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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組織

• 政府體制：分三級



政策緣起政策緣起政策緣起政策緣起

�人際關係冷漠
�缺乏土地認同
�未建立共同體意識�未建立共同體意識
�戒嚴時期結束
�社會運動興起
�城鄉文化發展失衡



政策的演變

1.在地認同,社區自我肯定

2.人、文地產景,創造在地就業

3.永續發展，關注生活各層面:人文教育、社
福醫療、環保生態、產業發展、環境景觀福醫療、環保生態、產業發展、環境景觀
、社區治安



社區營造精神及目標

• 社區自主

• 由下而上

• 共同參與

•• 創造在地認同

• 永續發展



社區營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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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作為

• 規劃社區營造政策:

從在地認同到生活層面

• 培養社區組織能力-empowerment

• 輔導社區組織進行社區營造工作

• 補助社區組織進行社區工作



參與社區營造的團體

• 一般民間團體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文
化基金會或公寓大廈等

• 議題式專業團體，如文史工作室、環保團
體、社福團體、建築景觀專業團體等體、社福團體、建築景觀專業團體等



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機制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機制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機制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機制

培養地方政府培養地方政府培養地方政府培養地方政府

視野及實力視野及實力視野及實力視野及實力
文建會文建會文建會文建會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縣市社區營造委員會縣市社區營造委員會縣市社區營造委員會縣市社區營造委員會

輔導縣市政府輔導縣市政府輔導縣市政府輔導縣市政府
研訂社區營造研訂社區營造研訂社區營造研訂社區營造
政策白皮書政策白皮書政策白皮書政策白皮書

縣市社區營造中心縣市社區營造中心縣市社區營造中心縣市社區營造中心

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

協助社區凝聚協助社區凝聚協助社區凝聚協助社區凝聚
中長程發展願中長程發展願中長程發展願中長程發展願
景及實施策略景及實施策略景及實施策略景及實施策略

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辦公室村里辦公室村里辦公室村里辦公室

社區規劃師社區規劃師社區規劃師社區規劃師

其他社區組織其他社區組織其他社區組織其他社區組織

起步型社區起步型社區起步型社區起步型社區

潛力型社區潛力型社區潛力型社區潛力型社區

成熟型社區成熟型社區成熟型社區成熟型社區



文建會人才培育機制文建會人才培育機制文建會人才培育機制文建會人才培育機制

1.培育的方式：做中學

2.培育的機制：社造中心

2003-2006年文建會四區培力中心

2004-至今 各縣市社區營造中心

辦理社造點遴選，初步進行社區營造理念基礎課程，
之後輔導針對社區需求，提案申請政府相關單位計畫，
以改善社區問題

3.培養新的參與者：文化替代役



文建會相關社區營造工作文建會相關社區營造工作文建會相關社區營造工作文建會相關社區營造工作

• 推廣社區營造理念及人才培育

• 推動文史調查,鼓勵對地方的認同

•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

• 鄉鎮主題展示館計畫

• 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振興

• 921災區社區營造



•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軟體)

•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硬體)

• 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

• 藝術介入空間計畫



社區營造的影響社區營造的影響社區營造的影響社區營造的影響

�由鄉村到都市,由農村到公寓大廈
�企業參與：7-11，信義房屋、帝
寶公司

�社區參與社區營造工作愈來愈多,�社區參與社區營造工作愈來愈多,
台灣社造聯盟

�社區資源平台：台灣社區通（
sixstar.cca.gov.tw）

�知識的解放



多元的社區參與方式

• 社區劇場

• 社區影像紀錄

• 發展都會型社區營造模式

•• 創造台灣獨特魅力



台灣社區通網址台灣社區通網址台灣社區通網址台灣社區通網址：：：：http://sixstar.cca.gov.tw/



社區通網群平台社區通網群平台社區通網群平台社區通網群平台



社區通小網部落格社區通小網部落格社區通小網部落格社區通小網部落格



案例介紹

• 921 重生-南投縣埔里桃米社區

• 社區產業-宜蘭白米社區、彰化王功社
區

• 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雲林楊厝社區• 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雲林楊厝社區

• 大學與社區合作-台南土溝社區

• 文化資產保存--桃園大溪老街



921重生的南投埔里桃米社區



921重生—桃米社區

社區見學體驗



宜蘭縣白米社區宜蘭縣白米社區宜蘭縣白米社區宜蘭縣白米社區
• 水泥廠外移,環境污染

• 傳統木屐聲

• 社區合作社

• 木屐產業：宜蘭縣白米社區2006年僅

木屐文化館就有1500萬元。



彰化王功社區彰化王功社區彰化王功社區彰化王功社區

社區產業—

蚵殼與藝術

的結合的結合



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齊心協力的農村社區--雲林楊厝社區雲林楊厝社區雲林楊厝社區雲林楊厝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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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社區合作-台南土溝社區
藝術與空間結合(土溝農村文化協會)

社區組織團隊在改造社區生活空間的思維中，需

同時融合社區營造精神及公共藝術公共化的特質。

環境美化
文化協會組成與居
民自覺

臺南藝術大學青年
進駐合作

農村發展

空間保存

老人關懷

產業轉型

由藝術參與結合
社區公共議題

藝術家進駐共同創
作

民自覺





桃園大溪老街生活公約居民座談會（三場）

文化資產保存

30



桃園大溪老街立面再造工程



共同記憶的生活影像記錄



亭仔腳電影院（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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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介入空間-新港坂頭社區



謝謝指教

歡迎來台灣

Welcome   to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