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擂台賽
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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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致
善

化被動為主動 扭轉社規師角色

社區規劃師的角色原本就是主動、深入挖掘社區

的各種聲音與問題，協助發展並診斷地區議題，

進而協調社區與地方政府的意見，建立多元互動

制度，並掌握社區或地方的空間變化，協助社區

突顯自我特色與自主性，作為地方政府與社區、

民眾間重要的介面。

不過，許多地方執行至今，社區規劃師的角色並未

充分發揮，依舊被動地等待地方政府研提計畫，或

者即便提出相關地區發展計畫，也未能主動積極蒐

集、整理與分析資訊，作為利害關係人或團體的決

策依據。因此，如何強化誘發社區規劃師的機制，

已成為城鄉風貌改造運動的重要關鍵。

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學會多年來累積豐富的社區培力經驗，將「社區規劃師 」

定位為策劃者（curator）的角色，以「社區 」整體為培力對象，透過「由

下而上」的操作方式，讓社區學會如何自主營造與經理其社區公共環境，並

提升社區承載公共資源的能力，讓社區守護的力量能真正在地生根與延續。

為了發揮社區規劃師作為社區環境營造的經理人角色，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臺東縣政府執行「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 」，

希望落實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帶動民間自發性參與社區環境改造，並整合相關空間專業者與團隊，

協助社區提出長期發展願景及整體公共環境改善計畫，為地方發展注入永續泉源。

計畫由臺東縣政府委託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學會擔綱執行這項任務，

學會由李松根教授和專案研究員林綺瑩領軍，

以創新的「社區提案擂台賽 」實驗性作法，形成整體的社區參與機制，

不僅一新耳目，建立社區營造的公平競賽機制，

也讓社區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動了起來，贏得一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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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擂台賽 競爭分兩階段

「臺東只有八到十二個建築師，社區卻有一百多個，哪裡夠用呀？」林綺瑩

指出問題核心，在專業人員無力負荷、也難有對話機會的情況下，她重新

回頭思考推動社規師的政策目的，再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操作模式。

於是，屬於臺東的社區規劃師「擂台賽」開鑼了！

報名參與社區環境改造補助的社區組織，必須通過兩階段的公開評選（過

程很像打擂台），計畫才有機會獲得滿額的執行經費。其操作方式是先由縣

政府城鄉發展局公布該年度推行機制以及一份 A4 的擂台賽報名表，申請

的社區得填列社區風貌改造的經費、分工、執行內容等項目，計畫表的填

寫則必須經由社區組織充分討論，其中有關雇工購料的作法、如何採取生

態工程設計手法執行等，都要先簡單敘明詳實的作法。

委辦單位在接獲申請表後，除了進行書面審查，還須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督

導顧問團，實地到社區巡迴訪視，現場了解社區協商的過程（是否真的取

得共識等）、施作內容的規劃動機（是真有需要，還是消化預算？）……等

等，適時提供社區支援及協助。透過這個過程讓大多數的社區居民知道計

畫內容，用意也是讓居民參與監督這項計畫。

接著，第一輪擂台賽登場了。邀集各方專家學者及相關行政部門再組成督

導顧問團，由社區組織進行限時簡報，並接受專家委員的提問進行答詢，

除了在現場可以與委員溝通、討價還價，還可由社區自行推派代表組成

「遊說陪審團 」，如鄉鎮長、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意見領袖等，為社區的提

案補充意見、爭取分數。

在完成答詢程序後，立刻由督導顧問團舉牌打成績，簡單明快，完全沒有

作假或受特定拉票行為左右態度的機會，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而通過

第一關檢驗的社區改造案，只能先取得一定比例的補助進行初步改善，第

二階段的補助經費，則得視社區在第一階段所努力出的成果。

01  傳統土角厝以社區交

流中心為營造概念，

進行修復工程與空間

再利用。

02  專家委員對社區的說明

可以提出意見，而社區

也可充分表達與回應。

03  臺東社區環境營造提案

競爭率全國之先，採用

「社區擂台賽」方式角

逐有限的補助資源。

04  藉由參與環境營造之

過程，促使社區挹注

族群活力，營造特色

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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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社區陪伴成長 持續發展的動力

第一階段擂台賽完成後，社區必須在少少的經費下努力做好階段性的空間改

造，為第二階段擂台賽打拚。透過公開、互動和團體合作的兩階段競爭機制進

行社區培力，也為社區架起一個相互支援的平台，藉由空間變動來養成社區的

公民社會習性，建立對未來發展的共識，使社區能逐步累積推動的基本能量。

計畫過程中，社區並不寂寞，不但安排多處社區夥伴相互訪視，刺激社區多

方思考及討論，亦採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藉由過去已完成培力輔導有經驗

的社區，來陪伴協助鄰近參與計畫的新社區夥伴，彼此相互成長，而這樣的

陪伴過程，即是讓社區能繼續持續的重要動力。

因此，在內政部營建署推動社區風貌改造工作後，臺東幾乎每個社區、部落

都動了起來，透過社區民眾自發地參與，已逐步改造社區的景觀，臺東歷經

三年的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臺東經驗 」已儼然成形。對執行團隊來說，

臺東的活力社區，將成為未來推動社區風貌改造工作的種子部隊。

這樣的模式在兩年內已培力完成 16 個社區以及超過 130 個工班人員，遊戲

式的競賽方式，不僅促成社區培力的模式從「靜態 」轉向「動態 」，也讓公

共投資更有合理性和地方的參與性，包括議員、鄉代表、鄉長以及居民等，

都有機會參與社區提案的擂台過程，「讓社區居民體會到：只要社區共同團

結努力，人人都有機會！」

01  社區空間改造，以雇

工購料、在地工班工

法施作，再現傳統工

藝及技法之傳承，讓

臺東社區風貌營造動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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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透過社區提案擂台也

凝聚了當地部落與社

區的向心力。

03  昔日先人以手建家園，

今日臺東社區也以手來

為下一代留下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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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台賽 讓地方人學習做主人

社區擂台賽表面上看來只是個熱鬧的活動，但是背後蘊含一個能帶動地方改變

習慣的公民運動，它觸動地方發展的轉型，更讓地方的人學習去做地方的主人。

「在這裡不必教他們什麼是綠建築，他們有機會身體力行什麼是社區風貌的

元素。」林綺瑩說，例如 96 年獲得滿額補助的臺東排灣族部落台 社區，

就由部落原住民主動把水泥地翻起來打掉，改種草皮，原來全數水泥化的部

落基地，如今已經可以「呼吸」了。

計畫推行的成果，讓大家都有所感動，縣政府城鄉發展處今年 5 月更以「一

場空間與專業的寧靜革命－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 」為主題，報名參

加「2008 年國家卓越建設獎 」，獲得評審委員一致通過，得到「優良環境

文化類 -- 特別獎 」的獎項，證明執行經費少，展現的成果卻不一定少。在

集合參與社區、公部門及委託單位的執著努力與付出，如今榮獲「2008 年

國家卓越建設獎」，是對「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辛勞成果極大之肯定。

01  輸人不輸陣，為了與

其他社區互相競逐，

社區參與能量在社區

規劃師培力計畫中充

分展現。

02  將原本的閒置空間搖

身一變改造為社區圖

書館，創意展現不僅

符合社區實質需求，

也受到小朋友的一致

歡迎，讓他們在下課

後還有學習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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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年紀小的雖然沒辦法幫忙

做工，但是有活動時，小

朋友跟著在旁邊支援，幫

忙端便當或是拿茶水招待

別人，這就是社區共同經

營的入門啦！

04  社區耆老用說的還不夠

看，不僅重現失傳已久的

工法，也跟著年輕人一起

在工地動手做。

05  老人家對於年輕人修繕的

空間非常熱切期待，在社

區公共空間落成典禮上，

耆老們以八部合音之吟唱

來禮讚大地神祇的守護。

06  社區提案擂台設計了遊說

陪審團制度，可由社區自

行推派代表，為社區的提

案補充意見、爭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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