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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九二一震災後，政府為協助受災農村重建家園，早日走出地震

陰霾，並塑造出農村聚落優美環境與景觀，本區特以社區總體營造的

方式，以促進「居民參與」為目的，結合政府資源、居民參與及專業

規劃團隊，共同創造優質與永續的農村發展。本文將以居民參與過程

的實際案例就說明，期能供將來其他地區施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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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聚落重建社區總體營造案例探討 

─以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為例 

陳榮俊、翁志成 

壹、前言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所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的大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地區農村嚴

重的損害，房舍傾毀，各項公共設施破壞，作物毀損，更甚者，山崩、地滑、地形變樣，

為使災後農村復甦，亟待政府透過整體規劃與建設予以協助重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

著照顧農民、改善農村及永續農業發展的宗旨，責由所屬水土保持局依據「九二一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之分工及工作期程，並就以往辦理富麗農村計畫之經驗及

人力，研訂完成「農村聚落重建作業規範」、「農村聚落住宅興建獎勵補助要點」等相關

規定，全力推動農村聚落重建計畫，並建立推動組織架構，以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共同

參與，其組織架構如下圖 1-1： 
水土保持局立即就住宅及公共設施受災密集、嚴重之農村聚落，共選定 109 區，委

託專業之規劃團隊進駐災區辦理重建調查規劃，規劃內容主要包括協助重建戶設計符合

農村自然景觀之住宅、公共及休閒設施規劃設計、農村景觀美化及產業輔導等，本農村

聚落重建計畫期程自 89 年 4 月 1 日至 92 年 12 月 31 日。其四年重建工作重點方向為：  
第一年：農村住宅重建、災害復建為最優先項目。 
第二年：農村住宅重建及基本公共設施改善等為優先辦理重點。 
第三年：發展農村產業、公共及休閒設施興建為辦理重點。 
第四年：則加強辦理生態、環保及提升產業文化等，以全面改善農村環境，創造農

村新貌。 
因第三年及第四年重點工作為促使當地產業振興與轉型，改善農村環境，創造農村

新貌等工作，水土保持局為配合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選定列入「農村

聚落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畫」內，在重建區開始嚐試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辦理社區

的環境改善，由重建區中選擇居民參與性高、社區組織較成熟，具有共識者計 19 處優

先試辦，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本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就是藉由當地居民充分的參與，結合政府資源及專業規劃

團隊，透過當地資源的發崛，以規劃建設出符合當地特色的工作，幫助地方因應環境的

變遷及加入ＷＴＯ後對農業的衝擊，使農業逐漸轉型為「三生」並重的產業，著眼於農

業的永續發展、農民生活品質的提升以及農村自然生態環境的維護。本文將就居民參與

的過程及其成效作說明，期能供將來其他地區施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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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區概述 

 
 

一、地理位置及範圍 

 
本區位於雲林縣古坑鄉，東邊與北邊與桂林村相接，西接華南村，南與嘉義縣梅山

鄉為界(如圖 2-1)。 
 

二、自然資源 

 
(一)地形 

 
本規劃區標高介於 330~1,300 公尺之間，東方大尖山及二尖山為全區最高點，地勢

由東向西急劇下降至 600 公尺龜子頭附近，再向西地勢漸趨低平至 330 公尺之山腳附

近。因氣候溫暖多雨，頗適合作物及林木之栽種，區內處處可見茶園、檳榔、柑橘、金

針、竹子等產業景觀，頗具地方特色。 

圖 1-1  農村聚落重建推動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提供) 

 



30 鄉村發展  vol 4 

- 4 - 

 
(二)地質與土壤 
 

本區地質包括南莊層(中新世晚期)、桂竹林層(十六份頁岩段)、頭嵙山層砂頁岩相(香
山相)、頭嵙山層礫岩相(火炎山相)、臺地堆積層、沖積層等六個地層。且有兩條斷層經

過本規劃區，分別為大尖山斷層，斜切過本規劃區的東方；九芎坑斷層則出現在規劃區

西方的麻園附近。 
本區之土壤分為崩積土、石質土、沖積土、黃壤四種為主。 

 
(三)氣候 
 
1. 氣溫：本區以一月平均氣溫最冷為 16.0℃，七月份之 28.4℃為最高，年平均氣溫為

22.8℃屬高溫。 
2. 雨量：本區以五~九月為最豐，八、九月多颱風，常可導致大雨，十月－翌年四月間

為乾旱期，年雨量約在 2,856.4 公厘屬多雨。 
3. 濕度：本區域歷年年平均相對濕度則為 83.2％，月平均以九月最大為 85.2％；以十

二月份之 80.3％為最低，各月份亦在 80－87%之間頗為穩定，對農作物生長、人體

健康、遊憩活動等均極適宜。 
4. 日照：本區日照數以二月份 77.5 小時為最少，七月份 170.0 小時為最多，以日照率

言之為 35%。 

圖 2-1  本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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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資源 
 

大湖口溪為本區唯一河川，發源於區內大尖山，經吊境、崙子、二重溪溝匯入虎尾

溪，全長 28.5 公里，本區由於位在大湖口溪上游，居民飲用或農業灌溉，多汲取溪水或

引用山澗水。 
大湖口溪主要流經本規劃區之北邊，境內主要支流在華山村區域內有華山溪及科角溪，

在麻園附近匯入大湖口溪；在桂林村境內則有濁水坑溪、茄定坑溪、內館溪等野溪支流。 
 

三、人文環境 

 
(一) 產業發展 
 

本區經濟產業過去以來一直以農業為主，主要作物為檳榔與茶葉；近年來轉作之咖

啡栽植成功，打出「台灣咖啡故鄉」的名號，進而帶動相關之服務業之發展。 
 
(二) 人口狀況 
 

本村人口數計有 293 戶，939 人；男性有 525 人，佔 55.9%，女性有 414 人，佔 44.1%，
勞動力以男性為主。 
 
(三) 土地利用 

 
本區總面積約 452.01 公頃，其中公有土地面積 228.41 公頃，占總面積 50.53%，私

有土地面積 187.124 公頃，占總面積 41.40%，其他未登錄地土地面積 36.470 公頃，大

多位於大湖口溪及其支流之河川地，占總面積 8.07%。全區屬於非都市土地，其中以林

地目用地 247.994 公頃為最多數，佔規劃區全部面積近 55%，多為種植檳榔。 
 
(四) 文化資產 
 

區內有包括傳統紙寮、銘傑交趾陶工坊等文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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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理念及方法 

 
本區發展之理念為結合村民參與、政府資源及專業團隊，並且加入社區總體營造的

精神，以當地人為自己家鄉的設計師的觀點出發，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隊應如何配合，將

資源作最專業及有效的分配，再者，專業團隊如何引導村民參與，也是本文之重點。 
 

一、村民參與」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村民參與」的意義： 
 

所謂「村民參與」即是村民在農漁村規劃建設過程中，對其村莊未來的發展、工作

環境、生活空間及環境改善、社會及鄉土文化要求、歷史文物等表示意見，並且提出看

法及構想與農漁村規劃專家討論，同時將村民對村莊發展的意見、期許與願景(Vision)
納入農漁村規劃建設之考量，進而透過規劃建設之手段，達成農漁村規劃之目標(劉健

哲，89)。此意涵一再強調村民參與村莊發展的每一個項目，並且需要將願景與需求表

達出來，進而與規劃專家充分的討論後，形成計畫案並付諸實行。而簡單的說即是，村

民為自己「家鄉」的設計師，透過村民與專業規劃者不斷的討論與協調，打造村莊未來

共同的願景，並且付諸於行動。 
 
(二)「村民參與」的重要性： 
 

農村建設對於農村地區之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受益者當然就是居住於農村地區

的村民。且在實務上除了地政單位辦理農地重劃或是農村社區更新計畫才可能以土地重

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外，其他農村建設計畫對於公共設施都是以村民無償提供私有

土地的方式進行，因此對於我國來說，執行農村建設計畫，當然也必然需要村民的參與。

而其重要性還包括： 
84 年蔡宏進教授在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務一書提到的鄉村發展指南共有五項重要

者，第一項就是「注重鄉村居民發展策略，使鄉村居民了解並提出需要，不能單由上方

的設計來推行而不顧及地方需求」，可見當農村發展需要規劃及建設時，首重村民的參

與。蔡宏進教授亦在 89 年提出村民參與農村發展規劃的必要性還包括：村民為農村事

務的主體、村民為農村發展規劃內容的承受者、村民最能了解農村發展事務、村民具有

農村發展規劃的能力、村民最廣泛或全面的參與才是最圓滿的參與等五項。因此，落實

村民參與之機制，有賴政府部門或規劃單位的用心，除了透過問卷及實地調查的方式，

廣泛的去瞭解村民對農村發展的種種要求與期許外，也要實地的，廣泛的充分而積極的

與村民討論，並且促進村民與規劃專家充分溝通，針對村民所關心之種種課題與村民廣

泛研討，如此才能落實「村民參與」之機制(劉健哲，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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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社區總體營造 
 
(一)社區參與的發展： 
 

社區參與的概念最早來自日本的造町、英國的社區建築和美國的社區設計等。在翻

譯上述的概念時採用既有的名詞「社區」，意味著要從人口和面積比較少的地方開始。

如果是 4000 人程度的社區，那麼比較容易喚起居民們參與的興趣。 
 
1.英國 Nick Wates「社區建築」一書對社區建築的說明如下： 

「社區建築或社會建築是由最終使用者主動參與而完成的建築。此一用語也往往描

述包含社區規畫、社區地景及其他關乎社區技術協助等行動之運動」。 
 
2.日本延藤安弘對「造町」的說明如下： 

造町不只重視硬體環境的改善、也將軟體領域例如居民的健康、福祉、教育、社區

形成等放入視野中。同時考慮物質環境的改善及無形的生活品質的提昇。(雲林科技大

學文資所，2000；謝雯凱，2002) 
 
(二)「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 
 

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早在幾年前，行政院文建會開

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至今已在全省各地普遍地展開，而且一直在推動著，是結合

地(自然資源)、景(景觀資源)、人(人的資源)、文(文化資源)、及產(生產資源)等五項資

源的一種整體性計畫，是它的方法論與最終預期的成果。而且它也是一種以住民為主，

透過行政、企業的協調，達成地方建設並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計畫(如圖 3-1) (文建會，

民 84，陳其南，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民 84，陳亮全，民 80，徐明福、柯

俊成，民 86)。 
 
 
 
 
 
 
 
 
 
 

圖 3-1  社區總體營造理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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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社區總體營造的定義如下：社區總體營造是以社區共同體

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

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

化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

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

化活動等。如此因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昇，

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再現。如

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畫與參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稱為社區總體營造。而「社區營

造」簡單的說，就是透過居民不斷的凝聚共識及充分的參與家鄉的規劃、設計與建設之

過程，使居住的社區能夠很舒適、很健康、很快樂，並且共同享受成果。 
依照這些定義，社區總體營造所強調的概念還包括以下項目： 

(1) 強調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生命共同體的意識。 
(2) 社區共同意識的形成來自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共同參與。 
(3) 不同的社區應該各自展開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運動。 
(4) 居民的主動參與是改造社區、活化社區的最重要力量。 
(5) 社區總體營造重視步步為營的企劃與經營，是一創造性的過程。 
(6) 關心的是社區裡包括文化、產業、環境、教育、公共行政等的整體。 
(7) 自己的地區、社區要由自己來創造，且採用由下（社區）而上（政府）的方

法(雲林科技大學文資所，2000)。 
 
(三)發掘華山資源 
 

透過與村民不斷的討論，發掘華山地、景、人、文、產等資源，並作優劣勢的分析，

其能討論出未來村莊最佳發展的「願景」。 
 
1.地(自然資源) 
 

本區景色秀麗，自然生態豐富，為一登山健行及自然生態教育之優良場所。如下圖： 
 

 
 

大尖山 大湖口溪支流 入口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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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景觀資源) 
 

本區山明水秀，且因標高介於 330~1,300 公尺之間，從高處眺望點均可西望雲嘉平

原，天氣晴朗時更可眺望台灣海峽，且在午後大尖山會被霧氣所籠罩，氣象萬千。如下

圖： 

 
3.人(人的資源) 
 

本區因有本著愛鄉熱誠的大湖底文史工作室，當地較特殊的手工造紙及交趾陶藝

術。如下圖： 

 
4.文(文化資源) 
 

本區有日本時代的古拱橋、造型傳統的古厝、當地供奉的地基主等。如下圖： 
 
 
 
 
 
 
 
 
 

大尖山 大湖口溪支流 入口廣場 

蔡顯勇之銘傑交祇陶工作室 

林舜珍師傅手工造紙 

大湖底文史工作室 

造型傳統的古厝 當地供奉的地基主 日本時代的古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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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生產資源) 
 

區內之傳統及大宗產業為檳榔和茶，而該兩項作物皆因產量過剩價格節節滑落。而

目前於規劃區內新興的休閒農園、有機農園及觀景咖啡等，為該地區產業發展之良性轉

型，多元化的農業生產才是農村永續發展之正確目標。如下圖： 
 
 

 
 

三、社區總體營造與農村建設 

 
 

農村聚落社區總體營造，其主要之精神在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以提昇生活

品質，且為創造社區就業機會、啟動社區自主機制及改造社區空間環境，進而落實居民

是社區最好的設計師的目標。藉由在社區辦理各項工程，並由地方居民參與其工程設

計、施作的過程，使社區營造的精神在地方紮根，進而加強居民對「家鄉」的歸屬感，

並注入農村社區的活力。因此，本次社區總體營造將居民的想法與專業規劃團隊的理念

互相結合，其優點包括： 
 
1. 利用專業技術展現居民想法：專業規劃團隊利用「透視圖」、「示意圖」或「視覺模

擬」將居民的想法展現出來，農村建設不再是紙上談兵。 
2. 利用不斷的修正尋求最適方案：居民可以在圖面上與專業規劃團隊、政府部門共同

討論自己村莊的願景，並透過不斷的修正，尋求出最適的方案。 
3. 提高公共設施無償提供的意願：目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用地仍以無償提供為主，而

能與居民於事先溝通用地取得之位置、範圍及工程內容，能夠讓居民放心提供土地

供農村發展使用，使工程能夠順利完成，達成促進農村發展的目的。 
 
 
 
 

精緻農業─蘭花 新興的咖啡產業 
檳榔及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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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探討與分析 
 
 

以往工程設計完全由專業工程設計單位來設計，而居民只能在工程施工中或完工後

才瞭解設計者的設計理念，其常常造成以下的問題： 
 
1. 設計者所設計的理念往往無法滿足與當地居民的要求。 
2. 居民因沒有適當的參與，以致於完工後維護的工作乏人問津。 
3. 因為目前農村建設工作之用地仍為無償提供，以致施工後常因用地協調問題影響工

程進度。 
 

因此，本區設計精神即於事先充分的與居民討論配合地方發展的極需工程，並且透

過示意圖的表現，使居民能夠充分的了解設計者的理念與用地的範圍，且居民也能夠於

圖面上就其想法作討論，致工程能夠滿足居民要求，順利完工，創造居民、政府及至專

業團隊三贏的作業模式。 
 
本區社區營造執行方式即先甄選「專案管理廠商(PCM)」黎明工程顧問公司負責專

業協助及監造工作，接著遴選本區「社區營造廠商」山水景觀工程顧問公司以統包方式

辦理工程設計與施工，並僱用當地居民施作工程，已在當地提供 748(人/日)就業機會，

期能改善社區之生活面，生產面與生態面，經與居民討論後本區辦理內容包括磚造藝術

地標、橋頭堡停車場舖面改善、入口意象工程、龜仔頭觀景平台、山腳口袋公園、山腳

候車亭六件工程，共編列經費約 450 萬元，目前已全數完工，本文將就其中選擇磚造藝

術地標及入口意象工程兩件工程說明社區營造居民參與的過程。 
 
 

一、案例一：磚造藝術聚落地標 

 
(一) 規劃構想 
 
1. 為突顯本地區各聚落特色，以生態復育及主要種植水果等為主題設置聚落地標。 
2. 有意願設置聚落包括埔尾、山腳、下厝、頂厝、下科角、頂科角、山豬湖及松腳等

八區。 
3. 聚落地標的材質應配合當地農村景觀，以傳統農村建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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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民參與過程 
 
1. 經規劃團隊與居民公開討論後，決定採用以磚造藝術表現聚落地標。 
2. 規劃團隊提供案例供居民參考，如下圖： 

3. 經規劃團隊與居民公開討論後，以清水磚牆及花窗表現古時農村磚造意象，並配以

實木地標、木平台、木座椅加強教育及休憩需求，繪製示意圖如下： 

 
4. 規劃團隊提供七種清水磚牆砌磚方式供居民參考，如下圖： 

 
5. 居民選擇樣式四作為施作的造型。 

 
6. 最後選定五處地點設置磚造聚落地標，並於實木地標刻劃聚落名稱及代表當地特色

之圖案，其中包括： 
(1) 山腳聚落以水蜜桃為主題。 
(2) 頂厝聚落以復育蜻蜓為主題。 
(3) 山豬湖以復育青蛙為主題。 
(4) 龜仔頭以復育鳥類為主題。 
(5) 科角以復育螢火蟲為主題，完工後如下圖： 

 

樣式一 樣式二 樣式三 樣式四 樣式五 樣式六 樣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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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質效益 
 
1. 讓遊客進入本區後，即能感染傳統農村的景觀，進而進一步體驗到農村整體發展之

成果。 
2. 塑造聚落地標，並兼具生態及產業導覽功能。 
3. 磚造藝術與農村景觀相調和，突顯農村獨特風貌。 
4. 華山地區步道系統完善，本磚造藝術兼具遊憩中繼站休息功能。 
5. 本磚造藝術在農收季節兼具農產品展售亭之功能，例如：山腳的沈太太在三、四月

水蜜桃產期，週末假日可販售自產水蜜桃約六萬元。 
 
 

二、案例二：入口意象工程 

 
 
(一) 規劃構想 
 
1.於華山村設計代表社區入口之意象。 
2.華山村以咖啡豆及生態聞名，設計理念加入此自然及人文特質。 
3.塑造夜間照明設施，以加強夜間時遊客印象。 
 
(二) 居民參與過程 
 
1. 經居民與規劃團隊討論結果原本將入口意象地點設在華山、桂林二村共同入口處，

而示意圖及現況圖如下： 

 
2. 但與地主商討後，地主並不願意提供土地作為入口意象使用；再者，居民也感覺上

示之入口意象並不能表現華山村咖啡豆及生態的主題，並且也沒有設計夜間照明設

施，因此要求社區營造廠商再加強設計。 
3. 最後確定於華山村福德宮前設置社區入口意象，並且設計採鋼板以雷射切割及縷空

技術，結合鋼骨及磚造，表現華山社區生態及現代與古樸意象，意象前在增設咖啡

豆造型之花崗石，以強調『台灣咖啡的故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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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本區目前主打咖啡產業及觀夜景，為加強夜間時遊客印象，設計塑造夜間不同景

觀及螢火蟲意象之景觀照明設施更為重要，因此綜合居民彙集主題意識並經規劃團

隊巧思設計後，示意圖如下： 

5. 完工圖如下： 

 
 
(三)實質效益 
 
1. 建立農村社區門面，吸引更多遊客。 
2. 結合當地自然(螢火蟲)及人文(咖啡產業)資源所呈現的入口意象加深當地旅遊的深

度。 
3. 考量日夜間功能，增加公共設施之效益。 
4. 週邊植栽綠美化多為居民親手種植，完成後增加居民的成就感，後續之維護管理工

作也較易推行。 
 
 

伍、結論 
 
 

發展農業、建設農村、照顧農民，一向是農業政策之目標，為創造農村新的生命力，

近年來政府部門亦配合推動相關重要計畫，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社區總體營

造、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辦理的城鄉新風貌及經濟部辦理社區經濟重建等，以多種途

逕推動各項計畫，期使農村更有活力，產業的經營更加現代化與企業化；另一方面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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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亦積極推動農村社區總體營造之工作，除了要營造美好的環境

外，促進「村民參與」最重要的莫過於「人」了，環境是硬體，人是軟體是靈魂，為使

村民在家鄉建設之過程中獲得參與感與使命感，以凝聚村民之社區意識，使村民成為家

鄉營造的設計師，進而與政府建立一個良好的由下而上溝通機制至為重要。政府部門及

規劃者則希望藉由村民之參與，共同攜手建設家園，一起動手改善環境的硬體，配合人

的軟體，啟動地方自覺而活絡整個社區，進而加強對村莊環境的關懷，促進產業的發展，

達成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增加農民收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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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eptember 21st earthquak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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