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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題報告名稱：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頁數：234 

校系別：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完成時間：106學年度第 2學期  

專題生：戴梓羽、張立莛、謝晨薇、謝宜真、江若瑄、陳舒嫻、廖文琦          

指導教授：陳瑛琪 老師 

現今世界城市化，農耕土地逐漸減少，為了達到城市化與綠化間的平衡，城市

農耕成為一個重要的調和方法。因此在本專題將推廣可食地景此概念，使用網路

行銷透過社群媒體(Facebook、Line)結合自有網站達到宣傳效果，並且使用 Arcgis

來整合可食地景與板橋開放資料，與專題相關地理資訊製成地圖。 

此專題將此議題使用 SWOT分析網路行銷的利弊，並且與宣傳議題成功的案例

作為比較。將最後的研究成果用 GOGOFINDER 製成 EBOOK 呈現。 

本專題所提出的網路推廣方法，有以下的優點: 1.利用社群媒體宣傳 2.利用

Arcgis 統整與 3.EBOOK 方便宣導與傳承 

 

關鍵詞：可食地景、Arcgis、GOGOFINDER EBOOK、Faceboo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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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is Title：Edible Landscaping-LOHAS Generation     Pages：234 

 

University：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raduate School：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ate：June, 2018                        Degree：Bachelor  

 

Researcher：DAI ZI YU, ZHANG LI TING, XIE CHEN WEI, XIE YI ZHEN, JIANG 

RUO XUAN, CHEN SHU XIAN, LIAO WEN QI 
 

Advisor：CHEN YING QI 

 

Keywords：Edible Landscaping, ArcGIS, GOGO FINDER EBOOK, Facebook, 

LINE 
 

Now the world is being citified and farmland is decreasing. In order to balance 

urbanization and green area, citified agriculture is a vital proportion. Hence, we are 

going to extend the conception of Edible Landscaping, using internet marking which 

filtering community websites combine one’s on websites to reach the propagandist 

effect, and using ArcGIS to integrate Edible Landscaping and open data about Banqiao, 

and make use of geograph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nograph to becoming a map. 

This monograph of essue will use SWOT analysis to analyse pros and cons about 

the internet marking, and compare with which the successful one. The final research 

result will showing by EBOOK that made of GOGO FINDER.  

     The method of Internet promotion which this monograph put forward have the 

following advantage: 1. Using community websites to publicize. 2. Using ArcGIS to 

unified. 3. EBOOKS is easy to publicize and inher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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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及能源短缺，目前全世界面臨糧食危機，因此人們環保意

識逐漸抬頭，重視永續能源發展的重要性。宣導可食地景此概念，在自家或公司

的屋頂、陽台與窗台種植可食植物，來達到自耕自食。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全球人口不斷增加與不當的土地資源開發及能源使用，造成臭氧層破壞

及地球加速暖化，進入 21 世紀後，人口、糧食、能源及水資源等問題將日趨嚴重，

所以地球環境保護已成為當今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莊純琪，高秋芳，蔡嘉寅，

2008)。在開發中國家生產糧食的農民們，在氣候變遷中最容易直接受到影響，且

氣候的改變可能對作物與牲畜產量造成衝擊，導致糧食危機，使農作物價格震盪，

進而使貧窮家庭陷入飢餓狀況的風險更高(聯合國糧農組織，2016)。 

現今世界上許多城市為了應付人口增加都提高了建築密度，因此城市熱島和

缺乏綠化空間的問題在城市日益嚴重，影響深遠。都市農業的好處很多，橫跨經

濟、社會和環境等各方面(許俊民 博士，2011)。城市農耕不僅僅向城市居民提供

新鮮、多樣性的食品，而且轉化為提供集生產、生活、生態為一體的複合型產品

和服務。在生產方面，城市農耕既能給城市居民提供健康新鮮、多樣化的食物，

降低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貧民的生活成本，成為城市農產品應急供給保障的有

效途徑之一。在生活方面，城市農耕可以打造具備社會和諧、生態優美、文化多

樣的「田園城市」；城市居民通過享受農耕的過程或景觀資源，體驗農業樂趣、緩

解身心壓力、推廣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生態方面，城市農耕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態

環境，提高城市整體的生態水平(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杜姍姍博士、陳戈

同學 )。 

「人口高齡化」是全球皆然的趨勢，亦是大家所關切與討論的話題，高齡社

會的來臨，也引發新的需求與問題(陳美芬，鍾全勝 ，蔡必焜，2010)。而城市農

耕使銀髮老人獲得心靈的安寧，獲得規律性與回歸自然相結合的健康生活，體驗

耕種、收穫、享用農產品以及把產品饋贈他人的快樂，擴大人際交往，追憶往事，

返老還童，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全球農業趣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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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都市步調繁忙，缺乏綠意渲染生活，推廣可食地景為主要概念，利用網路行

銷方式將可食地景帶入冰冷的城市，而現代社會人口高齡化，此專題將以銀髮族

為主要客群，將新生命灌入銀髮族的日常，於板橋區為推廣可食地景，以社區為

單位舉辦相關活動，增加社區的凝聚力。具體而言本專題研究動機有以下五點： 

 

動機一： 

  架設臉書粉絲專頁、社團與 LINE 群組，去傳達可食地景的概念，以虛擬網路

的互動，帶入現實社會的活動，讓民眾能多多參與城市農耕，我們也藉由臉書此

媒介，導流至我們架設的可食地景網站，增加瀏覽與加深推廣說明。 

 

動機二： 

  利用電子書，來呈現此專題之推廣成果，整合專題的網路行銷之過程與可食

地景的資訊，包含推廣手法、可食地景的概念、資訊與 GIS，和致理科技大學自有

的可食地景紀錄、活動與資訊，深入說明。 

 

動機三： 

  使用 ArcGis 此軟體，將新北市可食地景與銀髮團體相關的開放資料，以整合

地理資訊資源，統整為 GIS，明瞭地呈現給需要的民眾們，方便民眾去查閱，推動

共用性之成效，深入說明。 

 

動機四： 

  利用 Qlik Sense，來說明以全球暖化與趨勢的角度，要推廣可食地景之動機，

深入說明。 

 

動機五： 

  利用 Beacon，將致理科技大學綠色基地-屋頂農場的資訊以主動推播之方式來

通知參訪者，深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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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現今全球正面臨糧食缺乏、地球暖化與人口高齡化......等問題，而城市農耕為

這些問題的良藥之一，因此我們以網路推廣的方式，去宣導可食地景之概念，並

且以高齡族群為主要客群。具體而言本專題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點： 

 

目的一、本研究將架設臉書粉絲專業、社團與 LINE 群組推廣可食地景。 

目的二、本研究將製作電子書以宣導可食地景為基礎概念。 

目的三、本研究將利用 ArcGis 統整可食地景相關地理位置。 

目的四、本研究將利用 Qlik Sense 呈現可食地景之推廣成果。 

目的五、本研究將利用 Beacon 主動推播屋頂農場區域資訊。 

 

 

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我們將以城市農耕、網路行銷、板橋區發展與電子書應用，為主要的文獻，並

且加以回顧與探討如何發展此專題。 

 

第一節 城市農耕之效益 

 
邱英浩教授(2015)指出，隨著大眾對氣候變遷、生態環保等公共議題之重視，

健康養生及簡單樂活的生活風格在都市中逐漸發酵，其中之一為「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其復興的趨勢逐漸明顯，市民農園、社區園圃、屋頂農場、農夫市

集、自家耕作菜園等漸漸增加，加上安全健康飲食及在地農耕縮減食物里程以減

少碳足跡的倡議，促使「都市農業」成為社群網絡的平臺，表示都市農業除了應

具備永續、有機及樂活等正面意義之外，其在鄰里社區關係、環境教育與技術傳

承等社會文化層面，亦具有潛在的積極意義，故都市農業的生產與流通機制成為

空間策略規劃與都市產業政策的重要環節。都市農業的重要性應不僅是在於都市

景觀創造或糧食需求，而是透過都市農耕生產與流通邁向宜居、產業結構均衡、

碳排放減量、社會關係再建構的新田園城市願景。陳蓉舫(2015)指出，在農業進入

都市發展，轉換了空間發展、都市再生的模式及都市產業。都市農業被視為都市

更新之潛力策略，不僅是視覺綠美化的新替代方案，而是促進社會文化、產業經

濟與環境空間之綜合效益。在追求都市的永續發展之願景下，都市農業對都市更

新而言是可行的手法。 

 

一、解緩糧食危機 

 

聯合國糧農組織預估，氣候變遷的影響將可能導致額外的 4,200 萬人在 2050 

年面臨飢餓情況，且這個數字還不包含那些因極端氣候受到疾病或其他問題摧殘

的人們，根據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指出，

受到短期天氣或長期氣候所導致的災害影響人數，在最近 20 年為上一個 20 年

的 2 倍多，城市農耕可減緩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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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人口成長             

    鄒敏惠(2016)指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分析發現，都市人口不斷攀升，

全球都會區面積到了 2030 年將增加兩倍，而遭到併吞的土地恰是較為肥沃的農

地，估計將造成全球 3%至 4%的農業損失，其中以稻米受創最為嚴重，全球將減

產 9%。全球農地將被都市取代，而都市人口將會逐漸攀升，形成糧食危機，因此

城市農耕成為現今必須提倡的議題，它可減緩糧食短缺之問題，也可以將農業深

入都市中。 

（二）地球暖化 

    林薏茹(2016)指出， 氣候變遷對地球環境與生態帶來改變的同時，也威脅著

農民的糧食作物產量與引發糧食危機。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日前公佈年

度報告，並警告在 2030 年前，氣候變遷可能會造成小農們的農業產出大幅下降，

使 1.22 億人口陷入極端貧窮（extreme poverty）的狀態，且最可能的人口分布區

域，是在南亞與非洲。因此氣候的變遷會影響農業的出產量下降，都市農耕不只

是能帶來農產品，還可以減少二氧化炭，有效助於地球暖化與糧食短缺的狀況。

洪進雄等(2014)指出，綠屋頂可以使建築物有隔熱降溫（夏季室內溫度約降低 3-8

℃、約 32℃，冬季為 12℃）、雨水截流（5 公分栽培介質可以吸收 50-60mm 的雨

量）、固定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及空氣污染物質，吸收建築物及空氣中的熱量及光能

量，減少熱量輻射及熱島效應，因此城市農耕可減緩地球暖化之症狀。 

 (三) 糧食價格飊升 

根據聯合國 FAO 糧價指數，如表 2-1 所示，全球糧食 6 月價格年增 7％、月增 1.3

％。主要糧食價格飆升的原因為供不應求，因此較為貧困的國家，因買不起昂貴

的糧食與農業上先天性的劣勢，因此糧食短缺更加為嚴重，如果在於農業上屬於

優勢的國家可以提倡都市農耕，並且實踐都市農耕，對於糧食供不應足的狀況會

減緩許多，也不會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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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糧食組織食品價格指數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二、助於銀髮族 

    全球農業趣聞(2016) 提出，都市農耕讓高齡化社會愈益增多的銀髮老人獲得

心靈的安寧，獲得規律性與回歸自然相結合的健康生活，體驗耕種、收穫、享用

農產品以及把產品饋贈他人的快樂，擴大人際交往，追快往事，返老還童，達到

延年益壽的效果。益處有以下四點： 

(一)耕田的過程中，可增加銀髮族運動，助於健康。 

(二)擴展銀髮族群社交圈，互相陪伴，不再孤單。 

(三)自給自足，吃得健康，讓銀髮族無食安問題。 

(四)創造銀髮族心靈上的滿足，達到增壽之效果。 
 

三、綠化美麗都市 

    洪進雄(2014)指出，城市農耕涵蓋了藝術、美綠化、生態及農業為概念，可以

種植觀賞植株、花卉或蔬菜。為建立營造都市內的「森林自然呼吸」及「都市氛

圍」，許多縣市政府在都會地區建立了「林蔭廊道」及在建築物的內外建置了「綠

色植生牆」、「綠籬」，配合各種植栽之美綠化環境特色，使人有視覺的美感，居民、

建築物和綠化環境能達到共生、共享、共榮的境界。「綠色植生牆」、「綠籬」不僅

可以增加綠化面積，對抗地球暖化、節能減碳、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美綠化生活

空間，未來垂直綠牆則是增加綠化空間的最佳選擇。 

    趙鑫(2017)指出，可食地景是經濟新形態下城市景觀發展的一種全新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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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景觀設計的傳統回歸，同時也是傳統農業文明的現代化突破。長期以來，千

篇一律、單調呆板的景觀園林同國人所鍾情的“田園夢”相違背，“可食地景”的設計

理念將打破二者之間的障礙，並使二者以一種全新的姿態相融合，為現代城市發

展帶來一種新的可能。 
 

四、解決食安問題 

    孫明、赫超悅(2014)指出，由於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食品安全危

機不斷地出現在我們身邊，人們對於健康綠色生活的願望越來越迫切。在台灣，

食品安全問題屢爆出驚人內幕，從毒奶粉、塑化劑、毒澱粉事件到添加了化學禁

用品的黑心油，不僅僅影響民生經濟，還影響世代健康傳承及台灣餐飲美食服務

業未來經濟發展。而城市農耕能自耕自己，為自己的食安問題把關。 

    葛望平(2017)指出，農業可說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基本產業。早期

的台灣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發展過程也曾經歷一段輝煌的黃金時代，

更可說是造就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功臣之一。以往為了提高農作物生產量及收穫

物品質為主要目標，使得農藥的使用量大幅增加，除了造成農作物害蟲的抗藥性，

也惡化生態環境間的平衡，造成對土地的衝擊。而近年來，伴隨著塑化劑、銅葉

綠素、毒澱粉、假油與混裝米等重大食安風暴層出不窮，消費者開始在意食材來

源與有機耕種的風潮興起，再加上年輕人返鄉務農的趨勢，這股有機耕種的新興

潮流正悄悄一步一步的帶動台灣的農業改革，開創台灣農業的新頁。 

  柯文哲(2015)指出，「可食地景」概念，不是只有綠化和美化，還有推行「可

食地景」概念，也就是種的東西也可以吃，希望從土地到餐桌是連續性過程。 

  梧桐環境整合基金會(2015)表示，都市中的畸零地成為園圃並生產出安全的食

物，更間接解決許多層面的社會問題，推動「可食地景」目標一致，鼓勵市民串

連鄰里的力量，達到食安、減碳、美化市容並提供居民交流的平台。讓雜草叢生

的荒地變成了可食地景，更教導大眾運用友善農法，自己種菜自己吃，還可分給

社區獨居老人和低收入戶。從小培養不施農藥，尊重土地和植物的觀念，從根本

來解決食安問題。 
 

第二節 網路行銷之策略 

一、網路行銷定義 

    「網路行銷」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的雙向溝通方式，屬於直接行銷的一種，

企業可將其產品、服務及廣告……等訊息，存放在企業所建置的網站(WebSites)上，

並透過網際網路，讓消費者使用。劉邦宇(2015)指出，網路行銷之工作有五種: 

(一)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廣告，屬於 CPC 的付費方式(點擊就必須付費)，其實這部分的工作，大略

是在分析各個關鍵字，那些是符合使用者所輸入的， 依照使用者的年齡、性別、

趨勢、時段...等，進而在不同的時段買取不同的關鍵字，時常必須配合著網路行銷

工具(介紹)，來調整廣告資源投入的多寡。 

(二)SEO、網站優化 

主要與關鍵字廣告不同的地方在於，可以省下每次點擊就必須付費的廣告費，因

為 SEO 主要是幫助你把網站在搜尋結果上排名提升，其實這類的技術， 直接關係

著的是 google 的搜尋演算法，進而就是網站的語法(HTML 語法)、內容的強化，

而現在有許多的公司專門提供這些服務，但也因為如此就有了黑帽 SEO 這個名

詞，(鑽演算法漏洞，作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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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格/論壇/社群口碑行銷 

部落格行銷方法，通常公司會擁有數個部落格，並且在部落格上扮演各種小編(通

常為消費者消費過後)，並於部落格給予商品好的評價，雖然並沒有直接宣傳到商

品，但間接的方式的確是讓使用者，更有機會接近商品，或是在各大論壇、ptt 操

作相關議題，如開箱文,心得分享...等方式，知識+也是近期被廣大操作的平台，但

目的通常也都是以解決別人疑惑、傳遞知識為導向，這些方法都是為了讓使用者

對產品或品牌的信任感提高，進而做到二次傳播的效果。 

(四)影音行銷 

因為近幾年社群平台的竄起，導致影音行銷為近幾年最夯的行銷手法，主要是以

一些有趣的影音方式，並帶入相關商品，如自行拍小短片、微電影，或是找相關

知名人士把商品帶入影片...等行銷模式，還有一些屬於品牌行銷的層面，例如：

AIA 近期找了，郭富城拍一部名為「愛在當下」的微電影，但影片中完全沒鑲入

有關商品的資訊，但你被這影片的氛圍影響了嗎?這部影片被分享了 5 萬多次，以

影音行銷的層面來說算是非常成功的。 

(五)整合行銷 

整合行銷通常以實體、平面、數位等方式，採取多方面的行銷，通常配合著媒體

公關進行操作，執行策略性、階段性的統合，傳達給消費者、以實現傳播資源效

率的最大化，顧名思義，網路其實不能涵蓋所有族群，所以配合著整合行銷，對

不同的組群做出階段性、策略性的方法，以達到效率化及效益化。 

 

二、打破傳統行銷 

    沈宗逸（2011)提出台灣 Facebook 的會員人數在 2011 年 5 月已突破 950 萬人，

在 2011 年的台灣 100 大網站排名中更獲得第一名的佳績。每位網友平均一個月登

入 Facebook 超過 19 次，每次使用超過六小時。Facebook 無疑是全球發展最成功

的社群網站，除了既有的社交功能外，更成為企業眼中的行銷新平台。其中，又

以粉絲專頁（Fan Page）最具前瞻性。據 Facebook 官方統計，目前共有一百六十

多萬個粉絲專頁，吸引超過五億三千萬人次成為它們的粉絲。Facebook 粉絲專頁

可與消費者做雙向互動，深度品牌溝通，並行銷其商品與服務，與消費者建立長

久的關係。這樣不僅可以蒐集各個層面的資料，還可以用最精準的方式去接觸我

們所希望面對到的消費者。 

    常見的傳統行銷不外乎有電視廣告、廣播、報章雜誌等，但是他們依賴縝密

的通路，並利用非常大量的人力去投入廣告市場。網路是看不見摸不著、虛擬存

在的東西，和傳統行銷方法相比，更容易追蹤行銷狀況及瞭解消費者的行為。 

（一）傳統的行銷方法是通過向人們傳遞內容來銷售產品或服務的。但網際網路

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大、更有效的傳遞內容的空間，使網路行銷比傳統行銷具有

更強的傳遞內容的能力。 

（二）傳統的行銷方法，很難確定那些真正需要產品或服務的人們是誰，但通過

網際網路，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出需要產品或服務的人們，並將他們轉變成

為客戶。 

（三）傳統的行銷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距離的約束，但通過網際網路行銷可

以完全不考慮空間和距離的因素，遠在天邊與近在咫尺都變成了理論上的距離，

無遠弗屆。 

 

三、網路行銷-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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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定邦、黃思綾(2011)指出，虛擬社群係一種在網際空間中，經由某特定環境

之下互相接觸及討論相同興趣主題所產生的社會關係，透過網路把人群聚集起來

進行持續性的互動，並從中發展出互相信賴及彼此瞭解的氣氛 。而網路行銷成為

了現今重要的的行銷模式。 

    林杰銘(2014)指出社群行銷之九大方向與方法: 

(一)確定行銷目標 

    社群行銷或任何其他網路行銷方法都只是解決推廣問題的一種方式，就像做

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如果不知道想要實現什麼目標、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就無法

明確學習和改進，並獲得成長。以下這些目標是所需要或想要達成的： 

1.增加曝光 

2.增加流量 

3.增加互動 

4.收集數據 

5.拓展品牌 

6.多粉絲數 

7.獲取潛在名單 

8.尋求業務夥伴 

9.提升銷售業績 

 

(二)確定目標受眾 

    通過掌握目標受眾包含：年齡層、工作、收入水平、興趣、問題、習慣、動

機、特質、喜好…等等，可以獲得正確、值得參考的訊息、創造最合適的內容、

產品來迎合目標受眾，進而有更高機率能獲得更多的轉換。 

(三)研究競爭對手 

    研究競爭對手不僅可以深入了解行業情況和趨勢，而且還可以藉由對手的動

態、作法進而了解什麼可能是有效的，什麼是無用的。至少列出三到五個主要競

爭對手，並分析其作法、策略是什麼。包括：粉絲或追蹤數量、發文頻率以及時

間點、經常發表什麼類型的內容、最常用什麼樣的標籤（如：#免費體驗活動）、

如何跟粉絲互動或回饋？ 

 

(四)選擇社群平台 

    每個平台都有它獨一無二的特質、功能，互相整合搭配會更有優勢。選擇的

首要規則是考慮到你的受眾是否會使用它。有三件事情可以幫助你考慮該使用哪

個社群媒體，以及應該使用多少種工具： 

1.時間：你可以在社群媒體上花費多少時間？你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操作嗎？ 

2.資源：你或夥伴能做那些事？擅長做圖片還是影片？能寫文案嗎？有合適的人員

和技能來創造所需要的內容素材嗎？ 

3.受眾：潛在客戶和客戶習慣用哪一種網路工具？哪種工具對於接觸、吸引受眾最

有利？ 

 

(五)完善基本資料 

    社群媒體資料是最常被忽視的部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部分並不如粉絲數

值得炫耀和滿足自我感覺，但基礎的優化卻是建立美好第一印象的重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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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頭照: 

   大頭照幾乎是所有社群媒體都有的共同點，對於提升視覺度來說這是必要的工

作，它也是新訪客認識品牌最快捷的方式。一旦設計好大頭照，請確保在所有社

群媒體中保持一致性，這樣有助於人們可以更容易識別屬於同一個品牌。 

2.封面照: 

   封面照片往往是頁面上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視覺版面，因此請務必善加使用。

有很多企業浪費了讓這個機會，不是空白就是隨意處理。網路是一個快速發展的

世界，如果你不讓人感興趣，人們是不會花太多時間查看，而且說走就走。這種

行為就如同路旁的展示廣告，我們幾乎總是看一眼就離去，注意力、關注度非常

地低。創造良好的視覺效果可以讓訪客願意停留下來，更加了解你的產品或服務，

就算當下沒購買也留下了好印象，這就是非常好的開始了。 

3.商家資訊: 

   引發人們有足夠的興趣，他們將有很大的機會想查看商家資訊，這不僅可以為

新訪客做品牌介紹，也能隨之連接到網站。商家資訊理當說明你是誰、做什麼，

想想你的獨特價值主張是什麼，這可以讓你脫穎而出。不要擔心資訊太多，這是

展示品牌的一面，有的甚至可以使用表情符號增加視覺度。 

 (六)規劃內容主題 

    這是社群行銷與否能真正進行和成功的關鍵。內容行銷方面，你應該規劃出

符合業務目標的內容。圍繞您的目標受眾面臨的共同挑戰開發內容。 以下簡單列

舉五種常用的內容類型: 

1.故事：品牌起源、採訪、原物料產地、客戶的改變… 

2.特殊節日：新產品上市、品牌贊助活動、周年慶、得獎認證… 

3.促銷：優惠券、限時優惠、贈品、抽獎… 

4.趣味：這不一定要跟業務有關，但最好別偏離過遠，如果無關聯頻率不能過多，

像是熱門話題、國家大事… 

5.企業：任何關於公司的消息也是非常好的內容來源，例如即將推出的產品、企業

新聞、行業趨勢與預測、新技術… 

 

(七)擬定發文策略 

      社交媒體對於任何網路行銷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人們使用

Facebook 或 Line 並不是為了買東西，所以不能夠只有銷售的訊息。然而，除了內

容主題之外，你還需要有明確的執行方式，你是要採用文字、影片、圖文、還是

GIF 動態圖片？你要多久發一次文？在什麼時間發？這取決於自己和受眾。 

 

(八)主動宣傳推廣 

       即使每種社群工具都有其優勢的一面，但它們並不是被動就會有客戶上門

光顧的方式，這是一大敗筆與迷思。網路行銷不是單純把產品放到網路就能順利

賣出去的事。無論是使用免費導流還是付費廣告，都必須先主動出擊，因為網路

沒有所謂的路過經過，假如你不去創造機會、埋線佈局，那麼肯定門可羅雀、流

量短缺，最後下場就是收場走人了。 

 

(九)數據分析與測試 

      大多數社群媒體都具有基本的數據分析功能，假設你不去看，那也只是單

純的擺設，而且你可能無法明確知道有多少曝光、哪種類型的內容最受歡迎、哪



 

10 

 

個時間發文最有利、粉絲是否合乎理想、退讚封鎖比率…等。數據不是只關乎收

集這件事，更多時候是分析解讀與運用層面，這對於新手來說可能會有些障礙需

要去克服，但你必須開始試著這麼做，並培養、學習相關能力。 

 

 四、網路行銷-銀髮族 

     王鴻國(2003)指出，網際網路具有豐富的多媒體內涵及強大的互動式溝通能

力，網際網路本身不只是媒體也可以是通路，甚至形成市場，對其人與人之間互

動方式、交易行為所造成的衝擊將不亞於報紙等等。而針對銀髮世代資策會（2017)

指出，由於生活型態、科技使用現況，以及對於虛擬商務態度，與一般族群略有

不同，為此，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創研所)FIND 特別針對銀髮族購物行為

進行調查，調查指出台灣銀髮族人口智慧型手機持有率為 60.2%，近 2 成銀髮族曾

經利用電視購物及網路購物消費，如表 2-2 所表示。 

圖 2-1 銀髮族(55 歲以上)數位載具持有率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  

 

第三節 板橋區之發展  

    楊湛萍(1999)指出，板橋的都市意義、功能與形式再次轉變。戰後由於工業化

與大量城鄉移民進入，板橋都市化快速，共同形構出「都市化空間」的發展。大

量移入的城鄉移民，改變板橋原先的人口組成與生態，構成都市發展的另一股力

量，板橋被重構為一個新的「移民都市」，原有的聚落結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

量且密集的住宅景觀及其形式變遷，並由於戰後國家政策的考量與行政地位的落

差，板橋在都市發展與市政建設上呈顯出「邊緣」性格。都市的具體空間成為移

民生產與再生產的基底，但同時空間在大量人口擠壓下，都市問題叢生，並且在

邊緣特性的無法及時解決下持續蔓延開來，影響都市整體成長與發展，形成都市

危機。「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作為一個新社會空間形式，帶給板橋無限的希望

和契機，也替板橋的未來發展投入一個未知的變數。 
一、人口發展 

    民政局江俊霆(2017)表示，2016 年 12 月底，新北設籍總人口數 397 萬 9208

人，而板橋區則是去年結婚夫妻對數、新生兒數全市最多，板橋是市府等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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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在地，可第一手接收市府婚育政策資訊，都會區交友圈多元、結婚機會多，

是全市「生產力」最高，但卻也不敵人口老化的命運，目前臺灣人口結構將進入

「高齡社會」，每五位就有一位老人，使得老人照護需求相對增高，板橋區截至 7

月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已達 71,856 人，而板橋區老年人口，就占了新北市老年人口

的八分之一，如表 2-2。 

 

表 2-2  板橋區各年現住人口年齡結構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一）高齡化 

    國發會(2017)指出近來台灣人口老化情形嚴重，今年 2 月老化指數，比去年同

月增加；去年 5 月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約 12.78％，今年 2 月成長到 13.33％，顯

示台灣老化情形嚴重，且老化速度持續增快，而國發會推估，若照這樣的老化速

度下去，台灣現在是高齡化社會，明年老年人口比例就會超過 14％，成為「高齡

社會」，2026 年恐怕就會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新北市 29 區中，石碇、

瑞芳、萬里、永和、三芝、石門、新店和金山 8 區皆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今年就

可能進入超高齡社會，此外，板橋、中和、三重、新店和新莊老人數就近 26 萬人，

高齡問題已非常迫切，新北市截至 106 年 7 月底止，板橋區老人有 6 萬多人，為

了照顧長輩、延緩老化，新北市陸續推動老人福利。 

 

（二）因應人口老化 

    新北市政府為因應老年人口增加，近年來積極推動老人福利，希望提供長輩

多元學習、娛樂交流、健康舒活和共餐關懷等服務，板橋區許多里辦公處、社區

發展協會、社團、宮廟、教會都熱烈響應，有以下方式: 

 

1.推動老人共餐 

   板橋區公所區長林敬榜表示，今年起本區老人共餐點已邁向 93 處，這些共餐

點遍及在鄰里巷弄間，大受社區老人歡迎，進而凝聚鄰里社區共生的向心力，老

人家每周定時聚會，並在共餐前後，一起運動、DIY 手工藝品、歌唱娛樂，彼此

聯誼交流分享。 

2.銀髮族俱樂部 

   朱立倫(2017)表示百分之 90 的長輩是健康的，因此全市設置 371 處銀髮俱樂

部，自 101 年成立第一間銀髮俱樂部後，銀髮俱樂部成為新北市重要的老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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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一，目前統計截至 4 月止板橋區已成立 51 處銀髮俱樂部。 

3.公共托老中心 

   根據民政局統計，除了推動老人共餐、銀髮俱樂部，更在板橋區打造第 34 家

公共托老中心，透過折氣球、捏黏土、保齡球、下棋，讓長輩達到運動肌肉、訓

練心肺功能的作用，來到這裡的長輩並不孤單，能夠彼此交流，也有智慧型機器

人陪伴身旁。 

 

二、土地發展 

   

    板橋區位於新北市中西部，為整個大台北淡水河以西的中心城市，北以淡水

河、大漢溪與三重區、新莊區為界，東北與萬華區隔新店溪相望，西接樹林區，

南與土城區、中和區毗鄰，最主要的河川是大漢溪與新店溪。（來源：維基百科） 

 

（一）歷史沿革 

  板橋在四十年代仍以農業為主，因爲交通便捷的基礎以及與臺北相鄰的地理

位置，板橋發展爲臺北市的衛星城市，加上江子翠和十二埒地區重新規劃，農地

使用變更，第一級產業在民國 59 年後急速衰退，二級產業則在民國 55 年以後不

斷成長。六十年代的板橋在臺北地區都市化過程中工業機能擴張的影響下，成長

更爲迅速。（來源：板橋區公所） 

 

（二）近代土地之利用 

  大量的外來人口與外省人口刺激了板橋的第三級產業，加上七十年代臺北市

都市問題惡化後中央政府提出多核心的都會發展型態，工業生產逐漸退出板橋，

商業服務機能逐漸強化，朝都會型態發展。原板橋的第三級產業大多集中在舊板

橋火車站前站(舊市區)以及後埔、新埔、埔墘等華江橋下的文化路沿線和光復橋下

的中山路沿線的地方商業區，民國 80 年公佈新板橋車站特定區的規劃後，中山路

和民生路一帶遂興起爲新的商圈，各家金融機構乃紛紛移入。民國 81 年營建署規

劃板橋爲大臺北都會區的副都心，扮演政治、經濟、文化、行政中心的次級功能

角色，引進高級服務業、推動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在都市功能上漸漸成爲淡水

河西岸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來源：板橋區公所） 

 

第四節 ArcGIS 發展與應用 

一、 ArcGIS 簡介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是近年來快速發

展的一個跨學門新科技，它所涵蓋的理論和技術來自於數個傳統的學科，包括：

地理學、地圖學、測量學、數學、資訊科學等。就應用層面而言，它所涉及的領

域更為廣泛，如：環境影響評估、資源管理、國土規畫、都市和區域計畫、交通

管理、森林經營、運輸規畫、生態保育、考古調查等，舉凡需要涉及地理因子或

空間資料的問題，都可以利用它來輔助作業，地理資訊系統是決策支援上的重要

工具。 

 

二、ArcGIS 起源 

李文堯、林心雅（2007)指出 GIS 起源於北美。1965 年美國首度將統計量化資

料用電腦自動繪圖方式以地圖的形式來呈現，它能快速有效地呈現資料特色，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C%A2%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9%87%8D%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E%8A%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A%97%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B9%E6%9E%9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5%9F%8E%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2%8C%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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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連結不同參數做簡單分析，這對日後 GIS 在都市區域規劃及資源管理運用，奠

下了發展基礎。而加拿大於 1966 年開始建立加拿大地理資訊系統，這套系統堪稱

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全國性地理資訊系統，目前已歸併於加拿大國土資料系統中。

至 1985 年，北美已有上千套 GIS 相關應用系統，但 GIS 真正普遍的推展應用，是

在 1980 年代後期；此時，世界其他國家在美加等國的支援激勵下，也開始有了顯

著的進展。而台灣正式推動 GIS，是在學術界與內政部資訊中心推動下，由經建會

於 1987 年進行國土資訊系統的可行性分析，並於 1990 年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

小組，以內政部資訊中心為核心幕僚，推動單位則包括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主計處、地政司、營建署、交通部及各地方政府的推動委員會；但目前尚未有高

層級的獨立專責機構(如美國地質測量所或日本國土廳)，也缺乏國家級的 GIS 研究

實驗中心，加上空間數位資料的整合性與開放流通的問題，因此 GIS 的發展受到

很大的限制，仍多半停留在最初發展或過渡階段。然而 GIS 若只具有簡單的電子

地圖查詢功能，而無法整合各種空間資料並加以套疊分析，並不是一個真正的 GIS

系統。 

 

三、GIS 在台灣生活中的應用 

周天穎(2001)指出，GIS 可應用的地方很多，在台灣主要應用有以下面向 :  

（一）都市與企業的規劃應用 

1.都市規劃和管理 

    空間規劃是 GIS 的一個重要應用領域，都市規劃和管理是其中的主要內容。

例如： 在大規模都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利用 GIS 技術，使綠地和建築的比例合

理化，以及選定最佳的學校、公共設施、運動場所、服務設施……等分佈位置,能

夠發揮該都市最大的機能。 

2. GIS 與都市設施的結合運用  

都市是人類活動最活躍的地區，GIS 技術的應用集體出現在都市應用中。以 GIS 

為核心的空間資訊技 術是數位都市建置的樞紐，它與無線通信、寬頻網路和無線

網路日趨融合在一起，為都市生活和商務 提供了一種立體的，多層面的資訊服務

體系。 

3.GIS 與企業資訊化 

GIS 技術在企業整個商務過程中都能發揮重要的作用。以 GIS 為核心的空間資訊

技術，可以將企業財務系統、銷售系統、工作流管理系統、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等

融合，成為企業資訊化的業務平台。藉由 GIS 的資料庫建檔與查詢分析等功能，

實現遠端和分散式計算，達到企業即時生產、零庫存、售後服務等有效管理 

 

（二）自然資源規劃應用 

1.資源管理與配置 

從救災減災中物資的分配、全國的能源保障、糧食供 應，到各地的機構的配置等

都是資源管理與配置 問題。GIS 利用空間分布的分析系統來保證資源的最合理配

置和發揮最大效益。 

2.生態、環境管理與模擬  

區域生態規劃、環境影響評估、污染物削減分配的決策、環境與區域可持續發展

的決策、環保設施的 管理、環境規劃等，皆可運用 GIS 技術，透過多個觀測站

所收集的資料來分析，供人員參考、使用。  

3.地學研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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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分析、流域分析、土地利用研究、經濟地理研究、空間決策、空間統計 分析、

製圖等都可以借助 地理資訊系統工具完成。 

 

（三）營建工程規劃應用 

以數位地形模型為基礎，建立都市、區域、或大型建築工程、著名風景名勝區的 三

維視覺化模型，實 現多角度流覽，可廣泛應用於宣傳、都市和區域規劃、大型 工

程管理和仿真、旅遊等領域。 

 

（四）生活中的運用 

1.便利商店 

當客人在便利商店購物時，店員除了利用讀碼機掃描商品的條碼外，也可以同時

輸入顧客的性別、年 齡層等資料。這一筆筆的購買紀錄，就被整合成所謂的銷售

時點（points of sale）資料。近年來一些 大型的連鎖便利商店，紛紛建立銷售時點

資料庫，，營運總部的分析人員便可以利用這些資料找出每一 家分店的特色，進

而整理出各家分店的熱賣商品及需求。 

2.隨身手機  

帶著手機在戶外行動的人，他的位置有可能被偵測和記錄下來，因為手機是透過

基地臺傳遞訊號的， 基地台可以偵測到服務範圍內的手機，而每一座基地臺的位

置都是明確的，因此由基地台位置可以推估手機所在的區域。 

 

四、GIS 研發目標及未來展望  

    隨著社會變遷和技術的發展，GIS 的應用廣度愈來愈大。當 GIS 深入的產業

及組織愈來愈多，應用的 情況愈加廣泛時，系統的整合性要求便愈發緊迫。因此

資料整合的能力與彈性，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目前 GIS 主要應用在地圖製作、

資訊管理、以及（交通運輸、公共管線、土地與建物管理……）等各項業務中。

至於針對大環境的探討與分析、決策的支援，則應用仍相當有限。GIS 是一個很

好的工 具，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解決問題，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例如：加強資訊、

技術的整合與交流、硬體 設施與網路速度的提昇、資料更新速度能趕上實際變

化，因此如何整合資料與應用層面的多樣 化，則是現今 GIS 仍待加強的地方。 
 

第五節 電子書運用與呈現 

現代人手一機智慧型，為了將主旨的傳達效益最大化，我們將會透過電子書的方

式來說明。邱炯友(1997)對「電子書」所下的定義：一種將電子化素材，以電子式

編輯方法，載錄於電子材料上，而使讀者得以特定之電子閱讀機獲取資訊之新型

書，以及一種迥異於紙張之電磁或光學材料媒介載錄各式文字、聲音、圖像或動

態視訊信號而呈現具體內容之出版物。 

     黃羨文(1997)從電子書的內容，電子書的種類分為以下類型： 

一、文字電子書(Text Electronic Books):是由多頁經過設計且組織成適合螢幕尺

寸的文字資料，且每頁的文字資料都是動態的。 

二、靜畫電子書(Static picture Electronic Books):是一組已被組合成某些特定主題的

圖片。 

三、動畫電子書(Moving picture Electronic Books): 是由動畫或影片的片段所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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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聲書(Talking Electronic Books): 利用各種不同的互動性的音聲

(interactive audio) 技術所錄製而成的書。 

五、多媒體電子書(Multimedia Electronic Books):利用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媒體組

合而成的，但資料是以單一的載體(如光碟或磁碟片)來傳遞訊息。 

六、多元媒體電子書(Ploymedia Electronic Books): 多元媒體電子書則是

利用多種媒體來傳遞訊息。 

七、超媒體電子書(Hypermedia Electronic Books): 超媒體電子書與多元媒

體電子書類似，均是利用多種媒體來傳遞訊息。但超媒體電子書的資訊是

以非線性(non-linear)方式所組成。 

八、智慧電子書(Intellegent Electronic Books):它們是由被載入的智慧所組

成，所以和諮詢型電子書(Interrogational ElectronicBooks)類似，與使用者

有互動關係。 

九、遠程媒體電子書(Telemedia Electronic Books):是目前仍在發展中的電子書，主

要是利用電信功能來增加光碟的功能，以便能立即支援遠程的互動性學習活動。 

 

第六節 Qlik Sense 探討 

安防知識網(2016)提出，Qlik Sense 是一款專門針對個人、小組和企業而設計的革

命性自助式數據可視化和探索應用平台，能夠幫助公司中所有人員都輕鬆創建個

性化數據分析應用和動態儀錶盤，探索大量數據並獲得有意義的洞察，讓用戶快

速實現可視化分析，讓企業看到數據的整體故事，發掘數據的無限可能。專家還

介紹了 Qlik Sense 的可擴展性、安全性和易用性在應用中如何幫助企業用戶解決

傳統 BI 無法解決的可視化數據分析需求，同時還從應用角度為大家分享了 Qlik 

Sense 的具體實施過程和應用案例。 

 

    Hsinlan Chen(2016)指出，商業智慧是將資料彙整成資訊，在將資訊輸出成智

慧的資料處理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資料彙整：抽取、轉換、載入（Extract-Transform-Load, ETL）有用的資料，

將正確的資訊存入另一個數據倉庫（Data Warehouse）中。 

二、資料分析：從數據倉庫中提取有用資訊，綜合運用線上分析處理技術（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資料探勘技術（Data Mining）、基準化分析法

（Benchmarking，註 1）、業務績效管理（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BPM）

等方法進一步分析資料 

三、資料呈現：將分析過後的資料，以報表工具設計統計圖、統計表，能直接將

資料分析結果呈現給使用者。 

    商業智慧技術可以運用在客戶聯絡、庫存管理、績效管理、客群分析、產品

收益等系統，能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加快企業的決策流程，更能整合各部門意

見與目標，凝聚企業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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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Beacon 運用 

    安成數位科技(2017)指出，Beacon 在該系統中，運行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可穿戴或其他計算設備上的應用可以對“Beacon 設備”發出的信號進行響應。設備

自身是一種小巧而廉價的實體設備，你可以將其放置在某些場所，向處於一定距

離之內的“響應設備”發送信息。 

 
圖 2-2 Beacon 示意圖 

資料來源：安成數位科技(2018) 

 

 

一、Beacon 應用 

    艾碼克(2016)提出下列應用方式: 

(一)室用定位 

網路上的文章都說它可以用在室內定位，那一個辦公室中，我放 3 個 Beacon 是不

是就可以利用三角定位來找出人在那裡呢? 

所以原本的目標是一個辦公室中放個 4 顆 Beacon，看看能不能取得每個人行走的

路線，未來還可以分析那條路是熱區，或是那個員工都會去找那個員工之類的分

析。 

測試結果發現， Beacon 過了 3 公尺後，RSSI 值後不穩定，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定

位準的話，就要買很多顆的 Beacon。 

如果多顆的話，就要用 Fingerprint 來算位置在那裡。 

一顆穩定的 Beacon 不便宜，如果要在辦公室達到目標的話，成本太高，所以後

來我們就放棄了。 

(二)自動簽到、簽退 

前面提到我們可以知道進入、離開及一直掃描 Beacon ，所以我們可以自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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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訊。 

就可以知道員工幾點到公司、幾點離開公司。 

本來 App 是使用 Cordova 來寫，但這樣員工到公司時，就要拿出手機，然後開

啟 App 去掃描，這樣跟拿出門禁卡來刷，並無太大差別。 

所以我們就改用 Xamarin 來寫，Android 的部份如果要在背景掃的話，就要使用 

Service，Android 6.0 還要加入白名單。 

而 iOS 內建就 Support 在背景處理(App 關閉後能持續運作)，但雖然 App 知道進

入或離開 Beacon 區域，這時 Http 卻不給用，因為畫面是暗的。 

這時我們目前的解法就是當 User 進入或離開時，發一個 Local 的通知，讓手機

亮起來，這時 Http 就可以用，所以就可以將資料送到 Server 上了。 

3.控制門禁，達到自動開門 

當知道人與 Beacon 的距離之後，因為我們公司有門禁，進出都要刷卡。有時開會

時，手上會拿筆電或其他的東西，再要刷卡實在不太方便。 

如果我們就使用 RPi 來模擬 Beacon ，同時再接公司的門禁，當員工靠近門時，

Server 收到資訊之後，就透過 Azure IOT Hub 發訊息(免費的跟付費的數量跟速度

有差哦)讓 RPi 開門。 

 

 

 
圖 2-3 Beacon 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安成數位科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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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eacon 顧慮 

1.電量消耗 

Beacon 技術不會消耗移動設備的電量。該技術基於新的藍牙標準，能源消耗量極

低，不使用時會進入休眠狀態。 

2.兼容性 

要使用基於 Beacon 技術的服務，你需要有適合的硬件及相應的應用。但所謂“適

合的硬件”，其實已經涵蓋了超過 200 萬種設備。 

3.隱私 

如果一個應用有能力分辨出你正在什麼地方附近，它就有能力將你的信息發送到

相關的服務器。這意味著服務提供方將能獲取並存儲你的行為及決策信息。 

從市場營銷的角度講，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能通過區隔分析、A/B 測試等方式來持續

改進針對你的服務。從隱私的角度講，Beacon 的方式與多數其他技術相比還是有

些不同的。市面上的很多分析技術，例如 WiFi 三角區域分析或設備版本探測等，

會使用戶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行為已經被追踪。而在 Beacon 模式中，用戶是在知情

的情況下主動選擇參與，他們要自主下載應用，開啟藍牙，並授權應用獲取自己

的信息。當然，要促使用戶保持應用的運行，設計師們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使

其體現出清晰的使用價值。 

4.擁抱變化 

例如 Beacon 這類科技創新領域當中總是時刻發生著進展與變化，機遇與挑戰並

存。而 Beacon 又是站在“虛實結合”的風口浪尖上的技術之一，作為設計師，要時

刻保持開放的心態關注著行業當中發生的變化。 

 

第八節 相關文獻運用探討 

   杜姍姍博士、陳戈同學(2013)在「城市農耕的多功能性研究」中，提出以下七

點研究城市農耕之效益成果： 

一、降低生活成本 

對於城市居民，尤其是對於城市低收入者，食物支出佔其消費支出的相當比重，

通過城市農耕收穫一定量的新鮮食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

降低其生活成本，能消除部分貧困問題。 

二、農產品的應急供給保障 

全球氣候變化帶來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極端天氣下城市食品應急保障是城市應

對食品危機、抑制恐慌情緒、保障城市正常運轉的重要環節，而因為城市農耕可

以提供一定的新鮮食品自給能力，承擔了部分城市食品應急供給保障功能。 

三、打造貼近民生的「田園城市」 

通過城市農耕形成的景觀資源，如菜園、花圃、果樹行道樹，形成市民可以就近

經常光顧、更貼近民生的田園城市與休閒場地，市民在此重新回歸自然，更多地

親近陽光、綠色和新鮮的空氣，充分享受農村濃郁的鄉土風情和濃重的泥土氣息，

獲得安寧與身心的淨化。 

四、新鮮、多樣化的食物供給 

城市農耕是在城市內部進行農業耕作，大大減少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運輸距離，

給城市居民提供更新鮮的農產品，滿足居民多樣化的食物供給。 

五、穩定農產品市場，抗衡食品價格波動 

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和人口持續增加，大中城市農產品需求剛性增長，農產品

需求主要通過主產區農產品的大範圍、長距離跨區域流通得以實現，農產品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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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取決於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農產品從地頭到餐桌的過程中，農產品在農民、

中間商和消費者的利益博弈中會有一定的短期波動。而實現農產品就地生產就地

消費的城市農耕，可以提高城市農產品自給率，穩定農產品市場的供求關係，抗

衡食品價格的波動。 

六、體驗農業勞動樂趣，推廣健康的生活方式 

針對都市白領生活環境單一、工作壓力大等困擾，發展城市農耕、做城市農夫成

為白領們的時尚。市民自己動手耕種，通過親身體驗和實踐，體驗了農耕之樂、

增長了知識、擴大了知識面，也使他們懂得勞動的艱辛，更好地珍惜現在的美好

生活。 

七、提高城市整體的生態水平 

由於森林、農田、菜地等植被具有極大的改善環境、保護生態價值，因此，發展

城市農耕增加了城市的綠地面積，改善了生態環境。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資料，我們加以統整以上之論點，並且推廣「可食地景」

的益處，並將此改念加以整理成有具體與系統的資訊，以社群媒體最為推廣媒介，

並將所有的地理資訊整理成方便查閱的地圖。 

      以下表 2-3、2-4、2-5、2-6、2-7、2-8、2-9、2-10 相關網頁與社群媒體之功

能表: 

1.環境資訊中心 網址 : http://e-info.org.tw/  

表 2-3  環境資訊中心功能表 

 
網站導覽: 

※ 焦點新聞 RSS 閱讀器 

※ 各單元 RSS 閱讀器 

【認識、支持環資】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官網、贊助環境資訊協會 

【新聞報導】 

http://e-inf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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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到週五，提供台灣新聞、國際新聞、中國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懶人包 

【專欄】 

週一到週日推出不同專欄，豐富您的閱讀版圖。 

透視星期一、繽紛星期二、築夢星期三、環遊星期四、人文星期五、開講星期

六、樂活星期日 

我們的島 

地球公民通訊 

生物多樣性 

生物簡介 

濕地故事 

海洋事務偵探社 

環境信託 

生態工作假期 

透視中國環境 

綠色人物 

綠能瓜哈拉 

減碳新生活 

社論 

時事漫畫 

享綠生活 

自然人文 

自然書寫 

攝影賞析 

其他精采專欄：陳昭倫專欄（海洋議題）、楊家旺專欄、漫談環境與健康、游牧

綠人間、世界遺產巡禮、步道旅情、環保金人獎農村草根行、氣候變遷 Q&A、

離島圓夢曲、生態與經濟、貿易與氣候變遷、貓頭鷹簡介、牽手護雨林、台灣

黑熊‧猛獸的迷思、搶救寂靜、大地之音、綠色影展、綠色電報、自然生命印

象、環球 360°、法律人談環保、環保撬動中國、選讀國家地理、食在環保 

【特輯】 

年度回顧與前瞻、追蹤福島核災、海風物語、生物多樣性×產業、肉食輿圖、英

國海神計畫、台灣海岸 X 檔案、絕地再生：瀕絕動物保育中英文資料庫、楊憲

宏 1980 年代台灣土地傷心全紀錄、地球日、環境節日、節日特刊、海洋日專題、

八八特刊、水資源日 

時事專題：UNFCCC COP21 連線、國土法給問嗎、2016 選舉×環境、高雄氣爆

周年、2014 選舉 x 環境、當蘭嶼遇上特定區、解讀聯合國最新氣候變遷報告、

華萊士逝世百年紀念、2011 塑化劑風暴、福島核災、蘇花改，踹共、解剖 CBD、

環境信託‧守護白海豚、國光石化、八八水災、亞太綠人大會、中科三期、台

塑仁武廠、核電省思、十大核電真相 

【書齋】 

自然書訊、綠繪本、綠領經濟、婆娑伊那萬、邦查米阿勞、走山拉姆岸、串起

莽噶艾、跟著節氣去旅行、卯上台塑的女人、靠鯨生活的人、那些極境敎我的

事、野花 999、兩棲特攻隊、我們經不起一次核災、台灣必須廢核的 10 個理由、

被遺忘的動物們、依然等待的動物們、車諾比的悲鳴、有毒污泥愛你好、雜食

者的兩難、一座發燒小行星的未來飲食法、浪費：全球糧食危機解密、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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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愛情故事、環保一年不會死、生態永續的藝術想像和實踐、花東築夢人、

蘋果教我的事、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瓶裝水的真相、水資源地圖、自然

觀察達人養成術、一名山林解說員的驕傲與孤獨、發燒地球 200 年、甲蟲放大

鏡、台灣的十大地理議題、早田文藏-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傷心農場、古查布

鞍遷村一年、當單眼愛上複眼、星海之城奧羅拉、亞曼的樸門講堂、無窮奶奶

的富足人生、羽的奇蹟、河貓、核彈 MIT、都市昆蟲記、魔鬼的叢林、丹裡的

肖像、工作野度假、夜的盡頭、救命飲食、一噸垃圾值多少錢、獵殺海洋、有

田有木‧自給自足、綠色先行者、煮一杯咖啡需要多少水、不開車，在路上、

夢想德國、綠領建築師教你設計好房子、11 歲男孩的祈禱 

【公共參與】 

您可以用行動參與、響應環境徵才、規劃您的綠課表，提筆投稿論壇、自己報

新聞（你來報報），一起關心我們的環境。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   ✔ 

 

2.田園銀行-網路平台 網址 : http://farmcity.taipei/ 

 

表 2-4 田園銀行-網路平台功能表 

 

 
網站導覽: 

本網站依無障礙網頁設計原則建置，網站的主要內三大區塊： 

1. 上方功能區塊、2. 中央內容區塊、3. 下方相關連結區塊。 

本網站的快速鍵﹝Accesskey﹞設定如下： 

Alt+L：左上方功能區塊，包括臺北市政府、網站導覽、進階搜尋等。 

Alt+R：右上方功能區塊，包括友站連結、網站搜尋等。 

Alt+M：中間主功能區塊，包括最新訊息、認識田園城市、基地認養、堆肥申

請、都市田園營造諮詢、相關課程資訊、成果分享、法規及相關書件等。 

Alt+C：中央內容區塊，為本頁主要內容區。 

Alt+B：下方功能區塊，包括隱私權及網站資訊安全政策、網站資料開放宣告、

聯絡我們、各機關聯絡人、本站使用正體字 

Alt+S：網站搜尋。 

臺北市政府 

 

網站導覽 

http://farmcity.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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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友站連結 

 

最新訊息 

 

認識田園城市 

 

田園城市-快樂農園 田園城市-綠屋頂 田園城市-小田園 田園城市-市民農園 

田園城市點位圖資 

基地認養、堆肥申請 

 

田園基地認養 基地認養、堆肥申請書件 認養申請 Q&A 堆肥申請 

都市田園營造諮詢 

 

農業技術諮詢 

諮詢中心 技術服務團 農業技術諮詢 Q&A 城市農園服務網線上留言問答區 

社區園圃推廣中心 

社區園圃推廣中心介紹 社區園圃是甚麼 如何啟動社區園圃 活動資訊 社區園

圃推廣中心 Q&A 

相關課程資訊 

 

線上課程 實體課程 

成果分享 

 

法規及相關書件 

 

法規及計畫 相關會議書件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 

 

 

 

 

 

 

 

 

 

 

 

 

 

 

 



 

23 

 

 

3.綠建築 網址 :http://www.ta-mag.net/green/ 

 

表 2-5 綠建築功能表 

 
網站內容: 

1995 年，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創辦。《台灣建築》月刊扮演台灣建築暨空間設

計發展的見證者，忠實地紀錄台灣當下之整體面貌及創作力。21 年的歲月中，

不僅是成熟建築人精選作品的匯集地，也為新一代的建築生力軍打造一處發光

的舞台。2009 年順應趨勢出版了《GREEN 綠雜誌》雙月刊，以宣揚綠色理念、

將綠融入生活為目標，得金鼎獎三次（2010 年、2015 年、2016 年）。《GREEN

綠雜誌》於 2016 年 10 月七周年時更名《綠建築》，品質同樣獲極大好評。2016

年 3 月本社又出版了一本既專業而又不枯燥的半年專刊《建築技術資訊》，一經

推出即受到業界矚目、激賞。第二輯 9 月已出版，值得大家收藏。除三本定期

雜誌外，21 年間亦推出諸多精選專刊，如：台灣景觀作品集系列、室內建築系

列、海峽兩岸系列、台灣建築選、台灣景觀選、豪宅經典系列、豪宅建築等。

2007 年至 2016 年間共舉辦過五屆「台灣住宅建築獎」，每屆皆邀請國內外知名

學者專家擔任評審，為數量最龐大卻也最被忽視的住宅建築領域提供新的突破

視野，鼓勵建築師對於居住空間的創新與用心，也提供住宅領域默默用心的設

計人才更多嶄露頭角的機會。一路走來，感謝陪伴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成長的

每一位，我們會秉持初衷，繼續為台灣建築界記寫每一個經典與希望，並與各

位建築志士們一起開創另一頁美麗篇章！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    

 

 

 

 

 

 

 

 

 

 

http://www.ta-mag.net/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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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網址 : 

http://www.landscaping.ntpc.gov.tw/cht/index.php 

 

表 2-6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功能表 

 
網站導覽: 

無障礙導覽說明 

本網站設計符合無障礙的標準，並提供便捷鍵（Access Key）的設定，以幫助

障礙人士使用。 

本網站依無障礙網頁設計原則而建置，分別依網頁佈局方向來設置便捷鍵，並

且該便捷鍵均可超連結至此頁完成方便瀏覽本網站的主要功能。 

本網站的便捷鍵（Access Key，也稱為快速鍵）設定如下： 

一、 Alt+U：上方主選單區、廣告輪播 banner。 

二、 Alt+C：中間主要內容區，此區塊呈現各網頁的網頁內容。 

三、 Alt+B：下方頁尾區，此區域呈現聯絡方式、更新時間以隱私權政策等

連結。 

三、 Alt+R：首頁右方資訊區，此區域呈現社群相關資訊等連結。 

 

網站導覽 

1. 布告欄 

 

1-1. 最新消息 

1-2. 新聞發布 

1-3. 相關法規 

1-4. 友站連結 

1-5. 下載專區 

http://www.landscaping.ntpc.gov.tw/ch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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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報名 

 

3. 本處簡介 

 

3-1. 業務簡介 

3-2. 組織架構 

3-3. 聯絡我們 

4. 綠化成果 

 

5. 直營苗圃 

 

5-1. 苗圃介紹 

5-2. 苗木配撥 

5-3. 花木回收平台 

6. 社區綠美化及可食地景 

 

6-1. 可食地圖 

6-2. 民眾參與 

6-3. 講座課程 

6-4. 輔導及補助 

6-5. 推廣資訊 

7. 賞花資訊 

 

7-1. 市樹市花 

7-2. 新北櫻花季 

7-3. 新北茶花季 

7-4. 賞花賞螢快報 

8. 新北公園 

 

8-1. 公園一覽表 

8-2. 公園遊蹤 

8-3. 設施維護 

9. 樹保專區 

 

9-1. 啄木鳥護樹計畫 

9-2. 珍貴樹木 

9-3. 大樹之家 

9-4. 樹木來電 50 

10. 互動廣場 

 

10-1. 活動花絮 

10-2. 影音專區 

10-3. 電子報訂閱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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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可食地景～Fun 食樂活團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dible.newtaipei/about/ 

 

表 2-7 新北可食地景～Fun 食樂活團 

 
臉書社團說明: 

從住家的陽台、大樓的屋頂、到社區的空地，運用可以吃的植物妝點，已經成

為都市居民最新流行的健康運動！透過社區的參與、共同創造新氣象的生活環

境！ 為鼓勵社區參與都市農耕運動，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聘請專業團隊，協助社

區規劃兼顧景觀及生態友善的「可食地景」。邀請對都市農耕有興趣的里辦公

處、立案社區組織一起來改變我們的城市。 社團為開放社團。 

臉書社團類型: 

社群鄰里 

 

臉書社團設定: 

開放社團 

 

臉書社團成員: 

1,648 位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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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北可食地景種子師資交流圈 網址 : 

http://www.landscaping.ntpc.gov.tw/cht/index.php 

表 2-8 新北可食地景種子師資交流圈 

 
臉書社團說明: 

提供參加『新北市可食地景種子師資培訓』學員相互交流的園地 

新北市農業局可食地景網站 

http://www.agriculture.ntpc.gov.tw/website/food/cht/index.php 

新北可食地景推廣社區輔導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dible.newtaipei/ 

都市農耕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51321448229543/ 

臉書社團類型: 

專案 

 

臉書社團設定: 

不開放社團 

 

臉書社團成員: 

41 位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http://www.landscaping.ntpc.gov.tw/cht/index.php
http://www.agriculture.ntpc.gov.tw/website/food/cht/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51321448229543/


 

28 

 

 

 

7. 打造特色綠寶石 共創生態可食地景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topgogreen/ 

表 2-9 新北可食地景種子師資交流圈 

 
臉書粉絲團說明: 

緣起 對社區關懷  

發揚互助精神 

共創美好 

達成協會. 社區. 規劃師 

三贏局面  

永保地球資源! 

還給下一代子孫有個 

乾淨美麗的地球!! 

 

專業資訊: 

成立時間 2015 年 10 月 

粉絲人數: 

90 人 

推廣概念 活動推廣 相關新聞 植物介紹 地圖 電子書(報) 

✔   ✔   

 

    將以上七相關網站與社群相互比較，將會研究出該如何準確抓住推廣之重點

製成電子書與 Qlik Sense，並結合社群媒體相互配合，才能到達推廣「可食地景」

的最大效益，製作 GIS 方便查詢，找出如何做出社群行銷上面的差異化。 

 

 

第參章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專題是以網路行銷「可食地景」為主要目的，因此網站配合社群媒體去推

廣此概念，必須要蒐集「可食地景」相關文獻，並且分析如何使網站與社群媒體

能相輔相乘，達到宣傳最佳效果。利用問卷去宣導並且蒐集民眾對於「可食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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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進行分析後找出此研究之優勢與劣勢。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專題之研究流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流程圖 

 

我們將先收集與此研究相關的資料，製作問卷發放給民眾填寫，分析並且統

整資料，將可用資料整理成方便民眾查詢閱讀的社群文章、Qlik Sense 和 ArcGIS,

達到網路推廣的最佳化，並且在致理屋頂農場上做主動推播的 Beacon 讓民眾可以

在屋頂利用平板，就能有主動式的屋頂介紹資訊，最後再將此研究製成電子書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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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了解板橋地區居民對與"可食地景"的了解度與參與度，因此設計此問卷。

首先問卷會針對受訪者的人口變因，再者深度了解受訪者對於"可食地景"的了解

度與參與度深入詢問，共有 226 份問卷回覆可作為分析參考。 

(問卷網址 :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一、人口分析 

(1)性別:男性比例為 32.3%，女性比例為 67.7%，受訪者女性比例較高。 

 

 
圖 3-2、性別分析圓餅圖   

 

 

(2)年齡: 

16~25歲 102位 

26~35歲  21位 

36~45歲  22位 

46~55歲  31位 

56~65歲  26位 

66歲以上 10位 

 

(3)地區 

 

是否為板橋區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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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地區分析圓餅圖 

 

板橋區各里分布 

第一區 

 

 
圖 3-4、板橋區第一區圓餅圖 

 

 

第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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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板橋區第二區圓餅圖 

 

 

 

 

 

 

第三區 

 

 

     
圖 3-6、板橋區第三區圓餅圖 

 

 

第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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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板橋區第四區圓餅圖 

 

第五區 

 

 
圖 3-8   板橋區第五區圓餅圖 

 

他縣市 

 

新北市   19% 

台北市 24.5% 

其他   56.5% 

 

(4)教育程度 

 
圖 3-9、教育程度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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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 

 
 

 
圖 3-10、職業分佈圓餅圖 

 

(6)收入 

 

 
圖 3-11、收入圓餅圖 

 

二、可食地景了解度 

(1)請問您在填答本份問卷之前，是否曾聽說過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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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您過去是否曾有過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圖 3-12、對可食地景了解程度 

 

(3)想請教您有關您過去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137 則回應) 

 
圖 3-13、有無種植可食地景相關經驗 

(4)請問您過去種植的經驗裡，平均會間隔多久時間來關注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137 則回應) 

   
圖 3-14、相關經驗之分析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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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您過去曾在那裡種植過農作物？(複選)(137 則回應) 

  

 
圖 3-15、相關經驗之分析圖（二） 

(6)請問您是否贊成在城市地區，自己種植可食用農作物具備以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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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種植區域之分析 

 

三、可食地景參與度 

(1)是否願意接到有關可食地景-城市農耕方面的資訊? 

 
圖 3-17、可食作物欲具備功效分析 

 

(2)您是否願意參加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相關活動？ 

 
圖 3-18、可食地景參與度分析圖（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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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是否想在自家社區、陽台、屋頂或窗台等地建造可食地景？ 

 
圖 3-19、可食地景參與度分析圖（二） 

 

(4)您不想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原因？(複選) 

 
圖 3-20、可食地景參與度分析圖（三） 

 

第三節 SWOT 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們進行 SWOT分析，藉以明瞭本研究之優勢所產生之機會，以

及因為劣勢所可能產生之威脅。如表 3-1。 
 

 

表 3-1、可食地景研究之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活化屋頂空間，提供社區夥伴參與

的公共空間。 

 種植新鮮與安全的食物，降低食用

健康危害。 

 促進優質環境及社會福利。 

 都市農業技術研究、參考文獻資源

不足。 

 政府部門預算經費分散，無法資源

集中，有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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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的支持，如內政部、經濟

部及環保署都有相關推動計畫。 

機會 威脅 

 安全蔬果食物品質需求之不斷增

長。 

 發展社區及休閒農業的無限潛力。 

 藉由物業管理，使舊式大樓生機重

現。 

 缺乏都市農業相關的研究數據。 

 氣候變遷及空氣污染問題之衝擊。 
 

 

由上表分析可知，就台灣都市農業發展而言，可食地景的相關推動，在當今

社會脈動上已成為必然之趨勢。 

然面對民眾對安全農業觀念的缺乏，及相關資訊的不足，加上政策的推動裹

足不前，都是無法快速蔚為風潮之原因。如何引進國外大城市之綠屋頂經驗，與整

合農業與都市發展相關部門之業務工作，已成為主政者的施政重點。 

 

 



 

40 

 

 

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這章節將分析如何推廣可食地景的研究結，與分析其它網站行銷以議題為主

要推廣的成功案例， 並且加以討論。 

 

第一節 可食地景現況分析 

 
根據前述章節，我們從研究結果或數據加以討論分析，以題目可食地景為主

軸去分析現況環境、探討成功案例、優勢的推廣並思考未來的發展趨勢，有效的

統整資訊、了解其背後更深層之意義。 

 

一、可食地景現況與區隔分析 

 

這十幾年來，國外藝術家都推動在都市中種菜。不僅可以觸發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也可以達成節能減碳的理念。在人際疏離的都市生活推動可食地景，成為

一種打造都市社區桃花源的新途徑。柯文哲市長也高舉田「田園都市」政策的開

展，現在各個校園推動小田園計畫，也在規劃把公園綠地改造成市民的體驗農園。

但現在令人擔心的是現在都市農耕選定的場域並非既有的農業區土地，卻是在原

本面積就不足的公園綠地或是校地有限的都市校園。而以前這些綠地比較多是觀

賞性的花草樹木，如果改成宜人卻生態不宜的地景，人們喜愛的蔬果作物如同與

野生動植物爭奪綠地，城市生物多樣性的可能性將再度被推向更遙不可及的遠方。 

 

二、推廣新概念成功的案件分析 

 

近幾年來推動可食地景屋頂綠化已逐漸形成國際趨勢，在臺灣也有不少成功

案例，新北市等地區也都有新建築規劃綠化屋頂之相關規定的產生。透過資料統

計可看出，位於新北市的新莊國民運動中心是目前臺灣最大的綠色屋頂，一方面

提供民眾多元休閒的環境，更能有效的達到建築物隔熱作用；另外，位於台北市

農會頂樓也是一處可食地景的新典範，不僅種有綠色植栽更可見到屋頂農場裡種

有小黃瓜、白菜、青江菜、蔥等各式各樣蔬菜，連結了都市與自然，活化不起眼

的閒置空間，更將可食地景理念有效傳達，讓民眾親身體驗、吃出健康，了解有

機種植對維持環境永續的重要性，來改變人們對於食物珍貴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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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食地景推廣優勢分析 

 

根據資料結果分析，我們能夠了解可食地景的推廣優勢有哪些，像是活化屋

頂空間，可以提供社區夥伴參與的公共空間，就不用擔心沒空地也能善用屋頂空

曠的空間順加促進社區夥伴的凝聚力，並且能夠種植新鮮且安全的食物，降低食

用健康的危害，現今食安問題眾多，城市農耕能自耕自己，為自己和家人的食安

問題把關，減少食安問題，還能促進優質環境及社會福利，不僅種植可食用的植

物也可種植可觀賞的植物，讓社區或者屋頂更添一筆色彩達成美綠化的概念，至

於社區福利能夠把所種的新鮮食材提供給老人共餐，讓他們能夠吃個開心也吃的

安心，目前可食地景也受到許多政府部門的支持與推廣，如內政部、經濟部及環

保署都有相關推動計畫，根據以上的優勢，可食地景能夠推廣的更加遠播。 

 

二、 可食地景未來發展的趨勢分析 

 

藉由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可食地景的未來發展相當可觀，當今的環保意識

抬頭，食安問題眾多，更多人關心全球暖化的議題，我們都渴望能夠改善這一切，

因此在未來可食地景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會比現在更加積極推廣和執行此

概念，且會有更多的人理解可食地景這個觀念，並且願意一起來參與，更可貴的

是，對每一位參與可食地景的種植者而言，在身心靈上具有著療癒的功效，種植、

照顧、收成讓人充滿喜悅，一方面能夠改善人們對地球的傷害，漸漸還給地球一

個健康的身體，另一方面也能讓自己的身心靈得到療癒，城市農耕的力量雖不大，

但相信慢慢累積能夠有很大的改變和效應產生。 
 

第二節 新概念推廣分析 

 
  可食地景此新概念之推廣，將分析「領養代替購買」此新概念的推廣成功網

站「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來作為分析對象。 

 

一、「領養代替購買」網路行銷現況分析 

 

魏淑惠、石振國(2017)指出，此政策的行銷管道中，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是

網路行銷，但最能引起民眾共鳴的是辦理現場認養活動;促銷活動除了有實質活動

外，名人偶像代言也有聚集人潮效果。雖然說現場認養活動能引起的共鳴比較大，

但是舉辦一場認養活動是需要經費的，所以也無法經常性地去舉辦。但是運用網

路平台去推廣「領養代替購買」，一方面可以讓欲領養人先了解浪浪在哪個區域；

另一方面可以將成本降至最低，效能提到最高。 

 

二、「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網路行銷策略分析 

 

（一）影音行銷 

近幾年來，社群影音平台慢慢崛起，以至於許多廠商利用影片來行銷相關理

念或產品。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這個平台他也利用自己拍微電影的方式來宣傳“領

養代替購買”的概念。並且網路知名插畫家-狗與鹿合作拍出宣導影片，藉此讓更多

人知道動物認領養的網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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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內外部連結 

此網站將許多的外部連結整合、歸納。讓認領養的民眾獲得更多的資訊以及

相關資源。（例如：首頁＞相關網站＞動物保護資訊網） 

 

（三）友善的網路環境 

現代的人都喜歡看圖片、不喜歡花時間閱讀文字。所以這個平台利用這個特

點，將待認領養的動物們以圖片與少數文字來顯示，如果有興趣可以點擊進去觀

看該動物更詳盡的資料。若是對某一物種、地區、性別等有興趣，也可以利用快

速查詢找到相關的資訊。 

 

三、「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自有網站分析 

 

該網站依照「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原則設計，遵循無障礙網站設計之規範

提供網頁導盲磚、網站導覽、鍵盤快速鍵等設計方式。 

 

（一）動物認領養 

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動物的領養分成貓類、狗類跟其他類動物，用區域、體型、

年紀、毛色和性別的分類去做選擇。 

 

（二）合法寵物業者 

動物保護資訊網 

透過該平台設立的合法業者查詢專區，可確保自己所認購的寵物是否合法。 

 

（三）公立收容所 

點擊縣市即可馬上查閱該地區的公立收容所，且標示官方網站、地址、聯絡方式、

交通方式、開放參觀的日期與時段以及領養的注意事項。如圖 4-1 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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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收容所查詢圖 

資料來源：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平台 

 

四、「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資料統整分析 

 

領養代替購買寵物是政府近年為了解決流浪動物問題所採行的主要政策，其

目地是「為流浪動物找一個新家」，以降低收容所中流浪動物的數量，讓收容所的

品質更穩定。並可達到便民、提昇施政滿意度、提昇我國國際形象、 宣揚動物保

護之理念、節省公共預算....等功效。 

 

為了讓民眾更容易接觸到收容動物的認養訊息，農委會整合了全國各縣市的

動物認領養資訊，於 103 年 3 月 6 日正式啟用 「 全國推廣動物認領養平台 」 

( 網址： http://animal-adoption.coa.gov.tw ) ，該會指出，希望網路認領養平台可

以增加收容動物的能見度，進而提升認養率及降低人道處理率。農委會表示，動

物保護工作要靠每一位民眾的幫忙才能順利推動。 

 

（一） 民眾可跨區尋找適合動物 提高收容動物被認養機會 

  農委會(畜牧處)表示，民眾認養動物時考慮因素多元，透過「全國推廣動物認

領養平台」，可依體型、毛色、年齡及性別等項目進行搜尋，便利民眾快速查詢想

要領養的動物類型。此外，過去各地方政府僅公告各轄區內的收容動物訊息，經

過認領養平台整合後，民眾不管身在何處，皆可透過平台查詢全國各地待領養動

物。 

 

（二）民眾認領養動物前務必自我評估，確認自己適合飼養動物與否 

  農委會指出，認領養平台也提供民眾動物認領養前的自我評估，其包含 10 個

認領養動物前應先考慮的問題，並依據填答結果判斷是否適合飼養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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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領養代替購買之 SWOT 分析 

 

表 4-1 “領養代替購買”之 SWOT 分析表 

 

● 民間團體積極推廣流浪動物對

於社會之影響 

● 領養一隻寵物比購買還要便宜 

● 領養一隻寵物，可以讓他們免

於安樂死 

● 民眾缺乏動物保護相關知識 

● 民眾沒有能力飼養寵物 

● 民眾對於品種、名犬等迷思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 政府提供領養補助 

● 政府推廣教育宣導逐漸增加 

● 大眾對於流浪動物的關心 

● 民間團體經常舉辦認養活動，

藉此讓民眾了解浪浪的問題 

● 寵物店仍然販售繁殖場出來的

寵物 

● 領養之後可能因為不符民眾期

望而被二度棄養 

 

 

由上表得知，「領養代替購買」已經是一項勢在必行的概念。 

 

第三節 可食地景行銷活動 
 

【社群媒體行銷】 

 

一、粉絲專頁抽獎活動 

此網路行銷活動希望增加粉絲專頁曝光度與粉絲人數進而有效推廣可食地景理

念。 

 

目標客群：致理科技大學-可食地景粉絲群 

行銷手法：粉絲藉由貼文按讚留言分享、使用「特效框」拍照上傳等操作  ，取得

抽獎機會。使用「直播」功能現場公開抽出得獎者，獎品分別有訂製之可食地景

記事本、資料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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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可食地景抽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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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抽獎獎品筆記本 

 

 

 
圖 4-4 抽獎獎品 L 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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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特效框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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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參加抽獎者之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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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直播抽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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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直播抽獎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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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臉書抽獎文案及留言 

 

【舉行活動行銷】 

 

此專題行銷以臉書與 LINE 為主要舉辦行銷活動的手法。 

 

一、可食地景相關課程活動 

藉由授課的方式讓學生到屋頂進行實作課程、了解可食地景之好處，將學生

們所熟知的電子商務概念、行銷策略理論與農業領域做實務上的結合，並邀

請學生們進入社群與里民們相互交流實作後心得或是技術上的提問。 

 

目標客群：結盟單位里民、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希望透過結合學習種植相關知識課程，宣傳「可食地景」粉絲專

頁、社群及 Line 群組，即時傳達可食地景之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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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活課程-樂活農業課程(10/26) 

 

 
圖 4-10 課程中講師認真授課 

 

 
 

圖 4-11 同學們拿著幼苗準備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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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摩活動-長官指導(10/25) 

新北市葉副市長、農業局綠美化環境景觀處長官蒞臨本校指導，協助屋頂農

場建致更加蓬勃。 

 

目標客群：政府相關單位代表、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校方主辦單位與貴賓之實地踏查、經驗交流指導與建議分享，吸

取可食地景專業知識。 

 
圖 4-12 相關單位長官蒞臨指導 

 
圖 4-13 介紹屋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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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幕活動-結盟啟動儀式(11/23) 

106 年民眾參與式屋頂農場結盟示範計畫「結盟啟動儀式暨成果分享座談

會」，與受邀單位及合作夥伴第一次合作交流，宣達可食地景理念、擴大推廣

都市農耕實際操作。 

 

目標客群：政府相關單位代表、結盟區里代表、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配合致理科技大學多設系新進購的「導播系統」進行活動現場直

播，有如新聞ＳＮＧ現場連線的概念，與環保署、環保局合作辦理，邀請共

二十個結盟單位一同參與活動。 

 
圖 4-14 致理科技大學校長與兩里里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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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座談會後到屋頂農場交流 

 

一、  觀摩活動-農耕小組會議(12/28) 

校方主辦單位與計畫配合之農耕諮詢委員實地探勘，探討現況所遇之問題解

決方案，促使屋頂農場持續完整。 

 

目標客群：農耕諮詢委員、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邀請到十位農耕諮詢委員們前來屋頂農場，共同研討校方老師們

給予的建議以及相互分享、學習成長。 



 

57 

 

 
圖 4-16 農耕諮詢委員以及致理志工合影 

 

 
圖 4-17 農耕諮詢委員與致理志工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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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致理創設學院頒發感謝狀 

 

四、成果發表展(3/26-3/31) 

五天中藉由成果展的呈現，向各方長官來賓具體展示期間內之成果，與計畫

中其他專題組別共同達到宣傳效果，交流各種指導和建議，進而更有效率推

廣可食地景理念。 

 

目標客群：各單位受邀來賓、國中小數位學伴、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於展區陳列相關文創品及虛擬互動裝置、電子書呈現與詳細解說，

透過抽獎活動增加粉絲專頁及社團曝光度；於綠色基地配合 Beacon 導覽工具

使用，讓參觀者快速接收相對區域植物資訊，經由有趣的互動裝置提高參展

者對於主要理念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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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各單位長官合影留念 

 

 
圖 4-20 展覽中專題成員介紹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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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專題成員擔任解說員出席成果發表會 

 

 
圖 4-22 數位大小學伴到展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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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大小學伴使用 VR 技術 

 

 
圖 4-24 各方長官到屋頂農場參觀 

 

一、  結合社團之社區服務(5/5) 

配合致理科技大學資訊服務社之社區服務課程，帶著尚未與本計畫結盟之社

區里民參觀屋頂農場，擴展曝光率，使屋頂農場的參觀對象不限於結盟單位，

展示本組設計的 Beacon 應用操作，更有效傳達可食地景等環保理念。 

 

目標客群：受服務之區里民眾、資訊服務社成員 

行銷手法：社團設計臉書操作課程，以致理科技大學-可食地景「特效框」為

例，教學使用步驟配合宣傳屋頂農場，將所拍攝照片發布貼文至社團「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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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致理種菜」，增加成員線上互動頻率，更提高可食地景之觸及率。 

 

 
圖 4-25 社團幹部帶民眾上屋頂介紹 

 

 
圖 4-26 民眾自由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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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摩活動-長官指導(5/7)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主任、農業局綠美化環境景觀處課長、北科大教

授、建築師蒞臨本校指導，很榮幸有機會能分享屋頂農場整體成果心血結晶，

包含 Beacon、電子書等，並持續宣傳可食地景理念。 

 

目標客群：政府相關單位代表、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展示屋頂農場在半年期間的種植收穫以及最新耕種器具，使用

Beacon 作為導覽工具，閱聽可食地景之總成果電子書。 

 

 
圖 4-27 由創設學院帶領副局長之相關長官參觀綠色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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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創設學院說明太陽能燈 

 
圖 4-29 專題成員說明 Beacon 推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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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民參與綠色屋頂活動 

致理屋頂農場與板橋區的幸福里與建國里合作，以 Line 作為推廣及雙方交流

媒介 。與兩里合作，邀請里民志工們一起參加種植活動，形成只要有時間就

抽空到屋頂農場照顧植物的新氣象。 

 

目標客群：結盟單位、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藉由 Line 文章訊息邀請里長及里民們擔任志工，在致理科技大學

一同參加屋頂種植活動。 

 

（一）種植活動-屋頂種植整理活動(12/29) 

 
圖 4-30 里民們細心地將幼苗插入土裏 

 

 

 
圖 4-31 幸福里的里民幫忙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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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春活動-幸福開春農耕(3/5-3/6) 

 

 
圖 4-32 里民們熱心幫忙種植幼苗 

 

 
圖 4-33 里民們幫忙分配土壤區域以方便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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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里民們在水耕種植區種植空心菜 

三、可食地景與銀髮族 

種得快樂、吃得健康！待結盟兩里或致理科技大學師生共同栽種農作物成熟

後，將收成蔬菜果實提供給當地老人共餐做使用。屋頂農場之擺設多為銀髮

族設計，也提供能聚會野餐用之自然環境場所。 

目標客群：板橋區居民、致理科技大學師生 

行銷手法：利用臉書文章、多媒體素材與 Line 群組相互配合進而宣傳綠色屋

頂農場。 

 

（一）銀髮活動 

 

1.初次幸福里老人共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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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屋頂農場志工團隊與幸福里里長、里民合影 

 

 
圖 4-36 志工老師團隊與里民們一起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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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負責烹飪老人共餐菜色的里民 

2.農場幸福野餐趣(3/9) 

 
圖 4-38 里長帶領著里民到屋頂農場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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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里長熱心的向里民們介紹花草茶的內容物 

 

 
圖 4-40 志工老師將花草茶倒給里民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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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次建國里老人共餐(4/25) 

 
圖 4-41 志工老師向建國里的里民們介紹屋頂農場 

 

 
 

圖 4-42 里民正在夾取喜歡的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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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次幸福里老人共餐(5/2) 

 

 
圖 4-43  當日參加老人共餐的成員開心合影 

 

 
圖 4-44 里民們挑選自己喜愛的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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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次建國里老人共餐(5/23) 

 

 
圖 4-45   里民們正在等候老人共餐的餐點 

 

 
圖 4-46 志工老師與建國里里長、里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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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志工老師與建國里里長、里民拿著蒜頭合影 

 

 

第伍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專題推廣城市農耕之概念，利用網路行銷模式達到宣傳效果，希望能推廣

此概念，讓大眾能了解可食地景帶來的效益， 並且重視永續發展。針對銀髮族我

們選擇 LINE 此社群媒體來達到宣傳效果，希望藉由宣傳讓銀髮族一同參與城市農

耕，一同在城市種植獲得心靈的安寧，自然相結合的健康生活，與社區民眾一同

互動，返老還童，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 

 

 

第一節 預期推廣效益 

 

一、對於糧食危機 

  在台灣糧食的問題不斷增加，並且越來越嚴重，而研究發現面對台灣這些糧

食問題，城市農耕將會是解決辦法之一。 

 (一)糧食短缺 

  面對現今地球暖化與城市化，糧食供缺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並且預估糧食價

格會不斷上升，富有的人或國家將會有足夠能力去進貨糧食，但貧窮的國家將會

糧食缺乏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城市農耕能減緩此現況。 

 

(二)糧食安全 

  現今社會，因一些黑心工廠或農夫，為了達到最佳效益，而生產黑心食品或

過度噴灑農藥於農作物，導致台灣民眾食下肚的食品不天然還會危害身體，而在

城市自己親手種植可食植物，既健康又安心。 

 

二、對於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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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農耕對於種植的民眾或一般食用的民眾，皆有很大的效益。 

(一)種植的民眾 

  在城市種植可食植物，可以讓民眾，享受大自然的樂趣，對於身心靈有極大

的益處，從專題舉辦的活動中，我們能發現居民們的凝聚力更強大，並且擁有歸

屬感與成就感。 

 

(二)食用的民眾 

 健康無噴灑農藥的城市農耕，不僅可以食用到天然無害的蔬果，還可以享受到

可食地景的綠化與美化。 

 

第二節 未來展望 

 

可食地景此概念不僅只推廣於新北市，更要推廣全台，甚至全球，必須讓大

家都了解可食地景的效益，它將會帶給全世界新的觀念與希望，解決都市化與全

球暖化導致的問題。 

網路行銷是此世紀最有效的推廣方法，因為不限於時間、地點與語言的限制，

能有效的達到宣傳。可食地景的議題在網路上可以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並且可

以清楚地呈現可食地景相關概念，讓民眾可以清楚明瞭，使用社群媒體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可食地景的好處，讓大家能一同共享綠化的城市，讓地球之母有喘

息的餘地。 

人類不斷殘害這地球，使地球逐漸反噬人類，人類該還給地球它該有的健康

與美麗，城市農耕的力量雖不大，但如果全世界皆能響應城市農耕，一點一滴地

實踐，它將會茁壯成為對地球的良劑，願未來城市化也能伴隨著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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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畢業專題 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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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執行計畫表】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組   員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資三 C 10410310 戴梓羽 

資三 C 10410313 張立莛 

資三 C 10410314 謝晨薇 

資三 C 10410370 謝宜真 

資三 C 10410372 江若瑄 

資三 C 10410373 陳舒嫻 

資三 C 10410374 廖文琦 

選定合

作單位 

名稱 致理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 

負責人 陳瑛琪老師 聯絡人 陳瑛琪老師 

電話 (02)2257-6167 電話 (02)6621-8865 

地址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313號 

業務描述 

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團隊，目前正在執行教育部「共構共享平衡

生態圈」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並與新北市農業局景觀處、環保局

及板橋區里民共同協力建置屋頂農場，此專題將推廣致理科技大學的屋

頂農場，並在網路推廣”可食地景”之概念。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專題資訊系統功能描述 

1.架設臉書與 LINE 群組推廣可食地景 

2.架設網頁以宣導可食地景為基礎概念 

3.利用 GIS統整可食地景相關地理位置 

4.利用電子書呈現可食地景之推廣成果 

指導老師 

簽名 
            日期 年月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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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分配表】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日 

 

電子書文案-植物 謝宜真 

廖文琦 

電子書文案-可食地景 戴梓羽 

謝晨薇 

張立莛 

電子書-圖片 戴梓羽 

謝宜真 

陳舒嫻 

電子書製作 陳舒嫻 

專題資料蒐集-城市農耕 謝宜真 

陳舒嫻 

廖文琦 

電子書文案-諮詢委員資料 戴梓羽 

謝晨薇 

江若瑄 

專題資料蒐集-銀髮族 戴梓羽 

謝晨薇 

張立莛 

專題文獻蒐集-GIS 戴梓羽 

謝晨薇 

專題文獻蒐集-電子書 張立莛 

謝宜真 

專題文獻蒐集-Qlik Sense 陳舒嫻 

廖文琦 

專題資料蒐集-板橋區 江若瑄 

Beacon編碼 戴梓羽 

謝晨薇 

謝宜真 

Beacon測試 戴梓羽 

謝晨薇 

謝宜真 

ArcGis資料蒐集-圖片網址 戴梓羽 

張立莛 

謝晨薇 

謝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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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舒嫻 

廖文琦 

ArcGIS資料蒐集-地圖資訊 戴梓羽 

張立莛 

謝晨薇 

謝宜真 

陳舒嫻 

廖文琦 

ArcGIS製作 陳舒嫻 

臉書粉專經營 戴梓羽 

張立莛 

謝晨薇 

謝宜真 

陳舒嫻 

江若瑄 

廖文琦 

臉書社團經營 戴梓羽 

謝晨薇 

謝宜真 

陳舒嫻 

江若瑄 

廖文琦 

臉書特效框製作 戴梓羽 

謝宜真 

廖文琦 

臉書活動實體宣傳 戴梓羽 

謝晨薇 

展覽活動顧展 戴梓羽 

謝晨薇 

謝宜真 

陳舒嫻 

江若瑄 

廖文琦 

LINE群組經營 戴梓羽 

張立莛 

謝晨薇 

謝宜真 

陳舒嫻 

江若瑄 

廖文琦 

問卷設計 陳舒嫻 

問卷發放 戴梓羽 

謝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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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宜真 

廖文琦 

Qlik Sense資訊蒐集 戴梓羽 

謝宜真 

陳舒嫻 

Qlik Sense製作 陳舒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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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T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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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清單】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 月 1日 

ARCGIS Online 

 

QLIK SENSE Cloud 

 

FACEBOOK 151.0版本 

 

LINE 7.17.0 版本 

 

GOGOFINDER Online 

 

Android Studio 3.0.1版本 

 

Version 3.0.1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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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計畫表】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日 

「可食地景-城市農耕」問卷調查 

問卷網址 :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團隊，目前正在執行教育部「共構共享平衡生態圈」

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並與新北市農業局景觀處、環保局及板橋區里民共同協力建

置屋頂農場，為了解都會市民對「可食地景-城市農耕」的想法，進行本調查。 

 

「可食地景」是在城市種植既可以吃又兼具景觀效益的植物，即用設計生態園林的方式

去設計農園，使農地不單只有食用的作用，還可達到美觀及永續利用的效益。 

 

感謝您接受本調查，您的寶貴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您所填答的意見，僅供本次研究整

體分析使用，絕不會將您的意見個別顯現出來，請您放心填答。 

 

整份問卷的填答，是採用勾選的方式，請您在您認為適當的選項前面的○(單選)或□(複

選) 打”V”，或是在劃線空白處填上適當的答案。 

 

                                                                   致理科技

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團隊敬上 

 

 

請問您居住於板橋哪一里?*  (圖片來源 : 板橋區公所)  

○ 第一區 

 

 

        第一區 （共 23里） 

 

◻黃石里 ◻香雅里 ◻香社里 

◻金華里 

◻赤松里 

◻自立里 

◻自強里 

◻社後里 

◻留侯里 

◻湳興里 

◻港德里 

◻港尾里 

◻流芳里 ◻民權里 

◻民安里 

◻新興里 

◻新生里 

◻挹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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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里 

◻國光里 

◻光華里 

◻光榮里 

◻中正里 

 

 

 

 

○第二區 

 

 

       第二區 （共 38里） 

 

◻龍翠里 ◻青翠里 ◻陽明里 ◻華翠里 ◻華江里 ◻莒光里 

◻聯翠里 ◻純翠里 ◻福翠里 ◻百壽里 ◻漢生里 ◻滿翠里 

◻溪頭里 ◻江翠里 ◻柏翠里 ◻松翠里 ◻松柏里 ◻朝陽里 

◻明翠里 ◻新翠里 ◻新海里 ◻新民里 ◻新埔里 ◻文聖里 

◻文翠里 ◻文德里 ◻文化里 ◻懷翠里 ◻忠誠里 ◻忠翠里 

◻德翠里 ◻幸福里 ◻嵐翠里 ◻宏翠里 ◻吉翠里 ◻公館里 

◻介壽里 ◻仁翠里     

 

○第三區 

 

                                                

                             第三區(共 27 里) 

◻莊敬里 ◻香丘里 ◻雙玉里 ◻長安里 ◻長壽里 ◻西安里 

◻正泰里 ◻東安里 ◻東丘里 ◻埤墘里 ◻富貴里 ◻居仁里 

◻九如里 ◻光仁里 ◻埔墘里 ◻福壽里 ◻福丘里 ◻玉光里 

◻港嘴里 ◻深丘里 ◻光復里 ◻海山里 ◻永安里 ◻民生里 

◻廣新里 ◻振義里 ◻振興里    

 

○第四區 

 

 

第四區 （共 21里） 

 

◻重慶里◻華東里◻華興里 

◻華福里 

◻後埔里 

◻華德里◻鄉雲里 

◻華貴里◻福祿里 

◻福星里 

◻福德里  

◻民族里  

◻景星里 

◻廣福里 

◻廣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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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里 

◻國泰里  

◻和平里 

◻信義里 

◻仁愛里 

◻五權里 

 

○第五區 

第五區 （共 17里） 

◻龍安里 

◻華中里 

◻聚安里 

◻福安里 ◻溪福里 

◻溪洲里 

◻溪北里 ◻浮洲里 

◻歡園里 

◻成和里 

◻復興里 

◻崑崙里 

◻大觀里 

◻大安里 

◻堂春里 

◻僑中里 

◻中山里 

 

 

 

○非板橋區  新北市哪一區? 

 

 

新北市 

 

◻萬里區 ◻金山區 ◻汐止區 ◻深坑區 ◻石碇區 ◻瑞芳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新店區 ◻坪林區 ◻烏來區 

◻永和區 ◻中和區 ◻林口區 ◻土城區 ◻三峽區 ◻樹林區 

◻鶯歌區 ◻三重區 ◻新莊區 ◻泰山區 ◻蘆洲區 ◻五股區 

◻八里區 ◻淡水區 ◻三芝區 ◻石門區   

 

○非板橋區  台北市哪一區? 

 

 

台北市 

 

◻大安區 ◻士林區 ◻文山區 ◻內湖區 ◻北投區 ◻中山區 

◻信義區 ◻松山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大同區 ◻南港區 

 

    

○非板橋區  其他縣市__________市/縣 



 

89 

 

                  （請填入您居住的城市名稱） 

 

 

 

 

 

首先，想請教您有關您過去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一、 請問您過去是否曾有過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1. 有         ○2. 沒有 

 （如選擇 “1. 有”，請繼續填答，否則請跳至第五題開始填答） 

 

二. 請問您第一次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時間距離現在多久？  

      ○1. 不到半年   ○2. 不到 1年        ○3. 1-2年     

       ○4. 超過 3年以上      ○5. 忘記了 

 

三. 請問您過去種植的經驗裡，平均會間隔多久時間來關注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1.每天       ○2. 每周 5-6次       ○3.每周 3-4次        ○4.每周 1-2

次  

 ○5.每月 2-3次       ○6. 每月 1次          ○7.每年 10-11次     ○8.每年

8-9次 

 ○9.每年 6-7次       ○10.每年 4-5次      ○11.每年 2-3次       ○12.每年 1

次 

 ○13.每年不到 1 次 ○13.幾年 1次         ○14.不一定 

 

四. 請問您過去曾在那裡種植過農作物？(複選) 

 □1.社區園圃  □2.家中花園 □4.家中陽台 □5.家中窗台  □5.家中露  

 □6.屋頂    □7.學校用地  □8.公司用地 □9.公用空間  □10.河堤 

 □11.自租農地 □12.其他                                          

接着，想請教您對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想法 

五、請問您是否贊成在城市地區，自己種植可食用農作物具備以下的功效？。  

   

非常贊成  

 

 

贊成  

 

 

普通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 社區民眾共同種植蔬果，可以增加社區互動及向心力 ○ ○ ○ ○ ○ 

2. 吃自己以無農藥的方式種植的蔬果，可以放心食用，使家人吃得更健康 ○

 ○ ○ ○ ○ 

3. 自家屋頂或外牆種植攀緣性作物，形成天然遮陽傘，可降低室內溫度，達成節能

減碳之效 ○ ○ ○ ○ ○ 

4. 可以親自體驗耕耘、播種、栽培及收穫，可享田園農耕樂趣 ○ ○ ○ ○

 ○ 

5. 可以改善城市生活的緊張、舒解來自生活的壓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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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以改善工業化對城市所帶來衛生、污染、環保、生態等問題 ○ ○ ○

 ○ ○ 

7. 可以提高區域整體生物多樣性，有助於維持、重建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 ○

 ○ ○ ○ ○ 

8. 可以利用雨水回收、廚餘、落葉及園林廢物堆肥農耕，降低廢物問題，減緩堆填

區的壓力 ○ ○ ○ ○ ○ 

9. 提高農業在地生產量，以增加城市糧食自給率，降低運輸過程的碳排放量 ○

 ○ ○ ○ ○ 

10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為城市創造友善與宜居的環境，才可能實現生態永續發展環境

 ○ ○ ○ ○ ○ 

 

六. 請問您在填答本份問卷之前，是否曾聽說過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資訊？ 

  ○1.是    ○2.否 

 

七.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到有關可食地景-城市農耕方面的資訊?  

○1.是    ○2.否  

 

八. 請問如有機會，您是否願意參加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相關活動？ 

 ○1.是    ○2.否  

 

九. 請問如有機會，您是否想在自家社區、陽台、屋頂或窗台等地建造可食地景？ 

○1.是    ○2.否  

  （如選擇 “2. 否”，請繼續填答，否則請跳至第十一題開始填答） 

 

十. 請問您不想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原因？(複選) 

      □1.沒有時間     □2.沒有興趣    □3.沒有空間     □3.沒有同伴 

  □4.不知如何種菜  

     □5.其他                     

最後，請教您有關您的個人資料 

十一.您的性別 * 

○1.  男  ○2. 女 

 

十二.您的年齡 （請填答數字）_______   

 

十三. 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正在就讀的）？ 

1. 未受教育     2. 小學     3. 初中/國中    4. 高中/高職/中專 

5. 專科         6. 大學     7. 碩士       8. 博士或以上 

 

十四.您目前所從事行業？ 

 ○1. 農業    ○2. 林業    ○ 3. 漁業 ○ 4. 牧業 ○ 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6. 製造業 ○7. 水電燃氣業       ○8. 營造業   ○9. 批發零售業   

 ○10. 住宿及餐飲業  ○11.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2. 金融及保險業 

 ○13. 不動產及租賃業   ○1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教育服務業    ○16. 醫療保健     ○17. 社會福利服務   

 ○18. 文化業者   ○ 19. 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20. 其他服務業         ○21. 

公共行政業  ○22. 家管      ○23. 學生      ○ 24. 退休 

○ 25.正在找工作／待業／失業     

○ 2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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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您家庭每月總收入大約多少？ 

 ○1. 無收入                     ○2.少於 1萬元       

○3. 1 萬元及以上，不到 2萬元   ○ 4. 2 萬元及以上，不到 3萬元 

○5. 3 萬元及以上，不到 4萬元    ○6. 4 萬元及以上，不到 5萬元 

○7. 5 萬元及以上，（請以萬元為單位填答大致數字）_______  _                      

  

十六. 如果未來計畫中，有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課程，您會願意接收到相關資

訊，請留下您的連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的訪問到此全部結束，再次感謝您填答本問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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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紀錄表】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107 年 12月 1日 

一、人口分析 

(1)性別:男性比例為 32.3%，女性比例為 67.7%，受訪者女性比例較高。 

 

   
 

 

(2)年齡: 

16~25歲 102位 

26~35歲  21位 

36~45歲  22位 

46~55歲  31位 

56~65歲  26位 

66歲以上 10位 

(3)地區 

 

是否為板橋區 

 
 

板橋區各里分布 

第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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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區 

 

 
 

第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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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區 

 

 
 

第五區 

 

 
 

他縣市 

  

  



 

95 

 

 
 

(4)教育程度 

 
 

(5)職業 

 
 

 
 

(6)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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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食地景了解度 

(1)請問您在填答本份問卷之前，是否曾聽說過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資

訊？ 

 
(2)請問您過去是否曾有過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3)想請教您有關您過去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137 則回應) 



 

97 

 

 
 

(4)請問您過去種植的經驗裡，平均會間隔多久時間來關注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137 則回應) 

   
 

(5)請問您過去曾在那裡種植過農作物？(複選)(137 則回應) 

  

 
(6)請問您是否贊成在城市地區，自己種植可食用農作物具備以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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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食地景參與度 

(1)是否願意接到有關可食地景-城市農耕方面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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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是否願意參加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相關活動？ 

 
 

(3)您是否想在自家社區、陽台、屋頂或窗台等地建造可食地景？ 

 
 

(4)您不想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原因？(複選) 



 

100 

 

 

 
  

 

 

 

 

 

 

 

 

 

 

 

 

 

 

 

 

 

 

 

 

 

 

 

 

 

 

 



 

101 

 

【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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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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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104 

 

【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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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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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 

專題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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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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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109 

 

【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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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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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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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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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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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2017 年 12月 14日 

 
 

 

 
【資料詞彙】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食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網頁內容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規格/格式 範例 

A 詳細資訊 Button ImageButton,Text  

B 增加 Button ImageButton,Text  

C 編輯 Button ImageButton,Text  

D 底圖 Button ImageButton,Text  

E 分析 Button ImageButt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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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儲存 Button ImageButton,Text  

G 分享 Button ImageButton,Text  

H 列印 Button ImageButton,Text  

I 方向 Button ImageButton,Text  

J 測量 Button ImageButton,Text  

K 書籤 Button ImageButton,Text  
 

                

 

【資料詞彙】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電子書資料詞彙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規格/格式 範例 

A 書本基本設定 Button ImageButton,Text  

B 書本頁面管理 Button ImageButton,Text  

C 新增/上傳多頁 Button ImageButton,Text  

D 新增單一頁面 Button ImageButton,Text  

E epub內容編輯 Button ImageButton,Text  

F 批次修改頁面 Button ImageButton,Text  

G 批次排序頁面 Button ImageButton,Text  

H 多媒體素材管理 Button ImageButt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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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張立莛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5日 

 

FB系統登入 

 
 

活動流程 

1.使用者點選「系統登入」 

2.系統顯示輸入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點選登入 

3.系統確認帳號、密碼是否正確 

4.正確則登入成功 

5.錯誤則返回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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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張立莛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5日 

 

FB發佈貼文 

 
 

活動流程 

1.使用者點選「登入」輸入帳號、密碼 

2.輸入貼文內容 

3.點選「發佈」 

4.系統上傳完成，若沒發佈成功，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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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5日 

 

GIS系統搜尋 

 

 

 

 

活動流程 

1.使用者依照不同層面來搜尋 

2.如果資料存在，將顯示相關內容 

3.可再次搜尋或結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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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廖文琦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5日 

 

Beacon感測資訊 

 

活動流程 

1. 開啟平板螢幕 

2. 開啟 TpcuGd8 APP  

3. 連接 Wife並且開啟藍芽 

4. 確認是否有連接上 Beacon 

5. 收到 Beacon資訊區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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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5日 

 

Qlik Sense 

 
 

活動流程 

1.使用者點選「登入」 

2.系統顯示輸入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點選登入 

3.系統確認帳號、密碼是否正確 

4.正確則登入成功 

5.錯誤則返回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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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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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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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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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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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陳舒嫻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類別圖】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10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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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Beacon 

畫面編號 1 畫面名稱 Beacon app開啟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開啟平板或手機等行動裝置 

(2)開啟系統「藍芽」 

(3)點擊 app（”TpcuGd8”） 

(4)即進入起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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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Beacon 

畫面編號 2 畫面名稱 Beacon 配對資訊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走入 beacon 訊號範圍 

(2)接收通知，顯示當區域名稱 

(3)下拉式通知欄可詳見多項 

(4)點選通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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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Beacon 

畫面編號 3 畫面名稱 Beacon 植區介紹網頁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進入區域之種植類別介紹網頁 

(2)點選任一植物 

(3)進入詳細介紹內頁 

(4 (4)點擊「基本資料」、「用途」、「生長特性」資訊頁，了解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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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號 1 畫面名稱 致理電子書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進入致理電子書 

(2)點選創新設計學院 

(3)選擇綠色基地-致理屋頂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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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號 2 畫面名稱 綠色基地-致理屋頂農場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進入綠色基地-致理屋頂農場頁面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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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

號 
3 畫面名稱 可食目錄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A-L各有不同功能 

A.分享  D.文字閱讀  G.縮圖列表  J.音樂開/關  

B.諮詢  E.跨頁      H.換頁列    K.搜尋 

C.列印  F.單頁      I. 播放     L.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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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號 4 畫面名稱 致理屋頂農場介紹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自此頁能夠更加了解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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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號 5 畫面名稱 綠色基地-致理屋頂農場 GIS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掃描 QR CODE即可進入 GIS獲得詳細屋頂農場植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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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電子書 

畫面編號 6 畫面名稱 新北城市農耕 GIS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掃描 QR CODE即可進入 GIS獲得詳細新北城市農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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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1 畫面名稱 樂齡食代-介面分布圖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進入 ArcGIS 網站 

(2)內容:1.新北市樂活友善共餐點 2.新北市銀髮俱樂部 

(3)圖例 

(3)右上角可尋找地點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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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2 畫面名稱 樂齡食代-地點查詢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圖例即會顯示該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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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3 畫面名稱 綠色基地-介面分布圖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進入 ArcGIS 網站 

(2)圖例:原生植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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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4 畫面名稱 綠色基地-原生植物查詢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圖例即會顯示該原生植物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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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5 畫面名稱 新北城市農耕-介面分布圖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1)進入 ArcGIS 網站 

(2)內容:1.新北市市民農園 2.新北市有機農場 

(3)圖例 

(3)右上角可尋找地點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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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江若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ArcGIS 

畫面編號 6 畫面名稱 新北城市農耕-耕地查詢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圖例即會顯示該農耕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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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相關計畫】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月 4月 30日 

針對 Beacon 管理者於測試期間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1.由於屋頂農場的地面面積等同於建築物面積，所以空間並不是很大，將屋頂農場的 

   六個區域各設置一個 beacon會有訊號互斥的情況發生。 
 

   解決方法:管理者實際去測量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距離，並將各個 beacon調整為適合

此    
   區域範圍的訊號大小。 
 

 

 

 

【測試相關計畫】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戴梓羽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月 4月 30日 

針對 Beacon 使用者所提出使用相關問題及功能建議 
 
1.關於是否可以不需使用管理者所提供的「開發者」裝置，即可用自己的手機或平板  
   收到 beacon 主動推播的通知的部分，我們會採納這項建議，未來若有機會，會提

供 
   給使用者做使用。 
 
2.關於植物的成長期以及農場植物種類更新的速度太快，少部分的植物未能及時在網   
   站裡看到相關資訊，這部份我們將會與網站協作者做進一步的討論，如何達到資訊 
   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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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晨薇、張立莛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社群媒體-臉書 
粉絲專頁 - 致理科技大學-可食地景 
一、發文方式 
在臉書貼文中，固定每天分享以下分類項目： 

 
(一)農場生態近況 

 
(二)每日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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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植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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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生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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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可食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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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樂活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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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康好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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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保好片 

 
(九)環保好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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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環保好相報 



 

150 

 

 
(十一)可食好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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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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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老人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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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貴賓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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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貼文分析 
(一)初期 
屋頂農場建置中，尚未讓屋頂及粉絲頁曝光。加上發文頻率不定，因此觸及人數偏低，

粉絲頁首篇貼文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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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 10月 15日第一次實作後，大家開始對粉絲專頁按讚、留言、分享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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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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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內容融入屋頂自然生態與相關課程，增添趣味性，更成功提高觸及人數，也吸引更

多老師、同學和里民到屋頂農場上參觀。如下圖： 

 



 

161 

 

 
 
藉由手機介面操作步驟，教學如何使用「搶先看」，留住對可食地景有興趣之粉絲，觸

及率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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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期 
固定一日一篇發文頻率，不定期舉辦活動。搭配與「可食地景」相關之自然環境主題，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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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組員創意，取材多樣性，不僅曝光率穩定成長，里民也開始在貼文之下留言，更拉

近彼此線上互動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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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社團 - 大家來致理種菜 

 
一、發文方式 
成員隨意在社團發文互動或者提問 

 
(一)成員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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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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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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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貼文分析 
(一)初期 
第一次實作後，大家入續加入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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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 
組員開始上傳活動花絮照，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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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期 
成員們也開始發文分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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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熱絡後，成員與組員間也開始有互動留言回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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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廖文琦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社群媒體-LINE 

ㄧ、發文 

在 Line群組中，固定一、三、五、日分享以下分類項目： 

(一)環保議題 

 
(二)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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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屋頂動植物相關的詩 

 
(四)農場或植物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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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日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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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片、影片分享 

 1.健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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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食地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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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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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組分析 

(一)第一次實作課程後，里民志工們陸陸續續加入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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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工們開始上傳活動花絮照，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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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熱絡後，群組裡的志工們也會互相分享樓頂上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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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 Line群組，將群組內的志工導流到臉書粉絲專頁以及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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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志工們互動，他們也會認真回覆，表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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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謝宜真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Beacon-致理綠色屋頂農場 

 

利用 Beacon主動推播的特性，將屋頂上的可食地景之資訊以主動式去通知參訪

者所到達的區域。 

 

一、利用相關程式將資料寫入裝置 

（一）先用手機下載 Estimote 程式 

 
 

（二）打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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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擊右下 Configuration 登入並搜尋周圍 Be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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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擊欲設定之 Be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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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 Beacon 的 Major碼及 Minor碼記下備用 

 

（六）用電腦下載 Android Studio後開啟，並將先前的 Major及 Minor碼輸入

MainActivity以及 MyApplication 程式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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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屋頂分成六個區域並將資訊寫入 Beacon 

         

        1.香草區 

 
       2.爬藤誘蝶區

 
 

       3.薄層種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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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生植物區

 
 

      5.瓜果綠廊區 

 
        6.花廊教室 

 
 

 

（八）設定好相關資訊，插入 Android系統之裝置並按下右上角工具列的綠色

三角形進行寫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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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Qlik Sense 

將為何要以可食地景此議題作為專題網路行銷的緣由，製成 Qlik Sense，方便

民眾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去了解，為何要去推廣可食地景。 

圖表-台灣排碳概況 

 
-亞洲排碳排名 

 
 

-台灣排碳趨勢 

 
-各洲排碳評比 

 
-台灣各部門排碳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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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ArcGIS 

我們將可食地景與銀髮族地理資訊相關的相開放資料，使用 ArcGIS製成地理資

訊系統，方便民眾點擊即可得到相關地理資訊，共有三個地圖: 

一、樂齡食代 網址: https://arcg.is/1m5i4a 

結合新北市銀髮族相關的開放資料，讓銀髮族可以方便找尋到老人共餐的地理

位置，同時也鼓勵銀髮族踏出戶外多參與銀髮族的活動。 

 
 

(一)新北市里長資訊: 

新北市個里的里長地理資訊，方便銀髮族方便查詢里長資訊，並鼓勵銀髮族多

參加里上的活動。

 
(二)新北市樂活友善共餐點: 

銀髮族能方便找尋老人共餐的地理位置。

https://arcg.is/1m5i4a


 

207 

 

 
(三)新北市銀髮俱樂部: 

能輕鬆查閱家附近的銀髮俱樂部，鼓勵銀髮族一同凝聚交流。 

 
(四)新北市老人福利機構: 

銀髮族有需求時，提供銀髮族查詢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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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基地-屋頂農場 網址: https://arcg.is/iHX8i 

使用 GIS將致理科技大學綠色基地上面擁有 27種原生植物的分布地標示出來，

並且點擊，即可看見植物介紹與簡介，另外還有介紹屋頂農場的詳細說明，

可方便讓有興趣的民眾們點擊得知資訊。 

 
二、綠色基地-屋頂農場: 

綠色基地-屋頂農場:介紹致理屋頂建置理念，點擊圖片即可連至[綠色基地-屋

頂農場]的首頁，做進一步了解。 

 
(一)原生植物 

介紹綠色基地-屋頂農場裡的 27 種原生植物。

https://arcg.is/iHX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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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城市農耕 網址: https://arcg.is/nqiey 

將新北市民農園與新北市友善農耕製成 GIS，方便民眾去查閱附近的農場，提供

民眾體驗種植的場地或是讓民眾方便找到健康無農藥的新鮮蔬果。 

https://arcg.is/nqi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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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民農園 : 

新北市中的市民農園，提供民眾體驗種植的場地。

 
(二)新北市有機農場: 

新北市的友善環境農場，提供民眾健康無農藥的新鮮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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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人 陳舒嫻 

專題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填寫日期 2018 年 5月 27日 

電子書 

結合此專題的成果、可食地景的資訊與致理綠色基地-屋頂農場從建立至今的紀錄製成

的電子書，能讓有興趣的讀者翻閱，[可食地景]的其中一個理念就是提倡環保，而電子

書是實踐環保的一種方式。 

● 網址: http://ebook.chihlee.edu.tw/book/content.php?id=99 

● 翻閱人數: 2,815 

 
3.目錄 

 
 

 

 

http://ebook.chihlee.edu.tw/book/content.php?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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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

題

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

議 

編

號 

M1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 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

論 

主

題 

1.如何宣傳可食地景之相關理念 

2.問卷的題目設計與發放的受眾 

3.GIS 製作方向及相關資料收集 

會議 

時間 

2017 年 10月 6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

室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無 無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建立社群媒體 

2.問卷設計 

3.開放資料收集 

1.社群媒體經營方法 

2.問卷題目更改 

3.開放可食地景資料收集 

陳舒嫻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如何宣傳可食地景之相關理念 

2.問卷的題目設計與發放的受眾 

3.GIS製作方向及相關資料收集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從現代人最常用的社群平台及通訊軟體去著手，所以決議創建臉書粉絲專

頁、臉書社團以及 Line群組。 

 

2.問卷將以對可食地景之理念暸解的多寡、是否有在家種植的習慣等等去了

解目前人民對該理念的熟識程度。 

 

 

3.於資料開放平台收集有舉辦老人供餐的單位、機構等等的相關聯絡人資

料、地址、電話、經度緯度，並建置一個圖層關於該資料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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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

會議 

召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2017年 10月 6日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預    

定 

討論

主題 

1.問卷設計狀況 

2.社群經營模式 

指導

老師 

意    

見 

 

 

 

【會議記錄】 

專

題

名

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

議 

編

號 

M2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

論 

主

題 

1.社群網站行銷策略 

2.文案撰寫方向 

3.農場相關人員資料收集 
 

會議 

時間 

2018 年 10月 19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

室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建立社群媒體 

2.問卷設計 

3.開放資料收集 

1.社群已開始經營 

2.問卷設計完畢，需在測試修改 

3.相關資料不足需再收集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粉專經營 

2.整理農場相關人員資料 

1.撰寫粉專經營策略 

2.維持每日粉絲團皆有新文 

3.整理農場相關人員資料 

陳舒嫻 

本 

次 

會 

議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粉絲專頁及社團的行銷方式與策略 

2.文案主題撰寫及分類方式 

3.整理有關屋頂農場相關的專業委員、專業人士及老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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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首先我們先將粉絲專頁以及社團做區隔以及定位。粉絲專頁的部分我們將

以組員作為管理者，為管理者主動發文並推廣理念，且隨時更新屋頂的最新

動態；在社團的部份希望以互動的模式，每一位成員都可以發文，除了屋頂

農場的相關資訊，或是有關可食地景、自家種植等等的資訊，讓社團成為一

個資訊交流、互相學習成長的地方。 

 

2.粉絲專頁的經營方式將會以每日至少一則貼文，至多則無上限的方式來撰

寫文案。一個禮拜七天，一天一種主題傳達不一樣的資訊，但都會與屋頂農

場息息相關。 

 

3.將與這些相關人士聯絡，並且詢問是否同意提供相關連絡資料與照片。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

會議 

召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2017 年 11月 09日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

室 

預    

定 

討論

主題 

1.如何用電子書呈現成果 

2.Line群組經營方式 

3.粉絲專頁開工 

指導

老師 

意    

見 

 

 

【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議 

編號 
M3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論 

主題 

1.粉絲專頁工作分配方式 

2.電子書如何進行 

3.Line群組相關作法 

會議 

時間 

2017年 11月 09日 

會議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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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社群媒體經營 

2.整理農場相關人員資料 

1.撰寫粉專經營策略 

2.維持每日粉絲團皆有新文 

3.整理農場相關人員資料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成立 Line 群組 

2.電子書架構 

1.當週小組長進行文案分工 

2.開始製作電子書 

3.主動發文與里民互動 

陳舒嫻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如何平均分配粉絲專頁文案撰寫工作於每個組員 

2.將製作電子書用於成果展示，有何想法與呈現方式討論 

3.Line群組該如何經營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每個禮拜將以抽籤方式輪流抽取一位小組長來作為文案分工以及發佈文

案的負責人，不只能讓文案每天確實發布，也能讓每個人確實使用粉絲專

頁並且深度暸解。 

 

2.電子書預計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底完成，所以從現在開始將一步步慢

慢製作，持續不斷的更新成果，先從介紹理念為開端，接著介紹屋頂農場

相關分配與植物種類。 

 

3.由於里民志工們較為含蓄，我們將主動發文來製造話題，希望里民志工

們能夠漸漸的熱絡起來，未來能夠主動丟出話題來與群組其他成員進行互

動。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

議 

召

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2018年 01月 17日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預    

定 

討論主

題 

1.GIS 進行狀況 

2.電子書進行狀況 

3.臉書社群經營 

指導老

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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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議 

編號 
M4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論 

主題 

1.GIS的進度 

2.電子書的進度 

3.臉書社團問題討論 

會議 

時間 

2018 年 01月 17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

室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 指派當週小組長 

2.電子書製作 

3.社群經營 

1.小組長開始分工 

2.電子書製作中 

3.持續與里民互動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電子書植物種類新增完成 

2.計畫舉辦抽獎活動 

3.初步了解 beacon 

1.繼續蒐集空地資料 

2.購買廣告增加觸擊人

數 

3.主動開話題使社群熱

絡 

陳舒嫻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GIS進度如何？電子書進度如何？臉書經營如何？ 

2.將會把 Beacon 加入到屋頂農場，有何想法？如何設置位置？ 

3.臉書社團毫無動靜該如何改善？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GIS目前正在製作有關新北市有機農場的資料搜集與圖層製作，之後將

繼續整理新北市空地相關資料；電子書目前已完成到植物種類的部分，將

持續製作與更新；臉書經營目前按讚人數已經飽和，需要舉辦抽獎活動以

及購買廣告來投放給指定的受眾，使粉絲專頁增加觸及人數。 

 

2.由於小組成員皆無對 android studio 熟識且深入的成員，我們將進行研

究，並且詢問廠商相關問題。對於 beacon 的擺放位置，經過測量與檢視，

我們將在屋頂農場的六個區域各放置一個專屬 beacon。 

 

3.臉書社團原先預期志工里民主動發文討論話題，但經過這段時間毫無奏

效，我們覺得以組員先做為主要開話題者，並且熱烈討論與回覆，讓志工

里民們習慣此形式，並且一起加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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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

議 

召

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2018.4.17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

室 

預    

定 

討論主

題 

Qlik sense 相關討論 

粉絲讚數的維持 

指導老

師 

意    

見 

 

 

【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議 

編號 
M5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 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論 

主題 

1.Qlik sense 呈現方向 

2. 如何維持粉專讚數 

會議 

時間 

2018年 4月 17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製作 Qlik sense 

2.架設 beacon 

3.抽獎活動 

1.開始製作 Qlike sense 

2.beacon 架設完畢 

3.抽獎活動計畫中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以 Qlik sense 呈現報表 維持粉專的讚數 陳舒嫻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Qlik sense 主要方向及呈現內容 

2.專題發表日子就快到了，有何方法來維持粉專的讚數 

3.臉書社團的成效還是不太好，該如何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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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Qlik sense 將會用來說明全球暖化與趨勢的角度，要推廣可食地景之動

機，深入說明。 

 

2.在 6/11之前大約有五十天，我們將安排三次推廣活動來維持粉絲專頁的

讚數。第一種，辦抽獎活動來吸引人數（此活動將進行兩次）；第二種，在

校園做推廣，有按讚將可獲得屋頂農場限量酷卡一份。 

 

3.本組成員有兩位在學校服務性社團擔任幹部，將於 5/5號社區服務之活

動，將利用服務課程之內容，藉此推廣可食地景與屋頂農場，並帶他們參

觀屋頂農場，且加入社團並且討論相關性話題來炒熱氣氛。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

議 

召

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2018年 5月 14日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預    

定 

討論主

題 

1.整理目前進度 

2.臉書社團發文模式是否調整 

指導老

師 

意    

見 

 

 

【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議 

編號 
M6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 老師 紀錄者 戴梓羽 

討論 

主題 
最後統整階段 

會議 

時間 

2018年 5月 14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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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 11 1.Qlik sense 說明全球暖化

趨勢 

2.維持專頁穩定讚數 

1.完成 Qlik sense說明 

2.逐漸穩定讚數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beacon影片之拍攝 
1.調整張貼粉專文章的模式 

2.拍攝影片 
陳舒嫻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

議 

召

集

人 

 紀錄者 無 

時間 2017 年 10月 19日 

地點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預    

定 

討論主

題 

 

1.問卷設計狀況 

2.社群經營模式 

指導老

師 

意    

見 

 

 

【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可食地景-樂齡時代 

會議 

編號 
M7 

召集人 

兼主席 

陳瑛琪 

老師 

紀錄

者 
戴梓羽 

討論 

主題 

1.專題發表注意事項 

 2.Qlik sense內容討論 

會議 

時間 

2018年 5月

30日 

會議 

地點 

創新設計學

院辦公室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GIS已完成，電子書只剩最後成果更新 

2.臉書社團發文模式需做調整 

3.beacon需拍攝介紹影片用於專題成果發

表當天 

1.電子書成果已更新 

2. 已照老師建議去執行 

3.影片以拍攝完成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新增更多的成果及相關照片 
完成專題報告書與上台報

告 PPT 
陳舒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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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會 

議 

內 

容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專題報告書指導老師檢閱及相關問題提出 

2.專題發表會當天報告用的簡報製作與注意事項 

3.Qlik sense 相關內容討論及問題提出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決議： 

1.在專題報告書第四章第三節的部分，我們將再新增更多的成果及相關活

動照片，讓我們的報告書內容更加豐富。 

 

2.由於專題發表會當天報告時間只有十分鐘，我們的東西非常多，需要將

最主要的內容呈現出來，內容呈現及時間分配皆需謹慎安排。 

 

3.目前所找的數據資料並不是很完善，呈現方式也較顯平凡，將繼續蒐集

這部分會使用到的相關數據資料，使其更加完整。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

議 

召集

人 
 紀錄者  

時間 無 

地點 無 

預    

定 

討論主

題 

無 

指導老

師 

意    

見 

 

 

 

 

 



 

222 

 

附錄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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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地景-城市農耕」問卷調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團隊，目前正在執行教育部「共構共享平衡生

態圈」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並與新北市農業局景觀處、環保局及板橋區里

民共同協力建置屋頂農場，為了解都會市民對「可食地景-城市農耕」的想法，

進行本調查。 

 

「可食地景」是在城市種植既可以吃又兼具景觀效益的植物，即用設計生態園林

的方式去設計農園，使農地不單只有食用的作用，還可達到美觀及永續利用的效

益。 

 

感謝您接受本調查，您的寶貴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您所填答的意見，僅供本次

研究整體分析使用，絕不會將您的意見個別顯現出來，請您放心填答。 

 

整份問卷的填答，是採用勾選的方式，請您在您認為適當的選項前面的○(單選)

或□(複選) 打”V”，或是在劃線空白處填上適當的答案。 

 

                                                                   致

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團隊敬上 

 

 

請問您居住於板橋哪一里?*  (圖片來源 : 板橋區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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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區 

 

 

        第一區 （共 23里） 
 

◻黃石里 ◻香雅里 ◻香社里 ◻金華里 ◻赤松里 ◻自立里 

◻自強里 ◻社後里 ◻留侯里 ◻湳興里 ◻港德里 ◻港尾里 

◻流芳里 ◻民權里 ◻民安里 ◻新興里 ◻新生里 ◻挹秀里 

◻建國里 ◻國光里 ◻光華里 ◻光榮里 ◻中正里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9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9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8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3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8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6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20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21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2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8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05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23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6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4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5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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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區 

 

 

       第二區 （共 38里） 
 

◻龍翠里 ◻青翠里 ◻陽明里 ◻華翠里 ◻華江里 ◻莒光里 

◻聯翠里 ◻純翠里 ◻福翠里 ◻百壽里 ◻漢生里 ◻滿翠里 

◻溪頭里 ◻江翠里 ◻柏翠里 ◻松翠里 ◻松柏里 ◻朝陽里 

◻明翠里 ◻新翠里 ◻新海里 ◻新民里 ◻新埔里 ◻文聖里 

◻文翠里 ◻文德里 ◻文化里 ◻懷翠里 ◻忠誠里 ◻忠翠里 

◻德翠里 ◻幸福里 ◻嵐翠里 ◻宏翠里 ◻吉翠里 ◻公館里 

◻介壽里 ◻仁翠里     

 

○第三區 

 

                                                

                             第三區(共 27里) 

◻莊敬里 ◻香丘里 ◻雙玉里 ◻長安里 ◻長壽里 ◻西安里 

◻正泰里 ◻東安里 ◻東丘里 ◻埤墘里 ◻富貴里 ◻居仁里 

◻九如里 ◻光仁里 ◻埔墘里 ◻福壽里 ◻福丘里 ◻玉光里 

◻港嘴里 ◻深丘里 ◻光復里 ◻海山里 ◻永安里 ◻民生里 

◻廣新里 ◻振義里 ◻振興里    

 

○第四區 

 

 

第四區 （共 21里） 
 

◻重慶里 ◻鄉雲里 ◻華貴里 ◻華興里 ◻華福里 ◻華東里 

◻華德里 ◻福祿里 ◻福星里 ◻福德里 ◻民族里 ◻景星里 

◻後埔里 ◻廣福里 ◻廣德里 ◻大豐里 ◻國泰里 ◻和平里 

◻信義里 ◻仁愛里 ◻五權里    

 

 

 

 

○第五區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9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6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5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4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6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89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5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198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9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0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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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區 （共 17里） 
 

◻龍安里 ◻華中里 ◻聚安里 ◻福安里 ◻溪福里 ◻溪洲里 

◻溪北里 ◻浮洲里 ◻歡園里 ◻成和里 ◻復興里 ◻崑崙里 

◻大觀里 ◻大安里 ◻堂春里 ◻僑中里 ◻中山里  

 

 

○非板橋區  新北市哪一區? 

 

 

新北市 
 

◻萬里區 ◻金山區 ◻汐止區 ◻深坑區 ◻石碇區 ◻瑞芳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新店區 ◻坪林區 ◻烏來區 

◻永和區 ◻中和區 ◻林口區 ◻土城區 ◻三峽區 ◻樹林區 

◻鶯歌區 ◻三重區 ◻新莊區 ◻泰山區 ◻蘆洲區 ◻五股區 

◻八里區 ◻淡水區 ◻三芝區 ◻石門區   

 

○非板橋區  台北市哪一區? 

 

 

台北市 
 

◻大安區 ◻士林區 ◻文山區 ◻內湖區 ◻北投區 ◻中山區 

◻信義區 ◻松山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大同區 ◻南港區 

 

    

○非板橋區  其他縣市__________市/縣 

                  （請填入您居住的城市名稱） 

 

 

 

 

 

首先，想請教您有關您過去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一、 請問您過去是否曾有過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經驗?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1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1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0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5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0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4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3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3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8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27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2
http://village.banqiao.ntpc.gov.tw/liabout.php?li_i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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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         ○2. 沒有 

 （如選擇 “1. 有”，請繼續填答，否則請跳至第五題開始填答） 

 

二. 請問您第一次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時間距離現在多久？  

      ○1. 不到半年   ○2. 不到 1年        ○3. 1-2年     

       ○4. 超過 3年以上      ○5. 忘記了 

 

三. 請問您過去種植的經驗裡，平均會間隔多久時間來關注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1.每天       ○2. 每周 5-6次       ○3.每周 3-4次        ○4.每周 1-2

次  

 ○5.每月 2-3次       ○6. 每月 1次          ○7.每年 10-11次     ○8.每

年 8-9次 

 ○9.每年 6-7次       ○10.每年 4-5次      ○11.每年 2-3次       ○12.每

年 1次 

 ○13.每年不到 1次 ○13.幾年 1次         ○14.不一定 

 

四. 請問您過去曾在那裡種植過農作物？(複選) 

 □1.社區園圃  □2.家中花園 □4.家中陽台 □5.家中窗台  □5.家中露  

 □6.屋頂    □7.學校用地  □8.公司用地 □9.公用空間  □10.河堤 

 □11.自租農地 □12.其他                                          

接着，想請教您對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想法 

五、請問您是否贊成在城市地區，自己種植可食用農作物具備以下的功效？。  

   

非

常

贊

成 

 

 

 

贊

成 

 

 

 

普

通 

 

 

不

贊

成 

非

常

不

贊

成 

1. 社區民眾共同種植蔬果，可以增加社區互動及向心力 ○ ○ ○ ○ ○ 

2. 吃自己以無農藥的方式種植的蔬果，可以放心食用，使家人

吃得更健康 

○ ○ ○ ○ ○ 

3. 自家屋頂或外牆種植攀緣性作物，形成天然遮陽傘，可降低

室內溫度，達成節能減碳之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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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親自體驗耕耘、播種、栽培及收穫，可享田園農耕樂趣 ○ ○ ○ ○ ○ 

5. 可以改善城市生活的緊張、舒解來自生活的壓力 ○ ○ ○ ○ ○ 

6. 可以改善工業化對城市所帶來衛生、污染、環保、生態等問

題 

○ ○ ○ ○ ○ 

7. 可以提高區域整體生物多樣性，有助於維持、重建社會生態

的生產地景。 

○ ○ ○ ○ ○ 

8. 可以利用雨水回收、廚餘、落葉及園林廢物堆肥農耕，降低

廢物問題，減緩堆填區的壓力 

○ ○ ○ ○ ○ 

9. 提高農業在地生產量，以增加城市糧食自給率，降低運輸過

程的碳排放量 

○ ○ ○ ○ ○ 

10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為城市創造友善與宜居的環境，才可能實

現生態永續發展環境 

○ ○ ○ ○ ○ 

 

六. 請問您在填答本份問卷之前，是否曾聽說過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資

訊？ 

○1.是    ○2.否 

 

七.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到有關可食地景-城市農耕方面的資訊?  

○1.是    ○2.否  

 

八. 請問如有機會，您是否願意參加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的相關活動？ 

○1.是    ○2.否  

 

九. 請問如有機會，您是否想在自家社區、陽台、屋頂或窗台等地建造可食地景？ 

○1.是    ○2.否  

  （如選擇 “2. 否”，請繼續填答，否則請跳至第十一題開始填答） 

 

十. 請問您不想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的原因？(複選) 

□1.沒有時間     □2.沒有興趣    □3.沒有空間     □3.沒有同伴 

□4.不知如何種菜 □5.其他                     

最後，請教您有關您的個人資料 

十一.您的性別 * 

○1.  男  ○2. 女 

 

十二.您的年齡 （請填答數字）_______   

 



 

229 

 

十三. 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正在就讀的）？ 

1. 未受教育     2. 小學     3. 初中/國中    4. 高中/高職/中專 

5. 專科         6. 大學     7. 碩士       8. 博士或以上 

 

十四.您目前所從事行業？ 

 ○1.農業    ○2.林業    ○ 3.漁業 ○ 4.牧業 ○ 5.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6.製造業 ○7. 水電燃氣業       ○8. 營造業   ○9. 批發零售業   

○10.住宿及餐飲業  ○11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2. 金融及保險業 

○13.不動產及租賃業   ○14.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教育服務業    ○16. 醫療保健     ○17.社會福利服務   

○18.文化業者   ○ 19. 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20.其他服務業      

○21.公共行政業  ○22.家管      ○23.學生      ○ 24.退休 

○25.正在找工作／待業／失業     

○2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 您家庭每月總收入大約多少？ 

○1. 無收入                    ○2.少於 1萬元       

○3. 1萬元及以上，不到 2萬元   ○ 4. 2 萬元及以上，不到 3萬元 

○5. 3萬元及以上，不到 4萬元    ○6. 4 萬元及以上，不到 5萬元 

○7. 5萬元及以上，（請以萬元為單位填答大致數字）_______  _                      

  

十六. 如果未來計畫中，有可食地景或城市農耕等相關課程，您會願意接

收到相關資訊，請留下您的連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的訪問到此全部結束，再次感謝您填答本問巻 

問卷網址 :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https://goo.gl/forms/OKQMn2R6aU0jzX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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