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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策略聯盟發展計畫－銀綠色村落活化圈 

(一)計劃緣起 

地震雖然令農業損失慘重，但至今各項農產品之生產皆已逐漸恢復災難前的

狀況，生產規模仍不如前。「威脅農村農業發展之主要原因為：台灣整體經濟不

景氣、人力資源不足、資金取得困難、行銷管道有限、與農戶對市場供需資訊封

閉等。服務業之影響主要在民生消費不振與觀光基礎設施不良；但在健全產銷體

系與農業精緻化的推動上仍需加強。建議農業精緻化以及推動休閒旅遊產業成為

地方核心產業。」（龔明鑫、騰人傑,2002）。地震後三年的研究已經指出鄉村農

業發展所面臨的實質困境。 

 

對照東海建築系在中寮的工作由空間重建與活動引入(第一~四年)進入產業

重建(第五年)，從第一年的藥用植物園規劃興建，以村民意願協助一級產業轉型

藥用植物，第三年舉辦「震後慶團圓、協力焙龍眼」之龍眼季，喚起全民的災區

記憶與成功行銷災區農特產品，第四年地方人士成立觀光產業促進協會，推展休

閒民宿觀光產業，第五年舉辦槌球運動會，朝向銀髮族養生休閒村邁進。在這個

過程中，在地人與外來團隊利用既有的環境資源且戰且走，改善環境與創造災區

經濟效益，但是受限於人力、行銷、精緻度、與欠缺整合，偶有活動效益不如預

期之憾，地震前三年全民仍對災區懷有憐憫與同情時尚可以被理解，但是「因為

2002-03年完成貫穿北中寮七村的龍南路沿線門面與介面硬體設施，從2003年

底以來我們團隊與龍眼林福利協會繼續為北中寮(其實還包含南中寮三個村)爭

取到幾個有結構整合導向的計劃，進入到區域尺度的跨村落跨領域經營的階段，

面對的是更具流動性的問題，也更迫切的時間感與壓力。」1東海工作隊已經意

識到精緻鄉村旅遊是必須達到的目標，建立鄉村旅遊的口碑與服務品質才有永續

經營的可能性。 

2003年11月，由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邀集學者專家(鄭文良、

廖嘉展、黃世輝等)、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共同提出社區策略聯盟發展計畫，規

劃四條重建區產業軸線，包括南投縣北中寮、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台中縣山城社

區（新社鄉與大雪山）、台中縣東勢石岡與苗栗等，委託威肯資訊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作為專管中心，各個軸線分別由社團法人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福利協

會、社團法人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區域產業經

濟振興協會（山城社區）、台灣社區重建協會（Go-In 桃花源ACT協力商場）之

社區在地組織負責執行，並各有其共同執行的專業團隊。東海工作隊更是首度執

行產業振興計畫，由建築、社區營造等領域跨入行銷與產業界，所遇困難極鉅。 

 

 
1
羅時瑋,＜野的摺皺---九二一災後北中寮空間重建實驗與思考＞,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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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策略聯盟發展計畫內容與成效 
    過去在北中寮社區營造所提出的理念如鄉村文化復興(東海工作隊)、生態博

物館(文建會文史種籽營)、養生桃花源(東海工作隊）中興新村後花園(水保局)

等，已經揭櫫北中寮將承載的使命、目標與課題，所面對的不僅是毀壞環境的再

造、社區照顧的需求、衰頹產業的振興，更野心勃勃的想為鄉村建立新的開展動

力：環保生態、文化藝術、休閒養生等。北中寮社區策略聯盟發展計畫就是在這

樣的訴求背景下孕蘊而生，接續樟平溪流域社區營造統包工程所營建的北七村整

體空間介面，展開鄉村軟體整合與創造產業經濟效益之工作。 

 

計畫主題  為「銀綠色村落活化圈」，銀色泛指「在地老人」福利事業2，綠色指

中寮鄉村的自然人文景觀資源，計畫區域包括北中寮七村與南中寮永福、廣福、

義和三村，計畫目標主要為「善用在地的綠色資源，發掘在地銀髮族之勞力服務

價值，發展社區經營組織，創造休閒養生產業效益」（見圖5.3-1），並進行四項

工作：共同產銷之資源調查與機制建立計畫、產業營造計畫、社區學園人才培育

計畫、簡易公共環境及設施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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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重點：養生與

健康醫療、經濟安

本計畫強調「養

地養生意謂在區

維平台，引入當

養生活動主題之

 

2 銀色其實也暗示「
3 大学体育養生学研
                    

圖5.3-1生產與福利回饋機制(資料來源:社區策略聯盟服務建議書，2003) 

養生產業  一般老人需求調查顯示老年生活之重要需求依序為

全、教育休閒、居住安養、以及心理與社會適應(邱汝娜,2001)。

生」（life awakening arts3），並發展「養生產業」，北中寮在

域內推行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照顧，以初步的供餐與日托健康活動

代新銀髮族養生，連結在地各種興趣團體之「休閒養生」與各種

「文化養生」，如協力焙龍眼、認識地方文史、宗教文化、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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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熟年世代之新銀髮族（具休閒消費潛力之新退休族群）」。 
究会對養生之定義，東京女子大學橫澤研究室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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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手工藝製作、有機養生(藥膳飲食與有機蔬菜栽植)等，其中更以宗教文化

之誦經團與養生藥膳料理團具有向外提供服務的能力，形成養生產業。主要策略

有銀髮休閒旅遊、銀髮養生餐飲、銀髮人力資源網絡等。雖非成為完善之養生村，

而是結合養生活動與鄉村綠色景觀資源，協助在地老人與老人遊客獲得健康身心

之感受，以心靈健康來達到預防疾病，是本計畫積極推行的養生方式。 

圖5.3-2 北中寮老人活動節點圖(資料來源：北中寮七村整體營造模式調查規劃,2005) 

計畫成果 

《產業面向》 

1.推動銀髮養生，建構養生產業。由在地老人作主人招待外地老人旅客，邀請互 

助社區老人團體互訪，在地消費、在地休閒，整合中寮鄉的農業、老人、自然

景觀資源。 

2.整全社區行銷系統。社區導覽手冊與導覽圖、農特產品包裝、宣傳物品(扇子、

明信片、T恤、影帶)、網站精緻化與維護，建立遊客中心管理網頁。 

3.推動共同產銷機制，建立公基金。農產品如龍眼統一收購、包裝販售，民宿業

者接受培訓與共同行銷套裝旅遊，一部分收入歸為公基金。納入籌備中的「中

台灣觀光產業策略聯盟」團隊，並與台南縣東山社區、嘉義縣大埔社區聯盟行

銷龍眼乾與酸筍類。 

4.調查整理並推廣藥用植物的栽植，結合藥用植物園，建立養生保健產業。 

 

《學習面向》 

1.社區導覽人才嚴格培訓。16位認證導覽員、整全蒐集地方文史。 

2.在地社區人才實地執行。進行簡報、活動分工、與執行，降低專業者的介入程 

度，為未來成立老人福利園區培訓專管人才。 

3.社區料理團人才培訓。結合老人廚房供餐團與各民宿料理組成立地方銀髮保健

料理團，邀請埔里鄉土餐飲烹飪老師：潘贊應與古信維老師，協助發展特色料

理與學習專業餐旅服務，提升地方料理精緻度，建立養生餐、主人特餐、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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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等特色健康飲食。並結合龍眼季作成果發表，行銷地方美食與進行檢討改

進。仿誦經團形成宗教文化產業的模式，組織「灶腳團」形成鄉土文化產業，

可進亦可退，進可支持鄉村休閒產業，退可形成家庭飲食習慣改變。 

4.各休閒農場區別各自特色，接受養生保健植物與餐飲應用課程、民宿經營課 

程、導覽解說培訓、套裝旅遊規劃課程等。 

5.結合區域內國中小學鄉土文化課程，引進經訓練之在地導覽解說人員上課，培 

育未來地方文史人才。 

 

《空間面向》 

1. 社區環境整備。A.社區公共廚房或廚餘處理設備及指標設施。B.社區無障礙
空間及景觀改善工程（龍安槌球場週邊環境整理）。C.社區推廣中心設備及空

間改善 (社區學園數位機會中心廁所整建工程與社區學園無障礙步道設置工

程)。D.社區休閒園場景觀與展示改善(永芳村社區公園綠化,永芳村長源洞景

觀改善,龍眼林福利協會戶外展示架整修工程)。 

   圖5.3-3社區環境整備規劃圖(資料來源:莊德祥建築師事務所) 

A 

D 

C

D 

D 社區公共廚房周邊環境改善→ 

 槌B  球場殘障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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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4 A.社區公共廚房周圍景觀改善與廚餘處理設施工程(資料來源：參註腳4）4 

社區公共廚房周圍景觀改善前 施工後：入口意象更鮮明 

 

廚餘處理設備施工後 

 

圖5.3-5 B.社區無障礙空間及景觀改善工程（龍安槌球場週邊環境整理）(資料來源：參註腳4） 

龍安槌球場入口 龍安槌球場廁所 月桃香農場無障礙 

  
施工前步道高差 施工前步道高差 施工前步道高差 

 

完工 完工 完工 

                                                 
4 羅時瑋主持，〈社區策略聯盟計畫－銀綠色村落活化圈成果報告〉，中華建築文化協會，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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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6 C.社區推廣中心設備及空間改善(資料來源：參註腳4) 

數位機會中心廁所整建工

程外部無障礙通道 

數位機會中心廁所整建工

程內部 

社區學園無障礙步道設置

工程 

 

施工前 廁所外觀施工前 施工前 

 

完工 廁所內部完工 完工 

 

 

圖5.3-7 D.社區休閒園場景觀與展示改善(資料來源：參註腳4) 

永芳社區公園綠化  永芳村長源洞景觀改善 龍眼林福利協會戶外展售

架整修工程 

 

施工前 施工前 施工前 

 

完工 完工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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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整理內容主要是針對社區老人使用空間中之無障礙步道來進行改

善，包括社區學園內的教室周圍無障礙步道與連接小公園與餐廳的步道，無障礙

設施則有較室外廁所改建，另外在槌球場旁的廁所步道與休憩棚架步道都作無障

礙處理，目的都是為了平時村中老人與節慶時舉辦槌球比賽與龍眼季時便利年長

者使用。其他工程項目則有專為李旭鏱阿伯的手工藝術品規劃的展示櫥窗與個人

工作室，阿伯的作品越作越大，小從金龜、腳踏車、五分車鐵軌，大至龍安宮模

型、竹編龍鳳、水車模型，櫥窗的設計防曬及防潮，阿伯則希望改進展示室通風、

工作室照明、及收納空間。 

 

《文化面向》 

1.舉辦社區慶典。槌球季
5(四月)、龍眼季(九月)。 

2.推動社區廚餘回收，以廚餘酵素進行有機蔬菜栽植，供給老人廚房使用，一部

分的自給自足模式。 

3.以社區資源與特色產業調查、導覽解說員、與國小鄉土老師為基礎，籌備成立 

中寮鄉客家協會、漳平溪文化藝術協會、與朱紅植物染工作坊，負責文史、藝

術、鄉土、生態深度調查與手工藝品體驗活動之開發。 

 

(三)北中寮社區策略聯盟計畫行動探討 

1.國內外養生社區案例對北中寮的啟示 

永樂社區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社區是老人工團與老人產業的代表，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

機會多且意願強，以既有的幫伴系統（mutual aid system）成立不老英雄營造

團進行社區公工的社區環境改造的工作：埔心驛站、社區工作坊、紫羅蘭大道、

竹仔腳公園、八方永樂亭、牛埔厝公園、草地學堂、農學步道、產業小舖文化園

區、牛埔厝常民祭祀廣埕、永樂農村常民文物館等，並出團至埔里、國姓、水里

協助農業技術與景觀工程，充分凝聚社區長者與建立銀髮生命第二春。另外由產

業部發動〝一包菜干一點情．募建活動中心逗陣來〞的活動，成功募集了購買活

動中心用地的部分經費，也間接幫忙菜農產量過剩滯銷的問題。2004年獲得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頒發「第一屆國家永續發展績優獎」6。永樂社區運用

老人人力資源營造符合社區居民幸福生活的環境，並舉辦重陽慶生活動、春耕後

的自強活動、永樂曲館、太極拳隊、槌球隊等活動。福利社區化工作則注重青少

年的善誘與活動引入，減緩在地青少年問題。所面臨的問題是在地專業人才的缺

乏、基層選舉的派系問題、社區缺乏新的生力軍，建議方案為建構有效的社區學

習網絡，培養社區居民主動學習、參與學習的意願，對於本地的專業人才與幹部，

需有系統的給予課程訓練 (詹雪梅，2003)。 

 
5 本次槌球季邀請北至新竹縣，南至屏東縣共 100隊槌球團體前來龍安村比賽，賽期共一週，並
媒合提供鄉土餐飲與民宿服務。 

6 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三項指標評選。其他得主為台南金華社區、宜蘭大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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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村 

埔里菩提長青村可說是高齡社區自主照顧模式的先驅者(陳錦煌、翁文蒂，

2004)，許多老人在地震後遭逢親人罹難、失依的情況下住進了組合屋─長青村，

由王子華與陳芳姿夫婦倆負責村內的組織運作，所進行的工作包括老人心理輔

導、老人勞動工作、與小型植栽產業，集體工作的過程中使老人發現自我的勞力

效益，重建了老人生命的尊嚴，也重拾生活的樂趣，對台灣整體而言更是重建了

老人生活新典範─有勞動、有尊嚴、集體生活、與互助合作(吳明儒，2004)。主

要經濟來源為行政院勞委會補助五年六個工作人員的薪資、老人們的老人年金、

外界慈善捐款、與少數村內往生老人的捐款。所面臨的問題是組織未能合法設

立、缺乏專業背景等因素導致向外界募款時遭致質疑，組合屋區更將隨著九二一

重建條例的終結而拆除(展延至2006年三月，可能解決方案為此台糖土地能夠由

政府協助變更地目，保留地上物)或另覓地轉型。在此案例中可見到非政府部門

(互助組織及非營利組織)的協力、突破傳統社區工作模式以及積極尋求民眾利益

的最大(吳明儒，2004)。 

日本高齡住宅社區(Group Home) 

位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立花捷運站附近，提供無家可歸遷居臨時住宅的老人

(40％)，其中一半是孤寡老人。是日本第一家非失智症老人可入居之公營自立互

助住宅，十八戶平房，年齡層為66-89歲，在六位照護人員照料下生活。以高齡

者自立/自律、盡力促進人與人共同交流、人們協助彼此共同扶持為目標，24小

時派有職員常駐，規模小而不會產生孤立化現象，促進人際關係發生的建築尺度

（胡若瑩、黃松林，2001）。同樣的情形也在私部門的日本伊豆朋友村中實現，

嚮往新型態生活方式的銀髮族女性，以研討會募集同好並開始找土地，遴選女建

築師規劃出需要的設備、隔間和服務。共入住4對夫妻，其他34戶都是單身女

性，建築形式為圓弧形的建築，圓弧曲線融入周遭大自然風景，也可以看到彼此

的身影，照顧到彼此，一樓是共有空間，有餐廳和露天溫泉，溫泉的設備和景觀

不輸給一般的溫泉旅館。社團活動也在此舉行，有豆腐工房、太極拳、瑜伽、茶

會、服裝秀等（黃惠如，2004）。 

     

台灣自1996年始推行社區福利化與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政策，地

震後的鄉村災區也在各界資源挹注下實現這個理想，運用鄉村的綠色資源與老人

資源，解決在地高齡者照護問題，謀求村民最大的福祉，北中寮更試圖引入熟年

世代遊客，由在地老人作莊宴客，展現台灣鄉村的溫情活力（尚未實現，僅止為

構想）。從案例中可了解北中寮推行養生社區的再發展方向，一、提高老人的參

與度，例如成立幫伴式的老人興趣工團，從享受福利成為提供服務的快樂老者。

二、老人經驗與文化的傳承，如農業技術、藥草知識、手工藝等。三、老人主人

空間的開展，龍南路沿線的廊下空間可以接待旅人作短暫停留與交流。四、由福

利協會聘請專業社工人員，進行老人社區照顧方案的執行與評估。五、醫療服務

的提升。六、老人產業研發，如藥草酒、漬品、菜乾、有機蔬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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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養生社區的實務導向 

實務導向應包括：需求導向(needs-led)、資源導向(resources-led)、學習

導向(learning-led)、使用者中心(user-centred)等，並透過第一線組織管理者

不斷的自我評估與提醒，修正工作策略。亦即隨時評估老人與旅客的需求，利用

原有社區資源與開發新資源（在地文化、自然美景、風味美食、人情溫暖、特色

產業等），並對使用者與消費者的養生行為作觀察評估，執行團隊更必須不斷向

外界學習新知與將知識回饋到行動中。其中學習導向是一個社區動態的學習歷

程，從經驗而思考、了解、應用、再經驗⋯的歷程，是促進社區內的個人、團隊、

與組織不斷學習與成長的關鍵(吳明儒，2004)，北中寮地區最初即是以社區學習

機制－龍眼林社區學園的重建平台展開地震後的重建，改革理念的傳遞與縮短城

鄉知識落差，在許多現在工作人員的身上都可印證。策略聯盟計畫中的人才培訓

計畫以嚴謹的訓練，銜接過去的藥用植物班、民宿班、餐飲班，並延伸出導覽解

說班、套裝旅遊規劃等課程，企圖整合過去的產業經驗與所獲得的服務知識，提

供最佳的人力品質。 

 

3.鄉村產業轉型的契機  槌球比賽、料理團、導覽解說、民宿、農特產品、宗教

服務，它之所以被稱得上產業是由於它具有往村外服務的能力，運用資源、文化、

創意，提高服務性產業的品質，農特產品產業則建議加入如開發成品的故事或傳

統工法的體驗的文化內涵，增加它的附加價值。以龍眼乾來說，利用龍眼季三天

兩夜的烘焙體驗；以農場自產的梅子醋或桑葚酒為例，即是公開製作巧思並與特

色餐飲搭配，彰顯產品特色，即「以在地文化來附體」和「巧思創意來加持」。

鄉村產業本是鄉村獨有、少量、業小而微利的微型產業，因此都市人願意來此尋

寶與親身體驗。陳永進（2003)對觀光套裝旅遊提出悲觀的看法，他認為解決之

道是厚實各產業點的核心事業以及關鍵能力，才有策略聯盟的效益。北中寮目前

正是來到觀光旅遊的十字路口，應認清自己的老人社區照顧目標，以老人養生產

業為巧手，藉由「試營運」了解服務的缺口、消費對象、消費行為、市場所在，

再加入創意慢慢改變套裝行程的盲點，這也許是北中寮社區產業轉型活化或永續

發展的契機。所以（一）承諾立成；（二）溫馨體貼；（三）量身打造；（四）親

身體驗；（五）心靈享受；（六）滋長友誼，可逐漸演變成社區產業開發或設計時

所添加的天然酵素，而這些天然酵素會在每一次參與體驗的真心感動之中構成；

在每一次親炙信任的用心服務之中體現(陳永進，2003)。 

 

 

第五章小結: 

1. 檢討執行過程受公部門監督，圖面與書面資料工作量龐大，但對行政院農委
會水保局、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而言，原有的體制作業也

受到衝擊與檢討。以樟平溪社造統包工程為例，執行單位有建築師、營造廠、、

在地組織、非營利組織、學術團體，另有品質控管單位之PCM公司、主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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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等，PCM公司應該嚴密控管工程進度與品質，建築師更須與營造廠密切配

合圖面生產與細部更改之效率，若有一方怠職則工程將落後。 

 

2. 現場施工很難鼓勵居民參與(因為按圖施工，變更設計很麻煩，只能鼓勵在地
工人進入發包作業7)。原本樟平溪社區營造統包計畫有規劃地方工團參與施

工的機制，工作團隊也數次開會召集在地工人，但實際執行仍因營造廠調度

與工人素質而有所出入。地方工團機制原本有益於居民參與與創造就業機

會，建議應及早建立營造工團(如彰化縣永樂村之不老英雄團)，利於地方公

共空間生產之永續。 

 

3. 計畫執行皆以北七村(樟平溪流域)之尺度來執行，尤其樟平溪流域農村聚落
社區營造統包計畫與社區策略聯盟計畫等。藉由公共空間的串聯與七村組織

人才的結合，發展樟平溪流域整體產業與社會福利。 

 

4. 北七村公共空間包含候車亭、指標、園場設施(水車廣場、籃球場、龍眼灶、
槌球場、廚房增建、爽文村農會、警局、活動中心前棚架)，這些空間與後來

推動的銀綠色村落活化圈之間，由於原有的公共性不夠強、或是公共使用與

管理機制尚未建立，所以兩相結合不甚成功，只有槌球場、候車亭等老人及

村民使用率較高。 

 

5. 產業策略聯盟的困難  本團隊於2003-04在地推動銀綠色產業聯盟計劃並不
順利，根本原因在「農夫轉變成商人」的角色與利益的調適落差，基本服務

業配套不及（如行政效率、量化管理與服務觀念等），但至少逐漸改善中；尤

其導覽解說、鄉土餐飲的基礎漸趨成熟，可進一歩作為鄉村社區事業發展的

基礎。而「銀綠色」依然為鄉村基本問題基調，銀色（老人安養）難題與綠

色（農產、加工與休閒發展）瓶頸是當前北中寮七村所共同面對的，個別社

區將難以承擔解決這樣的難題及瓶頸，但透過組織策略聯盟平台下的公共福

利機制的建立，就可能有機會自力與協力處理這兩種共同的問題與挑戰: 

A:龍眼林福利協會，B:休閒農業文化促進協會，C:槌球協會，D:南投酒廠，

E:外地陪伴社區 

所以組織間的策略聯盟組合形式可以有：A with B、A with B with C、A with 

B with C with D、A with B with C with D with E，透過龍眼林福利協會

的平台與在地、外圍組織合作，處理社區發展的瓶頸。 

    

 

 

 
7 本工程合約規定必須雇用當地人達 1/3以上，東海工作隊要求協力團隊營造廠雇用當地工人比
例達 1/2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