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

第11期電子報

「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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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
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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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

11月執行進度

• 107年11月05日-召開計畫團隊工作會議及預出席B、C計畫聯席會議(11/28)。

• 107年11月06日-第二期預算120萬元授權予總計畫及各子計畫使用。

• 107年11月14日-USR/B課群總論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蒞校演講。

• 107年11月16日-出席計畫執行成效該評作業說明會。

• 107年11月16日～11月18日-計畫成員至台東東海岸風景管理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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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地方故事與文化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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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11月執行進度

一、 推動計畫與目標

• 人文與自然資源再檢視。

• 地方故事的蒐集。

• 與在地傳統產業–漁業對話。

• 地域空間加值-文化再現點的實作。

二、 計畫團隊對地方知識和地方真實需求的掌握度

• 和平島逐漸來到淡季，淡季時的和平島觀光有待開發新的觀光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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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和平島國際旅遊觀光整合發展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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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11月執行進度

一、 推動計畫之困難與因應方案

• 和平島海產街主要客源為放生，非一般遊客，無法達到觀光之目的。

• 旅客調查缺乏完整資訊整合平台，無法做全面的調查。

• 和平島開幕與正濱漁港帶來的交通雍塞與停車問題引起居民不滿。

• 政府相關單位在和平島地區委辦與執行之相關計畫缺乏溝通與整合平台。

• 基隆市政府對於和平島國際旅遊島規劃方向未了解。

• 欠缺海大、和平島居民、和平島公園及地方政府四方溝通之平台。

二、 計畫團隊對地方知識和地方真實需求的掌握度

• 本計畫成員與地方居民與業者保持高度合作關係，並安排學生駐點觀察與撰寫

相關主題論文。

• 本學期安排海洋觀光實察，安排學生與和平島在地商家合作，協助店家商品國

際化，促進人才培育與地方發展。

• 地方社團組織因為利益與長期相處有複雜的關係，學校扮演第三方角色介入，

但需要更長時間陪伴與溝通才能永續發展。

• 透過拍攝商家影片，讓更多人聽見和平島居民的想法與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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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11月執行進度

三、 計畫執行之前後變化

• 結合和平島多項手作及體驗活動，並設計出五條旅遊路線提供遊客選擇。

• 國際旅遊島的理想漸漸在居民心中看到可行性，也期待未來可能的發展。

• 和平島愛鄉協會與社區發展協會及地方政府開始重視和平島地區發展。

四、 計畫推動過程所需的協助

• 和平島國際旅遊島發展需要許多單位共同合作，希望計畫辦公室邀請觀光局、

基隆市政府甚至行政院共同討論”和平島國際旅遊島”發展方向。

• 和平島具有豐富的歷史人文，文化部大基隆歷史重現計畫規劃和平島歷史重

現，但一直無法與本計畫有效合作，也期待計畫辦公室協助與文化部溝通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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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海洋運動休閒產業規劃暨遊程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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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11月執行進度

• 107年11月09日-和平島外籍移工海洋運動會。

• 107年11月17日～11月18日-出席台東教師增能。

• 107年11月25日-彙整結案報告。

• 107年11月28日-出席聯席會議。

▲台東教師增能活動－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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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11月執行進度

一、 計畫與執行目標

• 本計畫認為社寮雅集初步營運時能舉辦各類型手工藝工作坊（例如：木工、餐

飲、手工皂...等），並藉此讓社寮雅集成為教育點，除了社區居民成為學員

外，也聚集和平島達人成為體驗學習基地。

• 更進一步可憑將工作坊成果策展，展示一系列和平島當地特色手工藝作品，吸

引外地遊客前來觀光，使讓社寮雅集成為和平島藝文聚落的核心點。

• 此外更能以匯聚之人氣從社寮雅集舉行的靜態活動推廣至於和平島公園舉行的

動態活動－本計畫的海洋運動體驗營（獨木舟/SUP、潛水）。

• 最終使和平島不只具備體驗學習基地（社寮雅集）、更有吸引文創產業的藝文

聚落（社寮雅集），還有使和平島公園成為海洋運動聖地（本計畫終極目

標）。

二、 計畫執行之前後變化

• 將原先堆於和平島海洋幼稚園場域的雜物進行清除與「舊物重生」(原和平島公

園舊桌椅經修復彩繪翻新)的工作，使其呈現社寮雅集雛型，並於此舉行第一次

居民對談－社寮雅集月旦評。

• 舉行社寮雅集月旦評後，讓居民得到充分資訊更了解本計畫的願景並提出修改

建議，雙方良性溝通下促使本計畫能朝更符合和平島居民期望的方向繼續邁

進，並期望最終能使和平島公園成為海洋運動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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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107年11月17日～11月18日

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

訂於107年11月17日(六)至11月18日(日)，進行教師增能考察
活動，地點分別為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都歷遊客中心、阿美
族民俗中心等，與東管處安排學術交流活動事宜。

由人社院黃麗生院長簡報所執行之計畫，東管處處長簡報該處
所承辦之相關業務，以達產官學之實質交流。

▲占地廣大、擁有相當多人文與自然資源的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於

自然景觀保育及當地部落文化推廣，不遺餘力。



子計畫三

107年11月17日～11月18日

阿美民俗中心

戶外廣大的草原，錯落有致地擺放每年大地藝術節的作品，草
地、綠樹、海洋與藝術品，在這番美景之下，不僅適合在這裡
坐著體會台東的悠閒，也可以來這邊野餐，享受東海岸迷人的
風景，若是遇上「月光．海音樂會」，夜晚還能夠坐在草地伴
著海上的月光，聆聽優美的音樂。

台東近年遊客人數有逐年上升之趨勢，托東管處規劃得當之福，
除了準備妥善的停車空間之外，定點的遊覽公車及各種特殊活
動，是一個既可以飽覽風景，又能充實文化涵養的優質旅遊選
擇。



子計畫（四）
和平島區域品牌建構與在地特色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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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11月執行進度

一、 設計發展方面：

• 和平島品牌logo之設計已完成。

二、 行政工作方面：

• 三位計畫成員正帶領八位優秀同學進行十一月九日三亞海洋科技館鯨世界開幕

之文創產品設計展的設計工作，將能培訓同學更佳的設計發想與能力，更提昇

計畫執行的效益。

三、 執行之前後變化

• 同學所打造的具和平島代表性的品牌logo，希望可以應用發展出極佳的識別系

統設計，期待本學期能有好的成果展現。然後可以進一步展示給和平島的民眾

看，令其產生高度的認同感。

• 七月底在實踐場域展出和平島相關的文創商品，許多居民都十分喜歡，也逐漸

了解和平島可以行銷的不是只有石花凍，還有由人文與自然特色發展出來的文

創商品。

▲導覽系統視覺化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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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融入3D與AR技術之和平島景觀展示與歷史場景重現

17



子計畫五

11月執行進度

• 107年11月09日-USR-B類工作會議報告。

• 107年11月17日～11月18日-環境之背景音樂open source取材。

• 107年11月25日-島嶼材質匯入。

• 107年11月28日-海洋環境匯入。

• 107年11月28日-阿根納自製模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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