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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試驗性的實踐作為
時間長
可以等嗎?

方案的可行性
地方政府可接受嗎?

跨領域/跨部門/跨區域
未來將有更多試驗行動

如何因應?

大學的角色

建構持續在地經營機制
與在地共學共作中，保
有持續的在地對話與試
驗性行動，尋求在地發

展的可能性

增權長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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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一、從社區場域到區域場域:
1.各場域從社區開始擴大關心範圍，與區公所/各
局室的關係逐漸重要。通常是在社區規模共做共
學的經驗與成果累積中，逐漸獲得公部門的信任。

2.增權與長能過程的區域場域經營:
從社區場域到區域場域的經營過程，是一個團隊、
在地(與公部門)增權長能的過程。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二、平時建立對話連結平台:從重建計畫經驗
1.從社區到區的運作機制建構並與市府機制連結
目前重建計畫已結合市政府災害防治辦公室，以
行政區為單位(玉井區、北區)運作，與公部門的
防災體系連結。

2.活用過去增權長能的成果，與市府、NPO連結
運作。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三、於USR計畫的推動，建立區域對話交流平台
與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合作，以含蓋大

台南山、海、平原、都會特色場域的八大區域社
造家族平台為基礎平台，提供參與大台南USR計
畫的大學於各區域對話的機會。



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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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區
大東原地區

左鎮區
公舘社區

震災重建

中西區
銀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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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場域到區域場域的經營過程，是一個團隊、
在地(與公部門)增權長能的過程。



第一期銀同社區議題
歷史性都心商業區高齡者生活內涵與生活環境營造

銀同社區

因應高齡社會
在地老化的

空間/設施需求特質

小規模
分散式/高可及性

多樣性

因應高齡社會
在地老化的

空間/設施供給困境

歷史性都心區
公共設施/用地少

私有地公共使用的可能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13

C-11支援社區公共使用/發展社區高齡者社區生活的
戶外公共空間營造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14

由店家主導策畫的公益性活動

社區店家提供之戶外公共活動空間

C-11

C-8

C-12

小客廳書坊舉辦之高齡者健康講座

支援社區公共使用/發展社區高齡者社區生活的
室內設施營造(包括:店家商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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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促成類型  據點編號 促成因子(左項) / 媒合行動說明(右項) 支援在地公共生活意義 

【認養營造類】 

因應社區活動推展

持續添增新的公共

開放場域 

A9、B4、

B5、B7、

B10、

B12、C6 

□1 

■2 

■3 

■4 

指認空間發展潛力後，媒合社區或

區公所正式提出認養，並找尋相關

經費補助，重新整理為社區活動固

定可用之公共活動場域 

依據不同區位的街廓資源特性

逐步建構就近可及的巷弄活動

據點，解決歷史性巷弄內部空

間狹小及公共設施不足現況  

【進駐租用類】 

由社區、學校或

NPO 專案經費支持

進駐社區共作 

C5、C12 

■1 

■2 

□3 

□4 

經校園或 NPO 團隊承租，針對社

區發展議題，計劃性組織不同專業

團隊進駐社區，與在地組織協助共

作，做為媒合在地參與之平台 

彼此熟悉後，靈活的對應發生

於巷弄內各式樣態公共事務給

予建議，納入多領域專業資

源，陪伴社區成長 

【代管借用類】 

鄰里內閒置之私人

空間先行委託社區

組織代管 

A3、A8、

B13、B6 

□1 

□2 

■3 

■4 

由社區主動聯絡閒置空間所有權人

在「未經正式認養」的狀態下，先

行協調提供特定的公共活動進入與

代管維護可能 

伴隨社區自主環境營造或媒合

校園師生及相關專業團隊，共

同勾勒出可能的開放活化模

式，彈性地支援各類臨時活動 

【約定支援類】 

先行約定空間借用

時段來提供巷弄各

式活動使用 

B3、8、

11C2~4 

C7~10、

C13~16 

□1 

■2 

□3 

■4 

透過建構社區店家平台的互動過程

中，牽引店家與社區及周邊住戶彼

此認識，從參與公共事務中釋放出

自身空間開放可能 

社區於活動前置約定借用場地

讓多樣的店家空間也成為支援

社區公共生活據點，並與周邊

居民保持良好互動，進而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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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類】 

社區活動範圍延伸

周邊私部門空間或

提供相關設施支援 

A10~12、

A7~8、A4 

(據點旁私

部門用地) 

■1 

□2 

■3 

■4 

從街區常態的公共生活特質中提出

能帶動公共參與的活動議題，亦讓

居民從參與的過程中回饋自身創作

或連結自身相關的空間或設施 

打破單一固定式據點，讓社區

活動滲入各別街廓角落內發

酵，藉由街區居民感興趣之生

活議題參與分享自身空間開放 

【委託交付類】 

里內公有產權之空

間委託社區經營代

管或空間改造 

A1、A2、

C1、B1 

□1 

■2 

■3 

□4 

與區公所合作建立管理維護共識，

由社區主動提出使用或改善構想，

再交由公所出面接洽該產權機關，

協調後續開放認養 

將散落社區內之國有產權資訊

整合，重新回歸在地公共需求

做整理開放，亦累積社區自主

參與公共環境事務經驗與能量 

【計畫媒合類】 

藉由社區內公共空

間改善之際牽動鄰

近私部門據點共同

參與計畫 

A5、A6、

B4、B2 

B5(圍牆部

分) 

□1 

■2 

■3 

■4 

以公部門主導的環境改造計畫做連

結，主動找出周邊私部門俱開放潛

力之空間共同參與來延伸改善範

圍，並建構符合社區現況活動特質

的硬體設備 

社區組織與專業協助團隊有機

會就設計單位提出之規劃方案

做調整，從當下經常性的公共

活動常態，思考融入社區期望

的公共設施需求來進一步整合 

【促成因子說明】/ 依數字排列順位，填黑代表需俱備本項要素 

■1：NPO、學校團隊相關計劃經費挹注 (社區空間租用、住商活動舉辦、相關公共活動支援)  

■2：相關專業團隊持續進駐協助，與社區共同找出溝通媒合之可能性 

■3：在地居民認同或長期參與社區公共生活，凝聚對自身周邊的公共環境維護共識 

■4：社區組織與在地住、商的友善互動，彼此熟識及信賴關係之建立 

 

標示黃色部分需與公部門交流共作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17

環境整備後巷弄內各據點搭配社區活動使用共同

開山路三巷 ∕ 社區營造成果展 永豐餘綠地 ∕ 社區親子園遊會

貓咪高地 ∕ 住商交流銀春尾牙 沿街歷史建物∕拋繡球活動



第一期銀同社區議題
歷史性都心商業區高齡者生活內涵與生活環境營造

銀同社區

社區規模
的經營

與公部門的
可能關係

(公共)空間使用 區公所禮堂
大型公共空間(經驗交流研討會等)

配合公部門計畫 歷史街區清水寺街區改造工程
周邊配合工程

公部門的制度
舊清水寺街街屋
歷史建築登錄

公共補助
空地整理
之相關補助

空地空屋認養機制
(登革熱因應機制)



第一期銀同社區議題
歷史性都心商業區高齡者生活內涵與生活環境營造

銀同社區

(公共)空間使用 區公所/台灣文學館
大型公共空間

配合公部門計畫 歷史街區清水寺街區改造工程
周邊配合工程

公部門的制度
舊清水寺街街屋
歷史建築登錄

公共補助
空地整理
之相關補助

空地空屋認養機制
(登革熱因應機制)

建立與區公所/文化局的關係
(經驗交流研討會等)

與相關局室的關係
工作站協助產權關係掌握、環境規劃討論

媒合公部門計劃周邊之
私有空間參與環境整備

清水寺收回廟產/拆除老屋
里長/議員/文化局

空地空屋認養機制
工作站協助產權關係等資訊處理



配合公部門計畫 歷史街區清水寺街區改造工程
周邊配合工程

媒合公部門計劃周邊之
私有空間參與環境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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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公部門計劃搭配社區環境營造構想施作 (開山路35巷1弄之無尾巷鋪面)

由於巷弄部分產權屬「私設巷

道」，欲申請公部門經費補貼困

難耗時，且急迫於原RC鋪面老舊、

毀損嚴重，對周邊高齡住戶進出

有安全上的疑慮。在持續等待的

過程中，找到公共污水管替換開

挖之時機協調工班施作。過程中

接洽公部門相關職掌單位，從行

政流程的前置作業階段即提報相

改善需求，爭取相關補助金費邑

入並招集巷弄居民、高齡志工、

社區學童參與鋪面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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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包括支援中心
長照2.0_C級巷弄長照站

臺南市政府
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社區/里長 區公所

需求：經費資源
空間資源
人力資源
相關資訊

經費資源
專業人力資源
專業資訊

社區人力資源
社區資訊 空間資源

實作場域：
銀同社區



與地方政府互動過程中面臨的
挑戰、困難，及如何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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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包括支援中心

長照2.0_C級巷弄長照站

臺南市政府
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社區/里長
區公所

場地空間須有無障礙設置
-區公所使用前瞻計畫經
費協助無障礙空間

無C點操作相關經驗-
說服里長成立及駐點人員
輔導協助計畫的申請

人力不足、更換頻繁、常有問題
無法即時解決-
駐點人員協助里長連結其它C點
觀摩及諮詢問其運作方式

既有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無法馬上
轉型-
駐點人員透過各種管道去媒合相
關服務來協助各類活動進行

實作場域：
銀同社區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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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源 需要 多方、多層級協調
一開始要協助申請C級巷弄長照站時就和區長、承辦溝通，並且說服里長。等
該計畫案成立後，該區區長、承辦都更換新的。幸好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很支
持，也協助修繕活動中心，讓計畫進行很順利。

社區人力 需要 建立與養成
執行時面臨里長需要選舉無心操作，加上無法有志工常來協助，導致執行上
面臨困難。於是目前由計畫駐點人員協助，與里長分工，並且找到相關可以
協助執行活動、核銷等的單位來進行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健康促進。

初創之期，輔導功能 需要 陪伴與支援
在執行過程中計畫駐點人員也在反思是否當初不該強烈建議里長將社區關懷
照顧據點上轉型「C級巷弄長照站」，導致里長壓力大又無法有能力獨自操作
執行。但也因為這樣則透由種種的媒合，計畫駐點團隊的帶領下C點也逐步進
入軌道。里長也開始有信心可以協助執行，但仍希望團隊不要放手，表示當
初是團隊說要輔導該社區成立C點，希望可以協助完成到年底。
但這過程似乎也引起里長的共鳴，最近開始詢問明年C級的申請何時
開始？希望明年仍可以申請等。

實作場域：
銀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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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窯鄉合作社
↑

2018窯鄉學堂、窯鄉小旅行
↑

2017協力窯鄉各社區/學校計畫
↑

2016協力窯鄉各社區/學校計畫
↑

2015東山窯鄉季(農會+4里)
↑

2015窯一夏-龍眼窯8里訪調
↑

2014龍眼節組織培力
↑

2013嶺南龍眼節

窯鄉展售會 (文化局文創科)

窯鄉小旅行 (觀光局農村輕旅行-溪北聯盟)
(都發局駐村計畫-學堂聯盟)
(東山區農會)
(水保局區域亮點)
(西拉雅風管處)

9社區協會
4國中小學

龍眼窯調研 (東山區公所2017社造計畫)
(文化局文資處)
(文化部龍眼窯文化景觀)

大
學
陪
伴

行
動
主
體/

網
絡
關
係
建
構

U-Turn / I-Turn

東原糖廠調研(文化局文資處)

審議民主培力(東山區公所2017社造計畫)

實作場域：
大東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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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協作支援系統薄弱
P：人口老化/流失→地方組織分工運作受限、行動多樣性缺乏
T ： 支援團隊主體化→文史工作室成立，地方公共事務「分責」推動

§ 地方發展願景單向化 (ex : 老街再造、產業節)
P ：公部門 / 社區→主題產業活動、特色景觀營造、人潮=錢潮
T ：工作室→審議民主對話、公共生活空間營造、老屋保存活化、三屆原山生活節

(地方文化/生活 認同感再建構、實踐社區設計)

§ 公私協力治理機制的欠缺
P ：社區聯誼會→訊息分享；回饋公共金→踩街/擺攤活動；競爭經費爭取→各自

辦理
T ：整合平台的建構→「窯鄉」文化共好經濟、跨界治理/經營的推動嘗試

社區 ←→ 地方自治體 ← →地方政府

實作場域：
大東原地區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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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社會實踐的層面
1.落實意義─是服務? 是平台? 是實驗? 是倡議? 是創新? 是….
2.模式設定─議題式? 在地組織?
3.主觀介入 / 客觀距離
4.專業支援、補位機制 ?

§ 產官學競合關係
1.合作、協調、協力

三類之間來回轉換
2.對等 /  供需
3.主動支援 / 被動支持

§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1.斜槓的公/民 社會→行政社造化 、地方治理
2.變動、不穩定 → 政治/選舉/派系 > ○○○○○
3.政策的模板套用

Keast & Mandell (2009: 2)

實作場域：
大東原地區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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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7～2018/10/08
公部門主動接觸

2013/07~2018/04 未接觸

需建立在地認同與競爭力 遠距學伴

行銷通路不佳 迪化街大稻埕展售

沒車
據點青年協力

接觸惡地協作報告成大出現在各種場合

長輩從5位增加到34位

成大
協力

成大
協力

成大
協力

實作場域：
公舘社區



與地方政府互動過程中面臨的
挑戰、困難，及如何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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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挑戰與困難
1) 大學研究團隊本身：問題意識與因應方案抽象以致與地方政府連結無效、缺

乏社區即需的專業

2) 社區協力團隊本身：公部門的行政枷鎖
3) 社區經濟營業場所所有權：歸屬不確定，地方政府出面亦無解

4) 社區對成大團隊的看法：沒誠意或沒能力做下去

5) 成大團隊對自己的看法：無教育背景專長，不會做教育議題

二.如何克服：建立被肯認的績效扭轉不信任(譏笑)
1) 找到共同同意的簡單方案(範圍小)，建立在地成功經驗與信任：從遠距學伴

應用到豐味果品上架，在應用到關懷據點照顧累積可交流的經驗
2) 將此經驗化為欲結盟對象的利益：遠距與校內外十餘個組單位合作

3) 挑有把握的做：需從利害關係人認為最能參與的很簡單的議題開始教室、
人手等等

4) 成果要公開發表：課程成果在社區製造公眾曝光，社區會以成果的品質決定
是否邀請地方政府參加  最近這一年社區有通知公所來或公所主動找

5) 地方政府出席這類協力的場合次數多了之後會看到且逐漸了解在地與大學協
力的效果，並提出邀請，談需求  邀請參加白堊節的行前籌備。

實作場域：
公舘社區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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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方案實踐暨型研究經驗的人或團隊，
如何開始累積研究生涯的第一桶金：善用研究方法
延伸自己有能力掌握的在地議題與新領域，但仍然
緊密拴住自己原有的領域，不是放棄，而是藉以有
理論與在地證據地尋找盟友，所有潛在參與者加成

1. 先做兩種功課，也就是資料回顧：

1) 在地議題：用一般媒體最熱的關鍵詞搜次級
資料和一手資料，用自己熟悉的學術概念整
理分析

2) 新領域：以新領域基本概念的關鍵詞搜尋相
關研究

2. 公開向協力組織釐清具體問題並提出方案，爭取
支持

3. 以具體需求與解決方案的實證資料，不斷邀請利
害關係人一起參與執行

4. 具科學方法論的風險治理

實作場域：
公舘社區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二、平時建立對話連結平台:從重建計畫經驗
1.從社區到區的運作機制建構並與市府機制連結
目前重建計畫已結合市政府災害防治辦公室，以
行政區為單位(玉井區、北區)運作，與公部門的
防災體系連結。

2.活用過去增權長能的成果，與市府、NPO連結
運作。



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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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區
大東原地區

左鎮區
公舘社區

震災重建

中西區
銀同社區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0206震災重建子計畫工作報告
(2016.07-2016.12)

民間、大學、公部門
連結協調機制與共學共做機制

的建構與運作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初期】:
1.成功大學內部參與機制的醞釀

/原本成功大學的老師是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就自己的
專長與方式關心震災。

/初期藉由研討會與議題演講等方式，帶動跨領域與跨
部門之間的交流，而逐漸凝聚有意願參與團隊運作
的實踐型研究者。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團隊的「震災重建子計畫」的
運作，在成功大學校內亦是校方(校長、研究總中心
等)重視的指標性計畫。並有校長的權力賦予，必要
時有代表成功大學與公部門以及民間對話的可能。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初期】:
2.官學民三者的跨領域與跨部門平台建構的初步嘗試
/藉研討會、議題演講舉辦帶動社區/NPO、公部門、大

學之間的交流

/藉FB群組帶動三方之間的即時資訊的流通

/市政府聯繫窗口的建立

/在地實踐場域的尋找過程中，建立與社區/NPO之間的
互動關係。



0206震災重建與韌性社區營造

群組聯絡平台



0206震災重建與韌性社區營造

群組聯絡平台

群組聯絡平台

0206震後重建與韌性社區推動工作坊
2016.04.22



大學-社區-公部門連結整合運作機制的現況

建築安全：成大規劃設計學院姚昭智副院長、
成大建築系陳震宇副教授

土壤液化：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盧之偉副教授
都市更新：成大都計系張秀慈助理教授、黃偉茹助理教授、

台南市都市更新輔導團周佳音助理教授
生活與環境營造：成大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張瑪龍建築師

人社中心盧紀邦博士後研究員
社區防災：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邵佩君副教授、

成大都市計畫系黃泰霖助理教授
心理重建：成大心輔組鄭淑惠助理教授
社區參與：長榮大學社會力發展中心黃肇新助理教授、

成大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
連結整合：成大人社中心戴華主任、規劃設計學院姚昭智副院長、

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人社中心盧紀邦博士後研究員

1.參與議題與主要參與人員



0206震災重建與韌性社區營造

群組聯絡平台

時間 場次主題 主持人 主講人 與談人

9:00~9:30 報 到

9:30~10:00 貴賓致詞 蘇慧貞 曾旭正副市長

10:00~11:20 紅黃單的處理
─房屋重建

姚昭智
蔡萬來(結構技師)
吳崇彥(建築師)

李慈榮
（工務局股長)

11:20~12:30 當房屋傾斜時
─液化區重建

戴華
廖瑞堂(大地技師)
盧紀邦(成大人社中心)
張秀慈(成大都市計畫系)

謝正倫
(成大防災中心主
任)

12:30~13:30 午 餐

13:30~14:30
撿拾縫補受傷的自
己

─心靈重建
胡淑貞

陳宇嘉(社工師聯合會理
事長)
郭元媛（社會局科長）

黃肇新(長榮大學）

14:30~14:50 咖 啡 時 間

14:50~16:00 重建往哪裡去
─韌性社區

林朝成
王俊秀（輔仁大學）
李永展（中經院）
陳世明(成大人社中心)

張學聖
(成大都市計畫系)
周佳音(長榮大學）

16:00~17:00 總結討論 蘇慧貞 賀陳旦，邵棟綱，曾旭正

0206震後重建與韌性社區研討會 2016.04.22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重建期】:

1.成功大學內部參與機制的動態因應運作
/重建子計畫確認可以執行，不是意味參與的專家學者

已確立不變。而是視計畫的動態發展需求，隨時調
整參與的研究者。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大學-社區-公部門連結整合運作機制的現況

建築安全:成大規劃設計學院姚昭智副院長、
成大建築系陳震宇副教授

土壤液化: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盧之偉副教授
都市更新:成大都計系張秀慈助理教授、黃偉茹助理教授、

台南市都市更新輔導團周佳音助理教授
生活與環境營造:成大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張瑪龍建築師

人社中心盧紀邦博士後研究員
社區防災: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邵佩君副教授、

成大都市計畫系黃泰霖助理教授
心理重建: 成大心輔組鄭淑惠助理教授
社區參與:長榮大學社會力發展中心黃肇新助理教授、

成大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
連結整合:成大人社中心戴華主任、規劃設計學院姚昭智副院長、

建築系陳世明副教授、人社中心盧紀邦博士後研究員

1-A參與議題與主要參與人員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由人社中心藉此計畫協調整合可能的參與老師

/助理群由盧紀邦博士後研究員帶領定期開會，進行問
題彙整、相互協調與解決方案的初步研擬。

/個別場域的各議題老師與助理會依
發展需要碰面討論，連結整合組
的老師與助理會視需要，派人
參與討論。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1-B運作計畫核心團隊運作機制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2.社區/NPO的參與機制建構
/目前的四個實踐場域中，主要參與的民間團體
1)土壤液化受災區域:安南區溪頂里長辦公室
2)高層集合住宅受災區域:永康區的社區配合區公所
3)透天厝受災區域:玉井區玉井儲蓄互助社為主，玉田
里辦公室為輔

4)小學心理重建:歸仁區歸仁國小為主
5)四個實踐場域未來會擴大至其
周邊區域並與所在行政區區公所
連結整合，進行區域經營。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3.公部門的參與機制
/目前市政府有指定重建計劃執行的聯絡管道，包括:
工務局:建築物安全&土壤液化議題

災害防救辦公室:防災&心理輔導議題

10/17拜會臺南市吳宗榮副市長
會議決定市政府聯絡窗口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4.官學民三者的跨領域與跨部門平台與運作
/上述三項是大學、民間、公部門角度的相關內容。

而在各實踐場域實際運作時，則會持續帶動各實踐
場域相關議題的大學研究者、民間團體、公部門相
關局室的跨部門互動。在未來將逐步發展為對在地
實踐有幫助的支持體系。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機制建構

場域經營與運作現況 - 土壤液化致災區緊急評估因應與重建因應對策小組

工作坊建議書

• 連結公部門端(內政部、災防辦、工務局)與專家單位(四
大工會)舉辦土壤液化致災區復原重建機制研擬工作坊。

• 將土壤液化致災區復原重建機制研擬工作坊議程與議題
資料發文至內政部營建署作為未來機制建立之政策建議。

1-2



Mansion

Townhouse

各議題與各場域之操作 安南 An-Nan

【重建期】溪頂里土壤液化致災區工作坊

政策經費 工程技術

201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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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師公會與玉井區公所將合作推動
玉井區「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
補助實施計畫」，請玉井區公所與玉
井儲蓄互助社協助宣傳推廣，整合玉
井區內有意願申請之民眾提出申請。
建築師公會再進行後續的老屋健檢業
務。

2. 建築師公會將舉行內部會議討論規劃
防災志工的專業培訓與授課認證。

3. 成大團隊持續舉辦相關工作坊。未來
建築師公會的專業培訓課程亦可結合
於現有的工作坊機制。

4. 成大團隊與玉井區公所將協助社區以
防災社區為提案主題，爭取文化局社
區營造計畫資源。

5. 玉井區公所將區內既有志工組織中，
討論納入防災志工隊的可能性。

建物劣化自主檢測機制經營運作討論會議



49

人社計畫第三期震災防減災計畫構想
討論會議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1. 高齡化防減災
 就地安置
 耐震評估
 建立防災check list

2. 企業防減災
 非結構物、重要設備
 人員組織訓練

3. 學校作為防災避難中心的操作計畫
 結合成大研究生進行空間規劃與動

線安排

4. 防減災操作工具的開發與研究
 建物劣化自主檢查APP
 地牛快閃遊戲

5. 區域災防機制協定
 與文化局社區營造點、社會局關懷

據點的訊息傳遞機制



震災重建的城鄉實作場域 50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三、於USR計畫的推動，建立區域對話交流平台
與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合作，以含蓋大

台南山、海、平原、都會特色場域的八大區域社
造家族平台為基礎平台，提供參與大台南USR計
畫的大學於各區域對話的機會。



成功大學C類計畫
永續城鄉營造-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

報告日期：2018.7.11

成功大學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
在臺南市的推動構想

計畫主持人:成功大學副校長林從一教授
計畫執行長:成大人社中心副主任陳世明副教授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有所幫助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3.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推動特質
/非「老師個人」的計畫
/非「只是執行計畫」
/非「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有所幫助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大學(教學)對城鄉發展幫助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跨村里/鄉鎮區&因應時間長
跨領域議題&跨部門

關鍵: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文化局社造家族平台 地方創生的在地平台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學習動機的提升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老師個人的計畫
■只是執行計畫
■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大學的計畫
■思考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大學群與在地的關係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思考核心Ⅰ

3.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推動特質
/非「老師個人」的計畫
/非「只是執行計畫」
/非「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各大學內跨領域教師社群的發展
各大學於在地發展的角色

大學群與在地發展的關係建構

於在地實踐場域的互動，帶動大學內部瓶頸的突破

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思考核心Ⅱ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3.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推動特質
/非「老師個人」的計畫
/非「只是執行計畫」
/非「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北門

永續城鄉營造
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

計畫主持人：林從一/成大副校長、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參與教師群：王育民/成大副教務長、教育發展中心主任；詹錢登/成大總務長、水利系教授

陳世明/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建築系副教授 簡義明/成大台文系副教授
林弘萍/成大化學系教授 林淑惠/糖協 辛柏毅/成大建築系兼任教師
吳玉成/成大建築系副教授 劉世南/成大創產所所長 徐欣萍/心理系助理教授
曾憲嫻/成大都市計畫系副教授 陳正哲/南華大學景觀系助理教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青鯤鯓-�扇形鹽田復育



成大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機制架構圖

1)USR在地實踐分區區劃
2)USR在地實踐工作室建構
3)大台南大學USR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1)實踐型PCK平台建構
2)在地實踐型教師社群建構
3)實踐型課程開發

台文系簡義明

成大USR相關計畫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善化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臨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人社在地工作室
B類計畫在地工作室
C類計畫在地工作室

USR在地實踐分區區劃
與在地實踐工作室位置

1)USR在地實踐分區區劃
2)USR在地實踐工作室建構



於台南市政府區長會議簡報USR
(2018/03/13)

拜會台南市吳宗榮副市長討論USR的推動
(2017/12/08)

3)大台南大學USR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成大USR相關計畫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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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 臺南市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執行與地方創生推動說明會

3)大台南大學USR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時 間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13:30-
13:50

開
場

長官致詞與貴賓介
紹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臺南市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
成功大學副校長林從一教授

13:50-
14:10

演
講

地方創生政策的推
動構想

國發會曾旭正副主委

14:10-
14:40

大學在區域創新中
的角色

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吳明
錡助理教授

14:40-
15:00

Tea  Time 

15:00-
15:20

策
略
介
紹

臺南市政府推動
USR計畫策略介紹：
臺南市文化局社造
輔導家族運作機制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
科黃宏文科長

15:20-
15:40

方
案
說
明

成大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USR)在臺南市
的推動構想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诶員會
委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陳世明副主任

15:40-
17:30

綜
合
座
談

題目：
臺南市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的執行
與地方創生

本市十所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推動學校代表分享計畫內容
後進行綜合座談

成大USR相關計畫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USR區域平台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USR區域平台

 107 年度臺南市社造家族   1070620更新 

組

別 

輔導

老師 
家族社造點 備註 

承

辦 

第 
一 
組 

黃
鼎
堯 

新營區10個：新營區公所、南興社區、舊廍社區、大宏社區、延平社區、中營社區、姑
爺社區、南紙社區、三仙社區、民生社區 

鹽水區 3 個：鹽水區公所、橋南社區、竹埔社區 
後壁區 1 個：後壁國小 
白河區 3 個：白河區公所、虎山社區、永安社區 

合計：17 
公所： 3 
進階： 7 
基本： 7 

瑞
慧 

第 
二 
組 

王
淳
熙 

柳營區 7 個：柳營區公所、敏惠醫專、神農社區、篤農社區、士林社區、重溪社區、中
興社區 

東山區 6 個：東山區公所、嶺南社區、南溪社區、東原國中、聖賢社區、水雲社區 
下營區 1 個：下營區公所 
六甲區 2 個：六甲區公所、林鳳社區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7 
基本： 5 

家
伶 

第 
三 
組 

郭 
一 
勤 

北門區 1 個：北門區公所 
學甲區 2 個：學甲區公所、大灣社區 
將軍區 2 個：將軍國小、苓和社區 
佳里區 7 個：佳里區公所、延平社區、漳洲社區、安西社區、嘉福社區、蕭壠社北頭

洋、忠仁社區 

合計：12 
公所： 3 
進階： 6 
基本： 3 

子
德 

 
 
 

 
 
 

  
  
  
  

 
  
  
   

 

 
 
  

  
  
  
  
  
   

  

 
  
  
  

 

 
 
  

  
  
  

  
  
  

 
  
  
  

 

 
 
  

 
 

   
 

 
 
 
 

 

 
 
  

 
 

    
    

  

 
  
  
  
  

 

 

成大USR相關計畫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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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組 

黃
士
賓 

龍崎區 1 個：龍崎區公所 
關廟區 3 個：關廟區公所、東勢社區、新關廟社區 
歸仁區 4 個：歸仁區公所、凱達格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南關社大)、新媽廟社區、歸仁社 

 區 
仁德區 5 個：仁德區公所、和愛社區、中洲社區、新田社區、南臺科大工管資訊系 
永康區 3 個：復國社區、復興社區、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大)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7 

韋
伶 

第 
七 
組 

陳
世
明 

安平區 8 個：安平區公所、國平社區、王城西社區、菩薩社區、海頭社區、建平社區、
文朱社區、育平社區 

南  區 7 個：南區區公所、國宅社區、金華社區、新生社區、龍崗國小、文南社區、灣
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 

合計：15 
公所：2 
進階：8 
基本：5 

慕
薇 

第 
八 
組 

陳
正
哲 

中西區 6 個：中西區公所、銀同社區、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五條港發展協會、永
福國小、媽祖樓聖母文化發展協會 

北  區 5 個：北區區公所、正覺社區、振興社區、勝安社區、重興社區 
東  區 5 個：東區區公所、虎尾社區、德高社區、新東社區、大福社區 
安南區 1 個：安南區公所 

合計：17 
公所： 4 
跨域： 2 
進階： 3 
基本： 8 

韋
伶 

備註：計 33 區共 128社造點，含 100個社區組織(基本型 51個、進階型 47 個、跨域型 2個)及 28個區公所 

USR區域平台

成大USR相關計畫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一、從社區場域到區域場域:
1.各場域從社區開始擴大關心範圍，與區公所/各
局室的關係逐漸重要。通常是在社區規模共做共
學的經驗與成果累積中，逐漸獲得公部門的信任。

2.增權與長能過程的區域場域經營:
從社區場域到區域場域的經營過程，是一個團隊、
在地(與公部門)增權長能的過程。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二、平時建立對話連結平台:從重建計畫經驗
1.從社區到區的運作機制建構並與市府機制連結
目前重建計畫已結合市政府災害防治辦公室，以
行政區為單位(玉井區、北區)運作，與公部門的
防災體系連結。

2.活用過去增權長能的成果，與市府、NPO連結
運作。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三、於USR計畫的推動，建立區域對話交流平台
1.與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合作，以含蓋大台
南山、海、平原、都會特色場域的八大區域社造
家族平台為基礎平台，提供參與大台南USR計畫
的大學於各區域對話的機會。

2.願景之一:建構非政府的區域在地對話與實驗性
行動交流平台。(盡量少受地方政府政
治首長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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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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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策略

Government

Community

NCKU

政府聯繫窗口
建立連結

在地實踐場域，
建立與社區/NPO之間的互動關係
尋求因應在地問題的實作模式

研討會、議題演講
社區/NPO、公部門、大學之間的議題交流

FB群組
帶動三方之間的即時資訊常態互動

法令與政策
提出修正的
建議方案

機制
連結既有機制

操作方案
開發研擬

操作工具手冊

機制
培訓社區志工

震災重建



與地方政府互動過程中面臨的
挑戰、困難，及如何克服 ?

72

大樓重建 維冠金龍大樓等

區域重建 土壤液化受災區域、
透天厝建物災害受損較嚴重區域

Government

公部門端、居民端的複雜關係

公部門因應機制有輕重緩急之分
居民行動消極只在意獲得多少補助、積極者卻不一定是優先順位
兩者之間缺乏資訊的連結機制、以及處理機制

受災居民

求快 !
求安 !
求多 !

受災居民對私地部分的專業(處理)認識
「安全共同體」住戶間的協調
資訊的獲得與學習

需要相關的協助

心理韌性 歸仁國小師生

人社計畫團隊

環境/建物與生活重建：土壤液化因應、劣化自主檢查

心理重建：心理韌性結合防災教育

重建機制：連結協調與共學共作機制的建構與運作

公部門相關機制啟動
運用捐助款補助受災區域
進行相關重建工作

震災重建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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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Community

NCKU

跨實踐場域的跨領域研究的可能
1. 震災重建具有工程技術因素與社會因素相關不確定

性(風險)與社會公共發展挑戰等。
2. 不同議題領域的老師，初期先各自以一實踐場域為

對象，進入場域與居民互動，進行問題的掌握與研
擬可能的對策，並進入實際的操作(居民共學)。之
後，則視實踐場域的需求，支援其他實踐場域。

3. 社區既有動能仍然是影響震災重建的重要因子。

有限資源的因應機制
1. 災時需要專業團隊建立公部門與社區之間的溝通平

台，並掌握相關即時資訊。
2. 平時需要建立救災體系與社區之間的互動機制。

震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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