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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文建會為進㆒步提升重建區㆞方文化視覺形象，展現㆞方產業新生命，

特別提出「九㆓㆒震災重建區㆞方產業視覺形象設計」計畫，針對九㆓㆒震災重建

區具特色之產業作整體規劃，包括包裝、商標、形象識別（CIS）、環境指標、產業

文史調查及推廣行銷策略、活動...等。

四、促進社區文化觀光產業

㆒般旅行業者僅提供景點、名勝的旅遊方式，已不能滿足國㆟對文化休閒旅遊的

需求，為提振國內觀光產業，有文化、有深度的旅遊，亟需宣導與規劃。文建會推動

「優質社區體驗之旅」計畫，目的在藉由政府與民間企業之結合、企業與社區的互

動，拓展社區發展觀光業，並擴大社區總體營造成果。此外，透過衛星定位及語音資

訊系統建制，便利民眾取得社區基本資料及活動訊息，強化社區內居民及社區對外之

互動。本計畫之具體內容如㆘：

   1. 2002年及2003年總計輔導十六個優質社區辦理體驗之旅活動。

   2. 2003 年於重建區辦理「九㆓㆒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3. 將社區特色設計包裝成旅遊產品，並規劃常態性行銷。

   4. 印製社區專刊及完全社區體驗護照隨身書：完全社區體驗護照隨身書，內容涵

蓋了優質社區裡「吃、住、買、玩、賞」等相關資訊，並搭配自由行及團體

行之建議行程，民眾可以由淺入深、按圖索驥，輕鬆安排㆒趟社區之旅。

   5. 錄製社區活動訊息為語音資料庫，設定衛星導航(NAVI)系統，準確設定社區

位置。

第四節　社區營造人才培育

現階段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推動，需要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社區工作者、社區

組織及社區居民共同面對、協力推動，才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為了建立社區民眾

由㆘而㆖、社區自主、永續發展的運作原則與操作方式，文建會規劃各類社區營造㆟

才培育計畫，提供社區經營管理所需技能培訓，如參與式文史資源調查整理、社區組

織動力、學校社區化參與設計、社區文化活動企劃與行政、社區行銷等，以提供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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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進修與交流的管道。

一、社區營造基礎人才培育

　　社區營造首重㆟才培育，文建會於 1994年首先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理

念，並在台灣各㆞辦理㆒系列理念宣導和㆟才培育工作，近十年來輔導約400個社區進

行社區營造工作，惟因社區主客觀條件及相關資源無法配合等因素，部分社區呈現轉

型停滯甚至枯萎現象。有鑒於此，行政院於2002年將社區營造工作納入「挑戰㆓００

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施政計畫㆗，試圖將文化、創意與品

質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將文化轉為經濟產業本身，堪稱為另㆒種「文化立國」

的建設計畫；而文建會為深化社造㆟才培育，於2002年起委託專業團隊成立「專案輔

導管理㆗心」及㆕區「社區營造㆗心」，各營造㆗心甄選社區營造點及社區營造

員，並設置社區營造㆟才培育課程研發小組，依各區營造點特色及需求，針對社區營

造之文化發展、產業振興、環境改造等理論與實務，進行相關課程設計，編撰各級

（入門、進階及專業）與各類（專業理論及行政實務）教材及講師資料庫。專案輔

導管理㆗心負責聯繫協調㆕區營造㆗心之執行進度及行政工作，協助文建會安排社區

營造點訪視、評鑑等行程，並出版社區總體營造雙月刊及相關成果手冊。截至2003年

底，共計培育營造點／員142個，實際投入當㆞社區參與營造工作，為建立社區永續經

營機制奠定深厚基礎；為展現社區魅力與活力，文建會邀集約㆓百個社區參與「2003

社區總體營造全國年會」，深獲各界好評。

二、社區導覽解說人才培訓

為宣揚社區文化特色，推展文化旅遊觀念，鼓勵民眾體驗文化生態之美，補助縣

市政府規劃辦理「社區深度文化之旅」活動，務期透過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與在㆞社

區的協助，帶領民眾參觀當㆞具有特色的㆟文景觀、自然生態、文化產業等，藉以活

絡各縣市及社區的活力，並帶動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及社區文化建立。在辦理過程㆗，

除鼓勵社區參與路線規劃、訪客接待等工作外，並積極辦理社區導覽解說㆟才培訓課

程，深入介紹社區文化、歷史、古蹟及生態等知識，創造在㆞就業機會。

三、社區藝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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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藝文活動的推展，特別重視「㆟才」與經驗之延續，文建會規劃「社區藝

文獎助計畫」及「社區藝文深耕示範性計畫」，針對社區藝文及文史工作提供補

助，目標在於鼓勵社區重視生活品味的經營，並透過集體的力量深入挖掘與轉化㆞方

文化特色，為文化積澱提供助力。期望能在社區出版、社區技藝傳承、村史調查、社

區展演、祭典活動、團隊培植、影像記錄等方面，發掘別具創意與示範性的作法，鼓

勵其永續經營，並對其他後進社區發揮啟發引導之作用。

四、文化服務替代役之訓練及運用

2000年，兵役制度出現重大變革，為了解決兵源過剩問題及兼顧役政公平，「替

代役」政策把役男們送到社會各個角落裡，文建會負責辦理「文化服務替代役」，

每年培訓約㆒百名社區營造替代役㆟員。讓文化服務替代役役男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

主要目的，在於藉助役男的熱情、活力以及專業知能，促進民眾認識所屬社區、建立

社區意識，凝聚社區共識、實踐由社區居民自行營造所屬社區環境，使各㆞方的社區

均可發展成為具有獨特風格的優質生活圈。另㆒方面，也讓年輕的役男們直接參與社

會的發展，與社區同步成長。

為讓役男有完整的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本會於分發前，安排為期八週的專業訓

練，課程內容從社區營造理念與概論，到實務操作與推動計畫演練，並且學習文化法

規，瞭解社區營造工作的意義和內涵，藉由讓替代役役男實㆞參與社區閒置空間進行

文化與產業性的規劃和運用，以及協助社區文物史料等文化資產的蒐集整理、數位化、

典藏、導覽與推廣工作後，這些熱情有為的青年們未來將有足夠的專業能力與素養，

在他們的家鄉扮演文化種籽，傳遞社區營造理念與技巧的角色，並以切身關心公共事

務的行動，引發民眾關懷社區，由㆘而㆖帶動社區營造的推動，達到和社區間雙向回

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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