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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及簡介 

(一)計畫緣起 

臺南市幅員遼闊，城鄉各有差異，台南市政府都發局以多元營造模

式的六項策略，分別為「多元營造模式」、「手腦分工合作」、「在地素材

運用」、「社造向下紮根」、「強化社區意識」、「公私部門協力」。 

在人口外流、少子化的夾擊之下，台灣鄉下迅速高齡化，｢臺南築角

｣以景觀改善的補助將青年帶回社區。這個計畫由社區提供場地、住宿空

間，由政府補助採購材料、機具與聘用施工人員、補貼志工餐點等，媒

合社規師種子、空間規劃相關科系青年等進駐參與設計與實作，用一個

夏天(暑假)期間完成。臺南築角計畫已經歷 10年有餘，共計超過 600個

青年，逾 160 個個案，不少已經被社區臨聘為有給職員工、多元就業經

理、社區創業夥伴，並在各縣市開花結果。 

誘引年輕人返鄉需要進行政策改革與執行流程的設計，才能兼顧社

區需求亦符合年輕人口味。本計畫的重點族群是 20 歲到 30 歲的青年，

從大學二、三年級的青年照顧到社區創業的年齡，從人生第一個實體創

作，到在社區落地生根。 

有能力吸引青年進駐的社區，逐漸成為臺南閃亮的明星，像後壁的

仕安社區、新營大宏社區、學甲一秀社區、官田大崎社區、中西區銀同

社區，這些社區開始發光發熱，其效應從臺南築角計畫擴展至水保局大

專生農村洄游計畫、青發署暑期工讀計畫等等，這種共伴效應，將台南

打造成青年進駐社區的最佳選擇。 

自 2007 年推出｢巧佈點計畫｣(基礎型綠美化)，在 2011年辦理第一

屆｢臺南築角計畫｣（進階型計畫），2015 年推出｢駐村計畫｣（實驗操作

工作坊計畫），2019 年因應｢地方創生元年｣，推動駐村計畫發展｢南方學

堂聯盟｣，自初階逐漸培訓升級，成為具有組織性的配套計畫。 

由於成效輝煌，臺南築角計畫在 2013 年即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主辦第 5屆健康城市暨城市創新成果獎之肯定。至今仍每年提出新

的思維與制度變革，將青年進駐社區成為有一步一腳印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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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簡介 

臺南築角延續社區總體營造的脈絡，率先媒合各大專院校的青年學

子，把熱情活力與創意發想帶入社區，透過第一線的在地陪伴，積極改

善社區環境風貌，臺南築角並行於農村再生和地方創生時期，是綠美化

的社區營造計畫，利用暑假期間，媒合空間設計者蒞臨台南，與社區合

作，實際完成一處符合社造精神的空間營造。設計者住在社區裡面，為

閒置地實地調查、訪談、規劃空間營造，與居民討論激盪，社區也會提

供人力及物資，與創作團隊們合作，共同營造心目中最適合在地的作

品，未來在臺南各鄉鎮中持續扮演著社區實務啟蒙與引導的角色。 

臺南築角分為「基礎型」、「築角競賽」及「駐村」三項子計畫，彼

此互相搭配。 
計畫類型 計畫定位 內容性質 LOGO 

築角競賽

計畫 

 
Since 2011 

學校與社區合作，

暑期完成一個空間

作品。 

1.金額：35萬-45萬。 

2.由創作團隊與社區兩種角

色共同合作，提出創意營造計

畫參與評選，入選後再進行基

地改造實作。 

  

駐村 

計畫 

 
Since 2015 

以具有空間設計與

工藝匠師帶領，媒

合學生參與成為工

作夥伴，建立地方

創生事業，與所在

社區共榮發展。 

1.金額：40萬-80萬。 

2.媒合實習青年參與地方創

生事業，由專業空間營造帶領

實際場與營造，並輔以體驗活

動及課程引導，認識臺南生

產、生活、生態等多樣風貌。 

 
 

基礎型 

計畫 

 
 

(1)落選築角競賽

社區之輔導方案 

(2)已綠化的營造

點改善計畫。 

 

1.金額：10萬-20萬。 

2.一般補助自主營造。 

3.補助學校、藝術創作者投入

營造點之畫龍點睛創作。 

 

 

 

  
表 1 臺南築角子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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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整體規劃設計構想 

 

(一)築角競賽計畫 

鄉村地區並不缺乏執行能力，但

文書與設計能力確實是罩門，動手可

以，動腦解說都不在行。 

最簡單的方法是找動腦的過來，

跟動手的人合作。動腦的人，大學生

學了很多規劃設計，但無處發揮。把

這兩個找來，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特點： 

1.以理性塑造熱情 

相較於傳統培力計畫無怨無悔地培

訓在地人，只為了一個計畫的核

定。臺南築角採用另一種心理戰

術，擁有設計能力的學生會因為想

找尋戰場而奮力一搏。引進這些至

少上過兩年設計課的同學，相對於

現成省下兩年的培訓。 

2.從實作中培訓 

去除各種提案培訓，直接進入常用

工法實地演練。學生的競圖作品多

半在實務中不堪一擊，必須保留依

現場狀況翻案的彈性。況且是第一

次接觸工程，社區與基地問題五花

八門，直接面對問題且戰且走，才

有可能在兩個月內實作完成，而解

決問題的培訓可最直接學到實務經

驗。 

     3.提供合作最佳管道 

臺南築角計畫對社區最大的貢獻，在於缺乏寫提案計畫人才狀況

下，一樣有機會開始發展社區公共事務，藉由提升在實作上的支援

能力，與找到願意一起奮鬥的青年，即可獲得補助。只要留住其中

一些人才留在社區，並提供發展創業之基礎，便可繼續長期共榮發

展。 

 

 

圖 2：進入社區真實面對基地種種限制，翻

案的比例超過 75%。政策應鼓勵依照所面

對問題改變，而非要求提報計畫完成，否則

將喪失社區營造的意義。 

圖 1：從日常的角度切入鄉村，更容易吸引居

民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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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村計畫 

    1.駐村計畫目標 

  以社區規劃師為出發點的臺南築角計畫，已經不在限於以綠美化

為目標，諸多具有地方創生概念的個案，優先補助與其他部會補助

接軌的計畫。空間營造轉變成場域營運的概念，嘗試能媒介更多青

年參與「企劃」及「營運」。 

(1)地方議題論述能力：經營者本身必須有主要的作品(或產品)，藉

其作品產生與社區議題的聯繫。 

(2)地方知識的蒐集：充分蒐集社區資料，成為地方資料庫，並具備

解說能力。 

(3)空間建置：打造本身事業能吸引當地居民互動、教學的場所。民

眾使用度最高的地方，聚集在同時具有室內、半戶外、及戶外地

點。 

(4)上下游關係及人脈整合：與社區發展協會、里長、合作社發展、

農業上下游及產銷整合，並擴及學術、官方的合作關係，藉由人

脈資源相互運用。 

    2.期待與地方創生相結合，辦理城鎮學習、行銷中心 

   網路時代社區產業間應擴大與其他社區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

生產型社區與消費型社區的互補合作，可解決多層轉售而造成的剝

削問題。 

      為建構與鄰近生產型社區的合作關係，由輔導團隊建構其對等協

定，將獲利回饋給雙方，使偏鄉社區獲得直接對應都會消費者之窗

口，消費者也藉由解說了解生產履歷，使雙方成為互助的聯盟網

絡。 

 

 

 

 

 

 

 

 

 

 

 

 

 

 

圖 3 以仕安合作社發展為例，自我營造至全面性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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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定工作項目 

 (一)社區補助款 

       1. 總經費：   3,000,000     元 

          (中央補助金額： 2,340,000 元（內政部 2,340,000 元）、縣市政

府配合款： 660,000 元) 

       2.分項金額： 

      (1)築角競賽：預計平均每案 40 萬，預計 5 案，共 200 萬。 

    (2)駐村計畫：預計平均每案 50 萬，預計 2 案，共 100 萬。 

    3.執行方式：以補助款進行雇工購料方式完成營造點改造計畫。 

 

   (二)整體實施步驟與流程 

       1.校際宣傳與報名 

       2.媒合 

      (1)甄選營造點資料上傳：為方便

創作團隊了解基地概況，本輔

導團至基地拍攝影像，上傳至

網站供點閱。 

(2)媒合會議：藉由介紹社區特色、基地

概況、社區需求，經創作團隊票選後

選定合作社區。 

 

  

  
圖 6  臺南築角媒合會議場景 

圖 4 整體實施步驟簡要流程圖。 

圖 5  營造點基本資料上傳網路平台，藉以

提供創作團隊票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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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工作坊、初賽 

1.提案賽收件與評比工作事項  

(1)訂定收件程序與競賽規則。 

(2)請評審舉辦提案賽，選出優勝名次。。 

(3)蒐集評審意見，開課協助修正計畫書。 

2.初賽辦理方式 

   簡報審查採公開方式進行，歡迎各界旁聽 

3.初賽後輔導師、助教連繫會議 

(1)評選後檢討各計畫書之修正方向。 

(2)配合年度重點研議輔導輔導策略。 

(3)預期成果與紀錄片準備。 

4.修正計劃書 

(1)彙整初賽評審意見，要求團隊修正，

輔導團由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協助修

正。 

(四)培訓課程 

築角與駐村之培訓課程  

1.以每班 15人以下之小班教學，使各學員

能親自操作器材與實作。 

2.課程方向： 

培訓課程包括工藝機具實務操作、工

法案例分享、行政作業、紀錄技術等四

部分，集中在駐村地點教學，以實作、

互動、溝通、共學作為課程規劃主軸。

每日上課 6小時，共計 18小時。 

3.工藝機具實務操作： 

課程包括磚砌、木作、電焊、植栽，主

要教授機具之使用方式與防護安全。 

    4.工法案例分享： 

臺南築角歷年案例分析與工法特色，以

及歷年優良案例、應避免之作法。 

5.行政作業：核銷家教班，一對一方式教

授核銷及成果報告纂寫 
  

圖 8 培訓課程：磚砌混凝土、電焊、木作、植栽 

 

圖 7 提案計畫書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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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入社區實作輔導 

1. 訪視督導 

(1)輔導老師現場訪視：營造期間提供

設計、施作上的建議與協助。 

(2)駐地助教：由歷年優秀學員，提供

長時間在地輔導，觀察生活狀況。 

(3)家教班：除核銷部分，針對落後之

組別之不同需求，以家教班方式進

行一對一的教學。 

2、傳達環保永續理念： 

(1)使用材料盡量環保減量，減少使

用混凝土與高排碳物品。 

(2)符合產業、老人使用等多元議題。 

(3)考慮使用壽命、容易後續管理維護。 

3.交流工作坊  

       交流工作坊簡單說就是交換工作勞

力這樣的概念利用地域方便性，3-4

組團隊進行相互交工，同時由地主

團隊招待午食點心，在休息時間也

可以在聊天中相互熟稔，許多原本

不認識的團隊，因為交工的關係認

識，培養出情感。 

圖 9 交工場景 

 

圖 10 完工戶外現勘，專業評審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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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112年 1月 2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預計 11個月，計畫流程如下表所示。 

(七）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12年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報名

階段 

補助計畫原則擬定

及公告 
✓          

 

召開說明會 ✓           

營造點報名收件 ✓ ✓          

營造點現勘 ✓ ✓          

創作團隊報名  ✓          

媒合

階段 

媒合會議  ✓          

網路媒合  ✓          

評審

與核

定階 

段 

計畫案收件   ✓ ✓        

評

審

會 

初階型    ✓        

進階型   ✓         

實驗操作工作坊

(駐村) 
  ✓        

 

公告核定錄取名單   ✓         

實作

與培

訓階

段 

課程培訓     ✓ ✓      

工法施作     ✓ ✓ ✓ ✓ ✓ ✓  
工作交流會      ✓ ✓     

訪視督導      ✓ ✓ ✓ ✓ ✓  

完工

與核

銷階

段 

營造成果現勘驗收       ✓   ✓  
成果頒獎典禮        ✓    

成果報告及經費核

銷 
       ✓  ✓ 

 

其他 

紀錄片拍攝   ✓ ✓ ✓ ✓ ✓ ✓ ✓ ✓  

研討會         ✓   

追蹤歷年成果         ✓ ✓  

檢討、授證成果 

製作發表、文宣及行

銷 

       ✓  ✓ ✓ 

 



9 

 

四、經費需求 

總經費：   3,000,000     元 

          (中央補助金額： 2,340,000 元（內政部 2,340,000 元）、縣市政

府配合款： 660,000 元)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社區補助款   

1 築角競賽計畫 處 5 400,000 2,000,000  

2 駐村計畫 處 2 500,000 1,000,000  

總計 3,000,000  

 

備註說明：計畫實作經費編列原則 

項目名稱  築角競賽 駐村計畫 備註 

經費

上限

規定  

1.補助金額  30~40萬   40~80萬  築角含創作團隊費用  

2.創作團隊費用 20% 無  

3.計畫主持人 無 5%  

4.雇工費 10% 25%  

5.專業工項 核定金額之 15% 核銷檢附收據或發票 

6.一般事務費  核定金額之 5%  不含油資  

 7.其他費用 50% 

含保險、資材費、租

用機具、購置土方及

草花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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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成果與效益 

(一)看見青年的力量：臺南城鄉設計力的提升 

臺南築角以青年設計力改造社區空間，不僅促進青年與社區的互動，

也給予青年設計與實作舞台，在施作過程中，更安排經驗豐富的輔導老

師直接進入社區指導，讓營造成為累積實力的一種方式，提升青年空間

設計美感與素養。 

年青人投入設計力與對社區的熱情，社區有機會認識這些來自於全

台各地不同的青年學子，建立了一個年輕人與在地打拼的居民，同時也

提供他們一個可以自由創作的大型平台，本案不只是一個短期的營造，

我們在青年的心中種下一顆種子，讓他們在畢業學成、退伍之後，也能

回到自己的家鄉發根、發光、成長。 

(二)社區參與新思維：手腦分工合作的社造模式 

透過媒合，讓專業人才與藝術家進駐社區，深入居民生活，讓社區

民眾的需要和想像，結合專業技術完整呈現，營造團隊也能創作出專屬

於該社區特色的成果，達到雙贏局面。 

(三) 社造經驗的延續與活絡 

「職人、助教、學徒」三項策略分別建構「學堂」、「助教」、「臺南

築角」三種實際應用手法，使培訓從學生紮根，往安身立命於台南發展。 

(四)走向造村、社造平台大型創作的潛力 

臺南是一個充滿人情味與文化氣息濃厚的幸福城市，各個社區蘊含

著豐富的人文特色與活力，將接待家庭的概念延伸至接待社區，提供營

造點資訊、團隊陣容與工班專長、接待與後勤支援能力。如此便可讓國

內外藝術家體驗臺南人的熱情與活力，並透過討論與合作、發揮社區優

點與特色，再用不同的創意激發實做構想，打造整體規劃與生態永續的

文化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