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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之核心價值與
農村社區營造

一.前言
農業是臺灣發展的基礎，但受到70年代後的

經濟至上與發展主義的政策導向影響下，工商產

業以及快速都市化對農村造成的傷害，卻屢見不

鮮。不可否認的，不論是從「三生」的生活、生

產、生態面向，或是從「三農」的農民、農業、

農村面向來看，臺灣的農村確實面臨許多的問題

與嚴峻的挑戰：農業產值待提升、生態與生產方

式待改善、生活環境窳陋、公共建設品質不佳、

農村人口老化、農村文化流失⋯等，問題多元且

結構複雜，需要各界人士關注、投入，更需要政

府政策來支援，「農村再生」政策便是政府針對

農村發展所規劃之重要政策。

二.農村再生政策特色
2010年，引起社會各界眾多爭議的「農村

再生條例」在紛擾中通過，並於同年8月4日由總

統公告施行。再生條例內容主要針對農村六大工

作進行補助，包含了農村整體環境、公共設施整

備、個別宅院整建、農業產業發展、農村文化保

存活化、以及生態保育；並由農村組織自主依需

求提案。再生條例在推動過程中引發的爭議，除

了呈現出社會各界對於農村發展議題的強烈關注

外，同時某種程度也代表了政府對改善農村問題

的重視程度。

農村再生條例全文共38條，包含了四個章

節、分別為總則、農村規劃與再生、農村文化及

特色以及附則，並以「由下到上」、「軟硬兼

施」、「計畫導向」、「社區自主」為整體施

行指導原則。從社區發展工作推動的角度來看，

農村再生條例具有四個「第一」特色：第一個與

社區工作相關的法律；第一次以法律來穩定社區

工作政策延續性；第一個以法律規範社區工作相

關經費（10年編列1500億）；以及第一個明文規

定社區需經培力過程才能申請經費的法律。以上

特色中可以發現「農村社區」在農村再生政策中

的關鍵角色，而農村社區是否具備地方發展的共

識、自主經營的能力，是推動農村再生成敗的關

鍵。

三.由下到上的農村發展政策視野
1994年開始，「社區總體營造」在文建會的

主導與推動下，在全台不論城市或鄉鎮的社區中

帶起一陣風潮，也帶動了許多社區的居民逐漸走

出家門參與起社區的公共事務。社區營造所謂的

「總體」有兩個意涵：一是面對及處理社區「整

體」的問題；一是社區居民「共同」的參與。前

者是社區營造對外呈現的成果，後者才是社區營

造最大的目標，也就是強化社區對地方的認同感

與居民間內部網路的連結、培養居民參與公共事

務、打造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

農村再生強調的「社區自主」便是基於此

一價值。特別是農村長期以來各項公共建設投入

經費相較於都市明顯較低，使得公共設施破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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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居民需求、環境窳陋影響生活品質、生命財產

安全措施不足⋯等現象普遍存在基層農村社區。

因此更需要居民的參與、提出意見、共同討論、

凝聚共識、尋求解決方案，再經由政府的資源、

專業者的輔導來協助社區確實改善農村社區的問

題。換句話說，農村再生所要推動的農村發展工

作，從過去由公部門/專業者代替民眾規劃（plan 

for people）、到推動居民參與式規劃（plan 

with people），逐漸轉由民眾自主規劃（plan by 

people），以避免政府資源浪費在社區不需要的

事務上，這也是「由下而上」的基本理念。

四 . 社 區 培 力 （ c o m m u n i t y 
empowerment）打造社區自主能力

農村社區由於內部社會結構的影響，自主規

劃的能力有限，因此如何增進居民參與的能力、

基本的視野、規劃的概念，是在推動社區自主規

劃前的必要工作。因此，「社區培力」是在推動

農村再生之前極為重要的準備基礎。針對此項需

求，農村再生政策中以「培根計畫」為推動社區

培力主要工作，也做為推動農村自主與農村再生

的學習基礎。

「培根計畫」是一套針對社區在地居民共

同參與的培訓課程，分為四階段共92小時，由社

區依人口條件，邀集一定人數的在地居民共同參

與，並需達到一定人數的成員完成各階段培訓，

才具備提出農村再生計畫之資格。而培根計畫執

行的設計上具有兩大特點：

一、不同於一般公部門推廣社區營造的培訓

課程是採社區菁英幹部集中培訓，造成社區少數

幹部不斷接受培訓，但多數居民對社區營造概念

仍模糊不清。培根計畫則是以深入社區的方式，

由專家學者進入社區進行授課來帶動居民學習，

此種方式容易激起居民的好奇、增加參與的機會

與意願、打造一個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管道。

二、不同於一般常見課堂講授的形

式，培根計畫課程進行方式主要採用工作坊

（workshop）、動力遊戲、實作操作⋯等方式來

促進居民間的互動與討論；而討論的重點在於社

區資源、社區發展問題、未來願景、共同議題與

行動方案。此種方式讓培根課程實質上成為社區

意見討論的平台，而專家學者亦可適時在旁協助

及引導，讓更多的想法與意見被激發、表達並討

論。

社區培力是一種社會行動過程，也就是透過

個人、組織與社區的參與，運用各種資源，透過

共同努力來改變社會條件與政策環境，並經由此

一過程來獲得對生活環境的控制能力；從此觀點

來看，以培根計畫為基礎的農村再生政策原則上

是符合社區培力的概念與作法。

培根計畫課程中常見社區居民小組討論 以活潑的課程操作方式激起社區居民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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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龍崎區龍興社區

「古農具展示館」展示了社區居民努力蒐集而來的傳統農

具，但房舍卻因老舊而岌岌可危。

台南市龍崎區龍興社區

經過居民共同討論規劃與決定施作方式後，運用在地材

料，一起動手施作改善。

台南市龍崎區龍興社區

改善後的「古農具展示館」除了能夠提供傳統農村文物良好的保存空間，更因居

民一起動手執行的過程，成為共同的在地記憶。

培根計畫此一執行型態常被戲稱為「動

員」，但在社區營造的推動過程中，動員並非不

可觸碰，而是在合理且有持續成效的原則下可以

妥善運用的手段。92小時培根課程的共同參與及

討論，推動的是一種「社區共學」的機制、是一

種凝聚向心力的過程、更是重建更緊密社會資本

的方式；最終的目標在於經由社區居民的參與，

形成集體的意識，並以農村再生計畫的提出做為

管道與手段，爭取政府的資源及專業者的協助，

共同來面對、解決與改善社區的問題。

   

五.從培根計畫到自主性農村社區營造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是否等同於社區營造？

此問題或許見仁見智，但從兩者同樣立基於由下

而上、居民參與、社區自主的精神來看，基本上

確實有其共通之處；差別在於農村再生主要以農

村為範圍，以農村居民組織為對象。另一方面，

農村再生以農村整體環境、公共設施整備、個別

宅院整建、農業產業、文化保存、以及生態保育

為主要工作標的項目，與其它如文建會、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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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環保署⋯等部會推動單一屬性的社區政策相

比，具體來說更有「總體」概念、較有願景與並

且具長期與延續效果，而前導的培根計畫，也更

有紮根的理念。

但農村再生若要達到社區營造「造人」的目

標，仍存在許多問題。農村再生挾帶了大規模的

政策資源來推動農村社區的六大工作項目，短期

之內吸引了大量的農村社區爭相投入培根計畫培

訓工作，儼然成為一波新的農村運動。當補助成

為耀眼的誘因，部份社區推動農村再生的動機，

容易從「需要」變為「想要」、從對社區公共事

務的關心，變為對補助及額外建設的想像，而產

生急於提出農再計畫獲取補助的心態；輕則表面

上應付各項培訓標準的要求，重則透過管道施予

各種壓力，以求取得培訓證書。如此一來，便失

去了「居民參與」、「社區自主」等農村再生的

理想與社區營造的精神。

另一問題，是行政執行層面上的壓力。農

再政策中，是以農村再生為願景、以培根計畫為

建立社區自主性的過程、以農村再生計畫為實踐

理想的過程與手段；但農村再生因資源龐大、自

然承受各界關注與高度的政策執行壓力，加上追

求「計畫導向」，而使得執行機關不得不將重點

放在「農村再生計畫」的提出，而不是「培訓過

程」與社區自主的成熟度。此種主客體顛倒、手

段成為目的、形式至上的現象，長久也將扼傷農

村再生的價值與政策的成效。

台灣長久以來少有針對農村振興的政策，農

村再生的提出確實有其高度的政策意涵。而農村

是否能夠再生，重點不在於社區是否可以提出一

本書面的農村再生計畫，而是社區的組織與居民

對於現存問題是否理解、思考、討論與行動，這

種自發與草根的力量才是再生的關鍵，否則所謂

再生都將淪為空談。

在這樣的衝突下，培根計畫如何推動、操作

與執行，將成為第一道把關的機制，也考驗著農

村再生是否能夠朝向正確的方向前進。因此未來

執行上勢必需要加強培根計畫兩大功能：一是引

導的功能，也就是培訓重點必須強調操作社區共

識的討論與凝聚，並且以活化的課程持續導入社

區營造的觀念；一是把關的機制，也就是在培訓

制度上需要更加強社區篩選、晉級的評估機制，

才能夠讓有限的資源確實的提供給已經準備好的

社區，讓更具自主性與草根性的農村社區營造成

為十年農村再生政策推動的基石。

新年恭禧！   
       萬事如意！

臺灣建築學會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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