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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康社區建於民國 64 年，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近幾年來，由於年久失

修，房屋老舊，加上大多居住低收入戶，因而被冠上「貧民窟」之稱，有

明顯標籤化的問題。因此社區居民與外界都有不斷地呼籲更新與改建。而

臺北市政府在民國 101 年 5 月正式啟動「臺北市安康公營住宅計畫」，這項

計畫為安康社區帶來一大契機。 

 

本團隊企劃的主要目的是藉由社會企業進駐安康社區，並在社區內先

行成立一文創中心，並規劃執行一連串相關活動來提升安康居民對於自我

的認同感、歸屬感，並且去除標籤化，最後將文創中心移交給社區自行運

作，再將由社區內獲得的資源及經驗，轉投入下一個社區，希望為臺灣各

社區帶來活力、並永續經營的願景。 

 

「社會企業」是近年來各界關注的議題，其目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來

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而不是純粹為了營利，社會企業的形

式有可能是共同合作模式、成熟的組織架構、非獨立實體、社會商業或者

慈善組織。本團隊相信，藉由社會企業的助力，加上安康居民本身的自我

能量，以達到我們心目中的社區共榮，創造社區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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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企劃背景與動機企劃背景與動機企劃背景與動機企劃背景與動機 

 

本組成員是一群有著相同目標的人所組成的團隊，雖然畢業於不同高

中、高職，但都各有其專精，並且希望在大學階段能有所成長。因此，在

老師的指導下，除了在專題報告上，也學習到未來在社會上如何面對任何

事物、挫折與挑戰。 

 

企劃背景始於本組成員就讀大三時，透過指導老師的建議之下，參加

「2014 TiC100 社會企業競賽」，並且與學姊一同參加競賽。TiC100其目的

是解決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透過企業出題，由學生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

辦法。在競賽實練過程中，激發學生體會創新的知識能量、提升創造力和

競爭力。 

 

TiC100 社會企業競賽，本組成員在這一年以來了解到社會企業的意義

與對社會的重要性。對本組成員來說，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成長。在競

賽結束後，我們思考，如果能夠用社會企業的精神與理念，來撰寫行銷企

劃，傳遞社會企業的精神，相信能為行銷企劃帶來更多的構想和思考。因

此，我們以安康社區為例，希望為安康居民注入一股新活力，未來將有機

會創造更多的社區再造。雖然我們能做的有限，但任何一點想法或貢獻，

希望都能為臺灣社區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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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企劃對象之選擇與介紹企劃對象之選擇與介紹企劃對象之選擇與介紹企劃對象之選擇與介紹 

 

社區生活是一種共有、共治與共享的生活。個人出生後，不僅屬於家

庭，也屬於社區。我們日常生活幾乎是在自己所屬的社區範圍內進行，我

們的生活方式與人格發展多半受社區組織的影響。有了社區組織，個人生

活便獲得許多便利。譬如說，由於職業分工與專業化，生活更為經濟；由

於合作技術發展，食物獲取更加豐富與便利。人類生存機會是因社區而增

強，這也是它普遍存在的重要理由。 

 

安康社區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興建於民國 64 年，是臺北市第一批也是

規模最大的平價住宅，並提供給低收入戶居住使用，由於興建時期較早，

當時的規劃設計規模標準相對較低，相較之下，對應公共設施不足，近年

來，缺乏修繕，整體外觀與設施都顯得老舊；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戶集

中居住，且多依賴社會局管理維護，造成政府部門嚴重負擔外，更有明顯

的標籤化問題。 

 

安康社區，現況居住家戶約有 770 戶，皆為低收入戶。單親、獨居老

人、隔代教養家戶類型比例高，身心障礙者及青少年人數眾多。社區衍伸

出許多社會議題，像是建築外觀、設施老舊及貧窮外，更是衍伸出治安跟

教養等問題，而這些都讓安康給周遭居民帶來負面的形象。 

 

而臺北市政府在民國 101 年 5 月啟動「臺北市安康公營住宅計畫」，為

安康居民帶來一大契機。住宅計畫主要目的：增加公營住宅存量，保障弱

勢居住權利；更新老舊平價住宅，改善當地環境品質。為取得更多住宅單

元，土地使用強度變更至 450%，建蔽率維持 45%，將從 4層樓建築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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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層的高樓。預計民國 104 年興建完成，初步估計將可容納 3300 戶，

為現況三倍以上。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專題撰寫目的專題撰寫目的專題撰寫目的專題撰寫目的 

 

「社區」是公共生活最基本的單位，是一群具有相同文化及歷史傳統

的人所居住的地域，他們具有共同的精神和意識型態，並且彼此認同的風

俗、規章制度，形成相同的歷史因素、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經驗而在心理

和情感上有認同與歸屬感。因此，居民參與社區活動或公共事務，對社區

發展顯得相當的重要。 

 

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一種社區居民自我覺醒的過程，

也是居民對於周遭生活環境關心與投入程度的指標。透過社區活動與公共

事務的參與，除了可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也可改善現代都市社區的冷漠

面貌。因此，社區參與不僅反映出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進一步形成以

社區為行動單位的集體力量。然而，社區參與並無一定的模式可循，最直

接有效的方式是相關經驗的學習與傳承，確認社區的問題與資源，以及尋

求適切的解決方法。更重要的是：參與過程的所有組織、協調與執行都應

由社區居民自動自發的參與，其他相關專業團體或組織則應以促成方式居

間協調社區居民。 

 

本組的企劃提案目標在於幫助安康社區提升社區參與意願，凝聚社區

意識，拉近居民的距離，因此我們提出了三大核心理念，分別為扶弱、再

造及永續。我們也將以這三大核心理念作為我們的企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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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相關說明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社區改建社區改建社區改建社區改建 vs 社區再造社區再造社區再造社區再造 

 

� 社區改建社區改建社區改建社區改建 

社區改建即是都市更新的一種，為了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

用，復甦都市或社區之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以都市更新條例的定義，分為以下三種： 

1. 都市更新：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2. 都市更新事業：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 

3. 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 

 

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 

1. 重建：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2. 整建：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

進區內公共設施。 

3. 維護：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並改進區內

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 社區再造社區再造社區再造社區再造 

社區再造即是社區總體營造，也是近年來各國城市最常聽到的都市再

生的一種，「社區總體營造」之名詞，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

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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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作為主要目標。主要目的是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

區發展面向，而產生出來的政策性名詞。其定義「以社區共同體的存

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與社區居民

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讓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這個

社區的意象」社區總體營造不僅是在營造一些實質環境，更重要的是

建立社區共同體成員對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和提昇社區居民生活情

境的美學層次。 

 

� 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從「社區改建」及「社區再造」上述之定義，社區改建偏向建築舊建

築更新、硬體上的建設，著重於個案的推動效率和障礙排除，實際上

來講，這種純粹硬體、建築上的建設改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甚至

可能導致更多問題。相對而言，社區再造更偏向於整體社區的發展，

結合社區居民意識，共同為社區發展而努力，以社區發展作為共同的

目標，社區再造不只是實質上的建築外觀改變，更是整體社區不管是

人文、經濟甚至到交通或是教育上的提升，社區再造定義是讓社區能

夠永續經營發展。 

 

� 和衷共濟和衷共濟和衷共濟和衷共濟 

如何讓社區永續經營和發展，是需要先從社區改建再到社區再造，兩

種做法並用，先從整個社區的老舊建築改建、道路翻修或是公共設施

的改建或新增等等，社區硬體設施及外觀上著手改變，如同一台完整

的電腦，先有硬體設施才能安裝軟體去應用。待社區改建完成之後接

著就是社區再造，社區再造其實就是社區改建的衍生，屬於整體性的

規劃，需要一個長遠的目標願景，強調永續發展，以永續經營為原則，

為社區創造出更多的核心價值，不再只是簡單的拆除老舊建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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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建築，社區再造更需要以當地特色做為發展，找出當地的核心價

值，從經濟、社區住宅道交通規劃等等，整體性的規劃。社區的改造

不應僅對於基地上的「所有權人」有利，而且要讓整個社區的居民都

能享受到利益。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社會新勢力社會新勢力社會新勢力社會新勢力-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 

 

� 社會企業興起社會企業興起社會企業興起社會企業興起 

從 1980 年代末期迄今約 20 年，這段時間是臺灣社會變動最迅速的時

期，無論是政治、經濟、人口結構、社會需求都面臨快速的轉變。各

式各樣的志願性、非營利組織是在這種環境之下日趨增多與成長，由

於組織間資源的競逐日趨明顯，以及政府為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及其

他紛雜的社會問題而亟欲將非營利組織(NPO)納入為協助者所產生的

各式政策誘導，因而近年來，臺灣的 NPO 中有著相當數量的組織在實

踐其社會公益目標之際，也不斷地朝著市場化與產業化的方向發展，

因此所謂的「社會企業」。 

 

近年來臺灣 NPO 社會企業興起的因素可歸納為： 

1. 因應社會的需求 

2. 尋求財務的穩定與自主 

3. 社會福利民營化與購買式服務的促使 

4. 政府的政策誘發與經費補助 

5. 企業日漸重視社會責任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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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是社會中的每一個「部門」都在嘗試用更有效的方式幫助我

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政府是第一部門，上個世紀 90 年代，西方很

多國家都經歷了傳統福利國家的轉型，政府意識到自己很多事情幹不

好，應該交給第三部門來做，於是很多公益慈善機構開始大量接受政

府採購。商業是第二部門，傳統的商業和公益二元對立的思想已然落

伍，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投資、混合價值等理念日漸普及，越來

越多的企業開始從唯「利」是圖轉為唯「價值」是圖。與此同時，在

作為第三部門的公益慈善領域，很多的公益慈善機構開始有意識地借

鑒商業運作的經驗來實現自己社會性的使命。 

 

 

� 社會企業發展社會企業發展社會企業發展社會企業發展 

臺灣從 1990 年代初期即已開始出現一些採行商業手段或創設事業單位

經營的 NPO，如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烘焙坊與餐廳、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的輪椅事業、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洗車中心與加油站、或

荒野保護協會的販售保護荒地書籍、卡片以及付費的生態之旅等諸多

實例。 

 

臺灣的社會企業組織類型頗為多樣，大致可區分為五種類型： 

1. 積極性就業促進型 

2. 地方社區發展型 

3. 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 

4. 公益創投的獨立企業型 

5. 社會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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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企劃資料收集企劃資料收集企劃資料收集企劃資料收集 

 

� 相關案例相關案例相關案例相關案例 

1.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中正區－－－－南機場社區南機場社區南機場社區南機場社區 

與安康社區同屬為臺灣地區公營住宅性質的南機場社區，在 1950 年代

也曾經紅極一時，其獨有的西式風格建築，前衛新穎的設計，使其成

為當時眾所矚目的建築新星。 

 

隨著時代的推進，四周蓋起高樓大廈，南機場社區原有的優勢、昔日

的光環已不復見，有能力的人開始外遷移，只剩斑駁的巷弄裡，住著

落魄的靈魂，曾經的繁華大樓，卻淪落為臺北市民眼中的貧民窟。 

 

但是後來社會企業的進駐輔助發展，為南機場社區注入一股新的活水，

加上里長的盡心盡力，及居民們的同心協力，南機場社區開始漸漸復

甦，透過妥善的規劃及機制，加上融合南機場的特色結合觀光，南機

場從一個毫無公共設施的局促社區，蛻變成提供多項服務，促進鄰里

情感交流的所在。 

 

其中所引進的食物銀行的概念及機制，其目的除了讓社會弱勢戶能得

以獲得物資上的資助外，更結合了社區的志工系統，鼓勵弱勢民眾獲

得社會各方資源時，也能相對付出予社會，擔任社區中的志工，達到

自給自足，互助互惠的理念，並藉由付出這些社會服務，讓弱勢戶不

只是一味的接受外界的資源及幫助，而是得以從中獲得自食其力的尊

嚴。 

 



 

2. 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原是一個寧靜樸實

過板頭村交趾陶藝術

拼貼來妝點自家的圍牆和公共設施

新港板頭村因此成為嘉義旅遊的新寵

地，享有「交趾陶的故鄉

見五彩繽紛的人偶和一些吉祥動物

現在透過板頭村將此傳統工藝加以發揚光大

 

我們希望藉由嘉義板頭村的案例

發展可能性，融合觀光及社區互助的概念

及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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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食物銀行 

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嘉義新港板頭村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原是一個寧靜樸實、沒沒無聞的小農村

過板頭村交趾陶藝術，村民積極投入社區改造，以陶藝壁畫及馬賽克

拼貼來妝點自家的圍牆和公共設施，營造令人會心一笑的童趣藝術

新港板頭村因此成為嘉義旅遊的新寵。嘉義是臺灣交趾

交趾陶的故鄉」的美稱，通常寺廟屋頂(如新港奉天宮

見五彩繽紛的人偶和一些吉祥動物，栩栩如生的彩陶就是

現在透過板頭村將此傳統工藝加以發揚光大。 

我們希望藉由嘉義板頭村的案例，找尋並規劃出關於安康相關特色的

融合觀光及社區互助的概念，幫助安康達到扶弱

及永續經營的目標。 

圖 2-2 嘉義新港板頭村 

沒沒無聞的小農村，然而透

以陶藝壁畫及馬賽克

營造令人會心一笑的童趣藝術，

嘉義是臺灣交趾陶的主要發源

如新港奉天宮)可看

栩栩如生的彩陶就是「交趾陶」，

找尋並規劃出關於安康相關特色的

幫助安康達到扶弱、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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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拜訪實際拜訪實際拜訪實際拜訪 

安康平宅興建至今已過四十餘年，在當時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平宅社區，

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且地處臺北市，交通算是便捷，但是卻鮮少有

遊客願意進來社區走走，甚至連鄰近社區的住戶，也不願在此多加逗

留。因此小組以實際安排走訪安康社區的方式，深入並親身體驗安康

社區的環境及居民的互動情形，並事前準備相關提問之問題，訪問當

地居民欲改善之生活現況等問題，及拜訪安康社區委員會，藉以了解

安康社區現況及未來發展之方向等，將訪問調查得來的資料，彙整出

企劃相關資訊，以協助企劃書之撰寫。 

 

 

圖 2-3 小組蒐集相關資料流程 

 

 

 

 

 

 

 

 

 

 

 

 

事前準備相
關資料及訪
問的問題

實地走訪社
區訪問居民
及社區委員

會

事後資料統
整為企劃相
關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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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行銷企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企劃概念企劃概念企劃概念企劃概念 

 

本企劃欲達成的目標，是提升安康居民的自我認同感與歸屬感，故我

們針對安康提出三大概念－「扶弱、再造、永續」，透過社會企業的進駐之

輔助與發展，並經由一連串的經營與規劃，發展出安康的核心價值、特色

及未來發展方向。 

 

表 3-1 企劃概念 

扶弱 再造 永續 

培養弱勢住民謀生能力 
改善社區形象 

提升居民自我認同感 
自給自足、互助合作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環境分析環境分析環境分析環境分析 

 

 

圖 3-1 安康社區人口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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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安康社區的人口結構以單親家庭、獨居老人、青少年、身心

障礙者為主，加上屋齡近四十幾年，環境設施過於老舊，且環境複雜、龍

蛇雜處，社區內犯罪率居高不下，但滋事者不一定是社區居民，反而多半

是外來客，讓外界對安康社區多半是負面形象，以至於周邊社區的民眾平

時不願意到社區裡走動，因此，安康社區不只普遍存在「貧窮」問題，更

衍生出治安、教養、文化適應等多重問題，標籤化的問題因此油然而生。 

 

而政府針對安康社區啟動「臺北市安康公營住宅計畫」，預計開發內容

分為「居住空間」以及「公共服務空間」(含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公辦民

營托嬰中心、公辦民營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身心障礙者社區作業設施)興建，

但政府推動的計畫著重於硬體上的建設，雖然能使舊建築煥然一新，但對

於社區存在的標籤化問題卻無法達到實質化的改善，故我們針對社區內的

居民，提出讓居民們可以自給自足的相關措施及方案，讓安康社區不僅是

外觀上的翻新，而是真正的由內而外改善標籤化的問題。 

 

 

圖 3-2 臺北市安康公營住宅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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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短中長期目標與作法短中長期目標與作法短中長期目標與作法短中長期目標與作法 

 

我們將目標分成短期、中期與長期，列表如下： 

 

表 3-2 短期目標與作法 

目標 建議作法 

提升經濟條件 

1. 招募廠商進駐：建立招商機制，進駐廠商須提供就業

機會給社區居民。例如：每個店家員工須有至少

30%-40%是社區居民。 

2. 舉辦活動：將人潮帶入社區內，帶動周邊消費能力。

例如：舉辦文創市集。 

增加自我認同感 
1. 舉辦活動：社區內活動，居民能透過活動更了解彼

此，提升向心力。例如：舉辦共饗餐桌、藝文教室。

 

表 3-3 中期目標與作法 

目標 建議作法 

提升社區形象 

1. 美化環境：藉由居民的靈感及創意，將其發揮在社區

環境上。例如：與校園合作利用課程認養公共設施進

行環境美化或藝術家接洽共同製作裝置藝術。 

2. 舉辦活動：舉辦活動開放外界參與，以改善外界對安

康的負面形象。例如：舉辦藝文展演。 

改善外界差距 

1. 平宅改建(已規劃進行中)：政府推動平宅改建計畫，

翻修及更新老舊設施及房屋，改善以往的破舊形象，

減少外觀上的衝突。例如：安康平宅改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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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長期目標與作法 

目標 建議作法 

自給自足 

互助合作 

1. 食物銀行：推動食物銀行的弱勢互助理念，並且實施

志工時數換取物資。例如：依據家庭情況評估，並分

配固定點數，以換取物資。 

2. 社區巡邏隊：由居民自發性成立，相互合作，維護社

區內的維安問題。 

增加自我認同感 
1. 舉辦活動：讓社區意識有正向能量，促進社區發展。

例如：食物銀行經營規劃小組。 

社區永續經營 

1. 食物銀行：連結臺灣其他擁有食物銀行機制的社區，

透過點對點的連結成面，並透過食物銀行的串聯永續

經營。 

2. 網站經營：架設社區社群網站，發布資訊。並且可以

利用網路社群網站傳遞安康在地故事。例如：利用

Facebook、youtube 等，放上故事或生活點滴，產生

話題，讓更多人了解安康社區。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行銷活動設計行銷活動設計行銷活動設計行銷活動設計 

 

� 藝文教室藝文教室藝文教室藝文教室 

與進駐的廠商合作，可透過週間或晚間在社區內開課，輔導社區居民

製作手工物品或才藝表演(例如：手機吊飾、鑰匙圈、話劇…等)，培養

居民的藝術氣息，可美化社區環境，更進一步商品化，展演、實體販

賣或在網路平台進行販賣(例如：pinkoi，http://www.pinkoi.co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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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upport，http://www.17support.com/)，激發居民的想像力，促進社區

的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圖 3-3 藝文教室 

 

� 文創市集文創市集文創市集文創市集 

定期舉辦文創市集，可依照不同節慶或季節作為市集主題，居民可以

把手做的文創商品，拿出來擺攤販售，能藉由市集活動，活絡與周邊

外界的連結，並帶動人潮湧入，活絡社區，讓更多的人去知道、了解

安康社區，增加居民的信心與歸屬感，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並將賺取

的費用一部分作為社區經費，回饋給社區。 

 

圖 3-4 文創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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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饗餐桌共饗餐桌共饗餐桌共饗餐桌 

為了促進社區居民間的交流，可定期舉辦共饗餐桌活動，活動可搭配

節慶或主題性舉辦(例：父親節、義式風格、季節代表食物)，增加居民

的參與意願。居民準備自己的拿手好菜，讓社區的單身住戶與獨居老

人，不用一個人在家吃飯，在活動中心大家一起交換品嚐彼此的美食

和聊天，以達到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自我認同感與歸屬感的目標。並且

藉由共饗餐桌的氛圍，讓社區意識有正向能量以促進社區發展，甚至

讓活動可以擴散至其他社區，增加與社區外的民眾互動。 

 

圖 3-5 共饗餐桌 

 

� 美化環境美化環境美化環境美化環境 

社區鄰近校園有明道小學、再興中學等學校，而明道小學大約有兩成

的學生來自安康社區，因此，可以利用小學的美術課程，社區與校園

合作，可由明道小學認養社區部分設施(例：公園、圍牆)，學生們可以

在圍牆上自由創作畫畫，也可以與文創市集的藝文工作者合作，設計

公共藝術品，並由社區居民一同參與製作。 

 

此外，美化環境的靈感創意來源，也可以利用共饗餐桌的時間，請居

民提出自己的想法，共同討論彙整，採行可用的方案。也可以請居民

們幫助美化環境的工程，並透過食物銀行的機制，參與民眾可賺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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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銀行點數，不僅得到報酬，也讓居民藉由美化社區，增加居民對於

社區活動的參與感及認同感。 

 

  

圖 3-6 美化環境 

 

� 食物銀行食物銀行食物銀行食物銀行 

在社區內設置民生用品福利站(生活用品、食物…等)，可以實施點數換

取制度，社區居民可以在社區內服務，賺取社區志工時數，累積時數

可換取相對應的物品，藉由這個機制的運作，讓社區內部有能力可以

達到自給自足以及社區互助的目的，也讓外界知道安康社區的居民不

只是需要被幫助，居民本身也是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並且連結臺灣

其他擁有食物銀行機制的社區，透過點對點的連結而成面，串聯起臺

灣各社區的食物銀行，共同為弱勢族群發聲。 

 

 

圖 3-7 食物銀行 



第肆章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活動理念活動理念活動理念活動理念

 

在安康社區裡頭

斥著冷冰冰的氛圍

新的活力，我們團隊希望以內部的改善為我們第一優先的執行方向

部改善的重點我們希望放在讓社區居民更加認識安康

聚安康社區居民的向心力

互相關懷，互利互助

餐桌的活動，希望透過此一活動

達成社區扶弱、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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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活動範例-共饗餐桌

活動理念活動理念活動理念活動理念 

在安康社區裡頭，居民之間的互動並不熱絡，生冷老舊的建築裡

，為了能夠由內而外的改造安康社區，為安康社區注入

我們團隊希望以內部的改善為我們第一優先的執行方向

部改善的重點我們希望放在讓社區居民更加認識安康→認同安康

聚安康社區居民的向心力，藉以活絡大家的情感，增加交流互動的機會

互利互助，達到社區共榮共生的美好環境，因此團隊推出共饗

希望透過此一活動，能夠有效提升居民的互動與情感

再生、永續經營的理念。 

圖 4-1 活動理念 

共饗餐桌 

生冷老舊的建築裡，充

為安康社區注入

我們團隊希望以內部的改善為我們第一優先的執行方向，而內

認同安康→進而凝

增加交流互動的機會，

因此團隊推出共饗

能夠有效提升居民的互動與情感，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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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文宣設計文宣設計文宣設計文宣設計 

 

以下是我們根據共饗餐桌的主題性，所設計的文宣用品： 

 

 

圖 4-2 共饗餐桌-好食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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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共饗餐桌-愛要集食 

 

此外，共饗餐桌活動可以搭配月份節慶或主題性舉辦，讓活動的趣味

性更加豐富，增加居民的參與意願，例如：母親節、義式風格、季節代表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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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微電影拍攝 

 

以下是我們為了宣傳安康社區的共饗餐桌活動所拍攝的微電影腳本： 

 

住在社區花奶奶說：「幸福就是很簡單很平凡，每天早上可以跟著媳婦

一塊兒做早餐，看著兒子跟孫子起床，每到下午還可以跟老伴帶著孫子到

屋外散散步。」這樣說著的花奶奶，臉上神情多了一絲落寞。 

 

花奶奶說，每當下午去屋外散步、晚上吃飯時間，經過別戶，聽著裏

頭的吵鬧聲，總是特別的羨慕，「一個人吃飯，就算開著電視看，還是掩蓋

不住空蕩的感覺。」花奶奶低著頭說道，花奶奶的餐桌上，也始終擺著一

張照片，照片的角緣有些磨損，想必花奶奶經常在吃飯時候，低頭摸著照

片，露出緬懷的表情吧，就像現在一樣。 

 

接著，花奶奶終於露出了一點笑容，他說還好上個月的某一天，他下

午在社區散步，看到布告欄上貼著一張海報，海報上寫著「共饗餐桌，好

食同樂」，仔細的看了一下才發現，原來是讓社區的居民一起吃飯、聊天的

活動，剛開始看到有點感到不可思議，從來沒想過可以這樣一起吃飯，那

天晚上，花奶奶正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去，沒想到就有人來按門鈴，原來是

住在對面的鄭太太一家人，他們手上拿了兩道菜，用著歡快的語氣問他要

一起參加活動，似乎察覺到花奶奶猶豫的神情，他並沒有準備菜餚，鄭太

太就說「大家一起吃飯、聊天，可熱鬧了，反正我家多準備一道菜，您沒

準備也沒關係啊！」，心中有了一種暖暖的感覺，花奶奶幸福的說著。 

 

那天活動，大家在一張長條桌椅上，桌上擺滿了豐盛的食物，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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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還有點客氣不敢動，直到有人開始動筷，大家才紛紛夾著菜吃，當

然吃著吃著就聊開了，花奶奶開心的說「即使沒有參與對話一起聊天，但

是我很喜歡那個氣氛，有人陪著一起吃飯感覺真好。」，「聽鄭太太說，這

個月的共饗餐桌會搭配著母親節，特別地不同呢，真希望那天能快點到。」

說著說著，花奶奶臉上就透著期待的表情看著我。 

 

  

  

  

  

圖 4-4 微電影拍攝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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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圖 4-5 活動照片花絮 

 

 

圖 4-6 共饗餐桌-場地配置圖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營運模式營運模式營運模式營運模式

 

成立初期居民沒有相關經驗對社區經營不熟悉

中心，帶領居民一同參與社區活動

高，並且慢慢熟悉社區運作模式

期，我們將整個文創中心主導權逐漸移交給社區

後退出社區，將在安康所得的收入與經驗投入到下個社區

持續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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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果與效益 

營運模式營運模式營運模式營運模式 

成立初期居民沒有相關經驗對社區經營不熟悉，所以我們先成立文創

帶領居民一同參與社區活動，一直到企劃中期，居民參與度逐漸提

並且慢慢熟悉社區運作模式，雙方皆可從中獲取經驗及資源

我們將整個文創中心主導權逐漸移交給社區，退居為輔導

將在安康所得的收入與經驗投入到下個社區，

圖 5-1 營運模式 

所以我們先成立文創

居民參與度逐漸提

雙方皆可從中獲取經驗及資源，到了後

退居為輔導，並在 6 年

，並為社區再造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獲利來源獲利來源獲利來源獲利來源

 

獲利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1. 共饗餐桌：

2. 文創市集：

3. 藝文教室：

4. 輔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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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來源獲利來源獲利來源獲利來源 

獲利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前 2年逐漸穩定，第 3年開始販售餐券。

：邀請藝術工作者進來擺攤販售，從中收取租金收入

：邀請藝文工作者進入社區輔導居民，賺取管理收入

：等 6年後退出社區並持續輔導賺取顧問費

圖 5-2 獲利來源 

。 

從中收取租金收入。 

賺取管理收入。 

年後退出社區並持續輔導賺取顧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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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以下是我們根據企劃內容以六年為一週期，預估的損益表。 

 

表 5-1 損益表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營業收入 
      

藝文課程收入 3,600,000 3,600,000 4,200,000 4,200,000 4,800,000 4,800,000 

文創市集租金收入 504,000 504,000 642,000 724,800 780,000 780,000 

共饗餐桌收入 0 0 270,000 306,000 342,000 360,000 

收益合計 4,104,000 4,104,000 5,112,000 5,230,800 5,922,000 5,940,000 

營業費用 
      

人事費用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活動費用 1,524,000 1,428,000 1,680,000 1,704,000 1,902,000 1,902,000 

水電費用 91,200 91,200 91,200 91,200 91,200 91,200 

雜支費用 154,800 148,800 145,200 142,800 142,800 142,800 

租金費用 292,800 292,800 292,800 292,800 292,800 292,800 

裝潢費用 20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推廣費用 360,000 354,000 210,000 198,000 192,000 192,000 

開辦設備費用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費用合計 4,982,800 4,694,800 4,799,200 4,808,800 5,000,800 5,000,800 

本期損益  (878,800) (590,800) 312,800 422,000 921,200 9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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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財務報表上可以得知，前兩年處於虧損狀態，一直到第三年開始轉

虧為盈，第四年後則將賺取收入彌補前兩年虧損，六年下來我們共賺得

1,125,600元，雖然獲利不及一般企業，但因為我們是以社會企業的角度營

運，不以營利為目的，只賺取能夠維持公司營運的基本收入，並且將這筆

所得投入到下一個社區持續運作。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預期結果與效益預期結果與效益預期結果與效益預期結果與效益 

 

� 短期短期短期短期 

在此階段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是扶弱，我們相信在社區再造的過程中，

短期目標是提升社區弱勢居民的謀生能力、改善經濟條件以及建立自

我認同感，透過自我認同感的建立，讓居民慢慢地找到自信，進而提

升對社區的認同感，培養社區的向心力，最後居民們融入整個社區，

讓社區意識漸漸抬頭，社區居民踴躍參與社區的大小事。 

 

而招募廠商進駐，建立完善的招募機制，提供居民就業機會，漸漸改

善居民的經濟條件，也能夠從而建立以自信，相信藉由社區舉辦的活

動，文創市集帶動人潮湧入安康，也增加居民之間的互動，而藝文教

室培養居民的就業能力，並能透過網路平台，輔導居民手作商品上架

或是文創市集擺攤。 

 

�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 

從短期居民自我認同感的建立，到政府推動的改建計畫，可望在中期

慢慢顯現出效果。在中期，老舊建築、設施的翻修及新建，從外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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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能縮小與外界的差距，而我們不僅要從外觀上去改變，從內部

的改善才是最根本的，以美化環境的活動，讓外界能夠重新認識安康

社區。 

 

美化環境的活動不僅可以讓安康社區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藉由此一活

動，也可以讓安康社區的居民更加了解自己的社區環境，並創造屬於

安康特色風格的藝術展覽活動等等的藝文活動及裝飾，吸引外界的目

光，增加觀光人潮，提升與外界溝通的機會，改善外界對於安康社區

的負面印象。 

 

� 長期長期長期長期 

我們認為要讓社區能夠持續，必須貫徹永續此核心理念。推動食物銀

行的制度，讓居民能夠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增加居民對於自我的認

同感及信心，由收受的一方，轉變成也能夠施予的一方，靠自己的力

量也能夠獲取資源，而不是接受外界的施予，並串聯同樣也擁有食物

銀行機制的社區，擴大資源的散佈點及制度的維持及精進，讓安康社

區居民獲得有保障的機制，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舉辦共饗餐桌社區活動，由活動提升居民的認同感及向心力，相信能

促進社區的發展，持續規劃及舉辦相關的活動，讓安康社區能夠一直

注入新的活水，改善外界對於安康的標籤化形象，甚至可以架設安康

社區相關資訊分享網站、妥善規劃並持續經營，透過網站讓外界更加

了解認識安康社區，作為一個良好的交流渠道。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社區再造新活力

望提升安康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套用於其他社區，

有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圖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

 

� 陳瀞文陳瀞文陳瀞文陳瀞文 

當初透過 TiC100

新等社會議題，

改造是多麼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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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社區再造新活力，永續經營需要你」，我們藉由這樣的企劃運作

望提升安康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重塑社區的社會形象，並將其運作模式

使其能夠永續經營發展下去，相信能使臺灣更多社區擁

有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圖 6-1 社區再造新活力，永續經營需要你 

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專題製作心得 

TiC100的競賽，讓我接觸到了社區再造、社區經營跟都市更

，從中深入了解安康社區，這時候才知道

改造是多麼的困難，存在著許多問題，真正的社區再造

我們藉由這樣的企劃運作，可

並將其運作模式

相信能使臺灣更多社區擁

 

社區經營跟都市更

這時候才知道，原來社區的

真正的社區再造，不能只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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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建築物的變化，而是應該從居民、整個社區內部去改變。 

 

我們這組希望透過三大核心理念貫穿整個社區，藉由舉辦的活動、招

商的機制等一系列的做法，能夠改善安康的形象、居民的生活環境及

提升他們的社區認同感及自信心，也希望透過食物銀行這樣弱勢互助、

自給自足的運作理念，跟其他社區連結，讓社區能夠永續經營，並將

理念傳達出去，不斷複製、擴散到其他社區，最後希望臺灣的社區都

能做到正確的社區再造，找到屬於社區的核心理念，讓臺灣能夠更進

一步。 

 

� 楊馨甯楊馨甯楊馨甯楊馨甯 

這次專題實務的製作，我從中獲取了相當多寶貴的經驗，一份專題的

從無到有，其過程勢必要親身經歷及參與過，從懂得其中的奧妙及可

貴之處。從專題開始製作以來，小組成員從一開始的概念發想、決定

題目，而後便開始收集資料、彙整資訊，決定小組開會時程，請益專

題指導老師、學長姐等等，到後來開始著手撰寫企劃書，每一個每一

步的過程，小組成員們無不用心參與、盡心製作，不僅是為了求一份

完美的專題成果，更能夠從中獲得成就，經驗及智慧。 

 

尤其我們這次選定的題目，是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專題

製作的過程中，了解到也認識了許多社會上面極需改善的問題，我們

從關注，進而變成關切，到最後的設身處地、想方設法地解決這些社

會問題，希望我們可以將這份實務專題的成果得以付諸實行，將其帶

來的正向效果發揮到最大，真真切切、確確實實地深入我們所居住的

臺灣，關懷關心並出力出心，希望可以為這個社會來些許的進步及改

善，略盡一點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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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製作這份專題我也從指導教授及共同製作的組員身上學習到了

許多做事及邏輯思考的方式，指導教授總是能夠幫助我們在發想思考

上，得到一些不同的觀感及角度，再透過小組組員互相討論，激盪出

許多不錯的點子及想法，最後再佐以文字的修飾及情感的累加，而成

為我們企劃書裡頭，不可或缺的點子結構。 

 

還有，小組成員之間相互討論，雖然偶有摩擦，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磨

合，我們都學習到了應該如何與人溝通及適時提出自己的意見及想法，

才能夠整合成為一個好的 idea，小組成員之間互相的鼓勵及支持，也

讓我們體認到，工作上夥伴同心同力的重要性，如此一來，才能使團

隊分工合作，正常運作，大家各司其職，盡心盡力做好，才能使專題

成果展有個不錯的收益。 

 

� 梁羽秀梁羽秀梁羽秀梁羽秀 

做了這專題後才逐漸了解到原來世上還有許多那麼可憐的人，也因為

這專題讓我了解到什麼是平宅，政府利用較低的租金讓較貧困的人可

以有一個好好休息的家，這本質上是好意，但卻因為低收入戶及單親

家庭眾多，外界給他們很深的標籤化，認為安康社區是個犯罪率極高

的地方，這對他們來說非常不公平，不能因為沒錢而被認定犯罪，這

也讓我反思自己，是否在生活上我也常常這樣對待其他人呢？專題除

了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其內容，也可以藉由了解他人處境教導我們正

確的做人處事道理，這次專題讓我受益良多，謝謝。 

 

� 黃智宇黃智宇黃智宇黃智宇 

專題撰寫期間，我們組員有不少的問題及衝突，也因為這樣，我們才

能發現問題點，並且找尋解決辦法，要感謝指導老師對我們的細心教



39 

導，讓我們在專題報告上，能有所成長，朝下一個進度邁進。 

 

在組員身上，我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合作」，如果一個團隊

沒有向心力，那就甚麼事情都做不好，雖然在過程中有不少衝突與問

題，但我們都會開會檢討，並適時反省，感謝組員的同心協力，讓專

題報告能順利完成。最後要謝謝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事物，提供資源

供我們使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