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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8年度市政創新提案表 
 

項目 內容 

提案名稱 

(20 字以內) 

運用本市捷運空間，創造文化與觀光的互動。 

摘要說明 

(約 50 字)  

運用地下化的軌道空間與架高的軌道外牆(隔音牆)，以鑲嵌分鏡的圖

片，將高雄景點串聯成一連續的動畫，促進使用流量與帶動觀光文化。 

提案內容 

(約 6 百～1 千

5 百字，可分

項次、分段落

撰寫；內容若

參考國內、外

案例、書籍文

獻、網站資料

等，應敘明引

用出處。) 

1.問題描述： 

高雄捷運建成並開始營運迄今十年有餘，人次以及搭乘載量漸增

多，顯見本市市民開始培養多搭乘大眾運輸的觀念，及宣傳觀光有

成，觀光客也多利用捷運至各景點，惟僅固定搭乘至某些地點(如：

美麗島站、西子灣站等)，造成部分站點閒置，使用人次稀少，似可

結合文創，宣導觀光促進更多使用流量。 

2.具體創新作為：(請確認您的提案於本市或本府政策尚未編列預算或

交辦執行。) 

(1)以本市捷運網絡(紅、橘線)各站，運用地下化的軌道與架高的隔音

牆，捷運行駛站對站間目前牆外(或隔音牆)是沒有任何東西的，將

高雄市各區景點或者觀光資源以文化創作方式，以連環圖片分鏡

方式，張貼於外面，當捷運行駛至下一站間，行進達到一定速率，

靜態的各圖片將會以類似動畫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現本市各觀光

特色，彷彿在欣賞一部短片，使乘客在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紅線規劃由北至南的觀光景點，諸如將小港機場飛機起降延續至

岡山的岡山之眼等(南北向)；橘線則可以延伸至內門、六龜或桃源

的自然風景以及特色文化，如宋江陣、螢火蟲或客家文化等 (東

西向)，使更多市民朋友及各地觀光客重新認知高雄的美與高雄的

創新創意。 

(3)舉辦高雄景點攝影大賽，邀集全國各地攝影愛好者拍攝高雄各區

的景點照片或者特色文化，從中選出最具代表該區的相片，並實

際至該地考察探勘，後請職業專家結合文創，發揮構思，構想出

分鏡動畫呈現的模式，並將該分鏡動畫置於各站間，使其蘊含厚

底文化，但不失年輕的活力與創造。 

(4)舉辦踩點、打卡活動，在各站設置集點印章或打卡點，持有為此

發行的觀光護照，並搭乘捷運紅線及橘線各站途中，觀看分鏡動

畫，猜出動畫所示的地點及觀光資源名稱，至各站外觀看在地歷

史文化後，可以集點，並至該地點打卡，後可換得本市捷運一年

免費搭乘票或者其他等值的觀光獎項，增加話題性與趣味性。因

景點眾多，不會僅來幾次就完成挑戰任務，持續性的探索高雄各

地，也可藉此發現更多不為人知的在地特色。 

(5)為增加趣味性及吸引元素，固定每季或者半年不等更換景點或者

站點故事，使市民及觀光客了解本市各地點的歷史與娛樂，使挑

戰者有在拼拼圖的感受，慢慢地摸索與解鎖，完成整幅拼圖(高雄

景點及在地故事)，充分了解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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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費來源：(公務預算、基金、民間或財務自償性等。)  

捷運工程局、觀光局、文化局公務預算及民間出資合作。 

4.預期效益：(例如：人力、物力、經費之節省或行政效能、經濟效益

之提升等，以量化為佳。) 

(1)提升搭乘捷運流量，使各站的搭乘人次趨於平均，不至於某些站

因為缺乏知名觀光景點而乏人問津，可使觀光客與在地市民更充分

了解本市的文化風貌與觀光資源。 

(2)帶動觀光文創，創造文化經濟，因為觀看分鏡動畫而產生對動畫

中的內容有興趣而至當地旅遊探索，達到宣傳高雄的目的。 

(3)活用公共空間設施、結合動態與靜態，將高雄帶向全世界。 

5.可能的風險或限制： 

(1)各站間的間距不一，得考量是否能夠形成動畫。 

(2)由於活動較具規模，不是一次性完成，可能得考慮到有些人會挑

戰倦怠，造成宣傳上的反效果。 

(3)某些捷運站可能本身係因距離關係而設計，若要落實每站皆有故

事及動畫，可能會虛構創造或者本身的價值不夠吸引人，而未能

達到目的。 

(4)可能有些人事先挑戰成功便會將過關資訊給外流，造成大家不親

自前往觀光旅遊，僅靠網路上的資訊就取得過關資訊，顯失初衷。 

(5)如在各隔音牆或者地下軌道外牆上貼上分鏡，恐有破壞工程設

計，影響捷運安全。 

6.參考資料出處：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