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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社
會
走
入
民
主

化
進
程
後
的
發
展
，
幾

乎
與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運

動
的
時
程
相
互
疊
合
也

互
為
表
裏
，
召
喚
出
草

根
民
主
的
浪
潮
，
歷
三

十
年
理
念
與
實
踐
的
交

互
切
磋
，
鋪
墊
了
民
主

化
的
厚
實
基
礎
。
立
基

於
此
基
礎
之
上
，
客
委

會
推
動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以
動
員
基
層
社
區
對
應

客
語
流
失
、
文
化
認
同

勢
微
的
用
心
，
政
策
邏

輯
可
以
說
是
顯
而
易

見
，
也
是
深
值
肯
定
的

政
策
構
想
與
作
為
。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承

作
高
雄
市
客
委
會
一
一

二
年
度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提
案
輔
導
團
工
作
的
過

程
中
，
獲
得
一
些
現
場

的
觀
察
與
省
思
，
特
不

揣
冒
昧
提
出
，
期
望
能

協
助
此
立
意
良
善
政
策

的
推
動
與
效
能
的
落

實
。 

    

首
先
我
們
簡
要
歸
納

結
論
羅
列
於
此
： 

　
一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推
動
須
再
強
化
社
區
總

體
營
造know

-how
的

學
習
與
應
用
。 

　
二
、
客
語
沈
浸
教
學

發
展
出
的
語
言
學
習
模

式
概
念
應
整
理
出
簡
易

版
本
，
並
協
助
客
庄
社

區
掌
握
並
融
入
提
案
構

想
與
執
行
。 

　
三
、
鼓
勵
客
庄
社
區

建
立
社
區
發
展
路
線

圖
，
構
築
長
期
提
案
核

心
概
念
以
提
升
效
能
，

減
少
資
源
浪
費
。 

　
四
、
佈
建
更
為
綿
密

的
提
案
執
行
輔
導
與
陪

伴
機
制
，
積
極
落
實
社

區
增
能
與
人
才
培
育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推
動

須
再
強
化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know
-how

的
學
習
與
應

用
。 　

台
灣
受
到
日
本
的﹁
造

街
運
動
ま
ち
つ
く
り
﹂啟

發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運

動
推
展
已
經
將
近
三
十

年
，
經
過
許
多
回
合
台

日
之
間
的
交
流
切
磋
，

客語社區營造輔導說明會參與者組成背景多元，有客語薪傳師、社區發展協會夥伴、區公所
職員、社區工作者等成員；旗山、美濃、杉林、六龜，四個主要客庄聚落分布的地區，皆有

成員共同參與。

提案輔導工作坊之進行以「如何寫計畫」分組討論，由輔導員協助確立提案、執行、
行政的各種條件與能力準備。

客語社區營造推動的觀察與省思

及
國
內
社
區
不
斷
的
實

踐
與
辨
證
之
後
，
已
經

邁
入
成
熟
階
段
，
許
多

的
關
鍵
概
念
與

k
n

o
w

-h
o

w

都
已
確

立
。
例
如
：
民
眾
參
與

︵com
m

unity partic-
ipation)

、
地
方
賦
權

︵local em
pow

erm
ent)

等
概
念
都
已
經
是
社
造

界
的
基
本
共
識
了
！
雖

然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的
政

策
標
的
是
語
言
與
社
區

營
造
的
空
間
標
的
有
所

不
同
，
然
而
借
力
社
區

營
造
所
累
積
的
基
本
概

念
與know

-how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的
推
動
效

能
及
延
續
性
才
能
可
大

可
久
。 

    

從
現
場
的
觀
察
，
仍

有
不
少
的
客
家
社
區
尚

未
參
與
到
社
區
營
造
的

脈
絡
中
，
傾
向
會
把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理
解
為
目

前
盛
行
於
基
層
社
區
層

級
的
各
部
會
補
助
案
之

一
，
為
了
獲
得
補
助
而

配
合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的

提
案
方
向
。
然
而
如
果

沒
有
掌
握
到
社
區
營
造

的
關
鍵
概
念
與
執
行
方

向
，
恐
怕
不
太
容
易
貼

合
此
項
政
策
的
目
標
與

後
續
延
續
性
。

  

二
、
客
語
沈
浸
教
學
發
展

出
的
語
言
學
習
模
式
概
念

應
整
理
出
簡
易
版
本
，
並

協
助
客
庄
社
區
掌
握
並
融

入
提
案
構
想
與
執
行
。

 

　
過
往
客
語
教
學
的
推

展
，
往
往
傾
向
於
是
客

語
的
精
熟
使
用
者︵
成

人
︶積
極
地
使
用
客
語

講
授
，
讓
非
精
熟
使
用

者
聽
講
，
效
果
並
不
是

完
全
沒
有
只
是
在
協
助

學
習
者
獲
得
語
言
的
精

熟
度
上
事
倍
功
半
。
從

客
語
沈
浸
教
學
推
展
的

經
驗
，
導
入
語
言
教
學

專
業
對
語
言
獲
得

︵language acquiring

︶

的
認
識
，
在
教
學
活
動

中
兼
顧
輸
出
與
輸
入
能

力
的
培
養
，
也
關
注
語

言
社
會
性
的
課
題
，
這

樣
發
展
出
來
的
教
學
模

式
經
實
證
研
究
確
對
協

助
學
習
者
獲
得
語
言
能

力
大
有
助
益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政
策

的
標
的
是
母
語
復
振
，

期
望
藉
由
社
區
營
造
的

作
法
來
在
基
層
社
區
層

級
，
凝
聚
社
區
對
母
語

復
振
的
共
識
，
動
員
社

區
的
能
量
與
活
力
，
設

法
提
升
客
家
母
語
在
社

區
的
流
通
性
，
擴
增
客

語
傳
承
的
可
能
性
。
如

若
提
案
社
區
對
語
言
學

習
模
式
並
未
有
足
夠
的

認
識
與
體
會
，
很
有
可

能
會
採
取
一
般
傳
統
的

作
法
，
只
是
讓
客
語
出

現
在
提
案
的
執
行
活
動

過
程
中
，
對
於
協
助
參

與
學
習
者
的
語
言
獲

得
，
可
能
助
益
很
有

限
。
假
使
能
邀
集
相
關

領
域
的
學
者
專
家
來
討

論
，
整
理
出
一
些
簡
單

易
懂
的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的
語
言
策
略
綱
要
，
協

助
提
案
社
區
掌
握
語
言

環
境
營
造
的
基
本
原

則
，
之
後
輔
導
、
研
習

的
機
制
下
再
續
予
強

化
，
應
更
有
助
於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政
策
目
標
的

達
成
。

  

三
、
鼓
勵
客
庄
社
區
建
立

社
區
發
展
路
線
圖
，
構
築

長
期
提
案
核
心
概
念
以
提

升
效
能
，
減
少
資
源
浪
費
。

 

　
我
國
政
治
體
制
邁
入

民
主
化
時
代
以
來
，
各

部
會
與
地
方
政
府
對
基

層
社
區
的
補
助
愈
趨
多

元
與
繁
多
。
基
層
社
區

莫
不
卯
足
全
力
爭
取
更

多
更
高
額
的
補
助
，
作

為
自
己
的
績
效
，
為
補

助
而
提
案
的
情
形
益
見

發
生
。
我
們
觀
察
發
現

許
多
基
層
社
區
有
一
種

現
象
，
姑
且
稱
之
為

﹁
陀
螺
社
區
﹂現
象
：

即
社
區
為
補
助
而
補

助
，
爭
取
大
雜
燴
式
的

各
種
類
型
地
方
與
中
央

的
補
助
，
一
會
是
轉
動

農
業
部
門
的
計
劃
，
一

會
是
轉
動
文
化
部
門
的

計
劃
；
這
個
陀
螺
轉
完

那
個
陀
螺
轉
完
就
停
止

沒
有
後
續
，
轉
了
五
年

十
年
下
來
，
事
實
上
對

社
區
願
景
的
前
進
沒
有

什
麼
助
益
。
這
個
現
象

普
遍
存
在
很
多
的
基
層

社
區
裏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政
策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延
續
性

的
計
劃
，
期
望
在
延
續

性
執
行
一
段
時
間
，
並

搭
配
其
他
相
關
客
語
復

振
政
策
後
能
展
現
政
策

的
綜
合
成
效
，
最
不
希

望
成
為﹁
陀
螺
社
區
﹂

現
象
的
一
環
。
如
果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客
家
社
區

能
夠
凝
聚
出
社
區
共
同

的
願
景
，
在
專
業
人
士

與
民
間
團
體
的
協
助
下

畫
出
朝
向
願
景
實
現
的

社
區
發
展
路
線
圖
，
應

可
減
少
墜
入﹁
陀
螺
社

區
﹂
現
象
的
客
家
社

區
，
並
有
助
於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及
其
他
相
關
政

策
的
綜
效
產
生
。

  

四
、
佈
建
更
為
綿
密
的
提

案
執
行
輔
導
與
陪
伴
機

制
，
積
極
落
實
社
區
增
能

與
人
才
培
育
。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應
是

﹁
一
代
人
救
轉
客
話
！
﹂

政
策
宣
示
下
，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在
今
日
的

時
空
環
境
裏
，
這
個
政

策
計
劃
要
能
準
確
、
有

效
地
執
行
，
亟
需
一
個

具
有
社
區
營
造
與
語
言

發
展
等
跨
領
域
專
業
智

能
與
實
踐
經
驗
，
又
能

瞭
解
區
域
基
層
社
區
現

狀
，
以
進
行
陪
伴
、
輔

導
、
培
力
、
人
才
培
育

等
面
向
工
作
的
機
制
。

尤
其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性

質
上
是
延
續
性
的
政
策

計
劃
，
提
案
執
行
的
社

區
團
體
延
續
性
的
角
色

非
常
重
要
，
即
便
在
提

案
之
初
或
許
各
方
面
的

執
行
能
力
尚
未
完
全
成

熟
，
亦
必
須
在
提
案
執

行
的
邊
做
邊
學
過
程

中
，
藉
由
輔
導
機
制
來

強
化
其
執
行
能
力
與
能

量
，
使
其
培
力
成
為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能
力
完
足

的
堅
強
基
石
。
由
上
述

可
知
，
如
果
全
國
僅
一

個
輔
導
團
來
執
行
陪
伴

輔
導
工
作
，
實
不
容
易

有
限
時
間
內
培
力
出
許

多
讓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發

揮
政
策
效
益
的
社
區
基

石
。 

　
另
外
一
個
面
向
是
：

鄉
村
人
口
外
流
、
老
齡

化
、
少
子
化
現
象
已
經

年
深
日
久
，
各
種
人
口

分
布
失
衡
的
效
應
已
經

逼
近
臨
界
點
。
鄉
村
社

區
的
組
織
者
人
才
已
偏

少
也
偏
高
齡
化
，
造
成

對
社
區
與
客
家
文
化
具

有
使
命
感
者
往
往
做
得

超
越
負
荷
的
臨
界
點
。

輔
導
團
是
否
可
以
增
加

作
為
執
行
資
源
與
人
才

轉
介
媒
合
平
台
的
角

色
？
是
否
可
以
協
調
大

專
校
系
實
習
工
讀
或

U
SR

協
力
，
投
入
社
區

執
行
客
語
社
區
營
造
計

劃
？
一
方
面
讓
社
區
注

入
年
輕
世
代
的
新
活

力
，
一
方
面
也
讓
許
多

在
都
會
區
太
空
站
長
大

的
新
世
代
有
一
個
機
會

接
觸
鄉
村
社
區
；
或
許

也
有
可
能
從
中
培
養
出

一
些
願
意
與
鄉
村
一
起

奮
鬥
的
新
世
代
人
才
。

這
些
是
值
得
進
一
步
思

考
的
課
題
。
﹂

文
／
宋
廷
棟︵
右
堆
愛
鄉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

賀

成為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案例
美濃湖水雉復育園區

台灣又新增一例國際認證的里山倡議案例，高雄市野鳥學會經營的「美濃湖水雉復育園
區」，今年透過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申請，順利成為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的典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