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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社造論壇推動計畫

社造30：世代進行式

一、計畫緣起

肩負「文化振興」與「公民社會」雙重使命，「社區營造」一詞自1994

年文建會（現文化部）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以來，藉由對公共領域議題

的共同參與，激發地方社區公民與共同體的自主意識，重建地方文化和產業振

興，獲得許多文化人士的認同，並於2008年成為國家重要政策，在行政院「臺

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指導下，對社區營造提出更多政策分工，除文化部以

外，教育部、內政部、農委會、經濟部及客委會等中央部會，也開始以社區為

載體，推動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和社區意識。2016年，文化部提出《社區營造

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簡稱為《社造3.0計畫》），立基於既有的社區總

體營造基礎之上，納入公民審議及參與式民主概念，目標為建立文化公民社

會、均衡城鄉文化資源。2022年提出的「社區營造第四期發展計畫」（社造4.0），

將「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四項議題納入，目標為厚植

公民基礎，打造公共參與、社會改造、民主治理的新途徑。

社區營造對台灣社會轉型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從上述社造政策發

展脈絡來看，自1994年以來，社區營造已然成為一股穩定而堅實的力量，在地

方上培育出一批認真踏實的社造人才，在民間與政府各個部會的協力合作下，

社區營造與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成為台灣文化價值觀的重

要一環。草根社區的動員正在催醒台灣社會，一點一滴地重塑台灣社會的新價

值觀，挑戰著既有的觀念體系，成為一股穩定而堅實的力量，回應了臺灣社會

環境變化帶來的諸多挑戰，同時呈現一個良好公民社會應有之樣貌。

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很快，社區作為各種社會資源、社會力

量匯集的平台，是大社會的微型縮影，無法置身於社會變遷的脈絡之外，需要

回應更多新的公共議題，如氣候變化、國際衝突、貧富差距、食品安全、性別

/族群平等、高齡社會等等，有許多嚴峻問題甚至超越國家和地區的界限，關係

到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跨域合作是未來社會發展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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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趨勢，社區治理在全球化的架構下日益重要，社區營造必須走出過往「獨善

其身」的傳統模式，進一步思考「兼善天下」的全球社群公共治理模式。

近年來，關於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以及文化治理的議題在全球範圍內

擴展，如同台灣致力於推動社區營造，也有許多國家為了應對在地化和全球化

的矛盾而提出相應的治理方法，如日本的地域振興、韓國的社會處方和馬來西

亞的社區活化等。儘管作法有所差異，但是以上國家皆嘗試以「地方性」和「文

化價值」來回應全球化議題的挑戰，在實踐經驗上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在此

基礎上，建立一個可以互相交流、學習和分享的平台至關重要，不僅有助於台

灣的社造轉型與經驗輸出，同時期望能促進區域國家的繁榮、和平與安定。

30年的時光如同永恆的鼓聲，是推動台灣社會進步的穩定節奏。自1994

年以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社區營造，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大就無

所謂小，沒有快就無所謂慢，時間不只是數字，更是一種概念，其本質由每一

個參與其中的人各自理解、共同界定。

「社造30：世代進行式」的命題，對於宣示台灣社會力量與國際接軌，

共同推動社會改革和全球化議題的共識，是很好的契機，鼓勵台灣從事社區營

造的專家學者、社會大眾參與，以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為紐帶，透過交流、互

動的方式，探討社會議題的解方，並結合產官學資源，運用文化特色來建立社

區永續的發展願景。2024年10月，號召全國社造人一起參與「社造30：世代進

行式」系列活動，期待不同世代的社造人用自身的經歷、視角和生命故事重新

定義社造的第一個30年，將累積的社造量能轉化為可以被看見、被聽到的世代

價值，同時，邀請亞太國家與地區共同參與，以社區營造與在地文化作為共同

話題，一起促進區域間的發展共識、經驗擴散，以及永續發展。

國立聯合大學成立於民國92年（此前為聯合工專），是苗栗縣唯一一所

綜合型的國立大學，強調教學實踐、產學共創，長期以來與地方保持良好合作

關係。民國97年，本校成立之「創意統合設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創統中心），

主要工作任務是結合學術理論和實踐知識，以社區營造、社會設計的方法，帶

動社會改造和社會創新，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之功能所在，為了強化學術單位的

在地實踐行動，深化青年學子人文素養與公民意識養成，鏈結產學跨域合作資

源,從學術論述的基底創造多元文化及社會參與的可能性，故本校創統中心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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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推動社區營造屆滿30年之際，特提出「社造30：世代進行式」之計畫。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為一年期計畫，目標為總結過去30年來台灣政府、民間協力推動

社會進步的實踐經驗，以及以全球性議題的方式串連亞太區域國家的社造資

源，形成跨國公共治理共識，達成以下目標：

1) 回應社造30年，對過往實踐經驗的階段性總結以及形成對下一階段社造世

代前進的願景共識。

2) 徵集亞太地區有關社區營造、地方創生之人事物相關論述，形成社造經驗

的理論、實務與行動模式。

3) 建立全球性議題聚焦學習交流機制，創造青年與各世代的參與意願與機會。

三、執行內容與方式

綜上所述，本計畫預計執行工作內容有兩大面向，一是「共筆社造30」，

透過公開徵稿的方式，邀請學術界及實務界針對台灣社造推動三十年相關經驗

及議題進行共筆徵稿,並辦理發表與交流活動,以期由台灣社造經驗鏈結亞太各

國之社造推動，二是「社造30：世代進行式」論壇，邀請亞太區域的專家學者

分享各國實踐做法，以及邀請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台灣推動社造30

年的經驗脈絡，期為台灣社造下一階段的發展累積更多量能，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共筆社造30：社造研究論述與學術研討會

政府各部門20餘年來致力於社區營造推動，從理念的推廣、人才的培育

及文化的保存，結合各級政府、民間團體及學術界投入社區營造工作，在此過

程中培育出一批同時具有創造力、行動力與研究力的社造人才，為社造及地方

發展累積能量及儲蓄人力資本。然而，社區營造的對象與目的會根據社會環境

的變化而不同，社造人才不應止步於此，人力資本也應該突破代際關係的侷限，

引發更多人參與社區營造的可能性。

為提昇台灣社區研究在國際相關學術領域的地位，促進亞太地區對社區

研究成果的知識分享。本計畫預計以「消失的邊界：社造創生的實踐與行動」

為主題，邀請產官學專家學者進行「共筆」，針對亞太地區的社區發展典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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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做法進行分析，探討不同社區實踐行動的歷程與成果。

具體工作項目為案例資料收集、調研與分析，並嘗試以臉書、youtube

等線上平台與線下展示等方式推廣有關社造論述，以及辦理一場學術研討會，

邀請亞太地區從事社區治理研究或實踐的相關學者專家發表研究論文，分享各

國在地社區學術研究的歷程與成果，讓亞太地區社會治理與社區治理的相關經

驗得以延續擴散，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力。

（二）社造30：世代進行式論壇

為了推動社造世代協力，建立下一階段的願景共識，以及與亞太區域國

家共同搭建友善的社造交流平台，本中心預計於10月辦理「2024年亞太社造論

壇暨學術研討會」，因2024年為推動社區營造的第30年，故經過前期的訪談與

有關專家座談討論後，訂定主題為「社造30：世代進行式」，預計辦理內容包

括主論壇、分論壇及國際論壇等，如下說明。

2024年亞太社造論壇暨學術研討會以「社造30：世代進行式」為基礎，

分為社造論壇（主論壇和分論壇）、國際論壇等環節。在社造論壇部分，預計

邀請台灣各界，包含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等長期推動台灣社會前進的單位共

同參與，暢談社造30的集體記憶，同時引動不同世代的對話，共同凝聚出下一

階段社造發展的共識，下午的分論壇環節將針對「城鄉社造轉移」、「淨零行

動」、「社會處方」等議題進行深入對談。

第二天上午國際論壇環節，是以「亞太社造創生的實踐與行動」為主題，

邀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從事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相

關專家學者，以亞太夥伴如何共同推動「全球社群公共治理」為題，從環境行

動、公民科技和社會影響等角度切入，於國際論壇上進行深度對話和探討。另

將於第二天下午辦理學術研討會，推動亞太社區文化研究發展計畫，鼓勵亞太

國家及地區內有關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的人、事、物之研究，研討會投稿之文

章將依論文審查委員會建議與推薦，後續收錄於社區營造學報期刊（Community

Empowering Studies,ISSN2958-7727）或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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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規劃

（一）時間：113年10月12日（六）及13日（日）上午9點到下午5點30分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會議室（詳見下表）

113年10月12日（六）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30

（30分鐘）
報到

507大會議室

09:30-10:10

(40分鐘)
開場、社造30影片（約10分鐘）、貴賓致詞、合照

10:10-11:20

(70分鐘)

主論壇A：【與時間對話：給自己的永續未來】

主持人

陳錦煌/新港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與談人

陳美伶/前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

侯志仁/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教授

廖嘉展/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1:20-11:30

(10分鐘)
休息時間

11:30-12:30

(60分鐘)

主論壇 B：【與世代對話：社造創生的無限可能】

主持人

洪德仁/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前理事長

與談人

曾旭正/福智佛教學院籌備處副主任

黃允巍/大同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劉育育/苗栗縣苑裡鎮鎮長

林峻丞/甘樂文創創辦人

12:30-14:00

(90分鐘)
午間休息

14:00-15:30

(90分鐘)

分論壇A-1：【城鄉轉移】

主持人

許主冠/臺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

李應平/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

沈振江/日本金澤大學理工學院教授

曾梓峰/逢甲大學智慧城市碩士學位學程客座教授

李明岳/雲林縣政府計畫處處長

507大會議室

分論壇 B-1：【都會型社造】

主持人

楊玉如/台灣社造聯盟理事長

主講人

51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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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緯/好伴社計營運長

林倩如/OURs都市改革組織專案執行

尤瓊霞/西屯區社造中心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

連振佑/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副教授

焦點論壇 C-1：【社參式實踐：社會參與式課程的教學實踐：知與行？】

主持人

張力亞/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引言人

張怡棻/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創新與經營研究所助理教授

呂耀中/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助理教授

黃小萍/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教師

蔡慧瓊/金門高中教師

與談人

陳惠民/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401中型會議室

焦點論壇D-1：【審議社造：當社區總體營造遇上審議民主】

主持人

葉欣怡/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

林國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祐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陳文學/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黃世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教授

403中型會議室

15:30-16:00

（30分鐘）
交流與休息

16:00-17:30

(90分鐘)

分論壇A-2：【台灣健康憲章】

主持人

洪德仁/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前理事長

與談人

廖宏恩/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教授

戴旭志/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系主任

林士堅/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錦煌/新港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507大會議室

分論壇B-2：【淨零行動：邁向淨零轉型，社造如何參與？】＊本場待邀

主持人

楊志彬/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主講人

蔡玲儀/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署長

引言人

張力亞/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與談人

51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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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宏/內政部政務次長

徐燕興/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回應人

周素卿/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焦點論壇C-2：【防災社造】

主持人

王俊秀/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榮譽教授

與談人

謝瑞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台灣寺廟研究中心主任

陳亮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退休教授

游雅帆/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執行秘書

401中型會議室

焦點論壇D-2：【青年社造：新風造浪共伴前行】

主持人

黃鼎堯/耕藝耘術有限公司執行長

與談人

林偉/媽媽樂工作室共同創辦人、基隆市嘻哈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

呂歷玄/FLAVOLHUALIEN文化推廣工作室主理人

詹凱毓/藝言堂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共耕食代企業社創辦人

解永華/師大白鹿洞店長

蔡欣穎/心傳租書社小女兒

403中型會議室

17:30- 賦歸

113年10月13日（日）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30

(30分鐘)
報到

507大會議室

09:30-10:10

(40分鐘)
開場、貴賓致詞、大合照

10:10-11:30

(80分鐘)

國際論壇：【社造創生的亞太實踐】

主持人

何培鈞/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主講人

李哲昊/韓國社會革新家網絡副理事長

卓衍豪/馬來西亞P Lab地方創生實驗室執行長

本田節/向日葵亭、立金花之鄉創辦人

11:30-11:40 休息時間

11:40-12:30

(50分鐘)

國際論壇：【社造創生的智慧營造】

主持人

王本壯/台灣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

彭立沛/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呂建德/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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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宏/內政部政務次長

徐宜君/文化部政務次長

12:30-14:00 午間休息

14:00-15:40

(100分鐘)

學術研討會A-1

主持人：王佳惠/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評論人：賴維鈞/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307會議室

學術研討會B-1

主持人：鄭晃二/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評論人：張桂肇/國家海洋研究院副研究員

511會議室

15:40-16:00

(20分鐘)
交流與休息

16:00-17:30

(90分鐘)

學術研討會A-2（社區規劃師專場）

主持人：連振佑/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副教授

評論人：謝昇佑/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307會議室

學術研討會B-2

主持人：黃世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教授

評論人：張力亞/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511會議室

17:30- 賦歸

五、預期效益

台灣多年來推動社區營造的成效，已經成為亞太區域社群的重要典範。

就如同過往曾經揚名海外的台灣農業技術團，開啟我國參與國際援助的先河。

台灣社區營造的經驗以及作為其中重要元素的地方文化特色，將可協助建構更

具韌性以及永續發展願景的亞太社會，期望促進更多的跨地區、跨領域合作與

學習，與國際共同以社區行動夥伴關係創造社會影響力，並進一步展現台灣的

文化軟實力，以共好、共享、共榮為宗旨，建構更文明的亞太文化生活圈。預

期效益如下。

（一）連結亞太區域國家與地區，建構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的特色平台，促成交流、

分享與合作共榮。

（二）透過網路、實體的論壇與研討會形式，紀錄統整社造三十的成功經驗、分析效

益，從而持續性地發展社造論述、累積社造成果，擴散社會影響。

（三）厚植社造基礎，深化社群關係，推動多元主體建構社會力量的平台，邁向理想

社會。


	亞太社造論壇推動計畫
	社造30：世代進行式
	五、預期效益
	（一）連結亞太區域國家與地區，建構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的特色平台，促成交流、分享與合作共榮。
	（二）透過網路、實體的論壇與研討會形式，紀錄統整社造三十的成功經驗、分析效益，從而持續性地發展社造論述、累
	（三）厚植社造基礎，深化社群關係，推動多元主體建構社會力量的平台，邁向理想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