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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1.社區營造在台灣的發展歷程 

2.核心價值 

3.從社造2.0-4.0 

4.從理論到行動方案 



1-1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 

1960、1970 

1980 

1994 

2010後 

威權統治 

民主發韌 

在地主體 

社造挑戰 



社區的概念&家族的概念 

世界 

國家 

家族/社區 

個人 



1-2社區營造發展的歷程與背景 

1980 
1993-
1999 

2000-
2007 

2008-
2015 

2016-
2021 

1987解嚴 

社會運動時期 

80年代的台灣
出現二十幾種
社會抗爭運動：
環保、婦女、 

原住民、消費
者等等 

政府與第三部門 

建立夥伴關係 

2000-2007 

新故鄉第一期 

社營造計畫 

2016-2021 

社造三期 

從社會運動回 

到土地、回到 

社區、回到生 

活的主張 

 

1994年文建會 

提出社區總體 

營造 

2002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社造政 

策擴及所有部會 

面對全球化的霸權，新故鄉 

計畫在發展地方特色與魅力 

社造3.0 

都會型社造 

公民審議 

2008-2015 

新故鄉第二期 

社造計畫 

全面落實社區營 

造政策的成熟階 

段，也面臨轉型 

的困境 



• 1993-1999年為起步階段 

• 2000-2007年為起飛階段(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 2008-2013年為成熟階段(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 2014-2015年為轉型階段(新故鄉社區營造延長計畫) 

• 2016年開始進入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1-3臺灣推動社造的歷程 



1-4台灣社區營造各期計畫議題架構圖 

社區營造2.0以前（2015以前） 

居民參與 

社區自主 

由下而上 

永續經營 

社區營造3.0政策（2016~2021） 

擴大參與（多元性） 

社區素養（自主性） 

公私協力（創新性） 

網路平台（持續性） 

社區營造4.0政策架構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2-1思考社造的核心價值 

全球化 地方主義/地方觀點 

資本主義 社區經濟/地方支持型經濟模式 

工業生產模式/專業分工/貨幣經濟 換工/社區互助共享/全人 

強調發展/忽視環境土地成本 人與環境永續/生物多樣性 



地方主義/地方觀點 

社區經濟/地方支持型經濟模式 

換工/社區互助共享 

人與環境永續/生物多樣性 

社區報/地方誌 

自媒體
/podcast 

家族史/生命史 

菜箱/產地直銷 

城鄉連結 

小旅行 

小旅行 

在地知識 

生活智慧 

野菜/厘語 

母語 

多元族群 

多元平權 

二手物資交換 
團購支持小農/

在地商店 



2-2想像下一世代的台灣 

草根民主 社會民主 

環境改造 氣候變遷 

搶救文化資產 

重建在地文史 

關注社區公共事務 

困 

 

 

 

 

境  

  深          化 

地方文化經濟形成 

文化主體性再建構 

新社會公民的醞釀 

    民間參與 

    政府治理 

下一個世代 2050年的台灣 

從兩條路徑來想像2050年的台灣 

民主深化 發展主體 



企業 

第二部門 

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

組織NGO 

第三部門 

公部門 

第一部門 



2-3從SDGs思考社造的普世價值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5P分類： 

People(社會) 
SDG1~SDG6 
 
Prosperity(經濟) 
SDG7~SDG11 
 
Planet(環境) 
SDG12~SDG15 
 
Peace(治理) 
SDG16 
 
Partnership(執行) 
SDG17 



美好生活目標Good Life Goals 

個人版SDGs 
 
 
 

文章參考 



3-1社造不同階段的策略 

社區營造2.0以前（2015以前） 

居民參與 

社區自主 

由下而上 

永續經營 

社區營造3.0政策（2016~2021） 

擴大參與（多元性） 

社區素養（自主性） 

公私協力（創新性） 

網路平台（持續性） 

社區營造4.0政策架構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3-2當代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人口問題 

經濟衰退 

極端氣候 貧富差距 

環境問題 

人口老化 

人口減少 

勞動力不足 

垃圾問題 

海洋汙染 

過度開發 

韌性社區 

社區安全網 
青年失業 



多元
平權 

世代
前進 

社會
共創 

公共
治理 

問題/現象→結構因素→行動策略 

17 

公共參與 

民主治理 

社會改造 

公共參與 
文化
主體 

1.文化治理的框限 → 公共治理 

2.世代價值的衝突 → 世代前進 

3.普世價值的脫節 → 多元平權 

4.公民力量的離散 → 社會共創 



4-1社造從日常的實踐開始~ 

民主治理 

社會改造 

公共參與 

社造的日常
實踐及反思 

社造議題
的形成 

18 



4-2疫情時期-生活形態大改變 

疫情 

人的 

連結 

共同發聲 

討論形成

共識的平

台 

支持互助

的網絡 



礁溪鄉德陽社區-長輩的繪畫課 







作品分享 





肢體伸展課程 



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支持網絡 



怎麼在計畫書裡說清楚我們想做的事 

? 



5W2H 

Why 

What 

Who 

Where When 

How 

How 

Much 



• Why   (為什麼做)  →計畫緣起 

• Who (誰來做)   →   組織分工 

• What  (做甚麼)  → 計畫名稱、計畫目標 

• How   (怎麼做)  →計畫執行內容 

• Where (在哪裡做)  → 計畫執行地點或範圍 

• When (何時做)  → 執行期程與進度 

• How  much  (多少經費) → 經費概算 



計畫書格式 委員想知道的 幫助自己思考的 

計畫緣起、計畫目
標 

要解決什麼問題或發展什麼
社區文化 

Why為什麼做? 

組織分工、合作對
象 

有多少核心幹部、志工、計
畫影響或協助了多少人 

Who誰來做? 

推動策略 
延續過去的成果 

規劃了未來幾年的願景 
迂迴的推進了社區目標 

How怎麼做? 

計畫內容 是否扣緊目標設計內容 What做什麼? 

甘特圖 期程安排是否適切 When何時做? 

計畫實施地點 執行地點是否適切 Where在哪裡做? 

經費預算表 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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