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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社區營造成效之影響因素探討

黃正斌 *

一、前言：什麼是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是指由當地人自發性的振興運動，即是社區的設計，而居民即是社區的設計

師，思考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環境，並付諸於行動，是一個全面改造文化地貌、環境景

觀和生活品質的長期工程（註 1）。在社區營造過程中，提供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管道、
自行決定社區發展方向，進而活化民間社會，為公民社會的理想逐漸紮根（註 2）。英文
中的 community building、community development等字彙都是用來形容「社區營造」，
由於時代不斷的改變、科技的進步、世界地球村化，促使我們的眼界不再侷限於周遭居住

環境，社區營造是逐漸受到重視的一件活動。臺灣是一個島國，歷經幾次的殖民統治後，

居民的勤勞與純樸，在工業化及機械化後，逐漸不斷的侵蝕著，如為了建築卻把樹木不當

的砍伐、為了縮短時間卻把傳統的技藝捨棄，地方的特色也漸漸的越來越不受重視，取而

代之的是水泥的叢林（沒有溫度），與冷漠的群居社會關係（沒有交流）。相較之下，與

我們鄰近的國家日本，卻因為把無形的文化視為一種財產，可能是一種祭祀方式，也可能

是一種地方的水、土、氣候所形成的特殊景觀，是往後歷代子子孫孫可以繼承的，也是把

文化形成一種觀光財最佳的代表（註 3）。

當我們兒時的美景與記憶不斷的被破壞與侵蝕之下，社區意識才被逐漸的喚醒，尤其

是以新竹市為例，民國六十九年國科會在新竹設置了科學園區，無疑是對新竹這個有將近

三百年歷史的城市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三十多年來，全國的高科技人才遷居移入新竹市的

以及過客不計其數，但真正把新竹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亦或為此發聲投入真正情感的又

有多少人呢 ?

早在民國五十幾年就有社區發展協會這樣的組織與活動，但也僅限於國家對社區、對

民眾的政策指示，於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也因社會民主思想逐漸的萌芽，才意識到社區

的力量，社區是民眾一股潛在力量的發源地。另談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一詞，係由「文

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時任主任委員陳其南先生於民國八十三年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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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概念，使得「社區營造」的詞彙慢慢的走入我們的生活，有如空氣一般長伴著你的生

活而不自覺，但卻又不能沒有「它」，是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

二、社區營造的重要性

關於社區營造之重要性，以下分為幾個部份加以說明：

（一）對人而言：最近的一則新聞報導中指出，預估 2025 年全臺灣老年人口將佔全
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在此逐漸高齡化的社會結構下，加上年輕人離鄉背井出外打拼，

老人較沒有生活重心，像獨居老人三餐不繼這樣的社會事件，勢必會是政府未來面臨要解

決的一大問題。在鄰里間的我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他們要的不只是一餐溫飽，他們更需

要的是關心，只要大家肯給他們關懷，那媒體報導的將會變成社區溫馨的小故事及社區文

化歷史傳承的紀錄。

（二）對鄰里社區而言：以現代城鎮的觀點來看，鄰里已不是像從前農業社會一樣，

農忙時家戶相助，你收割我幫忙碾米的那種記憶，可以在煮飯時到隔壁的李叔叔、王媽媽

家借米、借鹽的那個年代，現在的鄰里可以是一個或大或小的封閉型社區，也可以是一個

街廓，或是一條巷道，但唯一不變的是需要我們共同去愛護，一起用愛去關心去維繫的，

不再是以行政界線去劃分區隔，以更包容的大視野，去看待我們的鄰里社區。

（三）對縣市政府

而言：社區雖然不該有

太多政治色彩的地方，

但是不得不說，「社區」

真的是選舉的前哨戰，

政治人物把社區當成兵

家必爭之地，攻城掠地

尋求「社區」的支持，

以致於「社區」有時變

成政爭之下的犧牲品，

為了一己之私，把「社

區」的未來都輸掉了，

別讓「社區」成為政治

的籌碼，地方政府應有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導覽圖─富含童趣又能充分發揮社區

特色（剪粘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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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更完善的機制，讓「社區」有更豐富的內涵，更美麗的外在。

（四）對全國而言：國民旅遊的新選項，就是在國內找尋有特色的社區，參觀當地特

有的風俗文化與風景地貌，如果有適當的行銷，「社區」簡單的公共藝術與文化，也能是

一幅美麗的風景，以全台灣來說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如南投桃米生態村、嘉義縣新港鄉的板

頭社區、台中的彩虹眷村、高雄橋頭社區都是在親身走過後，還會想一遊再遊的社區，走

過了三、四十年的工業時代，為了因應產業的西進與外移，如何發展社區特色結合休閒觀

光產業，將是我們當前重要的課題，台灣四面環海，擁有海岸風情、農村特色、特殊風俗

文化，顧及景觀及自然遊憩資源的永續性，是社區營造也是國家發展無煙囪產業最大的資

源。

三、影響社區營造成效之因素

社區營造的核心概念是：植基於過程，因影響因素眾多，且須與其他人一起參與真實

的社會建構，必須透過統整意見、調節差異，協商出一個共同架構與目標來完成（註 4）。
台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結合「人、文、地、景、產」的發展構想，增加社區發展

的廣度與發展的成效，因人文、地緣、物產及社區組織的不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社區特

色案例，同時也帶來社區新的活力、新的生機與生計（註 5）；其中，影響社區營造成效
之因素主要分為「五材（財）」：

（一）財政：在 2008 金融風暴過後，國家 GDP 值不斷的下修，在統籌分配款的遊戲
規則之下，各縣市政府都絞盡腦汁，如何在不盡相同的起跑點上，領先其他縣市一步，拔

得頭籌，取得較多的補助款，使自己的縣市變得更美好，又或者主政者願不願意把每年的

預算，挹注在這個似乎沒有終點的問題點上，如前所述，以前那美好的環境已經被破壞殆

盡，未來必須要花更多的心力與資源，才能把那殘缺美景的地圖弭補一個小角落而已，所

以執政者願意創造支持性的環境，提供居民免於遭受威脅，能獲得健康資源及增能的機會

（註 6），如此一來，社區才能持續不斷的接受養分，逐漸茁壯。

（二）人材：有了補助款，社區就能變得很美好 ? 變成是個適合居住的環境 ? 適合我
們教養孩子的好所在 ? 這往往都不是肯定的。古代有孟母三遷，居住環境的好壞，取決在
於居住環境周邊的人，社區有好的人才，願意付出，即便是給予鄰居一句問候，即便是給

花草的一點肥、一瓢水，在未來所收穫的，肯定不只是一個微笑的回應，不只是一片花海、

一片綠意那麼的一般。

（三）教材：學習是無止境的，如何給予對於社區營造完全沒有概念的民眾，提升對

於專業方面的興趣培養，或是增加他們的能力，跨越年齡、性別、學歷、經歷，全方位的

考量適用（合）性，進行議題的發酵，進而擴大公共議題參與的能力。

（四）素材：在文化傳承、社會服務、環境改善、公共關懷等多元化的社區總體營造

工作之中，如何找尋變化及社區本身性質的差異性，去作個別的調整，而不會陷入一直去

模仿 COPY他人成功的經驗，卻又徒勞無功，看不出任何的成效。

（ 五 ） 題 材：「 議 題 造

成流行」就以生態工法 , 是否
是真的「生態」呢 ? 抑或是為
了爭取、消化預算，硬是把不

必要的工程加諸於社區，在生

態工法流行過後，生態工法的

泛濫形成另一個議題，演變成

減法工程。如開心農場在臉書

（Facebook）網路世界遊戲中
一陣熱潮過後，由電腦螢幕進

入到我們真實的世界，開心農

場套用於我們的土地真的開心

了嗎 ? 在溫室效應日益嚴重的
情況之下，水資源不足，會不

會為了這些作物，而造成地下水超抽，或是農藥使用不當，造成土地更沉重的負擔，這些

行為無疑是預支我們下一代的資源，這都是我們這一代的人，需要去深刻檢討的議題。

四、新竹市社區營造之推動歷程與課題

《新竹新故鄉》

故鄉—就是能讓大家快樂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每一個故鄉的獨特魅力，把他挖掘出來？重新發光—社區總體營造。

這是一場無聲的內在革命 如果您對新竹這塊土地沒有感情，請不要加入我們

如果您很滿意目前的生活品質，請不要加入我們

如果您想讓新竹更美好，如果您希望成為新竹的歸人，

請參與這場無聲的內在革命，再造新竹新故鄉。（註 1）

新北市新莊中港大排─生態工法 , 是否真是居民需要

的「生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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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官學如何在社區營造中結合 ?

新竹早期因含有豐富的天然氣及矽砂，所以出產玻璃，新竹生產玻璃已有一百多年的

歷史，目前仍有一些小型的工廠在香山、牛埔一帶，繼續從事著這需要耐高溫，重細膩心

思的藝術工作，也因為有強烈的季風，在南勢延平路一帶，新竹的米粉也是遠近馳名，所

以新竹的產業也是社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產業不能只是把自己關在門內，是否願意把自

己當成社區的一份子，投注一份心力，跟產業決策者有很大的關聯，如果社區把產業當成

社區行銷的主軸或是一部分，相信產業會自動自發的配合社區，讓產業走出門外。

文化局對於新竹市的社區營造是最瞭解的行政部門，除了承接上級機關的指示，把每

年度中應辦理的事項完成之外，如何在固定的操作模式裡面，尋找創新的作為，這是一大

挑戰。行政部門有退休、業務調動、考試分發期滿商調回鄉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以致辦

理相關業務熟悉稍有成果，卻又必需換人重新再來的情形。面對這樣的狀況，相關行政部

門必需建立良好的資料庫，有系統的從舊到新，從紙面資料到電子檔案，做一個有效率的

分類，讓業務交接不斷軌，即便承辦業務人員更迭，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可以很快的上

手。學習可以從紮根做起，另外行政部門也可以透過主動出擊的行銷方式，將社區營造的

講師、志工，普及到各級學校，利用社會教育時間，學校教師講習，都是播種的好機會。

新竹市共有六所公私立大學，包含公立的三所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以及私立的三所大學中華大學、元培科技大學和玄奘大學，學校提供基礎

的教育學程，但不見得有實際的場域可以操作，若將社區營造實作納入畢業前的必修課題，

一方面是學以致用，另一方面也是學習的成果呈現，亦把學校的教學成果展示給市民。

（二）如何從接受補助到自給自足？

新竹近幾年來最受矚目自給自足的

模範社區先鋒，非「康樂社區」莫屬了，

因新竹是一個靠海的城市，遠在三百多年

前，先人過黑水溝來臺，因地茂生糠榔樹

而得名「糠榔庄」，「糠榔庄」是南寮港

昔日與大陸貿易物資運送至市區大街的必

經要道，當時有輕便車道路經舊港、到大

街（今北門街外媽祖廟長和宮）所必經之

途，後於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行政區

域調整時以其音「槺榔」名為新竹市北區康

「糠榔庄」古輕便車道─在康樂里不僅可

以聽到歷史解說，還可以親身體驗。

樂里迄至今日。

林再興先生於民國 83 年擔任康樂里里長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迄今，推動社區業務
不遺餘力，不只是帶領著以里辦公處為主的鄰長 10 人、社區發展協會 22 人，也成立了環
保志工隊兩隊 42 人，並協助市政府的工作，成立了老人關懷站、媽媽教室 75 人、社區文
史工作室 12 人，對社區不只是從外在的改變，更從社區民眾內心做了更大的努力，這樣
的樣態不是一日可及的，是慢慢的累積才有今日的規模。

社區文史工作室的協助，把古輕便車道的路線規畫出來，向中央及地方政府爭取了經

費，恢復了部分的景象，讓我們體驗了當時先人的生活方式，在親身走過「康樂社區」的

深度體驗後，你可以發現社區的不同玩法，不管是一口井、一片牆還是幾個碉堡，在社區

志工的引領之下，不再單單只是一個老舊的建築物，而是讓它們像老唱片一般，訴說著過

去的歷史，令人不斷的回味。在這樣純樸的農村社區，還可以看到豐富的農村文化，「而

社區發展協會也配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讓這些對於農特產品加工、

農村米食的製作等相當拿手的社區媽媽們，能夠大展身手，不只保有傳統，也有研發及創

意。社區還提供米苔目、搗麻糬、手搯摃丸等 DIY 體驗及教學。提供近十種農特產加工產
品、農村風味餐、DIY體驗、年節米食、當季蔬菜等，看著社區媽媽們頂著艷陽曬製豆腐乳、
菜脯等醃製產品，依古法製作的好滋味令人讚不絕口」（註 7），這是「康樂社區」的成
功模式，如何複製這樣的成功經驗，不只是社區的問題，也不光是政府的責任，更是我們

每個社區參與者、一份子，都需要一起腦力激盪的課題。

五、社區營造影響因素之探析

在城鄉規劃及社區發展上，便應充分利用地方特色，追求具地域性特色的「在地發展」

（註 4）。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探討：

（一）政府政策面向

1. 整合研發：透過行政社造化的分層輔導，促進政府整合資源與作業流程，並建立行
動化智庫，掌握社會脈動。

2. 永續經營：深耕社區文化事務，有效結合外在資源，共同建立可持續運作之機制，
活化既有之文史資料與傳統技藝，也豐富社區人文風貌。 

3. 創新育成：結合部會資源整合概念，引導社區開創新思維與新方法，透過「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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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進行「線」的連結，擴大成「面」的效果，展現創新實驗成果，共同創造新

的發展模式。（註 8）

（二）執政者的行政支持與否 ?

新竹市計有 120 個里，2215 個鄰，115 個社區發展協會，人口數亦超過四十三萬人
（統計至 103 年六月底），有這麼多的人，就有這麼多的期盼，如果執政者不重視，也未
能提供支持性的環境與行政上的協助，必定只能看見到失敗的成果。

（三）行政單位的指導方針

社區營造工作除了民眾參與外，行政人員也應具備由下而上的社造精神，方能依社區

的需求辦理各項施政。行政社造化工作即在輔導縣市政府，培訓行政人員社造理念，具文

化思維及視野，以社區需求為導向，整合及協調社區相關業務，協助社區永續發展。為就

近培力社區，特別輔導各縣市成立縣市層級社區營造中心，培力基層社區社造人才及技能。

建置社區資源網站－臺灣社區通，提供社區經驗交流及各項政府社造資訊，以落實公民參
與之目標。（註 8）

1.社區的向心力―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目前所見社區失敗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的不同調，

由同一人擔任不算少數，如果意見能整合倒是相安無事，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或

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有意角逐里長的想法，或是對社區經營理念相左，不但是

社區業務推展不易，更有可能停擺滯而不前，絕非社區民眾之福，也是最不樂意見

到的狀況。

2.居民間的互動關係

臺灣人的生活模式，在西方文化逐漸打入我們的生活後，除了飲食之外，倒是學的

有點四不像，在國外社區裡見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一句 HOW ARE YOU DOING?
給你一個微笑，往往可以帶給你愉悅的心情，在臺灣除非是老鄰居，也別說是樓上

樓下了，有時連左右鄰居姓啥名誰 ? 都叫不出來，對社區的事務更別說關心，就連
管理委員會發放禮卷、送紀念品邀請出席會議，出席的人數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對自身的權益亦不關心，直到發生事情需要幫助時，才想到要看看自己周遭有什麼

資源可以詢問。以現實一點的比喻社區事務就好比互助會一樣，你不先付出（繳交

會錢），怎麼會問啥時你可以標會，反之 ~ 你標了會把錢拿走卻跑了，那這個會豈
不就倒了。所以，社區是值得我們去付出的，只要你願意為社區出一份力，社區改

變時的反饋，將加諸於我們自身。

六、新竹市社區營造未來推動之策略

社區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草根基礎，其營造工作迄今依然存在許多困境與挑戰（註

9），未來在政策上可嘗試由以下面向著手推動：

（一）化被動成主動

在社區營造走過了這麼多個年頭之後，不能再是等待政府給予政策性的指示後，才有

被動的作為。不管是找出自己社區的特色，積極的參與培力的課程，發掘社區的資源，招

募社區志工等等的先期工作，如果能夠穩定持續不斷的發展，在目前的社區營造業務框架

之下，願意主動的社區，必定會是以先驅之姿，領先其他的社區。

（二）與年輕世代對話

目前全台智慧型手機或是 PDA 雖然還不到人手一台的盛況，但低頭族已是流行的象
徵，少了那麼一台就好像你會交不到朋友似的，如何讓年輕世代聚焦於社區，如何吸引年

輕人的眼光進而參與，並積極加入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如果能結合科技，在推展社區營

造，不管是文化的研究、誘發組織的形成、培力課程的推廣，將會收到不錯的成效。

1.時下最流行的小方塊― QR CODE 
空間不足的社區，可以用壁畫彩繪 QR CODE，或是請志工穿著上有 QR CODE 的
社區 T恤，連結到社區經營的網站（Facebook 或是部落格）, 有空間的用草皮修剪
成 QR CODE 或種植矮灌木 , 亦或在社區規劃的路線中設置 QR CODE，以蒐集 QR 
CODE的互動小遊戲，既有樂趣又可以把社區依規劃者的方式，呈現給到訪的民眾。

2.你（妳）的朋友都在手機裡― Facebook
在參加培力課程後，能有幾位學員會保留課程中的資料，即便保留了資料，又有幾

位學員會把資料再次的翻閱，透過 Facebook 的群組功能，定期的討論與更新 , 使
參與培力的學員不斷的充實，也可讓專家學者提供最即時的協助與養分給學員。

3.互動遊戲― APP
方案一：在年度的預算經費裡，提撥部分預算，建置一個社區營造的 APP，提供給
各個社區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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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高手就在民間，提供獎金及獎勵，讓有能力的年經人，透過撰寫程式參與

設計 APP時，深入去瞭解社區營造，便達到吸引年輕人參與的目標。

（三）發掘在地特色─一鄉鎮一特色延伸至一社區一特色

新竹市是個小而美的城市，一鄉鎮一特色除了貢丸、米粉、玻璃的產業之外，我們能

不能把這樣的精神，更細緻的以一社區一特色來呈現，並把「它」串聯起，不只能看到社

區成長，都市的觀光資源也有嶄新的風貌。

七、結語

行政部門應考量新竹市的發展特性，以社區的特性、文化背景特色建立一套機制，並

檢視各個社區未來的走向，以短、中、長期的觀點，協助評估適當性、可行性，去蕪存菁，

在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各個補助經費的取得更顯得難能可貴，免除耗費不必要的金錢與時

間，是在社區營造中重要的一環，更是全體社區一份子的責任。

社區營造的推廣截至今日，想必還有很多市民不懂社區營造是什麼 ! 更多的市民可能
連社區營造都沒聽過，運用科技的方式來推廣是一種趨勢，民眾參與興趣與能力的培養，

借助科技的力量，勢必能在短期之內收到不錯的成效。

每個社區必須發掘自己社區的特色，才能進一步成為自給自足的模範社區。全新竹市

有 115 個社區發展協會，在這當中有十幾個比較活耀的社區，藉由這些社區的成功案例，
以及這些社區的魅力，帶領周邊的社區，猶如池塘降下雨滴般的不斷激起漣漪，由單點的

社區串連成帶狀的示範社區聯盟，進而跨區域跨局處跨計畫，織成綿密的網絡，共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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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志工的培力課程─

不斷的提供養分及志工的參與度，將影響社區營造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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