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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中央單位對地方文化館舍的

政策方向

區公所之於地方文化館舍的
角色定位

地方文化館舍與社區營造的
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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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7年文化部提出「磐石

行動」發展「文化生活圈」雙

核心計畫，藉由「文化生活圈

」的概念，讓縣市能有系統性

的整合所涵蓋之地方文化設施

，提升生活品質。

而地方核心文化館與周邊文

化相關景點之串聯，即為建立

大文化生活圈之重點

一、背景

第一章、計畫緣起與執行理念

請參考計畫書第2頁

民國97年文化部提出「磐石

行動」發展「文化生活圈」雙

核心計畫，藉由「文化生活圈

」的概念，讓縣市能有系統性

的整合所涵蓋之地方文化設施

，提升生活品質。

而地方核心文化館與周邊文

化相關景點之串聯，即為建立

文化生活圈之重點



文化部(文建會)社造主要實施計畫演變

社區文化活動發展
計畫83-90

地方文化產業振興
計畫88-90

輔導縣市主題展示
館之設立及文物館
藏充實計畫83-90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
計畫83-90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
文化建築空間計畫

83-88

美化公共
環境計畫

87

閒置空間
再利用計
畫90

社區營造人才培
育計畫91-96

行政機制社造化
計畫93-96

社區藝文深耕計
畫93-96

社區營造創新實
驗計畫93-96

充實地方文化館
計畫91-96

開發利用地方文
化資產與文化環
境計畫91-96

行政社造化
97-104

社區文化深耕計畫
97-104

社區創新實驗計畫
97-104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
計畫97-104

區域型文化資產環
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95(文資處)

社區總體營造時期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一期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

人

產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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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文化發展核心價值

社區營造

環
境

行為

生活

特色文化
發展

以社區營造為基礎的
特色文化發展



桃園經驗—基礎資料（生活脈絡）
壹、移民城市縮影，多元文化共生
貳、年輕活力城市，微幸福新世代
參、航向世界起點，引領勞動美學

網路社群
聚沙成塔微幸福時代多元共生

桃園縣
生活文化脈絡

庶民新美學



台中文化生活願景

一條山手線、二個國際港、三大副都心

宜人宜居、適合移居

透過文化生活圈，串連
圈域內的食衣住行育樂，
形塑大臺中”生活”城
市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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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一合作模型

功能：行政服務、機制建構、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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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推動小組（文化生活圈-區級單位）

編號 文化生活圈 行政區域

1 城中城文化生活圈 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北屯區

2 筏子溪文化生活圈 西屯區、南屯區

3 山城文化生活圈 豐原區、石岡區、東勢區、新社區、后里區、和平區

4 大肚王國文化生活圈 龍井區、大肚區、清水區、梧棲區、沙鹿區

5 潭雅神文化生活圈 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

6 大屯文化生活圈 大里區、霧峰區、太平區、烏日區

7 甲安埔文化生活圈 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

8 花卉饗宴文化生活圈 豐原區、外埔區、后里區、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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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核心館舍定位取向

地方特色

專業特色

博物館協作平台
★

編
織
工
藝
館

★

臺
灣
傳
統
版
印
特
藏
室

★

豐
原
漆
藝
館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臺中市中正紀念館
★犁頭店生活館

★臺灣民俗文物館
★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
★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

臺中市各核心館舍之館舍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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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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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藝文 空間 產業 行政機制

組織
面向
(人)

藝術家、NPO、
地方政府、在地
居民

NPO、在地居民 企業、在地居民、
NPO、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企業、
在地居民

行政
面向

(機制)

1.都市防災
2.社區藝術

1.空屋出租
2.社區物品博物
館

1.社區產業合作
社
2.鄰里互助中心
3.城市農園

公寓租賃服務公
司

政策
面向

(法令)

國際社區藝術節 1.空屋活用-社區
財產守護者計畫
2.社區租借商店

提高社會適應力
的解決方案

分析 居民主導地區城
市景觀

社區資源共享與
交流

1.共享與互助
2.促進就業機會
3.提供社會服務

重拾居民間的信
任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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