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城鄉潮間帶《實習招募》 
 

時間：2024 年 1 月起(實際工讀時間可個別議定) 

地點：宜蘭、台北 

條件：協助住宿、微薄津貼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 月 7 日止 

駐地宜蘭的城鄉潮間帶公司每年提供城鄉所及相關領域的同學們實習的機會。我

們歡迎寒、暑假加入常態性工作，也歡迎個案性的參與，並在參與過程中找到興

趣興相符的研究領域，透過實務工作學習習參與式規劃設計實務。 

■報名方式 
1. 有意參加 2024年實習的朋友，請於 2月 7日之前來信至城鄉潮間帶的信箱，

並附上精簡的自我介紹（專業與學習背景、年級、可參與的時間和期程，以

及對這次工讀的期待）。請記得附上您的電話、手機等有效之聯絡方式，我

們將儘快回覆。 

2. 聯絡人：陳冠穎(城鄉潮間帶規劃設計師&獨立書店店長) 

電話：03-9359771   E-mail：urban.intertidal37@gmail.com 

■參與須知 
1. 選擇駐點宜蘭 

• 歡迎全時住在宜蘭，每週五天、常態性工作。我們將協助提供住宿安排。 

• 必要時可配合您的時間許可、調整作時間，但仍需每週至少三天的完整

工作。其中至少有兩個工作天，於週間住在宜蘭。（完整住在宜蘭者、

工作期間較長者優先） 

• 責任制。尊重經驗領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含大桌會議、環境維護

等日常庶務…。 

2. 選擇駐點台北 

• 以台北老屋新用專案為工作主軸，配合專案需求調度工作。 

 

■獎學金 
1. 參與實習者皆我們會依照工作提供相應的零用金。 

2. 表現良好的實習同學我們會提供獎學金。 

tel:03-9359771


■實習內容 

臺中市保育樂活策略區和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 
因應國土計畫轉軌，並改善過去區域計畫體系下鄉村地區缺乏實質規劃的問題，
目前全台灣各鄉鎮地區均陸續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本計畫以台中市和
平區為範圍，進行基本環境調查、空間發展課題指認與對策研擬。和平區為台中
的原住民自治區，原住民族群以泰雅族為主，在地亦包括客、閩等多元族群。本
案將多方面探討原鄉的居住、產業、公共設施、防災等議題。 
 
實習重點：協助參與式規劃工作進行，包含： 

1. 基地調查（部落環境空間調查、GIS 圖資分析）。 
2. 文獻收集整理、訪談與記錄。 
3. 規劃工作坊、機關研商會議、專家學者座談會辦理。 
4. 影像紀錄協力。 
5. 規劃成果展籌備。 

 
宜蘭縣農村產業發展培力計畫 
本計畫預計進行宜蘭縣農產加工品的協力，延續前一年度的操作經驗，深化「農
生意導師」機制，並提供農漁職人們有關食安、農產加工、產品檢驗、銷售、產
品包裝等整合性的輔導與陪伴。 
宜蘭農潮山海直送 FB：https://www.facebook.com/agro.yilan 
 
實習重點：1.宜蘭農產資料分析與蒐集 

2.農漁職人、相關產業人員訪談現場紀錄與彙整 
3.輔導歷程記錄：攝影、錄像、速記、會議紀錄整理…等。 

 

部落訪調工作                          農產品加工輔導 

 

蘭陽老屋新生命 2.0ー老屋再生與創生第三期示範計畫 
蘭陽老屋新生命自 108年從壯圍啟動，透過專業團隊建構平台，連結社區與青年創業，

帶動老屋活化。以壯圍鄉為例，目前已完成了何興雜貨店、新麗蘭理髮院、月英ㄟ土礱

間三棟老屋活化，結合在地社群，提供在地青年創生基地。本年度已完成了第一階段甄



選，預計持續協助三~五棟老屋整修活化工作。 

蘭陽老屋新生命 FB：https://www.facebook.com/yilan.oldhouse 

 

實習重點：1.老屋整修跨領域專業整合 

2.參與辦理老屋活化工作坊及相關活動 

3.老屋故事調查 

4.整修過程全紀錄 
 

臺北市「老屋新用計畫 2.0」 
面對老舊建物問題，臺北市近年採取重建與整建維護雙軌並行方式的都市更新政策。其

中的「老屋新用計畫」，補助閒置老舊建築推動具創意及公共性的空間改造方案，並透過

民眾參與促進鄰里討論地區發展議題，以達到街區活化的目標。 

今年度（113年）計畫有兩大任務：以兩棟公有建物為示範點，與當地社區組織一起發

展具體空間整修及營運方案；以及示範推動徵求老屋與甄選進駐者的執行機制，媒合好

房東與好團隊。歡迎對老屋整修、參與式社區設計、都市更新政策等主題有興趣的夥伴

們加入實習工作。 

老屋新用 FB： https://www.facebook.com/oldhousenewlife 

 

實習重點：1.參與老屋整修作業，包括：基地調查、建物現況整理、空間利用計畫、工

地溝通等。 

2.參與辦理社區老屋活化工作坊，包括：案例蒐集、發掘社區需求、周邊公
共空間規劃構想及串連行動、活動紀錄及成果分享等。 

3.與老屋新用政策相關社群互動，包括：訪談有經營管理經驗人士、公有老

屋可提供服務的弱勢群體、相關領域專家等。 

實習地點：參與本案同學可選擇駐點台北市小辦公室 
 

   老屋修繕實務              老屋工地實務工作坊              社區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