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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社造實務操作

蔡岡廷

中興大學景觀暨遊憩學程副教授．本會會員

社區產業及環境之營造

一.社區產業
社區營造已由人的營造至今發展至社區產

業之營造，而社區產業之營造對社區而言，仍不

知應採用那種方式進行，在台灣中部地區社區產

業因城鄉分野有不同想像，鄉村地區以農產業加

工為社區產業之發想，而都市地區則大多仍不知

社區產業所謂為何？以南投縣有機米生產地區為

例，農民們了解有機米種植之困境，其所採取之

態度為勇於面對並努力解決問題，這些農村菁英

們了解快速與大量生產無法在台灣現實生產環境

條件下創造出豐厚的利益，其寧可選擇品質而不

願躁進地設置生產專業區與大量生產模式，主因

圖1 有機米生產區周邊社區環境

在其了解在生產過程有需依附之條件有限，如水

源灌溉供給、空氣污染、水質等問題（圖1），

若只為因應政府短期績效式之協助，則將使其農

業生產產生更大之危機（如種源變質、社會信任

感、品質低落、品牌價值降低等），不同的農村

工作透過產業科技與資訊管道建立，在全球化市

場中亦可脫離政府協助取得其一定的經濟利益，

所憑藉的是其對新農業產銷體系建立的自我認

知，而社區產業營造之概念由此而生，透過社區

產業模式進行行銷。

在都市的思維中大部分仍是以硬體空間改造

為社區營造之主要方向，往往政府之投入經費不

以社區需求為主要訴求，而是以社

區中有那些空間可供改造為訴求，

不論社區中居民是否有意願，以投

入經費可以執行為主要思維，而其

結果只是看到許多不知為何而來的

成果？探究其因，都市社區中缺乏

「人的因素」，從民國80年初期所

推動之社區總體營造，主要先從

「人」的營造開始，但人的營造在

尚未成熟時，即開始進行社區硬體

營造，初期有許多人的因素加入硬

體中，但因社區中「人」的衝突而

開始轉變，有人退出、有人強勢，

最終硬體的營造「人的因素」變成

了只是一種的「成果背書」，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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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社區營造的一種現象，如今在社區產業營造

也同樣面臨到一樣的問題，社區中有那些屬產業

面，可供營造成為社區賴以維生的產品？探尋至

今模式與農村社區類似以農產加工品為主要社區

產業營造之主要訴求，所不同者，於都市中有許

多活動的注入可增加都市之社區產業之行銷能

量，而農村社區於行銷能量部份弱於都市社區。

二.社區環境綠美化之營造
以筆者參與社區營造之嘉義市為例，嘉義

市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從90年度起開辦，推行之

初，市府招標委由輔導團隊針對嘉義市里民代

表、具熱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之市民，邀請專家

學者等師資，進行一系列培訓課程，參與的學員

上課時數達一定時數之門檻，即可取得不同等級

的社區規劃師資格。計畫執行至今，已從紙上談

兵轉為將課程所學技能與能力應用至實際環境改

造，而初期所培訓的具社區規劃師資格者，便晉

升成為具高度熱忱且走入社區的空間專業者，由

輔導團隊媒合至各個參與的社區團隊中，協助社

區團隊提出實質環境的改善規劃設計方案。這幾

年來有幸能參與社區綠美化的工作，從中觀察到

社區對於政府投入社區綠美化資源的運用常因解

讀認知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成效。

社區營造是由居民自主地關心環境，結合

社區居民的力量組成社區團隊，從規劃設計到施

作階段，透過共同的行動來改善與提升社區環

境品質，社區居民是社區營造的核心主角，體

認多數社區居民欠缺專業技術性規劃技巧，因此

政府部門負責提供居民整體營造相關的教育與宣

導，並建置社區規劃師認證機制，藉由社區規劃

師專業技術能力傳授，協助社區綠美化順利的推

展。社區規劃師機制的建立原可解決社區居民專

業能力欠缺的困境，然而計畫實際執行後，社區

規劃師自我認知的偏差，無法完全有效地發揮其

機制，以嘉義市的社區規劃師為例，大致可分為

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利用計畫以達個人利益」

型，把社區綠美化計畫當作個人補助，提出自身

住家周邊環境改善提案，並講求個人利益，期待

輔導團隊能從頭做到尾，甚至提出應有協力費用

的補貼，無後續管理維護之責；第二類為「要求

資源進入社區，無心維護管理」型，把社區綠美

圖2 社區環境綠美化營造點完工樣貌

圖3  社區環境綠美化營造點三年後的樣貌

圖4  社區環境綠美化營造點已被刨除並重新進行綠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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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計畫認為僅是政府資源，講求爭取資源進入社

區，在提案階段，大力的吹捧與爭取，但不管其

結果，無後續管理維護；第三類為「自主營造，

永續經營」型，這類較具社區意識並希望自主營

造，社區規劃師會主動提出社區營造需求與環境

的限制條件，就現況環境與政府所能投注的資

源，與社區居民進行討論取得執行的共識，在營

造點的選擇，除了消弭社區髒亂點外，會進一步

思考營造成果可為社區帶來的機能性，重視後續

維護管理之責。政府單位對於培訓課程的資源投

入已執行多年，目前嘉義市的社區規劃師普遍

仍有依賴輔導團隊之迷思，社區規劃師僅需在

旁觀看學習即可之心態，對於專業技術能力掌

握度較為薄弱，但卻在意社區規劃師認證身分

能否被延續，因此，當政府部門輔導機制退場

後，社區營造工作即代表「停止」，無法達到

圖5 原由社區居民提出環境改善之廢棄鐵道原貌

圖6 社區居民開始動手改善鐵道環境

圖7 改善完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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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社區營造之目的。

三.營造社區共同意識
社區共同營造的精神即代表社區共同意識，

而非某一人或代表之意識，就過去參與輔導社區

綠美化經驗所觀察到參與的社區型態分成三種類

型，第一類是「透過關係型社區」，為政績展現

與選民服務，以工程補助的想法爭取施作，一旦

計畫爭取到手，其後續的操作應是政府責任，更

將輔導團隊視為包商角色，要求輔導團隊能幫社

區完成綠美化工程，或僅是協力施作，而對所提

之施作點社區無責、無需維護；第二類是「學

習型社區」社區剛起步投入綠美化營造，雖說

剛開始較易不知從何著手，但憑著社區強大的向

心力，抱持願意學習之態度來面對，這一類的社

區在執行成果上多半皆有不錯的成效；第三類是

「自主營造型社區」該類社區意識強烈，充分了

解社區綠美化最終的目標，主要以社區為主，政

府為輔，透過社區領袖代表的號召下，往往能讓

社區民眾走出戶外，一同投入環境綠美化行列，

也因社區民眾的加入，社區所執行的成果其後續

維護管理情形較佳，營造成果更易成為社區活動

的休憩活動空間。社區參與心態的不同，即會造

成社區環境改善之社區認同度的差異，少數社區

動員能力薄弱，常將個人己見放大解釋作為社區

意見，看不到團隊合作的精神，更難以得到社區

認同。因此，當社區認同度高的社區，其營造成

果會感受到「物超所值」，當社區認同度低時，

社區營造之成果則產生「低價值感」之情形。

四.結語
政府推動社區綠美化計畫，主要目的在「引

導」社區，透過社區自主營造帶動社區對自身環

境的重視，社區規劃師雖為一榮譽職，無法以實

質付出與相對之回報作比較，但對社區應有的責

任心與榮譽感應被強化與落實，然而社區綠美

化不該只是一味追求表象的綠化，營造成果曇

花一現爾而，隨著時間的更迭開始破敗與荒蕪，

甚至被刨除重新進行綠美化工程（如圖2~圖8所

示）。社區永續營造的關鍵在後續維護管理能

力，當管理維護流於形式時，維護管理責任落於

某一人或管理頻率超出參與人員所能負荷，甚至

將管理之責重新推給政府，都將使社區綠美化計

畫陷入資源浪費的黑洞。倘若在規劃設計階段，

將社區參與機制及期程做為其計畫推展的核心，

唯有贏得地區民眾的認同，始能對其產生使用與

維護的意願，評估其後續的養護能力、人力作為

設計考量因素，釐清確認管理維護之責任歸屬，

完工後，配合社區產業營造達到具有維護管理基

本預算，做為長期的管理維護經費，是需要發展

以推動社區產業營造，方能達到社區環境永續與

永續經營之成果。
圖8 經過二年後因無社區經費維護，由政府全部改變為人
工型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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