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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經過多年之推動，已讓國內有

些社區更發展及更成長，政府亦長期不斷推動社

區之自力營造及社區居民之參與，然而隨著時代

之轉變及地區之差異，社區營造亦有所不同。政

府對於社區營造之政策不斷調整改變，讓很多社

區面臨推動之困難；中央政策之調整亦牽動地方

政府之經費來源及推動機制，如何讓社區營造落

實由下而上之精神，充分達成社區自主性參與、

在地精神及在地文化等，朝向社區永續發展之目

標，需要多方討論及思考。

本期內容邀請國內社區營造領域之專家學

者，共同提出相關之看法及建議，提出社區營造

發展政策之建議及推動過程中之省思，包括對於

中央社區營造政策及公部門推動方式之看法，地

方公部門之資源投入及推動效益等之建議。此

外，了解社區運作之特色及需求，提出社區營造

之新視野，闡述不同社區之在地文化特色及環境

特質，提出社區自我成長及永續發展之新觀念。

對於民間組織參與社區營造，提出經驗及看法，

如何整合社區、政府及NGO等資源及人力，協

助社區發展。

本期主題內容包括『政策與省思』、『社

造實務操作』及『社區案例』等三個部份，邀請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曾旭正教授、國立中山大學郭

瑞坤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黃世輝教授、國立

聯合大學王本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景觀暨遊憩

蔡岡廷教授、台灣社造聯盟向家弘執行長、新故

鄉文教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理事黃儀婷、台灣建築學會黃志弘秘書長、台南

市金華里柯崑城里長及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黃士

主編的話

賓理事長等專家學

者；提出豐富專業

之經驗及看法，對

於社區營造的核心

價值及社區動員，

鼓勵新時代的建築

人應該勇敢投入社

區營造的思維。從

社區主體性反思近年社區營造的推動，實際面

對社區課題；以及社區營造生活地景的學習模式

等；針對農村再生之社區營造，如何解決農村社

區之根本問題，正是現在農村社區之困惑，是否

有發展之新思維? 此外就民間團體參與社區營造

之看法，提出從一元文化制約到多元文化主體、

從政治民主到人民民主、從社區的內部公共性到

社會的外部公共性等建議，就社區營造經驗方面

提出因地制宜之社區營造方式，而非制式化之學

習模式，真正了解社區之需求及特質。長期陪伴

社區是需要耐心，透過民間組織或社區規劃師之

培力，社區於初期獲益良多，主要目標是社區學

習自我成長，了解社區居民是社區營造的核心主

角，社區才能滾動發展。如何以新方式投入社區

營造，如胖卡計畫，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規劃社

區差異性的數位應用學習課程，縮短偏鄉數位落

差，也是值得鼓勵。社區案例之實際經驗更是值

得學習，都市型社區及鄉村型社區，如何面對社

區各種營造面向及志工推動組織之困難，走出一

個有前瞻性社區，朝向社區永續發展。

社區總體營造

本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黃士賓

P001-064-TA061.indd   3 2012/1/31   下午 1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