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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數十年來，「永續發展」(sustainable)已成

為歐美中心國家在環境專業上的重要概念，在

環保、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上被熱烈地引用與

討論，相關的專書也大量出版。台灣雖在論述上

相對落後，但近十年來，「永續發展」的論述也

很快地在專業與一般社會上取得一定的重要性，

「綠建築」、「生態工法」和「生物多樣性」等

概念，儼然已成為新的標準而常被述說。建築

專業者在關心永續建築的同時，也應考慮擴大範

圍，進一步思考「永續社區」的議題。

在另一方面，十多年來社區營造的概念也在

台灣蓬勃發展，已有相當多的社區累積了豐富的

營造經驗，對社區營造者而言，永續社區也是下

一階段值得關注的議題。在社區營造上已有成果

的社區，通常能有效地號召居民形成共同參與的

機制，也有能力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補充社區需

求，進一步的挑戰乃是如何界定社區長遠的發展

願景，究竟要營造成一個什麼樣的社區？具有何

種特質？「永續社區」正是一個符合當前趨勢又

涵蓋寬廣的願景，值得長久努力！

本文結合「永續」與「社區營造」兩組概

念，探討在台灣建構永續社區的兩條道路。一是

糾集志同道合的親友，以全新的手法共同營造符

合永續理念的社區；另一則是以既有的社區為基

地，透由改變住民的觀念、修改既定的行為、修

建既有的生活設施以達到永續社區的理想。不論

何種道路，都以建構永續的觀念為共同基礎，也

都以促發住民合作共同經營環境為手段，而期望

最終殊途同歸。

二. 釐清社區與社區營造
在討論「永續社區」之前，我們要先釐清

「社區」（community)一詞的本意。在中文世

界，社區一詞來自英文community的翻譯，但至

少在1931年出版的《社會學辭彙》中，它並未被

譯為「社區」，而用是「社羣」、「人羣」、

「地方社會」等（蔡嘉信，2011 )。如今，

community通常有「社群」與「社區」兩種譯

法，指稱不同的意涵。前者指的是一群人，彼此

間有共同的關懷、行動，形成「生命共同」的認

同感，即稱之為社群，最常見的是社會中的各類

社團，而當代透過網際網路聯結形成的同好更是

新社群的典型。社區則是具有地理意涵的社群，

指的是彼此間形成生命共同體，但在地理上又集

居在一起的一群人。

不論是社群或社區，顯然關鍵在於「社」，

亦即如同其原文之字首(comm-)所表達的，社區

或社群應該具有「共」、「相互」乃至於「公」

等等超越個體層次的存在特質。現今雖然「社區

營造」在台灣社會已成為普通名詞，但一般並

未強調「社」的意涵，反而淺薄地停留在「區」

（空間）的指涉上，人們對「社區」的了解似乎

就是：「不論城鄉，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區就是

曾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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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永續社區的兩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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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這種偏向實質空間的看法是錯誤且危險

的，它會讓人們愈來愈忽略社群的意涵，因而在

推動社區營造時，荒廢了社會關係與認同感的經

營，終究無法增進社區感。

在美國特別研究社區營造的專家Mattessich, 

P.(1997)在整理數百份研究資料並與許多實作

者、研究者討論之後，對社區作下如此的界定：

居住在地理上可以清楚界定的同一區的一群

人，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其生活所在之間

形成社會的和心理的連繫。

在這裡可以看到，社區成員間能形成生命共

同的關係，基本上包括兩種類型：一是人與人之

間形成社會的與心理的連繫關係；另一是人與他

們生活所在的環境之間形成社會與心理的連繫關

係。這種社會的與心理的連繫我們稱之為「社區

感」。

像台灣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在快速都市化

的過程中往往形成許多新的鄰里。人們集居於同

一個街廓或者同一棟大樓裡，建商在推案時加以

命名為「XX社區」，或者行政上加以界定為某

一村里或某一社區；雖有社區之名，但事實上，

住民彼此間並不認識，對於所在的環境也缺乏關

懷，僅能算是彼此的「鄰居」，實際上並不具有

社區感。因此我們可以說，「社區」指的應該是

「有社區感的聚落」，而不是聚落的空間本身。

進一步看，「社區」並不會因為「毗鄰而

居」即自然形成，  社區是要被「營造」出來

的。對新興的城市而言，將原本偶然聚合的「鄰

里」從無到有營造為有生命共同感的「社區」是

重要的發展課題；相對的，因著人口外流而日益

衰落的老聚落，原有的人際關係與社區認同感都

受到衝擊，也有待「營造」才能挽救社區避免衰

頹。文建會在1990年代初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概念並推動相關政策，其主要課題即在於處理

1960年代以來快速都市化對台灣新興城市與鄉村

同時造成的衝擊。透過政策鼓勵人們由「人文地

產景」等五大面向來推動社區營造，其本意其實

是強調社區中有許多硬體軟體的課題，有志者應

該藉由它們來發揮動員居民、促進合作的作用，

從而藉著種種行動而形塑或強化社區感。所以，

五大面向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標乃是社區感的

營造。

三.永續社區的願景
在理解了前上述有關「社區」與「社區營

造」的概念後，我們可以說「永續社區」乃是經

過營造的，充分體現永續觀念與價值的社區：

不論生活在都市或鄉村，居民能共同努力以

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對支撐我們生活所在的社

會環境儘可能地降低衝擊，並透過多面向的生態

設計、文化傳承、生態建築、綠色生產、綠色消

費、可再生能源、社區營造等等方式來實現之。

毫無疑問的，一個符合上述意涵的社區，其

社區成員必然是在環境議題上具有共識，願意在

自身的生活以及集體的行動上都儘可能地減輕對

環境的衝擊。因此在永續社區中有許多事務都必

須「共同努力」及「集體合作」，而這乃是一般

社區營造所共同追求的；不過，綠色的生活方式

則是永續社區所特別建立的營造目標。因此我們

可以說，「永續社區」與「社區營造」並不完全

等同，永續社區以社區營造為基礎，進一步邁向

更具體的生存目標彰顯綠色的生活方式。

近幾年來，台灣社會愈來愈體認到環境保

育的重要，節能減碳、綠建築、支持有機農業友

善大地等都有許多實踐的機會，但這些作為仍多

局限在個人、個別的家庭或有分散各地的社團成

員，少有社區的案例。當愈來愈多個人覺醒了，

組成共同目標的社團在社會上推廣理念，也持續

摸索研發實踐的技能，個別地創造出讓人可以實

際體會的案例後，理念／行動／推廣三者將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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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向的循環。如此，永續社區將是下一階段的

課題，對於致力環境保育者以及社區營造者，它

都是階段性的歷史的課題。

四. 營造永續社區之道
當我們期待一個社區，居民能彼此合作共議

公共事務，並能企劃集體行動有創意地處理集體

需求，又能在個人與集體的層次都過著健康永續

的生活方式(LOHAS)。這樣的社區如何形成？顯

然有兩個劇本。一是，一個已有社區營造經驗，

能共議共事同演同夢的社區，進一步集體思考理

想的生活方式，在採取了LOHAS的概念後努力

改變個人與集體的生活習慣、生活設施與社區環

境等，終於改造為生態社區。其二則是，一群已

具有永續觀念的個別家庭，他們也許早已集結成

立社團但仍分住各地，或者方才因理念而聚結，

但都接受了集居建構永續社區的理想，共同尋找

一處土地從頭營造一個全新的永續社區。

這兩個劇本所標示的道路不同，路上的障礙

與困難自也有異。前者以社區營造為基礎以改良

為手段，要面對的困難乃在於居民的價值觀如何

轉變又如何化為行動。由一般社區要讓居民由慣

行的觀念轉向「永續」「友善大地」等新的價值

是一大挑戰，而且不能只是少數改變，更要達到

「關鍵的多數」才足以讓永續成為社區營造的新

目標；甚且，不止觀念上能改變，更要能產生行

動，集體的行動，才足以讓永續社區成真。 以

台灣當前的社區營造為例，已有數千個社區加入

社區營造的行列，或位於都市或位於鄉村，或屬

新興社區或有長遠歷史，各自依著自身的條件而

經營出不同的面貌。但，能以永續為集體目標的

相當稀少，真正投入行動者不多，能有效變改全

體居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者幾乎沒有。因此，將

既成社區改變為永續社區，還是一條遙遠的但必

須努力的路！

因理念結合而致力於開闢新社區是第二條

路，但困難不言可喻。首先必須結合一群有理念

的家庭，願意改變居住地投向一個未知的集體生

活區，開始行動後，又必須克服尋找適當區位、

解決地權問題等，進而必須在環境規劃、建築設

計以及設施安排上都經歷集體商議甚至參與營造

的歷程。在實質環境營造完成之後，如何經營

社區生活得以兼顧個體自由與團體約定，才有可

能實現為永續社區。在這樣的社區中，基於永續

觀念的持續追尋與實踐，除了在環境營造上遵循

綠建築的各種作法外，往往也細緻地處理能源與

廢棄物，期望在地解決而不增加環境的負擔，因

此使用再生能源、垃圾徹底減量、回收等是基本

的；此外，也希望友善大地，因而推動社區內有

機農耕或自然農法也是常見的。更進一步，對於

孩童的教育、成人的學習、文化的傳承、靈性的

提昇等，也都會有嶄新的看法與行動。凡此種種

都需與建立共識且能轉化為具體行動，當然需要

深刻的經營。

在世界各地已有愈來愈多新的以永續為目

標的社區案例，拜網路科技之助，它們已形成網

絡。最著名的是全球生態社區網絡（GEN: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從其網站與出版品可以看到

分佈於各國的許多案例，每一個社區都在不同條

件下建構出有特色且符合永續價值的實質環境，

且在其中共同生活，經營出綠色生產、提供綠色

消費的種種作法。台灣的案例不多，最早的高雄

錫安山社區是一例，近來在台東則有綠土地生態

社區，規模尚小且在起步中，但值得關注。

五. 結語
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二十萬年，經過長久的演

化直到今日，在最晚近的二百年中才發展出當前

的生活方式，可惜的是，此種成長至上高度耗能

的生活方式卻成為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直到

P001-064-TA061.indd   50 2012/1/31   下午 11:45



51 臺灣建築學會  會刊雜誌  2012.01 

成果發表會專題演講

會費繳費方式
一、至本會繳納：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51號13樓之2

       電話：02-27350338  傳真：02-27396917

二、郵政劃撥：請至任一郵局劃撥，帳號：00157611，戶名：臺灣建築學會，請註明會員編號姓名。

三、 銀行匯款、存款：至全省各銀行辦理匯款；或至合作金庫任一分行辦理無摺存款。帳號為【合作金庫

銀行三興分行活期存款1405-717-325790】，戶名：臺灣建築學會，請註明會員編號姓名，繳款後請

將收執聯影本傳真至本會陳小姐收。

四、 信用卡支付：請詳填【信用卡繳款單】（本人及他人信用卡均可適用），如以下附件，並傳真至本會

陳小姐收，即完成繳款手續。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連絡電話：

臺灣建築學會 信用卡繳款單     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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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人類才開始覺醒，看到問題且願意行

動，永續的觀念和行動是的這一波覺醒行動的一

環，永續社區的營造具是的這行動的新嘗試。如

果它能成功在人類社會開展出來，或許可以讓人

類在地球上延伸出不一樣的生命樣態，成就不一

樣的文明。但這樣的可能性，端看活在當代的你

我能否察覺、醒悟、至心相信進而發為行動，建

築師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利益自己也利

益他人。歡迎走上永續社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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