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返客庄－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 
 
經費 
Q1. 計畫的推動可能需要很多合作夥伴，是否可以團體申請？(如我們有 3 位共同夥伴，

是否可以一起申請計畫獲得 300 萬元補助金？) 
A1. 計畫原則為補助「個人 2 年 100 萬元」，但可視每支申請案件內容及審查情況而定。

因此可由不同申請人的專業領域規劃計畫內容，以達成共同目標，但須獨立申請計畫

(相同計畫書內容無法核定 3 次)。每項申請案的審核結果將依最終委員審查決定。 
  
Q2. 經費編列方式應以何者為基準？ 
A2. 經費支出範圍如下： 
可列入經費支出：包含執行計畫所需基本生活代金、顧問諮詢費、企劃費、廣宣費、

交通費、場布費、設備與器材租借費及其他相關執行業務費、活動短期場地租賃、耗

材支出(如：烘焙材料、場地布置之印刷品等)等，均得列入補助項目。 
不可列入經費支出：有關土地取得、辦公家具購置及修繕費、非耗材性設備購置、水

電、設備維護、空間裝潢、數位行銷(如廣告投放)等項目則不得列入。(非耗材性設備

可透過租賃的方式取得，並提供合法單據作為補助核銷依據) 
原則為資本門(硬體)不可申請，經常門(軟體)可申請。 
 
Q3. 申請本計畫是否需自籌款？比例為何？ 
A3. 自籌款並非必要項目，申請者可依自身需求決定是否自籌資金，並於每年度交付

執行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支出明細表時，明確標註自籌款項，移居者如願意投入自有資

源，規劃永續經營模式，吸引企業投資，有助擴大計畫效益。 
  
Q4. 想請問預算編列中所謂的「生活代金」的範圍或定義為何？ 
A4. 「生活代金」是指為協助計畫申請者維持基本生活開銷而提供的補助費用。 
  
Q5. 請問補助經費撥款的時間點為何時？核銷需要廠商提供發票或收據嗎？ 
A5. 2 年計畫期間共分為 4 期撥款，第 1 期款為第 1 年補助總額之 70%(若申請 50 萬則

為第 1 期款 35 萬)，第 2 期為第 1 年補助總額之 30%，第 3 期款為第 2 年補助總額之

70%，第 4期為第 2年補助總額之 30%。第 1期款於計畫核定後撥付，第 2-4期款會由

委員審查，檢核計畫執行情形後進行撥付。申請者需檢附發票或收據覈實支付，以確

保經費使用符合補助規範。 
 
Q6. 生活代金如何提供證明？ 
A6. 生活代金無須提供額外證明，申請者以制式領據格式簽署後，即可向客家委員會

請領。 
 
Q7. 計畫內容涉及產品開發，若包裝由申請人自行設計，是否可以編列設計經費？ 
A7. 計畫可編列設計費，但費用不得由申請者本人支領，需委託第三方執行，並提供

合法單據。 
 



Q8. 若計畫內容包含考察當地文史資料、訪問地方人士，或請老師技術指導，是否屬

於顧問費編列範圍？顧問費是否需要提供收據？ 
A8. 可編列顧問費、訪談費或出席費，相關預算編列需符合政府相關規定標準(如出席

費 2,500 元/次)，並須檢附合法單據。 
 
Q9. 若第一年即順利完成所規劃的各工作項目，但第二年因為突發狀況導致計畫無法

如期執行，第一年已使用的經費是否需退回，退回方式為何？ 
A9. 第一年計畫執行若完成並通過檢核，無須退回已撥付之補助費用。但若年度檢核

時發現第一年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則可能追回已撥付款項。 
 
Q10. 經費若編列 50 萬元，是否就確定會補助 50 萬，還是會有增減？請領方式為何？ 
A10. 補助金額以每年 50 萬元為原則，但最終金額將依現地訪視之審核結果與計畫執

行情況決定。請領方式僅生活代金以領據方式核銷，其餘支出皆須檢附合法單據覈實

支付。 
 
Q11. 兩年補助 100 萬元的費用，是否可以視情況調整每年的金額，例如第一年編列 75
萬元，第二年編列 25 萬元？ 
A11. 每年補助金額為 50 萬元為原則，如單一年度需要有較大筆的經費支出，須由申

請者以自籌款的方式支出。 
 
Q12. 如獲得計畫補助，是否會影響本身與銀行間的借貸關係？ 
A12. 計畫補助不屬於個人債務，不影響銀行貸款或借貸條件。 
 
Q13. 若是 115 年預算被凍結，經費補助是否會受到影響？如有，是否有相對應的措施？ 
A13. 115、116 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視本會政策調整

辦理。 
 
Q14. 計畫補助的經費額度為何? 
A14. 提案計畫之經費由提案者依實際需要編列，經本會核定後，原則將給予每年新臺

幣 50 萬元之補助經費，以 2 年期為限，補助總額以 100 萬元為原則，提案計畫書應以

2 年所需經費規模編列。 
  



地點 
Q1. 居住地點要如何提出證明？是否需要遷戶籍？ 
A1. 本計畫對居住地證明方式不設限，申請者可提供足以證明戶籍地、現居地或移居

地的相關文件，例如房屋租賃契約、戶籍謄本、切結書等，並無強制規定需遷戶籍。 
  
Q2. 是否需要提出工作證明來佐證移居事實？ 
A2. 工作證明非必要項目，但可提供足以證明工作地點的相關文件，如勞保投保證明、

店面租賃契約等，作為審查參考。 
 
Q3. 是否有限制移居是需要移動多少公里數以上才符合移居條件？ 
A3. 移居條件不以移動公里數認定，而是以現居地及移居地是否不同作為判定標準。 
 
Q4. 是否只能移居至 70 個重點發展區才符合條件？ 
A4. 是的，移居地點須為客家委員會所公告的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他地區不

符合條件。 
 
Q5. 一個計畫提案是否可以在多個客庄地區執行？ 
A5. 考量經費分配及個人執行能力，建議先以單一地區為主要推動區域，待計畫產生

具體成果並可穩定運行後，再逐步擴展至其他地區。 
 
Q6. 移居場域若為農村農地無門牌地址，是否可以此場域的土地地號申請？ 
A6. 可以。申請時可檢附土地證明文件，以確認該地點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Q7. 現居地及戶籍地可以為非客庄發展區嗎？ 
A7. 現居地及戶籍地可以為非客庄地區，但移居地必須位於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Q8. 若擔任其他計畫移居者之合作協力夥伴，並與其位於同一場域，但計畫內容不同，

是否可以提出申請？ 
A8. 只要是以個人名義申請，且計畫內容不同，即可提出申請。 
 
Q9. 若現居地非位於戶籍地，移居場域是否可以在戶籍地？ 
A9. 可以。只要現居地與移居地不同，即符合申請條件。若同時於計畫公告前 3 年內

(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Q10. 如移居地點屬於三合院，是否需要承租整個空間作為計畫實施地點？ 
A10. 無須承租整個空間，申請者僅須承租計畫執行所需使用之特定空間即可。 
 
Q11. 若為國外移居至客庄地區，是否符合條件？如符合，是否有規定須為回國幾年內？ 
A11. 認定標準與國內移居相同，只要是移居至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即符合申

請條件，若同時於計畫公告前 3 年內(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證明

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Q12. 若申請人計畫實際執行方式為二地居，平日居住在非客庄地區，假日才回到計畫

實施之客庄地區，請問該如何查核移居事實？ 
A12. 申請階段，現居地與移居地不同，即符合申請條件，若同時於計畫公告前 3 年內

(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計畫執行階

段，將安排委員進行現場訪視，查核計畫執行狀況，若發現申請者因居住地問題導致

計畫推動成效不彰，本會得取消補助資格，並追回已補助經費。 
 
Q13. 配合計畫內容所辦理的推廣活動，需要租借教室或場地，該場地是否需要與計畫

實施地位於同一區域內？ 
A13. 不限定活動辦理的場地租借地點必須與計畫實施地相同，申請者可依計畫需求選

擇合適的場地辦理活動。 
 
Q14. 若計畫內容是與移居地的工作室共同合作，故移居地點填寫該工作室地址，是否

符合資格？ 
A14. 只要該工作室位於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且與申請者的現居地不同，即符

合申請條件。 
 
Q15. 請問移居的定義為何？同一縣市內的跨鄉鎮移動是否符合條件？還是需要在不同

縣市間移動才符合？ 
A15. 只要現居地與移居地的鄉、鎮、市、區不同，且移居地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內，無論是跨縣市或同縣市內跨行政區的移動，皆符合申請資格。 
 
移居定義範例 
現戶籍位於南庄，欲移至竹南 
→可申請計畫，若同時為計畫公告前 3 年內(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

供戶籍及移居地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現戶籍位於南庄，欲待在南庄申請計畫 
→若現居地址非南庄，可申請計畫，若同時為計畫公告前 3年內(即 111年 2月 14日迄

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現居及移居地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若現居地址也為南庄，不可申請計畫。 
 
多年前居住於南庄，現居及戶籍皆位於竹南，欲返回南庄申請計畫 
→因現居地址與移居地址不同，可申請計畫，若同時為計畫公告前 3 年內(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現居及移居地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計畫執行與調整 
Q1. 計畫內容是否有限制主題類別？ 
A1. 本案徵件須知已敘明，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
產業創生、微型工藝、傳統文化藝術保存、文化資產、環境永續等，並能帶動居民公
共意識，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置場域活化、改善區域消費力、吸引創新產業及工
作者、強化社會參與、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共好者等相關計畫，均可提案。 
 
Q2. 計畫推動的目標受眾是否要以客家人為主？ 
A2. 本案徵件須知已敘明，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
產業創生、微型工藝、傳統文化藝術保存、文化資產、環境永續等，並能帶動居民公
共意識，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置場域活化、改善區域消費力、吸引創新產業及工
作者、強化社會參與、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共好者等相關計畫，均可提案。鼓勵跨
族群及目標受眾間的多元合作，以提升計畫的影響力及效益。 
 
Q3. 提案確定獲選後，是否有執行年限限制？ 
A3. 計畫執行期間為 2 年，提案時需敘明整體計畫目標，並規劃各階段的執行項目與
期程。 
 
Q4. 獲得補助後，實際執行沒有照計畫內設定的期程執行(如：進度落後、遇到瓶頸
等)，是否會被中途取消資格？ 
A4. 若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問題，應儘早向本會反映，並提出適當的調整方案，經審
查委員及本會同意後可修正計畫，但須以計畫整體目標及執行期程 2 年期不變為原則。
若進度嚴重落後，經委員查核時才發現且未見改善，本會有權取消補助資格，並追回
相關經費。 
 
Q5. 如果一開始填寫的計畫內容獲得補助後，執行過程中是否有修正與調整的彈性？ 
A5. 有的，計畫執行過程中將安排委員至現場進行訪視，以了解計畫推動情形。若執
行過程中遇到不可抗力、特殊情事、窒礙難行或執行困難等事件須變更計畫執行內容，
申請者可敘明理由依程序向本會提出計畫內容修正申請，但須以計畫整體目標不變為
原則，經本會審查後決定是否調整，且計畫執行期程仍為 2 年期。 
 
Q6. 計畫執行時辦理之相關課程或活動是否必須邀請客委會或商研院出席？ 
A6. 無強制要求，但申請者可視需求邀請本會參與，本會可協助提供計畫曝光機會或
宣傳資源。 
 
Q7. 是否可於計畫確定獲選後才開始籌備？還是需要已經運行中才可以申請計畫？ 
A7. 申請時無須開始執行，但建議有完整的計畫架構與可行性評估，確保計畫能順利
推動。若已有初步運行的計畫，可在提案時補充相關經驗，以提升可行性與說服力。 
 
Q8. 獲選後所提的修正計畫書，是否需要繳交更細項的書面計畫，包含執行業務時會
需要的細節流程？ 
A8. 是的。獲選者須依審查委員之建議修改計畫書內容，補充執行細節與流程，並以
Email 的方式繳交。 



申請條件 
Q1. 申請年齡是否可以放寬到 100 歲？ 
A1. 今年度年齡條件較前 2 屆之年齡限制已從 20-65 歲下修成 18-65 歲之青壯年，未來

是否再放寬年齡限制，本會將再行研議。 
 
Q2. 為何申請計畫時就需要上傳身分證正反面？是否會有資安問題？ 
A2. 因屬政府機關計畫申請，且涉及補助款項，因此須核對個人身分，相關證明文件

皆僅使用於本計畫，且活動網站皆符合相關資訊安全的要求。 
 
Q3. 新住民或外國人持有居留證者，是否可以申請計畫？ 
A3. 依據「本會補助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請人須檢具身分證影

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文件影本，若未取得國籍則不符合申請條件。

未來是否再放寬為具有居留證者亦能申請計畫，本會將再行研議。 
 
Q4. 若目前為在學學生身分，非社會人士，是能申請這個計畫的嗎？ 
A4. 只要符合 18-65歲之年齡條件皆能申請，但在學學生須考量如何兼顧學業與計畫執

行，此部分將列入審查考量。 
 
Q5. 合作協力對象為客家人，但其工作場域不屬於 70 個客家重點發展區域，是否符合

申請條件？ 
A5. 申請者本人須移居至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但合作協力對象則不受區域限制，

申請時可於資料中說明須仰賴該合作對象的專業或資源。 
 
Q6. 本屆計畫不需要通過客語認證，但會在第二年增加規定要通過認證嗎？ 
A6. 目前計畫不以客語認證作為補助條件，但因計畫推動地區涵蓋全臺 70 個客家重點

發展區，建議可提升自身客語溝通能力，以提升計畫推動效益。 
 
Q7. 曾經通過計畫並已執行完成者，是否可以再次申請計畫？ 
A7. 依據「本會補助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作業要點」規定，曾獲補助並完成計畫執

行者，三年內不得再次申請相同計畫。 
 
Q8. 多年前已經深耕於客庄地區的青壯年，是否也可以申請計畫？ 
A8. 可以，只要現居地與移居地不同，即符合申請條件。若同時於計畫公告前 3 年內

(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Q9. 是否需為客家人才能申請計畫？ 
A9. 計畫未限定須具備客家人身分才能申請計畫，只要符合以下條件即可申請： 

1.114 年度年滿 18 歲至 65 歲(即民國 49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青壯

年。 
2.以未獲其他部會類似補助者為優先。 
3.計畫實施地點須位於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並以含行政院地方創生優先推

動地區 25 處為優先。 



Q10. 移居是否有年限的要求？ 
A10. 只要現居地與移居地不同，即符合申請條件。若同時於計畫公告前 3 年內(即 111
年 2 月 14 日迄今)移居客庄且可提供證明文件者，審查較為加分。 
 
Q11.  此計畫青壯年定義為何? 
A11. 114 年度年滿 18 歲至 65 歲者(即民國 49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均

符合本計畫「青壯年」定義。 
  



計畫申請類別及內容 
Q1. 想要資訊與法律跨界整合共同提案，提供客庄地區線上法律服務，不知道是否可
以申請計畫？ 
A1. 本案徵件須知已敘明，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
產業創生、微型工藝、傳統文化藝術保存、文化資產、環境永續等，並能帶動居民公
共意識，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置場域活化、改善區域消費力、吸引創新產業及工
作者、強化社會參與、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共好者等相關計畫，均可提案。但移居
地區需位於 70個客家重點發展區，若地區非位於客庄，僅提供客庄「線上」服務，則
不符合申請資格。 
 
Q2. 若計畫內容主要與客庄當地的環境有關連，但與客家文化無太大相關，是否可以
申請？ 
A2. 本案徵件須知已敘明，提案內容計畫須突顯在地特色，符合客庄地區之農村永續、
產業創生、微型工藝、傳統文化藝術保存、文化資產、環境永續等，並能帶動居民公
共意識，有利於客庄地區廢棄或閒置場域活化、改善區域消費力、吸引創新產業及工
作者、強化社會參與、地方脈絡連結性及地方共好者等相關計畫，均可提案。最終審
查將由委員依據計畫整體影響力與適切性進行綜合性的評估。 
 
Q3. 計畫書申請表單內提到合作協力對象，所指為何？ 
A3. 「合作協力對象」指的是共同推動計畫的夥伴，無論是自己的家人、法人、團體
或其他個人，只要在計畫執行上具備合作關係，都可視為合作協力對象。 
 
Q4. 申請時是否僅需填寫基本資料，不需撰寫企劃內容？ 
A4. 申請資料除填寫基本資料外，尚包含計畫摘要、計畫目標、執行地點整體資源及
現況分析等，須簡要說明計畫推動方向，每項以 500 字簡要說明即可。 
 
Q5. 計畫內容與客家的關係性要有多大的比例？ 
A5. 本計畫的核心目標為移居客庄，建議計畫內容與客庄地區的關聯性越高越好，但
本年度提案類型沒有限制，只要認為計畫可以協助客家文化傳承或推廣客家產業等，
都符合申請條件。 
 
Q6. 是否有哪一種計畫類型是過去較多，或目前看到比較缺少的部分？ 
A6. 過去提案較多文化產業推廣類或客家技藝傳承類，客語傳承類的計畫相對較少。 
 
Q7. 是否可以一個人於不同地區以不同的計畫內容進行提案？合作協力夥伴是否也有
地區限制？ 
A7. 一個人僅能提出一項計畫，不得於不同地區重複提案。合作協力夥伴則不受區域
限制。 
 
Q8. 是否可於客庄地區推動目前已進行中的計畫(原計畫於非客庄地區推動)？ 
A8.申請人須說明該計畫與客庄地區的關聯性及助益，並於基本資料表清楚載明其他
執行計畫內容，計畫的在地適應性與實際影響力將成為委員評估的標準，並須確保各
項補助資金運用符合各部會的規範，以避免重複申請相同用途的補助。 



其他 
Q1. 如申請不同部會的補助，是否會產生衝突？ 
A1. 政府鼓勵計畫申請者靈活運用各部會資源，以提升計畫的推動力與可行性。然而，

申請人須說明計畫與客庄地區的關聯性及助益，並於基本資料表清楚載明其他執行計

畫內容，計畫的在地適應性與實際影響力將成為委員評估的標準，並須確保各項補助

資金運用符合各部會的規範，以避免重複申請相同用途的補助，確保計畫執行的透明

度與合規性。 
 
Q2. 每個重點發展區原則上只補助兩個計畫案，是否可事先公告哪些地區已額滿，以

便調整計畫實施地點？ 
A2.  每區補助二案為原則，但若單一區域有多項優秀提案，仍有機會補助超過兩案，

以鼓勵各界人才能將自身經驗帶回客庄。另為確保公平性，每區補助之案件數將依最

終審查決定，無法事先公開各區申請狀況。 
 
Q3. 是否有活動場地租借、商品寄賣平臺等相關資源可以提供參考或媒合？ 
A3. 目前計畫無提供相關場地或平臺資源。但審查時會考量申請者的資源準備情況，

建議提案時即規劃好所需資源，以提升計畫可行性及審查評分。 
 
Q4. 是否有限制每個客庄地區的錄取數量？若某一行政區域曾有計畫通過補助，是否

會影響後續申請通過的機會？ 
A4. 每區補助二案為原則，但若單一區域有多項優秀提案，仍有機會補助超過兩案，

以鼓勵各界人才能將自身經驗帶回客庄。每個案件為獨立審查，不受其他案件影響，

審查重點仍以計畫內容與執行可行性為主。 
 
Q5. 若選擇 25 處行政院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是否較容易入選？ 
A5. 計畫地點雖為審查參考因素之一，但不會成為決定性加分條件，審查重點仍以計

畫內容對客庄發展的影響力為主。 
 
Q6. 計畫通過後會派人至現場訪視，這部分是採隨機抽查，還是會事先安排訪視時間？

訪視的頻率為何？ 
A6. 每半年會安排委員進行現地審查，並會事先與移居者確認訪視時間。訪視目的為

確認計畫內容有確實執行，並了解是否有執行上的困難，以便提供適當協助。 
 
Q7. 計畫提案者與計畫主持(執行)者是否可為不同人？ 
A7. 不可以，提案者與執行者必須為同一人。計畫通過後，所有撥款對象及權利義務

皆以最初提案者為主。 
 
Q8. 簡報複審除了計畫內容外，是否須針對經費編列進行詳細說明？ 
A8. 審查時經費的編列方式可能成為委員所關注的項目，建議申請者提前準備完整的

經費規劃說明，以利審查時順利回應相關問題。 
 
 



Q9. 國土計畫法實施後，未來可能導致原先的客庄地區被劃分為原住民保留地，是否

會影響計畫申請的資格？ 
A9.若計畫執行時遇到相關變動，建議及早向本會反應，以研議在不影響計畫核心目

標的前提下，是否能進行適當調整。 
 
Q10. 線上報名完成後，是否還需要寄送紙本資料? 
A10. 計畫採無紙化線上申請，須自 114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時至 114 年 3 月 31 日下午

5 時於申請網頁填寫計畫書內容，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無須再寄送紙本計畫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