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動普查系統: 發展群眾外包式普查

APP 用以建構客庄區域文化、產業及觀光

資源動態雲端共享平台之研究 
Mobile Investig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of Dynamic Cloud Platform 

Driven by The Crowdsourcing Investigation APP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Hakka Region 

 

 

 

 

執行單位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 

 

執行對象 
主持人:沈揚庭 老師 

共同主持人: 劉立偉老師、徐逸祥老師 

 

執行期間 
105/01/01-105/11/30 

 

 

 

 



2 

 

 

 

 

 

 

行動普查系統: 發展群眾外包式普查

APP 用以建構客庄區域文化、產業及觀光

資源動態雲端共享平台之研究 
Mobile Investig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of Dynamic Cloud Platform 

Driven by The Crowdsourcing Investigation APP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Hakka Region 

 

 

 

 

 

執行單位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 

 

執行對象 
主持人:沈揚庭 老師 

共同主持人: 劉立偉老師、徐逸祥老師 

 

執行期間 
105/01/01-105/11/30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3 

 

摘  要 

客家文化的認同是否可以從底層族群的參與普查中由下而上的建構，是本

研究的發展動機。客家族群力量凝聚的第一步，應該是族群內的自我認同，而

族群內的自我認同該如何界定或養成，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參與普查」的過

程中，逐步凝聚出「具有共識的社群」，其成形理由乃建構在眾多的民眾個體，

藉由付諸實際行動和產生具體影響所衍生出的認同感。 

本計畫提出「行動普查系統」的構想，希冀透過群眾外包的概念，發展一

套用於客家城市文化空間或事件動態指認與加值的系統，開放全民共同參與在

文化指認的決策過程當中，開創出智慧城市文化場域整體活化的創新途徑。本

計畫開發出行動普查的 APP應用介面，行動介面的使用劇本如下: 當使用者到

達某個實際場域時，可以透過 APP 進行拍照指認，拍照後根據議題給予該場域

評分，評分的過程可以使用【+快門】進行正向的+1~+10給分，表示指認該場域

具備有較高的文化性；另一方面亦可以進行【-快門】的負向-1~-10給分，表示

指認該場域較缺乏文化性。完成指認後 APP 會自動將該具備+/-評分的照片連

同所在地點的座標，上傳到行動普查系統的雲端資料庫進行存放，完成一次行

動 APP 介面的文化場域指認任務。最後這些藉由參與式感應所收集到的巨量資

料，以資訊視覺化的方式從地圖空間分布的角度來呈現，讓資訊能夠更加的透

明公開與易用。具體的成果包括「指認數量分布」地圖模式，以及「指認分數

分布」地圖模式。 

 

關鍵字：行動普查、指認、視覺化地圖、參與式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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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普查系統: 發展群眾外包式普查 APP用以建構客庄區域

文化、產業及觀光資源動態雲端共享平台之研究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家文化的認同是否可以從底層族群的參與普查中由下而上的建構，是本研究的

發展動機。客家族群力量凝聚的第一步，應該是族群內的自我認同，而族群內的

自我認同該如何界定或養成，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參與普查」的過程中，逐步

凝聚出「具有共識的社群」，其成形理由乃建構在眾多的民眾個體，藉由付諸實

際行動和產生具體影響所衍生出的認同感。 

 

臺中縣市合併後係依據市長政見之八項客家政策，首先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並致

力於以客家意象及節慶精神辦理活動、發展客家經貿、籌建客家文化觀光中心、建

設山城為世界客家文化交流及推廣中心、辦理客家建築十大創意競圖、推廣客語，

以及發展哈客創意文化等，這些都是由上而下的政策與操作，的確對於客家文化及

相關產業產生引導性的作用，也逐漸形塑出客家文化與產業的具體輪廓。然而在推

動客家文化及相關產業的同時，也衍生出幾個重要的課題：(1)何為臺中客家文化

的代表？(2)哪些地方是潛在的客家產業資源熱點？(3)如何凝聚在地化的客家產

業？(4)客家族群、非客家族群及政府等三方對於上述幾個課題的認知是否有很大

的差異？  

 

上述幾個課題點出了客家資源調查及文化推動上最大的困難處。首先，政策的制定

是要能切合客家與非客家族群需求的，而不同族群的需求是要透過資源調查及訪談

等方式達成。然而除了客家族群較多的東勢、石岡、新社等地區外，臺中其它地區

的客家族群較為分散，因此較難取得全面且具代表性的調查結果；另一方面，增進

其他族群的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是推廣客家文化的重要因素，然而要掌握各族群的

文化背景及喜好，需調查的範圍又更廣，亦是更困難的任務。  

 

有鑑於此，本計畫提出「全民行動調查」的概念，將原本由上而下 (top-down)的

被動調查方式，翻轉為由下而上 (bottom-up)、由全民主動提供資訊的方式進行調

查。「全民行動調查」成為可能，是由於行動裝置的普及以及雲端科技的發展，使

全民能以日常習慣中拍照、留言等方式，分享自己身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地理環境

的感受；而分析這些位置和感受的資訊即可瞭解目前的流行趨勢，也可瞭解各族群

之間思想的差異。透過行動調查，全民皆可將資訊分享在雲端，也可持續活化更新

雲端上的資訊，更能形成一個群眾參與、全民共決的平台，將分散的客家族群的意

見集中，以利政府制定切合民眾利益的政策，亦能擴大其他族群對客家文化的認

同，加速客家文化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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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所倡議的「以全民的力量協助客莊區域的文化、產業與觀光資源進行指

認」，透過上述的系列論述，歸結出共創、共決、共享的三大核心價值 ( 

圖表 1)，並以「行動普查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作為具體的實踐目標。  

 

 

 共創：全民行動參與建構文化指認的產生 

 

 共決：全民集體智慧型成文化指認的熱點  

 

 共享：全民運用即時即地文化指認的成果  

 

 

圖表 1: 行動普查的三大核心價值 

 

 

共創、共決、共享的概念是來自於「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的新興商業模

式，此模式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各種不同領域，並逐漸成為決策的重要參考。若以

觀光遊憩的應用來說，目前的遊程規劃多是由專家依據其經驗，以文字或圖片方

式呈現其規劃的成果，較少考慮到即時的資訊，且僅由專家的經驗規劃，不一定

能反映目前大眾的普遍喜好。實際上遊程規劃的考量層面廣泛，遊客也愈來愈需

要客製化的遊程。因此發展能整合各方資訊、依現況即時彈性調整的「智慧型」

遊程規劃，為最佳的解決方案。而現今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普及，許多調查及研

究亦多以此為工具進行，雖然仍有使用者多數為年輕且愛用資訊產品的族群、而

無法調查到所有族群需求的疑慮，但在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皆持續上升的發展下，

仍是成本較低且效率較高的調查及研究工具，也因此產生所謂「群眾外包」的新

興模式，將問題以公開的方式徵求群體提出解決方案。 

 

回歸到客家文化推廣的應用上，若能利用此群眾外包的概念篩選出民眾對客家文

化的興趣點與行程序列，最後再藉由各樣網路裝置回饋推薦與傳達回其它使用者，

讓遊客不會僅單方面接收少數專家的遊程建議，還能瞭解其他遊客的喜好和建議，

如此一來所有群眾都可變成決策者，此即為共創、共決、共享的三大核心價值，

亦是本計畫提出建置「行動普查系統」的核心動機與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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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與計畫範圍 

 

2-1 群眾外包與雲端平台所建構的城市權重地圖 

本研究所希冀建構的翻轉式客庄區域資源普查是建構在智慧城市的架構之下的，

智慧城市能夠透過開放性資料來影響決策過程，但是這些開放性資料的來源為何?

又如何能確保其信度與效度呢? 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主

任劉佩玲表示: 一個智慧城市的建置，需要加入使用者經驗的概念，才能真正為

市民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政府。成功大學規畫與設計學院院長都市計畫學系教授林

峰田也認為: 善用 IT 技術的城市不一定等同於智慧城市，而真正智慧的城市，

應該回歸於民眾的選擇。換句話說，開放性資料的來源應源自於智慧城市的整體

使用者，才能反映最基層的需求，解決真正迫切的問題，並實現智慧城市的永續

經營。而如何從市民中獲取可信而有效的資料，便會導入群眾外包的概念。 

 

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一詞是由《連線》(Wired)雜誌記者 Jeff Howe 於 2006 

年提出，其概念是將一些需要仰賴人力完成的工作透過特定的平台，外包給網路

上不特定的一群自願者，處理的內容通常是較瑣碎、需要大量人力且電腦程式難

以取代的工作，參與者通常是自願的，或是在進行某種特定事件時同時完成隱藏

在其中的外包需求。近年來網路上已出現眾多提供群眾外包的平台，讓工作委託

者可以藉由提供實際的金錢酬勞，尋求網路上有意者協助解決特定的工作。例如

亞馬遜的 AMT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 主要運作方式是讓委託工作者將

需要藉由人類智能完成的繁雜任務藉由 AMT平台切成較小的工作單元，並透過提

供的指令工具將工作單元以人類智能任務(HIT, Human Intelligent Task)的形

式公開發布至外包平台，讓眾多非特定的工作者得以透過存取網頁的方式完成外

包的工作內容。 

 

群眾外包的方法也直接影響到智慧城市蒐集開放性資料的模式，城市的管理者可

以透過群眾外包的方式，一方面讓市民直接參與在某種決策的過程當中，另一方

也為城市各種需要人類智能判斷的資料判斷能夠藉由「市民即是感應器」

(Citizen as Sensor)的方式獲得有效地蒐集與初步分析。墨西哥的圖斯特拉·古

鐵雷斯城(Tuxtla Gutierrez)市政府在 2009年啟動一項稱為自發維安計程車司

機的計畫(Taxista Vigilante program)。市政府建造了一個整合平台讓計程車

司機用智慧型手機通報街上的情況和照片。這個計畫共有 3 千個計程車司機參

與，此平台後端連接了 46 個政府局處，實施一段時間下來效果非常顯著，大大

地改善了整個城市的風貌，降低犯罪總數、加速意外處理、道路修復良好等，更

獲得國際知名組織智慧社區協會的 2012年度首獎(ICF award, 2012)。相較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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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城市架設大量的攝影機以作為監控犯罪或車禍紀錄等功能，自發維安計程車

司機計畫透過移動範圍遍布在整個城市中的計程車，動態的捕捉城市中的事件，

不但解決了監控攝影機需要人工過濾出有效資訊的問題，更能讓市民參與在整個

城市的維安計畫中，有效的強化了市民的參與感與社會意識，此案例凸顯了群眾

外包應用於智慧城市中城市管理的價值。 

 

群眾外包應用於智慧城市的價值在於「感知能力」(Perception)。人腦因為有感

知能力，因此在面對複雜事件時，可以迅速的做出判斷並反映，這點與電腦或感

應器需要透過特定程式設計才能判斷事件是有非常大的差異的。因此當市民透過

「參與式感知」(Participatory Sensing)參與到城市中特定事件的判斷時，可

以輕易的在複雜涵構中過濾或分離出關鍵的影響項目，有助於事件的釐清與標定

(Burke, 2006)。 

 

透過參與式感知，市民的力量可以被應用於城市事件的標定，而這些標定的事件

必須要能夠與發生地點產生連結，才能在空間上建立有效的加值應用。加州大學

的地理系教授古德查爾 (Goodchild,2007)認為市民就如同城市的感應器

(Citizens as Sensors)，市民所感應察覺的資訊，需藉由自願性地理資訊(VGI,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的方法，將其標定在事件的發生地點，

例如一個動態標註的地圖平台上，才能讓參與者願意參與在其中並彰顯其功效。

當市民所貢獻的資訊能夠被標定在發生地點並持續的更新與累積時，便能夠促成

「地點的權重性」，使得原本無意識的城市空間地理，轉變成具有價值判斷的智

慧城市權重地圖。下面將列舉兩個案例闡述參與式感之後所獲得的資訊如何被標

定在地圖平台上，並就其所衍生出來的「權重性」加以論述。 

 

 時間地理學(Time Geography) 

時間地理學(Time Geography)，或稱時空地理學(Time-Space Geography)，

係由瑞典地理學家托斯登·海格斯川(Torsten Hagerstrand)所提出。著重在

物理環境（街道、建築、道路、鄰里）等社會活動進行的地方，追溯人的活

動是如何影響以及被影響。我們可以畫出個體遵循的日常途徑來，透過調查

受測者所做的事、配合在一天中的發生時間，就可以拼出構成都市鄰里和社

區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活動馬賽克鑲嵌圖案出來，形成如圖表 2 所呈現

的城市活動移動地圖。 

 

再進一步來說，就發展觀光的管理者而言，時間與空間知識的蒐集可用以增

進管理的效率，符合保育及遊憩的需求。例如 Orellana等學者在 2012 年所

發表的期刊論文中，提到群眾資訊對觀光旅遊的管理與決策制定係非常重要

的基礎，可運用來解決各種觀光的管理問題，例如：1.遊憩區內，遊客的主

要造訪地點為何？2.遊客進入園區後至到達主要造訪景點的人潮動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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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主動線外，其他的人潮動線為何？ (Orellana et al., 2012)。而經由

遊客攜帶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的軌跡動線，

或利用手機等行動裝置在社群網站上進行位置簽署 (俗稱打卡) 及分享心

情等，皆可協助掌握旅客的參訪動線、停留區位及停留時間，產生重要的空

間知識。因此 Orellana 使用遊客軌跡紀錄資料，配合遊客空間資料挖掘流

程 (圖表 3)，分別得到遊客在遊憩區中暫時停留的景點、停留時間與遊客

在遊憩區中的參觀的順序，並應用在遊憩區實際管理應用上。 

  

圖表 2: 根據時間地理學所繪製的城市街活動移動地圖 

圖表 3: 以遊客空間軌跡資料並進行空間資料挖掘的流程 

 

 地點加值(Place Plus) 

地點加值專案是由美國 MIT 媒體實驗室所發展的一個市民參與城市評估的

計畫，市民可以針對特定城市議題進行比對性投票產生量化資料，進而繪製

出該議題在城市中的得分分布地圖。地點加值計畫首先為城市建立一個社群

網站，網站內會隨機的顯現兩張不同地點的城市街景，登入進網站的市民可

以選擇這兩張照片何者比較符網站所提出的議題，例如圖表 4 展示了兩張

不同的街景圖，並問瀏覽這兩張圖片的市民: 何者令人覺得比較安全? 市

民可以直接點選兩張中其中一張覺得較為安全的照片，網站便會把該答案記

錄下來，然後繼續隨機出現兩張街景圖讓市民做比對，如此透過市民參與的

力量逐步將城市的街景做出安全性的評量。 

 

圖表 4: 左圖: 隨機成雙比較法；右圖: 各項量尺信度圖表。資料來源: PLACE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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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加值計畫在蒐集市民對地點的安全性評測過程中，同時也透過自行開發

的演算法將該地點所獲得的分數進行累加統計，並將結果依照地理座標系統

(GIS)的定位方法套疊到整個城市的地圖上，最後建置出一張整個城市的安

全係數地圖(圖表 5)。在圖表 5以紐約市為例的地圖中，以 10分為滿分，

超過 5分的以綠點標示，反之則用紅點標示，而當使用者想要細看某個特定

位置時，點擊該位置的點便會在右上角出現街景照片搭配得分。地點加值計

畫充分展現了市民參與在城市評量中所能獲得的巨量統計資訊，更值得討論

的是透過如同投票般的過程對地點所產生的計分統計，使城市的安全性能夠

透過量化的評估結果，以視覺化權重地圖的方式呈現在市民眼前。 

 

圖表 5: 都市安全性議題得分分布地圖(以紐約為例)。資料來源: PLACE PLUS 官方網站 

 

 

 城市透鏡 City Scope 的民眾參與 

城市透鏡專案開發了一套能夠讓使用者即時的參與在都市規劃過程中的系

統，該系統發展樂高定位(LEGO-tized)技術，使參與者能重組城市街道關係，

並立即的獲得反饋的視覺化結果。在樂高定位技術中，城市透鏡團隊將樂高

的模矩化凸點與真實的地理資訊座標(GIS)連結，一方面作為擴增實境投影

時的定位座標，另一方面使用者更可以透過增減或位移不同色塊的樂高，互

動的改變各種參數條件，並獲得系統即時的投影回饋，達到互動控制都市模

擬環境的效果(圖表 6左圖)。 

 

另外一項推特連結(Twitter Connecting)技術則將參與的使用者擴散到整

個網路之中，藉由社群網路的力量產生全新的都市規劃應用。在推特連結技

術當中，開發團隊想展現的是即時的巨量資料與擴增實境投影之間的相互連

動關係。該技術會擷取使用推特者發文地點的地理座標資訊，集結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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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標籤的巨量資料，然後與樂高定位技術結合，將各個不同地點的推特者

統計資料以色塊顯示，當下推特數越多的地點色塊會越深(圖表 6 右圖)。

如此一來城市透鏡便展現了與網路巨量資料串連的能力，同時也代表著都市

中看不見的資訊能夠被即時的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作為都市決策中重

要的佐證資料。 

  

圖表 6: 左-樂高定位技術可以透過操縱樂高模組改變都市模擬資訊；右-推特連結技術展

現即時的巨量資料與擴增實境投影之間的相互連動關係。圖片來源: 

http://cp.media.mit.edu/city-simulation 

 

 人民即是感應器(People as Sensors) 

人民即是感應器專案目標是利用群眾外包的方式獲得氣候變遷的影響力地

圖。該專案與上面的城市透鏡專案同樣也是透過分析 Twitter上的群眾資

料來獲得有價值的資訊，不同之處在於城市透鏡僅是把 Twitter上統計到

的推蚊數量與地理座標相互結合，並沒有特定指向某個事件。而人民即是

感應器專案除了蒐集推文，更進一步地採用語意分析演算法，擷取推文中

具有”氣候變遷”或是”全球暖化”關鍵字的推文，再將其與其上傳的地

理座標結合，並利用顏色碼加以區分出統計數量的多寡，最後便會得出全

美國具有這兩種關鍵字的分布權重地圖(圖表 7)。透過這種社群網路平台

巨量資料的分析，該研究希望能夠了解 1.人們是否有意識到全球氣候變遷

對於當地氣候的影響，2.檢驗群眾力量在氣候變遷議題下的影響力。該研

究並將由 Twitter 所得到的氣候變遷權重地圖與真實產生氣候異常的氣象

資料圖相互的進行比對，發現群眾的認知與實際發生溫度變異的區域有對

應的關係，證實可以透過社群網路的巨量資料分析，獲得與實際環境近乎

相符的結果。該項研究提供了群眾即是感應器這個概念對於智慧地球或是

智慧城市產生貢獻的有力證據。相較於傳統研究氣候變遷時採用佈署大量

電腦感應器佈署的手法，群眾面對複雜環境所能夠提供的感知判斷能力，

無異為智慧城市在資料蒐集、資料彙整、資料分析、以及資料應用上，揭

示了一個具有永續經營潛力的方向。 

 

 

http://cp.media.mit.edu/city-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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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全美國使用 Twitter 推文中具有氣候變遷關鍵字的統計地圖 

 

從上述的幾個案例當中可以發現，市民對於城市中創新的資料建置有不可小覷的

影響力與貢獻，透過群眾外包所形成的群眾智慧，可以左右智慧城市的決策發展，

同時透過權重地圖的概念，市民所貢獻的巨量資料亦能回饋到民眾本身，使得智

慧城市的進行式融入到所有城市居民的生活當中。國際數據組織(IDC)的智慧城

市策略部研究主管盧比·克拉克(Ruthbea Clarke)對於智慧城市的發展曾下了一

段註解: 對形塑智慧城市而言，真正的挑戰其實並不在科技面，而是城市內的文

化、策略、人文等面向也得跟著轉變(Ruthbea,2012)。因此在思考智慧城市的相

關應用課題時，重要的關鍵在於如何從市民的生活中找尋需求並創造應用價值，

得之於民且用之於民，才能真正創造人本永續的智慧城市生活。 

 

透過市民建立智慧城市的權重地圖正是一種劃時代的典範轉移，它利基於科技之

上，但卻是從以人為本的角度出發，翻轉大眾對於智慧城市的想像，更將影響力

擴散到所有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本研究透過對於智慧城市脈絡的分析，了解

到智慧城市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並藉由回顧巨量開放性資料所帶來的創新決策

模式，以及解析群眾外包所構成的城市權重地圖，深入的了解到維繫智慧城市永

續發展的前瞻創新概念在於「善用群眾感知力量」，接下來本研究將根植於此結

論，發展「都市探針」: 以資通訊科技彙整群眾外包式環境評量用以建構智慧城

市空間指認與加值運用平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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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3-1 翻轉普查之研究方法 

 

本計畫提出「行動普查系統」的構想，希冀透過群眾外包的概念，發展一套用

於客家城市文化空間或事件動態指認與加值的系統，開放全民共同參與在文化

指認的決策過程當中，開創出智慧城市文化場域整體活化的創新途徑。在全民

參與的架構前提下，本計畫認為不應事先定義何謂文化，以避免文化一詞產生

預設立場，阻礙了城市中新文化場域被指認出來的可能性。因此本計畫的行動

普查系統對文化指認的切入點著重在提供創新工具幫助全民參與在決策過程的

層面上，透過全民以自身對於文化認知，對文化場域的文化性高低進行自主性

的價值判斷，再將這些判斷的結果彙整城具備權重性的巨量資料，最後繪製出

具有視覺化特性的文化權重分布地圖，提供城市文化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與後

續加值運用之潛力。 

 

1. 資訊共創 

透過全民即是感應器的概念，藉由網路科技、行動科技、與資通訊科技的

輔助，讓遍布於城市每個角落的全民可以參與協助文化場域的指認，共同

創造出文化場域地點的資訊。 

 

2. 資訊共決 

透過人腦優於電腦的感知判斷能力，分析所指認出的文化場域類型以增加

資料的識別性與有效性，並累積形成統計性資料，將指認結果轉化成共同

決策。 

 

3. 資訊共享 

透過定位科技與地理資訊系統的輔助，將指認出的文化場域和元資料

(metadata)定位套疊到所屬的空間地理位置上，並以資訊視覺化的概念繪

製呈現城市文化場域所在的共享地圖，達到資訊共享的目標。 

 

共創共決共享是本計畫發展行動普查系統的核心價值，而該系統的建立則能夠

對民眾、政府、青年三大目標族群產生重要的影響力，形成未來創造客家文化

影響力的三大核心族群，其影響面向分別會是: 1.民眾的客家文化參與面上、

2.政府的客家文化活化面上、3.青年的客家文化創業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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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眾的客家文化參與面 

民眾透過群眾外包或自願性地理的方式參與在客家文化的指認上，讓認同客

家文化的普羅大眾都有機會將生活中的客家大小事，透過拍照的簡單動作，

隨時與隨地的上傳到雲端，形成一種以行動為基礎的客家文化全民參與機

制，創造出由下而上的創新客家文化素養。 

 

2. 政府的客家文化活化面 

民眾由下而上所建構出來的客家文化指認，就如同公投般具有強大而身後的

民意基礎，政府的角色從原本的規則制定者翻轉成全民的輔導者，以宏觀但

以民為本的高度對被指認出的客家文化進行活化，使整體的客家文化能夠在

政府和民眾相互的整合下創造出更多有效的加值。 

 

3. 青年的客家文化創業面 

由民眾和政府所共構的客家文化不但有紮實的認同基礎，更因為是由下而上

的民意累積，因此更能夠忠實的反應出民間對於客家文化的迫切需求和期

待，而這點則提供了有志以客家文化為核心來進行創業的青年許多切入的機

會，找到正確的人事時地物資源來輔助創業的過程，甚至創造出更多異業結

合的新創客家產業之可能。 

 

圖表 8: 民眾、政府、與青年為共構創新客家文化的核心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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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成果 

 

5-1 研究成果 

 

客家文化的認同是否可以從底層族群的參與普查中由下而上的建構，是本研究

的發展動機。客家族群力量凝聚的第一步，應該是族群內的自我認同，而族群

內的自我認同該如何界定或養成，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參與普查」的過程

中，逐步凝聚出「具有共識的社群」，其成形理由乃建構在眾多的民眾個體，藉

由付諸實際行動和產生具體影響所衍生出的認同感。 

 

本計畫提出「全民行動調查」的概念，將原本由上而下 (top-down)的被動調查

方式，翻轉為由下而上 (bottom-up)、由全民主動提供資訊的方式進行調查。

「全民行動調查」的參與式感應(Participatory Sensing)之所以成為可能，是

由於行動裝置的普及以及雲端科技的發展，使全民能以日常習慣中拍照、留言

等方式，分享自己身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地理環境的感受；而分析這些位置和

感受的資訊即可瞭解目前的流行趨勢，也可瞭解各族群之間思想的差異。透過

行動調查，全民皆可將資訊分享在雲端，也可持續活化更新雲端上的資訊，更

能形成一個群眾參與、全民共決的平台，將分散的客家族群的意見集中，以利

政府制定切合民眾利益的政策，亦能擴大其他族群對客家文化的認同，加速客

家文化的發揚。 本計畫所倡議的「以全民的力量協助客莊區域的文化、產業與

觀光資源進行指認」，透過上述的系列論述，歸結出共創、共決、共享的三大核

心價值，並以「行動普查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作為具體的實踐目標。 

 

表格 1: 計畫執行成果項目表 

 計畫前半年期 計畫後半年期 

執行範圍 行動普查系統 APP 與雲端平台

開發建置 

空間權重分析應用於場域媒合

加值 

執行目標  開發群眾外包式 APP  建置權重地圖 

研究限制與

解決手段 

 手機 APP 程式與 GIS 結合

-導入GIS專家進行聯合開

發 

 民眾參與巨量資料建置-

結合學校社區營造課程 

 雲端權重地圖資料庫開發

與視覺化平台建置-導入

資料庫專家進行聯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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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的執行內容共分成三個期程: 1.開發期、2.指認期、3.呈現期。透

過這三個期程結合參與式感應(Participatory Sensing)的概念，發展出一套完

整的客家文化指認系統並完成動態雲端資料庫的建置，同時亦能透過網頁端呈

現客家文化的生活權重地圖 

 

1. 開發期-行動普查 

本計畫的行動普查系統由三個子系統所共構而成，包括 APP介面、GIS

後台、網頁地圖。開發期將採用三個子系統並行開發的模式，前台由

APP介面所構成，主要開發目的為提供民眾透過手機拍照指認客家文化

活動或地點之功用；後台則是以 GIS做為資料庫核心，主要功用是彙整

民眾所指認的資料，並將相關性資料與經緯度座標綁定，作為網頁地圖

的資料來源；網頁地圖則是用來呈現民眾指認成果的重要視覺化呈現介

面，會將民眾指認的資訊即時的標定在地圖上所在的位置，讓指認成果

得以透過地圖標籤的方式呈現出發生位置、累計次數、以及相關照片等

資訊，同時亦能作為各種資料的資訊交換共享平台。 

 

2. 指認期-全民參與 

指認期是本計畫的重要核心價值所在，民眾透過隨身攜帶的手機便能夠

參與客家文化的指認，將自己的力量結合其他同樣也認同客家文化的民

眾，一同指認出具有民意認同的全民客家文化。行動普查系統的三個核

心子系統完成後，APP介面端便會免費提供民眾下載，民眾可以透過該

APP對所享指認的客家文化活動或地點進行拍照，然後透過+1傳送或-1

傳送，協助辨認該文化活動或地點所具備的客家性。舉例來說，若民眾

看到編紙傘的活動，便可以拍照上傳並按+1傳送，表示認同該種客家

文化；另一方面，若民眾看到一個閒置的客家庄，亦可以拍照並按下-1

傳送，代表認為該客家庄雖屬於客家文化的一部份卻沒有開發甚為可

惜。民眾指認客家文化並不需要太過複雜的動作，只要拿起智慧手機發

照並按下傳送便可以完成，而系統會自動記錄下該民眾所指認地點的經

緯度座標並傳送回雲端的 GIS資料庫，完成一次簡易卻有效的客家文化

指認。 

 

3. 呈現期-資料公開 

民眾共同參與下所指認的客家文化最後會透過網頁地圖的方式進行「開

放性資料」的呈現，讓全民共創共決的指認資料能夠以地圖標記的方式

達到共享的目的，同時亦能達到政府資料開放的執行成效。在呈現期有

兩個重要的呈現介面，包括: APP手機介面以及網頁地圖介面。APP手

機介面主要在民眾指認完後便立刻呈現出「個人」的指認歷程，例如某

民眾在城市中旅遊時透過 APP指認出多個具有客家特色的地點，手機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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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便會呈現出該民眾一天的活動熱點，讓民眾能夠了解自己在該城市中

所認同的客家文化發生所在位置；網頁地圖介面則是負責呈現匿名的大

眾所共同指認的客家文化熱點，讓所有透過網頁瀏覽地圖的民眾可以迅

速地了解到最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地點，同時這些熱點的位置也會隨著參

與指認民眾的增加而產生動態的改變，形成一張「活的客家文化地

圖」。 

 

接下來會針對行動普查系統的三個子系統發展方式以及功能的呈現做出更深入

的描述，依次會介紹: (1)行動普查系統 APP介面、(2)行動普查系統 GIS 後

台、(3)行動普查系統網頁地圖。 

 

1. 行動普查系統 APP介面 

行動 APP介面提供的是機動性高且深入的文化場域指認功能。行動介面

主要以發展手機 APP進行實地場域的文化性指認為主，目標是補足在網

路介面時機動性不足無法實際進行場地探勘的問題，提供使用者在城市

中實際移動時進行即時即地的文化場域指認工具(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本研究初步先透過「安全性」作為人腦感知判斷的議題(機器無

法指認)，並在逢甲的場域進行實測。行動介面的使用劇本如下: 當使

用者到達某個實際場域時，可以透過 APP 進行拍照指認，拍照後根據議

題給予該場域評分，評分的過程可以使用【+快門】進行正向的+1~+10

給分，表示指認該場域具備有較高的文化性；另一方面亦可以進行【-

快門】的負向-1~-10給分，表示指認該場域較缺乏文化性。完成指認

後 APP會自動將該具備+/-評分的照片連同所在地點的座標，上傳到行

動普查系統的雲端資料庫進行存放，完成一次行動 APP介面的文化場域

指認任務。 

         
  圖表 9: APP 介面功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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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普查系統 GIS後台 

GIS後台主要功能為處理具備經緯度座標(GIS資訊)的巨量資料，而這

些巨量資料是由民眾透過手機 APP在城市中進行客家文化普查時所產

生。這些由民眾普查所集結而成的巨量資料單筆所蒐集的資料包含數種

內容，包括: 地理座標、累計人次、正評負評、現場照片。地理座標主

要是要讓資料能夠具備空間定位的功能，以便運用於網頁地圖端的地圖

標籤標示；累計人次與正負評都屬於在量上的統計，可以辨識出一個標

定點的人氣和評價；現場照片同樣也會依附在地理座標上，作為網頁地

圖呈現時的佐證資料。 

 

 

3. 行動普查系統網頁地圖 

網頁地圖是展現群眾外包普查結果的重要呈現方式，一方面以網頁架構

的方式增加資料的共享性，使民眾能夠透過網頁便利的感受到普查成

果；另一方面以地圖標定出普查熱點的方式也有別於過去書面呈現普查

結果的型態，使生硬不易閱讀的巨量資料能夠藉由視覺化的方式從地圖

空間分布的角度來呈現，讓資訊能夠更加的透明公開與易用。具體的成

果包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呈現的「指認數量分布」，以及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的「指認分數分布」。指認數量分布主要是觀察出何



19 

 

處為最多使用者進行指認的地點，可以做為文化熱點的發生位置參考，

為此模式並沒有呈現是正面或負面指認，故應該搭配指認分數分布地圖

進行佐證；指認分數分布則是呈現被指認地點的分數(從-10~+10)，並

以藍色(負分)和紅色(正分)的顏色深淺來顯示分數的正負高低。 

 

 
圖表 10: 實測指認地圖成果-呈現被指認位置的指認數量 

 

 

圖表 11: 實測指認地圖成果-呈現被指認位置的分數分布 

 

 

5-2 成果效益 

本計畫在客委會的研究經費補助下，開發出行動普查 APP與網頁地圖系統。在

有限的資源下本計畫將研究的重點擺在「可運作的系統」的研發與實測上，並

用示範性議題如「安全性」來進行實測，並先將實驗場域鎖定在逢甲大學校

區，一方面可以在系統初期將資料收集的範圍聚焦，另一方面也能與學校課程

做結合，透過學生做先期的使用者測試。經實證後系統效果顯著，可以在視覺

化地圖上看出該議題的指認分布狀況、指認次數多寡、以及指認出的分數等。

故本計畫認為本研究所發展的行動普查系統已經具備未來實際投入客家議題與

場域使用來進行「客家文化分布指認」的可行性，薦請有興趣相關單位可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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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進行進一步的合作。未來本研究團隊認為該系統具備民眾端與政府端

的客家文化指認應用潛力如下: 

 

1. 民眾端的加值效果 

 反應生活民意: 

當民眾遇到其所認同的客家文化活動或地點時，能夠有工具協助大眾把生活民

意反應出來，形成全民共同指認客家文化的機制。 

 

 行動參與指認: 

藉由簡單易上手的拍照普查功能，民眾可以無負擔的透過隨身攜帶的手機，隨

時隨地的協助客家文化的指認，形成一種全民運動，並了解到自身所建構出來

的客家文化生活日誌或地圖。 

 

 認同客家文化: 

當民眾了解到自己的拍照行動對於客家文化的構成是有影響的時候，便會自然

而然的形成一種客家文化認同，並能夠更自發性的把自己的力量貢獻在客家文

化指認上。 

 

2. 政府端的加值效果 

 擴張文化認同: 

政府不扮演制定或指定客家文化的角色，而是將決定權交給全民，如此開放的

思維反而更能夠幫助客家文化的認同以及有效的擴張。 

 

 活化改進參考: 

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參考全民所共同提供的客家文化指認資料，將其用作 

改進或是加值的重要材料，進而達成貼近民意的活化效果。 

 

 開放政府資料: 

被指認的客家文化藉由網頁地圖的方式即刻的公布給民眾，使資料的流動與運

用能更為公開與普及，創造開放性政府的加值效果。 

 

 整體規劃策略: 

政府的規畫決策不再僅限於由上而下的專業思維，而是由全民共同提供需求與

期待，使政府在規劃上和策略的擬定上能夠做到與民意無縫接軌的有感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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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進度與執行團隊 

 

6-1 計畫進度 

表格 2: 預計執行進度表 

 
註: 上述表格經修正後結案日期為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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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執行團隊 

 

表格 3: 執行團隊學經歷與專長 

擔

任 

職

務 

姓名 現職 學歷 專長 

計

畫 

主

持

人 

沈揚庭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 BIM研究中心組長 

104年度臺中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

畫輔導團共同主持人 

國立成功大學建

築研究所博士 

美國喬治亞理工

學院資工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 

建築設計理論與規

劃 

電腦輔助設計 

數位製作/電腦輔助

製作 

人機互動設計 

單晶片與控制/感應

器應用 

資訊視覺化設計 

參數式設計 

多媒體網頁設計 

使用者經驗評估 

BIM 建築資訊模 

計

畫

共

同

主

持

人 

劉立偉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教授 

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

程主任 

逢甲大學城鄉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04年度臺中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

畫輔導團計畫主持人 

美國康乃爾大學

都市與區域計畫

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

大學建築碩士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 

社區營造 

觀光行銷 

建築設計 

景觀環境規劃 

地方文化經營管理 

徐逸祥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助理教授 

104年度臺中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

畫輔導團共同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系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 

觀光地理資訊 

環境資源管理 

空間知識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 

遙感探測 

  

http://www.glr.fcu.edu.tw/wSite/mp?mp=477101
http://www.glr.fcu.edu.tw/wSite/mp?mp=4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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