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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重要成果 (outcome) 貢獻（impact）內涵

5.  協助業者建立水產品儲存庫房
與物流過程冷鏈監控制度

透過分析提供改善建議，並成功使業者改善 2處儲存空間
及改善物流過程中溫度變化大之問題，使水產品品質得到

保障，降低潛在食安問題。

6.  協助利用在地資源開發 3種特
色食材

為場域規格外之水產品進行加值加工打樣，提供在地業者

多元行銷想法。

子計畫

二：

樂活觀

光與休

閒漁業

之建置

1. 開發 4款循環經濟產品 合作業者推廣循環經濟理念，創造 1萬元 /月銷售額產值。

2.  協助社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開發 3套教案及培養
4位種子講師。

提高社區遊客數及回遊意願，建立兼顧社區經濟、海岸生

態及漁村文化的永續經營模式。

3. 辦理食魚教育活動 10場
食魚文化向下扎根，提升學生對在地水產的認識，培養種

子生態廚師人才，育成地方種子講師。

4. 協助商家轉型環境友善店家
輔導在地商家及人才自主經營海洋永續相關產業，海洋友

善價值加值在地海洋相關業者。

5. 改善社區既有活動遊程
透過導入海洋教育、牽罟公民科學家、食魚教育及輔導商

家轉型海洋友善店家等方式，加值深化漁村旅遊活動，提

升約 25%遊客數、滿意度 34%、活動回遊意願 29%。

6. 開發農漁食光小旅行遊程

串聯在地之漁產相關業者，將從產地到餐桌的各合作夥伴

由「點」連結成「線」，並持續擴大與媒合在地合作共識，

包含社區、漁產相關業者、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促進

「線」成「面」的地方整體發展，完善以漁業為主的六級

產業模式。

6-4藍色經濟共創共生模式

6-4-1計畫藍圖與目標
6-4-1-1議題盤點

受到人口老化、漁業資源枯竭、經濟結構改變等影響，使基隆北海岸、馬祖的漁業、漁村、

漁民（三漁）都呈現衰退的現象；本校為尋找問題的解方，研究團隊提出「三漁興旺 - 國際藍色

經濟示範區」計畫，旨在秉持永續三漁的理念，從生態永續、文化傳承、產業創新三項主軸著手，

並與在地政府、漁會、產業促進會、跨校及跨國合作夥伴合作，共同促進「三漁興旺」，希冀藉

由本計畫的推動協助漁村逐步改善下列問題：

(一 )不友善漁法，破壞海洋生物棲地

臺灣傳統漁村多以沿近海漁業為生，但因溫室效應及過漁致使漁業資源枯竭。以 104年及

105年沿近海漁業產量而言，104年近海漁業之產量為 32,456公噸，105年為 45,776公噸；104

年沿岸漁業之產量為 1,539公噸，105年為 2,115公噸。雖然漁民的漁獲量增加，但所使用的漁

法多是「扒網」，這種不友善漁法短期會破壞海洋生態，長期將影響漁民生計。

本計畫擬引入保育、永續、友善漁法概念，協助海洋遊憩產業的業者與漁民了解「慢魚文化」

與「永續海洋」概念。初步擬以復育海洋為主，增加沿近海海洋生物與植物資源，促使海洋資源

自「復育」逐步達成「保育」，以達「永續」。

(二 )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外流

漁民生計因漁業資源枯竭而頓減，漁獲的產值有限、無法維持生計，致使漁民第二代不願從

事漁撈產業，紛紛出走至鄰近都市工作，故漁村面臨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外流。

針對「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外流」現況，本計畫與市府、當地相關協進會、漁會、漁民

及產銷班合作，推廣在地漁貨物，進行生態環境永續保護及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新計畫期程將全

面導入相關研究團隊，109年導入識名信也老師 -珊瑚復育、潘彥儒博士、黃博鈺博士 -餌料生物；

110年導入王榮華老師 -智慧養殖、李宏泰博士 -漁業資源；111年導入黃章文老師、龔紘毅老師 -

遺傳育種。除建立藻類節能培育系統，持續開發海洋生物復育技術，針對養殖技術，進行相關試

驗，包含花枝、花蟹、軟絲、毛蟹、花枝及軟絲之開發及放流。

(三 )解決休閒漁業與環境保育衝擊

「環境保育」及「漁業永續」概念逐漸盛行，北部數個漁港均已劃設「海洋保育區」，多屬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如：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望海巷潮境海灣保育區、新北市貢寮、

萬里、瑞芳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等。地方漁業相關產業已部分轉作休閒漁業，但保育區的劃設

卻也侷限了休閒漁業可進行的活動空間，兩者如何取得平衡，亦為當地產業所須解決的問題。

馬祖地區在漁業資源上，本期計畫重點有二，一為進行龍蝦復育工作，二為藍眼淚生態體驗。

復育之後將進行放流，期能重建馬祖當地沿岸生態系；經由藍眼淚生態體驗，讓遊客瞭解除了藍

眼淚之成因與對當地生態之影響外，亦能加深與馬祖環境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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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保育」與「休閒」並進策略，一來鼓勵從事休閒產業店家合法化、從業人員證照化；

二來採用有限制的策略開放「海洋保育區」。即可轉型為由有證照的從業人員以海洋資源保育的

概念下，帶領觀光客進行海洋休閒活動。為有效推動本計畫，本團隊陸續與相關地方利害關係人、

市府單位、漁會、海洋休閒遊憩產業溝通協調；並舉辦多次公民會議，凝聚共識。

6-4-1-2計畫藍圖與架構

以「三漁興旺－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與四項計畫目標「國際生態環境永續保護、國際海洋

資源永續利用、漁業漁村漁民永續成長、國際移動人才永續培育」為出發點，運用首創藍色經濟

共創共生模式，針對前述在地議題擘劃出「電子商務平台產業加值再造」、「海洋環境永續人才

培育」、「遊程設計及導覽人力培育」、「海洋遊憩 /文化產業數量及規模提升」、「海洋遊憩 /

文化產業就業與產值擴大」、「健康永續與社區照護系統建置」及「國際場域之地方創生與永續

經營跨域合作」七項實踐策略符應在地需求，陪伴在地面對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開展永續發展

模式。其中，漁村海港的復興將引進日本地方創生模式，本期實踐場域由基隆北海岸與馬祖地區

拓展至波蘭格但斯克海港；另與越南肯特大學進行海洋生物科技（水產養殖）相關之人才技術輸

出，協助當地面對海洋資源枯竭的考驗。盼藉由結合產官學研之能量，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建構

在地特色之全球永續發展模式。

本校於計畫執行期間建立「USR大學社會責任回饋機制」，透過廣納產官學研各方意見與回

饋，建立系統性資料庫（包含評估指標體系、大學社會責任年報等），解決社會議題，連結企業

投入資源回饋社會，達成產學共好永續發展目標，進而實踐社會責任。

圖 6-4-1「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計畫執行架構

6-4-1-3執行目標與重點

為建設「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共促三漁興旺和永續環境，本計畫延續以基隆及北海岸地

區、馬祖地區作為計畫實踐場域，並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際產官學研單位合作，以「藍色

經濟共創共生」模式，建構可複製的問題解決方案。

結合 USR精神與本校海洋專業特色，培養學生具備社會關懷與國際連結能力，具體執行方

式如下：

(一 )學校支援系統作為基石：

1.  研究能量：結合教育部補助設立之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海洋中心，以持續發展海洋

科學、水產科技、海洋工程與前瞻科技、海洋文教與產經行銷之特色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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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教學：本校課程規劃以海洋研究為最大特色，長期投入海洋科技之研發與人才

培訓，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更是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中的核心發展策略之一。為達

成本計畫之目標，規劃之特色課程包含三創學程（創意創新創業）、國際連結特色

課程、在地連結特色課程等三部份，分別說明如後。

3.  行政支持：由本校副校長層級擔任社會實踐辦公室（USR辦公室）主任，統籌各

項子計畫、行政單位及專業系所資源。與 USR計畫一應相關課程及活動，由 USR

辦公室協調資源並投入，整合全校相關事務與團隊，提供教師運作之所需，並鼓勵

學生進入場域，發揮所學知能，在地就業或創業。

(二 )在地資源連結達成共識：

1.  建立跨校共學機制：本校為北聯大系統成員之一，前期便曾與臺北醫學大學合作，

至馬祖地區舉辦暑期健康營及義診活動，而為了建構漁村社區健康照護系統。新期

程新增國防醫學院與三軍總醫院加入合作，共同辦理急救訓練、衛教工作坊北竿醫

學服務營隊等。再者，持續維繫與國立政治大學山水同盟之跨校共學機制；在食品

發酵工程、食品生技、食品加工等領域，與國立臺灣大學及東海大學進行合作與交

流，嫁接相關業界技術支援與教學。

2.  打造區域共同願景：因場域問題及需求具獨特性，並涉及不同社群之權益問題，與

地方對接需求時需細膩謹慎。本校以 USR辦公室作為平台，導入教師團隊長期深

耕、駐點踏查，與在地居民建立深厚信任關係；另連結地方政府、區漁會、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社區各協會及高中職 /國中小合辦各型式活動，建立默契與共識。

於新計畫期程中，建置永續型區域對話平台，共同規劃執行與檢視年度活動，以解

決跨產業及經濟資源整合等相關問題。

3.  嫁接本校創新技術符應地方需求：USR辦公室透過舉辦公民會議，彙整地方產業

對於技術開發與創新育成之需求，引介資深及青年教師團隊對接，投入解決地方產

業問題。

(三 )國際場域交流互相參照：

1.  國際移動力人才培育機制：分為兩個面向，一則由教師透過課程（如水產軟體動物

繁養殖技術、藻類產品開發、海洋工程、創業育成實務等），系統性培養學生具備

相關知能，並前往日本或越南等國家進行創生經驗學習或移地教導。另於馬祖地區

籌備世界小學堂，針對馬祖場域國中小學生設計以日本茶道文化體驗為出發之活動

體驗，認識日本與台灣茶文化與相關產業發展與差異，實踐社會關懷。

2.  跨國合作網路：本校參與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臺日聯盟）前往日本

交流，與千葉縣館山市、山形縣高畠町、株式會社東優社長期合作，深入了解地方

創生與產業經營模式，透過辦理移地交流、講座課程等培育地方創生人才，進而建

立北海岸永續發展機制。與越南肯特大學合作，以建立「教育、研究和開發先進水

產養殖系統示範模型」為主軸，輸出人才與增進養殖技術為主要合作向度，並透過

辦理技術諮詢、臺越師生學術交流及交換互訪，促進臺越產學合作、技術升級及專

業人才培育。

(四 )建立大學社會責任評價 /回饋機制：

以「價值 -管理 -實踐 -回饋」為自我評鑑之核心進行中長期效益評估（如圖 6-4-

2），建立評估指標體系，進行社會影響力評估，檢視行動策略與方案之效益是否吻合

SDGs-14（永續海洋與保育）和 SDGs-17（永續發展夥伴關係）目標並適時修正。

圖 6-4-2「價值 -管理 -實踐 -回饋」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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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計畫亮點與成果
6-4-2-1教學創新、課程發展及實施成效

本計畫教師團隊根據自身專長以及目標，系統性開設人才培育課程，培養學生成為場域所需

人才。相關課程共計 21門，修課學生共計 606人次；課程場域活動 78場課程場域活動，參與師

生共計 443人。在跨學科課程推動上，本校三創學程鼓勵學生實作以強化合作及組織能力，目前

共有 784名學生完成 2門基礎課程修習並取得中衛發展中心頒發的修習證書。而學生國際移動力

養成，已有 2位學生透過課程，赴越南參訪場域及交流研究技術；137位師生透過課程，參與線

上跨國培力工作坊，由日本產官學界對學生進行跨國培力訓練與經驗分享；88位師生透過課程，

參與線上跨國交流活動，與日本學生進行交流，發掘地方問題與實踐。透過臺灣場域夥伴及跨國

夥伴進行對話，強化國際人才培育，進而將國際化經驗促進在地之發展。

6-4-2-2場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

本計畫團隊於111年共進行場域活動53場，累計本校教師參與108人次、本校學生524人次。

場域活動包含跨國、永續海洋資源、社區健康促進與照護網絡、國中小學生主題學習及漁村文化

向下紮根…等主題，累計跨校教師參與 140人次、跨校學生 247人次、場域夥伴 758人次、地方

政府 9人次、其他團體 20人次。

雖持續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的衝擊下，但本計畫跨國、跨校交流及合作不

僅沒有中斷，仍孕育出豐碩的成果，辦理或參與國際交流活動達 21場，累計本校參與 244人次、

跨校及國際夥伴 222人次。與校內外各 USR計畫團隊共同辦理相關活動 3場、參與活動 10場，

共計 218人次參與。

6-4-2-3場域改變及效益

本計畫團隊解構分析在地議題，歸納出「社區資源整合機制未臻成熟」、「漁村亟待轉型」、

「海洋資源枯竭」及「漁村生活問題」四大需求，透過七項實踐策略改善（相關績效成果請參見

表 6-4-1）。團隊與各區域內產官學機構積極合作，凝聚生態永續（生態）、產業創新（生產）

及文化傳承（生活）三項主軸發展共識，共同促進「三漁興旺」，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如下：

表 6-4-1計畫績效達成情形

實踐策略 執行方案
達成情形說明

質化 量化

電子商務平台產

業加值再造

1.  漁貨電子商務
平台產業增值

電商平台銷售持續成長、並且

開發多種食魚教育活動與漁村

觀光遊程，為漁會增加替代性

收入。

2名學生考上基隆區漁會，為
漁會增加生力軍。

2.  協助九孔鮑產
業開發特色水

產品，建立品

牌形象

由教師協同學生進行新產品開

發、產品包裝設計，同時結合

業界技術支援與協助，並從中

學習解決當地產業所面臨的問

題及探討。

1.  研發貢寮九孔鮑魚結合東北
角當地紫菜所開發的「雙料

紫鮑餃」。

2.  3位學生參與九孔鮑水餃產
品研發。

3.  擴展及深耕貢
寮水生中心

試驗桶及中間育成箱網系統，

進行種苗培育及中間育成使用。

試驗桶一組（10個）、中間育
成箱網系統（1座）。

4.  導入研究團隊
與環漁系廖正信老師團隊合作，

進行效益評估。

1組研究團隊、廖正信老師及
李宏泰博士後研究員。

5.  開發海洋生物
復育技術

培育毛蟹、花枝及水晶鳳凰螺，

放流花枝。

生產毛蟹種苗 5000隻、花枝 2
萬隻、水晶鳳凰螺 1萬顆。

6.  企業合作開發
符合國際法規

藻類產品

1.  撰寫海藻取代聚酯纖維之實
驗。並投稿 1篇國際期刊探
討海藻取代木質纖維之可行

性。

2.  以 10公斤馬祖海帶，製造 2
萬片面膜，增加其附加價值。

1. 投稿 1篇國際期刊
2. 開發馬祖海帶面膜 1式。

7.  優化藍眼淚生
態教育基地

使民宿業者及旅遊業者對藍眼

淚 (夜光蟲 )生態的瞭解有更深
一層的感受及感動，協助優化

導覽技巧與故事闡述。

辦理 1場教育訓練 -【千尋藍眼
淚】導覽課程。

8.  建立龍蝦栽培
漁業示範區

於基隆當地漁港收購龍蝦及扇

蝦抱卵種蝦，經蓄養後讓其自

然生產。產出之幼苗扣除研究

所需，其餘幼苗採放流於海大

或和平島周邊水域方式辦理。

共收購龍蝦種蝦 9隻、成功孵
化 5隻，保留實驗所需 1500
隻，其餘放流約萬隻幼苗。扇

蝦共收購17隻，成功孵化9隻，
保留實驗所需 2000隻，其餘放
流約 200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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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策略 執行方案
達成情形說明

質化 量化

海洋環境永續人

才培育

1.  培育海洋環境
永續人才

1.  配合基隆嶼島嶼觀光，結合
生態解說與海廢調查結果，

開發海洋生態觀光遊程1式。
2.  結合基隆鎖管季活動，結合
頭足類生物 -鎖管的身體構
造與生命週期搭配海洋教

育，建構海洋生態觀光遊程

1式。

開發 2種不同類型的海洋生態
觀光遊程。

2.  在地教育的連
結 -在地學校
動能的培力

1.  教案採用 CC-BY的授權模
式，無償開放。

2.  透過教案撰寫的模式，開設
新課程。

3.  教師進行教案行動研究並撰
寫文章。

1.  教案撰寫與實踐：教案 6份、
教材 6份、數位教具 6個 (獲
得教育部校園數位內容與教

學媒體認證，附掛在教育部

網站 https://reurl.cc/p1baQl
2. 培力：73人
3.  延續課程：新開1門課 (課名：
藻類、海洋與生活；教師：

張睿昇 )，共 52人修課
4. 行動研究：2篇文章發表

3.  解決九孔鮑產
季問題

與文創系師生合作，設計「雙

料紫鮑餃」之外包裝，並於 9/9
完成第一版設計圖

4位學生共同參與九孔鮑水餃
產品包裝設計。

4.  培育海洋專業
知識學子與企

業鏈結

使用紡研所量化機械設備測試 5
項不織布製備方式，發現熱壓

法最適合用來作為海藻不織布。

已使用 5項工業設備進行機械
測試。

5.  辦理海洋資源
復育講座

1.  搭配海廢議題辦理海洋資源
復育講座，培育學生具備海

洋保育意識。

2.  辦理海洋資源復育導覽介紹
及復育講座活動

1.  辦理海洋資源復育講座1場，
參與人數 53人。

2.  辦理 8場活動，共計參與人
數逾 300人。

7.  歷史影像記實
與表達

帶領學生透過多元媒材認識家

鄉，學習運用影音剪輯系統。

1.  培育 2名學生共同成立影音
工作室。

2. 拍攝 1支 USR年度成果影
片。

3.  辦理 2場影音創作工作坊，
共計 67人參與。

實踐策略 執行方案
達成情形說明

質化 量化

8.  建立馬祖科普
教育基地

增強國中小學生科普教育，引

發學習興趣

辦理 2場場製作環保電冰箱活
動，共計 66人參與。

遊程設計及導覽

人力培育

1.  增加漁村導覽
人才的數量與

來源

1.  協助休閒娛樂漁船業者與海
科館開發小小水手體驗遊程

1式。
2.  協助八斗子產業觀光促進會
開發漁村深度遊程 2式。

開發漁村深度遊程 3式。

海洋遊憩 /文化
產業數量及規模

提升

2.  透過傳統漁村
文化復興運動

行銷八斗子的

在地價值

1.  將在地文化走進校園 (紙紮
技藝、八斗子龍舟、薯榔海

水染 )
2.  培力在地團體的動員性及持
續性增能。

1.跨領域教學工作坊：3場，
共 230人次參與。
2.薯榔海水染參團人次：截至
10月共 33團 651人次。
3.以八斗子為主的設計思考作
品：4份。

3.  北竿芹壁獨木
舟划向龜島

穩定體育課程師資，協助地方

各級學校球類校隊之訓練

受疫情影響，改為羽球培訓課

程。

海洋遊憩 /文化
產業就業與產值

擴大

1.  增加海洋遊憩
產業的實習與

就業機會

培育具動力小船、帆船駕駛證

照的學生，參與相關賽事與協

助海產中心動力小船課程。

培育 5名具動力小船、帆船駕
駛證照的學生。

2.  在地連結與動
能整合的規劃

與實踐 -建立
北海岸永續發

展機制

與在地促進會及青年討論未來

發展規劃。
辦理 2場。

健康永續與社區

照護系統建置

1.  社區健康促進
活動

1.  因計畫的合作，漁會順利取
得漁業署補助自力辦理「漁

工健康照護訓練」。

2.  提升漁村居民在遭遇突發狀
況時，可在第一時間使用

AED並施予急救措施，免除
自身與他人的生命危險。

3.  已針對馬祖後送醫療個案進
行分析，探討馬祖居民健康

危害因子。

自籌「漁工健康照護訓練」經

費，辦理 3 場「基本救命術
(BLS)」訓練，共培訓 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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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策略 執行方案
達成情形說明

質化 量化

2.  建置社區健康
營造大數據分

析資料庫

已與連江縣政府及連江縣立醫

院取得共識，未來將逐步架設

AI心電圖機至馬祖四鄉五島。

已完成 1部 AI心電圖機架設事
宜

3.  推動服務學習
志工團

協助老人送餐、國中暑期營隊

辦理、課輔陪伴等活動。

111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5 日
共 30位學生至北竿進行服務學
習。

國際場域之地方

創生與永續經營

跨域合作

1.  建立先進水產
養殖系統示範

模式

與越南芽莊大學、Fisheries 
and  Techn i ca l  Economic 
College、越南第三水產養殖研
究所、2家越南大型養殖公司
等單位進行實地交流，提升臺

越教學與技術能量。

5場移地交流活動。

2.  透過臺日大學
地方連結與社

會責任實踐聯

盟，導入日本

地 方 創 生 經

驗，建立地方

創生與產業經

營模式

將日本地方創生經驗導入課程

中，培訓地方創生種子人才。

因受日本入境規定限制下，相

關實體交流被迫中斷，改由線

上方式進行，共辦理 2場工作
坊、2場交流會，跨國培力 225
位跨領域人才。

生態永續
(漁業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傳統漁業過度捕撈
傳統漁業依靠捕撈漁獲

維持生計。

挑選賣相好之漁獲，並做好前期處理及真空包裝，提

高單價增加收入，減少總捕獲量。

推廣海食教案
不友善觀光，破壞海洋

生物棲地。

1.  教案撰寫與實踐：教案 6份、教材 6份、數位
教具 6個 (獲得教育部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媒
體認證，已附掛在教育部網站 https://reurl.cc/
p1baQl。)

2. 培力：73人
3.  延續課程：新開 1門課 (課名：藻類、海洋與生活；
教師：張睿昇 )，共 52人修課。

4. 行動研究：2篇文章發表

表 6-4-2團隊進場前後差異比較

開發海洋生物復育技術

海洋生物產量大減、缺

乏重要經濟物種的繁養

殖技術。

海大技術導入，復育海洋生物並放流至卯澳灣，虎斑

烏賊每年放流 5000種苗及 1萬顆受精卵，經調查已
提升漁獲量約 1.5~2倍。已能培育毛蟹、水晶鳳螺
等

缺乏漁業資源及海洋生

物復育課程及場域

新北市復育園區復育無

研究團隊進駐。
海大團隊進駐，並執行復育工作及實習實作課程。

魚獲量減少，極需資源

復育方法導入實踐

缺乏放流及中間育成地

點。

建立卯澳灣中間育成基地，並進行斑石鯛、條石鯛、

尖翅燕魚、真鯛、黃錫鯛等魚種放流，合計共放流

13000隻。

開發龍蝦及扇蝦幼苗培

育技術

過去漁民過度捕撈抱卵

種蝦，上岸後便失去孵

化幼苗的機會，長期下

來造成產量減少原因之

一。

將收購漁港的抱卵種蝦使其自然生產後，扣除研究所

需後，放流多餘幼苗。

文化傳承
(漁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漁民不再使用薯榔進行

漁網染色

使用薯榔進行漁網染色

以鮮為人知

將此設計為漁村體驗手作遊程之一並推廣行銷，成為

基隆城市觀光的主推遊程。

強化人才培育機制－課

輔

多數學生自我要求不

高，學習動機 (主動性 )
較低，學習成效不佳

弱勢家庭且家庭功能不彰的學生，在課業方面能上減

少缺交功課次數，進而能跟上學校課程進度，有效提

升學習意願。

完善離島照護網絡 照護資源分配不均
規劃並開設健康促進課程、已完成 1部 AI心電圖機
架設事宜，預計逐步擴散行動。

產業創新
(漁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氣候變遷致使漁獲減

少，漁民無法以銷售漁

獲維持生計。

漁獲產量起伏不定、銷

售價格不高，收入不

佳。

基隆區漁會電商銷售成長、漁產品詢問度變高，疫情

期間還逆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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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漁民需找尋新產業

支持收入。

面臨如何升級一級產業

或結合當地資源發展觀

光的課題。

協助整合相關資源，開發多種遊程，遊客量變多、增

加觀光財。

漁二代回鄉創業，知名

度不足。

漁二代開業，商品銷售

不如預期。

積極協助行銷漁二代青創商店，網路聲量與銷售量均

提升。

開發九孔鮑創新水產品

基隆北海岸九孔鮑魚產

季集中的狀況，且水產

品易腐敗、難保存，所

以大部分的九孔都做為

生鮮食品。

開發加工食品 (如調味麵、干貝醬、水餃 )解決產季
集中的問題，讓民眾在不同季節也能享用到貢寮新鮮

的九孔鮑，並在未來能夠成為貢寮當地的觀光特產之

一。

將養殖廢棄藻類做加值

開發應用，充分利用海

洋資源，減少環境傷害

養殖廢棄藻類要請廢棄

物處理廠商燒毀

廢棄藻類轉化為木質纖維及聚酯纖維取代物，減少環

境破壞。

提高旅遊業者的藍眼淚

相關資訊正確性與準確

度

藍眼淚相關資訊紊亂

以歷年研究成果作為教育訓練材料，並與當地導遊

及民宿業者分享，提供即時的科學研究證據及故事

給旅遊業者了解，使民宿及旅遊業者對藍眼淚 (夜光
蟲 )生態有更深一層瞭解，並藉此感受與感動，更正
其過去較不客觀之說法與故事鋪陳。

國際鏈結 進場前 進場後

導入日本地方創生模式
師生及場域夥伴對地方

創生不甚瞭解

日本執行地方創生多年、經驗豐富，本校與日本夥

伴合作辦理種子培訓工作坊，以視訊方式邀請日本

產官學專家，就地方創生等議題分享經驗。共計 225
位師生及場域夥伴受教獲益，提升地方創生概念，培

養相關人才能駐留場域。

輸出水產養殖系統示範

模式

水質環境汙染、養殖生

物疾病爆發之挑戰

與越南水產養殖場合作，將開發之複合飼料添加劑及

產品提供越南廠商，以口服投餵方式讓魚蝦抑制病毒

感染，大幅提升養殖存活率，共同創造產業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