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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of Culture 

序 Foreword

2019 年文化部辦理全國社區營造會議，以
「NEXT 明日社造」為題，傾聽大家的聲音
也和許多關心臺灣社區營造發展的朋友共同
討論，面對臺灣社會當前的處境，下一階段
社區營造的願景。

臺灣社區營造已經邁入第三個十年，不論是
1990 年代開始的地方認同自主行動，或是
1994 年文建會開始提出的社造政策，社造行
動一直是源自於臺灣解嚴前後，民間自主意
識抬頭，以及社會運動崛起的脈絡下，從基
層社區重塑民間社會公共領域，打造民主及
公民社會的基礎工程。

我們要深深感謝二十多年來投入社造的先進
及伙伴們，感謝大家以最具體的社區參與，
開創了一股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力量。社造
的故事在臺灣各地遍地開花，以社區共同體
意識出發，發展出文化、景觀、產業、教育、
照顧及生態永續等各個面向；近年來也從社
區到社群，從行動到審議，不斷深化公民參
與。社造，彰顯了臺灣最珍貴的在地生命力。

當前臺灣社會面對全球化、人口結構老化、
產業結構變化、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及青年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launche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ference series 
in 2019 to focus on the theme of "Creating 
Tomorrow's Communities," soliciting opinions and 
voices from the public and activists on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aspirations in Taiwan’s 
community empowerment movement. 

This movement has been in place for over three 
decades, ranging from the regional activism of the 
1990s to the concrete policies formulated by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since 1994. Rooted 
in the advent of civic consciousness just befor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and the social movements 
that followed, community builders encourage 
public dialogue from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seek to make communities the foundation of ou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We thank our partners and their pioneering 
predecessor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culminated in bottom-up wave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consensus. 

Success stories can now be found in all corners 
of Taiwan, in which communities come together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ir culture and landscapes, 
while investing deeper in industries, education,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sustainable solutions. 

The movement has also taken to social media, 
holding deliberations before taking action and 
raising awareness of civic engagement. Such 
stories reveal the grassroots vitality woven into the 
cultural fabric of Taiwan. 

Taiwan faces 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expanding 
globalization, greying populations, industrial shifts, 
digitization of society and governance, climate 

世代相對剝奪感等多元挑戰。面對挑戰，我
們更應該深化社造，孕育更具公民意識、更
具行動力的公民，催生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
共治理新模式，從齊心參與討論，共同面對
問題、解決問題，進而創造願景，從在地回
應各式新興挑戰。因為，我們始終相信，社
區好，國家就會好；民主更有力，社會更幸
福。

因此，社造政策白皮書的核心想法便是「社
會改造」，社造的主體是人民，而政府的角
色是要建構一套支持公民參與公共治理的責
任體系，打造出全民都能參與的公共領域，
讓每一位公民在這個公共領域裡都能涵養這
塊土地的養分，並參與建構我們的社區、社
群和社會，進而實踐公民權。

這本白皮書，一方面匯聚了全國社造會議暨
12 場分區論壇及數千位參與者，對社區營造
發展的實務經驗與想像藍圖，另一方面也經
過許多第一線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及專家學
者的不斷思辨及凝聚共識後，形成在未來可
以務實推動的策略與構想，我們相信惟有公
民持續參與的力量，才是推動臺灣社會前進
的永續動力！

chang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s due to limited resources. In face of 
these certain challenges, we rely more than ever 
on citizen activists and the communities that raise 
them. 

Imbued with civic consciousness, such initiative-
taking citizens are vital to taking public governance 
to the next level. United in participatory discourse 
while facing and resolving issues together, they 
help facil itate homegrown solutions to new 
challenges that surface along the way towards 
achiev ing col lect ive aspirat ions.  Because 
empowered communities enliven the country, 
enrich our democracy, and bring joy to society.
 
This community empowerment  white paper aims 
to pave the way for empowering the whole society. 
Citizens are the very units that mak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ssible, and the government’s 
role is to create a responsible framework for 
facilita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identifying all fields that can benefit from such 
feedback, and invest in this sustainable cycle of 
growing local solutions through civic engagement. 
From communities to networks to societi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n indisputable right.

This white paper contains the culminated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ve blueprints of the future 
that were gathered from the 2019 conference 
series, which encompassed 12 regional meetings 
and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over the year-
long program. The strategies forged through 
consensus among front-line worker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exper ts through long 
deliberation are included here as wel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the true source of sustainable 
energy that powers Taiwan forward.   

文化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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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延續社區營造 30 年來深化民主、由下
而上的草根精神，文化部以「NEXT 明日社
造」為主軸，首次採取公民審議的議程設計，
並全程直播、文播及手播，除了兼顧文化平
權，也讓更多民眾能克服距離的門檻踴躍參
與。

文化部於 2019 年初啟動 16 個民間行動論
壇、各縣市政府地方社造論壇，並於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於全國北、中、南、東、離島
地區舉辦 12 場全國分區論壇，並於 11 月
15 日舉辦預備會議，於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舉辦為期兩日的全國社區營造大會。在
歷經一整年的會議，邀集產、官、學、研、
社群代表及第一線的公民行動者充分討論
後，據以提出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作為未
來社造施政之重要依據。

2019 年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的核心價值，建
立於三個層次，分別為公共參與的開展、民
主治理的深化及社會改造的實踐。揭櫫四大
議題面向：（一）公共治理：建立有利於社
區營造的公共治理支持體系；（二）世代前
進：青年賦權、世代協力、共榮發展；（三）
多元平權：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進平等
參與；（四）社會共創：社會設計、公民科
技、跨界連結。

社區營造的主體是公民，社造的本質是透過
在地參與，以及多元社群的參與，促進社區
的改變，並進而促進社會改造。政府的社造
政策之目標應在於建立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
共治理支持體系，透過檢討法規、建立支持
機制與中介組織、協助民間組織堅壯化，形
塑公共治理的模式，促進公私協力實踐，來
創造有利於社區營造實踐的環境，深化公民
參與，讓社造運動自主的持續前進。而行政
院已成立行政院文化會報，宣示「部部都是
文化部」，各部會及各層級政府皆應積極翻
轉社造政策思維，營造有利於公民參與的政
策環境。

隨著社會變遷，產業結構及人口結構劇烈改
變，具有不同生命經驗及價值觀的不同世代
共存於社會，並且同時居住於社區中。社區
面對世代差異、傳承、需求、以及不同世代
的參與，都帶來許多挑戰；但社區也可能隨
著世代更迭，產生新興且多元的價值及趨
勢，帶來新的可能與機會。

社造的精神，本在於社區民眾的參與、討論，
並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創造未來願景。
因此，如何促進不同世代的共同參與，並透
過參與，增進世代間的對話與理解、尊重與
包容彼此的差異，透過不同世代協力合作，

Executive Summary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movement in 
Taiwan is celebrating its third decade of deepening 
democratic values through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at forges consensus from the civic level. 

To add to the movement’s momentu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launche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ference series to focus on the 
theme of "Creating Tomorrow's Communities," 
adopting a deliberative consensus framework by 
inviting citizen panelists to discuss and prioritize 
regional issues, and lowering the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streaming 
(digital ) ,  summariz ing (audio to text) ,  and 
interpreting (sign language) services.

T h e  " 2 0 1 9  N e x t "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u n i t y 
Empowerment Conference series began with 
16 nationwide forums organized by community 
action groups and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followed by 12 regional 
forums encompassing the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eastern, and offshore areas of Taiwan 
proper during the height of summer. A preparatory 
meeting was also held on Nov. 15, two weeks 
before the two-day finale on Nov. 30 and Dec. 1.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s, scholars,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ommunity groups, local 
governments, and government ministries were 
invited to par ticipate. The content of these 
meetings were then summarized and the opinions 
bought forward at each meeting compile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day two, culminating in 
solutions forged through civil consensus and 
codified into a white paper that will serv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guid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aiwan. 

This white paper is based on the discourse 
and consensus gathered from the “2019 Next” 
Nation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ference 
series. The three core valu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public particip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is organized along the four spokes of public 
governance, generational progress, pluralism, and 
social co-innovation.

Public governance refers to re-orienting the 
systems of power to better serve their communities. 
Generational progress is forged upon conferring 
more authority to younger generations so that 
they can collaborate with older decision-makers in 
serving their constituents. Pluralism is defined here 
as celebrating diversity, respecting difference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equal rights,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The last axis, 
social co-innovation,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solutions such as social design and civic tech.   

C i t i zens  are  communi ty  bu i lders ,  d r i v ing 
change through regional participation and fair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socio-economic diversity. 
The government’s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licy aspirations are to strengthen these civic 
networks and amplify their voic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tter systems for public 
governance.  

From launching legal reforms to creating supportive 
and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complete a framework that will facilitate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and foster an environment that is supportive, 
structured, and steered by the collective will of 
independent civilians. 

The Executive Yuan has also established a Board 
of Culture that convenes members from different 
agencies to fully realize the motto of “every ministry 
of Taiwan is a ministry of culture.” When all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 are rethinking their approach 
to culture, the future environment will grow even 
more conducive to public governance.

As the structure of our society and industries 
shift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communities 
grow more complex in living needs, population 
layers, and generational demands. At the same 
time, communities are aggregators of experience 
and values that are vital to the process of publ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regards to overcoming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age groups and the 
separate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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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增進社區回應不同世代多元需求的能
力，強化社區對世代間的凝聚力，讓世代在
社區或社群中透過差異互補、資源共享、互
惠共利，攜手前行共創明日社會。

社造是奠基於日常生活、由下而上的社會改
造運動，也是由「個體」群聚為「集體」的
行動過程。所以必須不斷擴大參與，尋找「多
元」，讓不同階段所定義的「多元」保持流
動，時刻省思是否還有人沒有機會參與，如
何促進多元群體，例如：原住民族、新住民
等，皆能擁有平等的機會及多元參與的模式
來參與公共事務，並以垂直式公平概念，強
化相對弱勢者之賦權，以促進平等參與。簡
言之，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進友善環境，
讓多元群體都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是下一階段社造工作重要的內容。我們相
信，落實多元平權是深化社造的最佳途徑，
透過多元群體的參與、發問、行動，更有助
於我們找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創新解
方。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臺灣社會的變遷，
許多新興的公共議題，甚至是全球挑戰，都
需要有與時俱進的在地回應：如人口老化、

全球暖化、能源轉型、數位轉型、食品安全
和災害風險社會，也同時面臨全球化時代下
的地方認同、移工移民、貧富不均、教育改
革、民主深化等根本議題。

這些新興議題，是新一代社造運動不可迴避
的問題。我們如何思考風險社會的社區防災
體系，如何思考數位時代下的社群互動關
係，如何思考臺灣社會當中不同性別、族群、
階級、性取向、世代年齡、身心條件等社會
差異所尋求的公平正義。面對這些挑戰，近
年來，臺灣社會已逐步開展的社會創新能量：
社會設計、公民科技和跨界協力，都將有助
於我們進一步開展社造運動的創新模式，從
在地尋求因應新興挑戰的新動力。

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是未來推動社區營造政
策的指導原則，我們將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
量，積極落實推動，並定期審視，滾動式修
正。社造是社會文化的基礎工程，更是社會
改造及發展的關鍵力。臺灣正面臨歷史性的
轉型時刻，期待藉由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的
實踐，為臺灣公民社會，立下堅定厚實的基
礎，一起為壯大臺灣而努力！

As communities continue to evolve and adapt to 
new eras, they also hold the key to transform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adoption of 
diverse values and new trends, becoming pockets 
of change and inspiration.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vested 
in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discourse, in which 
members of each community come together to 
discuss common issues and shared challenges. 
Intergenerational resolu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channels fostering respect, 
inclusivity, and solidarity among different peer 
groups. 

This is key to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s 
capabilities in responding to the varied needs of its 
diverse members, utiliz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to cover for individual shortcomings, and pool 
together resources to build the Taiwan of tomorrow. 

The very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based on bottom-up decision making, starting from 
engaging with individuals to acting as a collective. 
The movement then gains momentum through 
increasing membership and diversity, enhancing 
participatory channels, and maintaining a fluid 
perspective of what diversity means and what 
barriers to eliminate next. 

A truly inclusive society will be able to offer equal 
rights to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In Taiwan, this means minority groups 
lik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new immigrants are 
entitled to direct and fair treatment to facilitate 
equal cultural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all 
members of society. 

Celebrating diversity, respecting differences, and 
cultivating a culture of openness are the core 
tasks that comprise the next stage of Taiwan’s 
community empowerment movement. Equal 
and diverse representation as well as direct 
participation will empower communities and 
the systems that support them. Participation 
here is further defined as engaging, leading with 
questions, taking action, and collectively identifying 
the correct issues and crowd-sourcing the best 
solutions.

As our world continues on the path of globalization, 
the structure of Taiwan’s society will continue 
to shift as well.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other public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immediate attention and local 
solutions. These include greying populations, global 
warming, energy shortages, digitization of society 
and governance, 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and risks 
posed by nature, climate, and people. 

Priority considerations also encompass cultivating 
an active identity amidst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caring for new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combating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verhaul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deepen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contemporary” issues now face this 
generation of Taiwan’s grassroots and community 
activists. We have to actively strengthen social 
safety nets as a responsible risk society, promote 
discourse over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online 
engagement, and seek justice for mistreatment in 
Taiwan’s society based on gender, ethnicity, class, 
orientation, age, disability, or social discrimination. 

Social innovation has blossomed across Taiwa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utting-edge fields such as social design and civic 
tech. These are all powerful solution-drivers in the 
arsenal of public governance tools; they will help 
build the communities of tomorrow and create 
sustainable solutions tailored for local needs. 

This white paper 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lights the way for policy improvements for civic 
empowerment. Better and closer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its peopl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mmediate action, routine revision, and 
rolling appraisal whenever the need arises.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one of the tenets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a key driving force 
in bringing fort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nds at the edge of momentous, transitional 
change and the ideas laid forth in this white 
paper are ripe for implementation. Let us all work 
together for civil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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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社區營造要改變和營造的是什麼﹖

一個偉大國家的價值在於文化的多樣性：一
方面創造不同性別、族群、世代的民眾都有
參與公共事務及表達意見的多元友善路徑；
另一方面建構一個社區生活系統穩定發展的
環境，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性，
也是維繫社區生生不息的關鍵要素。

社區營造要面對、解決什麼問題？這是從
1994 年社區營造形成政策以來不變的嚴肅課
題，不同時期的社區營造都必須從臺灣現實
社會的發展脈絡中自省，並回應當下課題。
社區營造的軸線有二，其一是深化「民主」
做為一種生活方式，其二是「創造社區生活
系統穩定發展的環境」。

然而，這些要「社區自主」、「由下而上」
的政策，卻是「由上而下」的由中央（文建
會）發動及指導。因此一路以來，在政策計
畫挹注下，社區轟轟烈烈地啟動各種關心環
境、人文、節慶、產業、高齡等議題，也形
成很多成功亮眼的成果。可是，二十餘年過
去了，一般社區主動討論公共議題的風氣依
然不盛，多數人民依然習慣仰賴政府解決各
種大小問題，社區營造已經相當程度在既有
的權力結構中，失去了民間的自主性。

我們必須更有策略地去面對臺灣社會當前高

齡化、少子化、產業結構變遷、分配不均與
青年世代相對剝奪感等問題，因為傳統政府
治理模式已無法滿足人民期待，甚或新的科
技在二十年內已經浸潤到一般日常，也改變
了生產、結社、議題傳播等等生活核心，數
位弱勢族群如何被納入新興的社群網絡？這
些困境都讓我們需要思考新的策略、連結新
的社群，組構出新的力量，找回民間的自主
性，提出自己的願景。

2019 年全國社區營造會議與社造政策白皮書
所努力的，就是累積記錄點點滴滴個人的、
在地的、不同團體的聲音、建議及認同，交
織凝聚形塑當下臺灣社區的主體性，提出共
識與治理的觀點。基於以上理念，當前社造
政策的三大核心價值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
公共參與的開展、民主治理的深化及社會改
造的實踐。

社造的核心價值必須回歸到生活的實踐中，
在過去的社造基礎上，思考如何透過活動設
計、行動方案設計、生活設計去創造社會改
造的實踐方法，落實新的生活價值觀。例
如：協力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協力，也可以
是城鄉之間的協力，連結小農與都市消費者
的「社區支持型農業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 減 塑 不

社造的核心價值必須回歸到對生活的實踐，在過去的社造基礎上持續累積及深化。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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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個人的行動也可以透過活動設計，舉辦
無塑市集，喚起更多人對環境議題的重視。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總是會遭遇到各種問
題，從社區公共空間使用、食安到全球暖化
等，如何透過社造的方法，培養更多公民具
有發現問題、面對問題的能力，進而認識問
題，並能設計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的行動方
案。社造可以集眾人的小力量，一起改變社
區、改變社會、改變臺灣、改變世界。

2019 年全國社區營造會議與社造政策白皮書
的主要方向，就是互動溝通、參與對話、分
享經驗、凝聚共識；每個人都可以平等的參
與公共事務，在友善的環境中展現與涵養多
元文化；每個角落的聲音都可以被傾聽、每
一種差異都可以被肯定、每一種文化表現都
不會受到壓迫；強調協力治理、審議思維、
多元平權、公民參與，最終才能形成文化公
民。因此當前文化政策核心目標就是文化民
主化，文化政策要有翻轉的思維，最接近的
就是社造政策，社造不是既定的範疇，而是
一個社會前進的理想願景，以及參與行動本
身。

這本白皮書是經由許多民眾、地方團體、藝
文人士、專家學者、社造行政人員等，在一
次次對話、溝通、討論上形成的。從全國社
造會議的籌備會議開始，逐漸形成討論主

題，各區分區論壇、主題論壇、預備會議共
有數千人參加，到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全國社造大會，同時開放會議直播，讓公民
線上參與討論。12 場次分區論壇及全國社造
大會場次都有會議紀要及文播稿，公開於網
頁提供民眾下載，同時也將民眾意見、政府
部門回應等資訊，提供做為社造政策白皮書
轉譯及撰稿基礎。在公共參與、社會改造與
民主治理的理念上，揭櫫四大議題。

公共治理核心的目標是建立於有利於社區營
造的公共治理體系，政府要做檢討法規，建
立行政支持機制，並協助民間催生中介組
織，協助民間組織的堅壯化，形塑公共治理
的模式，促進公私協力的實踐。好的出發點
是已經成立行政院文化會報，宣示部部都是
文化部。文化部會透過行政院文化會報，來
協調和整合跟文化相關的政策，要一起來翻
轉政策思維，營造有利於公民參與的政策環
境。

世代前進的重點在於青年賦權、世代協力、
共榮發展。每個社區有不同世代，能夠一直
持續在社區發展是重要的事情。雖然我們知
道世代有差異，不同世代有不同世代的需
求，但是世代可以帶來社區和社會新的可能
和機會。鼓勵不同世代參與、討論，在差異
中共創，差異中也可以傳承。資深的世代對
青年世代也有很多的生活經驗、文化記憶或

社造政策白皮書以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四大議題為基礎，從社造發展的現況、理念與
價值的論述、策略與構想等進行說明，並提出社造政策願景。

全國社造會議推動架構

1 ‧ 議題資料討論分析 
2 ‧ 白皮書篇章討論、深化與撰寫 
3 ‧ 各論壇與線上意見判讀 
4 ‧ 各級論壇引言、與談或主持

1. 啟動公共治理制度革新 
2. 規劃社造政策的白皮書

1. 建構民間行動綱領及策略
2. 建立與政府協力對話平臺

議題委員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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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都要傳承，但新世代也會帶來新的創意
跟可能。透過不同世代的參與，我們看見不
同世代的需求和差異，也會對地方帶來新的
機會。但是很重要的是社區的開放性跟包容
性，如何互相支持與信任，進而創造世代間
的凝聚力。

多元平權則是必須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
進平等參與。社造是從個體參與匯聚成群體
力量。所以在總體，這個「我們」群體裡面，
永遠要檢視我們是不是多元，是不是忽略了
誰？誰沒有被看見？誰的參與門檻很高？有
相當的困難，所以沒有參與進來，不管是因
為語言、族群、性別、身心條件、階級等等
因素，我們要時刻反思，讓多元群體可以有
多元參與的途徑，跟平等的機會。這個平等
是垂直式的公平，越困難的要提供越多資源
和途徑去培力他。這是深化社造最佳途徑，
也彰顯臺灣的民主性。

社會共創的核心概念第一是社會設計，第二
是公民科技，第三是跨界連結。為什麼要用

這三個概念？臺灣的創新能量是很強的。面
對社區的社會共創，其實這幾年我們倡導很
多新的概念，本身已經可以接軌了，例如我
們在思考社會創新中提到導入社會設計，很
多大學和社區已經在進行了，所以如何擴大
社會設計的可能。那在數位科技的討論裡面，
公民科技的概念也已經導入了，我們怎麼樣
在這個概念下持續推動。最後就是要跨域跨
界的連結。一方面接地氣，一方面接國際。

以公共參與、社會改造、民主治理的理念，
形成白皮書的核心價值，這些價值體現於未
來社造政策藍圖：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
元平權、社會共創。社造政策白皮書以四大
議題為基礎，從社造發展的現況、理念與價
值的論述、策略與構想等進行說明，並提出
社造政策願景。

最後我們堅信，歷史的推進不是一個人往前
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一起往前走一步！
社造可以集眾人的小力量，一起改變社區、
改變社會、改變臺灣、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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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的社區營造已將邁向 30 年，社
區總體營造植基於宏觀的社會視野與深刻的
文化想像，以居民參與為核心精神，以在地
認同為共同價值，在各種生活場域上展開全
面的探索，在持續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社造
為臺灣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建構了臺灣
的社會價值體系與文化詮釋脈絡。

面對當代社會新的發展與挑戰，迎向下一個
社造 30 年，應先試著梳理過去的社造發展
脈絡，回望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動
迄今，臺灣社區營造發展的現況為未來社造
發展提供什麼樣的參照性？以下我們試著從
臺灣社會人口發展情況、社區營造組織與人
力、社區營造經費、社區營造資源及參與、
社區營造與數位科技等面向，提供瞭解與梳
理的脈絡。

社造發展現況
一、社會人口發展

( 一 ) 人口成長變化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及內
政部的人口統計，2020 年我國總人口約為
2,356.1 萬人，相較於前五年，除了總人口
數開始走向負成長外，出生率更降至 7‰，
人口自然增加率 ( 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之差 )
首度呈現 -0.3‰之負值。推估 ( 採中推估
值 ) 至 2065 年，臺灣總人口數將下滑至約
1,698.1 萬人，出生率遞減至 5‰，自然增加
率則下滑至 -14.6‰，顯現人口發展的危機。

總人口數 單位 : 人

人口出生率及自然增加率

資料來源 : 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資料來源 : 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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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人口結構情形

人口結構的組成與國力及整體社會文化資
源的分配均具密切關聯性。觀察 2015 年至
2020 年臺灣人口結構，15 至 35 歲青年人口
由 699.5 萬逐年遞減至 616.9 萬，14 歲以下
與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更於 2017 年起呈現

逆轉交叉點，65 歲以上的人口開始大於 14
歲以下的人口數，人口結構逐漸由中間大
兩端小的燈籠型，走向倒金字塔型的高齡
化社會結構，少子化、高齡化是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 : 內政部戶政司 ( 參附錄表 1 ) 

世代人口趨勢

單位 : 人

( 三 ) 區域人口發展

區域人口發展情況與社造推動策略的擬定極
具相關性，截至 2020 年 12 月六都人口數計
約 1,636.3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約 69.4%，
其中以新北市約 403 萬人最多，連江縣約 1.3
萬人最少。就區域人口密度觀之，2020 年臺
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約為 651 人，僅
次於孟加拉，居世界第二位。臺灣人口密度
最高的都市臺北市每平方公里有 9,574 人；
嘉義市每平方公里有 4,432 人；新竹市每平

方公里有 4,334 人，均遠高於全國人口密
度平均值。東部的花蓮縣地理面積約為臺
北市的 17 倍，但每平方公里僅 70 人，人
口密度占臺北市約 0.7%；臺東縣面積約為
臺北市的 13 倍，但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1
人更僅只占臺北市的 0.6%。顯見臺灣整體
人口密度雖高，但城鄉人口結構落差極大，
產生高度都市化與極限村落二極化現象。

資料來源 : 內政部戶政司 ( 參附錄表 2 )

2020 年各縣市人口數與密度
單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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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內政部戶政司、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 ( 參附錄表 3 )

( 四 ) 族群人口增長情形

對於多元族群及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包容，始
終為社造政策推動的核心之一。臺灣住民主
要族群包括原住民族、客家、閩南、外省 ( 或
稱戰後移民 ) 及新住民族群。主要族群人數
與占總人口數情形為原住民族約 57.6 萬人，

占總人口約 2.4%；新住民 ( 未含外籍移工
人數 ) 約 56.4 萬人，占總人口約 2.4%；客
家族群、閩南族群及外省族群統稱為漢人
族群，則占總人口約 95.2%。1

2015-2020 年族群人口數
單位 : 人

資料來源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2020 年原住民族各區域人口及占總人口比率
單位 : 人

資料來源 : 內政部戶政司 ( 參附錄表 4 )

原住民族及新住民族群為臺灣主要族群中占
比較少者，為落實多元平權及族群文化的保
存，需進一步梳理其族群人口數的變化，以
利調整資源分配提出對應性的政策規劃。原
住民族群整體人口數 2015 年約為 54.6 萬人，
至 2020 年則約有 57.6 萬人，呈現微幅成長，

以居住地點分析則自 2019 年起，平地鄉及
山地鄉原住民族人口數均略有遞減，而都
會區原住民族人口則均有增加的情形。各
縣市原住民族人數以花蓮縣原住民族人口
占全國原住民族總人口數 16.2% 最高，其
次臺東縣占比亦達 13.6%。

2015-2020 年各縣市原住民族年平均人數及占其年平均總人數比率
單位 : 人

1. 漢人族群一詞，參考行政院國情簡介土地與人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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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移民署與勞動部 ( 參附錄表 5 )

1987 年解嚴後的臺灣，在日漸民主化、自
由化、多元化的社會發展下，國際交流日漸
頻繁，國人與大陸及外籍通婚情形也日漸普
遍，因此，因通婚或移民等來臺定居的新住
民族群人數也逐漸增加，而到臺灣工作的外
籍移工雖未被納入全國人口統計值，但實際
上卻也與國人在臺灣共同生活和工作。

根據內政部針對新住民與移工來臺人數的
統計，截至 2020 年共約 126.9 萬人，占總
人口數 5.4%；新住民自 2015 年起人數即
逐年增長， 至 2020 年達約 56.4 萬人；外
籍移工人數亦呈現成長趨勢，除了 2020 年
因受新冠肺炎國際疫情之影響，移工人數
相較於 2019 年略有下降之外，近三年移工
人數每年均達 70 萬人以上。

2015-2020 年新住民 / 移工人數及其占全國人口比率
單位 : 人

好書伴移工學習計畫 - 2020 年 10 月 4 日南部學生期末見面會，One-Forty 團隊透過實際
拜訪各地學員追蹤其學習成效，並考察社群對移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造成的實質改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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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造組織與人力

從社造發展歷程來看，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
角色，1969 年政府提出「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在各地成立「社區發展委員會」（後
改為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1987 年解除戒嚴，民間力量逐步發展，政府
開始深入關注社區工作；1994 年推動「社區
總體營造計畫」，這也讓政府資源逐步擴展
與影響社造的推動，因此，本部分將針對政
府在社造推動組織與人力進行蒐整說明。

( 一 ) 中央部會

人力是社造推動最重要的資源，中央推動社
造相關業務之部會，經調查計有文化部、內
政部、衛生福利部 ( 下稱衛福部 )、教育部、
勞動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下稱
農委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 下稱原民會 )、

客家委員會 ( 下稱客委會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 下稱環保署 ) 等 10 個部會，社造人
力總計約 118.6 人 2，包含正式人力 344.1 
人、約僱人力 43.4 人、聘用人力 514.1 人
與臨時人力 657 人，其中以勞動部 62 人，
約占總數 52.3% 最高；其次為文化部 19.4 
人， 約 占 16%； 農 委 會 15.7 人， 約 占 
13%。社造人力不足 1 人之部會為環保署
約 0.7 人，原民會約 0.2 人。

文化部推動社造主要組織包括文化資源司
社區營造科、資源研發科、新竹、彰化、
臺南與臺東四所生活美學館以及國立臺灣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七個單位，2019 年文
化部社造人力共約 19.4 人，包含正式人力
12.3 人、聘用人力 3.6 人與臨時人力 3.5
人。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相關部會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6，教育部 USR 計畫人力未計入社造人力 )

2019 年中央部會社造業務人力及占中央總社造業務人力比率
單位 : 人

( 二）地方政府

各縣市政府行政組織共約 494 個局處，截至 
2019 年參與社造業務推動之局處約有 164 
個，比率約為 33.2%。縣市政府社造人力計
約 380.8 人，包含正式人力約 209.3 人，約
僱人力約 52.7 人，聘用人力約 57.4 人，臨
時人力約 61.4 人。以新北市 41.4 人最高，
桃園市 36 人次之。

縣市政府參與社造業務推動之組織，包括文
化局處等共計約有 27 個不同局處，以文化

局處參與程度最高，除了臺北市社造業務
主要由都發局都更處及社會局兩個單位辦
理外，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處均有辦理社造
業務，並以桃園市整合 18 個局處參與規模
最大。但若以參與社造之局處組織占縣市
局處總數之比率，則以彰化縣政府整合 15 
個局處參與，約占該縣 25 個局處組織的 
60% 居最高，其次為新竹縣整合該縣 12 局
處參與，占該縣 21 局處組織約 57.1%。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7 及 8 )

2019 年各縣市政府社造業務人力及局處參與比率
單位 : 人

若一科室僅有 1 名承辦人辦理社造業務且社造業務為其負責業務中的 1/5，則人力以 0.2 人計算。 
正式人力 : 指經國家考試銓敘任用，具有公務員身分者。 
約僱人力:指各機關以行政契約定期雇用，所任工作相當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之臨時性工作人力，依「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雇用辦法」雇用者。
聘用人力 : 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所任工作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雇用者。
臨時人力 : 指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之人員 ( 不含勞務委託案之駐點人員 )。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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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推動社造業務的組織除了臺北市由都
發局都更處專責外，其餘 21 個縣市政府文
化局處均有參與社造業務之推動，各縣市政
府文化局處社造人力共計 46.1 名，其中包
含正式人力約 26.6 人，約僱人力約 4.9 人，
聘用人力約 6.9 人，臨時人力約 7.7 人，以
新北市文化局 12 人最高，臺南市文化局 6.5 

人次之。文化局的社造人力占縣市政府社
造總人力的比率，則以連江縣文化局 1 人
占該縣社造總人力 2.3 人的 43.5% 占比最
高，臺南市文化局編制 6.5 人占該市社造總
人力 21.7 人的 30% 次之。臺北市社造工
作主要由都發局都更處推動，故臺北市文
化局並未編制社造人力。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9 )

2019 年各縣市文化局處社造業務人力
及其占縣市總社造業務人力比率

單位 : 人

( 三 ) 鄉鎮市區公所

公所為最貼近社區的基層行政組織，投入社
造的人力對促成在地社區或民眾參與社造的
程度有一定的關聯性。全國共計有 368 個
鄉鎮市區公所，2019 年投入社造之公所數
約 321 個，占全國公所總數的 87.2%。全
國公所社造人力總數約 352 人，包括正式
人力 276 人，約僱人力 28.9 人，聘用人力 
6.3 人與臨時人力 40.8 人。臺南市共有 37 
個區公所，參與社造之公所計 36 個，社造
人力約 85.1 人，每個公所平均約 2.4 人，
為全國公所社造人力最多的縣市；人力較

少的為嘉義市，全區 2 個公所共 0.4 人，
平均每個公所僅有 0.2 人辦理社造業務。

就公所參與社造的情形，參與率達 100%
的縣市計有臺東縣等 10 個；公所參與比率
較低之縣市為金門縣，全縣 6 個公所僅有 3 
個公所參與社造，參與率為 50%。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鄉鎮市區公所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0 )

2019 年鄉鎮市區公所社造業務人力
及參與社造公所數占全國公所總數比率

單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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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相關部會提供資料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開資料 ( 參附錄表 11，教育部 USR 計畫經費未計入社造預算 )

三、社造經費

為擴大公共參與，深化臺灣民主，促成社會
改造，除了有賴政策的規劃外，社造預算的
多寡更關乎對社造支持體系的建構，本部分
亦從政府機關預算編列，分析瞭解政府社造
經費投入情形。

( 一 ) 中央部會

文化部、內政部、衛福部、教育部、勞動部、
經濟部、農委會、原民會、客委會、環保署
等 10 個 中 央 推 動 社 造 相 關 業 務 之 部 會，
自 2016 年至 2020 年社造預算之編列，除

2019 年較 2018 年微幅下降外，其餘年度
均呈現增加趨勢。中央社造預算每年平均
約 22 億元，2016 年起社造預算占中央政
府總預算比率更由 0.07% 成長至 0.14%。

部會中社造相關業務之預算編列數與社造
預算編列占比最高的均為客委會，平均
每年編列約 6.2 億元，約占該部會總預算 
27.1 億元的 22.9%。

2016-2020 年中央部會社造經費編列情形
單位 : 億元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相關部會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2，教育部 USR 計畫經費未計入社造預算 )

2016-2020 年中央部會年平均社造預算及占其年平均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文化部在長期推動社造政策的基礎上，自
2016 年起以「社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
畫」為社造推動主軸計畫，並透過「青年村
落文化行動計畫」、「原住民族村落文化發
展計畫」、「社區營造青銀合創實驗方案計
畫」、「都會型社造暨公廈行動方案徵選競
賽」等相關子計畫，推動促進文化扎根、擴

大民間參與及行政分層培力等社造工作，
2016 年至 2020 年社造預算編列共累計約 16
億元，平均每年約 3.2 億元，占文化部總預
算比率約 1.7%( 參附錄表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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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5 )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4 )

2016-2020 年縣市政府社造預算及占縣市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2016-2020 年各縣市政府年平均社造預算及占其年平均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 二 ) 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 2016 年至 2020 年社造預算 ( 不
含中央部會補助款 ) 編列情形，除 2020 年
較 2019 年微幅下降之外，其餘年度均呈現
增加的趨勢。縣市政府社造預算每年平均編

列約 0.61 億元，以臺北市平均每年編列約 
2.7 億元最高 ( 包含社會局 2.6 億元與都更
處 0.1 億元 )；然社造預算占地方總預算之
比率則以彰化縣占約 0.54% 最高。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6 )

縣市政府文化局處為地方文化事務主管機
關，亦為地方推動社造工作的主要行政組
織，自 2016 年至 2020 年各縣市文化局處推
動社造相關業務之預算 ( 不含中央政府補助
款 ) 年平均約 0.04 億元，占文化局處年平均
總預算 6.8 億約 0.6%。預算編列最高的為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平均每年編列約 0.3 億

元，占該局總預算 20.3 億元約 1.5%。然
文化局社造預算占總預算比率最高的則為
澎湖縣文化局，平均每年編列約 0.05 億元
社造預算，占該局年度預算 1 億元約 5%。
臺北市社造工作主要由都發局都更處推動，
該處平均每年編列社造預算約 0.1 億元，
占該處年度預算 13.3 億元約 0.8%。

2016-2020 年各文化局處年平均社造預算
及占其文化局處年平均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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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鄉鎮市區公所

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公所 2016 年至 2020 
年編有社造相關預算 ( 不含中央與縣市政府
補助款 ) 的公所共計 321 個，每年社造預
算編列總額約 4.3 億元，占全國公所總預算 

1,284.1 億元約 0.3%，以 2019 年編列約 
5.9 億元最高，較 2016 年編列 3 億元，成
長達 2 倍，2020 年編列數約 4.5 億元，與 
2019 年相較則減少約 1.4 億元。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鄉鎮市區公所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8 ) 

2016 年至 2020 年全國公所，以臺東縣轄內
16 個公所社造預算每年平均編列約 0.7 億

元，占該縣 16 個公所每年總預算 50.4 億
元約 1.4%，居全國最高。

2016-2020 年各縣市公所年平均社造預算及占其公所年平均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各鄉鎮市區公所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17 )

2016-2020 年 321 處投入社造之公所預算及占公所總預算比率
單位 :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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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造資源及參與

社造的本質是透過在地及多元社群的參與，
促進社區的改變，進而促進社會改造，而民
間力量扮演社造推動重要角色，因此盤點目
前民間社造資源與參與現況，如「社區發展
協會」、「社區營造點」、「村里挹注情形」、

「在地創生團隊」等，均有利於檢討並策定下
階段社造政策支持體系的建立，進而深化公
共治理模式的型塑，創造有利於社區營造實
踐的環境。

面對臺灣人口結構逐漸走向高齡化的變化，
具有不同生命經驗及價值觀的不同世代共存
於社會，同時居住於社區中的情況將日益顯
著，有必要先針對目前對於社區照護、支持、
學習資源的建置現況，如「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等
進行盤點，以思考不同世代如何共生、共創、
互信與理解，進而共同面對挑戰，共榮發展。

社造是由「個體」群聚為「集體」的行動過
程，必須不斷擴大參與尋找「多元」，讓不
同階段所定義的「多元」保持流動，因此檢
視目前對於多元族群的資源投入與參與，如

「部落文化健康站」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等現況，進而檢討並思考是否已提供多元群
體充足且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以實踐
以垂直式公平概念，強化相對弱勢者之賦權。

以下即分別針對各項社造資源 7 建置及參與
現況進行梳理。

( 一 ) 社區發展協會

依據衛福部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所稱
社區發展協會係鄉 ( 鎮、市、區 ) 主管機關
輔導社區居民基於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
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有效
運用各種資源，依法設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之組織。2016 年至 2019 年全國社區發展協
會的設立數，就各縣市社區發展協會設立數
與全國總數相較，以高雄市平均約有 783.5
個，占全國總數約 11.4% 最高，其次為臺南
市約 678.5 個，占全國總數約 9.9%。

2016 年至 2019 年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數，各
縣市波動幅度均不大，平均每一協會參與會
員數最多的縣市為新竹縣，每年約有 194.5
名，占全國總數約 8.1%。

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統計資料 ( 參附錄表 20 ) 

2016-2019 年各縣市社區發展協會設立數
及其會員數占全國總會員數比率 單位 : 個

7. 2019 年各項社造資源統計彙整資料詳如附錄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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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1 )

( 二 ) 社造點

社造點係各縣市政府針對在地社區之多元社
造提案，運用文化部及縣市經費提供社區補
助，以協助社區建立在地特色，強化在地文
化自明性。2016 年至 2019 年獲補助的社造
點累計約 2,827 個，全國社造點每年平均約 

706.8 個，其中以臺南市每年平均約 121.8 
個占全國平均社造點約 17.2% 最高，其
次為臺中市每年平均約 84.3 個，占比約 
11.9%。

2016-2019 年各縣市年平均社造點及占年平均社造點總數比率
單位 : 個

( 三 ) 村里挹注

村里為社造推動最基層的單位，由各個村里
資源挹注情形，可觀察到政府社造資源的配
布與投入情況。2019 年全國村里總數共計
7,760 個，截至 2019 年 12 月曾獲社造相關

計畫資源挹注的村里約有 7,349 村里，占
全國村里總數約 94.7%，各縣市挹注村里
數比率未達 94.7% 者，包括新北市、澎湖
縣、高雄市、臺北市，偏於都市地區。

2019 年各縣市社造資源挹注村里數及占村里總數比率
單位 : 個

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各縣市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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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地方創生網站資料 ( 參附錄表 23 )

( 四 ) 在地創生團隊

行政院宣示 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經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調 查， 截 至 2020 年 全 國 各
縣市的在地創生團隊參與數已達 599 個，

各縣市團隊數占總數之比率，以花蓮縣占
10.9% 居全國最高，其次為屏東縣與臺東
縣均占 8.4%。

2020 年各縣市在地創生團隊數及占全國總數比率
單位 : 個

( 五 )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為提升老人社會參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補助民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由在地志工提供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
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活動，發揮社區自助互
助功能。 

隨著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2016 年全國約有 

2,674 個，2019 年增加至 3,954 個。據點
設置則以臺中市 447 個最多，其次為新北
市 396 個，透過提升據點的可近性，讓更
多老人可就近參與據點提供之各項服務。

資料來源 : 文化部調查整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4 )

2019 年各縣市社區關懷據點設立數
單位 :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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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教育部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5 )

( 六 ) 社區大學

依據教育部的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社區大學
以提升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
力、協助推動地方公共事務、強化在地認同
及地方創生、培育地方人才、發展地方文化、
地方知識學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之終身學習
機構。

全國社區大學 2016 年為 83 所、2017 年為
86 所、2018 年為 87 所、2019 年為 89 所，

設置數並無太大變化。直轄市為社區大學
設置數量較高的縣市。

社區大學學員招收情形自 2016 年至 2020
年逐年有所成長，2016 年招收學員人數全
國約 10.5 萬人次，至 2017 年達約 37.8 萬
人次，至 2019 年達約 45 萬人次。

2016-2019 年各縣市年平均社區大學數及占全國年平均總數比率
單位 : 所

( 七 ) 樂齡學習中心

教育部為強化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
尊嚴，以及社會參與，於 2008 年起於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後
改為樂齡學習中心），以 55 歲以上國民為
主要學習族群，建構在地化的中高齡學習
體系。各縣市設立之樂齡中心數量 2016 年
339 個，至 2019 年 366 個。

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設置係以一鄉鎮市區成立 
1 所樂齡學習中心為主要理念，目前設置以

高雄市最多達 39 所，最少為嘉義市 2 所，
每年平均約 359 個，各縣市平均設置數與
全國總數相較，以高雄市平均 38.5 個約占
全國總數的 10.7% 最高。樂齡學習中心參
與數平均每年約 243.4 萬人次，樂齡學習
中心參與人次與全國總人次相較，以新北
市每年平均約 26.9 萬人次占全國總數約 
11.1% 為最高，其次為高雄市每年平均約 
22 萬人次占全國總數約 9.0%。

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教育部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6 )

2016-2019 年各縣市年平均樂齡學習中心設置數
及其參與人次占全國總參與人次比率

單位 :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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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部落文化健康站

為落實部落長期照顧服務政策，從 2006 年
起，原住民族委員會即開始推動「原住民族
部落長者日間關懷站」，提供長者健康照護
外，亦期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2015 年起更
名為「部落文化健康站」（以下稱文健站），
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在地培植原住
民族服務團體」為原則，加強提供在地化部
落長者照顧服務。

 

截至 2019 年文健站設立 314 站，照顧長者
達約 11,715 人次。各縣市文健站設置數每
年平均約 213 站，以花蓮縣占約 19.4% 最
高，其次為臺東縣占約 18.9%。

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7 )

2016-2019 年各縣市年平均部落文化健康站數及占全國年平均總數比率
單位 : 站

資料來源：文化部調查整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資料 ( 參附錄表 28 )

( 九 )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主要係以新住民及其家
庭為服務對象，辦理支持性成長團體、親子
活動、家庭聯誼活動，提供個案管理、個人
及家庭服務。全國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設置數平均每年約為 35.3 個， 截至 2019 
年各縣市均至少設有 1 處以上的新住民服務
中心，其中以高雄市 5 處為最多。

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人次亦可觀察
到新住民公民參與及融入社會情況，高雄
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自 2016 年至 2019 
年累計服務人次達 86.3 萬人，占全國總服
務人次約 25.2% 最高。

2019 年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數
及其累計服務人次占全國總服務人次比率

單位 :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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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造與數位科技運用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臺灣社會的變遷，新興
公共議題、公民科技崛起，都需要有與時俱
進的在地回應，故瞭解數位科技運用於民眾
生活公共參與之情形，將有助於面對並思考
如何解決數位時代下的社群互動關係與社區
可能面對的困境與轉機。

根據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發表的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列
出參與的 139 個經濟體的網路整備度 (NRI,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指的是整
體社會環境下資通訊科技 (ICT) 基礎建設、
法規環境與相關資源之完備程度。在整體網
路整備度評比中，臺灣排名第 18 名，次指
標中，表現最優異的是行動網路覆蓋率，為
全球首位，而有待加強的是資通訊科技應用
於新型態經濟活動或生活、資訊人才有待培
育等 8。

另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 年個人家戶
數位機會調查報告，臺灣的個人上網率達

92.8%，國內網路使用率為 86.2%，家戶連
網率為 90.4%，顯示數位科技已為現代生活
重要的工具。而報告中分析網路應用於「學
習活動參與」、「社會活動參與」及「公民
參與」等面向的使用比率，「學習活動參與」
主要為於網路尋找資料或影片自學與參與線
上課程；「社會活動參與」主要為使用社群
媒體、網路電話、線上影音、資訊取得等面
向；而「公民參與情形」探討個人透過資通
訊科技（ICT）使用電子化政府資源及參與
網路公共議題的行為。數位科技的應用已為
民眾生活公共參與的重要推動工具與管道。

臺灣整體數位科技數字是亮眼的，但如何運
用於新型態經濟活動或生活，則有待提升，
社造亦面臨同樣問題，且偏遠地區仍有數位
落差，故需持續投入相關人力與資源，以提
升社區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社造的未來，數
位科技運用，是必需面對的課題。

民眾參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使用行動裝置下載 APP 進行 AR( 擴增實境 )，運用數位科技提升觀賞經驗。
花蓮縣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將書籍內的珍貴歷史影像套疊在 1929 年地形圖上，透過數位科技帶領讀者跨越時空。
臺灣數位模型庫建置虛實整合，由歷史現場或社區地景的重現與再造，提升文化內容力。

3、4. 
5. 
6、7. 
 

3 4 5

6

7

資料參自前瞻基礎建設 - 數位建設 - 普及國民寬頻上網環境計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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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日本千葉大學教授宮崎清認為，社區營造的
產生，是由於社區崩壞，而積極探求解決社
區問題的良方，以期「創造更好的生活環
境」。因此，必須由居住在社區的民眾，做
為營造的主體，結合企業、產業、行政部門，
共同經營與再造。

社區營造本質上是由下而上體現自社區自發
的行動，但多數公共議題的處理，則必須適
時運用公權力或由公部門提供補助資源，因
此政府為了支持民間的社區營造行動，往往
訂有特定的政策或計畫，其出發點多透過

「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社區自主」、
「永續發展」等原則及方式推動，以培育和
凝聚社區意識。自 1994 年由當時文建會推

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以來，已逐漸擴展
到其他中央部會，並就自己業務範圍提出相
對應的社造政策與計畫。

然而社造政策與資源在政府部會間逐步擴展
的情況，也相對產生若干問題，包括人力與
資源投入不足，越接近社區的基層單位越是
如此、公部門的本位、僵化思考及政策資源
整合不足、政策資源影響組織、個人的主體
性與自主能力發展等問題，這都有待透過政
策梳理，以提出「翻轉政府政策思維之方案
及構想」，建立有利於「社造公共治理支持
體系」。

檢視當代社會環境面對的問題，其中最大
的挑戰應該是人口成長衰退，社會邁向高
齡化、少子化，城鄉發展失衡等議題，依聯
合國 2019 年 6 月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報
告》，當前全球人口雖仍緩步成長，但卻存
在人口加速老化與少子化的隱憂，在全球化
的脈絡下，臺灣人口問題情勢更形嚴重，近
年來部分地區社區人口外流，產業沒落等，
對地方造成崩壞性的影響，此外推動社造人
才的傳承與流失等，也影響社造未來 30 年
的推展，包括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世
代權能的差異、公民價值與社會權力的重構
及社區新興議題的發生等。另因應族群人口
發展的變化等，如何尊重差異，促進平等參
與，都是社造政策思考推動「世代前進，共
榮發展」及「多元平權，促進平等參與」願
景的核心。

此外，數位浪潮在近 10 年內的時間對人類
生活造成急速重大的影響，經由電腦與手機

等媒介，世界串聯成沒有時空間隔閡的通訊
網路，任何訊息都能在瞬間抵達地球的任一
角落。網際網路改變了生活的型態，在數位
串接的發展態勢下，傳統社造的推動也面臨
挑戰，包括社區跨域能力連結的不足，資源
難以整合，社區數位科技的落差，與地方史
料的保存及公開有待強化等問題。社造推動
面對數位社會的轉型，須瞭解數位科技如何
運用於民眾生活及公眾參與，進而建構有利
於「推動公民科技、跨界連結」發展「社會
共創行動」的環境。

2021 年臺灣的社區營造已將邁向 30 年，面
對問題與挑戰，展望未來關鍵議題，我們將
試著從「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
元平權」、「社會共創」等面向，提出下一
階段社造政策規劃與構想。

2020 年 11 月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於彰化縣二水鄉舉辦小鎮藝術節活動，搭建於水田間的表演舞臺，帶領觀眾在藝術氛圍中與生活環境互動。
2020 年由民間團體自行發起的「普濟殿燈會」，以藝術活動帶領群眾認識地方文化，並吸引外國朋友彩繪花燈。
2020 年雲林縣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透過老照片呈現臺西海口庄派出所的今昔演變。

8.
9.
10.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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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的主體是公民，社造的本質是
透過在地參與，以及多元社群的參與，
促 進 社 區 的 改 變， 並 進 而 促 進 社 會 改
造。現今臺灣社會民間的力量已然蓬勃
發展，因此，如何促動民間自主公共參
與，集思廣益解決問題或匯集智慧倡議
價值，是新形態的社會網絡，更創造新
的 社 會 資 本。 對 於 這 些 新 興 的 社 會 力
量，如何廣納進入社造的體系，讓這樣
的資源落實社區生活，改變社會？是明
日社造的方向。

從過往二十多年的社造累積基礎上，明
日 社 造 應 該 跨 越 政 府 政 策 的 侷 限， 重

一、理念與價值論述

新從生活所在出發，在日常生活裏實踐
社會改造運動，也藉由這樣的公民行動
催促政府打破過往的窠臼，翻轉治理思
維，創造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共治理模
式，並發展社造支援體系，支持由下而
上的社區營造，透過橋接資源、建置平
臺、投資社會創新，正視社會不同群體
的差異與多樣，鼓勵社群相互對話，從
在地連結到國際，厚植民間力量及健全
公民參與，形成發展明日社造的良好生
態環境。

為籌辦 2019 年全國社區營造大會，於 2019 年 7 至 9 月間辦理觀察員培力工作坊，以培力第一線社造工作者擔任小組討論的桌長或
紀錄人員，並了解會議之目標與操作方式。

2019 年全國社區營造大會閃電秀中，與會者對喜歡的提案給予支持。 14~17.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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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共治理討論的過程就是不斷增加
參與、對話，以及形成公共利益的認知，
政府固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政府本身
也需要動能，因為政府的改變，很難單靠
政府內部去推動，需要仰賴公民表達出足
夠的聲音，才能觸動政府檢討與改變。因
此下一階段社區營造需要清晰區別各自責

任與功能，以政府角色而言可以著重在設
計各種機制，引動社會力量厚植社造沃土，
公民團體則可以從議題倡議到生活實踐，
落實公民社會價值，並以此對接國際的經
驗交流與共創，在雙方各有擅長的機制合
作下，才是實踐公共治理最好的策略。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全國社區營造大會開幕式與會嘉賓合影，展開活動序幕。18.

面對新的社會樣態，必須重新定義公共事
務範疇，長期以來社會多數認為公共治理
就是政府應執行的事務。在政治民主化之
後，社會樣態更加多元複雜，但是多數人
仍期待萬能政府，卻輕忽了社會演變和脈
動是時間堆疊而成的，參雜了生產、分配
方式與社會發展的層層交纏累積，因此當

( 一 ) 背景脈絡

今公共參與，跟過往傳統的政治參與不太
一樣，公共治理的領域，更擴大到舉凡涉
及與他人權益相關的就是公共事務，因此
要建立從細微處關注，彌補縫隙式的參與
方式是迫切需要的。也因此公共治理要明
確指認未來主體就是公民，執行的領域就
在社區、社群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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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核心精神

1. 政策整合

2. 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

3. 行政創新實驗

如何建立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共治理支持體系，首要在於探討中央部會、
各縣市局處單位之社區營造政策整合，以落實行政社造化之目標。盤點
當前公部門之社造資源分散、資訊未整合、政策不連續、推動框架僵化、
執行成果評估機制等挑戰，進而發展優化的政策整合模式與策略。

臺灣公民社會之蓬勃發展，各領域行動者皆以行動和論述厚實民主的發
展。十年來開放政府運動崛起，近年與之相互呼應的是審議式民主的崛
起，以及參與式預算政策施行。然而，這些新興的公民參與政策如何落
實於社區、培力公民，並且改善公部門體質、發揮實質的影響力，此乃
當前求新求變須共同面對之問題。

社區營造的生命力，源於政府與民間勇於嘗試與創新，各級政府機關應
思考如何創造環境，推動行政的創新實驗，才能擴大導入更多民間的活
力及創意。在現今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政府治理思維必須相應快速
調整改變。所以，政策規劃及行政制度都必須保持靈活及彈性，才能符
合與時俱進的期待。

公共治理的支持體系包含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的各個層面。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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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問題梳理

1. 在政策整合的價值中公部門的本位思考問題 

政府間存有許多政策目標或對象類似，甚或
可串連成不同階段的延續性工作，但往往無
法透過目標導向的構想，進行內部整合。本
位思考形成資源浪費，也讓社區對公部門的
專業性產生疑慮，如加以整合，不但簡化行

2. 在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的價值中資訊平權的課題 政程序，也可降低社區參與執行的成本，增加
總體效益。另政府的採購與稽核系統，因擔心
核銷問題，設計了許多的預防措施，這種源自
防弊的思維，與社區營造強調夥伴關係形成強
烈的對比，因此政策整合需要從文官體系的分
工思維中重新找到合作的價值論述，回到以人
為本的核心理念，才能有所改變。 

臺灣社區通網站匯集全臺灣社造訊息，扮演公部門與民間、組織的最佳互動角色，並設置臉書粉絲專頁，提供多元的網路平臺服務。2020 年文化部辦理「議事人才培訓課程」，小組成員針對社區議題擬定行動方案，並對所偏好之提案進行貼點票選。
2020 年文化部辦理「公民審議基礎觀念課程」，由陳文學老師說明參與式預算之辦理細節。
2020 年文化部辦理「公民審議基礎觀念課程」，參與者針對「參與式規劃之審議模式」課程內容進行提問。

開放政府一直是現代民主國
家 的 倡 議， 臺 灣 在 2005 年
就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但關
鍵往往不在資訊的公開或取
得有困難，而是在面對龐大
的政府體系不同的專業下，
公民如何處理浩瀚無邊際的
資訊量問題。

開放政府的真實意涵在於有
效對接至需要資訊的公民或
團體社群、社區；同時也必
須建構一個政府資訊的單一
窗口或平臺，可以讓公民主
動尋找、詢問相關資訊；其
次雖然在很多法規中明訂公
民參與的必要性，但是這種
特殊功能性與單一議題的參
與機制無法形成知識性與累
積性，因此公民參與的機制
應該建立在公共議題形成之
前的諮商與開放討論。

民間論壇是一種好的機制，
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個人
可 以 持 續 累 積 性 的 發 言 討
論，形成新議題或組構出新
的行動方案，都是民主深化
的基石。 

20、21.
22.
23.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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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行政創新實驗的價值中組織封閉性的
    議題 

從工業生產概念衍生出來的傳統組織都具
有封閉性的特質，原因在於工業生產基礎
的思維就是分工與拼裝，把生產過程做出
不同的分工以便有最大生產量，生產線的
管理不能讓員工彼此跨越協助，最後用很
多的單一，組出複雜的整體，於是第一線
的生產者其實不一定看得到自己的產品。
與工業生產方式具文化共構性的社會組
織，包括文官體系也因此具有某種程度的
封閉性。民間或社區組織在參與公部門的
計畫時連帶的也會被捲入這樣的價值體系
中，漸漸喪失了可能的創意及熱情，因此
需要透過新環境的設定，把限制社區自主
力的各種因素找出，透過沙盒實驗機制重

新命題現象與問題，尋求解決方案之間的各
種可能性。 

4. 在政府資源挹注下社區營造業務化的問題
 
在實務上，社區營造資源長期由政府挹注之
下，造成了社區營造業務化，脫離了社會脈
動與現況，不但無力描述過往歷程、梳理現
狀問題，也無法思考未來策略，只能抱著行
政規範，枝微細瑣的審查計畫書、分配預算，
喪 失 公 共 性 與 倡 議 的 活 力。 行 政 思 維 的 侷
限，對公部門之間的資源就無法活用，鄉鎮
市區公所與地方民眾的接觸最頻繁，很多社
會中的倡議、行動團隊等，都是社造重要的
一環，但有些未被納入社造的資源圈，浪費
了這些社會資本。因此廣納社會眾多倡議與
資本共同改造社會的目標就不容易達到。

社區營造的主體是公民，社造的本質是
透過在地參與，以及多元社群的參與，
促 進 社 區 的 改 變， 並 進 而 促 進 社 會 改
造。 政 府 的 社 造 政 策 之 目 標 應 在 於 建
立 有 利 於 社 區 營 造 的 公 共 治 理 支 持 體
系， 透 過 檢 討 法 規、 建 立 支 持 機 制 與
中介組織、協助民間組織堅壯化，形塑
公共治理的模式，促進公私協力實踐，
來創造有利於社區營造實踐的環境，深

二、策略與構想

化公民參與，讓社造運動自主的持續前
進。而行政院已成立行政院文化會報，
宣示「部部都是文化部」，各部會及各
層級政府皆應積極翻轉社造政策思維，
營造有利於公民參與的政策環境。基於
問題、現狀及核心精神之梳理，同時思
考未來的趨勢與挑戰，提出如下的短、
中、長期目標及相應策略與構想：

2019 年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與光明國小合作推動「校內遊具參與式預算」，透過夏令營工作
坊的方式，帶領學生了解遊具安全性設計等知識。

2019 年連江縣社區營造論壇，與民眾透過實際交流以及開放式討論，共同探討馬祖社區營造未來的方向。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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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目標：公部門行政整合與革新

因 應 社 造 願 景 與 社 會 需 求， 公 部 門 從 既 有 業
務、政策率先著手，盤點和研擬政策整合與革
新之方案，培養與民間共同翻轉社造新思維。

* 中期目標：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

持續落實深化開放政府與資訊平權政策。另可
善用國家語言作為溝通橋樑，加速社區凝聚核
心目標共識，同時透過公民參與政策之推動，
堅壯民間組織，建構自主網絡。藉由厚植公民
社會之內涵，培養啟動或因應革新之沃土。

* 長期目標：行政創新實驗

透過行政創新實驗，推動跨域整合與新型態模
式建構，加速改革的步伐。逐步讓社造走出政
府補助「集中式」的計畫模式，強調公民主體
性，進而形成「網絡式」的公民行動。

2020 年基隆市暖暖區公所辦理「用遊戲改變暖暖」桌遊設計工作坊，帶領參與成員在學習設計遊戲的過程，認識在地議題，
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降低民眾參與公共議題的門檻。

28、29.

28

29



壹、公共治理：建立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共治理支持體系

61 62

因應上述的短、中、長期目標，有關策略
與構想如下：

( 一 ) 公部門應進行法規檢討和行政革新，
        俾利於社區營造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

1.《 文 化 基 本 法 》 第 13 條 明 定「 國 家
應鼓勵人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
開拓社區公共空間，整合資源，支持
在地智慧與知識傳承及推廣，以促進
人民共享社區文化生活及在地文化發
展。」文化部應遵循本法之立法意旨，
檢討《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等相關法
規，促進支持社區營造體系的建立，
實踐社造精神。後續是否需進行專法
立法之建議，應列入研議評估。

2. 透過行政院文化會報平臺，各部會應依
據《文化基本法》第 13 條之立法意旨，
檢討既有與社造相關之法規、計畫辦法，
並研議相關法規之修法。如為強化推動
都會社造，建議將社造公民參與之精神
納 入 公 廈 管 理 條 例 等 相 關 法 制 研 議 修
法。

3. 文化部應充實預算，並將文化發展基金
之用途納入支持社區營造之推動，於文
化發展基金管理運用辦法中訂定支持性
條文。

4. 縣市政府應檢視整合既有文化相關跨局
處平臺會議，在文化參與的精神下，逐
步落實地方文化治理。

( 二 ) 政府應主動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
         府到民間的協力機制與中介組織

1. 透過行政院文化會報，各部會應針對與
施政有關之社造政策或資源進行盤點與
協作。部會與社區相關政策應融入社造
精神，結合既有社造基礎，在特定議題
上與社區建立合作機制。

2. 透過地方政府文化會報，地方政府各局
處應針對與社造有關之政策進行盤點與
協作。地方政府施政應融入社造精神，
結合既有社造基礎，在特定議題上與社
區建立合作機制。

3. 文化部與原民會應透過雙方平臺，整合
資源，深化部落營造；共同研議結合原

民會現有文化健康站等計畫，逐步深
化各部落村落文化與社區營造之推動
方式。

4. 文化部應思考如何活化鄉鎮市區公所
職能，包括協助公所增聘社造專職人
力及民間社區營造專員，鼓勵青年留
鄉進鄉成為專業社造人才，建置完善
人才培力制度。

5. 政府應研議催生區域型社造中介組織
之可能性，以利連結政府政策及社造
團體，透過中介平臺，整合地方需求，
凝聚區域發展方向及推動策略，以促
進長期且穩定的公私協力實踐，捲動
並扶助新興團體參與，推動民間社造
團體自主性再造工程。

2020 年林國明老師向各鄉鎮市區公所講授審議民主之精神與基本觀念。2020 年臺中市社造論壇，以「返鄉探索，回 + 生活：青年社造跨域話」，邀請北、中、南、東四區的青
年社造實踐者，分享操作經驗及心路歷程，並探討彼此面對的困境及解決策略。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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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協助社造民間組織的堅壯化，並厚實
         社造組織的公共資源

1. 協助組建社造民間智庫，研究與社造相 
關之政策及社會日益多元的各項議題，
透過智庫平臺協助轉譯政策，集合民間
社造組織與社造人的才能，透過社造智
庫對民間社群或組織在行動建議或各項
社造議題的倡議上，提供資訊整合、分
析及建議，以支持並堅壯社造組織，串
連社會改造前進的的力量。

2. 社造中介組織應結合跨部會資源，提出
整合性人才培力計畫，協助社造人才培
力，例如社造規劃師，參與工作坊、審
議式民主等人才培力。

3. 協調開放社區及學校空間，以活化公共
財資源效益，鼓勵不同世代的相互了解
與交流分享，例如活動中心，以及各級
學校的閒置場所，提供興趣團體或同好
社群的聚會、研習、演練等活動使用，
促進建立分享合作的人際網絡。

臺南市七股區龍山社區閒置空間再利用，將社區豬寮整理成茶館。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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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深化公民參與，推動社造公民審議制度

1. 透過參與式預算、社造議題審議民主
機制之推動擴大公民參與，落實公共
治理。建立常態性地方社造論壇及常
態性公民文化論壇，廣納民間各界意
見。

2. 社區營造補助機制應更透明、公開，
並研議推動縣市政府社造補助款須有
一定比率以上，以公民審議方式進行。

( 五 ) 促進治理模式的翻轉，催生公私協力的
            公共治理，轉化政府「集中式」的補助
            型態為「網絡式」的公共治理

1. 研議推動社造沙盒創新實驗計畫，透
過可容許實驗的環境，讓民間組織能
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下，免受現有法令

或監管，得以測試各類社造推動或行
動創新模式，政府也可以在沙盒內與
創新者共同討論、模擬創新過程中可
能遇到的法令或資源取得問題，讓社
造好點子或好創意不被舊框架或舊思
維所侷限或抹煞，以翻轉集中仰賴政
府補助之社造僵固模式。

2. 建立社造預算長期導入的治理平臺，
透過建立政府各類預算資源導入的治
理平臺，在回應社會問題和需求等思
維下，催生社會企業建立自主健全的
營運模式，同時導引社區提出具延續
性之社造計畫，累積統合各項預算或
資源，透過治理平臺，形成共同目標，
在目標與時間穩定之前提下，團體將
較易凝聚執行之能量，累積其專業經
驗，進而形成良好社造生態系。

臺南市中西區以公民投票方式決策公共事務的推動。
臺南市仁德區以夜市踩街大遊行的方式，進行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政見發表會。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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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於古厝前挽面、編藺的身影，彰顯苗栗苑裡在地編織技藝特色，也傳達了職人的手藝溫度。1994 年開始的社區營造是一場世代間心手相連，永不放棄的運動。

從歷史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每當
國 家 或 社 會 產 生 巨 大 的 變 動 時， 世 代
的議題就會變成討論的焦點。從二次大
戰後的「嬰兒潮世代」開始，世界各地
對於不同的世代多有其獨特的定義與用
語。臺灣也有所謂的「野百合世代」、

「太 陽 花 世 代 」， 分 別 代 表 著 臺 灣 在 政
治 民 主 化、 經 濟 自 主 化 的 重 要 轉 型 階
段。 更 值 得 觀 察 的 是 從 1994 年 開 始 的
社區營造運動，是否也建構起一個新的

「社造世代」? 在政治、經濟議題之後，
朝向社會改革開始行動！

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快速變遷潮流中，

一、理念與價值論述

傳 統 定 義 下 的 不 同 世 代， 正 在 趨 向 於
代間年齡差距縮小、代際差異模糊化的
情境，而在同一世代內卻發展出更多元
的價值觀，以及自主性的追求。因此，
面對這樣的趨勢，必須建立新的思維模
式、新的行動策略和新的運作機制來因
應世代前進的挑戰。

臺灣的未來已經不是單一世代能夠獨自
面對的。各世代應該要調整姿態、相互
理解、學習尊重、建立信任，讓不同的
世代能夠彼此對話、協商，惟有世代融
合、差異互補、資源共享、互惠共利，
才能創造明日的幸福生活。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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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背景脈絡

1987 年的政治解嚴帶給臺灣新的契機，
進而促成了七年後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當時參與相關工作推動主力的中壯世代，
在二十多年後準備迎接以均衡臺灣為目
標，發展地方創生的青年世代，不可避免
的，世代交替的困境被凸顯。不同世代在
面臨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的資訊落差、價
值認同，以及資源分配等問題，隱約產生
世代間的衝擊與對立。同理心的欠缺與包
容力的不足，更是讓異世代的鴻溝漸生、
壁壘漸長。尤其是人口結構的改變，由正
三 角 形 轉 換 為 中 廣 型， 甚 至 是 倒 金 字 塔
型。世代剝削的疑慮，越來越嚴重。而不
同世代也各自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困境，
例如老年世代的安養與照護、中年世代的
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青年世代的薪資
低迷與停滯等，都需要大家一起攜手來面
對與解決。

彰化豐澤村曾是全臺雞毛撢子第一生產地，如今遵照傳統工法製
作的店家已寥寥無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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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核心精神

1. 建立代間支持系統

因應區域發展不均、高齡社會等諸多問題，發展社區支持型的模式，鼓
勵青年從事社造相關工作，整合外部資源，形成跨世代協力的支持系統，
傳承文化經驗，均衡城鄉發展，推動世代共榮。

2. 連結在地內部平臺

以社區營造的精神推動地方創生的工作，應培養跨域思考能力，並能橫
向連結公民參與探究社區公共議題。返鄉或進鄉之青年人才在人力、時
間與資源的限制下，更應培養整合與經營能力，共同建構有助於在地資
源流動的網絡平臺，串聯多方資源和人才，打造共建、共享的社造環境。

3. 開放組織創新運營

透過在地社區組織的重構，讓不同世代間的社會網絡關係，交互連結，
創造地方社群新的生命力。地方組織可以藉由新創科技的引進，以更大
的開放性，讓不同世代的社區居民，在社區組織內設置多元平臺、共享
社區資源、凝聚新的社區意識與連結社群網絡，以開創新型態的社區營
造方式並強化地方的韌性發展。

苗栗縣公館鄉南河社區發展協會 2016 年至 2020 年執行「三村飛夢．青銀合創發展計畫」，揉合銀髮的智慧和
青年的力量，讓老機器篩碾出新米糧，共譜豐收序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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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問題梳理

1. 世代權能存在差距產生協力上的困難

不同世代在價值觀、社會參與動機、經驗、
專長等皆差異性大，造成世代之間信任感
難以建立，協力困難， 且社區資源與權力
的分配不均，更造成青年進入社區發展的
困難。青年往往帶著專長抱負理想卻不知
如何開始，處處碰壁；另一方面，社區長
輩期待與青年傳承，卻未必理解如何與青
年平等互惠地合作。

2. 青年留鄉返鄉支持系統待建立

目前對於青年返鄉相關支持系統的建立尚
未完善，造成青年回鄉後面對社區工作生
活與人際關係等各方面的挑戰，如何協助
青年在社區穩定工作與安心生活，包含各
方面能力培養、知識和技藝傳承，在地各
方資源串聯和網絡建立等相關支持系統，
都應被納入思考。

3. 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程度仍有不足

如何提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程度仍有待
加強，包含認識肯認自我的公民權與責
任、積極認識地方、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等。公民參與之培育乃社造基礎工作，從
根本建立社造工作之價值，降低回鄉返鄉
的心理門檻，增加不同世代族群投入社造
工作之意願。

4. 社區組織僵化、目標不明及地方派系
    的阻礙

許多社區組織運作缺乏活水，觀念、人
才、運作機制僵化。甚者，因地方派系鞏
固或各據山頭，易排除特定群體，特別是
新進場域的青年，造成資源調查的成果和
社區知識經驗無法延續傳承，社區營造無
法擴大推展。

5. 政策資源影響組織、個人的主體性與
    自主能力發展

在社區營造發展過程中，政府政策資源往
往對社區組織、個人產生影響，久而久
之，因政策引導往往缺乏彈性，無法因應
在地特性調整，造成資源挹注效益不顯，
且養成部分組織、個人過度依賴政府補
助，喪失主體性與自主發展的能力。

2018 年進駐臺中舊城區的青創團隊與在地居民合作，進行策展、導覽與文創商品開發，轉譯在地知識與傳承社區經驗。 2019 年部落裡的回鄉青年，透過自己的轉譯，將從耆老身上學習到的故事、歌謠、技藝，傳達給其他族群的族人。
2020 年苗栗縣「銀髮潮 Show 攝影展」，賦予銀髮族「模特兒」身分，擔任陶、茶、藺草編織等苗栗特色產業的行銷大使。

41.
42.

40.

40

41

42



貳、世代前進：青年賦權，世代協力，共榮發展

77 78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產 業 結 構 及 人 口 結 構 劇
烈 改 變， 具 有 不 同 生 命 經 驗 及 價 值 觀 的
不 同 世 代 共 存 於 社 會， 並 且 同 時 居 住 於
社 區 中。 社 區 面 對 世 代 差 異， 世 代 間 的
傳 承、 不 同 世 代 的 需 求、 以 及 不 同 世 代
的 參 與， 都 帶 來 許 多 挑 戰； 但 社 區 也 可
能 隨 著 世 代 更 迭 產 生 新 興 且 多 元 的 價 值
及趨勢，帶來新的可能與機會。

社 造 的 精 神， 本 在 於 社 區 民 眾 的 參 與、
討 論， 並 共 同 面 對 問 題、 解 決 問 題， 創
造 未 來 願 景。 因 此， 如 何 促 進 不 同 世 代
的 共 同 參 與， 並 透 過 參 與， 增 進 世 代 間
的對話與理解、尊重與包容彼此的差異，

二、策略與構想

促進世代間的支持與信任，讓社區在傳
承中又能迎接創新，保持包容性與開放
性，才能發揮個別世代的能量，持續滾
動民眾參與社造的熱情。

透過不同世代在社造的共同參與及協力
合 作， 亦 可 增 進 社 區 回 應 不 同 世 代 多
元需求的能力，強化社區對世代間的凝
聚力，讓世代在社區或社群中透過差異
互補、資源共享、互惠共利，攜手前行
共創明日社會。基於問題、現狀及核心
精神之梳理，同時思考未來的趨勢與挑
戰，提出如下的短、中、長期目標及相
應策略與構想：

* 短期目標：青年賦權

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青年世代都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但是責任、權利及義務的
三者並未能均衡的發展。因此，對於青年
世代的系統性支持、專業性培力，以及權
力與權利的適當賦予和回饋，應該進行確
切的檢視釐清、詳盡的分析評估，以及積
極的施政作為。

* 中期目標：世代協力

世 代 前 進 的 願 景 是 大 家 一 起 攜 手 共 同 前
進！無論是青年世代、中壯世代，或是高
齡世代，大家共同手牽手、心連心，相互
支持，相互協助。透過開放性的平臺、創

新性的組織，以及高效率的運營模式，讓
世代協力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資產。

* 長期目標：共榮發展

在未來可預期的倒金字塔式的人口結構
下，上世代承諾為下世代付出，形塑世代
的正向循環，為自己、為他人，營造一個
更溫暖的，容許跟尊重不同價值觀的，從
共融到共創，從共創到共享，再從共享到
共榮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建構世代一起前
進的理想生活模式。

因應上述的短、中、長期目標，有關策略
與構想如下：

返回彰化的農村青年江育達，與基隆返鄉青年阿普蛙工作室創辦人吳建億，透過影談及工作坊討論不同區域青年
回鄉所會面臨的考驗。
相較於 2000 年，2020 年的人口金字塔結構，有逐年朝向倒金字塔型發展的趨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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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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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積極賦權青年，鼓勵青年在地公共參與，並強化青年在地職涯發展的多元機會

1. 政 府 應 鼓 勵 發 展 各 級 區 域 性 的 青 年 委
員會，建立青年在地公共參與平臺，透
過青年自主參與，促進青年討論公共事
務，發展自主性的參與行動，或成立各
式青年公民組織；青年委員會可進一步
連結地方社團、地方行政機關，讓青年
透過青年委員會進一步了解並參與地方
公共事務之運作。

2. 政府應鼓勵學校服務學習課程回應地方
需求，將服務學習連結社區營造，讓青
少年透過服務學習，體驗在地多元的公
共參與模式。

3. 政府應研訂基層地方自治組織的青年參
與機制，鄉、鎮、市、區公所與村里辦
公室等，為地方自治的基層組織，應增
加青年世代的參與實習與服務學習的機
會。可增進不同世代的交流分享與權能
均衡。

4. 文化部應持續推動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
畫，鼓勵青年在地文化參與，促進在地
文化世代傳承，以多元觀點保存在地文
化記憶，並同時透過青年創意，帶動在
地文化的創新與再發展。

5. 政 府 應 研 議 公 共 議 題 青 年 參 與 式 提 案
與 聯 合 審 議 機 制， 依 據 審 議 式 民 主 的
精神，獎勵青年以公共議題為導向的模

式，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操作進行提案。
相關行政部門可依據提案的內容建構
彈性的任務聯合編組，給予適切的協
助。 

6. 政府應結合地方創生，營造有利於支
持青年在地就業及創業的環境，創造
青年在地多元的發展機會。

7. 政府應研議青年創業基礎生活保障機
制，對於返鄉或進鄉創業的青年世代，
提供其個人及家庭的基礎生活安定的
保障，例如相關的個人健康、職場災
害等的強化保險補助，以降低風險，
並減少社會問題。

8. 政府應協助青年自我檢視功能定位與
自身的角色扮演，並視其創業階段，
結合跨部會政策資源，對於起步型提
供微型創投啟動基金。潛力型則需要
跨部會的聯合諮詢輔導平臺，建立專
業諮詢及陪伴網絡，成熟型可引入新
創事業的融資機制，協助其穩定成長
持續發展，支持青年在地創業。

9. 延續大專院校社團的運作概念，支持
青年社團辦理各類成果競賽與展演活
動，透過企業或相關單位的獎勵與補
助，形塑更具活力及人際交流的生活
型態。

2019 年「苔客上岸 – 正濱港灣共創藝術節」邀請插畫家引導民眾透過自身的經驗及故事將文字轉化成視覺元素，做出轉印作品。
2019 年「苔客上岸 – 正濱港灣共創藝術節」透過「共同創作」鼓勵民眾共同面對地方發展的課題，將「作品」作為發聲的載體。
2020 年坪林國中「染一片美好印記」課程中同學們用在地植物：大菁、薯榔、福木染出班服。
2020 年「紅羅罩潮間生活節」邀請幼時曾經在魚灶工作的麗華阿姨擔任工序展演者，品嚐傳統鰛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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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健 全 在 地 終 身 學 習 體 系， 建 構 在 地
知 識 學 網 絡， 傳 承 在 地 文 化， 同 時
透 過 在 地 文 化 的 獨 特 性， 提 振 社 區
文化力

1. 文化部應持續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建構地
方學，鼓勵地方文史研究保存和相關史料在
數位時代的「存、譯、取、用」，讓更多在
地故事能夠被保存，被重新述說；並透過文
化資料的開放與授權，促進在地知識的公共
化、再學習、再創作、以及加值運用，重建
在地認同，支持在地文化發展獨特性。

2. 連結地方社區大學及地方 MLA，發展地方
學，建立網絡式的學習情境，打造有機共享
的終身學習場域，提升社區文化力量。

3. 開放政府資訊，鼓勵多元資訊共享平臺之建
立，以利地方組織引進新創科技，共享社區
資源，並凝聚社區意識。

2017 年至 2019 年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練習一起走一段》MLA 計畫，系統性地整理並進一步提出方法學，逐步建構
博物館與地方的網絡與鏈結。
2020 年國家文化記憶庫入口網站於 10 月 17 日「臺灣文化日」正式上線，全體貴賓合影。
2017 年芝山岩展示館帶領周邊社區與里民，共同了解芝山岩的文化與生態資源，以及對鄰里環境的認同。
2017 年 8 月 5 日芝山岩展示館舉辦小小導覽員假日導覽活動。
2016 年至 2020 年新港文教基金會辦理「青 ‧ 銀 PLAY」計畫，由王正芬老師帶領各社區義工，為銀髮族開發沉睡的深層肌肉。

( 三 ) 健 全 社 區 照 顧 體 系， 針 對 不 同
世 代 的 照 顧 需 求， 增 加 在 地 支
持 系 統， 促 進 跨 世 代 的 協 力 照
顧模式，增加社區型就業機會

1. 為健全社區照顧功能，政府應盤點社區
中兒童、青少年、婦女、身心障礙者、
老人及中低收入者之照顧資源及需求，
建置社區型互助體系，以強化在地支持
系統，亦有助於增加社區照顧及托育的
工作機會。

2. 因應高齡化與少子化趨勢，地方政府宜
思考結合內政部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社
會住宅多元化，例如設置跨世代的青銀
共居住宅，可同時回應長照及托幼的問
題，符合在地需求。

49.

50.
51.
52.
53.

( 四 ) 促 進 世 代 間 共 同 參 與， 推 動 不
同 世 代 的 經 驗 傳 承 與 創 新 思 維
能 協 力 合 作、 共 創 願 景， 創 造
社區的共榮發展

1. 政府應鼓勵地方組織藉由新創科技的引進，
以更大的開放性，讓不同世代的社區居民，
在社區組織內設置多元平臺，共享社區資
源，促進凝聚新的社區意識，並連結多元
社群網絡，以支持創新型態的參與模式，
回應不同世代的需求。

2. 透過政府計畫引導，研訂世代社區協力共
好提案獎助方案，或跨世代合作主題的獎
勵機制，以促進世代間的交流與相互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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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社區總體
營 造 」 的 推 動 乃 企 圖 透 過 帶 動 社 區 居
民參與公共事務，以落實公民權。然而
二十餘年來，原本「總體」營造的目標
卻未能落實，分析其中原因，應在於社
造是一個群眾參與、形成集體的動員過
程， 而 能 夠 參 與 的 人 多 半 是 有 條 件 的

一、理念與價值論述

人，使得所謂的「參與」並未能反映社
區的「多元」。因此，未來社造的深化
必 須 不 斷 擴 大 參 與， 尋 找「 多 元 」，
關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下的社區的「多
元」組成，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促進其
參與。

2019 年臺東縣社造成果展，新住民老師教學母國文化手作 DIY 工作坊。2019 年桃園社造博覽會融入各族群演出，像是平鎮高連社區表演客家饒平布馬舞，展現桃園社區的活力。
2020 年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辦理第二屆「文化遠朋」活動，透過在地人帶路，吸引更多嚮往「深度、慢遊」的國際
人士，以多角度多面向的行程，讓國際旅人留下了深具「臺式風味」的特殊回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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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辦理「東南亞魅臺灣」成果發表會，讓參與民眾瞭解各個國家的民間傳奇故事，也
透過相關製作物的實地體驗，讓大家更加了解東南亞各國及臺灣的多元文化。

2020 年臺東縣社造成果展，新住民分享母國生活故事。
2019 年國立臺灣文學館以最新課綱為設計標準，推動三款友善多元社群資源箱，由「視障」、「聽障」與「兒少」
三大族群參與開發計畫。

58.
59.

60.

60

( 一 ) 背景脈絡

所謂的「傳統社區」也並非是完全同質，看
似同質的社區，內部向來有因性別、階級、
族群、世代、身心狀態…等等而形成的差
異，加上近幾十年來快速的社會變遷，包
括工業化、都市化，尤其是日益劇烈的全
球化作用下而造成的國內和國際遷移，使得
原本已有異質性的社區更趨多元。依據內
政部統計，至 2018 年底，來自世界各國的
外籍配偶人數為 543,807 人（其中 91.7%
為女性），已接近同年的原住民族人口數

（565,861 人），如果再加來臺工作的外國
籍人士，依勞動部統計，至 2018 年底藍領
移工為 706,850 人，白領為 30,497 人，這
些在臺灣生活、工作，甚至已歸化為我國國
民的移民／工已超過總人口的 5%，而他們
早已成為臺灣社會的重要組成，使明日社造
必須面對來自不同國族、語言文化、公民身
份…等的差異，而如何促進多元群體皆能平
等的參與公共事務，便成為社造未來的重要
挑戰。

因此，多元平權議題在明日社造的主要願景便
是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進平等參與。我們

必須時時刻刻關注，參與社造的組成是否多元？
是否仍有部分成員，因其社群的特殊性而未被看
見，沒有參與的機會及途徑？需要更多社會支持
才能促進其參與？

「看見差異」並非獵奇或販賣異國情調，而是
分析與理解為何某些群體無法參與公共事務。
因為不同的性別、階級、族群、語言文化、世
代、身心狀態、國族、公民身份…而無法參與
公共事務的邊緣群體，往往是受限於政治、經
濟、文化的權力結構，因此權力結構不改變，
多元參與便無法落實。簡言之，必須逐步鬆動
並改造不利邊緣群體公共參與的政治、經濟、
文化等因素，促進平等，以落實多元平權。

公共參與的邊緣群體常是所謂的「弱勢」，但
更精確的說，造成其邊緣的原因並非本質上的
虛弱，而是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結構性
的「劣勢」。因此，為了促進多元平權，必須
透過制度性的介入，消弭政治、經濟、文化結
構上的不平等權力結構。此外，任何制度性的
介入，必須以培力原本處於邊緣群體的主體性
為原則，避免形成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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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核心精神

為使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包含來自不同性別、階級、族群、語言文化、世
代、身心狀態、國族、公民身份…的群體推動，未來的社造必須推動多
元平權價值。一方面，社造應讓相對優勢的群體能充分理解相對劣勢群
體的處境、同理其難以投入公共參與的障礙、反省習而未察的對劣勢群
體的偏見和歧視，進而投入改善劣勢群體處境的社造工作。另一方面，
社造必須提供各種管道，使原本被邊緣化群體的主體性得以建立和深化，
進而能積極投入公共事務。

1. 公民價值培力

基層社區組織生態僵化，需要新血加入，重新以新的組織型態和方式參
與地方的公共事務。為使身處劣勢群體的議題和生活需求能進入公共領
域討論和推動，必須建立多元平權的環境，包括實體的空間和法令政策
的改善，到無形的相互尊重、開放平等參與的人際互動和公共討論氛圍…
等，以嘗試重新建構社區與社會的權力關係。

2. 社會權力重構

從社區營造多年經驗可知，在地知識建立的過程即為文化主體形塑之過
程。公民透過探詢、整理、述說在地的記憶，建構自身與在地文化之間
的關聯性，並且進行連續性的創造，在過去各地的社區營造經驗中頗有
成效。然而，在地知識、社區記憶應有更多元的視角，明日社造須鼓勵
與培力身處劣勢的群體，從不同的性別、階級、族群、語言文化、世代、
身心狀態、國族、公民身份…的視角整理他們的歷史記憶、文化和知識
系統，並將之推廣，讓更多群體認識，進而成為臺灣社會整體的歷史記
憶、文化和知識系統的重要成分，而不再處於邊緣位置。

3. 常民文化記憶平臺

2021 年李永得部長參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牽手平埔：臺灣南部西拉雅族、馬卡道族、大武壠族
文化特展」開幕式，特展以「牽手平埔」為主軸，展現西拉雅族、馬卡道族、大武壠族 3 個民族共同復振發揚自己的
文化，呈現民族生命與活力綿延不絕的精神。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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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問題梳理

1. 結構下的劣勢

公共參與中的邊緣群體，並非先天能力上
的不足，而是在歷史過程中或國家政策
下，被剝奪其資源取得、削減其發展機
會，而成為其發展處境下的「劣勢者」。
如因法規未有積極的措施，使障礙者面對
不友善的空間與環境。移民法令 / 政策使
新住民取得公民身份的問題，政府公共服
務多語友善性問題，使得新住民、移工無
從掌握相關資訊和資源。勞動政策、環
境、 條 件 不 夠 友 善， 勞 動 者、 移 工 即 便
休假，也難以組織，更無從發展其社群力
量。多元平權議題牽涉範圍極廣，含括內
政部、衛福部、原民會、客委會、農委會、
勞動部…等多個中央部會機關，需要跨部
會整合機制，整併相關政策及資源，方能
落實。

2. 誤解、標籤化與歧視

許多被標籤化的族群或團體，承受多種歧視
眼光，起因是社會中的多數無法尊重少數，
對異質的不理解，或缺乏溝通管道，產生歧
視與偏見。雖然同志婚姻已經合法化，但社
會大眾對同志誤解與污名，仍無法使其免於
歧視的恐懼。在族群方面，社會中仍存在對
原住民族、新住民、移工、新住民子女不友
善的環境，以及對福利政策、積極性差別待
遇的污名。多數標榜族群文化的活動流於異
國情調展演或美食體驗，缺乏主體性，也無
延續性、能讓多元族群充分展現文化內涵的
平臺。

3. 從異中求同到多元認同

社造運動雖以培育公民為長遠目標，但過去
以「社區意識凝聚」為目標，尋求認同

的最大公約數，忽略個別需求與獨特
性。另一方面，歷史是集體意識的

累積，但過去由於價值觀的單一，
歷史紀錄往往偏重主流體系或官
方說法，忽略常民文化視角，未
能建立其主體性。如原住民族社
區營造常常只是採借漢人社會的
觀念與方法；而隨著通婚及社會
融合的演變，閩、客、外省、原
民、新住民等彼此互動往來程度
增加，族群間不應只有唯一的認
同，而是應建立多元與多重認同
之論述與基礎，認同與能力並進。

泰雅族耆老在春雨時節，帶領族人播種小米並唸祝禱詞。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已為排灣族的古老部落，透過發展生態旅遊，讓更多人認識部落民族植物，並學習與土地對話。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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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是奠基於日常生活、由下而上的社
會改造運動，也是由「個體」群聚為「集
體」的行動過程。我們必須時時刻刻關
注，參與社造的組成是否多元，是否仍
有部分成員，因其社群的特殊性而未被
看見，沒有參與的機會及途徑，需要更
多社會支持才能促進其參與。

二、策略與構想

所 以， 要 深 化 社 造， 必 須 不 斷 擴 大 參
與，尋找「多元」，讓不同階段所定義
的「多元」保持流動，時刻省思是否還
有人沒有機會參與，如何促進多元群體
皆能擁有平等的機會及多元參與的模式
來參與公共事務。簡言之，看見多元、
尊重差異、促進友善環境，讓多元群體

都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是「明
日社造」的重要工作內容。

我們相信，落實多元平權是深化社造的
最 佳 途 徑； 而 透 過 多 元 群 體 的 參 與、
發問、行動，更有助於我們找到面對問
題、解決問題的創新解方。多元平權相

關的群體難以窮盡，不同的社會發展階
段亦會產生新的值得關注的群體。故保
有對多元社造的議題敏感度、決策過程
的開放與民主，才能落實多元平權的理
念。多元平權議題之短、中、長期目標
及相應策略與構想如下：

2019 年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廣友善文化平權，並製作多元社群資源箱，邀請民眾現場體驗視障資源箱教具。
2017 年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設計偶劇《皇帝與夜鶯》的觸摸輔具及體驗課程，讓視障學童參與體驗，觸摸建構
偶人認知。

2020 年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每年舉辦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文薈獎」，提供身心障礙者一個揮灑創作的園地，
透過文字與繪畫創作的藝文魅力，搭起與社會大眾溝通的橋樑。
2018 年至 2019 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蘆葦啟智中心共同推出攝影展，由智青在特展開幕現場導覽，介紹「觸」
覺、「聽」覺等多感官作品。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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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目標：形塑公民價值，重構社會權力，
扭轉結構劣勢

首先，為消弭因制度帶來的不平等，公部門
應檢討法規與制度，並且跨部會協作，積極
創造多元平權環境。此外，應於決策體系
中，納入多元平權認知與多元參與機制，協
助各領域公私部門，從參與和理解，擴大社
造議題關懷。

* 中期目標：廣納新社會議題，培力新驅動
主體

公部門應以文化為基底，不分族群，鼓勵各
相關文化促進發展之行動與機會。此外應建
立多元與多重認同之論述與基礎，認同與能
力並進。

* 長期目標：累積多元平權能量，建立自主
接軌國際

鼓勵民間自主發聲，呈現多元常民視角，並
以公共資訊管道，主動營造與提供多元文化
資訊與環境。同時應鼓勵新科技、媒體之運
用，建立自主世界觀，與國際接軌。

因應上述的短、中、長期目標，有關策略與
構想如下：

2019 年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於沖繩美術館辦理島嶼音樂季，出席貴賓與音樂人合影，展現豐富文化的文化融合氣息。
2019 年辦理 921 大地震 20 周年紀念音樂會，Butterfly 樂團及蛹之聲成員，演出錢南章老師第 6 號交響曲《蝴蝶》，
展現復甦的努力與勇氣。

68.
69.

6363

68

69



參、多元平權：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進平等參與

97 98

( 一 ) 創新社造多元參與模式，降低參與門檻，促進多元社群平等參與機會

1. 政府應盤點多元群體既有參與機制，
推動社區營造結合審議式民主，讓多
元社群透過審議式，達成知情與公共
思辨的參與。

2. 政府應簡化行政程序，降低參與門檻，
同時提供多語服務，避免多元群體因
行政程序繁瑣或語言障礙而無法參與
公共事務。

3. 政府應推動「參與式預算」機制，讓
多元群體有機會自主決定公共預算如

何運用，回應多元群體需求，以促進
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多元群體建立信任
關係，營造友善多元環境。

4. 文化部與內政部應合作成立協作平臺，
強化新住民、移工的文化公民權，及
其文化與藝術的深化發展。例如透過
平臺討論，協助解決移工可合法支領
藝術文化等表演活動的酬勞等問題。

( 二 ) 打造社區多元友善環境，協助多元群體參與社區，培力多元主題、平權 
組織，鼓勵多元社群的參與

1. 政府與民間應共同努力消弭制度性歧
視，提升無障礙環境，讓多元群體共享
社區空間及社區資源，打造多元社群友
善空間及無形環境，並推動多元群體照
護設施融入社區的實驗計畫。

2. 推動多元族群認同，營造學習環境，鼓
勵民間發展多種認識與同理的教育、學
習途徑，透過影像敘事、體驗學習、親
子共學等多元社造參與模式，促使民眾
理解多元群體的處境，以及過去難以投
入公共參與的原因，促成更多理解與反
思，進而共同營造豐富共榮的臺灣文化。

3. 政府應鼓勵社區組織跳脫既有議題限
制，關注多元生活議題，與社會議題
倡議組織共同合作，面對更多生活重
要議題，例如流浪動物、移工生活、
綠色能源及環境保護等。

4. 結合政府相關政策，積極培力與支持
與新住民、移工、身心障礙者、同志
有關的多元平權組織，形塑多元社群
的行動主體性。

2019 年文化部與國家兩廳院攜手合辦藝術共融工作坊，為青少年、親子、樂齡長輩及身心障礙者，打造更友善、
溫暖的劇場環境。

2020 年印尼新住民舒詠珍老師藉由老照片與社區長者分享自己在印尼的結婚習俗故事。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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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從在地出發，推廣多元文化，加強平權教育

1. 鼓 勵 民 間 呈 現 多 元 視 角、 理 解 多 元 記 憶。 政 府 應 與
民間合作，鼓勵與培力身處劣勢的群體「說自己的故
事」，從常民、多元視角，整理屬於他們的歷史記憶、
文 化 和 知 識 系 統， 讓 臺 灣 社 會「 看 見 多 元、 理 解 差
異」。

2. 透過 MLA 體系，於公私立博物館、圖書館、教育機
關等公共設施或文化相關館舍中，建立多元詮釋觀點，
主動提供多元文化、多元群體的資訊，從不同觀點視
角消弭偏見，豐富在地知識學的多元性，系統性整合
公私立博物館資源。

3. 強化公部門對多元平權議題的認識。在公務人員學習
課程中，強化對新住民、移工等族群文化與歷史背景
的了解，並建立平等開放的溝通管道，在政策擬定過
程中，以及政府公共服務體系中納入多元文化思維。

4. 將 原 住 民 族 的 歷 史 脈 絡 與 轉 型 正 義 納 入 國 民 義 務 教
育、社會教育與文化活動中，建立一般大眾對原住民
族的正確認識與理解，並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持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教育。

2020 年屏東縣辦理「部落探秘」社造走讀心體驗活動，帶領民眾認識部落傳統狩獵文化與射箭技藝，用走讀方式來拜訪屏東縣多
元文化風華。
2019 年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以〈東南亞藝臺灣〉為主題舉辦文化藝術論壇、生活工藝工作坊、民謠音樂培訓以及生活工藝與民謠
主題展演及巡迴系列活動等等，期提升大眾對於東南亞文化藝術認識與尊重，推廣新住民母國文化，落實文化平權的多元社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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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解 除 戒 嚴 之 後， 臺 灣 各 地 的
民 間 社 會 力 量 不 斷 顯 現 與 茁 壯，1990
年 代 的 社 區 營 造 運 動 可 以 說 是 草 根 民
間 社 會 力 量 的 延 續 與 擴 展， 在 累 積 了
約 三 十 年 的 社 造 經 驗 後， 社 造 仍 然 面
對 社 區 意 識 模 糊、 跨 域 合 作 不 足、 數
位 落 差、 資 訊 不 對 等、 國 際 接 軌 有 限
等 問 題。 如 果 說 社 區 營 造 就 是 社 區 居

一、理念與價值論述

民的共同經營與共同創造，那麼從社會
共創的角度來看，共同解決現實社會問
題的「社會設計」、共同善用新科技以
促進公民社會形成的「公民科技」，還
有共同跨越地理、強弱勢、刻板印象、
文化差異、不同國度等疆界的「跨界連
結 」， 乃 是 21 世 紀 社 造 的 社 會 共 創 所
包含的主要內容，等待在地的實踐。

2017 年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及財團法人臺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跨界連結的第二部門參與社造 - 循環
經濟舊衣新造計畫與恰好市集。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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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背景脈絡

近三十年來的社造工作，延續著 1990 年
代臺灣社會從威權轉型民主的發展脈絡，
聚焦於重構在地的發展主體，以及縫補失
落的地方文史、環境生態、在地知識、公
共領域與文化認同，這是一個回到自身生
活與在地深耕的過程，更是草根民主的創
建過程。

但隨著社會的持續變遷，各種多樣性的社
會公共議題不斷興起，公民團體及社群力

量在不同場域持續茁壯，加上新興的科技
進入日常生活中，驅動了各種人際網絡、
資訊傳播及社會（全球）運作方式的改
變，社造所面對的是一個快速更新的社會
環境，也因此作為社會發展脈絡一環的社
造運動，如何連結公共議題，開展與公民
及社群力量的協作關係，同時運用科技方
法調整執行策略及方法，並且回應國際脈
動，接軌普世價值，便成為社造接下來的
重要挑戰與前進方向。 

2017 年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辦理「溪州農藝再造計畫」水稻二期收割後，邀請消費者與農友們慶豐收；曬乾的田區，農友們
傳授如何用黑泥土塊堆砌出窯，如何運用稻草、木料燒窯。
2017 年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辦理「溪州農藝再造計畫」，透過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合作，一起身體力行復育水田中的生態。
2017 年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辦理「溪州農藝再造計畫」，「拖拖拉拉牛耕隊」的水牛哥與水牛小拉拉，扮演牛耕文化推廣使者，
透過人與水牛間體驗、接觸，深刻理解農村的文化，推廣牛耕文化。
2017 年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辦理「溪州農藝再造計畫」，持續推動溪州友善小農合作開放體驗，直接到產地進行食農教育。

77.

78.
79.

80.

81.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蔓延，民眾維持社交距離與戴著口罩的懸日街景，映照出疫情侵襲之下的社會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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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核心精神

社區營造乃民主社會的基礎工程，在深化耕耘社會參與的同時，應與其
他公民力量連結，包含處理社會議題與趨勢的公民團體、非營利組織、
倡議組織、社區大學、企業等，藉由跨域的激盪，為社區營造帶來新的
可能，亦使公民力量能實際投身社會問題的解決，實踐社會設計的理想，
並在未來發揮更廣泛與深刻的社會影響力。

1. 社會設計：公民力量的整合

科技演進與社會變遷交織而生，亦形塑不同的社會議題。網路與虛擬社
群的發展，轉化人類社會的生活樣態，亦能影響社區的社會網絡、經濟、
安全、環境、文化等面向。因此，社區營造需因應科技的進展，處理科
技帶來的挑戰，發揮科技的潛力，以建立友善的社區，例如：人工智慧
之於社區照顧、社群協力網絡之於防災等，乃至網路虛擬社群如何被納
入社造發展。在網路科技與人工智慧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定義社區，
也重新思考科技與社區的關係，使數位科技為社區所活用，而非反過來
限縮了社會參與。

2. 公民科技：數位科技的社區活用

永續發展乃地球公民共同努力的目標，社區營造乃社會永續發展的根基，
「永續社區」因而成為全球許多社區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踐的方向，其中
包含如氣候環境變遷、糧食安全、跨國觀光消費、民主進程、高齡社會
參與、性別平等、消除貧窮…等議題。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社區，努力於
上述議題的探討與解決，因此透過國際交流交換實務經驗，凝聚共識、
提出發展策略，共同處理全球困境，亦為下階段社區營造政策擬定應考
量之內涵。

3. 跨界連結：社造的國際交流

2020 年花蓮縣壽豐鄉數位機會中心引入雷雕技術進入社區，帶領社區孩童製作自己設計的印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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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問題梳理

1. 社區主體性、特色不明，資源分配不均

社區營造推展以來，無論由下而上抑或由
上而下推動，常有社區主體性不明的情
況，不認識自己社區的資源、特色，對自
己社區的文化缺乏自信，也不清楚社區所
面臨的課題，以致社區為了有計畫可申請
而提出計畫，卻未必清楚所需處理的核心
問題為何。資源著重在亮點社區，起步社
區成長不易，部分計畫未考量地區差異、
空間距離，造成地方更大負擔。此外，也
形成許多業務切割，政策推行上難免疊床
架屋或形成三不管地帶。

2. 公共議題認知不足，社區問題意識模糊

社區營造在臺灣三十年的發展，以政策發
展之角度，將社區發展協會視為推動社區
營造的基本單位，期盼發掘當地特色、耕
耘議題。然而，對許多新興社區來說，在
地議題發掘並不容易，往往需要中介團隊
協助與陪伴，才能將在地面臨的問題或狀
況與「議題」連結，進而深化探詢與發
展，中間有賴連結與轉化。再者，如果當
地社造的領導者和居民對公共議題敏感度
與認知度不足，將無法掌握多元議題的樣
貌，容易框限於地理疆界和固有的資源網
絡，無法進行深入思考和連結。

3. 社區跨域連結不足，資源難以整合

社區資源整合不足，彼此串聯機制未建立，
資源缺乏盤整。如宗族宮廟，因對社區公
共事務參與的想法有差異以及受到污名
化，造成世代間觀念衝突，宗教組織與文
化與社造行動隔離，並未融入社造之中。
社區新創產業因為連結不同領域，反而不
易得到政府資源協助。大專院校投入參與
社區公共事務的相關計畫，應先深入瞭解
社區的需求，並加強規劃長期陪伴的合作
模式。公寓大廈由物業管理公司管理，但
派駐的總幹事不理解社造。公寓大廈的封
閉性，阻礙了社區居民的在地認同，無法
融入周邊的生活圈。社區發展協會被視為
社區代表性組織，減少了社區其他團體或
個人的參與機會，影響了社區多元社群的
發展空間。

4. 中介組織能量不足

中介組織在社區營造扮演社區陪伴、議題
轉譯、策略協助發展的關鍵角色。但政府
計畫下的中介組織體質不均，也未必能不
斷更新最新知識、掌握局勢，連帶影響其
輔導的社區，故應提供適當的配套環境，
改善其經營不易的問題，強化民間自主
性，讓中介組織扮演社造整合、論述與推
動的重要角色。

2017 年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進會辦理「當藝術發聲時 – 雙和都市型社區美學實驗計畫」，將原是社區暗角透過改
造變成社區的環保雜貨店 - 交換社區二手物資的平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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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策略與方法僵固

社區操作往往缺乏想像與創意，容易全
然複製其他社區之操作策略，而不是探
索或應用自身社區之特色，例如離島之
戰地文化缺乏活化經營。另外，也容易
僅舉辦一次性活動，缺乏永續思維。

6. 公共空間去公共性

許多公共空間的使用，無法落實公民參
與的權利，造成許多公共空間的閒置。
此外，偏鄉許多廢校小學無法結合社區
活化再利用，造成空間浪費與社區景觀
的衰敗。

7. 政策推動與議題深化問題

政策和資源挹注與議題的開發和推動相
互影響。當中機制設計如何優化，以促進
民間組織嘗試發展、深化議題，有相當
程度的討論空間。各部會計畫具本位主
義，缺乏整合協作。社區面對同一件議
題需整合不同計畫，重複同樣的行政程
序與工作，扼殺了社區開創議題共創的
能量。再者，社造政策常因主政者而異，
資源挹注無法穩定持續。此外，伴隨著
補助計畫的主導性，往往讓社區喪失主
體性。不同計畫各有方向，有時觀念上
甚至互相衝突，拉扯著社區的發展方向。
而對青年的高額獎補助，讓青年失去獨
立生存的能力，青年如果只為計畫留鄉，

更易造成世代衝突。另外，政府新興政策如
綠建築或公民電廠的推動，未能有效結合社
區進行；對於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來臨，在
地社區如何結合內外資源，配合政府相關照
顧政策整合布建各類服務據點與資源，挑戰
社區發展如何兼顧在地經營與永續發展之議
題。

8. 數位落差與資訊保存與公開有待強化

科技演進與社會變遷交織而生，亦形塑不同
的社會議題。網路與虛擬社群之發展，轉化
人類社會生活樣態，亦能影響社區的社會網
絡、經濟、安全、環境、文化等面向。然而
當中社區營造在因應科技轉變的同時，如何
應用新科技，又要避免過度科技導向以致喪
失議題核心。因此，數位落差、資訊保存與

2020 年桃園社造博覽會 - 跳舞吧 ! 這裡有花願景館，以繁花盛開的家園為意象，表現出共榮、共創、永續的桃園
社造願景。

公開將對社造推動產生影響。偏遠地區的
網路基礎建設、數位學習資源不足；社區
年長幹部不熟悉數位運用，以及社區對新
科技的使用陌生，都會產生資訊及數位落
差。此外，社區內的資訊取得不對等，跨
社區的社造資訊不易系統性取得，也是需
要關注的問題。

9. 國際接軌困難且策略不清

從全球永續發展到永續社區之實踐，以應
對 全 球 性 的 課 題， 乃 我 國 社 造 發 展 的 方
向。然而，當前許多社區能量有限，包含
語 言 轉 換、 運 用 國 際 資 源 等 皆 為 門 檻，
社 區 難 以 自 主 進 行 國 際 交 流 工 作。 接 軌
SDGs 更需要政府制定清楚的推動機制與
認證，協助擘劃和嫁接國際接軌之路徑。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84、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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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引動第二部門參與社造方案」，與南都汽車共同辦理「環保心、文化情 - 攜手重現眷村
之美」系列活動，邀請民眾推廣綠能及減碳生活。
2020 年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島嶼音樂季以音樂為觸媒，以深度文化交流為核心價值，島嶼工藝展即是傳統工藝延
伸新創再展現文化演進和生活美學的展現。

87.

88.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臺灣社會的變遷，許多新興的公共議題，
甚至是全球挑戰，都需要有與時俱進的在地回應：如人口老化、全
球暖化、能源轉型、數位轉型、食品安全和災害風險社會，也同時
面臨全球化時代下的地方認同、移工移民、貧富不均、教育改革、
民主深化等根本議題。

這些新興議題，是新一代社造運動不可迴避的問題。我們如何思考
風險社會的社區防災體系，如何思考數位時代下的社群互動關係，
如何思考臺灣社會當中不同性別、族群、階級、性取向、世代年齡、
身心條件等社會差異所尋求的公平正義。面對這些挑戰，近年來，
臺灣社會已逐步開展的社會創新能量：社會設計、公民科技和跨界
協力，都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開展社造運動的創新模式，從在地尋
求因應新興挑戰的新動力。

社會共創的目標在於促進公民力量的整合、數位科技的社區活用、
社造的國際交流，其短、中、長期目標及相應策略與構想如下： 

二、策略與構想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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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目標：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
連結等的社區與社群落實

公民力量的整合（民力整合）、數位科技
的社區活用（科技活用）、社造的國際交
流（跨界連結）等三件事當中，民力整合
已經是多年來社造不斷進展的內容，但數
位科技的導入則有數位素養的障礙，跨界
連結則有協調不易與國際語言的障礙。民
力整合需要繼續培養整合的實務能力，數
位素養則是面對高齡化社會不得不儘速提
升的項目，跨界連結則是更寬廣的民力整
合，都可以當作短期目標，在社區與社群
中鍛鍊及落實。

* 中期目標：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
連結等的鄉鎮區落實

社區營造一開始多以社區為基本的執行單
位，後來許多人也注意到基層自治單位鄉
鎮區公所不應該被忽略，尤其是民選首長
的鄉鎮區公所更需要對選民負責，發揮良
善治理的功能。從社會共創的角度來看，
逐步扭轉公所首長與公務員的社造疏離

感，逐步發揮公所應有的帶動社會共創的
功能，在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連結
上都展現公所的主體性，是邁向地方治理
無法閃躲的課題，可以當作中期目標。

* 長期目標：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
連結等的國際交流

以臺灣約三十年的社造經驗，以及其中自
我發展出來的許多創新社會設計，足以與
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經驗交流。實際上從
早期許多社區前往日本、韓國、德國…等
地社區取經，到後來將自己的社造經驗到
國外分享，再到吸引許多國外人士前來觀
摩，國際交流已經在進行當中。但全球社
會不斷變動，也不斷有新議題出現，例如
里山里海、世界農業遺產、地方創生、高
齡社會、智慧社區…等，都是許多摸索中
的課題，長遠來看，都想藉由國際交流增
進跨界連結，也相互增能，可以當作長期
目標。

因應上述的短、中、長期目標，有關策略
與構想如下：

花蓮縣牛犁社區參加 2019 年衣索比亞阿迪斯阿貝巴社會企業世界論壇。
2021 年由文化部、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與馬來西亞新新村社區聯盟共同合作辦理「臺馬社造學堂 – 新新村

〈社區營造．創新同行〉系列活動，於馬來西亞檳城州大山腳舉辦啟動典禮，全面開展臺馬社區營造經濟學習交流。
2018 年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拜會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就「新南向政策」進行深入對話。

89.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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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鼓勵社區營造結合社會設計思維，透過公民參與進行社會設計

1. 政 府 應 鼓 勵 社 會 設 計 思 維 導 入 社 區 營
造，並以社會設計思維帶動公共服務創
新，以及公共參與的新模式。為社會公
眾需求而設計，也為社會弱勢而有需求
的群體設計。社會設計的方法和願景，
不只是去設計一個產品而已，背後更要
有一整套服務體系、社會關係和制度結
構的相應思考，並將「誰來設計」的主
詞從設計師變成社會。既然社會設計的
對象是社會，影響到的是社會成員的日
常生活，即應該鼓勵所有人共同參與。

2. 社 會 設 計 應 朝 兩 個 方 向 同 步 進 行， 一
個 是 從 聯 合 國 的 十 七 項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出發，檢視臺灣社會的永續發

展；另一個則是結合社區營造，從在地
需求、地方創生和在地產業出發。無論
哪個方向，都應回到以「公民社會」作
為主詞的共同參與，從而建立臺灣推動
社會創新的典範模式。

3. 政府應推動公共空間之參與式設計，導
入參與式設計之概念，使公共服務或建
設得以對接在地需求，貼合公民生活，
並養成公民公共參與之習慣。

4. 以社區營造為基礎，透過群體關係 ( 含
合作、協力、夥伴、資源整合等 ) 建構、
支持機制的建立、永續發展的模式，推
動地方創生。

2020 年愛社享生活文化公司發起「宮原武熊的一天」實境遊戲，透過創新規劃設計，讓民眾藉由
逐一的解謎，了解臺中舊城的歷史。

2021 年新北市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結合社會設計思維，鼓勵民眾參與社區空間改善。92.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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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提升公民科技，形塑數位時代的文化公民社會

1. 政 府 應 該 善 用 數 位 科 技， 消 弭 數 位 落
差，降低參與公共事務之門檻，並注重
確實資訊的流通，以促進公民的政策參
與，提升公共領域的討論品質，增進公
民的社區參與及在地認同，形塑出數位
時代屬於全民的文化公民社會，做到理
想中的「越科技，越緊密」及「資訊透
明，還權於民」。

2. 運用數位科技擴大和完善公共服務，包
含醫療、照顧、教育、語言轉譯等 各
領域。例如運用 5G 推動社區營造，導
入托育、課後照顧、單親培力、老人照
顧等服務，或運用「時間銀行的系統整
合區塊鍊」、「青銀共居小站」、「5G 
網路便捷」行動策略來解決偏鄉兒少陪

伴、 弱 勢 家 庭 及 老 人 照 顧 問 題 等。 此
外，也運用新媒體廣納社會新議題，改
善偏鄉推動困境，並增加國際合作可能
性。

3. 為 達 到 社 區 文 化 資 源 之 留 存 共 享， 文
化部應建置數位社造平臺，以利社造資
料能進行系統性收存與後續友善加值應
用。

4. 政府應支持以科技為媒介連結傳統之創
新行動，以新技術彰顯傳統價值、面對
變遷中的挑戰。同時鼓勵既有的應用形
式之外，奠基於科技技術之上，推動實
驗性計畫，探尋更多科技與地方連結的
可能。

( 三 ) 促進社區與學校、企業等的多元連結，透過跨界協力合作，鼓勵社會創新思維

1. 文化部應爭取將「促進文化發展」納入
企業社會責任 CSR 的認列範疇，後續將
持續建立媒合機制，鼓勵企業結合 CSR
擴大對社區的參與。

2. 文化部與教育部應共同合作，建立社區
與轄內各級學校的合作，連結 108 課綱

內容，從小培力社造基礎觀念；深化大
專院校的社會責任與服務學習等機制，
為社區營造帶來新的可能。

3. 政府應鼓勵各種社會創新模式的發展，
擴大社造能量。

2019 年 5 月陳育貞老師及宜蘭縣五結鄉二、三、四結的社區居民運用空照圖，與社區耆老尋找社區資源與確認地理位置。
2020 年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潮遊新北動社造》，以線上雜誌的形式記錄著新北市社區營造及地方節慶點滴，手機平
板及電腦皆可閱覽，內含 10 支豐富的影音紀錄。
2021 年屏東縣政府舉辦「藝起 × 派對」藝術嘉年華，有適合青少年玩家探索的實境遊戲，透過飛行故事指引，重回歷史
現場尋寶。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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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鼓勵民間創建「亞太社造交流中心平臺」，與國際社群分享臺灣社造經驗

1. 支 持 民 間 搭 建「 亞 太 社 造 交 流 中
心平臺」，以「社造力」讓臺灣連
結 國 際。 定 期 支 持 民 間 舉 辦「 國
際社造論壇」，邀請各國人士來臺
分 享， 以 培 力 在 地 社 區 打 開 國 際
視 野， 也 鼓 勵 臺 灣 社 造 成 員 能 夠
面 向 國 際， 向 國 際 社 群 分 享 臺 灣
經驗。

2. 搭配新南向政策，搭建社造結盟的
橋樑，嘗試以新移民、移工與國際
連結之可能。結合公部門既有國際
交流單位導入社造國際交流工作，
同 時 為 達 成 國 際 交 流 之 永 續 與 穩
定，研議設置社造國際交流基金的
可能性。

3.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思考社區在地行動，政府應研議協
助在地組織加入相關議題之國際組
織網絡或國際認證機制。藉由全球
防災互助系統之建立，共同面對極
端氣候，以及交換亞太地區各國社
區對地震防災及災後社區重建的經
驗分享。

4. 因應全球化與世界接軌後，在地社
區對外推廣的需求，相關主管機關
宜透由適切的輔導、訪查與支持，
協助推動符合社區在地需求並兼顧
旅遊價值的地方深度之旅。

2020 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來襲，對社區文化產業及社造工作推動產生衝擊，文化部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間，邀請全臺 12 個具有特色的社區參與「2020 ITF 臺北國際旅展」，提供優惠便利的
旅遊行程以支持和活絡社區文化產業發展；旅展期間並同步進行「線上旅展」，讓更多未能親臨實體旅展
的民眾，透過網路認識社區。 2019 年文化部展開為期四天的藝文沙龍文化論壇，並與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進行深度交流。

2019 年文化部辦理「臺灣青年文化園丁隊」補助計畫，鼓勵青年藝文人才從事與新南向國家文化交流事務，將臺
灣經驗帶入國際文化網絡。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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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三十多年前，當臺灣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過
程中，首先面對的是各種長期在發展優先思維
下，處於資源分配弱勢的階級，如何不再被剝
削進而可以取得補償？其次是黨國體制下的社
會組織、教育體系，如何恢復常態的理性、進
而發揮社會力，帶動臺灣社會的進步？連帶的
被扭曲的區域發展，如何逐步尋求資源的合理
分配？這些問題並未隨著解嚴自動解決，反因
為解嚴，解除了社會秩序的壓力而爆發，不但
引發了社會的不安，更鬆動了政權的統治。這
時候的社區營造透過賦權的觀念，針對地域性
的、階級性的、內聚性半封閉的社團、社區組
織，以其需求、主張、倡議等給予鼓勵與資源
挹注，漸漸收攏了一部分的社會力，朝著正向
的方式在社區空間、人的組織有了凝聚的效
用，乃至政府政策未及的種種細微工作，亦以
補助的方式轉由社區自主辦理，有效的在解嚴
後迅速穩定臺灣的社會，也吸納了社會階級間
的對立與衝突。這個階段對社區營造往後推動
最重要的影響是，奠定了一種臺灣特殊的公私
協作機制。

然而在解嚴後三十年，當年因為特殊時空累積
的各種問題已逐漸被稀釋，由全球化、高齡化
及氣候極端化等新興議題所取代。但已經慣性
化的社區營造仍然多停留在過往的議題與操作
策略上，間亦造成社造範疇僵硬化與議題空洞
化的困境。

社區營造在現實環境中的發展，則除了受政府政
策與施政計畫的影響外，也隨著臺灣政治社會、
科技、環境及青年世代的參與，從討論、形成共
識、集結到行動的過程，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也
創造更多的社群樣態，民眾亦對於參與公共事務
的權能及方式，有更多的想像和期待。

社區營造是當代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展現，
體現在食、衣、住、行、育、樂的日常生活中，
當代生活的問題、反省和理想的期待都可以透過
社區營造的行動，找到更多理念相同的人共同創
造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因此，社造政策必須能因
應臺灣社會的快速變遷，與時俱進的面對當代公
共議題，提供民眾參與社造的工具、方法和參與
的管道的暢通。

社區營造政策的基本思維必須能回應新的環境，
從未來三十年的願景著手建構，跨越公私、世代、
階級、族群等，形成新的社群，提出行動方案以
全體公民的力量共同面對。經梳理全國社造會議
由下而上的討論與建議，以公民參與、社會改造
和民主治理為經，以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
平權與社會共創四個議題為緯，提出社造政策白
皮書，除了爬梳社區營造的推動脈絡外，亦期待
在各個議題的政策策略及構想方向下，建立支持
社造永續推動的機制，翻轉政策思維，以回應社
會期待並實現明日社造的願景。

社區透過再現早期舉火把記憶，凝聚了村莊居民共同辦理活動的心意。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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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落實推動社造政策白皮書，未來將在法的
層級，進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等相關法規
的檢討，促進支持社區營造體系的建立，實踐
社造精神。後續是否需進行專法立法之建議，
也列入研議評估。在政策施政上以開放政府及
促進多元族群都有暢通管道參與公共事務為施
政核心價值。創造友善不同世代及多元族群的
地方創生環境。

面對未來的三十年，我們的社會將有什麼改
變？取決於社會的公民基礎有多深？公民行動

有多大？過往威權時代，仰賴具有資訊優勢、權
力優勢的政府組織，但在公民社會，我們極需創
造每個公民都能參與的新公共治理模式。

面對傳統資源的轉移與逐漸匱乏，下個世代的資
源將會由可見的生產要素，諸如土地、資本、勞
動力，轉移到社會力、創造力和智慧力等無形資
本，更重要的是，生產方式也將由傳統單一生產
物件的思維，轉移為提供幸福滿足等感受為主的
供需模式，這些改變均需要有新的思維和策略。
未來的社會需要由以人為主的設計進行翻轉，包

迎接公民「新」社會，展望明日「心」社造。

括如何運用公民的力量，凝聚社會共識，實現
公共治理？如何設計更加平權的環境，以面對
民主化的趨勢？如何設計讓資源互惠分享及分
配移轉等，以面對世代資源的不均？如何透過
新的工具、科技的運用，面對環境挑戰改善生
活？這些都是社區營造所需面對的未來也必須
關注的議題。

2019 年全國社造會議的核心價值為，公民參
與、社會改造和民主治理。從社區營造、社群
營造、走向社會設計乃至社會改造，都將為臺

灣社會民主深化的進程，烙下歷史的印記，政策
白皮書邁出推動明日社造的第一哩路，然而社造
的主體始終是所有的公民，政策將在以公民為主
體的前提下，未來持續透過民間與政府、公私跨
域跨部門的不斷對話，打破本位主義，找到全民
共同的方向感，讓臺灣成為一個有機的群體，
在社造政策的落實推動中，永續臺灣文化的生命
力。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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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大事紀

2019/04/14

2019/04/24

2019/06/11

2019/06/28

2019/07/02

2019/07/04

2019/07/21

日期

北中南東社造中心
工作坊

全 國 社 區 營 造 會 議 暨 專
業 執 行 團 隊 案 正 式 啟 動

部長與執行團隊工作會議

第一次諮詢會議

初階觀察員培力工作坊
（北區）

部長與執行團隊工作會議

初階觀察員培力工作坊
（中區）

大事紀要

邀集北中南東社造中心團隊於臺中社
造中心，針對社造現況問題提出想法。

由臺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與臺灣社造
聯盟共同協力執行團隊。

確 認 辦 理 北、 中、 南 區 各 兩 場， 東、
離島區各三場，共十二場分區論壇。
各論壇以審議式民主精神辦理，以公
民為主體。

由部長主持，邀集不同領域專家，討
論全國社區營造會議之議題與子議題。
地點：文化部

培力第一線社造工作者擔任分區論壇
及全國大會之桌長或記錄人員，並了
解全國社造會議之目標與操作方式。
地點：空總 C-lab 共享吧

確認論壇四大議題方向（公共治理、
世 代 前 進 、多 元 平 權 、社 會 共 創  ）。

培力第一線社造工作者擔任分區論壇
及全國大會之桌長或記錄人員，並了
解全國社造會議之目標與操作方式。
地點：臺中市社造中心教室

說明

2019/07/25

2019/07/27

2019/08/11

2019/08/14

2019/08/18

2019/08/24

2019/08/26

日期

初階觀察員培力工作坊
（東區）

初階觀察員培力工作坊
（南區）

進階觀察員培力工作坊

全國社區營造會議啟動
記者會

東區論壇—宜蘭場

離島論壇—馬祖場

離島論壇—澎湖場

大事紀要

培力第一線社造工作者擔任分區論壇
及全國大會之桌長或記錄人員，並了
解全國社造會議之目標與操作方式。
地點：花蓮勞工育樂中心 301 會議室

培力第一線社造工作者擔任分區論壇
及全國大會之桌長或記錄人員，並了
解全國社造會議之目標與操作方式。
地點：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B 金龍
展演廳

邀請初階觀察員模擬公民會議情形，
並實際演練主持與重點記錄。
地點：文化部

部長宣示以「公共治理、社會改造、
民主治理」之核心精神，以「公共治
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
四大議題，召開全國社區營造會議。

地點：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興創館

地點：日光春和旅店

地點：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與演講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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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8

2019/11/15

2019/11/30-12/01

2020/01/04

2020/12/17

2019/09/24

2019/09/21

2019/09/28

2019/09/22

2019/09/29

2019/10/07

2019/10/09

2019/10/30

2019/11/05

南區論壇—高雄場

預備會議

全國社造大會

第四次諮詢會議

白皮書文稿諮詢會議

離島論壇—金門場

北區論壇—臺北場

東區論壇—花蓮場

北區論壇—新竹場

東區論壇—臺東場

第二次諮詢會議

第三次諮詢會議

部長、議題委員與執行
團隊工作會議

部長與執行團隊
工作會議

地點：集思亞灣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綜理 12 場分區論壇、民間論壇、縣市
論壇之觀察記錄，經議題委員會收斂
聚焦後，召開預備會議。邀集相關部
會、局處人員及民間專家共同參與，
確保議題形成政策與具體計畫之執行。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 203、204 室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
教會卓越堂、前瞻廳

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及全國社造會議
實錄之架構篇章研討確認。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討論白皮書整體文稿內容。
地點 : 文化部 18 樓長廳

地點：金門文化局 3 樓會議室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 樓禮堂

地點：花蓮市勞工育樂中心 1 樓會議室

地點：清華大學臺達館 B05

地點：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禮堂

執行團隊彙整分區論壇之意見，邀集
各地不同領域之專家提出見解。
地點：文化部

執行團隊彙整分區論壇之意見，邀集
各地不同領域之專家提出見解。因考
量地域可及性，會議於臺中辦理。
地點：臺中文創園區

預備會議及全國社造大會流程確認，
並研討各議題可能對應之政策方向。
同時討論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架構與
內容。

預備會議及全國社造大會流程修正確
認，各議題政策建議確認。

2019/08/31

2019/09/01

2019/09/07

中區論壇—臺中場

中區論壇—南投場

南區論壇—臺南場

地點：集思新烏日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地點：南投文化局圖書館 7 樓電影播放室

地點：臺南生活美學館 2.3F 會議室

日期 大事紀要 說明 日期 大事紀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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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議題委員 
曾旭正（召集人）、許主冠（副召集人）、林崇熙、蔡榮光、林國明、洪德仁、李永展

◎世代前進議題委員
王本壯（召集人）、郭瑞坤（副召集人）、董建宏、李俊憲、林依瑩、林峻丞、吳盈慧

◎多元平權議題委員
夏曉鵑（召集人）、盧思岳（副召集人）、比令亞布、阮金紅、陳邦畛（陳板）、王增勇、王貞儒

◎社會共創議題委員
黃世輝（召集人）、林奠鴻（副召集人）、向家弘、廖嘉展、梁秉義

◎歷次邀請諮詢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古淑薰、朱世雲、吳長錕、吳茂成、余國信、林    昕、林振春、金惠雯、洪惠冠、施聖文、
孫華翔、卿敏良、張明純、張力亞、許芳瑜、曾煥鵬、黃盈豪、邵珮君、楊志彬、楊富民、
連振佑、陳錦煌、陳育平、陳惠民、賴偉傑、謝國清、顧忠華

◎社區觀察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貞乃、王珮蓉、石竣旻、江雅筑、江甫晏、吳哲銘、吳文莉、吳明季、吳玟綾、吳贊鐸、   
阮敬瑩、佘岡祐、李建清、李佳晏、李昌諭、林榆笙、林介佳、林竹方、邱創彥、施建廷、
姚莉亭、洪國書、洪翊嵐、洪力云、高鈺淳、凌佳儀、張沛齊、張雅智、張聘孝、胡乃云、
黃琇蓉、黃雅聖、黃建圖、黃淑玲、黃秀溫、傅偉特、馮韻萱、楊富民、連雅棋、劉玉媛、
劉建億、劉佳宜、歐雨鑫、陳玉霜、陳亮諼、陳思安、陳盈宏、陳昱婷、陳致中、陳書吟、
賴志政、駱若瑀、龍煒璿、蔡宜臻、謝思儀、戴崇育、鄭鼎青、魏旭妍、藍忻怡

◎社區觀察員培力講師（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佳晏、宋威穎、吳淨文、洪士育、洪莉棋、洪國書、陳思安、陳致中、張為然、張喬銘、
黃秀溫、楊家華、廖宇雯

◎計畫執行團隊
許主冠（計畫主持人）、向家弘（計畫協同主持人）、王貞儒（計畫協同主持人）、
林奠鴻（計畫協同主持人）、郭瑞坤（計畫協同主持人）、盧思岳（計畫協同主持人）、
楊玉如、吳盈慧、林心乙、楊婷雁、林怡君、吳偉如、吳鴻銘、徐家楓、陳亭均

◎文化部團隊
李永得（部長）、鄭麗君（前部長）
蕭宗煌、彭俊亨 ( 前次長 )、李連權、陳登欽
洪世芳、張惠珠、連丁幼、李長龍、林郁欣、楊淑華、陳德宇、邱文志、茆家靜、張玉萱、
楊宛青、蔡芷茵、簡頊函、洪聖凱、蘇怡華、陳彥碩

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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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陳凱翔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花蓮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部

文化部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Smchen43，CC BY-SA 4.0 ，

出自國家文化記憶庫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部

向家弘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部

李宜蘭，CC BY-SA 4.0 ，出自國家文化記憶庫

李宜蘭，CC BY-SA 4.0 ，出自國家文化記憶庫

苗栗縣公館鄉南河社區發展協會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部

林書豪

林書豪

坪林故事採集

離島出走工作室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文化部

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

新港文教基金會

向家弘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https://sdgs.un.org/goals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南都汽車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文化部

文化部

臺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愛社享生活文化公司

愛社享生活文化公司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文化部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

文化部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臺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臺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

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

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

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

彰化縣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

唐義宏，CC BY-SA 4.0 ，出自國家文化記憶庫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進會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頁碼 頁碼 頁碼頁碼圖號 圖號 圖號圖號提供單位 提供單位 提供單位提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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