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造的永續經營模式
社造中心邁向第六年，今年我們透過一系列的協力討論，由微觀到距視，由社造

點、社區、臺北市、來看台灣，探討大環境可以如何提供社區永續經營的養份。

一方面想了解適合臺北市社區營造的永續經營模式與面臨問題，一方面也想要強

化臺灣的社區永續經營孵育環境，對應到社會環境，法制面或社會資源面各層面

如何強化或解套目前問題。

這過程包含三場小聚，邀請社區社群與新創團隊進行焦點討論，找出大家關注議

題，然後透過大會師，邀請了一路上曾參與臺北市社造的各領域夥伴，共同對台

北市社區營造面貌進行描繪，找出了四個面向議題(社區與社群、中介組織、公部

門與工作環境)，歸納為三場社造沙龍對話與討論的主題(社區共同體的想像、多元

的社區日常經濟、公部門的主要命題)。這樣的過程，不同以往的單一對談，而是

增加了來來往往的對話與確認。

社造小聚涵納多元聲音  邀請社區社群中介組織與新創團隊參與

社造小聚邀請的對象不只是來自長

期深耕於社區的工作者，也望能讓

那些對社造很有興趣的團隊能夠加

入討論，因此我們邀請了許多新創

團隊，包括聚樂邦的吳亞軒、時任

星球共同創辦人的陳運成，以及玖

樓的潘信榮，對於當天的討論帶來

滿大的激盪和刺激，呈現出從社

會創新、社會設計的角度來看社區營造，也提出了傳統慢問慢答的社區營造要

如何和快問快答的社會創新對話？需要彼此進行轉譯，因為社群和社區建立關

係的方式不同，也需從社群的角度去盤點社區中生產者的網絡。而這些討論也

成為日後大會師、沙龍的討論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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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小聚邀請的對象不只是來自長

期深耕於社區的工作者，也望能讓

那些對社造很有興趣的團隊能夠加

入討論，因此我們邀請了許多新創

團隊，包括聚樂邦的吳亞軒、時任

星球共同創辦人的陳運成，以及玖

樓的潘信榮，對於當天的討論帶來

滿大的激盪和刺激，呈現出從社

會創新、社會設計的角度來看社區營造，也提出了傳統慢問慢答的社區營造要

如何和快問快答的社會創新對話？需要彼此進行轉譯，因為社群和社區建立關

係的方式不同，也需從社群的角度去盤點社區中生產者的網絡。而這些討論也

成為日後大會師、沙龍的討論重點之一。

以「人」為觀察點，更進一步構築對臺北市社造樣貌的描繪

這樣的場合創造了社群與社區

有面對面對話的機會，了解彼

此在合作前須互相理解或探討

的問題，以及彼此對於社造所

持有不同的切入點。聽到這些

社群分享關於當下遭遇的困難

或對社造的觀點時，也讓社造

中心更清晰臺北市社造推展的

現況。

本年度透過小聚，邀集社造中心過往接觸的社造相關團隊、具後續連結潛力的新創

團隊，進行類焦點團體式的小型討論會，針對三場小聚的討論內涵進一步整理，突

顯了幾個觀察點：

(1)各類組織在不同角色、位置的關切：從社區到社會，不同角色的組織對於社造

有不同發言位置的關切，如：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等在地組織，從社區的角

度，關心的是傳承與發展；社區大學等正式的中介組織，關切的是組織的角色、任

務是否能在社區發展、社會趨向的變化中即時反映與回應；新創團隊關切的則是在

社區到社會之間，所呈現議題與因應方法的發掘與創新；後兩者多強調公共議題、

商業模式在社區中的發展與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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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社群的差異與聯結：參與社造的過程，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這類的

社區基本組織與因議題、技術而形成的社群，在經驗、文化、建立關係的方式上存

有根本性的差異。兩者的聯結與合作，可從資源提供、取得的面向加以促發，特別

是社區基本組織往往掌握社區中的空間資源，而這是年輕社群往往缺乏且需要的，

若能提供，有助於社群對於社區事務的投入。

(3)在「我」與「對象」的關係中呈現價值取向：除了從組織代表者的角色發言，

在第三場小聚的討論中，不同於前兩場，參與者多以「我」，呈現自己如何看待與

接觸對象、服務對象的關係，而在關係的看待與描述中，可略見在各價值取向的拿

捏與選擇。

以「人」為觀察點，本年度從社造相關工作者的不同發言位置，初步描繪整體圖

像，欲使個體、群體的關切、差異與關係性進一步清晰化。後續工作推展，可以此

為基礎，進一步細緻化的探究，如從社區、社群在經驗、文化上的差異，進一步探

究如何更有效的媒合；又如以個體的角度，更深入的探究社造專案的勞動者、社造

理念的工作者/專業者、社造實踐的執行者所面對、對應的社造各層面議題、方法

與關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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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3場小聚我們盤點了社區共同面臨的困境及針對環境提出欲改善的地方，讓社

區夥伴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找到共同須解決的問題。參與者主要以現在的行動、

面臨的問題以及下一步的解方做為對話的開展每場會因為參與者的性質而使得討

論著重的內容有些差異，但我們歸納出三場次大家共同談論到的議題如下：

▌社區和社群如何被媒合：傳統社區的傳承問題＆青年和在地場域如何產生關係。

▌社造的語彙與轉譯：慢問慢答的社造

與快問快答的社會行動語彙不同，如何

互相理解？

▌彈性並能讓社區持續發展的補助：嘗

試商業模式、給付人事費、接受實驗性

的提案。

▌空間需求及經營問題：沒有受補助的

團隊如何獲得空間？而空間又如何創造

議題？

▌公部門資料的提供：社造相關的數據

資料（如社群的盤點）的提供與蒐集。

▌跨局處社造業務的整合：目前社區需

自行去做跨局處溝通協調的工作，如何

打破業務界線。

▌關係與參與：自身工作目標與在地社

區的關係、溝通，主流價值對社會參與

的影響。

▌不同的價值觀如何對話、連結？永續

經營是誰的永續、哪個議題的永續？

▌「永續經營」的價值解構與重新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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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意見後續以「臺北市社造樣貌描繪」與臺北市都會型社造和其他縣市的差異性

在大會師中被延伸討論，然後以社區社群、中介者、公部門以及工作環境建構作為

四個結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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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大會師 小聚討論的延伸 捲動更多社區工作者參與

大會師是一場廣邀社造工作者的聚會，除了邀請小聚參與者之外，也邀約歷年的社

造點團隊、社造專業老師、社造中心既有的社區/社群網絡等人。包含都更處及社

造中心工作人員共有77人參與，我們依照小聚的分類大致區分參與者的類型：

　

不同於小聚，大會師採自由做答，大會師當天對於臺北市社造樣貌的描繪，其中定

著與流動的特性引起現場滿熱烈的討論，這對應到的是小聚討論到的社區與社群應

如何互動或如何界定，以及中介組織扮演的角色。而多數人則反應不必要區分社

區、社群，有人提出應是「community」共同體的概念，但共同體應如何促成、

被認同，也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有人提到，因為城市中人們的居住、工作都

是流動的，因此是否從經濟面來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較為可行，但是要如何支持

這些日常經濟的實驗，工作環境的改善實為必要。最後，我們要探討的便是什麼是

公部門可以做的，跨局處整合和民眾意見到底該如何導入？根據上述的討論內容，

主持人呂家樺當天歸納出接下來三場沙龍議題的雛型，以供後續的規劃與討論，請

見下表。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表：大會師歸納出的沙龍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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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沙龍 開啟跨領域對話 是合作共創的開始

以大會師收攏的三個議題發展，進行了三場社造沙龍，我們相信開啟「跨領域」的

對話、理解彼此在做的事情，便是合作與共創的第一步。我們再試圖從討論過程中

桌長、討論成員的整理報告，歸納出可以回應原先規劃沙龍時所提出的提問：

首先我們發現不同情境下形成的中介者具有不同的特性，有人認為中介者是自然而

然形成的角色，它像是生活棲地般自然地創造生物的聚集，只要當我們不斷地用自

己的處境跟自己的身分和周遭的人對話、共同發想，知道彼此在做甚麼事情的時

候，就自然地可以把大家串連起來。但當資源分配不均使得人們無法共好時，具有

特定功能的中介者就在制度中擔任溝通協調的角色，這樣的中介者多半因為牽涉到

政策資源，它的表現形式或選擇的空間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要抽開現實條件去

談論中介者的角色及功能，是實為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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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自然形成或是制度產生的中介者，要全面地去談機制面或功能性的調整，在

一場沙龍中是梳理不清楚的，但能夠確定的是，大部分人一致認為中介者的角色是

讓大家「共同去思考一件事情」，創造所謂的共同體，而不是直接去幫助、扶持弱

勢者。而且中介者的角色是多變的、彈性的、流動的，在都市中不只人在場域的流

動是快速的，位置和角色的轉換也是流動的，不會有人在社區裡面都是中介者，也

不會有人在社區裡面都是資源的整合者，雖然中介者可能會有離開的一天，但應像

無痕膠袋一樣不會留下痕跡，也許是轉化為其他形式或其他人存在於社區，讓經驗

傳承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至於牽起社區中人與人連結還有經濟的互動，原因是我們透過「交換」重新連結整

合了因分工而分化的社會，在社區的工作有許多是促進社群的團結合作，譬如透過

交換的行為連結以往不曾接觸過的社群，或者強化既有社群的團結。當被每個人認

知道自己都可能是生產者，找到自己能發揮的事情，就會產生經濟的互動網絡。

然而在討論中我們也發現，在創造經濟模式之前，社區間的歸屬感、信任感的建立

實為重要，當我們與社區的信任感高，便能做較複雜的交換互動，共享經濟成功的

可能性，會因為人際之間的熟悉度而提升，互動互惠的情形也因為熟悉度而有大大

的影響，「關係」的建立是一切的基礎。

而從局處的角度來看，目前較難避免的情況是特定的社區、組織類型就會到特定的

局處投案，或是各局處的補助案可能有相互排擠的作用，因此大家對於一個能夠讓

資訊流通的平台（或任何方式）是有需求的，希望能夠一起讓資源更平均的被分配

或充分地被使用。而局處也關心著社區工作（例如社規師）能否職業化，回應到我

們前場沙龍討論的日常經濟，如果大家對此有共識便有機會再討論環境應如何支持

這樣的行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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