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未來的設計創造》- 沈豪挺老師 

時間 111 年 10 月 31 日(四)12:00-13:00 地點 全人南棟 606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老師繼續延續上次的主題：地方創生，提到打早地域品牌三部曲，包含挖掘、轉譯集

詮釋，挖掘即是找出地方的 DNA、地方的特色、特性等，而轉意識從眾多資料中萃取內

容，找到符合地方價值的資料並從中汲取出有用的資訊，最後將資料透過多元載體、自己

的方式呈現出來，有許多案例皆是如此，例如：風格策展、地方藝術祭、地方雜誌期體驗

旅行的方式，皆是屬於打造地域品牌的案例。 

由於地方創生的範疇涉極廣，理所當然會誤將其他範疇歸納進地方創去的案利內，例

如：誤把創作當創生，這個概念是透過黃金圈（ｗｈｙ，ｈｏｗ，ｗｈａｔ）的方式提

出，創生是需將永續的概念融入進去項目，但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由於經驗不足的因素，經

費用盡後無法持續將項目進行下去，有一個案例是日本新瀉縣越後妻有大日藝術祭，他是

日本最知名的藝術祭，但他缺乏與在地的連結，所以在活動結束後造成人口持續流失，不

符合持續創生的概念。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題 《未來的設計創造》- 沈豪挺老師 

時間 111 年 11 月 21 日(四)12:00-13:00 地點 全人南棟 606 

主辦單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今天提到了賦予市場仲介性新價值及用物營造體驗的概念。 

許多傳統市場已被超市或是網購等方式取代，但透過重新定位市場可以讓市場有更大

的人流及客流量，維持市場本身的功能外，也提供仲介性的服務，例如：創業實驗場、食

農教育基地、新手家庭冰箱、在地會所、在地文化探尋地及鄉愁記憶寶庫等，都可以讓市

場為民眾、消費者提供更多價值。 

用物營造體驗的概念提到了兩個例子，一是商店提供不同顏色手環區分課程需求，例

如紅色手環為有急迫需求的客人，藍色為需要店員介紹商品，白色為自己逛即可，透過這

種方式讓顧客及商店雙方都有更好的體驗。另一個例子為，之前中原大學內的反毒宣導，

在門外貼著能夠讓人變得開心、心奮等標語，引發同學進去後，發現是牢籠，象徵毒品僅

能夠帶來一時的快感，卻會產生終生傷害。 

活動現況剪影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