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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重建母語普及家庭與社區，創造客家文藝發展環境 
（一）建立客語推廣機制，營造友善客語生活環境 

１、推動「客語」成為「國家語言」法制化，強化跨部會合作，立法明定本土各族群語言

一律平等，且皆為國家語言，提升各族群在生活中及官方場合使用客語的權利。 

２、建立「客語友善環境」，讓民眾在公共領域中自然使用客語交談，使客語成為客庄地

區通行語言。 

３、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營造多元客語學習環境，透過同儕力量鼓舞客語學習風

潮，讓客語學習生活化，同時辦理師資培育，結合語言與教學內容，讓客語教學從

「語言教學」逐步發展為「教學語言」，以客語沉浸式學習方式，落實客語向下扎

根。 

４、推動客家語文基礎建設，建置客家語料資料庫，透過語料庫的建構，數位化典藏及保

存語言、文化，豐富客家語文能量。 

（二）創新客家文化價值，共創主流文化 

１、以政策引導執行重點，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分年辦理重點主題計畫，提升執行效

益，凸顯客家文化。 

２、扶植客家藝文團隊及培育客家藝文人才，創新客家元素，打造藝文創作平臺，發展客

家特色藝文展演進入主流市場；透過建構客家藝文資訊平臺，增加客家藝文團隊能見

度，連結展演市場。 

３、辦理跨域型客家文化活動，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全國客家日、客家桐花祭及六堆運動

會等跨縣市、跨區域之大型活動。 

二、提升客家產業競爭力，協助客庄永續發展 
（一）推動客庄創生及促進觀光發展，繁榮客庄經濟  

１、致力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水水六堆及花東縱谷慢活廊道等客庄文化產經

聚落之軟硬體建設，輔導創客、文化創意、六級化產業、社會企業等，扶植客家文化

生態旅遊策略聯盟，拓展客庄觀光之國內外市場。 

２、推動群聚跨域創新服務，設置區域客家產業服務平臺，分區形塑客庄產業聚落，進而

創造在地就業需求，引領青年返鄉服務；推動 4G寬頻應用服務，布建客庄智慧觀光及

智慧消費環境，整合知識管理、觀光旅遊與電子商務等相關業者，形塑虛擬產業群

聚，提升客庄觀光消費。 

３、運用虛實整合通路及多元展會，發展客家美食等利基產業，強化行動商務、社群經營

及消費者體驗，提升客家特色產業優質形象及能見度。 

（二）打造慢活客庄示範場域，逐步拓展全臺客庄 

１、分年分區辦理客家區域藝文發展計畫，首先以「臺三線」為示範輔導辦理駐點（村）

展演，逐步推展藝術家駐村，建置常態藝文展演平臺，推動客家特色藝文團隊定點定

時表演，並推動文藝工作者與專家學者交流，精進輔導客家藝文團隊。 

２、持續推動臺三線等客庄地區客家聚落、歷史空間保存利用，以生態、最適化工程手法

進行窳陋空間環境品質改善，恢復客家聚落質樸風貌。 

３、修繕客家名人故居或大師紀念館及輔導地方政府充實客家文化館舍展陳內容，營造客

庄自然、人文地景，深化推廣客家文化及產業機能，規劃青年創業基地，以帶動客家

語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及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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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運用文化生態旅遊的核心策略，整合串聯臺三線等客庄在地小農、休閒旅遊、特色店

家、旅宿（民宿）、運輸服務、電商服務等廠商，促成異業策略聯盟，以延續及創新

客家文化產業。 

５、培育青年創業知能及輔導新創事業青年穩定事業發展，鼓勵青年從事客家事業及帶動

就業，為客家產業注入可長可久的新動能。 

三、促進客家傳播發展，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提升客家傳播質量，傳遞客庄在地能量 

１、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推動跨族群文化傳播。 

２、推動成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以建立完善族群媒體發展環境。 

３、提升客家於傳播媒介的再現與能見度，落實聯合國《保護文化內容及藝術表現多樣性

公約》之精神，鼓勵媒體呈現文化多樣性。 

４、善用雲端及數位趨勢，發展客家多元化數位傳播，拓展客家傳播之速度與廣度。 

５、行銷客家文化亮點，傳遞客庄在地能量，推廣客家文學名著至國際社會，並運用傳播

科技深化國際客家社群之互動與理解，提高臺灣客家國際能見度。 

四、建構國家級客家知識體系，深耕客家研究基礎 
推動國家級客家在地知識，整合並擴大客家學術能量 

１、發展國家級客家知識體系，推動國家型客家知識體系計畫，整合學術機構、民間團體

及文史工作者進行在地人文研究調查，深化本土人文知識基礎，突破臺灣本土社會科

學及人文研究瓶頸，建置國家級客家知識體系研究資料庫。 

２、鼓勵學研機構跨域合作，搭建國際客家研究網絡平臺，增進客家族群多元視野，強化

各類客家研究成果轉化運用，使客家知識體系研究成果，具備多元文化視角。 

３、培植客家研究人才，發展客家學術研究，開辦客家語言、文化相關通識教育及鼓勵兼

具「在地性」之多面向應用課程，舉辦客家大師論壇，傳承客家研究薪火。 

五、臺灣客家國際化，強化客家與世界連結 
促進臺灣客家及青年國際交流，推動成立國際客家組織 

１、鼓勵海外客家返臺體驗客家文化，透過舉辦全球性客家會議、客家語言文化研習活

動，促進海外人士及青年來臺參與並交流。 

２、推動海外客家文化巡演，鼓勵國內外客家社團及藝文團體積極參與國際主流社會活

動，扶植海外客家社團辦理大型臺灣慶典，促進客家文化躍升國際舞台。 

３、帶動海內外客家青年參與國際志工服務，促進海外客家社團籌辦青年論壇，導引青年

參與在地公共事務。 

４、推動客家南向交流計畫，積極尋求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於產業、傳

播、藝文及語言教學等方面之交流與合作機會，並辦理東南亞地區客庄與臺灣客庄間

之深度交流計畫。 

５、建立國際客家人才資料庫，針對關注國際族群多元文化議題之 NGO 組織，進行調查研

究，以推動成立國際客家組織，協助參與國際 NGO 會議及活動，並與其他國家少數族

群文化部門交流對談，輸出臺灣客家政策經驗。 

６、找回青年傳承客家，培養客家領導人才，激發青年對於客家議題的省思與熱情，讓客

家青年成為臺灣前進的重要動力。 

７、鼓勵客家青年參與臺灣民主政治議題討論，凝聚客家意識，透過第三部門參與及社造

實踐過程，建立常態性政策溝通倡議平臺，提供客家青年社群發聲，並壯大青年客家

社群，進而促進青年參與客庄公共事務。 

六、深化南北客家文化園區定位，建構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平臺 
強化北館(臺灣客家文化館)、南園(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定位，深化文化扎根與在地連結 

１、南部六堆園區以生態博物館為概念，作為南部在地民藝扎根、社區扶植發展、客庄文

化保存及觀光導覽之平臺與窗口，並結合高屏六堆地區各鄉（鎮、區）及社區，共同

營造人文風貌，串聯客庄旅遊與發展；北部苗栗園區更名為「臺灣客家文化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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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臺灣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作為臺灣客家文化展示窗口及北部地區民眾接觸體驗客

家文化之主要場域。 

２、盤點及補充客庄文化資源調查，建構主題性文化資源資料庫，累積客家研究典藏與展

示之素材。 

３、提升文化資源、研究典藏推廣與加值應用，促成館際展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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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重建母語普

及家庭與社

區，創造客

家文藝發展

環境 

客家語言深耕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客家文化躍升計畫－文藝發展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提升客家產

業競爭力，

協助客庄永

續發展 

客家特色產業創新發展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客庄智慧樂活 4G 應用服務計畫 105-106 科技發展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103-108 公共建設 

促進客家傳

播發展，豐

富臺灣多元

文化 

客家傳播行銷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建構國家級

客家知識體

系，深耕客

家研究基礎 

客家文化躍升計畫－知識體系發展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智慧客家跨域整合計畫 106-106 科技發展 

臺灣客家國

際化，強化

客家與世界

連結 

海外客家事務推展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深化南北客

家文化園區

定位，建構

成為全球客

家文化交流

平臺 

客家文化躍升計畫－園區領航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客家文化躍升計畫－客庄文化資源調查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客家文化雙燈塔跨域加值整合發展計畫 105-109 公共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