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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營造到 

社群營造與社區設計 



               
設計？解決問題   
Design：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 



 



Photo @ 2015台中爵士音樂節 



設計    design 

 

Source: The Universal Trav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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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原型與特質的對話來引發型的靈感Play 

archetypes off idiosyncrasies to inspire form 

8. 建立概念性的尺度 

     Mark a conceptual yardstick 

9. 發展替選方案Develop design alternatives 

1. 傾聽Listen 
2. 設定目標 

Set goals 

4. 讓社區認識自己 

Introduce 

community to 

itself 

5. 建立整體概念 

Get a gestalt 

3. 調查並製作地圖 

Take inventory and map 

6. 畫出預期的活動場景 

Draw anticipated activity settings 

 

10. 評估替選方案Evaluate alternatives before 

11. 將點子轉換為設計，並思考維護管理的責任
歸屬Transfer ideas into design and 

responsibility 

12. 使用後評估Evaluate design after occupied 



 
Design Thinking is a Process 

？ ？ ？ 



 

Source: 喻肇青(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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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https://www.pinterest.com/childlifeaust/mri/ 

 MRI machine at 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資料來源： 

癌症篩檢 



http://sitemaker.umich.edu/bikes/about_zipcar 

www.coolhunting.com/tech/zipcar-iphone-a 





 

大埔張藥房事件 



 



2015-11-04    聯合報 

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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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議

video 

https://youtu.be/2Ee5N_Q8hAA


 

FB:大智慧學苑反拆自救會 

台中大智路貫通爭議
video 

https://www.facebook.com/大智慧學苑反拆自救會-482576851922117
https://youtu.be/2Ee5N_Q8hAA


               
社區設計   
Community Design 

不只是設計空間/產品， 
設計人與人的關係、設計一個社會 



 

High Line Park design our future 

http://www.asla.org/sustainablelandscapes/highline.html 



牆？ 
邊界？ 

 

• 真正問題何在…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社區營造、營造社區 

•並不是因為比鄰而居即會自然形成社區，
社區是被營造出來的； 

•透過溝通、透過互動、透過學習，形成有
社區感的聚落或一個區域； 

•營造社區、營造社區感，是社會工程。  

•建立自決的民主，協議的制度與環境； 

•召喚社區意識，培養現代市民意識，建立
具有公共領域的市民社會。 



社區運動、社區營造 

生存危機 認同危機 生活品質不滿 
都市地區為多 
鄉鎮也有 

鄉鎮地區為多 
老市區也有 

新興社區為多 
農村聚落也有 

反對政府或民間設置
鄰避設施；如變電站、
加油站、停車塔。 
鄉鎮地區也有反對垃
圾焚化爐、度港反杜
邦、美濃反水庫 

挽救曾經存在的文化；
地景、老街、建築、
文化活動等等。 
考察歷史、整理文化
素材、舉辦老照片徵
集 

中產階級發起，對於
公共空間與設施的不
滿足 
公園內容、巷道停車、
人行環境 

動員起於自救會 以文史工作室為主 透過村里辦公處 
透過社區發展協會 

城鄉發展不均 
國土規劃不良 

起源於國民黨政府的
「再中國化」，貶抑
本土、忽略地方文化；
知識分子重新發掘和
擁抱地方 

城市擴張太快 
城鄉發展不均 
國土規劃不良 



認同危機、生存危機、生活品質提升 

 

•透過組織地方社會所具有的潛在力與內部
自發的力量，以解決身邊的課題並致力於
新主題的循環為目標： 

•改善週邊的生活環境，提高社區活力與魅
力，實現「生活品質向上」的理想； 

•抵抗國家不當規劃或資本的入侵； 

•社區歷史與集體記憶的重建，建立具有認
同的人群與環境。 



地區／社區營造？ 

ㄧ個自定的範圍，從事各種創造 (ㄧ個？)地區感、
創造認同的工作；人與土地連結的夢 

 

• 人文地產景 

• 六星六面向 

 



營造社區的六大面向 

•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
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以及人、文、地、產、景五
大分類作為社區自我檢視指標，針對社區提出發展目標
及配套需求，促進社區健全多元發展，與政府或企業目
前提供之補助資源，分期分階段予以落實發展。 

•（一）推動全面性社區改造，打造生態、宜居的社區。 

•（二）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 

    創造在地深耕機會、促進地方認同與共識凝聚。 

•（三）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 

    讓民眾共同決議社區事務。 



面向一：社福醫療 

• 1.發展社區照護服務：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工作可以就近
社區化。 

• 2. 強化社區兒童照顧：結合國民小學辦理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招募社區媽媽協力合作，提供
社區內之托育照顧服務及兒童課後輔導，營造
溫馨成長環境。 

• 3. 落實社區健康營造：推動健康生活社區化，
推廣國民運動健身活動，營造健康社區。  

 

人 



面向二：社區治安 

• 1. 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繪製社區安全檢測
地圖，找出治安死角，舉辦社區安全會議，尋
求解決方案，例如加裝路燈或監視器、加強守
望相助巡守工作等。 

• 2. 落實社區防災系統：辦理社區防災之宣導工
作，輔導社區建立防災觀念，繪製社區防災地
圖，並組織民間救援隊，培養災害緊急應變能
力。 

• 3.建立家暴防範系統：進行家暴防範之觀念宣
導，並輔導建立社區通報機制，發展成為「無
暴力社區」。  

 

人 



面向三：人文教育 

• 1. 培養凝聚社區意識：開發利用社區人力資源，
辦理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工作，另透過社區藝文活
動之辦理，凝聚居民情感及共識。 

• 2. 強化社區組織運作：輔導社區組織活化工作，
規劃中長程發展藍圖，建立社區協議環境。 

• 3. 落實社區終身學習：鼓勵參與、建構終身學習
體系，發展社區多元族群文化。 

• 4.促進社區青少年發展：邀請青少年參與社區志
工服務，活絡社區青少年組織，培養社區營造生
力軍。  

 

文 



面向四：環保生態 

• 1. 推動清淨家園工作：成立社區環保志工隊，
進行環境整理及綠美化工作，推動發展「綠色
社區」。 

• 2. 加強自然生態保育：推動社區生態教育工作，
宣導生物多樣性理念，並鼓勵發展社區林業及
生態社區，建立社區與生態伙伴關係。 

• 3.推動社區零廢棄：宣導社區資源回收再利用
觀念，教育居民進行零廢棄及全分類等基礎工
作。 

• 4.強化社區污染防治：加強社區空氣及河川等
污染防治工作，輔導成立河川污染防治志工巡
守隊，使生活污水減廢及活化。  

 

地 



面向五：產業發展 

• 1.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商店街區再造，特產及
料理研發，促使產業轉型升級。 

• 2. 促進有機農業及綠色消費：透過有機農業之
產銷經營輔導，推廣綠色生產與綠色消費觀念，
增進健康社區發展基礎。 

• 3.促進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化多元就業機
會 

• 4. 發展產業策略聯盟 

 

產 



面向六：環境景觀 

• 1. 社區風貌營造：開發利用社區地方文化資產與
文化環境，透過居民參與模式，自力營造景觀特
色及環境美化等工作，打造社區新風貌。 

• 2.社區設施及空間活化：社區閒置空間活化再利
用，結合地方特色產業及傳統節慶活動，作為地
方文化設施。  

景 





大甲是甚麼？ 

 



 

台中是甚麼？ 



 

甚麼組成了我們的街道巷弄? 



社區是甚麼？ 

O O O O O O 



社區營造員、社區規劃師的可能與不可能 

超過?0歲就改不了了？ 

  

 

分裂的社區？同邊或不同邊 
整合成功的社區？真的還是假的 



社區營造條例的不可能｜推ㄧ個代表組織 

農村再生條例的理想化｜寫ㄧ個共同計畫 

 



2015 當下的社會｜甚麼組成了“這一個”運動? 

太陽花運動、反課綱運動 

 



 

舞團 

身障
協會 

護樹 

社區
大學 



陳敏明空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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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社群 

議題 
社群 

技術社群 
 

 
生活 
社群 

 
 

 

社區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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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明空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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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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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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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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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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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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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組織 

 



• 里長 

• 社區發展協會 

• 居民 

• 學校 

• 社團(NGO)/社群 

• 店家(組織) 

• ……… 



 



 

High Line Park design our future 

http://www.asla.org/sustainablelandscapes/highline.html 



• 使得POPS變成一個綠色生活空
間，吸引上班族在開放空間吃
早餐體驗城市空間，創造城市
一天當中晨間地景，以事件活
動介入了空間生產。 

Morning Café 早安咖啡計畫 

PARK(ing) Day 全球網絡行動 

 

2005年舊金山REBAR設計團隊將一處
停車格鋪上綠草皮、移來一株大盆栽
與長椅，把Parking Lot(停車格)轉換
為短暫的Park(公園)，把車輛所佔據
的市區公共空間，暫時地變成真正的
市民的綠色公共開放空間。 



 



2009年春天 

「土地分享」計畫， 

透過網路平台讓想種東

西的人、有土地無力種植

或照顧的人，藉由在網站

上登錄，讓這兩種人彼此

在網路平台媒合搭上線。 

英國   

Land Share 



台北市古風小白屋｜工具圖書館 

 

圖片：中時電子報 



台北市古風小白屋｜工具圖書館 

圖片：中時電子報 



 

台北市｜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 



 

Source: CxCITY FB 



 



 

台南市正興街 



 



 

台南市正興街｜小屋唱遊計畫 



 

台南市正興街 



台中市參與式預算 

 



建國市場田調團 
好伴 
台中市家扶中心南區 
教會 
國小老師 
法院職員 
…… 

台中市中區｜綠川工坊｜存異求群 



重新認識人、社群、社區 





各式各樣的空間， 
新的可能、新的綠生活 

空間 + 活動 

空間 + 目標族群 空間 + “綠色”概念 



營造地區｜ 

各種認同的社群網絡行動，多重交會、無確切邊
界的社區感 

  

 都市化、網絡化、社群化的趨勢 
我們還是住在土地上、共居一棟大樓 
 
 
 

｜地區共享 
 



社群協力｜ 

 

• 去集中化的思維｜多重｜從集中單一到分散平台 

• 共享｜HUB 

• Muilt-Community Space (Public Space) 

有 認 識 才 有 方 法 
以 方 法 促 成 認 識 



  

 



社會網絡分析｜看見共享地區的協力社群 

 



行動綱領 
  面向 評估指標 說明 
1 打造新公共空間 1. 回應議題與周邊基地情況  

2. 提供多元社區、社群使用  
3. 基地改造可行性(含土地取得 

空間不再侷限於過去常見的里民 活動中心的
功能定義，回應在地關 切議題。不只是社群
及居民聚會活 動的場所，並且保有開放性，
接納不同的意見，以社群網絡關係相互協力。

2 打開社群邊界 
  

1. 多元串連社區、社群  
2. 改造方案融合居民意見  
3. 民眾參與空間改造  
4. 各式關係的再鏈結 (社區社群、
空間點線面) 

打破以「里」為劃分的行政邊界， 重新釐清
社區生活圈範圍。例如舉辦綠生活營造工作
坊，邀請改造點周邊居民及社群團體透過親
身手作與空間互動的過程，加深使用者 對社
區空間的認同感，共同書寫感 動的空間故事。

3 打破僵固使用 1. 突破現況的限制  
2. 地方特色的新樣貌  
3. 創意工法與施作方式  
4. 材料自然、環保、友善環境 

媒合創意社群與社區，於生活圈中 重新梳理
出因太過熟悉而忽略的 地方特色。並且運用
在地、回收或 天然可分解的材料，以簡單的
工法 增加一般民眾參與施作的可能，讓 空
間因特色材料而有不同的趣味 組合和特色發
揮。 

4 打下小系統循環
基礎 

1.供多元議題、社群與社區使用
的持續性  
2.後續經營管理措施 

社區空間改造過程中，應考量在地使用者
（居民及社群等），共同研擬永續經營維管
機制，並且保持對 各類議題的開放性，持續
深耕發展。 



社群協力營造社區｜地區共享 

• 不 只 看 見 ㄧ 個 社 區 

• 不 只 邁 向 ㄧ 個 認 同 

• 創 造 多 重 H U B 運 作 

• 建 構 多 向 交 流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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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裡有各式各樣的空間，有沒有不一樣的新可能？ 

公園 私有屋頂 友善店家 國有閒置房舍 

國有空地 公有屋頂 牆面 畸零空地 私人庭院 



01/ 玉米伯的轉角(大安區) 

空間權屬｜（私）瑠公農田水利會 
空間範型｜轉角畸零地 















07/龍泉秘徑(大安區) 

空間權屬｜（公）國產屬 
空間範型｜閒置空地 









11/雨水花園(中正區) 

空間權屬｜（私）金齡建設 

空間範型｜空地 



12/開心農園(中正區) 

空間權屬｜（私）冠德建設 
空間範型｜空地 



13/加蚋仔大市集(萬華區) 
空間權屬 │ （私）地權-楊聖廟/天德宮 
空間範型 │ 廟埕廣場 



14/加蚋仔大市集(萬華區) 
空間權屬 │ （私）地權-楊聖廟/天德宮 
空間範型 │ 廟埕廣場 





















小柴屋出自 
在地師傅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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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Share 分享夥伴   混公社 

19/社區好傘-社群認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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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Share 分享夥伴 
混公社Plan B乙計畫 
私人力量參與公共空間認養 



 

103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04巷16號 

Space  Share 分享夥伴 
混公社Plan B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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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Share 分享夥伴 
Plan B乙計畫 
台北好傘計畫(Taipei Umbrell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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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好傘計畫(Taipei Umbrella Project) 
自由策展的場域 



 



20/小兔子書坊(中壢) 



21/南崁1567小書店 



不專心賣書；書店到底是甚麼？ 

支持你的書店？ 

     每個人找到他在這裡專屬於他自己的
歸屬與認同，創造他自己的網絡。支
持他自己。互相支持。 

• 這裡，讓小孩不哭，跟書做朋友 

• 這裡，讓老師進來訂書 

• 這裡，讓老人開藏書展 

• 這裡，讓小匠人能上架賣手工品 

• 這裡，讓高三生找尋志願人生方向 

• 這裡，讓少女讀詩找到文字的餘韻 

• 這裡，讓親子共讀深入故事裡天地 

• 這裡，讓勞工找到精神食糧 

• ……..    

回到南崁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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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本書店 



23/梓書房 



社區學習 

• 以研討會、讀書會、社區
參訪、人才培訓、終身學
習等形式舉辦社區學習活
動。 

 



拍攝社區小故事、製作紀錄片、記錄在地
文化特色，表達社區生活經驗及智慧 

• Youtube 

• PeoPo 

 

 
口述歷史 

• 大家寫村史 



 
前 

後 

改善習以為常的社區角落 



鼓勵民眾參與 
參與式設計、僱工購料、自力營造 

•透過市民參與，讓居民共同參與營造社區、活絡
社區。 

•由居民決定甚麼是我們要發展的方向。 

 

NGO討論 社區說明會 

社區說明會 社區說明會 

NGO討論會議 

NGO討論 



舉辦「創造認同」的活動：「百人接力」成為社區共同的記憶。 



透過綠點，讓社區動起來，落實啟
動周邊社區營造！ 

 



以表演藝術（包括戲劇、音樂、舞蹈…等）
為主題激發社區居民參與及創作。 

 

另有傳統戲曲、民俗等 



社區傳統工藝資源調查、研習、創作及
產品開發，發展社區型產業 

 



社區踏查、繪製社區地圖、找尋
社區寶物、發行社區刊物 

 實地環境踏勘 

資訊彙整討論 

踏勘地圖製作 



社區寶物特色 
藝術創作展示 

 
 
 
 
 
 
 
 
 

• 名人、老故事、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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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 打開綠生活  
Let’s Open Gr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