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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的梳理與規劃 
導言

臺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許主冠



當代政府的困境

1964年有75%的美國人說
他們相信美國聯邦政府
但到2007年只有25%的美
國人信任政府
這個數字還在繼續下降
中
信任危機正是全球政府
所普遍面對的挑戰



當代社會的思考

• 造成不信任的原因很多，二次大戰結束、冷戰
結束，全球化流動的經濟造成很多單一國家很
難解決的大問題，民主深化造成權力流動都是
問題。

• 但是真正只有一句話→社會環境已經改變了，
我們正走進一個新的生產典範，新的遊戲規則
正在產生中

• 你準備好了嗎？



不同時代的社會組織型態

第四波-文化力/協作共創
農業 工業 資訊



我們在做什麼？
忙忙忙 忙是為了自己的理想

還是不讓別人失望？

盲盲盲 盲得已經沒有主張

盲的已經失去方向

忙忙忙 盲盲盲 忙得分不清歡喜和憂傷

忙得沒有時間痛哭一場
張艾嘉 忙與盲



公務員的原罪與救贖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
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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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治理的核心價值

文化
公民

審議
思維

公民
參與

多樣
平權

協力
治理

文化民主力
文化創造力
文化生命力
文化永續力
文化包容力
文化超越力

文化政
策的核
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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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區域文化新魅力

倡議性社群
〈環保團體
、 社運團體
、草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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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補白

開放參與

●強化行政
社造化
●強化公民
參與
●引入青年
新力量
●社區產業
聯盟

縣市政府
及鄉鎮區
公所

工作重點

1. 強化平台
功能：部
會創新、
縣市整合、
鄉鎮學習

2. 強化社區
產業跨域
聯盟

3. 廣開參與
管道，黃
金人口、
青年及議
題社群

4. 建立人才
庫

以藝術文化接觸傳統社造
未觸及之地區與族群

新住民
原住民
青年

1. 美學館空間活化
2. 藝文資源媒合

吸引社群打造亮
點小型團隊補白

3. 青年築夢計畫媒合
社群
4. 整合資源形成區域
文化魅

企業參
與機制



第三期社區營造的新挑戰

• 社區營造策略必須面對客觀環境的改變，當
921重建完成，延續的一般及農村型社區營造
執行超過20年時，回頭看看客觀的環境：

• 全台灣都會居住人口已高達70%以上時，如何
在社造政策上反映出來？

• 都會營造與一般社區營造的差異在哪裡？

• 如何從過去的執行經驗中找到後續的路？



末日現象
全球人口正以極快速度往都會聚集

全球人口快速高齡化
創造性的破壞瓦解傳統經濟秩序新產業興起





• 全球約55%人口居住於都市（40億人）

• 臺灣約78%人口居住於都市（1800萬人）

都市化發展

都會

區, 78.00%

非都會

區, 22.00%
都會

區, 55.00%

非都會

區, 45.00%

全球人口分布 臺灣人口分布



六都所佔人口比例

六都, 69.21%

三市, 4.59%

農業縣, 25.56%

外島, 0.64%



北部地

區, 45.31%

中部地

區, 24.67%

南部地

區, 27.05%

東部地區, 2.33% 外島地區, 0.64%

臺灣地區人口分布



縣市人口成長趨勢（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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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人口成長趨勢（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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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人口成長趨勢（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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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人口成長趨勢（東區與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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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都會生活課題

• 都會人口快速成長，衍生出各種不同課題：

人口
成長

都會
外圍
人口
增加

市中
心空
洞化

環境
汙染

生活
品質
下降

城鄉
落差

高齡
照護

城市
更新

都市
防災

氣候
變遷

交通
壅塞生活

空間
不足



少子女化加速社會結構的改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103至150年)

少子女化：晚婚及經濟、思想改變，育齡婦女生育數快速減
少，2014年僅1.16  人。

工作年齡人口於2015年達高峰後，快速下降。
雙重效應：加上前述平均餘命增加，整體社會結構快速轉變，

家庭負擔沈重。

總計1818萬人

2
0

減少543萬人
總計2361萬人



新的時代挑戰--

我們進入人口快速老化的時代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103至150年)

2
1

醫療技術、環境衛生等
的進步，平均餘命增
加。

民國82年步入高齡化社
會，2015年5月65歲以上
人口達296萬人(占總人
口12.21％)，將於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
〈14%〉，2025年邁入超
高齡社會20%。
2060年65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41％



高齡照護 公共參與改造舊街區

青年創新 建構城鄉連結

創新

保持/恢復

空
間
議
題

社
群
議
題



環境梳理
大環境的梳理：空間、時間與人際網絡
資源盤點：跨專業、跨領域、跨世代
問題意識：現象與問題
流動與移動的軌跡與動力：文明進程的概念





城市空間地圖

公有空
間

私有空
間

公共空間盤點

公有空間
標記

私有空間
公共化

歷史事件場域、文化資產、名人住居、碑記、街
道家具

生活動線、生產路徑、城市發展路徑

店家/街道博物館

傳統通道
社區內藝術展品





你還會活多久？

現在的人
長壽已經不是問題
幸福的長壽才是挑戰

當一半以上人口即將都是百歲人瑞時
高齡問題就不只是照護的概念了
必須系統性的從高齡者的生活環境、社交
網絡、財務支持等等面相規劃出一個生
態，才能因應解決



可預見的未來……

2018
高齡人口占
比超過14%
，台灣邁入
高齡社會

2020
扶養比高達
40.7，每2.5
人就要扶養
1人

2025
全台總人口
數開始減少

2026
高齡人口占
比超過20%
，台灣進入
超高齡社會

2030
每 4 人就有
一名高齡者

2034
全國每 2 人
就有 1 人超
過50歲

2040
老年人口超
過30%，工
作年齡人口
跌破60%

2050
未滿15歲人
口不到10%

2060
扶養比高達
94.2，每1.3
人撫養 1 位
老人



面對高齡社會的多樣化需求
經濟需求：再就業的可能
社會支持網絡的需求：創造社群的
連結
學習的需求：彌補人生學習的可能
如何從這些需求發展出一個可以永
續運作的經濟模式？而非全然仰賴
社福體系
這樣的系統性思考才是對策



當
百
歲
已
經
是
常
態
時

如
何
幸
福
才
是
挑
戰
！







青年行動在地創生的意義
• 理念
1. 透過青年世代的視野以自我實踐的精神呈現 公共利益
2. 每個人有理念的一小步匯集出社會的一大步

• 思考架構/呈現
1. 環境盤點
2. 世代對話
3. 策展能力
4. 自我品牌



世代對話

新時代必須有自我實
現的動力才能招募資
源，年輕人如此，社
區的人亦復如此，這
就是共通點的建立



策展能力

• 策展就是…….

1. 提供觀點

2. 賦予意義

3. 眾人分享



自我品牌力

自我
品牌

敘事力

產品力

社群力創新力

當代價
值連結 產品的價值

相關人/社區
社群

在地知識系統

復振後的轉
譯價值

新工具、新方法
新功能、心價值



城市與城鎮的系統關係

城市治理

城市社會

城市經濟

城市環境

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

城市創新



城市的擴張，人口外移卻留下城中心的空洞
老舊的市區，擁擠的交通與公共設施的不足
讓年輕人不願意進入



打造健康環境友善空間是政府基本職責
在盤點城市移動的現象背後的真正原因
後善用各種工具與法律改善城市



在台灣現有社會條件下的策略思考

都市更新

• 重建 建築安全理由

• 整建 必要之新設施

• 維護 公共設施之運作

• 藉由新環境的改善

• 創造更高經濟價值

都市緩解〈 Relieve〉

• 舊城區功能強化

• 舊城區環境改善

• 舊城區動線連接

• 新創產業的引進

• 在地生活的協同連結

+





玻利維亞，帕拉斯 -
年輕人穿著斑馬裝扮
穿過這座辦公大樓的
大廳，在他們準備工
作時歡呼雀躍，相互
輝煌。
他們不只是協助指揮
交通，他們更是街頭
傳達關懷的大使
他們不是要告訴駕駛
或行人遵守規定，而
是要讓他們知道，你
可以改善自己的一
天。



重新設計明日世界

封建制度時代

用動力革命帶來的新工
業生產鬆綁了封建制度

土地資本的概念被經濟
資本取代

工業生產時代

透過網路與資訊普及了
教育與知識，鬆綁了工
業生產制度

經濟資本漸漸被社會資
本涵蓋

共享經濟時代

工業生產的後遺症引發
了全球反思

IT產業提高了個人對大議
題的表達與參與能力

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
需求漸漸高於經濟資本





Sherry R. Arnstein 公民參與階梯(1969)依公共決策時公民所能夠發揮影響力

的程度，將公民參與的方式由最少參與到完全主導，共分為八個層次：

1. 操縱式參與（manipulation）：如公民諮詢會議。

2. 補救式參與（即教化 therapy）：當作是教育過程的團體集會。

3. 公告式參與（informing）：公開宣佈、地區會議。

4. 諮詢式參與（consultation）：公民調查、地區會議。

5. 安撫式參與（placation）：公民顧問協議會的合作程序。

6. 夥伴式合作參與（partnership）：地區組織、利益團體政治。

7. 代表權式參與（即授予權力 delegated power）：方案的功能控制、運作式

的否決權。

8. 公民控制式參與（citizen control）：地方政府、控制。



其中 6-8 三個層次可歸為「完全參與」的形式，此階段所有的參

與行為皆由民眾主導，民眾有權決定政策的規劃與結果，要求組

織結構和程序的改變，以便新團體能在政府的政策中造成影響

力。

3-5 三個層次可歸為「象徵式參與」，此階段民眾雖有機會參與

政策規劃過程，亦有機會表達意見，但卻不代表意見可被公部門

接受，因此並無實際的決策權。

1、2 兩個層次可歸為「無參與」的形式，此階段政府主導所有政

策走向，僅向民眾告知結果，即民眾並無實際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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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的概念



• 地方創生的幾個觀念
一、挖掘在地寶藏：要自主、永續，可善用地方既有的生活和文
化，讓在地不起眼的資源成為寶藏。
二、用設計點亮價值：挖掘在地特色之後，還能用設計和美感，
創造價值。
三、人是地方創生的推手：帶動地方創生，最重要的是人。只要
有改造地方的意識，人人都能為地方帶來改變。尤其鼓勵擁有一
技之長的年輕人返鄉工作。連結網路過「半農半IT」或「半農半
設計」的生活
四、創造自立自足的地域經濟：用在地特產創造工作機會，也活
絡了在地產業，形成自立自足的地域經濟。

五、需求導向的政府配套：完善的政府配套，對地方創生的實踐
仍有必要。沒有好的公共資源、托育政策，年輕人怎麼敢回鄉



地方創生的經濟園林概念



看到文化治理

• 雲林水林鄉

一個沒有特色的

鄉鎮，所以缺乏

自信

卻以一位飄忽不

定的海賊找到

文化的自我







確立在地文
化

自明性

建立文化資
產

導覽平台

提供多元參
與方式

供民眾參與
形塑文化公

共性顏思齊故事
劇本及鄉土
教材產出

 6月15日 水林文化路顏思齊來台十寨故事牆施作完成
 6月25日 辦理水林公所同仁文化增能講座（洪茂仁村長分享顏思齊研究）
 7月23日 辦理水林公所同仁文化增能課程（優雅農夫執行長黃鼎堯分享土

溝農村美術館營造經驗）（白屋執行長蔣耀賢分享橋仔頭糖廠文化保存經
驗）

 8月27日 辦理水林公所同仁文化增能課程（雲科大黃世輝老師分享農業文
創）（余國信分享嘉義玉山旅社文資保存活化經驗）

 9月17日 水林國中北面水林文化牆由大成商工及水林國中師生共同彩繪完
成

 9月15日 水林鄉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活動LOGO設計完成，並落實
於相關文宣中

 10月19日 2013「為顏思齊而行、從新出發」有騎有保庇親子自行車巡禮
活動

 7月22日至8月2日 舉辦水林暑期文化學習營
 7月28日 進行水北村文化資產解說員訓練，由洪茂仁村長親自導覽訓練
 8月30日 委託南榮科技大學辦理文化資產導覽規劃設計施作

 6月17日 水林公所村幹事參加雲科大文化產業專論村落酵母座談會
 10月9日 文化走入生活：水林店家提袋改造（玉記號）完成

 9月6日 顏思齊故事布袋戲劇本製作及演出訓練工作坊，每週五下午於水
林鄉文正國小開始進行課程。

 8月30日 委託南榮科技大學辦理水林文化資源手冊、顏思齊故事繪本及記
錄片製作

跨域文化治理想像-水林

水林鄉公所

提供



新水林
用顏思齊重建地區產業與光榮
感



日本石見銀山經驗
石見銀山是日本戰國時代後
期、江戶時代前期日本最大的
銀礦山，其產量曾佔當時全球
的30％，明治時期也產銅、鐵
等礦產，但已於大正12年閉
山。

在2007年登錄為日本第14號世
界遺產，是亞洲第一個登錄為
世界遺產的礦山遺址



日本石見銀山經驗

在地組織有 大田市觀光協會、石見銀山導覽協會
專業組織有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
政府組織是 大田市政府大森町 石見銀山科
另外也有些餐廳和停車場的經營者





政策目標

問題意識
1. 環境判讀
2. 資源盤點
3. 工具選擇

強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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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分為
五大部分（5P）：
社會（People）、
經濟prosperity）、
環境（Planet）、
治理（Peace）、
執行（Partnership）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包含 17 項目標及
169 項細項目標，橫
跨性平、衛福、環
境、勞動、貧窮等
跨部會議題。
台灣在行政院及立
法院均設有永續發
展委員會及諮詢委
員會

http://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
http://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
http://nsdn.epa.gov.tw/files/sdgs/%E8%81%AF%E5%90%88%E5%9C%8B%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E4%B8%AD%E6%96%87%E7%BF%BB%E8%AD%AF.pdf


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
目標一：消除貧窮。
目標二：消除飢餓。
目標三：健康與福祉。
目標四：教育品質。
目標五：性別平等。
目標六：淨水與衛生。
目標七：可負擔及清潔能
源。
目標八：就業與經濟成長。
目標九：工業、創新與基礎
建設。
目標十：減少不平等。
目標十一：永續城市。
目標十二：責任消費與生
產。
目標十三：氣候行動。
目標十四：水中生態。
目標十五：陸地生態。
目標十六：和平、正義與強
大機構。
目標十七：致力於永續的夥
伴關係。
設計出更好的明日



如何設計明日？

翻轉青年力

解放傳統資本主
義的物質束縛
從擁有到共享
從自私到共好
產生行動者

環境洞察力

洞察環境改變
下的社會變動
提出解決的可
能性與相關人
商業機制的啟
動
產生社會企業

跨領域新
產業的可

能性

舊空間新功能

倡議者平台
Impack Hub
共創平台
Sense maker

社會企業

投資
者

公益
基金

新金融架構

青銀合作

議題對策

透過跨域合作
從議題倡議到
行動都可以形
成多元的關注
與產出更多資
源



重新設計明日世界

新行動

新經濟模式的形
成

新組構

青年力與退休人
生的結合

社會企業時代

新價值

從私有到共享

環境洞察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