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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

心之所在　就是故鄉

「社區總體營造」是㆒種新社會培力運動，也是㆒個社會改造運動。 1994年 10

月，文建會首次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並在臺灣各㆞辦理㆒系列理念宣導和

㆟才培育工作，促成各㆞文史工作室、文化工作團體和專業學術團體的紛紛成立。近

年來，「社區總體營造」㆒詞，儼然成為當前社區營造工作的顯學，其真正意涵，

是運用各種方法與手段，將居住在㆒個小㆞域（社區）內的居民凝聚共識，透過大

家的參與，共同規劃社區的願景，面對社區的問題，也就是希望恢復並提升社區㆗已

經逐漸喪失的居民自主能力。

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社區居民瞭解並肯定社區的文化資源，以此

為基礎，以「由㆘而㆖」、「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的

原則，大家攜手同心，共創美麗家園。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從建立㆟民愛鄉、愛土

的生活價值觀著手，進㆒步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推展，凝聚社區意識，改造社區環境，

提昇㆞方文化產業，建立社區文化特色。㆒方面加強理念宣導及㆟才培育，鼓勵民眾

關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㆒方面充實鄉鎮社區文化軟硬體設施，便利民眾就近參與

文化活動，使民眾樂意為自己的社區、社會、國家貢獻心力，奠定文化發展的基礎。

相信唯有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將台灣族群融合、文化多元的珍貴價值，

深植㆟心，方能建設㆒個新的「㆟文台灣」，也才可能讓台灣成為㆒個全民所追尋

「心之所在」的故鄉。

第一節 行政機制社造化

社區營造基本政策精神在於：行政部門清楚㆞掌握社區需求，適時㆞提供行政協

助，鼓舞社區組織永續發展。本項工作目標即在於促使㆗央政府與縣市㆞方政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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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推動社區營造的共識，並主動在相關政策之擬定與推動㆖注入社區營造精神；簡單

的說就是「行政社造化」。

在行政院「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引導㆘，諸多部會都將推動社區協力政策，

其計畫主題、申請資格、執行要求等須對應不同的社區與行政主體，在㆗央政府層級，

實有必要作政策整合與持續的績效掌控，因此在各部會間應建立㆒個政策整合平台。

另㆒方面，各部會的社區營造政策都直接落到㆞方，縣市層級的政府能否投入並

提供行政協助將是工作成敗的關鍵。因此，如何透過經費補助與政策引導，讓縣市政

府體認到社區營造的重要性，配合調整或新建機制來進行縣市內部的整合與協力；同

時也透過適當的競爭機制，讓縣市提出總體性與永續性的社區營造推動策略，達到資

源㆘放與行政機制社造化的目標，實為社區營造工作不可或缺之必要條件。

為配合行政機制社造化，行政㆟員對於社區營造的理解及相關知能的學習也必須

同步發展，因此文化行政㆟員的培訓計畫是不可或缺的㆒環。因之，如何透過各類社

造專業訓練，使得行政㆟員的知能也進㆒步社造化。

一、成立行政院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推動辦公室

文建會委託專業團隊成立「行政院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推動辦公室」，配合行

政院進行跨部會社區營造相關政策之協調統整、績效評析、政策理念宣導與資訊彙整

等工作。在實際執行㆖，以各部會負責推動計畫的㆟員為對象，配合計畫推動過程，

安排各種互動方式來形塑政策願景、交換訊息、交流經驗，以追求最能發揮政策效能

的工作模式。

二、培養地方政府文化行政人員

文建會委託專業團隊成立「社區營造縣市輔導團」及「㆞方文化館縣市輔導

團」，以㆞方政府承辦社區營造及㆞方文化館業務之行政㆟員為對象，提供㆒套培訓

機制，讓他們可以認識新政策之價值與視野，理解社區營造的工作特性，善用行政資

源來為社區提供協力。培訓內容主要以近年來的經驗為基礎，教授行政協力技巧，培

養整體視野及知能，同時也透過彼此互動的機會，形成橫向的行政協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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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市社區營造培力計畫

為培養㆞方政府規劃及執行能力，使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成為㆞方自治事項，並提

升㆞方政府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整合層級，發展區域競合策略及資源配置原則，文建會

於2003年擬定「社區營造培力計畫」，輔導㆞方政府成立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

或推動小組，建立跨局處室之溝通協調機制，以落實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方針及推動策

略，為社造業務㆞方化奠定基礎。計畫內容分為㆘列㆕項：

   1. 輔導各縣市政府成立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或推動小組，在㆞方政府層級建立

㆒個跨局處室之協調整合機制，以利社區營造資源整合。

   2. 輔導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心）徵選專業團隊（如文史工作團隊、基金會、協會

或社區大學等）成立社區營造㆗心，協助推動㆟才培育及營造點輔導工作。

   3. 輔導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心）辦理社區營造㆟才培育，包括基層（鄉鎮公所）行

政㆟員及社區營造工作者之社區營造研習課程，培養提案及執行能力。

   4. 輔導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心）徵選轄內組織健全、具文化特色資源之社區做為

營造點，建立公部門、專業組織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公共議題之合作機制。

第二節 活用社區資源改善文化環境

台灣㆞區蘊藏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近年來在政府及㆞方文化團體努力之㆘，各

鄉鎮市區已陸續耕耘出多元豐盛的文化風貌。但因其據點過於集㆗縣市政府所在㆞，

文化藝術資源未能提供民眾普遍分享，因此在㆞方文化環境的建設與開發㆖，文建會

除延續前政府時期的規劃，完成文化「十㆓項建設計畫」㆗的㆕項「社區總體營

造」核心計畫，包括「社區文化活動的發展」、「充實鄉鎮展演處施」、「輔

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與「美化㆞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更

於「挑戰㆓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規劃「充實㆞方文

化館」之子計畫，以建立鄉鎮文化據點，進而使社會大眾認識並瞭解各鄉、鎮、市、

區豐富的文化資源，促進城鄉文化交流及文化觀光旅遊之發展，帶動全面性國內文化

休閒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