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區公所社造中心 

計畫主持人:謝玲蘭 

111/06/10 

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 

•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承辦單位：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崇倫社區發展協會第二屆總幹事、第三、四理事長 

 97年           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人員研習班講師 

 97、100年      基隆市文化局社區營造發展工作人員研習班講師 

 97、98、99年   台中市政府社會處種籽社區基礎核心幹部培訓講師 

 101~104年      台中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社區輔導員 

 97、98年       林務局社區林業社區綠美化講師 

 98、104-106年  台中市文化局社區營造發展工作人員研習班講師 

 99~110年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社造點營造計畫輔導老師 

 98~110年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輔導老師 

 104-110年      台中市政府低碳推動辦公室城食森林計畫顧問 

 107年       台中市文化局區域社造中心太平區、西屯區、烏日區輔導老師 

 109~110年   台中市太平區區域型社造中心營造計畫主持人 

 現任：111年 台中市太平區區域型社造中心營造計畫主持人 



   造人 讓社區居民願意關心公共事務 

   行動 大家願意改變現況 

   自主 從依賴政府變成自主發展 

   改革 從改造社區到改造社會 

莫忘初心 



1965 
行政院-提出「社區

發展」概念 
社區發展 

1968~ 

1991 

內政部-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綱領 

社區發展            
(1971理事會) 

1991 
內政部修正「社區
發展工作綱要」      

(人民團體) 
社區發展協會 

1994 
文建會- 

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發展協會 

文史工作團體 

由上
而下 

由下
而上 



1994 

2002~2007 

2008~2015 

2016~2021 

文建會通過《社區總體營造 
獎助辦法》，開放社區團體 
申請社造計畫補助經費。 

行政院2002提出「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2005提出六星計畫」 

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新故鄉第一期社區營造計畫」 

「新故鄉第二期社區營造計畫」 

全面落實社區營造政策，營造地方文
化生活圈，建立「知識社造」，以及
在地文化特色融入生活學習。  

都會型社造、青年、議題社群 
行政社造化、公民審議 
行政院提出2019「地方創生元年」 



2015年前 

•居民參與 

•社區自主 

•由上而下 

•永續經營 

2016~ 

2021年 

•擴大參與(多元性) 

•社區產業(自主性) 

•公私協力(創新性) 

•網路平臺(持續性) 

2022~ 

2027年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社區營造2.0 

社區營造3.0 

社區營造4.0 



突破文化治理的框限 化解世代價值的衝突 

消弭普世價值的脫節 減少公民力量的離散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成立社造工作

坊，營造社區

特色 

以公民審議方

式推動社造計

畫，建立公民

社會 

跨域資源合作 社區微旅行 

計畫名稱 



為何提案? 

向誰提案? 

誰來撰寫? 

如何撰寫? 



人口老化 人口外移 
新住民 
移工 

文化斷層 商圈沒落 居民冷漠 

一、社區居民的需求與問題 



宗教文化 交通設施 河川景觀 

文教商圈 文創基地 歷史建築 



影響生態、環境永續，人類健康生活 

能源

短缺 

氣候

變遷 

疫情

斷鏈 



1.文化社造類之提案：已成立區公所社造中心，培訓，輔導，計劃
書收件、核銷皆由該區之區公所社造中心負責。 
2.議題平臺類，深度文化之旅類，青年個人提案類， 
未成立區公所社造中心之文化社造類。提案計畫書1式7份及電子檔，
於111年6月30日（星期四）17時前親送或寄送至： 
111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403007臺中市西區自治街30號3樓），以送達時間為準。 

未成立區公所社造中心： 
和平、北區、大安、潭子、東區 、西區、神岡、龍井等區 



 成立社造推動小組 

 共同討論社區需求優先順序，提出想法 

 召開計劃書撰寫討論(建議以審議社造模式，擴大參與討論) 

 責任分工 



(一)申請資格 

(二)注意申請期程 

(三)檢視審查重點 

(四)議題操作內容(社區問題) 

 

如何撰寫 



願接受社造課程培力之合法立案團體（含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單位及個人。 

文化社造

類 

合法立案團體(含公寓大

廈) 
上限7萬 

議題平臺

類 

合法立案團體(含公寓大

廈)2年以上經驗 
上限15萬 

深度文化

之旅 

具備導覽人員，遊程規劃

能力 
上限6萬 

個人 
台中市民或常住者，18-

45歲 
上限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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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力課程說明 

課程類型 必修 選修 參與對象 

文化社造類 
6 

(各平臺互
相承認) 

6 社區須派1-2位其中有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
員、總幹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 

議題平臺類 6 6 社區須派1-2位其中有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
員、總幹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 

青年個人 
提案類 

6 6 本人須參與此類別必修課程。 

深度文化 
之旅類 

6 6 

社區須派1-2位其中有1位須為理事長、主任委
員、總幹事、秘書長、社區理監事等重要幹部。 
計畫主要執行者須參與社區深度文化之旅相關必
修課程。 

抵免方式 不可抵免 可依相關
規定抵免 

  

議題
平臺 

深度
文化
之旅 

青年
個人
提案 

文化
社造 



 計畫書規格一律採A4直式橫書，雙面印刷，裝訂方式為左上一釘，

為利資料整理、審查翻閱及環保，請勿以其他特殊加工方式裝訂
（膠裝、線圈、環裝、書背膠帶、資料夾...等） 

計劃書要求 



• 繳交提案計畫書:111年06月30日(四)下午5:00前 

• 乙式7份(正*1+影*6)及電子檔1份 

• 徵選會議:111年07月06日(三)~07月08日(五) 

• 議題平臺、深度文化之旅、個人等，由提案單位簡報 

• 公布審查結果:111年07月15日(五)前 

• 執行期程:111年11月18日(五)前 



1.社區動能及民眾參與度（30%） 

2.計畫書內容完整性與可行性（30%） 

3.社區資源的運用與創意展現（30%） 

4.經費編列合理性及正確性（10%） 

甄選基準及分項權重 

可以做的事不只一件 



1.計畫書之完整性與可行性（30%） 

2.資源整合、社會影響力之情形（30%） 

3.計畫內容與主題貼切性、在地性、創新性、學習與永續性（30%） 

4.經費編列合理性及正確性（10%） 

甄選基準及分項權重 

□在地知識文化扎根組 
□公共議題公民審議組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取之不盡的葉子~ 
大自然是我們的藏寶庫 



1.計畫對於在地資源結合，合作模式，願景及永續發展（30％） 

2.行程豐富度，旅遊點特色，體驗學習性，創意性（30％） 

3.計畫書之完整性及效益評估（30％） 

4.經費編列合理性及正確性（10％） 

甄選基準及分項權重 

跟著毛小孩探索社區 



1.創意及文化内涵（30％） 

2.民眾參與及共識凝聚（30％） 

3.計畫可行性及社會影響力（30％） 

4.經費編列合理性及正確性（10％） 

甄選基準及分項權重 
傅智恒-地景聲音工作坊 

以審議民主方式討論聲音採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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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社造 

刊物 
影像 

資源 
調查 

環境 
觀察 

食農 
教育 

社區 
地圖 

記憶/ 
技藝傳承 

共識 
凝聚 

耆老訪談 
在地知識 
紀錄 

(四)操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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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 

從過去的
提案經驗

中 

發現問題/
議題 

問題意識 提出行動 

連結其他
組織 

設立預計
達成目標 

議題
平臺 



常見公共議題 

寵物便溺  
問題 

友善農業 

產業再造 

公共設施  
公安 

食物銀行 

綠色採購 

共同廚房 

環保生態 

低碳節能 
減廢 

環境空間 

文學藝術 

照顧關懷 

數位落差 

信仰技藝 

人文教育 

貧富不均 

跨國移民 

性別議題 

新住民、 
移工 

族群平等 



實境遊戲 

桌遊 

教案設計 

教學營隊 

有聲書 

Podcast 

遊程規劃 

微旅行 

產業體驗 

文創品 



聯合國SDGS-17項指標 



整體營造 

社福

醫療 社區

治安 

人文

教育 環境

景觀 

環保

生態 

產業

發展 

社區微旅行 

地方創生 
友善宜居 

環境永續 
生態城市 



編號 地點名稱 特色 時間 費用 負責人 

A: 兒時童趣抽抽樂 回憶五分車經過時抽甘蔗的樂趣 20分鐘 50(導覽費) 

B: 黑貓俱樂部 102年的營造點還持續有志工負責維護 20分鐘 50(導覽費) 

C: 石獅 

新高菜市場 

市場入口有兩隻石獅，迎接所有外地人
來新高水上樂園的必經之路 

20分鐘 50(導覽費) 

D: 番仔路福德祠 百年土地公，連很多外地人都來此祈求
伯公的保佑，還有惜福許願卡供遊客祈
福購買 

30分鐘 50(導覽費) 

E: 番仔路朝天宮 這裡恭奉天上聖母，屬於我們大新光里
的公廟 

30分鐘 50(導覽費) 

F: 百年土角厝 這裡還保有5000坪的土角厝村落 50分鐘 50(導覽費) 

G: 菖樺日本冰 可現場導覽製冰過程，diy彩繪冰棒 1小時 150(含DIY) 

範例 

以地圖說明微旅行路徑與本計畫之關係 

遊程規劃文字說明加社區地圖 

介紹可與微旅行路徑連結之社區特色 





  要甚麼？ (願景) 

  為甚麼？ (議題) 

  怎麼作 ?  (行動方案) 

 議題的考量乃是基於每個社區不同的客觀條件以及在地特質，除了是
工作計畫外，更是一種發展策略。 

 從社區最迫切的議題開始切入 

 設計人與人之間溫度連結的活動 

 



與威脅（threat）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 

內  部 

外  部 



對象 
•是誰的需求與問題 

能力 
•簡易難度 

設計 
•創意與創新做法 



•迂迴前進、培養默契 過程複雜卻簡單 

•遊戲、體驗 輕鬆好玩好互動 

•思考、討論、檢視 導入公共議題 



 魚骨頭OR其他圖樣 

想要(可以)完成的事? 

希望(解決)完成的事? 

甚麼人來做? 

甚麼時候做? 

在哪裡做? 
有什麼資源可整合? 

行動方案 



 計畫名稱：想一個有趣，跟計畫相關的名稱 

 計畫緣由：為甚麼要做/問題呈現/SWOT分析  

 計畫期程：核定日起~111/11/18 

 計畫目標：想要做的事/工作項目/短中長期 

 計畫內容：你要怎麼做/條列說明 

 工作團隊：可以幫忙計畫執行的人 

 經費預算：﹩﹩﹩ 

 預期效益：可以達到的目標~質、量 

 

 





提案計畫書參考格式 

提案計畫書參考格式.doc


 一致性：計畫內容或預估數字，應前後一致，且合乎邏輯。 

 客觀性：計畫內容需客觀、實際並提供數據來源資料。 

 務實性：計畫經費依所需資源實際預估，且可提供自籌款。 

 明確性：計畫書文字應易懂、易讀，且儘量說明詳盡、明確。 



例如：獅藝大雅-花

獻秀山 

想一個跟計畫內容相關的計
畫名稱 

選擇一個 



 銀躍文曲 蔥滿創意 

 青銀跨代行動~重啟藺編記憶 

 鼓動社尾 

 找尋三叉的故事 

 青銀共創-車籠埔黃金傳奇 



先編好課程活動表 

蓋單位大章 

日
期 

課程(活動)名

稱 

課程(活動)

時間 

授
課
小
時 

授課
講師 

預
計
參
加
人
數 

活
動
地
點 

○
/
○ 

○○○○○○○
○課程 

○○：
○○~○○：

○○ 
2 

王
○○ 

○
○

人 

              

109/計畫名稱/文化局/6萬 
無 

勾選後，請逐項說明與計畫符合項目之內容 



計畫運用

之 

SDGs指標 

(必填，可複選) 

□SDG 1 終結貧窮  □SDG 2 消除飢餓  □SDG 3 健康與福祉 

□SDG 4 優質教育  □SDG 5 性別平權   □SDG 6 淨水及衛生 

□SDG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 10 減少不平等 

□SDG 11 永續城鄉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 13 氣候行動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  □SDG 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勾選後，請逐項說明與計畫符合項目之內容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檢視表 



範例 



項次 標題 符合之內容說明 

2 消除飢餓 

1. 基地周圍種植可食性植物(洛神花及香草植物等)，以無毒方式栽培，確保食材、糧食安
全。 

2. 收成後可提供協會使用，供關懷據點長輩用餐，解決獨居長輩用餐問題，消除飢餓。 
3. 基地以香蕉作為空間布置元素，農村景觀鮮明，可吸引外來遊客駐足打卡，辦理在地微

旅行，推廣在地農業特色-香蕉，促進在地永續農業。 

3 健康與福祉 
基地以全齡使用為設計考量，規劃適合長輩耕種之療育菜園區，建置適合小朋友遊戲之攀

岩石及跳箱等等，讓長輩可帶小孩子到此休憩遊玩，實際達到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
與福祉。 

5 性別平權 

1. 實現性別平等，賦予婦女權力參與規劃、設計施作及場地使用，打破一般工程施作為男
性之陋習。 

2. 空間作為據點活動場域，長期辦理課程使用，讓民眾不分性別，實際參與社區事務，實
踐性別平等。 

11 永續城鄉 
以自然元素(竹片、木頭、石頭)、可回收使用之建材(空心磚、鐵件)，建構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景觀，充分展現太平區車籠埔鄉村豐饒水果農業特質。 

17 多元夥伴關係 邀請當地慈明高中廣設科學生、長輩、住戶、技藝達人，參與空間規劃設計、改造，協力
製作空間街道家具設置，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文建社區從社區發展協會成立10年來，努力透過社區自主自發的方式，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並籌畫辦理社區報已有5年整，93年度即將社區
報加以電子化，並獲得文建會的經費補助，成效非凡。而95年度更以

比賽的方式，徵選社區意向，以凝聚社區意識，並藉由影像媒體，將
社區的一點一滴漸漸凝聚起來。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之下，本協會希望
藉由文史調查整合目前現有之資源，為社區發展帶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與威脅（threat）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 

內  部 

外  部 



社區背景、人口數、地理位置及計畫實施範圍簡述 

大甲里位於大甲火車站西邊，面積0.1190平方公尺，北邊朝陽里，

東邊中山里，南邊薰風里，西邊順天里，里內有全國知名的鎮瀾宮，
香火鼎盛，每年農曆三月的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名列世界三大宗
教活動之一，為大甲里帶來大量參香人潮，裕珍馨餅店奶油酥餅三
代傳承，是大甲最佳伴手禮之一。人口數約6300人2100戶
(https://demographics.taichung.gov.tw/Demographic/Web/Demographic.aspx)。 
臺中市人口統計平台 

 

https://demographics.taichung.gov.tw/Demographic/Web/Demographic.aspx
https://demographics.taichung.gov.tw/Demographic/Web/Demographic.aspx


社區位置與地圖（附上社區古今地圖） 

https://maps.nlsc.gov.tw/國土測繪 

https://maps.nlsc.gov.tw/


一、耆老田野訪查 

二、在地資源基礎調查 

三、地方文史整理與彙編 

四、地方文史的編撰出版 

五、地方文史成果發表會 

 

 



短期目標 
1-3年 

中期目標 
3-5年 

長期目標 
5-10年 

1. 社區資源調查 
2. 社造人才培力 

3. 凝聚社區居民共
識 

1. 完成社區人文地
產景資源盤點、
紀錄、保存 

2. 奠定社區資源特
色 

 

營造人文藝術美學宜
居生活環境 
 



 針對提案計畫、提案組別、合作單位及主題相關之社區資源進行介紹
和說明 

 

下街仔文史工作坊 

烏日國中 

烏日國小 

烏日地區各里 

文史工作者-林良哲 

社區工作者-謝玲蘭 

耆老口述歷史 

社區故事繪本 

烏日國中 

長榮劇團 

珠仔山劇團 

湖日劇團人員培訓 

劇團交流見學 

在地知識文化扎根 

公共議題公民審議 



資源類別 說明 社區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 例如老厝、土角厝、廟宇、磚窯廠   
  

藝術文化資源 例如布袋戲、北管、藝陣等   
  

產業美食資源 例如啤酒廠、小吃、草仔粿   
  

水資源 例如溪流、古井、泉水   
  

農村產業 例如荷花池、稻田、果樹、花卉   
  

鄉土特色及童玩 例如陀螺、竹製品   
  

自然生態資源 例如鳥類、老樹、昆蟲等生態   
  

景觀資源 例如田園、市景、地標、夜景   
  

地方節慶 例如媽祖遶境   
  

社區內團體與組織 例如○○國小、○○國中、班隊   

人的資源或其他 例如具特殊專長或技藝之人才、地方耆老 
  
  



公園名稱 位置 照片 說明 

福星公園 
福星路上（逢

甲里） 

公園內除具有綠地及樹木…等植物外，另外
在107年1月重新翻修，並增添一些兒童遊樂設
施，讓附近的居民又活絡起來了。 

西平公園 
列美街上（西

平里） 

公園內除具有綠地及樹木…等植物外，另設
置兒童遊樂設施。 

惠民公園 
西屯路上（西

安里） 

公園內除具有綠地及樹木…等植物外，雖然
不大，但在這車水馬龍中，還可以看到這片綠
地，讓人心情唯之愉快。 



 跨組織及與公私部門協力情形、在地資源之連結與整合性等 

連結單位 資源內容 對話窗口 

公部門 

文化部 
申請臺中市社區營造點，培力社區營造人才，成立社區劇團，
傳演社區故事。 

申請生活美學館計畫，推廣社區文化技藝、凝聚社區共識。 

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 

彰化生活美學館 

社會局 
成立社區關懷據點，培力關懷據點志工。 

社區培力計畫，辦理社區各項弱勢活動。 

臺中市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臺中市社會局育成中心 

都發局 
參與社區規劃師駐地培訓計畫，培育社區空間規劃人才。 

改善社區窳陋空間，簡易綠美化，美化社區環境。 

社區規劃師駐地中心 

南華大學團隊 

醫院 
烏 日 澄 清
醫院 

提供衛教宣導課程 
配合社區活動至現場擔任醫療組。 

管理部 



例如： 

1.成立頭家工作坊:  

招開工作討論會議，招集幹部志工等制定工作計畫及分配職務，預計8
月-11月，每月招開一次，每次參與人數10人。 

2.探索光隆農業在地知識學： 

3.建構療癒步道： 

提案計畫執行期間，參照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布之「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臺中市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規範」辦理。因應方式 



日期 時間 內容 預計人
數 

講師 

8-11月 19:00-21:00 會議及討論 10 

10月 19:00-21:00 邀請專家協助整理資源調查資源 10 外聘學者專家 

8/1 09:00-13:00 耆老說故事 20 社區耆老(內聘) 

8/8 09:00-13:00 耆老說故事 20 

9/15 09:00-13:00 耆老說故事 20 

8/1 14:00-17:00 來去和平路散步-菸樓，百年荔枝 20 王OO(外聘) 



  111/6 111/7 111/8 111/9 111/10 111/11 

課程培訓計畫撰寫討
論 

        

耆老田野訪查         

在地資源基礎調查         

村史整理與彙編         

村史的編撰出版   
  

  
  

 
  

  
  

  
  

成果發表會 
  

  
  

  
  

  
  

  
  

 
  



一、辦理社造及村落藝文發展活動場次___場。 
二、培育藝文人才___人次。 
三、居民投入社區服務時數___小時。 
四、出版村史500本 
五、其他績效： 

藉由田野調查活動、出版之實體書、圖像影像之展示，可以讓社區民眾具體瞭
解文建村的點點滴滴，並透過此活動可以連結已有深厚基礎的社區報跟影像紀
錄活動。結合在地的國民小學，讓學童透過教師的引導正確瞭解社區的歷史，
並作為教學上活生生的題材，以培養社區種子人才，帶動社區發展，營造學習
型社區，達到社區文化化、文化社區化的目標。 



一、合作單位(對象)介紹 
 

1.以文字或組織圖表呈現皆可 
2.講師學經歷、作品等說明 



人員資料 

姓名 工作項目 分工/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 

  總召集人   

  籌備流程   

電腦統籌   

文書處理   

聯絡志工幹部   



社區發展協會 

(200人) 

志工隊 

50人 

守望相助隊 

30人 

長青俱樂部 

150人 

會計 總幹事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請實貼近6個月內1
吋半身照片(掃瞄亦
可)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      機   
電子信箱   
地    址   

學經歷簡介 
  
  
  

對擔任社區營造員工作之看法與期待 
  
  
  
您對社區現況與未來發展之觀察 
  
  
  



 提案單位之立案證明文件影本（公寓大廈須另檢附管委會同意
參加甄選之會議紀錄）。 

 一、提案單位之立案證明文件影本1份。 

 二、提案單位之成員曾參加社區營造相關課程證明文件影本。 

 三、除列敘過往推動社區營造工作、活動之成果之外，並請檢附
相關成果之文宣、照片、手冊、社區報……等均可(準備一份供傳
閱即可)。 

 

 



 有者-以文字佐以照片說明 

 無者-免 

108/計畫名稱 

照片 
 
 
 
 
 

說明:課程活動 



年度 計畫名稱 辦理活動場
次 

培育藝文人才 居民服務
時數 

其他績效 

104 搶救百年文化-
寶興宮(王公廟) 

15場 493人次 
男：68  

女：425 

986小時 寶興宮現址文物及文史紀錄照片*1冊 
寶興宮拆除紀錄片1份 

105 湖仔~咱乁庄頭

咱乁故事 

25場 882人次 
男：188 
女：694 

1904小

時 

結合烏日國中學生及社區青年投入計畫執行 
社區故事劇本1齣/培訓劇場人員35名 
劇場演出3場 

106 舞動257王公廟 32場 880人次 
男：192 
女：688 

1800小

時 

結合烏日國中學生及社區青年投入計畫執行 
社區故事劇本1齣/劇場演出4場/劇場種仔教師3人/培訓劇場人
員40名/耆老訪談影像紀錄一份 

107 尋根問祖寶興宮 36場 1016人次男：
260 

女：756 

2268小

時 

結合烏日國中學生及社區青年投入計畫執行 
/培訓劇場人員45名/社區故事劇本1齣 
劇場演出5場 

108 尋根湖日─下街

仔ㄟ故事 

44場 
  

1325人次男：
328 

女：997 

3070小
時 

  

結合烏日國中學生；南湖社區大學、僑泰高中及社區青年投入
計畫執行 
社區故事劇本1齣/劇場演出3場//培訓劇場人員35名/社區故事
繪本50本 



未編列之核定經費項目
不得核銷 

不得勻支 



 確定計畫工作項目 

 確定計畫課程、活動地點 

 安排課程、活動：日期、時間、時數 

 確定講師資格、名單(內、外聘) 

 預計規劃課程、活動、人數 

 確認計畫需用材料(可先行估價取得估價單) 



經  費  概  算  表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計 算 方 式 說 明 

人   事   費 *人事費不得流用至業務費 

臨時僱工費         *不得超過補助經費1/3 

業   務   費 (註)業務費得相互勻支 

鐘點費 
內聘           

外聘           

出席費           

印刷費           

誤餐費           

場地佈置費           

導覽費           

茶水費           

材料費           

保險費           

雜支         
*不得超過全案經費5%，應列支出說
明。 

小     計     

總     計     

承辦人 出納 會計 負責人 

        

未編列之核定經費項目
不得核銷 

不得勻支 



經費編列主要為人事費1/3、業務費、雜支5% 

(1)社區資源調查： 

出席費、臨時僱工費、講師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誤餐費、保險費等。 

(2)人才培訓課程： 

講師鐘點費、誤餐費、場地佈置費、印刷費、材料費、器材租用費等。 

(3)社區刊物：撰稿費、美編設計費、印刷費等。 

 



(4) 影像紀錄︰後製剪輯費(臨時僱工費)、材料費、器材租金等。 

(5)繪本、手冊：講師鐘點費、場地佈置費、撰稿費、美編設計費、印刷
費等。 

(6)社區地圖：講師鐘點費、美編設計費、印刷費、材料費等。 

 

 



(7)社區劇場：講師鐘點費、誤餐費、臨時僱工費、印刷費、材料費
(含道具製作)、燈光音響費（僅限社區成果展）等。 

(8)文創產業：講師鐘點費、誤餐費、臨時僱工費、材料費、美編設
計費等。 

(9)成果展示：場地佈置費、租演出器材費（包括燈光、音響）、材
料費、誤餐費。 



提案單位請依計畫實際執行需要編列經費，計畫核定後，本計畫補
助款項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若需要變更或調整經費概
算表與計畫執行項目，需於核定函送達30日內具文提出說明，並經
本局同意後始得更改，並以一次為限。 



1.不得超過全案計畫經費之1/3。 
2.臨時僱工費每小時不得低於勞基法最低工資標準。(每小時以168元
為下限) 
3.每人每日(8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1,344元。 
4.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人員不得支領臨時工費。 
5.使用於調查、資料蒐集、訪談等情形。 

核銷需檢附領據或印領清冊、臨時僱工出勤簿，敘明工作時數及內
容等清冊。(如表單範例︰臨時僱工出勤簿)。 

 



1.聘請專家學者出席，作為計畫諮詢、審查會議等用途。(非課程講
師費) 。 
2.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人員及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 
3.每人每場次最高2,500元，會議時段不可與課程重疊。 

核銷時除檢附講師簽收之領據或印領清冊外，請附上會議紀錄(如
表單範例︰會議紀錄)。 

 



1.內聘講師(例如協會內部人員)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1,000
元。 
2.外聘講師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2,000元。 
3.長期性研習講師鐘點費建議每小時編列400～800元為原則。  
4.協助教學人員不得支領助理講座鐘點費。 

5.個人提案之提案人不得支領計畫鐘點費。 



 5.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人員受邀擔任受補助單位授課講師之鐘點費，
依內聘講座標準支給。 
6.搭配演講、工作坊、研習、教育訓練、培訓等，請認列鐘點費。 

核銷時除講師簽收之領據或印領清冊外，請附上實際授課時間表
(如表單範例︰課程表)。 

 



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不得辦理非必要之文宣印製。 

核銷時 

1.社區刊物、調查成果、成果手冊印刷及影片紀錄光碟等，核銷請
檢附成品數份。 

2.印刷品(如：簡章、DM、宣傳單、邀請卡)，請附「印刷品樣張」。 

 



1.每人每餐不得超過100元。 
2.桌餐與風味餐以誤餐費標準，每人100元為補助上限，其餘部分
請自籌。 
3.不得使用協會收據。 

 

核銷時除正式收據或發票外，請附上實際授課時間表(如表單範
例︰課程表)。 

 



1.每人每場不得超過20元。超過部分請自籌。 
2.果汁、糕餅、水果不納入補助。 
3.請儘量不要購買瓶裝水，自備容器。 

 

核銷時除正式收據或發票外，請附上實際授課時間表(如表單範
例︰課程表)。 

 

 



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不得購買非必要之用品。 



1.受補助單位內部人員導覽請每小時最高1,000元，半天最高2,000
元。 

2.外部人員每小時最高800元，半天最高1,600元。 

核銷時除講師簽收之領據或印領清冊外，請附上實際導覽授課時
間表(如表單範例︰課程表) 



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不得購買非必要之用品。 



1.保險費收據要保人應為提案單位，不得以個人名義加保。(個人提
案者除外) 

2.活動期間須辦理公共意外險。 

 

核銷「保險費」時要檢附收據正本及保險單影本。 

 



1.受訪談耆老、達人可支領訪談費，每人每場以1600元為限。 
2.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人員及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 

核銷時除訪談人簽收之領據或印領清冊外，請於領據上註明受領
人之專業領域及訪談內容資料，並附上實際訪談時間表(如表單範
例︰課程表) 

 



1.支領標準不得超過下列限額： 
(1)撰稿費每字0.68元。 
(2)翻譯費每字2元。 
(3)編輯費及設計費則視案件專業程度核實支給，惟應於領據敘明支給標
準。 
2.委由受補助單位以外人員或機構撰述者，始得支給撰稿費，經受補助單
位人員撰述者，不得支給。 
 



3.具領人為個人核銷時應檢附受領人簽名領據或印領清冊，並列入個人所
得依法辦理扣繳。 

 

核銷時請於領據或印領清冊載明稿件名稱、完稿字數等事項，並附上
實際完稿之稿件影本。 

 

 

 

 

 



不得超過補助經費5％，超過部分請自籌。 



1.資本門：如各項單價新臺幣1萬以上之設備(如電腦、照相機、攝影機、
錄音機、錄影機、通訊設備、網路設備、燈光、音響等)、器材、各項
電腦軟體及硬體設施等購置及施作。 

2.文創品、紀念品費、郵電費、伴手禮、獎品、獎金等、固定租金。 

3.其他非僅供本活動使用之購置，如：網站建置、公共設施或房屋建築。 

4.社區組織執行相關計畫時，不得支領演出費。 

5.本補助款不補助計畫主持人及專案人員固定薪資。 



1.常態性活動場地租金不予補助(宮廟感謝狀、里長辦公處領據不能
核場地費)。 

2. 本案所有個人具領人，當年度所得須列入個人所得依法辦理扣繳。 

 



著作權規範：獲選之提案單位受補助計畫完成之著作，依「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第10條規定，受補助之各項

成果報告資料，如照片、影像、紀錄片、劇本、文字紀錄、書籍、影音資料（包
括但不限片段影音檔）、詮釋資料、小圖及相關作品等之著作財產權，除應授權
文化部及本局外，亦授權文化部及本局可授權第三人自由運用於相關成果展現及
宣傳行銷與本部各項網路等推廣活動使用或為加值應用，而數位物件則授權文化
部及本局非營利使用。受補助單位同意不對文化部及本局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
人格權。 

※其他規定未盡事宜，依實際狀況由本局說明及要求。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