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全國社區營造會議
多元平權組議題結論

分享人：多元平權組議題副召集人盧思岳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第五、六屆理事長
吾鄉工作坊 營運總監
台中市社區營造暨文化館舍推動辦公室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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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平權議題組特色

◼ 委員組成最多元（也最愛拍照）

◼ 社造新鮮人最多（突破同溫層）

◼ 議題最廣泛（從人到動物）

◼ 與社會改造關係最密切（從個人到結構）

◼ 民意壓力最大（委員最怕被打）

◼ 委員開會最多（民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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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發想

◼四月啟動議題發想工作坊

→形成多元平權議題

→ 12場分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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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精神

◼公民價值培力
社區營造推動二十多年，與一般民眾的生活距離仍有落差，如何讓社區營造落實到更多面向，進
入一般民眾的生活，並且能包含不同族群、社群、性別、年齡、階級等全國民眾。

◼社會權力重構
基層社區組織生態面臨僵化現象，如何營造新的組織型態和方式參與地方事務，如何讓不同議題
及不同生活需求的人，都能有更開放多元的管道參與公共事務，以達到平權目標。

◼常民文化記憶平台
在地知識的建立在台灣各地的社區營造經驗中頗有成效，卻也在各地區不同脈絡下遭遇各種挑戰，
如何透過多元的角色協力共同建立在地知識，如何處理多元視角的社區記憶，這些社區資源如何
有系統地累積並能運用在教育上等，有賴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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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論壇

◼回顧與反省社區總體營造的初衷與發展

Ｑ：我們做到「總體」了嗎？

Ｑ：誰是「總體」？

Ｑ：哪些群體被忽略了？

5



6

看見差異，促進平等，作為社造的防腐劑



哪些群體被納入？參與是王道

◼原有差異+全球化

→不同族群、語言、文化、年齡、階級、性別、身心狀態、國族

◼ 已納入者

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移工／新二代、障礙者、性別、家庭照顧者、受刑人、

動保、戰地、環保與勞工、高齡者

◼多元群體之間

看見彼此、相互學習

不同發展階段: 例如 原住民、客家、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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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權力重

構，扭轉結構

下的劣勢

1. 建立各委員會之民間代表遴選機制。

2. 推動鄰避設施融入社區之法令或機制。

3. 改善並普設障礙者友善設施。

4. 促進公務員學習多元平權。

5. 積極改善或增設移工的休閒友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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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民價值培

力，消弭多數

者的偏見與歧

視

1. 促進居民理解、接納同志及其他多元平權之照護設施，並推動其融入社
區之實驗計畫。

2. 推動認識和同理新住民、移工、障礙者、同志…等多元平權的互動式體
驗學習活動。

3. 建立動保團體與社區組織的合作機制。

4. 在性別平權議題仍被忽略或被視為禁忌的離島和偏鄉，應培力社區以親
子共學的方式扎根。

5. 獎勵一般社區營造計畫納入多元平權議題。

6. 推動外役監受刑人從事外展服務之社區友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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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造須廣納新

社會議題，培

育新驅動主體

1. 運用文化發展基金擬訂多元平權的相關政策、獎助相關計畫。

2. 培力障礙者、同志、家庭照顧者及其他多元平權組織與陪伴團
體，強化其社群營造。

3. 應建立障礙者文化、藝術創作與活動之獎勵機制。

4. 培育具有「部落自主」精神的專業團隊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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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造須廣納

新社會議題，

培育新驅動主

體

5. 降低語言障礙，簡化行政程序，積極培力新住民、移工參與社區/

社群營造的相關計畫；政府部門設立的新住民服務機構應培力新
住民團體承辦，並挹注人事費。

6. 培力客家族群參與各種新興社會運動；促進客家文化的國際交流，
從「台灣的客家」邁向「世界的客家」。

7. 針對離島議題社群的困境，政府部門應廣納新媒體所進行的倡議，
培力離島議題社群參與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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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部會整合，

以收實質成效

1. 將新住民發展基金關於文化推廣的預算轉移由文化部專責推動，或由
內政部(移民署)與文化部(文化資源司)成立協作平台，強化新住民、移
工的文化公民權，及其文化與藝術的深化發展。（內政部／文化部）

2. 修正就業服務法或以行政措施特許方式，協助移工可以合法支領藝術
文化等表演活動的酬勞。（勞動部／移民署／文化部）

3. 梳理相關部會的政策及計畫，落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建立整合協作
平台。（原民會／文化部／原轉會等）

4. 建立生產線勞工與週遭居民跨廠牆合作的機制，讓公害最前沿的工業
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融為一體，以強化污染源防治。（勞動部／環保
署／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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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元視角，

共構常民文

化記憶

1. 增加各級圖書館多元族群文化相關書籍、影片與資訊。

2. 將原住民的歷史脈絡與轉型正義納入國民義務教育、社會教育與
文化活動中，建立一般大眾對原住民族的正確認識與理解。(教育
部/原民會/文化部/原轉會)

3. 調查、紀錄新住民食材與飲食文化融入社會的現象和歷程。

4. 戰地歷史基礎資料的調查與搜集，推動戰地遺跡保存及活化運用。



相關部會 ▪ 建議

內政部

▪ 法令政策使得新住民取得公民身份困難，即使取得公民身份也難以取得被
選舉為公職人員的權利，使其意見和需求不受重視。修正新住民與公民身
份和參政權相關的法令政策，如國籍法、移民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港澳條例…等。

教育部

▪ 強化同志友善教育，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校園性平教育。
▪ 推動同理障礙者特質與情境的中小學課程。
▪ 現行法規對新住民在母國的學歷認證困難，造成新住民進修教育的障礙，

重新檢討學歷認證制度，以鼓勵新住民學習與進修。
▪ 從教育體制推動受刑後更生人去標籤化及其人權守護。

衛福部

▪ 將性別多元教育納入醫事人員、社會工作、照顧服務員等醫療與長期照顧
從業人員的基礎與在職課程。

▪ 推動長照使用者主導（user-led）個案管理，讓照顧者有更多自主使用長照
服務。

▪ 支持有職家庭照顧者的家庭與工作平衡，強化社區型長照機制及家庭照顧
者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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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動策略/方案同一個層次。
•與社造未直接相關，但涉及多元族群/社群的權益保障與提升，而需要回應之課題。



相關部會 ▪ 建議

勞動部
▪ 推動照顧不離職政策，擴大育嬰假為家庭照顧假。
▪ 強化就業服務站對受刑後更生人的協助，加強就服員相關的社工專業訓練。

原民會/文化部
▪ 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持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教育，

保存並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原民會/行政院/立
法院

▪ 尊重原住民族自治的強烈意願，協調整合各界歧見，讓原住民族自治法盡
快立法實施，作為原住民社區營造的最主要依據。

行政院/各部會
▪ 為協助新住民、移工融入台灣社會，公共空間與重要訊息應有多國語言服

務。

法務部
▪ 獎勵公民營事業雇用受刑後更生人，消除歧視，並為其建立與社會接軌之

服務系統及友善平權環境。

農委會
▪ 推廣飼養寵物的正確觀念，及善待流浪動物、野生動物的社會文化。
▪ 擴大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的推動，並盡快修訂法令予以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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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營造到社會改造
看見差異，促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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