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創新前進的力量

113年度線上提案說明會

簡報日期：112.12.20
簡報人員：楊科長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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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參考資料-從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系統下載：
https://grants.moc.gov.tw/Web/）

1、文化部青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要點」）

2、報名文件：計畫書、合作對象討論紀錄與合作同意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屬
團隊提案者，團員均應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屬團隊提案者，團員均應附）

二、採線上報名：於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系統報名

1、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113 年 1 月 22 日(一) 23 時 59 分止

2、線上操作諮詢窗口：週1至5 上班時間資訊廠商 02-26589298 #538 #589

3、若為團隊報名者，應推負責人１位，於系統進行會員「註冊」時，應選擇

「個人」類型（非「團體／公司行業（含全國大專校院）」

三、文化部洽詢窗口：

1、古小姐 02-8512-6309、email：9947@moc.gov.tw 

2、詹小姐 02-8512-6308、email：chanwt@moc.gov.tw

重要公告資訊

https://grants.moc.gov.tw/Web/


3

文化部青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

作業要點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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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社會創新力
量

 掌握社區營造、
在地知識與文化

 鼓勵連結國外資
源

 友善地方創生
 厚植地方多元文化

能量
 營造協力共好社會
 永續國家發展

一、計畫目的-賦權青年展開公民行動-要點第1點

賦權青年行動

 青年個人或組隊
(2-5人)提案

 社會、產業及人
口結構的變遷

 提出解決社區及
社群公共議題的
行動計畫

「根據社區心理學家的一般說法，賦權乃是個人、組織與社區藉由一種學習

、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使獲得掌控自己本身相關事務的力量，以提昇

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維基百科)

青年

執行方式

挑戰課題

目標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4%BE%E5%8D%80%E5%BF%83%E7%90%86%E5%AD%B8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7%94%9F%E6%B4%BB%E5%93%81%E8%B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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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資格-要點第2、４點

1、年齡：年滿18-45歲之青年個人、青年組成團隊(2-5人)，即67年1

月1日至94年12月31日期間出生之青年（第２點）；另團隊參賽者(要

點第4點)，可結合２至５人組團，應推負責人１人。惟同一提案者申請

本計畫之獎勵，自113年開始以累計不超過３年為原則（第４點）。

2、國籍：本國或外籍人士，惟外籍人士(不含大陸及港澳人士) 需取得

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核發之居留證；或取得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

發之外僑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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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額、期程、類型、基準-要點第3-5點

類型

評審基準

1.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能促進社區文化生活共享

及在地文化發展

2.創新文化事業計畫

---能創新並促進社區文化事業

發展，創造產值及就業人數

不同基準 1.議題改善影響力及回饋機

制建立(40%)

1.經營模式與運作、產值與就

業人數及回饋機制建立(40%)

相同基準 2.問題分析、在地智慧、知識文化掌握度(20%)

3.社區及社群參與機制、社會資源連結程度(20%)

4.計畫目標與構想之可行性、創新性、預期效益(20%)

5.過往執行政府機關核定計畫之成效及行政配合等情形，將列

為計畫審查之重要參據。

 獎勵金：獎勵機制，不用單據核銷，最高獎勵額度為120

萬元，惟實際額度由評審會議決定。

 提案類型、評審基準

 計畫期程：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期程不得少於６個月；惟依實際發展需

求，得提二年期計畫。



7

提案

審查

執行

線上報名：至113年1月22日(一)晚上23時59分截止

時間：113年1月下旬~3月初

時間：一年期核定日起持續至113年12月5日止，不得少於6個
月(提案二年期經評核通過，持續至114年12月5日)。

第2期款/20%
收到本部書面通知後
一個月內，完成計畫
修正

第1期款/20%
執行實作切結書

及領據

第3期款/30%
期中報告進度達
50%以上者

資格審查(1月
下旬)
文件缺漏不齊
限期補正一次

委員初審(2
月)

書面審查

會議複審(2月底
或3月初)

簡報6分鐘、委員
現場QA

公告結果(3
月中旬)

公告書面通知

第4期/30%
執行完成、
著作授權同
意書

 青村共識會議、交流平台等活動
 專業陪伴及諮詢：媒合輔導老師及其他專業者提供諮詢

四、重要期程-要點第5、6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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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線上教學

 洽詢時間週1-
5上班時間

 電話02-2658-
9298  # 348、
#583  

五、線上報名-要點第7點

 操作流程：成為會員→填寫基本資料→上傳文件（計畫書、身分證件
影本、合作對象同意書、個資提供同意書）

 於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報名至113/1/22(一)晚上23時59分截止

點我!完成申請



受獎勵青年

輔導老師 文化部

期初共識交流、期中末交流

案例實地訪視

好青村FB、官方FB、官網

提供諮詢建議

協助引介資源

實地訪視關心2~3次

六、獲獎勵後之輔導機制–要點第８點

協力團隊－專業服務廠商

多元專業資
詢/良師益友

文化部媒合專業者



１、所提計畫內容若涉及他人著作財產權時，應註明出處，必要時應事先取得他

人授權同意。

２、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及資料參賽。

３、獲二年期計畫其第一年執行不佳者，文化部得召開委員會議，重新檢討或終

止第二年期計畫獎勵額度。

４、獲獎者應擔保未來確實執行完成計畫，如有未依核定計畫執行、執行績效不

佳、偏離計畫主題、違反性別平等法令、違反勞工法令者等，將視情節輕重

終止、廢止獎勵並追回已撥付獎勵金。

5、避免政府獎補助資源重複原則，同一或類似之計畫已獲得文化部及附屬機關（

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

策進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或中央政府其他機關(構)等獎補助者，文化

部不再重複給予獎勵金。若於核定後，查知該計畫內容有重複獎補助之情事，

文化部將撤銷獎勵並追回已撥付之獎勵金。

七、查核及退場機制-要點第8、10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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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願景

工作內容及

定期檢修

期程及經費

自我評估

八、計畫書格式-架構

肆、人力配置及合作分工：1.主要核心工作人員及分工(應附合作同意書)

、2.合作協力對象(應附會議紀錄或合作同意書)

伍、實施期程及權重

陸、經費預算規劃說明

參、計畫推動內容：1.架構說明、2.目標、工作項目及效益說明、3.定期

檢討及調修機制

貳、願景、問題分析及整體資源盤整情形：1.願景說明、2.執行地點整體

資源盤整情形(含場域描述)；3.欲解決問題現況分析、計畫執行可能遭遇

之問題(含TOWS分析圖)

壹、計畫緣起：1.提案動機；2.為什麼是我個人或我們團隊提案；3.其他…

柒、期中(末)成果檢核內容：請妥適設定期程檢核點

捌、自行評估事項：本項為評審面向，請具體說明，以爭取評審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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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書內容說明

我將開啟計畫書格式…請稍候！

提案計畫書格式(說明會版).pdf

提案計畫書格式(說明會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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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參考案例-112年度43位青村學長姐的
經驗分享-線上成果展

#藝術駐創/人才培力

#文化資產活化互助
合作

#旅遊設計行銷

#文化觀光振興
#議題論壇籌備與舉辦

#地方文化傳承與紮根

#地方節慶推廣
#新住民議題

#藝術共融

#文化平權
#友善生態環境

#國際社會創新資
訊交流

#社造經驗交流

#友善移工

https://plaza.openmuseum.tw/muse/curation/601c4d593c0b0777

e8aa4e4763746745

#永續五力-知識
力、包容力、競
爭力、創新力、
韌性力

https://plaza.openmuseum.tw/muse/curation/601c4d593c0b0777e8aa4e4763746745


14

青年主體
實作計畫
解決問題
資源何在

在地支持系統
1.民間團體：PO、NPO、NGO

2.鄉鎮公所
3.縣市政府各局處…..
記得揪親朋好友大家一起互
相協力／社群資源串聯

外部支持系統：
1.民間團體：PO、NPO、NGO

2.大專校院
3.相關議題社群
記得串聯外在社群網絡

• 衛福部－長照、社福、
• 教育部－教育
• 勞動部－多元就業
• 交通部－觀光局、營建署
• 原民會－文化復振
• 經濟部－促進商業發展
• 農委會-水保局、林務局、農糧署…

• 內政部-社區發展……
• 外交部-國際交流
……

文化部－
在地文化主體及社區營造

中央其他部會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https://grants.moc.gov.tw/Web/

提醒：政府計畫資源僅係里程碑的協助，要
強化自已經營能量，不能長期依賴！

十一、其他提醒事項

1.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及建立自己的資源地圖＞

https://grants.moc.gov.tw/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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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不要提一次性活動計畫

現況

地方生
活感

興趣專業

改變

1.活動型計畫
(若無復振、轉譯及創新等
內容，則無法凝聚更多國家
社會資本)

2.復振型計畫

(找出、深化文化保存）

3.轉譯型計畫

(新的社會功能及價值)

4.社會創新型計畫
(新的文化經濟及文化生活價值的
發展模式)

一次性活動計畫，無助於青年個人、文化及社會資本的累積，請同步思維與文

化復振、轉譯、創新的結合，以及永續性的議題，所執行的計畫才能真正產正面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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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實踐及公民文化行動的路上

， 你 並 不 孤 單 ， 成 為 青 村 夥 伴 ，

讓 文 化 部 陪 你 一 起 走 ！

尋找創新前進的力量

理想與現實並不遙遠 相信創新改變的可能

青村官網 青村粉專 112年線上展

其實最重要是-----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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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交流問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