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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 【社區營造案例分享】簡
報
大

• 【社區營造案例分享】

大
綱 • 【社區營造現況趨勢】綱

【社區營造發展構想】• 【社區營造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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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前 言



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 社區營造無法單獨存在，

必須與生活脈絡連結

生活
城鄉聚落環境 文化創意空間

活
區域核心產業 社區教育機構

社區營造

地方特色產業 文化資產保存

社區營造

行為 環境行為 環境



核心目標核心目標

建構以社區營造為基礎的
文化生活

建構以社區營造為基礎的
文化生活發展模式

行為

生活文化

環

行為

環
境生活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總體營造



預期成果 生活中的文化營造預期成果—生活中的文化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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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部分第一部分

社造案例分享社造案例分享



國內案例分析
人文生活環境的空間元素

國內案例分析

生活行為 生活空間 特性符號 使用面向

遮風避雨
顏色
材質
裝飾

就地取材
勸勉後代客家伙房

身體

資源保存
卵石鋪面
石板鋪面
水泥鋪面

曝曬產業
調節氣候
社會功能

禾埕運用
廟埕運用

實踐

緊密、凝聚

自然象徵
環境符號

心靈慰藉
故事性伯公

緊密、凝聚

界定 區隔

綠意圍繞
聯繫情感

交換訊息
聯繫情感

自然材料

樹下聚集心理
依附

界定、區隔 自然材料
在地工法

自然材料
在地工法
客家特性

卵石砌



國外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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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分析
面向 藝文 空間 產業 行政機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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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居民

行政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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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租賃服務公
司面向

(機制) 館 2.鄰里互助中心
3.城市農園

政策 國際社區藝術節 1.空屋活用-社區 提高社會適應力
面向

(法令)
財產守護者計畫
2.社區租借商店

的解決方案

導 資 1 共享與互助 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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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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社造現況趨勢社造現況趨勢



社區營造大事紀 社區總體營造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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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大事紀-社區總體營造時期
1965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
策」，首度提及「社區發展」 。1981年11月11日，文建會成立，從教育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畫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

1994
通過《社區總體營造獎助辦法》 開放

策」，首度提及 社區發展」
1969年，各地開始成立「社區發展委員會」，
以社區理事會組織為執行機構。

接下「全國文藝季」(1982~1998年)。
1983~1993年社區發展組織轉型為人民團
體，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畫、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
化建築空間計畫、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
文物館藏充實計畫、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

1995
‧通過《社區總體營造獎助辦法》，開放
社區團體申請。
‧台北市政府推動「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1999~2001年，由文建會擴展向其他部 1997 ‧經建會推動「城鄉景觀新風貌改造運動實施計

‧文建會持續推動「美化公共環境計畫」。
‧臺灣省政府文化處推動「校園我的家」計畫。
‧臺北市成立全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 「文山社

1998
‧九二一地震，為數眾多的社區亟待重建，
文建會提出「九二一永續家園社區再造
方案」，鼓勵社區自發性地動員組織進 1999

年 由文建會擴展向其他部
會，並以 921災區重建為試驗場。

1997 經建會推動 城鄉景觀新風貌改造運動實施計
畫」 (86~87年) 。

‧臺北市成立全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 文山社
區大學」。

方案」，鼓勵社區自發性地動員組織進
而提案行動。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正式運作，為全國第
一個地方文化局。
‧衛生署 社區健康營造三年計畫。

1999

‧行政院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心點子創意徵選」，
並跨部會成立「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用意
在於促成 部會在 和政策 有所整合

2000

‧行政院通過「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
畫」，鼓勵各縣市政府推廣「社區規劃
師」制度，培養協助社區的空間專業者。

2001

‧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三年計畫。 在於促成中央部會在願景和政策上有所整合。

‧「替代役」中編列「社區營造替代役」，由文
建會負責培訓管理。

經建會配合中央政府擬定「擴大國內需求方案
‧教育部為校園重建推動「新校園運動」，
強調社區參與，期盼學校在重建的同時
也發揮社區動員的作用。

‧經建會配合中央政府擬定「擴大國內需求方案
─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由地方政府主動提案
爭取。



社區營造大事紀 新故鄉社區營造 二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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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大事紀-新故鄉社區營造一、二期計畫
‧文建會推動分區社區營造中心輔導協力制度，
委託成立全國專管中心。2002~2007年，行政院提出「挑戰2008─國家 委託成立全國專管中心。
‧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並納入「挑戰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
‧衛生署-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協助各縣市推動
健康城市。

2002

文建會擔任「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的推動

發展重點計畫」作為施政藍圖，其中「新故鄉社
區營造計畫」列為第十項重點計畫，執行的單位
包括二部四會二署，「人文地產景」涵括在內。

健康城市。
‧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文建會擔任「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推動
幕僚，成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推動辦公
室」。

2003

‧出版【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政策說明書】。
‧農委會水保局-農村人力培訓計畫。2004‧「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重整為「臺灣健

康社區六星計畫 以產業發展 社福醫療 ‧教育部社教司-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康社區六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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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面向建設多元社區。
‧內政部社會司-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2005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推動「區域型
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提出「區域
環境 為整體保存範疇 鼓勵在地參與。

2006
環境」為整體保存範疇，鼓勵在地參與。

‧文建會推動「磐石行動－新故鄉社區營造
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強調「文化生
活圈」的整體經營。
‧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2008
‧農委會提出「農村再生條例」。2010

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
農委會水保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2011

2012

‧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
‧「村村有藝文」系列活動。
‧ 實施《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作業要點》。

‧青年參與文化建設工作計畫。
‧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正式啟動。

2013文化部推展社區營造創新活力網絡計畫補助 2013 ‧文化部推動「7835文化發展計畫」。
‧訂定《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2014

‧文化部推展社區營造創新活力網絡計畫補助
作業要點。
‧ 「7835文化發展計畫」更名為「村落文化發
展暨推廣計畫」。



社區營造政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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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政策脈絡
主政單位：內政部 主政單位：文建會 主政單位：文建會主政單位：二部四會二署

主政單位：文化部

2016-2020年1994-2001年

■ 充實鄉鎮

2002-2007年

■ 挑戰2008

2008-2015年

■ 磐石行動

1965-1993年

■ 1965年

主政單位：內政部 主政單位：文建會 (文化部) 主政單位：文化部推動幕僚：文建會

■地方特色文
化組織

■社區營造培

■ 充實鄉鎮
展演設施
計畫

■ 輔導美化地

■ 挑戰2008-
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

■ 新故鄉社

■ 磐石行動
－新故鄉
社區營造
暨地方文

■ 1965年
「民生主義
現階段政策」

■ 1968年頒
■社區營造培

力機構
■社區生活營

造中心

方傳統文化
建築空間計
畫

■ 輔導縣市

區營造計
畫

■ 2005年臺
灣健康社

化館第二
期計畫

■ 7835文化
發展計畫

行「社區發
展工作綱要」

■ 1983年修
訂為「社區

造中心

「社群營造」
「生活營造」

■ 輔導縣市
主題展示
館之設立
及文物館
藏充實計

灣健康社
區六星計
畫

發展計畫
(村落文化
發展暨推
廣計畫)

訂為 社區
發展工作綱
領」

■ 1991年修
訂發布「社 生活營造」

「社區診斷」
「社區產業」

藏充實計
畫

■ 社區文化
活動發展
計畫

訂發布「社
區發展工作
綱要」

計畫

目標層級：省政府 目標層級：縣市政府 目標層級：鄉鎮市區 目標層級：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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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成果彙整
面向 社區總體營造 新故鄉社區營造 新故鄉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成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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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營造成果

1 人才培育 1.新故鄉社區營造
1.縣市層級社區營造中
心 1.社區營造人才培育課程

2 遴選與輔導社區營造點
人

1.人才培育
2.遴選社區營
造點

計畫推動辦公室
2.文化服務役
3.分區中心

2.縣市層級社區營造推
動委員會
3.社區營造點家族制度
4 臺灣社區通網絡平台

2.遴選與輔導社區營造點
3.成立縣市社區營造推動
委員會及社造中心
4.社區營造網路平台4.臺灣社區通網絡平台

文
扶植社區辦
理自發性藝

1.社區藝術文化與
成果展現活動
2 社區劇場基本資

1.社區各形式記錄
2.社區劇場

1.社區藝文傳承
2.社區劇場

文活動 2.社區劇場基本資
料調查 3.社區藝文傳承 3.社區各式記錄

1.振興地方文
化產業

1.輔導地方文化館
研發文化產品 1 深度之旅組織經營 1.振興地方文化產業

產 化產業
2.社區產業診
斷

研發文化產品
2.開發社區深度文
化之旅路線

1.深度之旅組織經營
2.社區圓夢實驗 2.開發深度文化之旅

3.輔導研發地方文化產品

閒置建物作
地景

閒置建物作
為地方藝文
中心

地方文化館 1.地方文化館
2.社區數位生活館

1.活化社區閒置空間
2.社區生活藝文中心形成



北台經驗 生活文化的發展趨勢北台經驗—生活文化的發展趨勢

生活文化
文化生活文化生活

網路社群微幸福時代多元共生 網路社群
聚沙成塔微幸福時代多元共生

庶民新美學庶民新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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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社造3.0政策構想社造3.0政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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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活：從生活出發到公民社會
• 關係網絡→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助與分享• 關係網絡→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互助與分享
• 互動網絡→建立人與群體之間的認同及參與
• 平台網絡→建立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連結，形成多元尊重的社會

關係網絡

人
與

人 群

互動網絡

與
人

與
群

群
與
群 平台網絡

個人

存在感：尋求
公民在社會中，
自我歸屬的主自我歸屬的主
體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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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的再定義

社：特定時空中人的連結方式社：特定時空中人的連結方式

造：形成人的連結方式的活動造：形成人的連結方式的活動



下階段社造政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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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階段社造政策構想

第二

政府

第三

部門

部門

社區

政府

部門

社區



下階段社造政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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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階段社造政策構想

議題面向 細部項目

(1)未來社區營造 重要的是參與的對象，需創造新的社

區營造的操作模式，以設定公共議題的方式，吸引青年

人文 與黃金人口的投入，並增加NGO、NPO、合作社的參與。

(2)以彈性議題社群刺激影響區域地緣社區，並將資源留(2)以彈性議題社群刺激影響區域地緣社區 並將資源留

在社區裡。

機制 政府需作為社區營造的後盾，建立好的平台與好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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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階段社造推動重要課題
課題 社區總體營造 新故鄉社區營造 新故鄉社區營造課題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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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題綱

社 營造觀 1 行政承辦人異動 人 動組織
面向
(人)

1.社區營造觀
念不足
2.輔導團隊良
莠不齊

1.少數人主導社區
2.社區營造組織的
合作與分工

1.行政承辦人異動
2.公寓大廈參與有
限
3.青年參與低

志工向心力不足

1.人員異動
2.志工角色
3.都會社造的參與
4 區公所能量莠不齊 4.志工向心力不足 4.區公所能量

行政
1.各局處的縱
向與橫向聯繫

1.社區大學、社區
規劃師 社區營造

1.跨局處整合不易
2 輔導與陪伴無法 1.跨局處資源整合行政

面向
(機制)

向與橫向聯繫
不足
2.建立組織監
督機制

規劃師、社區營造
中心三者合作分工
2.預算審議時間冗
長

2.輔導與陪伴無法
確實達到預期
3.社區家族的相互
合作機制

局處資
2.培育課程相互認證
3.社區營造組織的角色定位
4.社區營造點的家族機制

政策
面向

1.政府採購法
的限制
2 社區營造植 偏重於鄉村地區 人才培訓計畫，

未有運用策略

1.社區營造結合地方節慶
2.黃金人口志工的運用策略
3 青年參與的模式面向

(法令) 2.社區營造植
根於學校教育

偏重於鄉村地區 未有運用策略 3.青年參與的模式
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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