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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日本及台灣推動社區經濟的策略  
 
 
1. 引言  
 
 
1.1 扶貧小組委員會於 2013年 8月前往台灣和日本進行職務

訪問，目的為： (a)研究兩地在扶貧方面的經驗； (b)就兩地實施的

扶貧政策和措施取得第一手資料；及 (c)與參與制訂、推行及監察

扶貧策略的各方人士交換意見。本資料便覽綜述該次職務訪問

考察台灣和日本推動社區經濟的策略所得的結果。  
 
 
2. 日本推動社區經濟的策略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 "政策  
 
2.1 日本政府於 2000年推行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 "政策，並於

2006年因應當時情況修訂有關政策，以期針對因當地社區老化而

失去活力的 "中心市街地 "，推動其經濟發展。 "中心市街地 "是指

城市中社會經濟活動及相關設施集中的地區。  
 
2.2 根據該項政策，各市政府若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援，以活化

其 "中心市街地 "，便須根據當地經濟的特色及當地居民的需要

制訂發展計劃，並提交計劃予內閣府審批。有關市政府可成立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協議會 "，成員包括當地居民、商會、發展商

及私營企業等主要持份者，負責在制訂和落實計劃時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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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內閣府審核市政府提交的發展計劃時，會考慮有關計劃

是否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標一致，以及計劃能否促進有關 "中心

市街地 "的發展。對於經內閣府批准的發展計劃，負責的政府機關

(例如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及總務省 )會在發展相關基建及

福利設施方面提供支援。  
 
2.4 日本政府亦可資助有關機構 (例如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

協議會 "或城鎮開發公司 )根據其活性化計劃興建商業設施或開展

新的業務。資助金額可達所需費用的一半至三分之二。舉例而言，

日本政府曾支持促進當地產業發展的企業和推動活化歷史建築物

的項目。在 2013年，日本政府在預算中預留 10億日圓 (7,960萬港元 )
撥款，以提供有關資助。  
 
2.5 成功活化的 "中心市街地 "均以其特色吸引遊客。舉例

而言，長野縣飯田市的 "中心市街地 "已發展成當地農產品的採購

中心，而滋賀縣長浜市的 "中心市街地 "則發展成銷售玻璃製品和

舉辦玻璃工作坊的中心。  
 
 
活化Motosumi-Bremen商店街  
 
2.6 Motosumi-Bremen商店街 (下稱 "商店街 ")是神奈川縣川崎市

的一條主要商店街，約有 180間商店，為當地居民提供不同種類的

產品。Motosumi-Bremen商會 (下稱 "商會 ")由在商店街經營的零售商

組成。商會在規劃商店街的發展和向當地社區推廣商店街方面，

擔當領導角色。  
 
2.7 據商會表示，在日本約有 17 000條購物街，當中許多因

大型商場和超級市場的競爭而生意萎縮。商店街能夠成功維持其

對顧客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商會推展的活性化和推廣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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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商會曾與德國不來梅的Lloyd Passage購物中心作交流，並獲

對方就商店街的發展提出寶貴意見。為提高顧客對商店街的

興趣，商會曾舉辦各類節目和活動，例如購物節、積分獎賞計劃

及樂隊演奏等。為與當地社區建立更緊密的連繫，商會招募了一支

青年義工隊，協助維持商店街的秩序，並為長者送貨及出版通訊。 
 
2.9 商會表示，商店街的發展經費來自按月所收取的會員費

(每名會員 15,000日圓 (1,124港元 ))，以及舉辦各類活動的收益。  
 
 
3. 台灣推動社區經濟的策略  
 
 
3.1 大二結地區屬農村社區，位於台灣宜蘭縣五結鄉，總面積

約為 2平方公里，人口約八千多人。1995年，地區居民代表成立了

大二結文教促進會 (下稱 "文教促進會 ")，牽頭推動當地的社區營造

活動，並促進區內經濟發展。 1 
 
3.2 文教促進會以當地特有的地理、產業及文化活動為主軸，

揉合教育及文化保育元素，推動社區營造活動，成功活化了當地

社區。這些活動包括：  
 

(a) 社區發展及保育計劃，例如興建新寺廟、把歷史建築物

改建為文化博物館，以及發展康樂設施；  
 
(b) 文化活動，例如舉辦宗教儀式及文化節；及  
 
(c) 教育活動，藉以推動本土文化。  

                                                 
1 由於台灣受到強烈熱帶風暴潭美影響，訪問團取消拜訪文教促進會的行程。考察

結果以文教促進會提供的資料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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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察所得  
 
 
4.1 根據該次職務訪問考察日本和台灣活化社區經濟所得的

結果，觀察所得活化社區的成功要素如下：  
 
(a) 有關持份者在社區領袖的指導下，積極參與擬訂及

推行有關的發展計劃；  
 
(b) 以當地特有的地理、經濟及／或文化活動為主軸，打造

一個具持續吸引力的社區；及  
 
(c) 政府的支援，包括提供經濟援助及支持基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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