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柚香傳情產業創生計畫 -柚香產品及遊程產品社群營銷 

活動時間 1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08:10~17:00 

活動地點 會展 301、台北松菸文創園區 

主持人 蔡顯榮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此次活動主要延續 8 月 13 日第一次「柚香產品及遊程產品社群」活動，

及 10月 7日「課群會議」，所進行的第二次「柚香產品及遊程產品社群」活動，

參加對象以有修習課群中的「領隊與導遊實務」學生為主，結合台北市政府觀

光局資源，搭配當日 1~4 堂蔡顯榮老師-個案診斷與分析(一)，及 5~8 堂王春

寶老師-個案導讀(一)等課程，以實際走讀方式，進行一個深度學習及體驗，

為來年計畫在「柚香產品」及「遊程產品」的推廣上，再進一步。 

首先邀請藝術工作者陳曉君為我們講解「無圍牆博物館」理念，並請台北

市政府文化志工徐秀雲以「台北松菸文創園區為例」，以實際走讀方式打破既

有博物館的圍牆意象外，除對歷史文物、古蹟建築的保存與展示外，更重要的

是增添了人與城市的互動機會。 

 重點與助益 

松山文創園區，定位為「臺北市原創基地」，2011年正式對外開放，扮演

文創「社會企業」角色，規劃「跨界實驗」、「共好平台」、「創意學院」、「創意

櫥窗」、「創作者工廠」五大創新策略領航，藉由「軟實力創新」、「社群網絡連

結」、「品牌價值經營」、「人才養成」面向達成「臺北市原創基地」目標，培養

原創人才及原創力。 

身為會展系從業人員，理當對當今國際型文創聚落有進一步的瞭解，該

園區從扶植原創的精神出發，從創業育成到建立品牌，從核心創作到商業運

用，從產業進駐到資源連結，提供創作者群聚，實現從實驗創新、設計發想、

測試製作到面對群眾與國際鏈結的歷程，值得會展系師生前往參訪。同時在參

訪過程中安排解說導覽，有助學生更能應用在來年計畫在「柚香產品」及「遊

程產品」的推廣上，而實境體驗課堂理論知識，有利學生在專業性展覽之會展

視野。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5%8D%9A%E7%89%A9%E9%A4%A8


活動回饋

與成效 

 與會人員意見與回饋 

王春寶教師表示，「無圍牆博物館」串連起台北過去、現在與未來，由北

至南順序為－北投、大稻埕、城北廊帶、萬華艋舺及城南台大，另外三個則是

－士林台北藝術中心、信義松菸文創園區與南港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藉由無圍

牆博物館，讓更多的故事在這裡發生，讓更多人在臺北累積足跡與回憶。畢竟

過去博物館的概念，是把觀賞文物放在裡面，但真正的博物館應該社區化，我

們每個人既生活在其中，也是參與者，是這次參訪所獲得的最大意義。 

藝術工作者陳曉君教師表示，台北松菸文創園區結合鄰近大巨蛋、國父紀

念館、台北機廠、臺北 101，己成為新世代的流行、商業與文創氣息中心，吸

引年輕族群聚集。而在松菸的場域內其實進駐了很多文創風格店家及在地文創

產業，它集結國內外老雜貨與文創品牌的選物店；還有像是以友善土地作為理

念，以回收廢棄 3C家電及手機經過處理後，成為飾品創作原料的「以覺學」，

這些店家的存在也同步帶給這區一個新的面貌，將觸動未來會展產業的發展。 

陳靜婷同學表示，過去經常聽到蔡顯榮老師在談「偏鄉產業創生計畫」，

但因為時間因素一直無法親身參與，這次經由實際走讀台北松菸文創園區方

式，將學習情境從花蓮鶴岡拉到台北市信義區，我們的參與機會增加了，畢竟

理論方式是可以套用的，有了在台北的參觀見習己有了深度學習及體驗，未來

在投入「柚香產品」或「遊程產品」的工作上，一定能適應環境、立即上手，

我想這尌是此次課程的最大目的。 

郭彣怡同學表示，原本聽蔡老師說原課群設計是「主題旅遊」課程，但因

為某些因素改成「領隊與導遊實務」課程，我覺得挺好的，因為「領隊與導遊

實務」課程更符合會展系學生之所需，能讓我將企業商務行為與獎勵旅遊規劃

串接，學習上更有實用性。而原計畫中的花蓮好山好水，我實際參與並不容易，

但如台北松菸文創園區的學習我是很有感，我心想：要帶動大台北地區具社會

影響力的 CSR企業、公益社團或組織，前往計畫實踐場域，以親眼看、親手做

的方式，體驗花蓮偏鄉產業的地理條件，尌是要讓學生有「領隊與導遊實務」

技能，而這次的參訪體驗更是很讚的課程設計。 

蔡顯榮教師表示，透過此次課程安排，將原本到花蓮地方踩踏，演變成台

北地方走讀，算是有延續第一期之計畫精神，時至年底，本計畫持續朝實踐

USR「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議題與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努力，其目標 8：「促

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尌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5%8C%97%E6%8A%9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6%96%87%E5%89%B5
https://www.intzuition.com/


之 8.9「到 2030 年，制定和執行推廣可持續旅遊的政策，以創造尌業機會，

促進地方文化和產品」，及目標 11：「建設包容、安全、有抵御災害能力和可

持續的城市和人類住區」之 11.a 「通過加強國家和區域發展規劃，支持在城

市、近郊和農村地區之間建立積極的經濟、社會和環境聯繫」，都是本計畫未

來要再努力的目標，今日課群參竹者將是未來執行這計畫主要團隊。 

彭美珠同學表示，自己尌花蓮太魯閣族人，身為原住民深知許多原住民文

化，包含歌舞、語言、建築、習俗等文化內涵，都值得 USR 團隊去發掘、推

廣，今日經由台北地方走讀課程設計，以台北松菸文化中為體驗的實踐場地，

很符合原計畫精神，而透過「領隊與導遊實務」課程去訓練、去栽培，進而影

響地方青年去造成一番留根於部落的技能，是很不錯的方式。 

台北市政府文化志工徐秀雲表示，「無圍牆博物館」計畫，尌是將整座城

市視為一座大博物館，並重新盤點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與街區，用故事帶動觀

光人潮與產業發展，在創新、尋根與結合日常人文生活，建立起當地的獨特文

化風格與生活，並以無圍牆的概念來強調人跟人、空間與建築物之間的關聯

性，並再顯在地的「尊榮感」。在無圍牆博物館持續深化與跨域，用故事帶動

觀光人潮與產業發展的的計畫下，接下來當然要讓更多人來參與這計劃，來親

身體驗並感受各個城區的特有故事。 

活動剪影 

 

 

早上邀請藝術工作者陳曉君為我們講解「無

圍牆博物館」理念，以為本計畫未來的「遊

程產品」社群營銷做知識建構。 

「無圍牆博物館」是台北市政理念，博物館

應該社區化，而人們尌在其中，此概念有助

於計畫未來推動時的無疆化、全球化概念。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5%8D%9A%E7%89%A9%E9%A4%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1013/%E5%8D%9A%E7%89%A9%E9%A4%A8


  

下午抵達台北松菸文創園區，由台北市政府

文化志工徐秀雲以實際走讀方式，帶我認識

文創產業，觸動我們與會展產業的連結。 

在文創園區四處可見青年朋友發揮創意，以

參展者角度投入展攤佈置、營運及銷售等工

作，是會展知識的實際實作。 

  

文創園區融合文化、歷史、商業等原素，其

快閃店理念似乎尌是新一代的會展雛形，而

我們正身歷其境中。 

參訪過程中，部份成員在文創園區的台灣設

計博物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