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要成立區域型社造中心 

臺中市區域型社造中心推動進程 

區域型社造中心與臺中市社造中心的比較 

臺中市社造中心的漸進轉型 

區域型社造中心的角色與任務 

區域型社造中心可能遭遇的困難 

區域型社造中心的未來展望 



鄉鎮區公所在政府部門推動社區營造中的缺席 

 

100年起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推出「一區一特色
計畫」，引導、促進區公所參與社區營造 

 

區公所參與社區營造比率累積達100% 

 

建立最具在地性、可及性、可親性與即時性的
「區域型社造中心」 



臺中市區域型社造中心推動進程 

105年 

• 4個 

106年 

• 10個以上 

107年 

• 20個以上 

108年 

• 29個 



區域型社造中心v.s.臺中市社造中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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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造點提案、
執行、核銷 

辦理社造點人才培
育課程 

1.整合型產銷平台 

2.深度旅遊規劃/

行銷中心 

3.社群營造推動中

心 

4.社造師資培育基

地 

5.推動其他議題或

領域的社造參與 

轉型 



臺中市社造中心的漸進轉型 

• 藉由城鄉社區營造的推動，整合與規劃農村社區的生產與公寓大

廈的消費 

• 以「城鄉連結」的策略和「社會企業」的模式，進行市場經營的

評估與合作模式的建立，減少食物運送的碳旅程，並增加農村的

銷售管道與收益 

整合型產銷平台 

• 針對有特色、可持續經營的社區深度旅遊路線進行評估，主動規

劃設計，並透過整體包裝與宣傳協助市場行銷 

深度旅遊規劃/行銷中心 



臺中市社造中心的漸進轉型 

• 「社造」已從「社區營造」發展出「社群營造」，如新住民、青年與黃

金人口等跨區域、跨領域的議題性社群 

• 連結區域型社造中心，成為跨域整合、專業諮詢、轉介的市層級社造中

心 

社群營造推動中心 

• 著手規劃師資培訓方案，支援區域型社造中心的師資需求 

社造師資培育基地 

• 如：公寓大廈、企業、學校與終身學習機構(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等) 

推動其他議題或領域的社造參與 



區域型社造中心的角色 

社造點 文化局 區
公
所---

區
域
型
社
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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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輔導 

即時支援 

提升參與 

整合資源 

作業便利 

由下而上 

政策傳遞 

行政銜接 

總體藍圖 區域規劃 



區域型社造中心的任務 

辦理社造點
甄選說明會 

社造人才培
訓 

輔導提案單
位撰寫計畫
書 

接收提案單
位計畫書，
並轉文給文
化局 

審核、輔導
社造點修正
計畫書 

轉撥第一期
款給社造點 

訪視輔導社
造點執行計
畫(期中/末) 

輔導社造點
核銷 

辦理社造
點核銷、
結案，及
轉撥尾款 

轉送結案
報告給文
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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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型社造中心可能遭遇的困難 

社造點甄選辦法公布時間過晚，讓區域型社造中
心無法提前規劃、準備，並與臺中市社造中心的
期程相互搭配 

社造點甄選辦法於年底就可公布，讓公所有比
較多時間做規劃與準備 

 

臺中市社造中心與區域型社造中心的執行相關規
範與行政文書的統一 

由文化局統籌，社造中心及社造推動辦公室共
同確認相關行政作業及文書格式 



區域型社造中心可能遭遇的困難 

區域型社造中心核定經費與輔導社造點數量比例

產生差距 

考量其行政區的社區數、參與度及補助金額，

規範或自提所輔導社造點的最低與最高數量 

若公所輔導社造點未入選最低數量時，應由區

域型社造中心經費中勻支補助自選之社造點，

以補足所輔導之最低社造點數量，最高數量則

自行斟酌控制 



區域型社造中心的未來展望 

建立最具在地性、可及性、可親性與即時
性的「區域型社造中心」模式，落實行政
社造化的效益 

連結區公所與社造點之間的關係，整合公
所各課室及區內學校、企業、社團等資源，
促進公私協力 

發掘在地社區資源，進行區域規劃，建構
轄區整體的「一區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