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壯世代優化轉型：社區創生篇 

實踐社區創價 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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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台灣於 2025 年時，65 歲以上的人口將超過總人口數 20%，屆時將邁入超高

齡社會。另外，由於年輕人為了工作與子女的教育問題，很多鄉村人口銳減，再

不解決，將有滅村的危機。由下列幾張統計圖（資料來源：國發會網站）顯示，

高齡化加上少子化，讓台灣面臨「人口懸崖」的危機。高齡的臥床族、年輕無希

望的躺平族越來越多。 

圖表 1、國發會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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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高齡人口逐漸增加，然而他們仍然保持活躍的生活型態，因此本團隊將

其稱為「壯世代」，而非高齡銀髮族。這一大群的人口板塊多數擁有不動產及資

金，還有較多的空閒時間，稱他們為台灣富裕族也不為過。但是他們的需求與能

力，一直未被重視。如何讓壯世代發揮更高的社會與經濟價值，是解決高齡少子

化的重要契機，並善用在地文化的特色，創造在地價值，吸引年輕族群服務壯世

代、與壯士代共創價值，共享生活，共建生命意義，解決人口斷崖的重大危機。 

李雅慧教授以及張佑在執行長在國立中正大學青銀共生基地的實踐經驗，根

據成人教育所設計的「壯世代飲食需求調查」，已經彙整出因應高齡社會的飲食

需求以及友善環境指標。並在這幾年於彰化、雲林等地區進行高齡社區創價計畫，

成效頗佳。而聯合大學長照研發與數位服務中心、資工系以及文創系的周念湘主

任、陳君山老師以及熊子扉老師，則在資訊技術、品牌行銷與設計方面有豐富的

經驗與技術。因此，本計畫借助成功經驗在苗栗複製，透過中正大學青銀共生基

地與聯合大學長照研發與數位服務中心合作，進行社區產業優化與創價設計。其

中包括藉由與社區主要經營者辦理座談討論會以及工作坊，除針對壯世代需求

進行質性分析，作為在地特色產品設計與友善環境改善之依據外，並輔導社區進

行特色產品創價與友善環境設施優化。 

  



二、 實施策略與進行步驟 

圖表 2、計畫實施策略與進行步驟 

 實施策略 進行步驟 

1 辦理 3 場壯世代需求討論會 
輔導苗栗地區壯世代民眾學習如何利用數位行銷

ChatGPT 建立個人知識體系，並認識壯世代的特

性、需求與市場潛力。 

2 辦理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 
透過工作坊剖析發想，理解高齡化消費市場，並如

何調整和升級他們的產業 

3 特色產品優化輔導 
針對苗栗在地文化產業提供優化轉型方向及實際專

業指導，幫助在地業者改進和優化他們的產品及服

務流程。 

三、 執行期程 

計畫執行期間：自 112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 

四、 執行目標編列預算 

圖表 3、計畫執行目標編列預算 

 衡量指標 定義/說明 目標值 

1 
辦理討論會與

工作坊 
1)辦理壯世代需求討論會。 
2)辦理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 

討論會 3 場，每場參與人數預計

15 人，合計至少 45 人 
工作坊 1 場，參與人數至少 15 人  

2 
特色產品優化

輔導 

藉由討論會發現苗栗在地特色生

活文化產業，並進一步結合壯世

代需求進行產品優化輔導。 
至少 1 項優化產品 

五、 經費編列表 

圖表 4、計畫經費編列表 

項次 品項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1 交通費 20,000 1 式 $ 20,000 

2 壯世代需求專案課程規劃 25,000 1 式 $ 25,000 

3 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辦理 40,000 1 式 $ 40,000 

4 特色產品優化輔導 40,000 1 式 $ 40,000 

5 雜支 13,000 1 式 $ 13,000 

6 稅額  5 % 6,900 

合計 144,900 



五、 執行成果 

本團隊以成人教育為核心，結合成人特性、高齡社會趨勢、數位行銷、

ChatGPT以及學員的生涯發展需求，將在地生活文化特色及永續發展融入課程，

善用並活化在地特色、環境與資源，同時幫助學員重新審視自我生涯目標，增

加個人與產業競爭力。本團隊於 10 月 3 日及 10 月 12 日共舉辦了 3 場壯世代

需求討論會，並於 10 月 13 日舉辦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執行內容如下: 

(一) 社造在地生活產業創生與創價： 

1. 3 場壯世代需求討論會。 

本團隊透過壯世代需求討論會，協助參訓者學習如何利用 ChatGPT 建

立個人知識體系，連結數位行銷，並認識更多商業夥伴合作推廣產品

與服務，發掘在地獨特元素，以及認識壯世代的特性、需求與市場潛

力，創價且精準提升競爭力。 

圖表 5、壯世代需求討論會場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參與人次 

10/3(二) 第 1 場、案例分享與討論 15 

10/12(四) 

 

第 2 場、Chat GPT 原理與應用 15 

第 3 場、高齡化社會趨勢與壯世代需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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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壯世代需求討論會執行照片 

▼ 10/3 案例分享與討論   

    

▼ 10/12 Chat GPT 原理與應用   

▼ 10/12高齡化社會趨勢與壯世代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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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優化轉型： 

1. 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 

透過 10月 13日(五)舉辦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帶領學員進行剖析發

想，理解高齡化消費市場，並如何調整和升級他們的產業，以滿足 40

歲以上的壯世代需求，工作坊內容包含青銀世代需求、在地化、產業

轉型、優化具體方向等互動式討論，並以苗栗擂茶做為實際體驗與案

例分享。 

圖表 7、產業優化轉型工作坊執行照片 

▼ 10/13 分組進行互動式討論  

  10/13 上台分享發想內容   

▼ 10/13 苗栗擂茶實際行銷個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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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苗栗擂茶 

 

實際行銷個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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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色產品優化輔導。 

在計畫期程中持續針對苗栗在地擂茶文化產業提供優化轉型方向及

實際專業指導，幫助在地業者改進和優化他們的產品及服務流程，以

更好地迎合壯世代人口的需求。其中包括產品設計、市場定位、品牌

戰略和市場推廣全方面輔導。 

圖表 8、特色產品優化輔導照片 

▼  輔導苗栗擂茶產品優化轉型  

   服務流程再設計  

成果反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