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宜欣   

• 現  職：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 專  長：文化休閒規劃、農村規劃、社區營造  

• 學  歷：  

。 日本千葉大學人間地球環境科學博士  

。 日本千葉大學設計科學碩士 

。 屏東科技大學農規劃技術系學士  

• 經  歷：  

。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理事 

。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 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理事  

。 台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 

。 高雄市及屏東縣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委員 

。 高雄市及屏東縣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委員 

。 屏東縣政府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 參與計畫：  

。 110-112 年度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執行委託案  計畫主持人 

。 112 學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精品咖啡烘培、杯測、釀萃、拉花與經營學程」 計

畫協同主持人 

。 110-111 學年度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精品咖啡烘培、杯測與經營與拉花學程」 計

畫協同主持人 

。 109-110 年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育成種子計畫「重建傳說中神住

的地方那･瑪夏&馬雅各之路湯姆生段公益旅段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9-11 年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學界推動在地產業科技加值創新計畫－推

動東高雄區域產業聚落科技加值創新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9 學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精品咖啡烘培、杯測與經營學程」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8 年度屏東區域亮點加值及多元增能培訓計畫 計畫共同主持人 

。 107 年屏東地區域亮點及多元增能培訓計畫 計畫主持人(107/2/8~ 107/12/21) 

。 107 年屏東縣學習型城市「安居樂活  ・屏中學習趣」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105/10/21~105/12/30) 

。 107 年臺南臺 3 線森果川生活文化體驗暨產業推廣活動計畫執行人 

。 鄒族來吉部落的社會實踐計劃:發揮鄒族內在的文資與里山精神/里山與生態旅遊遊程

規劃負責教師(107/05/01~ 107/12/30) 

。 106 年臺南台 3 森果川生活文化建構計畫執行人 



。 105 年台南市密枝社區里山資源調查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 105 年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屏東北區)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5 年屏東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計畫執行委託案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4-106 年 Mudan 心旅行牡丹人文生態旅遊開發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4 年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屏東北區)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4 年屏東縣地方文化館輔導整合平台委託服務計畫  計畫主持人 

。 103 年里山倡議於美濃實踐之輔導與培力計畫  計畫主持人 

。 103 年屏東縣社區營造暨地方文化館推動平台委託專業服務（屏北區） 計畫主持人 

。 97~102 年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執行方案(102 年含永久屋文化種子培力) 計畫主持人 

。 100~102 年屏東縣地方文化館計畫輔導團委託服務計畫  計畫主持人 

。 99~101 屏東縣莫拉克颱風災後社區自主重建專案管理計畫 計畫顧問 

。 99~100 年度六堆生活學院經營計畫 計畫協同主持人 

。 98 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再造美濃禾仔的價值─

美濃米入面帕粄，禾稈入美濃生活 計畫協同主持人 2009.1~2009.12.  

 

• 發表論文  

。 陳妤安、鄭晴梅、康語敬、李宜欣(2022) 集穡室工坊之西拉雅文創產品研發，休閒與

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實踐大學 

。 劉凡甄、邱舒榆、李宜欣(2022)嘉義縣溪口鄉地方特色物產整合行銷與數位科技文化

呈現，休閒與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實踐大學 

。 程東禹、李欣達、彭玟嘉、李宜欣(2022)金旺好食產品研發及體驗活動設計—以高雄

市統嶺社區為例，休閒與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實踐大學 

。 李宜欣、徐百麒、蔣宛均、廖怡玲、林亞芹(2016)台灣屏東縣美崙社區之居民彩繪會

參與，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eation of Asian Design Culture Society in 

Nanjing 

。 李宜欣、吳儷嬅(2016) 台湾屏东社区营造中心的观察，中國湖北武漢《两岸社区高峰

论坛》 

。 李宜欣、台灣屏東縣(2016) 88 水災災後重建的步履，日中台・災害復興民間活動フォ

ーラム 

。 李宜欣(2015)青年的社區協力：屏東民治溪環境藝術行動，京台社區發展論壇 

。 李宜欣(2014)屏東社區營造中心的凝視，2014 兩岸(廈門海滄) 社區共同締造論壇 

。 李 宜欣、陳玉蒼、 朝廣和夫、福留邦洋(2014)日本海嘯災區重建中非營利組織的地

方再生設計―自然體驗戸外學校的里山里海理念之實踐，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eation of Asian Design Culture Society 

。 許瑞君、李宜欣、黃世輝（2011）傳統產業創新的田野實踐－以六堆設計營為例，Design 

Conference 2011，國際設計研討會 2011：設計領航─永續‧文化‧數位加值，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 李宜欣、江嘉萍（2010） ，台灣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區域內發型社區營造之實踐，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eation of Asian Design Culture Society，p.441-448 



。 李宜欣、吳儷嬅、倪佩君(2009)邁向地方文化生活圈之路－台灣屏東觀察，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eation of Design Culture，p.155-164 

。 李宜欣、李品嫻（2008）在地方的養分中培育自我挑戰力－日本黑松內山毛櫸自然學

校之體驗活動設計， 2008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新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ISSN:20718608） 

。 陳郁璿、李宜欣、吳崇旗（2008）高雄縣內門鄉觀亭社區日托式銀髮族休閒，2008

年台灣銀髮族休閒運動與健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99-110（海報發表） 

。 李宜欣（2008），青年鄉村體驗之休閒效益，2008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森林生態系統經

營研討會論文集 CD-ROM 

。 陳建璋、郭品含、吳欣庭、顏蓓珊、張芮庭、黃瓊瑤、李宜欣（2008），農村體驗很

烏龍─烏龍地區 Working Holiday 之可行性評估，2008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森林生態系

統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CD-ROM 

。 李宜欣、翁群儀、張瑋琦（2008）青年農村観光発展の可能性－青年農村ロングステ

イの試みから，日本総合観光学会 2008 年第十四回全国学術研究大会プログラム，

研究報告 

。 李宜欣（2007）屏東縣地方產業交流中心的生存之道，利用地方資源振興地域經濟 2007

亞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167-174 

。 翁群儀、張瑋琦、李宜欣（2007）「現場的影響力」－社區參與對設計系學生與社區

之影響，利用地方資源振興地域經濟 2007 亞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 306-311 

。 李宜欣（2006）台灣高齡者的社區營造活動，利用地方資源振興地域經濟 2006 亞洲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301-308 

。 李宜欣（2004）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高齢者の地域づくり活動への参画に関する調

査・研究－高齢者の生き甲斐づくりと地域の活性化をめぐって，博士論文 

。 李宜欣、植田憲、宮崎清（2003）：ものづくりを通した生き甲斐づくり－福島県三

島町を事例として，デザイン学研究，v5，no.2，p27-35 

 

• 其他文章  

。 李宜欣（2022）屏社相伴跨域共創，南方隅 

。 李宜欣（20141028） 屏東民治溪的環境藝術行動，文化部社區通 

。 李宜欣（2011）青年社造的未來，文化生活，66，4-9，屏東縣文化處 

。 李宜欣（2011）看見日本川街亮點－靜岡縣 ground work 三島的組織串連河川營造經

驗，文化生活，64，44-49，屏東縣文化處 

。 李宜欣（2010）工藝之風‧地方之土－談工藝競賽對於地方發展之影響，台灣工藝，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36， 16-21 

。 黃世輝、李宜欣（2005）從莫里斯、柳宗悅到顏水龍－生活工藝的先驅與生活工藝的

振興，台灣工藝，20，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 耿鳳英、李宜欣（2000）營造兒童的自然王國，我所發現的奧會津」，株式會社ハー

ト（入選日本全國公開徵稿論文集）九十四年度屏東縣內埔鄉和興社區客家文化系列

活動影像紀錄片（2005.9-2005.12） 



 

• 翻譯文章  

。 渡邊豐博著(2018)地方創生的挑戰－NPO 的在地挑戰(與翁群儀等合譯) 

。 日本財團法人水岸整備中心，川．人．街－活用河川的社區營造，中文策劃單位：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版權洽談中，目前僅供文建會內部參考）（與黃世輝等合譯） 

。 宮崎清著（2001），江戶庶民生活學習之地域資源活用方式－宜住宜遊之社區再造,

社區總體營造年會成果彙編,文建會（與張瑋琦合譯） 

。 宮崎清著(1999) ，創作不一樣的兒童節,新故鄉雜誌第二期,1999夏季號(與黃淑芬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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