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村講師：賴冠羽



§一、青村計畫的重要精神

§二、撰寫青村計畫的關鍵原則

§三、青村計畫的達成率及評估指標

§四、青村計畫的業師陪伴機制



§青年返鄉的意義

§可設定自我團隊的目標

§可觀察學習對象的目標

§隨時檢視計畫的重點與完整性

§舉例：文化、生活、創新、永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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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的概念

在地資源 人脈共好

創新概念 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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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心中理想的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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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返鄉環境的認識與深度分析

§對於返鄉環境的資料搜集，掌握地方近年的各方資訊

§釐清問題的核心與個人在環境中扮演的角色與主體性



§2．提出計畫的具體方案

§可行性—執行程度與計畫完整性的通盤考量

§創新性—計畫本身具有創新的營運模式，或是執行內

容有創新意涵。



§2．提出計畫的具體方案
§文化性—收集並建立在地知識資料庫或文化智慧資產，

具有文化振興或教育傳承的意義。

§影響性—對於當地社區、團體或個人有持續性的長久

影響。



§3．建立社區參與的機制

§建立工作團隊，培育專業分工的能力

§經營在地民眾/社區之間參與互動的設計



§4．對於提案人的生涯意義

§提出非做不可、捨我其誰的具體理由

§對於個人/團隊的未來規劃具有延續性的意義與價值



§5．對於長續發展與社會影響力評估

§計畫的長期持續性和未來獨立運作的規劃

§對地區或社會影響力做不同階段性的評估



§1．青村計畫的具體表現型式
§軟體：文史訪查資料、文字影像紀錄、各類型的活動

與體驗課程、在地創新的運作模式、各種人脈的連結

與合作、媒體採訪與露出紀錄

§硬體：空間的建置營運、創新商品或服務的開發



§2．建立滾動式的評估指標

§依據不同階段來設定計畫目標，再依據實際達

成率來訂立滾動式的評估指標。

§隨時檢視計畫內容與初衷、行事明確有原則。



§3．設定長續性目標，計畫的未來與想像

§找到地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建立明確的計畫執行目標。

§清楚描述對於未來願景的想像，設計可以持續產生在地能量

的營運模式。

§計畫進程的層次分明，思慮愈周全，達成率和完成度也愈高。



§資源需要的不只是經費，更重要的是經驗與人脈

§站在業師的肩膀上，盡可能提高做事格局與視野

§與業師之間的良好互動，是計畫中最動人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