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村整體規劃中「部門整合」
應用「社會計畫策略」模式
之探討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

111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 5 場座談會

會議時間：112.08.16 上午



時間 會議議程 主持/引言/與談

09:00 活動報到

09:30 來賓介紹/長官致詞/會議說明
會議主持人 莊永忠 副教授∣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營建署長官代表

09:40
引言  (30分鐘)

探討「部門整合平台」引導鄉規社會計畫的整合行動與策略
• 曾梓峰 客座教授∣逢甲大學(計畫主持人)

10:10

議題交流

重點一：鄉規「部門參與」的平台與機制「回歸地方社會脈絡的參與及對話」

重點二：建立支持未來發展與因地制宜的分層級部門整合解決策略

重點三：部門議題與課題參與及融入鄉規各階段作業成果的工具與方法

• 張學聖 教授∣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 鄭安廷 副教授∣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 陳育貞 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古宜靈 理事長∣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陳玉雯 北區總經理∣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30 綜合討論  (每2分鐘/人＊5)
• 提問 線上與現場的來賓

• 回應 與會專家學者、營建署

12:00 會議結束＆意見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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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5)議程



鄉規「部門整合」應用社會計畫
策略模式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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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人：曾梓峰  教授/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 計畫主持人



  林務局、城鄉發展、建設/工務處、教育/文化觀光處

 水利處、文觀處、城發處、教育處、建設處

 能源局、環保署、環保局、建設處

4

鄉村地區常見的跨部門議題

類型一：未核實地方真正發展現況

• 部門計畫未透過機關研商，導致施政策略不符地方需求
雲林四湖、臺中大安屏東三地門/霧臺

• 河川環境營造規劃與既有容許使用項目衝突
雲林麥寮

• 光電設施影響地方生活品質
台南學甲/大新營、高雄永安、雲林四湖/大埤、高雄永安

類型二：發展構想無法回應地方需求

• 產業發展地區位於環境敏感範圍
苗栗西湖、苗栗卓蘭、宜蘭員山/三星、高雄六龜

• 因應地方發展增設公共設施「用地」
高雄六龜、屏東霧臺/三地門

• 公共設施地權議題
苗栗西湖、臺中新社、台南大新營

• 廢校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空間
宜蘭員山/三星、台南大新營

 營建署、觀光局

 衛福部、衛生局、社會處

 衛福部、衛生局、教育局、社會處、農委會

 工商發展、客委會、鐵道/公路局、水利署、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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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務局、國產署、原民會、農委會

鄉村地區常見的跨部門議題

 建設處、經發處、工商發展處、農業處、地政處

 建設處、農業處

 文化局、觀光局、工業局、經發局、地政/農業

類型四：部門計畫未能配合政策資源挹注

• 聚集甲建劃設為農4或城2-1
桃園新屋、台南大新營、嘉義阿里山/竹崎/番路

• 部門計畫未事先與相關單位研商
屏東霧臺/山地門、雲林四湖、臺中大安

 水利局、文觀局、城發處、教育處、建設處

 地方、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類型三：國土功能分區調整議題

• 原民土地空間規劃與鄉村整體規劃之整合
台東池上、花蓮光復、屏東霧臺/山地門/瑪家

• 農地重劃受限於農再社區
台南學甲、雲林大埤/四湖、台南大新營

• 產業發展或轉型需求與土管容許情形調整
雲林四湖、雲林古坑、苗栗西湖、桃園新屋/觀音

• 農地利用資源綜合規劃與空間規劃分類檢討
宜蘭員山/三星

• 因應地方產業發展之園區化需求
台南大新營、桃園新屋/觀音、高雄六龜、屏東霧台/三地門、
臺中新社、臺中外埔/大安、苗栗西湖



部門計畫，只是一種分工，而不應該是一種生活想像方式上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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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跨部門議題之盲點

 鄉村生活的開展：
不只物權、不只財產權、更關乎「社會生活權」（非財產權的社會關係）

 未來的打造：
人民的選擇、社會危機的規避、社會基礎的滿足、差異性生活詮釋的支持、
支持生活開展方式的服務、空間資源的聰明使用與配置

 鄉村作為一種具有「社會生活凝聚力的整體」

 需求的滿足：
往往不是物質的供給，而是問題的面對與處置；不只有設施，還包括服務

 數據的呈現：
不只有數量，還包括社會屬性的掌握

 空間圖資：
描繪社會生活的軌跡（對空間資源主張的基礎）

  鄉村作為一種國民適性、宜居生活方式的選擇

 鄉村規劃作為一種社會福祉狀態的Monitoring

類型一：未核實地方真正發展現況

類型二：發展構想無法回應地方需求

類型三：國土功能分區調整議題

類型四：部門計畫未能配合政策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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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部門分工的切割效應與困境

鄉村（規劃對象）
被想像成為一個整體

政府分級執行的效果切割

+ =

部門分工所形成的資源切割 個別行動計畫的破碎化成效

部門的分工卻因為邏輯、方法與程序間接導致了鄉村整體被拆解斷裂 建築/文資部門

交通/經濟部門

農政部門

水利/衛生部門

國土/空間部門

規劃的邏輯、工具、方法、程序必須克服困境

+原民、社福、環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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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社會計畫取向的策略）

以「新故鄉」作為
一種生活方式的整體表現。

政府分級執行的效果切割

+ =

部門分工所形成的資源切割 個別行動計畫的破碎化成效

社會計畫取向的行動策略

⚫ 鄉村是一種社會狀態的整體單元

⚫ 數據：數量、屬性、關聯、類型特性

⚫ 對社會生活的狀態進行描述

安全、就業、經濟互動、健康、兒童、青年、高齡、

社會照護、居住

⚫ 非財產權社會關係的盤點

社會組織、家族、族群

⚫ 生活狀態足跡的盤點

生活、生計：地圖、足跡、數據

⚫ 基本社會需求滿足落差的盤點

中地理論基礎

⚫ 地方解決問題機會的盤點

⚫ 回歸空間地理資訊平台的綜合評估

證據導向式的操作

藉由合作參與整體規劃克服制度的障礙：
• 在生活情境中跨部門共同面對真實問題
• 在具體問題上尋求綜合解決問題的協商
• 證據導向的問題呈現和解方
• 行政授權體系中的最佳回應

以複合性的綜合治理方案，解決、克服規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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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社會計畫取向的綜合治理）

Administrationslogik

行政部門個別計畫

計畫執行作為由上而下的層
級式指導模式，行政科層的
專業壟斷

行政執行邏輯

支援地方發展方向與效
能的資源經理

行政部門個別計畫
作為策略式資源經理

Managementlogik

資源經理邏輯

Governancelogik

地方治理邏輯

整合式規劃作為
地方發展的綜合治理

所有權益關係人參與在規
劃過程並共同克服各自觀
點與資源分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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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社會計畫取向的綜合治理）

中地系統下生活服務與機能
系統的配置與規劃

•於中地系統架構下、城鄉共生考量下，對於基本生活服務
與機能檢視

•資源來自政府部門各個政策計畫

•以部門計畫檢討整合的方式，落實在鄉村總體規劃文本中

國土空間結構中不同形態的鄉村
聚落空間結構、經濟、交通、能源、開放空間、
社會文化設施

•具體描繪鄉村空間的內涵與形態

•根據上述課題，描繪土地使用的策略、方式與行動

•整備中地架構下生活支撐系統為考量，進行適宜空間規劃

1

3

鄉村作為一種新故鄉的行動
地方再生、活化、宜居聚落、整合性多元經濟

•以政府各部門政策之整合，提供鄉村發展
成為新故鄉的基礎

•促成鄉村地區軟體面與行動方案的整合

•財務平衡補貼，利用人口、稅收、補貼等
工具應用

•強化支持地方建構「特別發展行動」

•支持示範性的地方自主性創生行動

•引導各種資源轉化為在地就業與多元就業、
人口回流、深耕

2



鄉村規劃現有程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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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蒐集及分析1.

傳
統
鄉
村
規
劃
過
程

相關政策與計畫、社會及經濟、環境及
資源、國土利用現況…等「數據」

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2.
各項鄉村土地、經濟、公共設施、景觀

空間之課題、土地調整對策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3.
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
等面向之空間發展計畫、區位/機能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4.
透過工作圈、機關研商、民眾參與等方

式進行一系列開放性對話

跨層級/跨
部門之
政府單位

各項權益
關係人

③ 不同部門/團體的社會集體制約

② 地方自我詮釋未來生活

① 生活導向的數據「屬性」

「社會計畫」行動策略做為調整規劃程序之工具

• 不同規劃階段參與的部門層級
• 不同權益關係人的邀請對話
• 不同議題的解方及權責歸屬

• 具有共識的未來發展願景
• 合宜的土地調整方案/管制原則

• 以生活為核心的發問、生活服務
品質與滿足程度，反推未來需求

+

① 提供雙向對話管道
• 跨部門平台建立、穩定對話窗口
• 回應地方問題與限期責成機制

② 自決地區事務
• 釐清地方/中央層級議題
• 地方權責事宜/請求中央協助事項
• 議題樣態分類:通案/特殊

③ 凝聚社會各方共識
• 各部門施政計畫
• 空間發展勾勒

關鍵項目元素 部門整合平台



1.基本蒐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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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及相關計畫指導 鄉(鎮/市/區)範圍尺度分析 集居地區範圍尺度分析(以生活圈和生活方式來辨識)

•包括非都鄉村區、既有建成地區、原民部落地區
•以中地架構下基準社會生活為核心進行檢視
•社會特性與屬性以及生活、生計足跡掌握與分析

✓ 人口
居住&流動人口
✓ 居住
居住使用情形/閒置空間
✓ 產業
基本生活產業/就業狀況
✓ 特殊文化
在地習俗/節慶/祭典
✓ 公共服務
一般社會服務/健康醫療/社
會照顧/教育設施/交通服務
✓ 空間架構
聚落生活發展脈絡、自然環
境演變套疊、集居地區屬性
辨識

•依目前規劃手冊建議進行分析

✓ 環境及資源/居住/產業/運輸/公共服務/景觀/
國土利用調查/文化

✓ 空間架構(與周邊鄉(鎮/市/區)關係)
✓ 聚落網絡(自給自足/相互依賴/支持)

•依目前規劃手冊建議進行分析

✓ 各級國土計畫
✓ 地方創生/觀光遊憩
✓ 農村再生/農業發展
✓ 生態保育/生活地景

農村再生

二手資料分析：掌握地方發展脈絡，進行整合性分析

以金峰鄉為例



傳統發問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 個別議題發問
• 土地價值為核

心的思考模式

• 鄉村是一種社會狀
態的整體單元

• 數據：數量、屬性、
關聯、類型特性

• 數據呈現：
不只有數量，還包
括社會屬性的掌握

• 非財產權社會關係
的盤點

1.基本蒐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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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關係人參與：呈現鄉村生活的內涵描述

“共同的未來生活”議題與願景描述

以金峰鄉為例



2.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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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導向的規劃分析系統：彙整社會生活為基礎的建構

以金峰鄉為例

傳統規劃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 以土地價值決定
用地調整策略

• 以人口成長推估
預測未來需求

• 對社會生活的狀態
進行描述

• 基本社會需求滿足
落差的盤點

• 未來生活願景展望
的勾勒與對話

• 地方解決問題機會
的盤點



傳統規劃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 面積計算
• 功能分區調整
• 土地使用管制

• 鄉村生活的開展：不只物
權、不只財產權、更關乎
「社會生活權」（非財產
權的社會關係）

• 需求的滿足：
往往不是物質的供給，而
是問題的面對與處置；不
只有設施，還包括服務

• 空間圖資：
描繪社會生活的軌跡（對
空間資源主張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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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居住環境策略之一

3.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社會生活的足跡、軌跡與未來營生方式等

以金峰鄉為例



4.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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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峰鄉為例

傳統規劃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 部門計畫
• 應辦事項
• 實施機關

• 未來的打造：
人民的選擇、社會危
機的規避、社會基礎
的滿足、差異性生活
詮釋的支持、支持生
活開展方式的服務、
空間資源的聰明使用
與配置

• 證據為依據的問題解
決模式

支持未來生活開展的行動計劃



5.  回歸國土計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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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土地，以符合未來生活所需

以金峰鄉為例

傳統規劃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 大面積的調整國
土功能分區

• 通檢機制

• 部門整合回歸具
體問題解方的媒
合

• 分層級的整合協
調模式（中央/
地方）

• 鄉村作為一種具
有「社會生活凝
聚力的整體」

• 鄉村作為一種國
民適性、宜居生
活方式的選擇

• 鄉村規劃作為一
種社會福祉狀態
的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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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交流
重點一：鄉規「部門參與」的平台與機制「回歸地方社會脈絡的參與及對話」

重點二：建立支持未來發展與因地制宜的分層級部門整合解決策略

重點三：部門議題與課題參與及融入鄉規各階段作業成果的工具與方法



討論重點：鄉村規劃中的部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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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規「部門參與」的平台與機制

「回歸地方社會脈絡的參與及對話」

建立支持未來發展與因地制宜的

分層級部門整合解決策略

部門議題與課題參與及融入鄉規
各階段作業成果的工具與方法

  重點 重點 重點

# 特定產業.環敏/自然保育區.原民部落…

縣市主管. 縣市承辦.鄉鎮公所.
委託專業團隊. 中央部門主管

特殊系統性法定議題

農委會.原民會.經濟部.客委會…
基礎資料盤點→課題與問題分析
→整體發展願景→部門計畫→

土地管制……等階段

# 基礎生活服務與設施、公共服務與
設施、社會服務與設施…

社會治理通盤議題

衛福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

地方特定課題與需求類型

地方鄉鎮公所、縣市政府

# 建立數據導向的圖資系統

# 證據為基礎的聰明選擇與問題解方

# 推動以證據為依據的綜合研判

# 回歸社會生活優化的綜合分析與評估

# 社會成本、問責性與可承受性
部門間衝突與不協調可以在地方
社會脈絡中被斡旋和解決

# 權益關係人為基礎的社會公共對話

# 部門地方智慧的應用與協調

# 回歸共同社會生活圈的認知引導

# 公共化、透明化、公開化的資訊平台

# 法令許可之「品質協議」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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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

111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 5 場座談會

會議時間：112.08.16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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