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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記記錄錄錄宜宜宜蘭蘭蘭～～～我我我的的的綠綠綠活活活小小小旅旅旅行行行   

【【【土土土地地地價價價值值值重重重建建建年年年】】】微微微電電電影影影甄甄甄選選選簡簡簡章章章   

   
隨著社會發展、時代變遷，宜蘭縣內的空間與地景樣貌也伴隨發生改變，在周遭環境改變加遽的

當下，許多人也開始關注及反思環境與土地開發之間的關係。為增進民眾對環境之覺知，鼓勵參與環

境社群，並參與環境保護行動，依 2016 年本縣環境主軸議題【土地價值重建年】，透過微電影甄選活

動，讓參與者在製作過程中，記錄宜蘭季節環境，探討宜蘭土地的現在與未來。希望透過鏡頭，讓更

多人看見宜蘭的地貌變遷與發展，並觀察現在宜蘭的環境變化，重新審視這片土地，並描繪出這片土

地的價值。(【土地價值重建年】論述參考如附件一) 

 

辦理單位： 

主辦：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社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港邊社區發展協會。 

參加對象：凡中華民國國民或持有效居留證之外籍人士皆可。限自然人，並須以個別之真實姓名

報名；以團隊參加者，每隊至多 6 人，需有一位為第一作者，代表團隊連絡及領取獎

品事宜。 

活動時間： 

一.投件期間：即日起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將電子報名表傳送至 wwgee.tw@gmail.com（社團法人

宜蘭縣蘇澳鎮港邊社區發展協會）並電話確認(03-9904360)。 

二.評審及發佈：105 年 10 月進行作品評審及公布得獎作品(公佈於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ilepb.gov.tw、宜蘭縣環境教育資訊平台 http://eeis.ilepb.gov.tw/及「生活綠

探子」臉書活動官方粉絲團（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 

三.頒獎：105 年 11 月頒獎及發表。 

 投件方式： 

一.每位參賽者至多報名 2 件作品。 

二.以電子信箱傳送報名表(格式限 word 或 ODF 文件格式，如附件二)。 

三.「切結聲明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三)填妥後，掃描成圖檔，併同報名表傳送至收件

信箱。 

四.劇照電子檔 3 張，解析度 300dpi 以上，檔案大小至少 1MB，併同報名表傳送至收件信箱。 

五.上傳作品至 Youtube，參賽者請自行上傳影片至 youtube 網站(www.youtube.com)，影片標題註明「記

錄宜蘭～我的綠活小旅行-○○○ (片名)」，影片隱私須設為「非公開」，並將影片連結填入電

子報名表「影片 youtube 網站連結網址」欄位。 

六.評審結束入圍者，將通知於限定日期內，寄出完整影片資料 DVD 光碟 1 片(影片解析度 720×480 

pixels 以上)，及「切結聲明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正本。 

 作品內容：  

http://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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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參賽者自行設定與【土地價值重建年】相關主題，記錄宜蘭季節環境，探討宜蘭土地的現在

與未來，編寫劇本，實地拍攝、收音、配音、中文字幕，剪輯成一部完整的橫式格式影片。 

二.片長 30 分鐘以內，可以紀錄片、劇情片、動畫片或相片等具有整體劇情之方式製作。 

三.參賽作品需為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期間完成，而且不曾公開或得獎之作品，主辦

單位保留認定作品時間之權利。 

四.影片語言：語言表達以國語為主，可搭配其他語言，皆需有正體中文字幕。若僅以音樂、動畫、

默劇或其他方式表達，請確認可清楚表達影片意涵。 

五.敘事字幕、旁白得依製作團隊需求自行上字，需於片頭打上影片主題名稱，於片尾將工作團隊

列表。 

 評審標準 ： 

一.主題與創意 34%：「土地價值重建」相關主題明確，並具有特殊啟發或意涵。 

二.整體表現度 33%：劇情內容表現與流暢度。 

三.拍攝與編輯 33%：拍攝、取景技巧與後製能力。 

 

 競賽獎項：  

一.視作品成熟度，主辦單位保留獎項可從缺或調整之權利。 

二. 獎項如下： 

綠活獎：10 名，各得面額 5 千元宜蘭聯合勸募禮券乙份，獎座乙座。 

旅行獎：10 名，各得面額 3 千元宜蘭聯合勸募禮券乙份，獎座乙座。 

參加獎：精美紀念品乙份(每件作品限領乙份，獲綠活獎或旅行獎者，不重複發給參加獎)。 

 其他注意事項： 

 一.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改參賽人員資料。 

二. 參選作品如有不符規定或抄襲、冒名頂替、內容違反風序良俗情事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選或

得獎資格；已領獎者亦應追回獎品，主辦單位同時保有法律追訴權。 

 三.為確保投件內容符合競賽標準，參賽者報名後，參賽資料須經承辦單位初審，若內容不符規定，

則直接予以刪除，不另行通知。 

四.  參賽者於報名系統填寫之身分資料需為真實，如身分不實，主辦單位有權主動採取註銷行動。 

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以隨時修訂並公布於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宜蘭縣環境教育資

訊平台及「生活綠探子」臉書活動官方粉絲團。 

六. 音樂素材應以下列方式選擇： 

(一)自行創作。 

( 二 )  自 創 用 CC （ 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 ） 全 球 分 享 網 站 （ Common 

Content, commoncontent.org），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 

(三) 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七.參賽作品如有無法播放或播放狀況不佳，並經承辦單位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視為初審不通過。 

http://commoncont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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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如經發現抄襲或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時，如查屬實，參與者須負一

切法律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若有糾紛產生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得獎者取消獎項。 

九.投稿作品應未在任何一地以任何媒體形式發表，在其他單位已獲其它獎項者，不得重複參選，

凡經發現，取消參選資格，如已領獎，則追回獎品及獎狀，該獎項則從缺。 

十.參加者須於報名表上親筆簽署作品授權使用同意書，得獎作品同意主辦單位不限時間及次數使

用、修改、重製、公開播放、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公開傳輸該作品。主辦單位擁有

重製、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再授權及商品化等使用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給付報酬。 

十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獎品金額超過新臺幣 2 萬元者，得獎者需負擔 10%之稅金，獎品

不得折抵現金；得獎獎品金額超過新臺幣 1 千元(含)者，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 

十二.參與甄選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正，並擁有

活動舉辦、修改及得獎與否的權利。 

 活動網站：宜蘭縣環境教育資訊平台/綠活行動/記錄宜蘭～我的綠活小旅行【土地價值重建年】微

電影甄選(http://eeis.ilepb.gov.tw)；生活綠探子臉書。 

活動諮詢：社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港邊社區發展協會，張小姐，電話：03-9904360。 

 

 

  

環保署第 10500009 號 

 
環保署第 10500009 號 

 

http://eeis.ilepb.gov.tw/ThirdItemPage.aspx?ThirdItemN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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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土土土地地地價價價值值值重重重建建建年年年    

2016年宜蘭縣環境教育主軸議題 

雪山隧道打通了蘭陽平原畚箕地形的往來流通，原本與海為鄰的三角地帶，已然成為一小時生

活圈的人海，構築成蘭陽平原不同的面貌，我們的青山綠水仍在，但育孕宜蘭世代子孫的土地似乎隨

著時間的綿延，正急遽的被各類房舍與遊憩設施覆蓋，不僅增加耕作的困難度，水鳥的棲地也被破壞。 

2015年對宜蘭耕地保護行動，已喚起大家對宜蘭農地保護的重視，讓我們看到農舍氾濫對宜蘭

土地的傷害，反省與重視農地的重要與宜蘭生活的價值。2016年適值雪山隧道通車 10年，在宜蘭我

們應該重新想想土地之於人和環境的意義和價值，回歸心田細細耕耘這片千百年來沉默的守著蘭陽世

代的土地。 

有沒有一種可能～我們可以在各種經濟發展的選項中，重新省思土地對環境倫理、永續發展的

重大意義，從「心」出發，用良心重建良地、良田。 

我們期望～促進可永續土地管理活動的投資，並於開發土地時，兼顧維護土地健康。 

2015年「耕地保護」讓宜蘭人省思，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應採取的行動力，積極的尋找耕地大於

農舍、民宿、硬體建物的社會氛圍，這是一種覺醒！ 

2016年在宜蘭，我們要回歸良心耕耘永續的夢土，我們要宣告 2016是「土地價值重建年」！ 

    你覺得土地是什麼？蘭陽平原的土地對於宜蘭的世代，對於你的價值又應該是什麼？讓我們分別

從生態觀點、生產觀點、生活觀點、韌性觀點、生命觀點等面向著手，在 2016重新建立宜蘭土地的

倫理價值。從心出發，用行動，驗證宜蘭綠色生活的價值，以及實現環境永續的真蹄。 

 

 

附註： 

一、土地價值重建的多元面向— 

※從生態觀點看土地價值～土地是家 
水田中附有浮游生物、水生植物以及魚、田螺、青蛙等，還有大量鳥類棲居在稻田及其週

圍，休耕水田若能維持滲水，並與周遭之水路、池塘、雜木林、草地相互連結，可以成為生物

復育棲息之重要場所。土壤是一種離子交換介質，具有良好的過濾作用，水中污濁物質如磷酸

等離子，會經水田土壤離子的交換吸附、固定而去除。土壤的密度大約 1.5，一公頃的表土，約

有 250 萬公斤的重量，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生物居住在於此，土壤、水、生物形成了生物多樣

性且相互依存的生態系，是萬物生存的根基。 

…… 

※從生產觀點看土地價值～土地是糧庫 

世界糧食總產量已有 8年時間沒有增長，世界糧食存量與人均耕地面積皆降至 30年來最低

點，糧食供給已成為攸關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重要課題。糧食安全是維繫國家生存的命脈，

台灣目前糧食自給率約有三成，我們的糧食大都需仰賴國外進口。但是仰賴國際貿易並非可靠

的糧食來源方式，因為在氣候異常的情況下，主要糧食生產國家出現減產的情形逐漸變成常態，

減產的時候，一定優先滿足國內的需求。因此，在安心糧食及促使經濟永續與國家安全的考量

上，農地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價值。 

…… 

※從生活觀點看土地價值～土地是環境安全閥 

根據學術報導，平均每公頃水田每日可吸收 678 公斤二氧化碳，等於 3,200 輛汽車行駛一

公里；水稻生長過程之光合作用，可吸收二氣化碳、供給氧氣，並淨化塵芥，對大氣具淨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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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據研究，作物產量每 1kg可產生 1.2kg氧氣，估計每公頃每期稻作約可產生 24噸氧氣，可

改善環境品質。 

根據衛星影像分析顯示，每公頃稻田在夏季具有相當於 600 台冷氣的降溫功能，等於每年

能節省 2 萬度電，冬季水田休耕蓄水時，每公頃土地所釋出之可感熱流功率相當於約 5,000 台

電暖爐之功效，調節微氣候功能顯著。 

水田可防止風蝕、避免沙漠化，嘉南地區過去風蝕嚴重，烏山頭水庫建設完竣，經灌溉水

濕潤，不僅使荒漠蛻變成生產力高之綠洲，且使該地區成為適合居住之處。 

…… 

※從韌性觀點看土地價值～土地是災難守護神 

根據統計，全球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有持續增加的趨勢，2000年至 2009 年，災害發生的

次數比前一個十年多了 50％，全球受影響的區域和經濟損失也不斷上升，因此，我們必須正視

天然災害的嚴重性，思考如何與環境和平共存。水田具有高約 20～30cm之田埂，可大面積蓄水，

有調滯洪水的作用，水稻體之阻水效應確可調滯洪水於田區內，最高可降低約 12%的洪峰流量。

蘭陽平原許多水耕地是築堤爭取河川洪泛區，或排乾沼澤濕地而來，而水田作為人工濕地，正

可彌補原先的蓄洪功能，一旦水田大量消失，蘭陽平原的水患將更加嚴重，尤其台灣屬多雨且

雨量集中之地區，水田在此方面之功能顯著，不可忽視。 

水田用水量的往下滲透，為地下水涵養的主要來源，對地下水利用地區及已超抽利用之地

區，其補注之貢獻尤其顯著，全台 38萬公頃的水田地下水補注量約為 6座翡翠水庫，或 3.4座

曾文水庫的有效蓄水量。換算後，等於每年能替我們開發大約 200 億元的水資源。土地具有應

付災害的涵容力，更是保障人類生命財產的根本。 

…… 

※從生命觀點看土地價值～土地是生命的印記紀錄者 

在人的成長記憶裡，聚落、山林、地景與成長是不可分離的記憶，蘭陽平原百千載以來與

宜蘭人世代共同成長，這片土地紀錄也照看了每個宜蘭子弟。宜蘭農田地景承載著宜蘭人對在

地文化的認同，孕育出樂天知命、樸實真誠的生命價值觀，是宜蘭人世代傳承的珍貴資產。 

…… 

二、土地價值重建的多元行動— 

曾幾何時，人類的經濟開發與現代化生活利用，讓我們的土地改變了原本的樣貌，土壤變了

質，它不再自然孕育生靈性命，必須透過人工或甚化學方式，平衡土壤的養份，才能蓄養水土，

滋養生物；人類的經濟生活與工商業開發利用與污染排放，讓溪流不再蜿蜒清澈，魚蝦生物不再

優游自得，讓我們看不到童年戲水捉魚的樂趣；田間鄉野變相的裝修建築與設施入侵農田，讓我

們看不見田埂曲道，綠野無垠的美與舒暢，再也享受不到農村生活的樂趣與樣貌，只看到汲汲營

營的土地交易價格與利益。所以，我們要行動！ 

※舉辦「土地價值重建年」系列活動及研習課程，傳達土地倫理、永續發展的重大意義。 

※號召大眾加入重建土地價值的行動。 

※提供個人的智能與知識，於網路社群發表土地價值正向文章，增進大眾珍惜土地的環境素養。 

※持續 2015年耕地保護議題的倡導，支持正確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保住珍貴的土地資源。 

※促進可永續土地管理活動的投資，並於開發土地時，兼顧維護土地健康。 

※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在地生產農作物，降低運輸過程中保鮮、包裝的能源與耗材，縮短食物里

程，減少碳足跡，也是對環境最友善的消費方式。 

…… 

 

 
參考資料：水田之功能與效益評析(蔡昇甫)、保護水田-避免農舍侵用農地的 12 個理由(李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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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記錄宜蘭～我的綠活小旅行 

【土地價值重建年】微電影甄選報名表 

作品名稱  

片長      分    秒 格式 □AVI   □MPEG   □WMV 

參賽人 

(以團隊參加

至多6人) 

 (以團隊參加者請填寫代表人，以下欄位請填寫代表人資料) 

姓名： 

(以團隊參加者填寫，應於本欄填寫所有成員姓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影 片  youtube

網 站 連 結 網

址 

 

影片介紹 

(影片內容的簡要說明，介紹影片內容、創意、發想等，至少100字，不得超過

1,000字） 

投件前最後檢視： 

一.□報名表各欄位均已詳填。 

二.□已併報名表傳送(一)「切結聲明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掃描圖檔。 

(二)劇照電子檔 3 張(解析度 300dpi 以上，檔案大小至少 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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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記錄宜蘭～我的綠活小旅行 
【土地價值重建年】微電影甄選 

切結聲明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本人(代表人)_____________參加記錄我的宜蘭小旅行【土地價值重建年】微電影作

品甄選活動，願遵行下列事項，絕無異議： 

一. 本人投稿之作品(以下稱本作品)為本人親自著作，未曾於國內、外公開發表，且無

抄襲仿冒之情事。主辦單位(即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若發現本作品違反甄選活動

所列之相關規定，得取消本人參與資格並願全數繳回獎狀及獎品。 

二. 如因違反前項規定，致使第三方之權益受有侵害或衍生其他法律責任，本人願自行

負責，與主、承辦單位無關。 

三. 本作品如獲本活動之任何獎項，其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同意無償提供主

辦單位於相關活動中(不限於宣傳及影展活動)，永久、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對該

作品擁有相關修改及使用之權利，惟本作品經主辦單位同意授權下，得再行利用。 

四. 本人承諾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於相關業務範圍內，擁有對得獎

作品進行公開發表、口述、播送、展示、陳列、研究、攝影、出版、宣傳、下載傳

輸等行為之權利，並得再授權第三人，不另致酬予本人，本人亦承諾不對第三人行

使著作人格權，惟授權之第三人不得作營業目的之使用。 

五. 本人已充分瞭解本活動之相關內容，且願意完全遵守活動之規則，對評選之結果願

予以尊重，絕無異議。 

 

參賽者同意簽署(以團隊報名者，所有成員均應簽署)：                       

                                                                      

未滿二十歲參與者之法定監護人同意簽署：            與參賽者關係：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105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