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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政策與省思

黃世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教授

從社區主體性反思
近年社區營造的推動

社區營造成為政府政策，轉眼已經過了17

年，從只有文建會提倡到現在各部會都有相關政

策，一個理念與基本方法可以如此擴散，社區營

造可以說是台灣近20年來影響力頗大的新理念！

但如果要說社造已經成為大家共同的理念與價值

觀，內化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那麼必然是言

過其實！甚至在社造已經擴散到各部會的今天，

更令人遺憾地發現，十多年來大家努力的社造似

乎被誤解不少。在此舉出一些事項，實際就教於

社造第一線上的朋友們，也一同來反省社造的理

想、理念與實踐方法。

一.社造課程的定型化
以某縣文化處的社造中心計劃為例，承辦

人具有豐富的社造行政經驗，對社造業務十分投

入，但是為了達到每年良好的社造業務績效，

在向文建會提報時能夠為文化處爭光，承辦人

為社區訂定了相當數量的工作項目，例如社區繪

本、社區紀錄片、社區生活館⋯等，逐年發展的

結果，社區的工作項目多，固定而缺乏彈性。各

項工作內容都有其意義，但如果不能尊重社區的

自主選擇，而成為「必修項目」，其結果是社區

無法檢討自我社區的階段性需求，而僅能照章行

事，表面上上了不少課程，但社區的能動性、自

主性、主體性隨著時間經過，卻未必能被充分培

養出來。

二.社區主體性的不穩定
政府若以統治的心態對待社區，則對社區主

體性並不歡迎，因為社區越自主，意見越多，越

不願輕易屈就政府單方面的想法與計劃；反之，

政府如果以公私合作治理的態度來面對具有自主

性、主體性的社區，那麼在經過開放討論後所形

成的方案將更能吻合社區的需求。當社造已經擴

散各部會與縣市的現在，我們卻發現與感受到，

許多部會與縣市的社區相關計劃或許用意良善，

但執行時並不尊重社區主體性，也不重視社區主

體性的培力。因而在光鮮亮麗的環境改造成果出

現的同時，公民社會的民主討論機制、社區的共

同體意識卻可能破壞甚至失落了！

三.未實際面對社區課題
社區學習的特色與成人學習相同，多數具

有目的傾向，亦即成人是為了解決生活、生產、

生態、生命等「四生」方面的具體疑惑與問題，

而從事學習活動。當成人關心的課題與社區發展

的課題相扣連時，自我學習便與社區學習形成可

連通、互補、相互為用的情況。因此，社區營造

相關的課題需要與在地四生相連結，而社區營

造的課程目的，便在於引導社區居民（學員）學

習如何面對自己社區的課題，並且從「面對」進

而產生「社區行動」。從行動中校正自己的社造

概念、社群關係處理方式等，換句話說，社區幹

部與居民是在一次次的社區行動中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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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一些課程常常著重在「如何寫計畫

書」，而未將重點放在「如何共同面對社區問

題」。

四.未考慮社區承擔能力的貪多
在農村再生計畫中發現許多社區提出來的再

生計畫，將要建設許多硬體設施，但是在村落中

建設起來的硬體設施多數未來要由社區自己來管

理，可是社區在培根計畫的過程中是否培育了足

夠的志工，使他們能夠承接這些新設施的維護與

管理？卻是一個令人質疑的地方。過去以來已經

看過很多政府發包施工完後沒多久就形成髒亂或

閒置的例子，這代表社區硬體建設需要立基於社

區良好的自主管理能力上。

五.在眾多計畫中迷失了自己
社區的課題本來就很多元，包括文化傳承、

文化資產保存、社會教育、終身學習、環境保

護、生態保育、環境景觀、治安巡守、健康維

護、社會福利、弱勢照顧、社區產業經營等等。

對社區而言在不同時期要選擇什麼不同課題來共

同處理，可以由社區來討論、判斷與決定。許多

社區也將「政府計劃案」當成可貴的機會，藉以

推動自己的社區營造。陳其南教授曾經以百貨公

司做比喻，說明政府的社造政策越多，就如同架

上可以選擇的貨品（計劃）越多，多到足以讓社

區可以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社區的項目。但是也有

些社區在面對各式各樣的計畫時，只以承接計畫

為目的，而未能仔細評估自己社區的現階段需

求，因而在眾多計畫中反而迷失了自己。

六.缺少四保的基本想法
農村再生等政府計畫都有它良善的用意在

內，甚至也強調其工作方式中對社區營的重視，

但是卻也很容易看重硬體而忽略軟體。例如在

風險社會愈行明顯的現在，社區需要有「保命防

災」的具體作為，謙虛面對自然環境的變化；在

文明快速進展的社會中，更要回頭珍惜歷史遺產

與自然遺產，所以需要「保存文資」與「保育生

態」；在占領華爾街等街頭運動掀起反貧富懸殊

的浪潮時，社區更要有「保護弱勢」的慈悲心。

這「四保」可以說是社區營造中具有重要價值的

軟體。

七.亟待建立社區文創
社區發展有文化議題也有經濟議題，只是

價值觀與手法上以社區共同體的建立（文化認同

與文化紮根）為優先，因為以社區共同體意識為

前提，則社區內產業、企業或社會企業的發展才

會照顧到相關的利益關係人。而當社區的共同體

意識與主體意識確立後，運用社區資源與條件發

展適合當地的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等就有良好的基

礎。例如桃米社區的民宿產業與具社會企業性格

的紙教堂，都有很高程度是建立在桃米社區的災

後重建的共同體意識上。如果將前述的四生與四

保一創合起來看，四生與四保一創的關係可以約

略歸類如下圖。

圖1：四生與四保一創的歸類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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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都市更新對文資保存的霸凌
都市更新對老舊社區生活環境的改善有其實

質作用，但是都市更新可能成為逼迫在地居民，

以及毀損文化資產的主要因素之一。台中市南屯

區瑞成堂古厝已經有100年以上的歷史，但台中

市高鐵新市鎮自辦重劃區計畫中卻計畫拆除，雖

然經過暫訂古蹟審議程序，仍然於2011年9月遭

到怪手破壞。南屯區中有不少的社區營造經驗，

社區居民對於古厝也有許多珍惜與保存的聲音，

但不認同文資保存這個社會的共識的人依然強而

有力。

九.尋找失落的公所
從公私協力治理的角度來看，社區居民與民

間非營利組織固然在社區營造的推動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但行政部門怎麼可能置外於這個尋求增

長社區力量、改善地方文化與環境的運動？可是

多年來，許許多多的鄉鎮市公所、區公所，在擁

有許多公務人力的情形下，卻無心投入社區的經

營與創造。「為自己的家鄉奉獻」成為只有前半

而沒有後半的空洞口號，優秀的公務人員成為例

行公事的半機器人，無法面對地方問題提出解決

的方案，更無力培力自己與社區。然而公所畢竟

是擁有數十位甚至數百位公務人力的基層行政組

織，如果願意轉換心境，將社區的培力視為公所

最重要的責任，那麼鄉鎮市將會因為公務人員的

付出而變得如何的不同！

十.行政考試的改革
如果我們認為每一個部會都可以有社造精

神、社造意識、社造手法、社造計畫，那就代表

社區營造真的是一種對待事情的態度與方法，可

以是用在幾乎所有的公共事務上。那麼，考試院

是否該反過來想，將社造認識與社造經驗視為考

取公務員的必備條件！

小結：回到社區營造的初衷

社區營造的主要目的是人的培養，培養出

對自己生活區域（包括城與鄉）的關注與聯合行

動。而培養的過程就需要落實居民參與、由下

而上、培力造人、爽快創意、終生學習等社造理

念，在四生（生活、生產、生態與生命）與四保

（保命防災、保存文資、保育生態、保護弱勢）

的基礎上，發揮文化創意，擴及於文化教育、社

會教育、環境景觀、健康維護、社會福利、社區

產業⋯等多元的議題。而長遠的目標是要讓每一

個小社區都有主體性、自主的能力，讓每一個小

地名都有自己的芬芳，讓每一個社區都有自己的

風格、品格，讓每一個公所都成為社區營造的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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