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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du 
Plain Community, Taipei City

民间团体与社区营造——以台北市关渡平原小区为例

涂瀚云   简博秀   TU Hanyun, JIAN Boxiu

社区营造是目前许多都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具，它不仅需要社区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更需要民间团体在公私部门

之间建立合作平台以促进社区共同目标的达成。以台湾台北市关渡平原小区为例，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当地小区适当

引入政府部门的资源，并借由当地居民的参与，共同完成社区规划与营造工作。以“关渡那么田”的农民体验活动来说

明借由民间团体整合公私部门的社区营造活动，以及各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并且引导出公私部门在合

作上的中介角色，以及社区营造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active tool for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It is not o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mutual coope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but also requires citizen organizations through bridging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for a common goal.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uandu Community next to the Guandu Plain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citizen organizations, appropriately channels the resource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farmers' experience 

activity of "Guandu Farmland Festival", explains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tegrated 

by citizen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and expounds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public-private sectors in 

cooperation and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fu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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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社区营造是目前许多都市发展中一项重

要的工具。社区营造的完善不仅需要社区当地

居民的共同参与，更需要公私部门的齐心协

力。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都市化与工业

化以来，台湾地区的城乡差距愈来愈大，许多

社区的发展由于资源有限而停滞不前，若无内

外力量的合作，社区将面临发展衰败或退化的

危机，特别是人口外移和社区没落将是其未来

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于是，社区营造便成为

台湾许多社区发展与再生所选择的道路。社区

的自主性发展，以及社区内资源整合的自发性

模式，带动了台湾新一波都市与社区发展的过

程，不仅振兴了地方社区的产业与经济，也重

构了社区居民意识与社群网络，为社区的再发

展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方向与模式。

自1996年起，历经20多年的持续推动，台

北市开展了200多个社区自发性的地区环境

改造及地区发展规划案例[1]，改善了120多个

社区。同时，政府部门积极推动社区营造的相

关活动并提升了民众的参与度，台北市政府的

推广行动也增加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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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的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在于民间团体

（citizen organizations）的带领与整合，以及

其与居民间进行沟通并协助资源分配。

民间团体在社区营造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在于：一方面，它承接了社区与政府部门进行

沟通的功能；另一方面，它是社区营造的启动

与协调的机构。以台北市关渡平原小区为例，

该小区近年来与当地政府和民间团体积极合

作，进行了许多社区营造项目。本文以“关渡

那么田”为案例，深入说明民间团体在社区营

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1   社区营造与民间团体 

近30年来台湾许多社区经历了快速发展

的阶段，主要是政策的推动和成功案例的实

践，让社区居民更愿意参与社区的改造与转

变，并认为社区营造是改变和活跃地方发展的

重要手段。近30年来的政策推动，带给社区的

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而且带动整个社区的环

境改造与公共医疗设施的提升，例如政府相关

部门所推动的“形象商圈”与“商店街”计划、

“改造城乡新风貌”计划、“生活环境总体改

造”计划等，多样化的措施使社区能得到更深

入的发展。然而，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民间

团体的力量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湾

过往的社区营造缺少有效的横向沟通，导致无

法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的资源，最后面临困境

与停滞的状况。例如，政府推动的政策看似在

帮助社区改善经济、改造环境，却使得社区吸

引了额外的商业活动，随之而来的是交通凌乱

现象，侵犯他人私有土地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此外，原有政策下的社区营造无法整合居民力

量，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关心，导致社区

文化和社区温度消失。因此，民间团体的力量

非常重要，其力量根源于居民，是社区营造的

推动力：一方面，民间团体协助社区的产业发

展，增加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运用有限的人力

和物力提供相对应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它

把政府资源输送到社区，建立政府与社区的沟

通桥梁，解决社区面临的困境。

社区可以代表家的归属，可以代表情感

的连结，更可以代表一个空间。对于居住在社

区里的人来说，这空间就是他们生活中所有大

大小小的集结。每个社区都有它的历史发展与

区位优势，地方的独特性就是社区发展最主要

的利益所在。每个社区都有自己专属的文化连

结，加上先天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长久的历史地

理发展，可以发展出各自独特的地方意象。这

显然是公共部门无法做到的部分。以新竹市为

例，市区内的圆环从日本殖民时代兴建并且保

存至今，同时许多日式建筑藏匿于新竹街区

中，成为都市社区内具有历史文化的遗址。该

地区的社区在这个独特的历史景观下，齐心协

力地创造新生活，长久的历史发展使其于现今

科技化时代中更显突出。桃园大溪则是社区营

造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它一直是台湾的

木器与豆干产业的重镇。1810年代随着船运

的兴盛，大溪成为热闹的转运港口，然而随着

船运的没落，大溪的木艺产业也逐渐停滞。新

世代年轻人无法传承技艺的困境是大溪社区

面临的一大挑战，之后政府推行的“商圈改造

计划”再次将大溪推向繁荣。其中，大溪木艺

生态博物馆（以下简称“木博馆”）的开放，

使社区发展更上一层楼。木博馆是推动当地社

区发展的重要民间团体，除了整合当地的社会

和观光资源，同时建立小区的人际网络。它不

仅积极推出“大溪学”[2]的专业地方知识，也

鼓励在地店家加入“街角馆”[3]计划，借此不

仅可以保存与展示在地产业特色，也可将其统

一整理管理，让街区更加整齐干净，同时也把

大溪产业推向观光产业。为了使大溪社区发展

得更好，木博馆组织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当地

居民和整理相关资料，锁定主要活动与课程

后，邀请当地居民一起探讨大溪的传统产业与

民俗信仰，并培育文化人才；同时，与当地学校

合作，将大溪学推广至学校，让学生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并探讨家乡的历史脉络和产业发展，

建构出因地制宜的做法，与当地居民一起发现

独特的文化与价值。木博馆不仅给大溪当地居

民带来希望，更让其与地方的情感连结根深蒂

固，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不会被利益冲淡，

而是将店家们的竞争关系变成友好关系，为社

区的发展共同努力[4]。

民间团体在社区营造中扮演的角色为社

区领导者，在带领社区居民发展时的主要信念

为“凝聚社区共识”“肩负社会责任”“促进社

区自助”及“扮演称职角色”。在处理社区事

务时的主要信念为“决心”“学习”“永续”“专

业”及“平常心”[5]。因此，如果没有民间团体

在当地的长期相处与调查访谈，仅凭政府政策

的推动是无法将社区文化与情感连结起来的，

也无法解决社区的问题与冲突。民间团体扮演

引导者的角色，带领社区发展，并适当调用公

共部门的资源。

2   台北市政府与关渡平原的发展

关渡平原位于台北市北部，正临基隆河与

淡水河的交接处，是台北市现今仅存的农业地

区，占台北市所有农地面积的90%。由于关渡平

原位于淡水河口处，附近生态资源丰富，不仅有

红树林生态环境，也是候鸟的休息地点与渡冬

地。然而，随着都市发展的需求，关渡平原的开

发一直都是市政治理的重要议题。在一个高度

城市化的城市空间，仍能保留一块低度发展区

域作为城市气候调节与生态体系平衡的平台是

难能可贵的，并且这生长在都市的农业区还能

为都市带来意料不到的产业价值。

2.1   台北市政府规划下的关渡小区

在台北市政府规划下，关渡平原的发展目

标确定为平衡生态系统、防洪降温、景观游憩、

食农教育、农产品品牌化与提高城市韧性等。然

而，都市与农业是可以共融发展的。在2005年

的《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中提出生态系统服

务（ecosystem services）的概念，它指出“人

类可借由生态系统获得支持、供给、调节及文化

的服务。将生态服务系统的概念导入农业，将农

业视为提供粮食、健康、生态调节的支持系统，

有助于我们应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多重危机”。

因此，关渡平原在台北的功能定位应有不同的

思维，不只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检视，而且要思

考农业成为一种城市生活形态的可能，同时在

城市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并行前进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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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方面促成城市的永续发展[6]。

早期台北市政府对于关渡平原上的农业

采取休闲农游、友善食农与韧性永续3大策略，

但忽视了都市农民当时的生活条件，以致对关

渡当地的农业社区增加了更多的发展限制。相

较于乡村型的农民，都市农民所需要的成本与

人力都更高，而政府一连串推动休闲产业活动

的政策却无法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应的人力与

财力以达到政府的愿景，造成关渡平原的农业

发展目标与政府期望之间的落差。以提高农产

品的品牌化与防洪降温两件事为例。一方面，

当地农民皆属于老龄人口，欠缺关于推销产品

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该地区本来就因丰枯期

水量悬殊，加上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工业用水等

因素的影响，水资源分配不均，难以种植固定

的农作物，在农业发展上一直有其限制条件。

另一方面，磺港溪水夹带都市生活用水及上游

温泉水的酸性物质，长期累积造成关渡地区

土壤与水质酸化，因此关渡平原要发展“友善

食农”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了配合休闲

农业旅游，台北市政府推荐更改以往的农作方

式，这不仅导致农民的经济收益下降，还增加

了改作方式的成本。

2.2   关渡小区居民的行动

许多当地的民间团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帮助当地农民适当转型，或尝试

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其中，“八仙六代园”便

是一个民间团体的代表，他们尝试以农业体验

活动和地方导览游程，依季节变化提供不一

样的休闲游憩经验，使游客可以参与多样化

的DIY活动，并且与屏东科技大学合作将关渡

平原的生态进行复育，同时也与北投区农会合

作，给游客提供各式各样的农事活动。他们从

当地社区出发，把农业资源整合发展成为旅游

元素，重建让社区再生的基本力量。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都市农业”[7]于近年

来逐渐兴起，不仅重新定义了人与土地之间的

关系，更是扩大了社区营造的范围。

不可讳言，“去理解、去试着和平相处，才

是对社区与地方最大的尊重”。大量游客的涌

入虽然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会破

坏当地的秩序且带来大量的垃圾与噪音，最后

导致当地居民抗议。因此，如何在不破坏当地

生态与生活环境的前提下，将关渡平原小区的

自然与生产分享给游客，就是社区营造需要思

考的议题。在许多民间团体的协助和公共部门

的支持下，关渡平原近年来的体验活动越来越

多元化，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参与，不仅让更多

的人看见其丰富的生态环境，还使大家实地下

田去体验农民的辛苦。公私部门的投入提供了

适当的协作模式与财力资源，使政府的政策绩

效得以实现。关渡平原小区已经开始注意到环

境与人力的冲击对当地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许

多在地的民间团体扮演了社区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协调角色，一方面为当地社区产业找寻一

条适合发展的道路，同时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

意识；另一方面促进公私部门的合作，适当引

入政府部门的资源，从而带动社区发展。笔者

以近年来关渡平原小区的社区营造案例——

“关渡那么田”活动，说明民间团体在社区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3   “关渡那么田”与社区营造

关渡平原小区位于关渡平原的西侧，是自

淡水河渡船头延伸形成的聚落，早年是先民进

入北台湾地区开垦的入口，也是关渡与北投地

区沿淡水河出海贸易的重要渡口。在地理位置

上，关渡已是台北市西北边缘的尽头，紧邻台北

市与新北市的行政边界，跨界即到达新北市的

淡水区。若由台北市中心前往关渡小区，其中需

横越关渡平原。与台北市市区有明显的距离，如

此遗世独立的位置让关渡小区发展出具有特色

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位于小区旁的“关渡自然

公园”号称北台湾的最后一块净土，是台湾北

部候鸟集结最多的地点，有“赏鸟天堂”的美

名。位于小区北面的“台北艺术大学”则是台

湾最知名的表演与艺术大学，学校与关渡平原

小区的发展息息相关，关渡平原小区除了是学

生生活求学的场域之外，亦常与学校合作，举办

一些艺术展演活动。另一个与关渡平原小区发

展高度相关的人文景观便是“关渡妈祖庙”，它

是北台湾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富盛名的妈祖庙，

是早年当地聚落的祭祀信仰中心，现在仍是北

台湾地区香火鼎盛的重要庙宇。

3.1   关渡小区的社区营造背景

据文献记载，关渡平原的农业发展最早始

于康熙时代，后期这个具有地理独立性和历史

文化累积的地区吸引了一群新旧住民聚集此

地，形成一个以新旧文化融合和自然生态保护

为特色的地方。关渡平原小区内既保留传统的

宗教礼仪，又推广现代艺术活动。这些活动由

当地民间团体主导，联络地方感情。同时联合

小区居民进行自我定位，建立强烈的地方感，

从而实践社区营造的目标。比如关渡宫妈祖

的祭祀法会和台北艺术大学合作的“关渡艺

术节”即是这些活动的代表。自2021年起，由

财团法人台北市锡瑠环境绿化基金会所举办

的“关渡那么田”[8]则是当地小区近来社区营

造的重要活动之一。关渡平原小区营造最主要

的目的是发展关渡农业，体验务农活动与举办

田园市集使民众更加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历

史文化发展和特色农产品，不仅为关渡平原小

区带来人流、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也增加了

民众对关渡平原的关注与支持。拥有丰富的农

业资源，关渡平原小区借此发展相关的观光活

动，但仅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扩大社区营造的

范围，因此需要借助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力量。

3.2   “关渡那么田”活动内容

“关渡那么田”是由财团法人台北市锡瑠

环境绿化基金会执行的一项社区产业发展计

划，实际经费来源是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的

补助。为了促进与当地社区活动的整合，基金

会携手在地青农“八仙六代园”，共同完成此

项活动。活动的参与者各有分工：台北市政府

产业发展局主要从事城市产业发展策略规划，

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市场产业及人事管理皆

为其业务，活动推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地方产

业的永续发展，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9]；台

北市锡瑠环境绿化基金会是计划中主要的民

间团体——财团法人，他们平时大多配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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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行都市绿化和美化工作[10]，同时为都市

小区的环境质量把关，对这次活动基金会通过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的招标与当地民间团

体的合作，尝试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推动方式

进行社区营造；“八仙六代园”代表了原生土

地的社区民间组织，这个非政府的民间团体最

早诞生于关渡平原上的大面积水稻田，这块土

地传承到目前的主人（夫妻二人）已是第六

代，因而取名“八仙六代园”[11]。在社区营造

意识的鼓励下，夫妻二人开始举办农民体验活

动，不仅贩卖自家生产的农产品，还通过民间

团体公共部门的力量将活动举办得更加盛大，

让关渡平原更有知名度（见图1）。

“关渡那么田”中一项代表性的活动是

金黄色的稻香之旅，在台北市区内就可以享受

种植稻米的相关活动。该活动结合北投地区的

“青年农夫”（以下简称“青农”）活动，以稻米

为主轴，将生产稻米的流程全部开放，并且设

计一系列极有趣味性的闯关活动，加上自行车

导览，参与的民众可以获得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的丰富体验。更难得的是，在关渡平原这

个地区，一年可进行二期稻作，第一期为每年

2月中旬至3月中旬插秧，7月中旬收割；第二

期则是以“留稻头”的方式耕作，11月中旬

至12月中旬收割。相较于一般农田，关渡平原

上的稻田有两种颜色，于是成为当地的一个特

殊景象。早期关渡平原上的在地青农自行举办

体验活动，试图增加小区居民的凝聚力和整合

来自外部的资源，但是由于活动经费和人流有

限，加上关渡平原虽为市区中的郊区，真正可

以吸引来到关渡平原的游客少之又少，因此活

动的推动便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近年来在财团

法人台北市锡瑠环境绿化基金会进行活动推

广后，“关渡那么田”的参与者逐渐增加。同时，

探索星球创办人的摄影团队进驻后，记录下关

渡平原上每一个活动的特色，吸引了更多市民

的关注。因此，自2021年起，“关渡那么田”每

一场户外活动的报名人数都超过预期，它不仅

是台北市家庭亲子活动的首选，喜爱大自然的

年轻人、壮年人甚至是退休人士也纷纷参加。

另一项重要的农游活动为自行车骑行。漫

游于特色休闲农游营运路线上，在骑行途中通

过导览者的讲解亲身感受当地的自然环境，不

仅能增加民众的环境保育意识，还能让他们发

现沿路的生态景色。政府特意规划了特色休闲

农游营运路线，不仅可以让民众的休闲活动更

加多元化，还可以避免民众误闯生态栖息地、

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等。

在原有活动的基础上，2022年的活动内

容比以前更加丰富。在最近的捷运枢纽—新北

投捷运站附近推出假日田园市集，并与一些有

品牌的文创产品规划师进行合作，一起设计在

地特色店家与青农的农产品，结合时下流行的

露营风格一同展示，借此提高关渡平原农产品

与在地特色店家的品牌知名度。此活动“让繁

忙的都市中也有放慢步调的一天，体验微风吹

在脸上的感觉，看着稻米的金黄色，体验亲自

采收稻米的手感，闻稻米成熟时的香味，这是

满载而归的一天，通过专业摄影团队记录关渡

平原上农田生活的快乐体验”，此为笔者参加

田野调查活动的笔记。这个活动不仅提升了关

渡平原的知名度，更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在地认

同感。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自

己的社区时，会产生强烈的当地认同感与荣耀

感”。活动的成功举办可以促使当地居民愿意

参加更多的活动或参与更多的计划方案，而在

游客与居民的互动中，可以清楚了解当地居住

者的想法与生活，达到互相理解、和平相处、增

加在地情感连结的目的。

a 关渡历史发展介绍

d 亲子游憩泡泡互动

b 自行车骑行

e 假日田园市集

c 田园闯关活动

f 田园市集歌手互动
图1  “关渡那么田”活动内容

Fig.1  Activities of Guandu Farmland Festival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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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渡那么田”活动效益

在“关渡那么田”活动的财务计划中，每

个参与者需自行负担800元台币的费用，其中

300元台币可于田园市集中的任何活动中折

抵消费。在地青农与财团法人台北市锡瑠环境

绿化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表示，这些收费只用

于抵扣活动成本。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让

更多的人看见关渡平原的美、分享大自然的快

乐，让小区居民借由社区营造活动凝聚人心，

而并非以盈利为目的。

“关渡那么田”活动给关渡平原小区内的

居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农产地消费市集的

展售收益从2020年平均每天收益3 000元上

升到2022年的3 200元；特色休闲农游营运路

线从2020年的8条增加到2022年的12条；新兴

农产品与伴手礼品的开发数量从2020年的3

种增至2022年的9种；邻近关渡自然公园的参

访人次从2020年的11万人次上升到2022年的

13万人次；投入有机、产销履历及友善耕作的

农户数从2020年的71户增加到2022年的85户

（见表1）。2022年调查参与课程活动的民众对

于韧性产业的认同度和农民对韧性农业的参

与执行程度都高达80%[12]。 

在社区营造经验中，公私部门之间的协

调与合作是很重要的工作，需要中间团体的运

作，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关渡那么田”案例

通过民间团体的操作，完成公私部门建构出一

个可以操作社区营造平台的任务，不仅维护了

地区的生态与生产环境，也提升了当地农产品

的品牌知名度与地区形象，从而体现了民间团

体在社区营造中的重要作用。

4   结语

近年来台北市关渡平原小区的农民体验

活动发展迅速，加上社区营造意识的抬头，激

励了当地居民将社区发展得更完善的信心，然

而政府部门提供的农业政策不符合关渡平原

小区的实际发展。“八仙六代园”与“财团法

人台北市锡瑠环境绿化基金会”两个私人团

体协力合作推广关渡平原的一系列农民体验

活动，比如通过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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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举办了具有趣味性和地方特色的“关渡

那么田”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关渡平原的

自然生活环境、农务生活及当地历史。

民间团体的加入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

这有别于过去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ANT）研究中所忽略的领导者角色

在这个网络中的决定性影响。“关渡那么田”

是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公私部门在社区营造

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公共部门以现有的数据

与能力帮助社区做决策计划，民间团体长时间

留在社区与当地居民进行对话与沟通。民间团

体加入后，可以明显感受到社区凝聚力的增强

和社区归属感的提升，因此成功的社区营造案

例中，公私部门、当地社区居民等三方都是不

可或缺的。

（感谢财团法人台北市锡瑠环境绿化基金会同仁与执

行长林志鸿提供活动的相关资料与照片，并妥为安排

活动参与和调查访谈的工作。）

表1   “关渡那么田””活动推估表

Tab.1  Activity information of Guandu Farmland Festival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活动项目 2020年 2022年
农产地消费市集/元 3 000 3 200
特色休闲农游营运路线/条 8 12
开发新兴农产品与伴手礼/种 3 9
邻近关渡自然公园的参访人
次/万人 11 13 

投入有机、产销履历及友善工
作农户数/户 71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