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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建立有利於社區營造的公共治理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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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梳理 1. 在政策整合的價值中公部門的本位思考問題
2. 在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的價值中資訊平權的課題
3. 在行政創新實驗的價值中組織封閉性的議題
4. 在政府資源挹注下社區營造業務化的問題

目 標 短期目標：公部門行政整合與革新

中期目標：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

長期目標：行政創新實驗

策略與構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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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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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協助社造民間組織的堅壯化，並厚實社造組織的公共資源

4. 深化公民參與，推動社造公民審議制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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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精神
1. 建立代間支持系統
2. 連結在地內部平臺
3. 開放組織創新運營

問題梳理 1. 世代權能存在差距產生協力上的困難
2. 青年留鄉返鄉支持系統待建立
3. 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程度仍有不足
4. 社區組織僵化、目標不明及地方派系的阻礙
5. 政策資源影響組織、個人的主體性與自主能力發展

目 標 短期目標：青年賦權

中期目標：世代協力

長期目標：共榮發展

策略與構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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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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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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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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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前進：青年賦權，世代協力，共榮發展



核心精神
1. 公民價值培力

2. 社會權力重構

3. 常民文化記憶平臺

問題梳理
1. 結構下的劣勢
2. 誤解、標籤化與歧視
3. 從異中求同到多元認同

目 標

策略與構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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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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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在地出發，推廣多元文化，加強平權教育

多元平權：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促進平等參與

短期目標：形塑公民價值，重構社會權力，扭轉結構劣勢

中期目標：廣納新社會議題，培力新驅動主體

長期目標：累積多元平權能量，建立自主接軌國際



核心精神
1. 社會設計：公民力量整合
2. 公民科技：數位科技的社區活用
3. 跨界連結：社造的國際交流

問題梳理 1. 社區主體性、特色不明，資源分配不均

2. 公共議題認知不足，社區問題意識模糊

3. 社區跨域連結不足，資源難以整合

4. 中介組織能量不足

5. 操作策略與方法僵固

6. 公共空間去公共性

7. 政策推動與議題深化問題

8. 數位落差與資訊保存與公開有待強化

9. 國際接軌困難且策略不清

目 標

策略與構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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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升公民科技，形塑數位時代的文化公民社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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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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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共創：社會設計，公民科技，跨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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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目標：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連結等的鄉鎮區落實

長期目標：民力整合、科技活用、跨界連結等的國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