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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東 永 續 

 

 

 

一、 計畫緣起 

2018 年花東的觀光先是因為中國旅客來台數字衰退，受到極大的衝擊，後

因花蓮大地震，一些懷抱夢想返鄉從事觀光的業者受傷嚴重，公益平台藉此

整合大家、凝聚共識，以雙濱做為重新包裝的試點，透過舉辦工作坊促進業

者對話、彼此了解，2019 年舉辦媒體踩線團，借助媒體影響力，提高雙濱

能見度，吸引優質旅客認識雙濱。2020 年雖疫情翻覆了世界，台灣在國境

封閉的同時，因疫情控制得宜，國內旅遊甚至有逆勢成長的趨勢，雙濱業者

雖然也受到影響，但大多撐過這段非常挑戰的過程。為了提醒雙濱業者要在

疫情停滯中厚植自己的能力、超前佈署，公益平台於 2022 年 4 月再次聚集

雙濱業者，透過反思與討論，希望在國際旅遊開始熱絡之前雙濱業者能為未

來市場開放後做準備。 

為了推廣「永續觀光」的理念並於生活實踐，雙濱以「雙濱共好」為倡議訴

求，公益平台委任在地駐點人員與在地店家共同協商如何落實 SDGs 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讓店家從環境保育、人文特色保存與社區共好著眼，重新

找到自己的定位。 

二、 計畫目標 

(一) 共好：透過聚會，增加在地業者對雙濱藝術、人文資源的了解，共同創 

造永續旅遊模式，以實踐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二) 培力：透過工作坊與個別探訪輔導，解決業者經營上遇到的困難。 

(三) 開拓優質客源：邀請具影響力的媒體與人文旅遊作家，設計踩線團一起

推廣深度旅遊，開拓海內外優質客源。 

(四) 更新雙濱旅遊網站相關旅遊資訊：彙集各業者的深入介紹及旅遊資訊，

讓旅客對此地有更多想像，並提高到此旅遊的便利性。 

三、 主辦單位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四、 活動時間地點 

時間：2022 年 4 月 17 日「長濱、豐濱旅遊發展平台工作坊」 

地點：舞嗨文化工作坊 

五、 參與對象 

(一) 長濱、豐濱民宿業者 

雙濱共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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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濱、豐濱餐飲業者 

(三) 藝術家及藝術工作坊 

(四) 其他特色業者：如水上運動、山林文化運動、部落體驗、導覽解說等 

六、 計畫內容 

嚴董事長以「後疫情時代，客人從哪裡來」為題，邀集雙濱老朋友、新朋友

一起聚會，並邀請雙濱業者高山森林基地創辦人馬中原(小馬)及伊浪工作室

負責人王婷瑤(Candy)分享疫情間對產品的反思，業者透過小組討論交流，

瞭解彼此的產品，找問題，也找到未來合作、共同前進的方向。 

2022.04.07 長濱、豐濱旅遊發展平台工作坊： 

時間 內容 

10:00-11:00 嚴董事長分享：後疫情時代，客源哪裡來 

11:00-11:30 小馬分享：產品策略的反思，對於合作的想像與期待 

11:30-12:00 Candy 分享：產品策略的反思，對於合作的想像與期待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00 蘇國垚老師引言：針對資源整合/彼此合作討論的事前說明 

14:00-14:40 

討論一 

A.如何透過彼此合作，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B.如何形成在地共榮合作平台，哪些關鍵原因需要克服?   

14:40-15:00 分享與 QA 

15:10-15:50 

討論二 

A.民宿與店家如何形成合作模式 

B.店家間如何串聯，一起推廣散客市場。 

15:50-16:10 分享與 QA 

16:15-16:40 總結  總裁/蘇國垚老師 

七、 執行概況 

(一) 參與人數：32 人 

1. 長濱業者報名出席率：83% 

線上報名 15 人。出席 12 人。現場報名參加：3 人。 

2. 豐濱業者報名出席率：100% 

線上報名 15 人。出席 15 人。 

(二) 活動內容 

1. 馬中原(小馬)分享：產品策略的反思，對於合作的想像與期待 

小馬分享他在地方部落第一線經營多年，無論是族人同胞或是移居夥

伴，為了堅持永續發展的理念，大家都很辛苦。這幾年許多返鄉和移

居東海岸的族人朋友，用文化的內涵，自發性的創新創意，這 3 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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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雙濱蓬勃發展出多元的體驗和接待樣貌。 

小馬描述在創業初期，店家為了存活，也跟著市場努力接旅行社的團

客，然而他發現這些客人常拍了照片就走了，對於他們費心準備的文

化分享並不感興趣。加上旅遊市場大多集中在假日和連假的揪團，平

日的接待狀況普遍不理想，旅人也都習慣周末假日的旺季型態，仔細

一算，發現這樣的營運根本沒有利潤。在市場主導下，大者恆大，許

多熱情卻勢單力薄的夥伴並沒有被市場看見；東海岸多元的風貌，客

人也無法在匆促的行程中細細品味。過度乘載的旅客人數，不僅破壞

地方環境，業者相互模仿彼此競爭，為部落永續發展埋下未爆彈。 

東海岸經歷這些年的磨練，對應近來市場的趨勢，一些部落體驗、民

宿、餐飲業者及其他夥伴經營散客多年，在各自經營下累積一定的忠

實客群，感受週間散客的需求不斷出現，因而開始思考雙濱形象－「主

打週一到週五量少質精的散客市場在台灣旅遊市場成為典範」的可能。 

接續思考居住環境，部落環境散居，座落人煙稀少的傳統領域，逐山

海溪而居，幾乎是小而美的點，正是優勢，對發展生活感的人文體驗

最合適，可以扭轉市場發展週一到週五的散客市場。如此的影響力更

讓雙濱的創新力與文化內涵會被多元看見與激發。 

後疫情旅遊如何繼續？小馬分享到：「市場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但我們

必須反思，這樣的產品是否可以同時帶動在地生活往永續的方向前

進?」雙濱應創造一種全新的旅行選擇，為台灣旅遊提供出路，為部落、

也為雙濱業者的生活帶來更好的選擇。 

小馬呼籲雙濱業者可以進行的行動： 

(1) 勇敢接散客促進市場多樣化，讓經濟動能流串在每個小而美的空

間。 

(2) 周末或連假，在旅行社多年的經營下，已保持一定的機制與風氣。

雙濱業者應經營平日想要體驗山海與深度文化的旅人，並讓消費

者直接對口在地經營者。 

(3) 散客市場人少質精與團客性質迥異，常帶者優雅與尊重而來。接

待點的創新與文化內涵很容易被多元看見，對雙濱及部落發展生

活感的人文體驗最合適。 

(4) 以往雙濱及部落經營散客，用大團的接待模式反而越接越虧，就

算有平日可以接待的點，也常因孤軍奮戰無法在市場上形成風氣

而停擺。東海岸店家若能彼此串連形成默契，民宿、體驗、部落，

共同發起平日接待的量能，集結在地公部門及民間力量，透過理

念傳達、行銷，吸引平日的旅人，將營造出新的旅遊態度。 

(5) 共同呼應適合雙濱及部落生活的旅遊型態，從平日散客開始示範，



61 
 

不同於很趕的、走馬看花的、大團的節奏，形成在地意識以集體

力量主導旅行方案。集結公部門的資源，基金會的號召，民間的

力道，打開平日散客市場的解方，對應這群旅人的素質。 

(6) 部落夥伴彼此激發提醒，對內嘗試描述客群輪廓，針對平日市場

的需求提出假設和想做的方式。 

透過上述的思考展望今年，夥伴們對接的資源有足夠的了解，不是品

牌相仿、網內互打，而是由下而上挖掘出更多元的產業特色與接待型態。 

2. 王婷瑤(Candy)分享：產品策略的反思，對於合作的想像與期待 

怎麼做到「我好、你好、大家好」，這是在部落最大的一門課題。我非

常贊成小馬登高一呼，要我們從內部的優勢和需求主動出擊，一起走

出下一個 4 年的共識與目標。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自我勉勵的事，不

因為公部門的資源而改變，而是我們走對了，資源來了我們就可以順

勢走得更快更遠。所以找到我們要一起走下去的目標很重要，再來才

是邊走邊提出需求，陪著我們走得快、走得穩、走得長久。謝謝公益

平台願意主動提出人力方面的支援，由在地夥伴協助相關連繫工作。 

對我而言，受邀成為在地聯絡人是一份符合我自己想要發展事業的方

向，但對於雙濱夥伴來說，我希望這不是短期在地聯絡人力而已，而

是一個雙濱品牌營運辦公室的概念，每個在地的店家都是這個大品牌

下面的獨立品牌，我們要實踐的是一個十年計畫，為我們的下一代開

創一個永續的生活與獲利的營運模式，讓在雙濱生活的人安居樂業，

並以成為雙濱人為榮！ 

公益平台在雙濱做了什麼？其實具體的說，除了有形的開了幾次工作

坊、互訪活動、媒體踩線團，還有每次都會把到台東的貴賓帶到雙濱

外，其他的就是總裁持續的努力，讓公部門看到雙濱這顆未經琢磨的

鑽石，並將資源放在這個區域，同時總裁也透過他個人的影響力讓更

多人看見雙濱的價值。可是這一切過程感覺上又非常的無形。不過當

我昨天聽小馬說目前民宿已經串成互助的模式，我發現過去的努力真

的沒有白費，因為這些總裁每次都會談到的理念，都已經成為大家對

於這片土地的共識，開始有些人嘗試著從單一作戰，做到彼此共好。 

老實說，這幾年我們一直最期待的是長濱在地有個駐點的人，協助我

們將每次工作坊達成的共識，轉換為未來的行動方案，因為這樣，我

們才有可能成為促成改變的加速器。 

我之所以持續的要這樣做，實際上是與未來潛在的不當開發在賽跑，

未來的努力是讓客人認識雙濱而且留得更久，這才是代表雙濱永續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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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午場議程： 

由蘇國垚老師引言，針對資源整合/彼此合作討論的事前說明，針對不

同議題進行分組討論出下列共識： 

(1) 如何創造互相支援的動機，如何透過彼此合作，解決人力不足的

問題 

→人力資料庫：在地人才能力盤點  

→米巴流：為阿美族語「互相換工」之意，在地業者互相支援 

→專業培訓：安排專業人才至所需店家進行培訓 

(2) 如何形成在地共榮合作平台，有哪些關鍵原因還需要克服 

→店家間交通接駁載運客人，減少人力成本 

→共同採買的機制，利用鼎東客運協助運送物品 

→互訪認識及介紹客源，共好共榮 

(3) 民宿與店家如何形成合作模式 

→把雙濱想像成一個大型渡假村 

→發掘店家的獨特性在各自的能力下辦理活動 

→資源整合(資訊布達、一站式服務遊程訂購系統) 

(4) 店家間如何串聯，一起推廣散客市場 

→套裝行程：提供 2 天、3 天、4 天不同行程供客人選擇 

→店家間的總管家制度 

→制度化的客服：提供客人更貼心的服務 

八、 計畫執行與回饋 

(一) 本次工作坊時間安排在清明節連假之後，恰巧為許多業者安排休假至

外縣市的時間，因此許多店家無法參與。 

(二) 工作坊地點在舞嗨文化工作坊，因近鄰省道旁有車輛行駛聲音的干擾。 

(三) 本次工作坊較以往參與的人數減少，民宿因相對獨立與生意穩定，參

與度較少，但平台仍需對於在地的關係加強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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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照片 

雙濱共好平台 

  

  

  

1 2 

3 4 

5 6 
 

1. 公益平台嚴總裁分享 

2. 公益平台蘇國垚顧問分享 

3. 高山森林基地小馬分享 

4. 下鄉行動 Candy 分享 

5. 工作坊分討討論 

6. 工作坊學員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