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年度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社造點培力計畫補助經費支用原則 

（一） 本案補助款僅限申請經常門費用。 

（二） 本案經常門補助款不得支用以下項目： 

一般聯誼或慰勞性活動、固定薪資、行政管理費、獎金獎品、紀念

品、餐敘（便當或餐盒不在此限）、遊樂區門票、康樂活動、販售

成品規劃設計費用、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之演出費、公共設施、土

地取得（含租賃）、建築物新（興）建、建築物內外部空間改善、

常態性之環境美化工程、館藏文物購置、網站建置、水電費、固定

辦公處所租金及各項設備（如：電腦、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

錄影機、通訊設備、網路設備、燈光、音響等）、各項電腦軟體、

器材等，亦不得購置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金額在新台幣 1 萬元

以上之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三） 計畫須編列 14%自籌款：總經費 x14% 

類別 經費支用原則 

場地租借 
場地租借經費使用於活動辦理或研習場地，不得租用固定辦

公處所。 

獎品獎金 不補助獎金、奬品及紀念品等項目，請自籌配合款辦理。 

主持人或助

理費用 

非招標案件不得編列計畫主持人、專案助理費用等固定人員

薪資。 

臨時人員費

用 

臨時人員（含行政、臨時工資） 

臨時人員應以每日工作八小時、薪資並不得低於中央勞動主管

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規定，社區計畫臨時人員費用，以不超過

補助款三分之一為原則。 

出席費 

出席費以每次會議 2,500 元為上限，以邀請受補助單位以外

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

為限。 

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得支給一般學員或社區出席人員出

席費。 

講師鐘點費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編列

支應。 

稿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編列支

應。 

誤餐費 
每人每餐 90 元為限。中午誤餐時間須逾 12 時 30 分、晚上

誤餐時間須逾 18 時 30 分。 

https://www.wpc.s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5/2020/02/%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5%AD%B8%E6%A0%A1%E5%87%BA%E5%B8%AD%E8%B2%BB%E5%8F%8A%E7%A8%BF%E8%B2%BB%E6%94%AF%E7%B5%A6%E8%A6%81%E9%BB%9E-1071218%E4%BF%AE%E6%AD%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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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經費支用原則 

演出費 

社區組織執行本計畫時，除需邀請專業團隊進行觀摩學習或促

進多元文化之推廣性目的之演出費外，不宜編列內部成員之演

出費。 

茶點費 

辦理活動可酌支應礦泉水、箱水、桶裝水、餐盒等，惟不得

支應餅乾點心等。另，為維環保政策，並應請參加人員自備

茶杯。 

雜支 
包含郵電費，以單位聯繫及文件來往郵寄為主，固定水電費用

及行政管理費等均應自籌，並以總經費5%為限。 

所得扣繳 

人事費、鐘點費、出席費、臨時工資、稿費等個人所得部分，

應依財政部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辦理所得扣繳；並

檢附「所得扣繳歸戶切結書」。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及

其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之

規定，代扣繳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 

經費調整規

定 

各項經費於執行過程調整幅度達 20%以上者，應事前報請本

處核准。人事費不得與其他預算科目經費勻支流用。 

其他 上述未規定細項，依雲林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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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事項 

（一） 本年度持續推動文化部社造及村落文化推廣，重點是文化扎根、擴

大民間參與既有資源的應用、深化公民參與、議題式合作平台。 

（二） 擴大參與，含集合式住宅、公寓大廈、跨社區提案、個人提案等都

可提案。 

（三） 黃金人口(退休人員)參與社造及多元文化(含新住民文化)推廣為今

年重點項目。 

（四） 執行社區成果展演者，社區內部人員不得支領演出費。 

（五） 本項計畫執行成果應配合各項在地文化推廣、社區遊學、進一步參

與相關藝術表演或結合深度文化之旅路線。或透過網站宣傳、建立

各項交流機制，提供多元文化議題討論，或辦理各項創意人會議，

以引介社區在地元素，激發相關從業者製作電視戲劇節目、電影、

表演藝術節目、書籍出版等可能。 

（六） 本計畫各項記錄作品、劇本、影音資料允宜保存於該地鄉鎮圖書

館，以建構在地社造與文史知識寶庫等。 

（七） 社區總體營造之主要精神在由社區居民自主參與經營，以文化藝術

形式做為切入點，進行社區文化活動之計畫，計畫書之提送，以對

社區整體發展有助益及有自籌款配合者，為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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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工作項目概念說明 

項目 說明 

各類社區 

社區資源/ 

文化資產 

1. 針對社區之人、文、地、景、產等部份，進行現有資源盤

點、訪查、整理、記錄及編印出版等工作，以發掘在地資

源，建立社區資源資料庫，強化社區認同與營造基礎，勾

勒出社區發展願景。 

2. 透過方法，進行主題性故事採集。 

3. 透過社區義工徵募組訓，進行社區文化資產之調查、通

報、保存維護、活化再利用等工作，激發社區共同參與、

討論，進而善盡社區守護文化資產之責任。 

（申請與去年同型別計畫不得再列綜合性的資源調查項目） 

社區刊物 

透過社區報、電子報、社區地圖、簡介摺頁等出版品，進行

社區訊息傳播與相關主題之論述，藉以聯絡社區居民情感，

表達居民對在地發展與公共議題觀感。 

社區 

資源學習 

1. 共同學習或公共議題討論的社區願景工作坊。 

2. 推動以社區資源為學習內容、社區生活為學習場域、社區

人才為學習對象的社區學習及人才培訓。 

傳統技藝 

傳承 
包括傳統工藝、音樂、美術及民俗雜藝等。 

村史出版 綜理各類型社區資源調查成果，編輯出版。 

藝術介入 

空間 

（藝術深化） 

以各種藝術參與社區的行動，包括空間改造、傳統工藝、美

術、舞蹈、音樂、民俗雜藝等。吸引居民參與關心公共事務，

並於創作過程中加深居民相互合作、討論、創作的經驗。以

媒合非在地藝術家進駐社區為優先考量。 

其他 上述未列但與社區營造有關，可啟發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關



 4 

項目 說明 

切、共築願景之計畫事項。 

鄉鎮市公所 

鄉鎮市公所 

協力計畫 

1. 成立工作小組整合平台，辦理社造人才培育、在地藝文活

動、社區資源彙整應用及成果展等工作。 

2. 鄉鎮市公所以全區為著眼點，透過討論訂立區域文化發展

策略，辦理區域性共識活動、工作坊、討論會、公民會議

及文化相關議題之研討會、城鄉結盟交流活動等工作，並

引導外部資源，結合學校、研究單位或各類民間組織之力

量，共同協力社區永續經營。 

其他 
上述未列但與社區營造有關，可啟發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關

切、共築願景之計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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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11 年雲林縣社區營造點執行計畫提案申請可參考之工作項目 

 

    以下所列工項，僅供參考（部分參考摘錄自黃世輝/王貞儒老師-社區資源運用 52 招）；

各單位之提案計畫可視自身所需選擇、延伸，或自行規劃其他具有創意之工作項目搭配執行；

建議提案計畫工作項目中可多思考如何引動社區居民、青少年、兒童或學校參與之策略。 

1.社區資源調查：針對社區人、文、地、景、產等可協力組織的資源進行實地踏

查，作為社區未來進行特色營造之基礎。社區有什麼資源？熱心的婆婆、多

才多藝的爸爸、努力經營農場的主人、年代很久的老房子、居民賴以維生的

產業……，如果我們期望社區能更好，就要了解社區有什麼可以利用的資源，

將社區的每項資源都發揮最大的效果，社區營造就變成輕而易舉的事了。 

2.街角觀察遊戲：日子總是在匆忙中度過，忽略了社區的許多美好事物，從來沒

有認真看過自己每日來回的地方，街角觀察遊戲便是減少這種缺憾的好方

法，用多一點時間走一條街，看看這個街上有什麼安全的、危險的、美麗的、

雜亂的地方。北港鎮的南陽國小就曾用一個早上的時間，來觀察學校附近的

街道，發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3.社區寶貝地圖：社區有什麼寶貝值得社區人學習的？無論是健步如飛的竹筍爺

爺，或很會做手工拉麵的老闆，都是社區難得的寶貝，在一張紙上把它們記錄

下來，這就是社區體驗時最好的法寶了 

4.社區生活創意地圖：社區資源調查成果除印製成社區折頁外，過程中亦可讓社

區居民集思廣益運用不同素材、技法，如拼布、撕紙、黏土、木刻、植物、資

源回收物……等形式來創作社區生活創意地圖。 

5.社區尋訪遊戲：找個時間大家來尋訪社區，拜訪社區的老人、幼稚園、學校、

警察局等，了解這些社區中的機構在社區中的作用，也尋找出和這些地方交流

的方法。 

6.耆老訪談：社區的老人並非一無所用，他們一身的寶貴經驗都有值得我們學習

的地方，所以把社區的老人當作寶貝來珍惜，讓他們感覺受到尊重。透過耆老

訪談的過程，可以讓我們更深入認識地方的歷史故事、遷移開墾的過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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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居民對社區歷史文化的認識，亦可能發掘出許多瀕臨失傳的傳統技藝人才與

知識，作為社區特色營造的助力。如和平區香川部落原住民遷移史記及傳統原

住民技藝的傳承與創新。 

7.社區老照片、社區老照片展或社區老照片故事集：社區從前是怎麼樣？有大

樹、小花、鐵橋等，現在的人都不知道了，蒐集社區的老照片，問問阿公社區

有什麼故事？問問阿媽社區有什麼歌謠？過往日子的酸甜又回到凝視照片的

臉上。時代不一定全部都是進步的，傳統生活中有未被發現的價值。透過社區

老照片蒐集，了解其背後的故事，亦可透過辦理社區老照片展或出版社區老照

片故事集，讓社區更多居民及下一代重新認識自己居住的社區。或是代表某一

時代集體生活經歷或個人生命經驗的紀錄，如眷村或原住民生活文化紀錄的採

集與出版。 

8.社區故事集、故事口袋書或故事繪本：透過在地故事題材搜集、創作、教學、

比賽或成果發表展等過程（可結合在地國中小學），讓社區民眾有更多參與並

討論社區事務的機會，使居民（包括孩子）更清楚認識到自身社區轉變的歷程；

也可將社區中動人的相關文史故事與生活經驗，作為創作之元素。  

9.社區故事採集或故事人才培訓：如辦理故事人才培訓工作坊，培訓如故事媽

媽、故事阿公、故事阿媽、故事志工（或小小故事志工），社區亦可結合國（中）

小學參與辦理。 

10.導覽人才培訓：結合社區資源踏查、導覽解說實務課程，辦理社區導覽人才

培訓，培養居民對社區內人、文、地、景、產等資源之認識，儲備社區未來辦

理深度文化之旅的人才。 

11.假日社區導覽：社區有什麼好玩的、好聽的、好看的東西呢？社區有什麼文

化呢？假日時社區的解說員帶您上街，親身體驗社區的所有美好事物，如雲林

西螺有延平老街、醬油工廠等，斗六有太平老街、吳宅等，虎尾有糖廠、郡役

所等，古坑有綠色隧道檜木桶等，社區遊一日勝讀教科書。 

12.社區小小記者（營）隊：每個小朋友都是社區的小小記者，商店、警察、托

兒所等，都是採訪的對象，藉著訪問讓小朋友更了解社區，也讓受訪者教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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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一些平常不知道的事，透過小記者的眼睛，社區的人與事，被另一種純樸

的觀察所放大，未曾注意到的資源，被不經意地發現。 

13.成立社區劇團：結合「社區劇場」概念，成立社區劇團（如話劇、偶劇、老

人劇團、廣播劇、一人一故事劇場、環境劇場等）籌組與人才培訓，鼓勵居民

參與討論，將在地歷史文化、產業特色、個人生命經驗或居民關心之生活議題

等融入於劇情展現。你做道具，我演戲，社區劇場是所有社區人共同投入的好

機會。居民各自發揮專長，有人演戲、編劇、做道具、打燈光，社區戲劇自己

來編演。在社區活動時，將劇場的成果呈現在社區居民的面前，不僅有特別的

娛樂效果，更是居民共同的驕傲。如后里區廣福社區陸續以話劇演出自己社區

的產業特色、歷史文化與居民關心的生活議題，不但行銷在地特色，也凝聚了

居民對社區的向心力。 

14.民俗藝術資源調查、傳承與活化運用：在「社區劇場」概念下，針對在地如社

區傳統戲曲、民俗藝陣、傳統技藝、說唱藝術、歌謠、在地傳統祭典、原住

民傳統祭儀文化、童玩等社區民俗藝文資源加以運用，辦理社區藝文資源調

查、採集與相關人才培訓；或進行地方特色歌謠採集，辦理傳承與出版工作，

或結合地方民俗節慶，激發社區居民參與感及創造力，將在地常民生活文化

透過多元形式展現，營造社區特色。 

15.社區導覽折頁、社區明信片或社區文化地圖：透過社區資源調查、搜集與創意

活動設計，鼓勵社區居民藉由參與實作過程，重新認識社區，凝聚社區認同，

呈現另類社區印象。 

16.社區刊物人才招募、培訓（含實作工作坊）與印製發行：社區刊物是社區的「報

馬仔」，社區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在這裡盡情地揮灑，透過社區報可以更加認識

社區的發展，還有社區左鄰右舍的消息等。可結合社區資源調查、辦理實作

工作坊……等從「做中學」方式，培訓社區成員編製社區刊物（如社區快訊、

社區報），進行社區訊息傳播、共同議題討論，表達社區情感，促進社區參與。 

17.社區影像紀錄：透過影像創作（如紀錄片製作、社區小故事拍攝）、議題討論

等方式，記錄在地具特色之生活、文化，表達社區生活經驗及智慧，促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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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亦可將結合影像紀錄人才培訓、社區資源踏查方式辦理，如臺中市南區

無尾巷影像紀錄。 

18.地方工藝：社區中常常可以發現一些地方上的傳統工藝，竹編、草編、木藝，

或是大木桶的製作，想讓這些代表地方的東西可以流傳下來，可以從地方的

工藝資源調查、傳承著手，教導社區居民傳習這些地方的工藝，讓社區居民

認識在地特有之工藝資源，並作為社區推動人文教育及產業發展之媒介，進

而促進地方產業之發展；亦可運用地方工藝作為推動生活美學或藝術介入空

間的媒介，如木刻社區地圖、陶板門牌創作。 

19.社區產業：藉由社區特色產業之傳習（如工作坊）、研發及故事性，以居民參

與為主體，共同推動、發展社區微型產業，藉由產品共同創作、開發、包裝

設計、行銷等議題，激勵社區活力，構築社區發展願景。 

20.環境景觀與生活美學之結合或藝術介入空間：藉由居民共同討論、檢視社區環

境景觀所面對的問題，融入生活美學概念，或發掘運用社區內藝術人才，以

藝術創作或展示作為社區探討公共議題之媒介，進行參與式改造設計，鼓勵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激發社區居民參與感，創造優質生活環境。 

21.文化資產與社區營造：以社區文化資產（係指廣義而言，例如對社區居民而言

有共同記憶的穀倉、老厝、水圳、廢棄工廠……等閒置空間）之調查、保存

維護、活化再利用等為媒介，激發社區共同參與、討論，進而善盡社區守護

文化資產之責任，或可作為居民集會或辦理社區藝文活動的地方。 

22.恢復傳統景觀：傳統景觀記錄著往昔居民的一段歲月，是居民最珍貴的資源，

然而在時代變遷之中，人們往往對那些伴著自己成長的親切事物未加珍惜，

漸漸地它們消逝在得不到關懷的漠視中，當夜晚缺乏了螢火蟲光芒的點綴

時，和平區大雪山社區的居民持續努力於螢火蟲的復育，螢火蟲之夜足以和

星海比美的，什麼時後才又來臨？ 

23.設置社區看板：社區需要一個資訊傳播站，在那裡有社區的重要訊息，透過這

個社區看板的資訊交流，社區人的生活變得更親近，心，連得更緊。社區看

板或許在活動中心，或許在社區入口的獨立版，也或許就在社區雜貨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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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看板的設計與製作可鼓勵居民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並運用在地不同素

材呈現。 

24.設計活動海報：社區活動的海報自己來，製作出代表自己社區的海報，雖然比

不上專業者的製作，但設計出來的作品都有這個地方的味道和風格。繪畫、

撰文、張貼，從海報製作中可以發掘社區服務的人才。 

25.創作社區之歌：社區好在那裡？如何來表達社區的好？選一首可以朗朗上口的

曲，把社區的好，把社區的美，一起放進歌曲中，讓我們一起填寫自己社區

的好詞，也一起大聲舞唱出屬於自己社區的歌。或可透過競賽、徵件、參與

式活動設計等趣味活動形式，鼓勵社區居民將社區資源調查成果與歌謠結

合，重新填詞，促進在地居民參與，並學習以不同的方式與創意介紹自己的

社區。 

26.志工人力調查：許多社區都有一些志工，調查這些志工的興趣、專長與嗜好把

它整理起來，如此一來，社區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就可以打開資料庫來尋找

適當人才，會修水電的、會打電腦的，這是一個人盡其才又有效率的營造方

法。 

27.開墾社區農園：將社區內雜草叢生，環境髒亂的荒地開墾成為農園，透過居民

參與規劃、認養，也可成為另類凝聚居民情感的方法，更可作為社區未來推

動自然農法、社區教育的場域。如潭子區的大豐社區就有一個經營近十年的

「有機農園」，成為居民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場域。 

28.社區學習：以讀書會、終身學習等為主要形式之社區營造人才培育策略，學習

內容規劃應符合社區居民需求與關心之生活議題為原則，並可發掘、邀請社

區中有專長的人來當師資，豐富居民的學習管道，如龍井御璽國寶公寓大廈

透過「故事路邊攤」、「閱來閱好玩」參與式活動的設計，持續帶動社區親子

共同認識、關心生活環境與議題。 

29.生態資源調查、生態資源手冊印製或綠色生活地圖彙製：透過社區特有生態環

境與資源之調查，提升社區生態保育觀念，營造社區特色，提升生活環境品

質。並可將調查成果，結合生態資源手冊或綠色生活地圖出版與彙製，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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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態保育觀念，凝聚社區居民保護家鄉土地環境的情懷。 

30.辦理多元文化族群生活記錄︰如原住民、眷村、外籍配偶母國文化之認識……

等，進行調查、記錄與成果展現。 

31.設立跳蚤市場：家裡不用的物品，舉凡衣服、檯燈、家具等，只要是還可以再

利用的都可以拿到跳蚤市場來銷售，讓東西繼續發揮它的功能，也讓需要它

的人可以便宜將它帶回家，龍井的皇家莊園集合式住宅就透過跳蚤市場的規

劃，不但每次都讓居民滿載而歸，而且凝聚了居民的情感。 

33.古老遊戲復活：沒有電視機，沒有電動玩具，社區老人們從前玩的遊戲充滿自

然和創意，會飛的竹蜻蜓、草編的蚱蜢，都是老人家童年時的玩伴，不但可

以自己動手學習，更是一種沒有污染的安全玩具。當古老遊戲復活時，老人

家就成為孩子們的老師了！ 

34.溯溪探源活動：社區裡的小溪來自於何方？社區的河流流向哪裡？往溪流的源

頭尋訪，看一看小溪裡有多少小魚，看一看河裡有多少小蝦，看一看水中生

物有多少探到溪的源頭，想一想我們應該怎麼保護這個地方。 

35.創新社區節日：暫時拋開平常固定事務，社區需要節慶的調劑，如社區文化節、

清潔日等，文化節結合傳統歲時活動，社區清潔日配合環保問題，尋找社區

節日的創新，讓社區活動產生更大意義。南屯區就有結合在地民俗文化節慶

的「端午節穿木屐躦鯪鯉」活動，居民覺得很有意義也很新奇，更希望它能

繼續辦下去！ 

36.招募愛心商店：社區的愛心商店配合社區的學校，就可以形成一個安全的兒童

保護網，有愛心的老闆不賣對有傷害性東西給小朋友，不讓小朋友受到多餘

的誘惑，不讓別人打小朋友的壞主意，小朋友也可以快快樂樂上學了！北港

鎮的北辰及南陽國小附近，一些熱心的居民就組織了愛心商店。 

37.居民參與設計：地方公共環境是與居民最貼近的領域，本來就應該由居民來創

造與構想，因為只有當地居民才最清楚自己的需求，所謂「由下而上」的理

念。自己的社區自己來設計，我們都可以是社區的設計師！在永康、淡水、

福林、湖本等，都已經有這樣居民參與的案例。在每一個影響居民生活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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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裡，都容許居民的參與吧！多一份居民的構想在內，就多一份居民的

感情。 

38.社區跨域（即跨組織或專業）合作：如結合團體組織（含學校）或專業，規劃

跨域之節慶、表演、工藝、導覽解說、文化產業、文化商品開發設計、藝術

介入空間、城鄉交流、綠色生活或其他有助跨域創新發展之工作項目。 

39.綠色生活/城鄉交流：因應全球氣候急遽變化及縣市合併，推動「綠色」、「低

碳」生活新文化（如共同購買、綠色消費、節能減碳、綠色旅遊、工作假期）

與「城鄉交流」，也是臺中市城鄉社區交流之契機與發展方向。 

40.社區珍寶：規劃透過社區居民參與，共同尋找社區珍寶活動，以及針對徵選出

之社區珍寶，規劃讓居民有認識、參與體驗之成果展現形式（不一定僅是動

態活動，亦可透過社區文化地圖或其他創意形式呈現），以讓更多居民認識、

珍愛自己居住的家鄉，並行銷社區特色。 

41.其他領域：未列於上述領域，足以引發社區居民共同關切、參與，並得共築

願景之工作項目或創意性活動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