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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社區人文魅力
的公私協力密技

吳碧霜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執行長
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 執行長

公私協力就像騎協力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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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與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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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成功的關鍵

規劃：雙方共同擬訂策略確定合夥人的關係型態，並以動態觀點引導合

夥關係的演進

開放性：資訊與行為的開放性是建立信任基礎的首要要件

協調：協調各參與者放下自己的價值，為共同價值努力。

領導：領導者須統合各參與者，使只能相互合作妥協，領導者於協力過

程中應確定目標，建立願景

溝通：良好的溝通可以促進參與者資訊的交換，建立互助互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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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規劃服務中心

青年社區規劃師

迪化街歷史街區保存

社區規劃師

都市設計獎-市民
參與空間改造

1895 1945 1949

國府遷台

日據時期

1932
大臺北市區計畫

戰後初期

1946
大臺北綜合都市計畫

(臺北市都市建設委員會)
開始推展都會區計畫

1966
「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

(UHDC)成立

1963

「經合會」成立
(由「美援會」改組)

1977

北市府「都市計畫
處」成立

197

1

地方政府規劃專責團隊開始組成

1968
臺北市綱要計畫

1977
鄉土文學論戰開啟

1978
台美斷交

1979
美麗島事件

戒嚴時期

1989
無殼蝸牛運動

60-70年代
中央政府政策主導+
聯合國國際顧問工作

70末-80年代
地方意識興起、地方政府
專業部門強化
→城市規劃行動逐漸以地
方政府為發動主體，取代
中央專業菁英為指導的規
劃模式

1980
信義計畫副都心

都市計畫
（第一份都設計畫）

1983
頒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全面實施容積率
（以都市計畫取代中央建管法令型塑城市形貌）

80-90年代
地方規劃專業官僚體系成形，以都市計畫設計
作為專業試煉舞台
→養成都市規劃專業技術官僚及民間專業人士

1993

北市府
「都市發展局」

成立

1988

全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成立

「我愛迪化街」
都市保存運動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
專用區都市計畫

2000

1994
1. 市長民選
（陳水扁）

1994

北市府
「都市更新處」

成立

都市更新專責機構

1999
文化局成立

專責歷史文化資產保護工作

1992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90年代
1. 實驗方法突破（徵件、委託創作等），公

私合作→由專業菁英主導的城市規劃，轉
向以市民城市性格與地方思維主張為取徑
的新範型

2. 社區參與城市空間營造啟動萌芽

1987
解嚴

1987

1991

「西門商圈店家啟動商圈再造運動」

1985

永康街遊戲巷、
公園巷

(社區擾動促成社區參與開端)

市民團體的社區參與新的城市規劃可能

士林福林社區營造
(市民參與社造先河)

社造業務
移交都更處

(空間專業以城市為教學場址)

開啟城市規劃現場參與的實踐路線

城市規劃團體成立

永康街護樹運動
1995

(鼓勵市民的空間設計提案)

1996

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2001

(社區小型工程轉型社區提案&參與式設計)

2011

2008

2012

社大環境學程

啟動社區參與城市規劃與空間營造的體系

市民參與空間營造的具體實踐時期

2003 2007

願景地
圖繪製

社區影像

市民創意夢想提案

社造中心
試營運

20092004

2006

社造中心在
仁安醫院

暫時放棄實體空間營造，再發現社區價值

儲規師

2. 國民黨拆除赤台灣支部

社造
1.0

社造
2.0

軟都市主義

2007

都市針灸術2009

2010 URS
2012 

URS 

Partner

2010 羅斯福路綠點

社造
3.0

21世紀
1. 透過軟體資源，將重點回

歸「人」身上
2. 重視網絡關係、分享權力

1. 共創時代的空間支持
2.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3. 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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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區營造大事記

• Community：社群或社區

• 社區：

居住在同一區的一群人，他們彼此之間，
以及他們與其生活所在之間形成社會的和
心理的連繫。

• 生命共同體

什麼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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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社區？

• 地理範圍內集居狀態
鄰里、莊頭、村落、部落…

• 英文： Community
社區地理空間範圍
社群生命共同的認同感

居住在同一區的一群人，他們彼此之
間，以及他們與其生活所在之間形
成社會的和心理的連繫。

• 日文：生命共同體

社會與心理的聯繫關係
（人與人、人與生活環境）

聯繫關係＝社區感

何謂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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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社區營造？

• 民主深化，鼓舞社區自主風潮

• 重新關照居民-土地關係，書寫及創造地
方記憶

• 區分地方輪廓＆國家統合的總體形象，
描繪屬於自己的面貌

• 新的國家—公民關係論述建構，重新強
調地方（place）

「在陌生鄰里中找回原有的社區感」

台灣的社區類型

• 都市 新興住宅區、老社區

• (公寓社區、集合住宅、歷史社區、都市村
落、商街社區、弱勢社區)

• 市鎮 鄉鎮

• 鄉村 農漁村、山地部落、(莊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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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總體營造(生活的總體)
– 1994：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 1995以後：相關部會推動以社區為範圍的相關政策
– 1999：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依九二一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整合協調各部會資源，從社區防災
、社會福利、生態保育、住宅重建、產業振興等從整體
性角度重建社區

– 1999：社造元年
– 2000：行政院成立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協調委員會(人、
文、地、產、景)

– 2002：行政院推動挑戰2008新故鄉社區營造
– 2005：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人文教育、
社福醫療、產業發展、環保生態、環境景觀)

社區營造的歷史脈絡

•總體
五大面向：人‧文‧地‧產‧景

六星計畫：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
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

•營造
經營之；創造之

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

1.地方認同感
2.強調賦權(Empowerment)的歷程 /(賦能、充權、充能、授權、授能)

3.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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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塑對家鄉的認同感

• 建立對生活環境品質的意識

• 培養眾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 結社能力

建立社區自主民主操作公共事務的能力

讓社區學會自己能改變社區的事

社區營造的作用

社區營造的歷程

社區意識的形成→社區組織與動員→
尋找資源(物資、人脈、公部門資源) →組織團體(讀書會、協會、NGO)→
持續的推展議題→產生認同→將負面的問題轉化為正面的資產
→讓社區延續自主的能量，持續營造
→引發社區的力量→投入日後的維護管理工作或自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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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區綠地：老樹、綠地、公園、社區菜圃

• (2) 貓狗與動物保護課題

• (3) 公有土地與閒置空間之利用

• (4) 都市更新與公寓大廈整建

• (5) 文化資產保存與社區記憶

• (6) 友善、無障礙社區

• (7) 新移民家庭的培力

• (8) 社區產業與社區商店

• (9) 社區節慶與文化

• (10) 托老、托育與照顧的社區化

• (11) 青少年參與社區

• (12) 社區化的終身教育

• (13) 家庭暴力防治

• (14) 社區治安與聯防

• (15) 社區生活交通路網

• (16) 社區內的家戶移工

• (17) 生活環保與共同購買

• (18) 公共衛生與社區健康促進

• (19) 節能減碳；低碳社區

• (20) 人力銀行與社區貨幣

從問題出發→都會型社區營造議題

社區核

心價值

最想做

的事

合作
夥伴

物
力

人
力

財
力

10分鐘，想一下自己的發展定位與策略環節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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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打破行政的限制
進行社會資本的累積

成為社會設計的基礎

各局室社區營造相關議題
政策
面向

主要對應
部會局室

近年社造發展趨勢

產業
發展

產業發展局
、觀光局

產業發展局：創意市集、社會企業、微型產業
觀光局：社區低碳民宿觀光、低碳微型旅遊

社福
醫療

衛生局、社
會局

衛生局：健康城市、高齡友善城市、
社會局：托老、托育與照顧的社區化、新移民弱勢照顧、
時間銀行

社區
治安

警察局、消
防局、交通
局

警政局：友善社區營造與交通安全
消防局：社區防災系統、社區安全維護體系
交通局：社區行人單車友善路網

人文
教育

文化局、教
育局、

教育局：學習型城市、社區大學的在地化營造
文化局：藝術進入社區、社區與區域性文化資產保存、地
方文化館

環境
景觀

都發局、都
更處、工務
局

都發局：城鄉風貌、創意城市
都更處：公寓大廈的都市更新、整建維護、都市再生、都
市農園、城市綠點、垂直農場、社區影像

環保
生態

環保局、水
保局、都發
局、

環保局：生態社區、綠色城市、低碳社區、節能減碳、社
區綠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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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營造相關的跨局處行政業務
單位 主要對象 內容

都發局 社規師、青規師、
社大

青規師培訓、社造中心、台
北好好看系列活動

社會局 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人才培訓、關懷據點、
老人送餐

文化局 社區發展協會、個
人

基層藝文人才培訓、社區藝
文補助、社區劇場、地方文
化館

教育局 社區大學 社區教育、終身教育

衛生局 NPO、社區 健康城市、安全城市認證

民政局 里辦公處 里民活動場所、公民會館

環保局 社區 環保志工、清淨家園

警察局 社區 治安巡守志工

其他/產發
局

各組織 城市花園、社區綠美化

台灣第一個實體固定空間的
社區營造中心

館舍經營
引入議題/技
術社群，

產生更多協助
社區的人力、
物力、財力

以民眾力量為
基礎的創意行
動，提供政策
調適的可能

讓過往20年的
社區網絡，促
成下一階段社
會設計的實踐

地緣型社區+議題/技術社群
台北市更多人參與社區營造

城市創意實驗室
城市創意由民眾力量產生
充實設計之都的軟體內涵

網絡治理與調適創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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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空間
+

議題社群
協助或刺激地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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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能
相信‧社區力量
珍惜‧社區創意
形成一個
公私協力
與市民形成夥伴關係
的創意政策討論平台

平台具有特質
鼓勵創新和創造力
高度的社會資本，特別是信任、領導力和社交網絡的累績
彈性、網絡治理，靈活且以學習為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