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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2018年參加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的「台湾若手人材育成プログラム」計畫，

計畫內容除了修課、訪談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外

，有一部分

是根據申請者提出的研究計畫，由校方

媒合至相關單位實習體驗

。有人研究台日青年社會運動與政治參與到福島縣觀光課、有人研究電影產業政策就到橫濱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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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館、也有人因為研究的是亞洲高等教育政策，就留在學校的國際交流室實習。

而筆者提出的研究計畫為「日本地方創生戰略」則是到東京一般財團法人地域活性化中心（一般

財団法人

地域活性化センター）實習，親身體驗日本地方創生的前線執行單位，並訪談椎川忍理事長。

地域活性化中心的靈魂人物，

地域振興協力隊之父：椎川忍理事長，發揚地域活性化的精神

椎川

理事長是退休公務員，平時假日喜歡探訪日本山林古道，也會不吝分享非常在地的日本祭典資訊

，例如山形縣的小國町有一個獵熊祭典，古時候以獵熊象徵著成人，同時敬山祭祖。然而現今的

社會已有保育的觀念，因此祭典也慢慢轉型。

理事長在他36年的公務人員生涯中，經歷了總務省的地方財政、消防、國際、地域力創造、地方

事務以及自治體大學和內閣府的職務。在他的自我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公務人員的職涯，

推動、提出些什麼有利國家發展的計畫，包括他三十歲時（昭和59年），撰寫消防急救開發的報

告書、導入急救業務的消防法修法、創立國際消防救助隊、派遣日本研究員到美國的FEMA、擔任

宮崎縣財政課長時將消費稅導入預算，考察如何推動「idea計畫」。

進入平成年代，四十歲時，他擔任島根縣的總務部長，實施了「出前縣廳」行動式偏鄉縣廳計畫

、創設了島根縣立大學、推動策劃高度的資訊情報擴充計畫以及，縣廳的資訊情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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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歲時，負責改革自治體大學，創設了新時代區域經營的課程以及碩士專門課程。也創設了

定住自立圈的制度、以及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同時也在推動「綠的分權改革」政策。

在退休後的時光中，他擔任「投入地方公務員」的社群代表，也不斷和地方首長合作，倡議要支

持地方公務員。他擔任「地域力早安俱樂部」代表，推動官民合作的早晨讀書會等行動，不斷透

過投稿學術期刊、出書、當顧問講師等行動支持地方發展，期許在成熟的日本社會中建構出活絡

地方的知識智慧與人才培育。

現在他擔任「財團法人地域活性化中心」的理事長，積極與地方政府簽約做人才培育的合作，地

方政府派遣公務員到東京一至兩年，學習跨領域的地方活化方法、同時在東京連結全日本的人脈

網絡，並實際由公務員們主辦週末型研討會、以及到日本全國各地舉辦創生塾，讓首都與地方的

距離不再遙遠、資訊不再破碎、人才不再缺乏，且每一位專員返回家鄉時，便是活化地方的一個

領袖種籽。除了活動企劃與執行之外，活性化中心的組織分工如下：

地域活性化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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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一般財団法人地域活性化センター組織図

https://www.jcrd.jp/about/#organization

在理事長的演講中，他強調首先，要將國家的「地方創生」，想成自己居住地的「區域創生」。

他認為，基本上，地區創生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只能自己思考並付諸實踐。對於如何認知國家

的政策，就想說是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可以靈活利用的東西就好了。這就必須要理解國家的政

治是怎樣的東西，才不被人擺佈，同時也應堅持信念，實踐信念。

必須打破「國家說的就做，且按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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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做」的想法，

理事長多年的公務經驗來說，他認為大家應好好客觀地理解、運用數據，審慎思考如何實踐，這

不只是地方政府要做的

事，是包括地域居民在內，都應接受，好好地

做。在他的分享中，他十分推崇地方創生的榜樣鹿兒島縣鹿屋市串良町柳谷集落

（やねだん）

公民館

長豐重哲郎，

這位館長有一句名言就是「

不要著急，別著急，不要走捷徑！」，花20年來解决所有地區的課題。

地方創生是以改革國民（居民）意識為前提，

理事長認為對於人口問題，需要每一位國民和居民理解，不改變的話就不成功。特別是要從年輕

人、中小學生們共同參與開始，如果不能接受多元的價值觀，就無法解决「無意識」的問題。因

此地區、社會、企業、政府機關都必須去挖掘出年輕人的能力。

地方創生不是一蹴可及，

理事長一路走來的經驗告訴他，在面對地方議題時，若是沒有穩固的結構，那麽就會像是在沙上

建塔，勢在必垮，即使是繞道，也要好好地打好基礎。而所謂的基礎是什麼呢？包括用地方分權

制度培育居民自治能力、要培養能串連跨域的人才組織、建立引導年輕人力量的系統、有效率的

地區經濟循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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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戰略基礎

在面對少子高齡化，首要並非考慮移民或是開放外國勞動者，而是提高出生率，而出生率僅憑借

擴大育兒政策並不充分，應搭配價值觀多樣化的教育。再者，應促進出生率高的地區移居，翻轉

大家過度集中在東京的問題，最後應該要全盤檢討高等教育改革。

地方的戰略基礎

首先是提高出生率，方法有很多種，包括擴大不只是補助的育兒政策、以及充實提升孩子們的教

育環境。再來是讓社會增減為零，進而提升社會增加，促進移居風潮，而這些討論的單位盡可能

從尺度小的聚落、社區開始展開行動，做好小目標才有可能完成大目標。

理事長具體分享三個故事：

1.在最小單位公民館（類似臺灣的社區發展中心）的聚落中發展再生

2.一切的根本是人才培育

3.地方政府公務員回到原點，奔向故鄉！（原点に立ち返り、地域に飛び出そう！）

第一個故事是日本區域再生的經典案例：鹿兒島縣鹿屋市串良町柳谷村落，人口約300人，65

歲以上的人口佔4

成，能明顯感到人口老化的危機，稱之為限

界聚落。1996年時，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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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豊重哲郎，擔任聚落的自治公民館長（類似社區營造理事長），誓言要不靠政府資源來活絡

地方，信奉三個原則：居民自治、確保財源並且回饋於民。

在村落社福面，整個村落的人都彼此直呼名字而非姓氏，建立家族感。強調青少年健全發展，沒

有不良少年，而老年人殘疾人與兒童共生互助，藉此吸引移居者；在獨居者的家中設置緊急通報

裝置、防盜鈴和煙霧探測器；在舊工廠遺址建設運動遊憩園地，促進健康減少高齡者去醫院的次

數；在母親節、父親節與敬老節時，蒐集在異地工作就學的子女給父母的信，並由在地高中生為

在地長輩朗讀；利用村落的自主財源讓大家喪禮費用是免費的，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個人寂寞的離

開。

在產業面自主財源面，利用休耕地活用土著菌種植蕃薯並製造芋燒酒，也栽種有機唐辛子，出口

至韓國或是提供給來考察的訪賓，一年約有5000人來考察，村落有500

萬日圓的自主財源；將空屋作為迎賓館

吸引藝術家移居。

甚至有韓國的企業家來訪後深受感動，便在韓多開了一間以「やねだん」為名的居酒屋，進口聚

落的芋燒酒。自主財源的金額從1998年（平成10年）的130

萬日幣至今每年已有600至800萬日幣的營收，用於社區的發展。

在社群面，每年舉辦兩次「故鄉創世塾」，串聯全日本極小的村落共同交流與學習，期許培育下

一代的區域領袖，同時也在東京開辦，日本的政治家石破茂、小泉進次郎皆有到訪參加過；此外

，村落也有投入社會福利，派遣高中生到東日本大地震災區研修、致贈休旅車給受災地的非營利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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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靠政府而能永續發展的的限界聚落，透過館長書寫與知識交流活動，讓全日本有相同故鄉

情的人，大家帶著煩惱與問題到柳谷來交流，地方喊救命，所有人都前去幫忙。

第二個故事是理事長創辦區域活化中心（地域活性化センター）有三個使命：

人才培育、組織再生、榮耀區域。

中心以培育公務人員為核心，理念有三：多樣的新方法、現場主義、以及從研修到主動學習。中

心的主要重點業務為：

1.與地方政府締結「人才育成計畫」促進培育跨領域人才。

2.支援政府的「地方創生大學計畫」，特別是維護授課內容。

3. 提出廣域生活圈或者市町村內的地區、村落的人口經濟循環分析以及在地課題解決方案。

4.推動宣傳報導的戰略。

5.活用區域營造的群眾募資。

6.策劃制定與活絡地方經濟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方案與計畫施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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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培育活絡地方與地方創生必要的創造性人才。

每年有許多地方政府與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派遣地方公務員到東京來培訓，或由中心派人組織到

地方政府，根據地方政府的體質、職員狀況以及官民合作能力的程度來製作專屬的研討會、區域

領袖培訓、故鄉創世塾等活動。

然而為什麼有必要培育跨領域公共人才？

理事長觀察到時代的潮流已經不一樣了，日本社會有所蛻變，從高度成長社會變為成熟社會，中

央集權型政府轉為地方分權型政府，邁向能夠自立的區域社會。在這樣的潮流下，地方政府的工

作也有所改變，需要依據區域的實際狀況來訂定細緻的對策，除了義務性與標準化的計畫之外，

還要能有彈性訂定更多有獨立性的計畫。因此公務人員除了拍板定案的能力之外，還必須要有創

意力作計畫的企劃、撰寫與執行。至今中心有近80

位職員，分別來自來自全日本約34縣的公務員。

在這樣的過程中，知識的深化與探索就變得非常重要，換言之，創新始於智慧與探索。這樣的概

念在企業的經營中也是一樣的道理，是否能培養是環境適應性高的跨域人才成個重中之重。這樣

的理想在單一且小的地方政府中難以自己實踐，因此需要搭配像地域性活性化中心般的專門機構

，串連起每年派遣到東京新的地方

公務員、派遣過的學長姐、負責培育人才的職員、以及中心的職員，四種不同的角色在多地共同

合作。

第三個故事是要

 9 / 11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焦點評論

發佈：2019-12-09, 週一 14:13
點擊數：8897

創造任務驅動型公務組織、倡導

地方分權、現場主義、自我負責

理事長曾經出版一本書《飛奔到地方去：公務員手冊》，講述要如何培育初以經營區域為中心的

公務人才，認為政府在談「公民參與」和「新公共」之前，一定要自己投入實踐的活動，不然只

是做「行政」或是單純運用公所的管理營運，是無法產出「願景」，因此若是能確認公務人員的

願景和在地的經營角色，那麽地方有了願景、有元氣，那居住在那的人也會幸福。此外，面對時

時在創新的世界環境，應更加注重現場主義以及跨業種的交流。另外，開辦相關公務人員的社群

與獎項，鼓勵各地公務員在政策計畫提案與設計上，有更多創新的發想。

地方創生的課題：邁向成熟社會的蛻變期

地方創生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想法，既希望翻轉國民意識，也期望是一場所有村民、町民、市民和

縣民共同參與的國民運動。教育的方法是關鍵，應排除垂直權力結構，討論出真正的綜合戰略。

另外，沒有第一級產界的活化，就不是地方創生，特別對日本來說，森林林業的復育與再生。還

有人的創生、對每一個村落來說，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抑或是要如何培養人才。最後是要從

每個聚落至今累積的發展角度出發，規劃好的區域的經濟循環結構。

在檢視地方的綜合戰略時，要檢視居民是否對問題意識有共鳴感？社區聚落有沒有自立心？是否

已經確立好區域內的分權制度？年輕人是否參與企劃？另外是教育改革是否有符合價值觀多樣化

、國小國中高中生能否共同參與？最後依舊是經濟循環結構和人才育成的系統是否有被建置起來

？是否能對症下藥打造城鎮下一代的舞台？真正對抗20到30年後人口減少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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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細看日本推地方創生成功的地方政府，有某些共通的特質：

人才培育的內外網絡充足、自立心旺盛、執行力高、分權制度進步、區域經濟循環結構完備、有

引導年輕人的力量進入系統、長輩不過問細節而是在背後做風險管理、不濫用國家政策資源、用

數字做好現狀的分析。如此一來，政治與行政上無法解決的議題，在聚落眾人的努力下，特別是

我們的下一代，能否不讓臺灣地方消滅的危機發生。

 

 

 

 

 

作者  謝子涵 為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訪問研修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1 / 11

Phoca PDF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