的經濟價值 

循環經濟運作示意圖（圖片來源：Innovate UK, Collaborations for a Circular Economy） 

04-2 地方事業體說明—循環經濟｜產業生態鏈 



區塊鏈獨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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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家禽生長資訊 

環境IOT傳感器 

區塊鏈存證平台 

生產履歷數位化，食材可追溯。資料透明，食的安心。 

用戶管理 

資源管理 

權限管理 

日置管理 

系統管理 

包裝服務系統 

銷售服務 

倉儲物流系統 倉儲物流系統 

品牌行銷系統 

區塊鏈獨立紀錄 

04-2 地方事業體說明—科技導入｜畜禽加工農場科技創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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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04 

台野休閒農場 

結合循環經濟及生態教育的環境 

除了提供觀賞之用，也能讓

民眾體認到水池自給自足的

能量循環生態系統，作為環

境教育之場域。 

產品研發空間，即循環經濟
之技術研發中心。 

鴨池生態區 

產品研發區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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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04 

循環經濟休閒農場 畜產加工廠 

 
積極地在生產、運作、能源、產品生命
週期等層面努力，減低對環境的衝擊。 

經濟循環、環境再生、永續生活，三位一體 

欲投資金額(1億2240萬) 初期工作機
會：150人 

打造新興事業體 

畜產業 

（一級） 

寵物加工食品 

（二級） 

觀光服務 

（三級） 

X X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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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 

台野規劃投資綠能循環經濟場域，透過循環方式
製造寵物食品。休閒觀光農場則積極運用科技創
生做法，實踐環境友善。 

(1)興國段1764-1(6200平方公尺) :需協助變更
為特目農業用地 

(2) 1755(10432平方公尺)、1759-2（6205平方
公尺） :需協助申請為休閒農場 

 

台野畜產公司 

需地範圍 

事業需求 

1755 

現由縣府成立單一窗口協助
中，未來相關程序如需農委
會協助再請農委會協助幫忙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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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廢變黃金之創新事業-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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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為專業食品製粉代工、製造廠. 

秉持著衛生、專業、品質、創新、研發的理念開

創與成長。 

 提供客戶更優質的服務與加工環境，做到讓顧客

安心且放心的服務 

 研發團隊無不戰戰兢兢，堅持穩定品質，將產能

發揮最大化，更將相關技術研發研創。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設立，資本額：1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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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磨坊、萊爾富、7-11、佳格食品、北京同仁堂、台達電

子、聯華食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光泉牧場、國立宜蘭大

學、台灣大學、兆鴻生技、瑞春醬油、日月潭紅茶館、味丹

生物科技、岳紘實業、國立中興大學、嘉格實業、逢甲大

學、榮祺食品、華陀扶元堂、正修科技大學、漢方正元堂、

台灣中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04-3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創與行銷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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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政府自籌經費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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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地方事業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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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特性與議題 

• 循環經濟休閒農場 

• 生產履歷數位化 

行動策略 

提案說明 

計畫效益 

循環經濟之技術研發中心暨休閒農
場 

一、循環經濟休閒農場 

結合循環經濟及生態教育的環
境，以及產品研發空間，即循環
經濟之技術研發中心。 

 

 打造1間雲林寵物觀光休閒農

場，創造地方觀光消費。 

 循環經濟的新副品牌建立，創

造寵物產品市場價值2億74萬 

 農產品生產履歷數位化，食材

可追溯，品牌服務升級。 

 創造工作機會150人 

經費需求 

二、生產履歷數位化 

 透過遠端即時監控，掌控畜禽養殖環
境，打造自動投餌／投藥系統，藉此
降低人力。 

 整合污水處理系統、綠能管理系統，
有效創造再生循環 

2億4000萬 

低利貸款1億1760萬 

企業自主投資金額1億2240萬 

地方事業體說明—企業投資故鄉｜台野畜產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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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特性與議題 

• 研發具市場競爭性雞種 

• 畜養設施科技化 

行動策略 

提案說明 

計畫效益 一、無病源雞種建立 
去除白血病及沙門氏菌遺傳性疾病，建立
完整種雞源種，建立穩定產蛋及換肉率雞
種。 

• 打造1間智慧禽畜場，推廣雲
林高科技、高品質飼養環
境、技術提升。 

• 建立良好基因品系，提高在
地養雞戶報酬率，減少損
失。 

• 創造產業鏈整體收入提高近
30%。 

經費需求 

二、建立智慧禽畜場示範場 
• 透過遠端即時監控，掌控畜禽養殖狀

態，確認雞隻疾病及生長狀態。 
• 整合禽流感偵測系統，確認新品種基因

健全狀態以及換肉率成長速度。 

5000萬 
企業自主投資  3000萬 

低利貸款2000萬 

• 與法國原場持續投入開發 

• 配合種雞場建立智慧禽畜場 

地方事業體說明—spin off紅羽專責畜產公司 

三、成立紅羽種雞專責公司 
以專銷方式，建立台灣專業雞隻產業，推廣
良好品質及穩定的經濟動物產業。 

智慧禽畜場示範場是為了之後建立的gp代及ps代

的管理，良好的智慧禽社及衛生管控可防止國內禽

流感及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同時做好gp代及ps代

的建檔及基因管控，飼養以種雞為主，預計建立一

棟種雞智慧禽舍。相關設備以國內配合廠商為主。 

紅羽種雞繁殖方式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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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配套建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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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配套建設需求：提升斗南觀光發展｜人行觀光設施改善 

特性與議題 

• 串連斗南各地觀光景點 

• 重建觀光基礎，提升觀光品質 

行動策略 

實施地點 

計畫效益 

斗南觀光基礎建設 

串連觀光景點、提升觀光品質 

雲林縣斗南鎮他里霧園區 

• 改善及活化既有，提供民
眾休憩據點。 

• 串連地方重要景點 

• 提升地方觀光發展及居民
生活品質 

經費需求:300萬元 

提升斗南觀光發展，人行觀光設施改善 

提案說明 

• 活化斗南觀光景點現有設施，吸引當地
民眾與外地觀光客前來斗六觀光旅遊，
以活絡地方經濟發發展。 

• 配合周邊觀光景點改善工程 

• 串連斗南地方觀光景點，提升觀光品
質，景點之間的環境建設改善與整合 

• 改善斗南知名景點之設施，並設計觀光
指引牌及識別系統。 

255萬元補助款  / 45萬配合款 

整合創生部會資源 

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

畫:地方創生觀光旅遊環境營造計畫」 

觀光指示牌設計示意 

城鄉處於111年4月6日府城工二字第1110034149號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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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套建設需求：青銀創生營運整合計畫 

特性與議題 行動策略 

提案說明 

實施地點 

計畫效益 

經費需求:800萬 

• 以文化資產的教育意義，提供多元
的教學空間 

• 文創產品及地方產業的推廣，帶動
觀光客對地方的認識 

• 增加產業旅遊文化體驗、推動在地
特色產品 

• 建立食農雲端電商，多元行銷管道 

• 農民直銷站、退休生活市集創造地
方以及高齡者的經濟收入 

一、打造「斗南青銀共生基地」 
推動青銀共生計畫，以台汽的舊車站為青銀基地，
輔導協助屆退或已退休者微型創業，建立農民直銷
站、退休生活市集創造地方以及高齡者的經濟收
入，打造全台灣第一個第二人生的人才創生基地。 

 

二、青創基地凝聚不同產業 
注入在地特色於場域銷售，舉辦假日市集與手作課
程。結合工藝與美術，打造地方創生基地特色營造 

 
三、進行區域串聯營運整合，跨域整合在地
產業隱形冠軍形象特展 
串聯七八號倉庫、舊台汽車站、日式宿舍、斗南舊
分局、斗南派出所等區域整合，成為斗南地方創意
萌發基地。 

台汽舊車站 

 

斗南國小校舍 

研究標的土地範圍 

文昌路 

• 青銀共創共生 

• 文化資產再利用 

• 串聯整合地方創意萌發基地 

640萬補助款 /  160萬自籌款 

整合創生部會資源 

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
營造補助計畫」 

打造斗南青銀基地 

串聯區域整合，建立斗南地域品牌 

斗南火車站7、8號倉庫 

舊台汽車站 

06-2 

計畫處於111年5月26日府計綜二字第1113008212號函提案 

七號倉庫青創基地由在地十位青年團隊經營中 

舊台汽現由中正大學經營成第二人生創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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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套建設需求：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火車站北側倉庫群修復再利用計畫暨規
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特性與議題 

行動策略 

提案說明 實施地點 

計畫效益 

經費需求:300萬 

• 消除滲漏水、壁癌、結構裂損等危
害歷史建築因子，使本倉庫群得以
延續保存。 

• 目前倉庫群提供做為生活美學館、
環境教育館、電影館、漫畫館及他
里霧繪本館等使用，具知性及感
性，為雲林縣重要之休閒及戶外教
學場所，本案完成後可繼續提供優
質、安全的歷史建築活動場域。 

一、透過修復工程之規劃設計，進行倉庫群(共5棟)

有關地板、山牆及屋頂滲水、牆壁裂損、壁癌…等

危害歷史建築情形之防治，以確保本歷史建築得以

延續保存。 

二、目前本倉庫群再利用情形良好，期望透過本修

復工程，繼續提供優質、安全的歷史建築場域，使

民眾繼續享有親近歷史建築、融入歷史建築之機

會。 

斗南火車站北側倉庫群 

 
• 文化資產活化 

• 歷史建築保存 

240萬補助款 /  60萬地方配合款 

整合創生部會資源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
生文化環境營造」 

斗南藝文聚落修復-斗南火車站舊
倉庫歷史建築保存修復 

06-3 

文化部於111年7月12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113007785號函核定 

現由虎科大育成的青年運作經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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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套建設需求：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派出所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特性與議題 

行動策略 

提案說明 實施地點 

計畫效益 

經費需求:2000萬 

• 希望能作為青年返鄉創業基地
之起點，並積極推動在地青創
連結，以舊派出所文化空間為
主要吸引力，打造具地方感的
創業空間。 

• 在地青年返鄉進駐，以商業空
間為主軸經營，帶動周邊經
濟。 

透過修復工程之規劃設計，新增廁所空

間並兼具無障礙環境，整體環境整備、

修繕，包含動線、戶外環境、室內空

間，舖面基礎設施改善，水、電、網路

設施工程，屋頂及防水新作，以確保本

歷史建築得以延續保存。 

斗南派出所 

 
• 文化資產活化 

• 歷史建築保存 

1600萬補助款 /  400萬地方配合款 

整合創生部會資源 

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
營造補助計畫」 

斗南藝文聚落修復-斗南派出所歷
史建築保存修復 

06-4 

文化部於111年8月15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113009048號函核定 

未來將作為斗南在地青年創業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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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套建設需求：磨力-農廢創生與跨域整合推動計畫 06-5 

45 

特性與議題 

• 減少農業廢棄物的荒廢、閒置 

• 增加農廢變黃金之可能研創 

行動策略 

執行單位 

計畫效益 

整合跨領域專業團隊 

深化減少農業廢棄物與減塑之創新
研發、減少環境汙染，建構綠色環
境 

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改善農廢隨處堆置之問題 

• 串連多元相關產業 

• 提升農廢創新研發能量 

經費需求:250萬元 

提升農廢閒置、建構綠色友善產業環境 

提案說明 

• 農廢相關技術之研創，產品之研發及蘋
牌形象之開發 

• 拓展產品之店商通路與銷售，建立合作
共好夥伴 

• 整合相關中小企業，深耕地方之產業推
動，帶動更多就業契機 

250萬元補助款(如執行績效良好
再請支持第二年補助款250萬) 

整合創生部會資源 

經濟部-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配

合地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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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經費總表與整理 



序號 發展策略 事業提案 
資源需求（萬元） 

主管部會 備註/對應計畫 
補助經費 地方自籌 民間投資 合計 

1 
企業投資 

台野畜產 
畜禽加工農場科技創生做法 1億1,760萬 0 1億2,240萬 2億4,000萬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 

用地變更、低利貸款 

2 
企業投資 

錦泰畜產 
建立智慧禽畜場示範場 2,000萬 0 3,000萬 5,000萬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 

低利貸款 

3 
觀光基礎建設
提升觀光品質 

提升斗南觀光發展｜人行觀光設施改善 255萬 45萬 0 300萬 
交通部觀光
局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
生觀光旅遊環境營造計畫 

4 

文化歷史 

青銀創生營運整合計畫 640萬 160萬 0 800萬 文化部 
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補
助計畫 

5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火車站北側倉庫群
修復再利用計畫暨規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240萬 60萬 0 300萬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
創生文化環境營造」 

6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派出所修復及再利

用工程 
1,600萬 400萬 0 2,000萬 文化部 

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補
助計畫 

7 
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農廢創生與跨域整合推動 250萬 0 0 250萬 經濟部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配合地
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業發展 

總計 
1億6,745萬 

(貸款及補助) 
665萬 1億5,240萬 3億2,6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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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總表：雲林縣斗南鎮地方創生計畫發展策略及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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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總表：雲林縣斗南鎮地方創生計畫發展策略及經費需求 

項
次 

配套建設名稱 部會機關計畫 負責單位 解決地方問題 建設內容 
計畫補助或
投資 

地方自籌 

1 畜禽加工農場科技創生做法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雲林縣政府 企業投資整合產業資源 
科技研究、產業加值、

人才養成 
1億1,760萬 0 

2 建立智慧禽畜場示範場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雲林縣政府 企業投資整合產業資源 
科技研究、產業加值、

人才養成 
2,000萬 0 

3 
提升斗南觀光發展｜人行觀

光設施改善 

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推動地方創
生計畫:地方創生觀光旅遊環境營

造計畫 
斗南鎮公所 建置斗南友善生活步行圈 環境規劃設計 255萬 45萬 

4 青銀創生營運整合計畫 
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

營造補助計畫 
雲林縣政府 

高齡化社會的、打造青創青
銀健康城市  

產業加值、人才養成、
文化建設改造 

640萬 160萬 

5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火車站
北側倉庫群修復再利用計畫
暨規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
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

點」 
雲林縣政府 

歷史建築保存修復 
活化藝文聚落 

文化資產活化 
歷史建築保存 

240萬 60萬 

6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派出所

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

營造補助計畫 
雲林縣政府 

歷史建築保存修復 
活化藝文聚落 

文化資產活化 
歷史建築保存 

1,600萬 400萬 

7 農廢創生與跨域整合推動 
經濟部-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配合地方創生推動城鄉特色產業

發展 

磨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企業投資整合產業資源 農廢產業 250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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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亮點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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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建立 

提高在
地生活 

創造地
方經濟 

增加就
業人口 

● 提升觀光品質 
● 活絡運動教育 
● 權益保障社會需求者 
● 增加產業旅遊文化體驗 
● 帶動周邊產業發展，推
動在地特色產品 
 
 

● 預計創造150個就業機會 
● 預計10家青創家進駐青
創基地 

● 第二人生創生10人次 

● 開設地區市集約6場 

● 開設文化體驗課程約5次 

● 增加遊客約4萬人 

 

● 企業投入在地產業 

● 錦泰畜產、台野畜產、磨

力科技 

● 循環經濟｜產業生態鏈 

● 科技導入｜畜禽加工農場

科技創生做法 

● 企業總投資1億5400萬 

 

06 亮點KPI 



地方創生討論會議過程-產官學研單位與企業共識會議 

 

110/03/15 共識會議 110/03/02 台野畜產-共識會議 

109/06/19 斗南公所-

共識會議 

109/12/17 斗南青創地
方創生工作坊 

109/11/16 斗南公所-

共識會議 

110/01/13  

共識會議 

109/11/26 斗南公所-

共識會議 

110/01/25 斗南地方創生討論會議 110/05/07雲林縣政府-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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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鎮 

雲林縣斗南地方創生提案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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