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
地
質
公
園
的
社
區
培
力

Taiwan
 Geo-parks

蘇
淑
娟
、
王
文
誠



推
薦
序

Ⅰ Ⅱ

　　林務局推動為期 4 年的地景普查，於

2012 年完成全國 341 處地景保育景點的登

錄，做為科學、教育與保育的依據，也是環境

教育的基礎資料。2013年更由民眾票選出「臺

灣十大地景」與「縣市代表地景」，讓特殊地

景所在地的居民產生對於地景的關懷之情與驕

傲感。林務局不但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21

處自然保留區，更以推動「地質公園」概念，

期待形成在地守護珍貴地景的力量，所以從

2011 年起陸續推動「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雲林草嶺地質公園」、「臺東利吉泥岩惡地

地質公園」及「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等 4處示範區計畫，更結合交通部觀光局的

「北部海岸地質公園」與「馬祖地質公園」，

形成臺灣地質公園網絡，以地質公園的「地景

保育」、「環境教育」、「社區發展」及「地

景旅遊」四個核心主軸，來達成保育與資源永

續利用，並繁榮在地經濟的目標。

　　地質公園不能僅靠政府推展，由下而上的

社區參與才是最具永續能量的基礎。林務局委

請研究團隊找尋在地有意願、具發展潛力、可

培力的社區進行輔導，讓社區瞭解除傳統產業

外，地景保育更是社區守護在地環境、做為永

續在地經濟的基礎。地質公園團隊協助社區累

積不少實務經驗，為了讓更多社區瞭解如何切

入地質公園參與的方法，爰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學系團隊出版「臺灣地質公園的社區培力」

一書，書中對於地質公園社區網絡化，具特殊

地景的社區如何凝聚共識，開始關注自己家鄉

的珍貴資源，進行資源調查、規畫及行銷，書

中更具體討論案例及問題之解決方法，同時也

介紹如何覓得財源，是地質公園社區在地培力

的最佳參考書籍。

　　臺灣是個美麗的寶島，從高山到海岸、都

市到鄉村，各有特殊地景與風貌，如果社區能

在地守護，參與地景保育，共同關注地質公園



　　2011 年以來臺灣的地質公園社區，在林

務局的支援與學界的協助下，發展成擁有社區

參與的地質公園社區網絡。六個地質公園透過

彼此的交流、觀摩與學習，慢慢讓臺灣地質公

園網絡有了一個雛形。

　　地質公園網絡主要是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所揭示的精神，希望各國都能利用當地的地景

資源，透過社區參與的積極能量，讓地景保

育、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成為社區永續發展的

新風貌。

　　因此，如何依循世界地質公園的精神，讓

臺灣地質公園的社區參與能有新的活力與標

竿，是推動地質公園重要的里程碑。這本書籍

的出版，正是社區如何參與地質公園及其培力

的參考，期待這本書能讓臺灣地質公園的社區

參與以及網絡化的推動，有更多的指引。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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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臺灣珍貴的自然資產將得以保存，未

來，加入東亞或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將可讓世

人正視並真正看見臺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局長

謹誌



　　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以特殊

地質景點形成全球網絡」計畫，啟動全球地質

公園運動，這是一個結合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

領域的運動，它不但促成地球科學界及人文社

會學界在地景保育上的對話，也促使地質公園

社區與社群對地景保育的一番新的理解與行

動。

　　臺灣的國家地質公園推動雖然僅有三年，

但農委會林務局過去多年的地景登錄調查工

作，提供地質公園推動工作豐富的基礎知識與

能量，加以我國社區（總體）營造所累積的在

地能量，使地質公園推動具有相當基礎。目

前，六個國家地質公園的社區認知、共識、投

入與部分地方政府的支持等，均讓林務局的努

力有了在地的回應；學界團隊的推廣、教育、

溝通、整合，也間接影響地質公園的紮根與發

芽，使各個社區各有不同的成果。

　　持續網絡化的活動是最重要的，所以建置

各級地質公園推動組織與網絡會議是當務之

急；地質公園社區網絡化的行動讓社區以母

雞帶小雞的方式傳承經驗，當然更期待青出於

藍。其他值得從事的工作尚包含：社區為本的

解說系統建置、利用社區閒置空間或教育機構

空間建置地質公園遊學中心等。

　　希望本書讀者能有興趣與書中的想法對

話，產生行動的動機與力量。如果您有興趣從

實務動手來進行您社區環境的地景保育，您也

可以參考本書的姊妹作「地質公園社區培力手

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謹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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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共同協助推動，共有 6 個國家地質

公園，包含澎湖海洋地質公園、雲林草嶺

地質公園、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臺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北部海岸地

質公園（含野柳地質公園），以及馬祖地

質公園。

Taiwan
    Geo-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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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提

出「促使具特殊地質現象的景點形成全球

性網絡」計畫，獲得聯合國核准。這計畫

欲整合各國地質保育的成果，共同保育地

質與環境遺產。其中的地質公園則以社區

參與的方法，期待體現地景保育、地質生

態旅遊、環境教育、永續在地經濟等價

值。由國際肯定而選出的全球地質公園則

賦予「UNESCO地質公園」傑出標章。

　　UNESCO推動地質公園不餘遺力，

至 2013 年 10 月止，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Global Geoparks Network，簡稱 GGN) 共

列有全球 29 個國家的 100 個世界地質公

園。臺灣目前在農委會林務局的支持下，

經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的專家 臺灣地質公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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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有 4點：

(1) 地景保育：地質公園以地景保育作為

根本價值。

(2) 環境教育：以教育宣導，提供環境

科學知識與人地環境互動的概念給大

眾。

(3) 地景旅遊：地質公園以發展特殊地景

的旅遊，達到具保育的生態旅遊。

(4) 社區參與：地質公園可作為促進社區

參與以及發展地方產業經濟的基礎。

　　社區參與是地質公園發展現階段的核

心工作，藉由臺灣已然完整的地質地景知

識體系、社區整合團體與社群之力，應可

善用地質地景知識與環境對於在地生活、

生計、生態、乃至生存的關係，發展出在

地的環境解說、導覽架構，成為發展在地

社會經濟與環境永續之基。

Memo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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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中，地方或地區的社

會、文化、經濟發展，需要對應全球脈動，

然而理解全球脈動不意味著全盤接受或全

面否定全球化、或「仿效先進國家」，而

是地方如何發現自身的特色、發揚其他地

方無法複製的特質，形成行銷在地之本。

　　在全球化中提升，就是挖掘在地的環

境特色、盤整、策略化並推廣之。全球化

風潮引起我們思考在地特質；地質公園社

區在地的特色，常常在自身與其他社區的

分享中更形珍貴，也引起我們分析自身的

優勢與問題，進一步有所作為。臺灣的每

個地質公園均以珍貴的地質地形景觀為賣

點，不但有利環境保育和教育，也可以是

地方旅遊和社區經濟的基礎。

　　目前全球各洲與各國多有地質公園網

絡，例如亞太地質公園網絡。各國地質公

園網絡，如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早

已成形。地質公園是一種地景區的概念，

所以劃定地質公園範圍時不該侷限於特殊

地形地質現象，還應包涵周圍人地互動環

境的範圍。

　　臺灣的地質公園區域大小不一，但是

地質公園的在地生根必須要有一定的社區

意識，並且整合公園範圍內社區的環境與

人力資源、確定地質公園組織結合的範圍

與形式，社區與社群不分你我，合作無

間，才能成為緊密的生命共同體，達到地

質公園的社區參與的目地。地質公園立穩

腳步後，形成國家的地質公園網絡，再與

國內其他地質公園建立交流機制；進一步

可依亞洲地緣，考慮進入亞太地質公園網

絡，與全球分享臺灣經驗並相互學習。

　　臺灣推動地質公園，其主題和架構如

何接軌國際、貢獻臺灣經驗、發揮地質公

園網絡的精神，即所謂「全球思考、草根

行動」，地質公園能有效促進臺灣地景保

育，並與全球對話。



臺灣
Taiwan Geo-parks

地質公園
社區培力的

07 08

地
質
公
園
的
社
區
意
義

壹壹 社
區
資
源
問
題
暨
解
決
方
案
　

陸陸陸

地
質
公
園
社
區
組
織
與
意
義

參參
地
質
公
園
的
社
區
行
銷

捌捌捌

地
質
公
園
社
區
資
源
調
查

肆肆
相
關
經
費
來
源
與
法
規

玖玖玖

尋
找
地
質
公
園
社
區
議
題

伍伍

實
例
分
享

拾拾拾

全
球
化
中
的
臺
灣
地
質
公
園
社
區
網
絡

貳貳

地
質
公
園
空
間
規
劃

柒柒柒

　　為了與國際交流，我們可以運用由下

而上的方式，首先站穩自己個別地質公園

腳步、強化自身擁有資源的盤整與管理維

護，並橫向整合臺灣國內地質公園網絡建

構。透過強化臺灣國內地質公園的交流網

絡，將臺灣地質公園經驗貢獻給全球。

日本地質公園協會理事長
參觀臺灣野柳地質公園並
品嚐萬里蟹

日本九州島原半島舉辦 2012 世界地質公園會議的歡迎傳單

臺灣地質公園網絡
由下而上的關係圖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地質公園群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地質公園群

臺灣地質公園網絡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地質公園群

參與者

地質公園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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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質公園培力由上而下的關係

馬祖地質公園

國家│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潛力社區│鐵板社區、芹壁社區、牛角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臺灣大學

雲林草嶺地質公園

國家│農委會林務局、雲林縣政府

在地社區│石壁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臺灣大學

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國家│農委會林務局

在地社區│金山社區、海城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援剿人文協會

臺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國家│農委會林務局

在地社區│利吉社區、富源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東華大學

北部海岸地質公園

國家│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

潛力社區│野柳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國家│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農委會

林務局、澎湖縣政府

潛力社區│七美社區、望安社區、小門社區、北寮社

區、吉貝社區

支援學術團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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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Geo-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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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培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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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公園的社區組織是互動學習的場

域，良好的社區組織促進協調，造就資源

使用有利於社區的需要與發展，從而獲取

社區生活的進步與環境的改善，引導永續

環境發展。地質公園社區組織是為了實踐

地質公園的四個核心價值而存在，透過具

體、積極的行動，地質公園組織向內引導

社區互相分享共學，對外則可作為分享在

地地質公園經驗的組織，達成地質公園的

核心價值。

　　地質公園社區組織為了特定的目標、

議題，需要透過組織化的行動與活動來發

展、變遷、改善，才能獲益社區的家庭與

個人。地質公園的社區組織結合社區內外

的各領域專業人員與社區居民、利益關係

人，一同推廣正確的地景保育、建立地方

環境的解說系統、發展地質或生態旅遊、

促成具有特性的在地產品等。

　　地質公園社區組織是造成社區改變的

途徑，不同於公部門官方組織，也不是私

人組織，而是社會組織。經由地方政府成
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

地質公園組織成員示例社區
參與

地景
旅遊

地景
保育

環境
教育

地質公園
核心價值

空間規
劃專業
人士

學校
教職員

環境保
育社群

景觀專
業人士

社會規
劃專業
人士

居民

利益關係人

一  地質公園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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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民團體，可以是鄰里共識的組織，故

能以問題的公共性質與官方溝通、爭取資

源，以在地自然與人文環境保育與社區利

益為考量，透過適當方法，健全社區運

作，發揮地質公園的社區組織機能。

　　社區組織具有 5個目標，包含：增加

個人參與社會的潛能、分享民主的氣氛、

提供學習和解決問題的機會、提升在地能

力、和建立社區發展的動力。這些目標提

供社區組織包含提供服務、支持政府活動

及政策、提供社會及心理的支援、及促進

政治參與等功能。地質公園社區組織的功

能在於以社區需求為本，與所在環境連結

為核心，維護在地生活環境與社區經濟，

達到環境與社會的永續發展。

　　地質公園的組織以人為重要資源，由

社區不同專長與想法的居民，共同發揮專

長來貢獻社區、改善社區，增加個人對社

區的影響力以及獲得社區改善，同時能互

相學習、解決問題；社區居民參與組織能

培養民主素養、獲得歸屬感，除了提供居

民心理上及社會上的支援，更能共同維護

生活環境，使在地能永續發展。良好運作

的地質公園社區組織，有助於社區居民提

升對其信任與誠服，面對地景保育和環境

保護公共事務時，有較大的公信力，促成

社區發展。

　　地質公園組織對社區發展非常重要，

一個社區環境與生活空間的改善可以由許

多大小不等的組織共同推動，術業有專

攻，組織各自有目標與專業，故社區組織

之間運用專業互相合作，整合組織的力量

是社區進步的動力。臺灣地質公園的網絡

化，即是秉持各個地質公園橫向連結、共

同學習扶持的理念，促成地質公園組織能

量的最大發揮，創造永續環境與社會。

二  地質公園社區組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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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務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

農委會林務局

在地社區

潛力社區

網絡連結

農委會林務局

澎湖縣政府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農委會林務局

雲林縣政府

臺灣地質公園組織網絡關係圖

高雄燕
巢岩泥
惡地

澎湖
海洋

馬祖

富源
社區

芹壁
社區

利吉
社區

鐵板
社區

野柳
社區

石壁
社區

七美
社區

望安
社區

小門
社區

北寮
社區

吉貝
社區

海城
社區

金山
社區

牛角
社區

雲林
草嶺

北部
海岸

臺東利
吉泥岩
惡地

台大

台大

台大

師
大

台
大

高
師
大

東華

援剿

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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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資
源
調
查

　　地質公園社區資源，是指環境中有

形、無形的可資利用材料，藉以認識環境

與生活關係的物體與非物體，例如岩石、

岩石的節理與紋路、岩石的利用形式、閒

置的空間、老樹、耆老的記憶等。

　　社區資源讓社區在整個聚落的地理、

歷史、文化、社會、自然環境中顯露獨特

性，這些獨特性能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而

形成想要維護、發揚特質的想法。將這些

在地的資源元素有系統的指認並整理出

來，稱為環境資源的盤整。社區資源必須

具居民共有、認同、帶有期待的元素，而

社區資源調查，便是找出這些在地資源，

進行社區認同、整合所用，正因其能為社

區所用或不為社區所用，所以稱為資源。

　　社區資源可概分為5類：地、景、產、

人、文。

(1) 地是指自然的大地資源，包含地質、

地形、動物、植物等；

(2) 景是指可感官或可依時序變化的空間

美學，如四季景觀、日落、自然紀念

物、宗教紀念物，或農漁業地景，如

石滬、菜宅；

(3) 產是指產業，如漁業、手工業；

(4) 人是指人力資源，如地方耆老、地方

文史工作者等；

(5) 文是指文化，包含宗教信仰、傳統食

物、歷史記憶、生活習性、社會團體等。

　　地質公園的資源調查表格，可依地方

需求而自行設計，也可由其他社區的經驗

加以修改，以便提供適地適性的特定需求。

二  社區資源有哪些？

三  資源調查表格

一
什麼是地質公園社區資源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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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名稱：

隸屬：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小地名：

類別
□硬體設施類 □風俗與信仰類 □聚落與產業類

□地形與地質類 □動物與植物類 □時序與體驗類

現況

毀壞程度：

□完整 □大致完好 □半毀損 □毀損嚴重 □無法使用

現況描述：

位置
實際位置：

相對位置：

環境
特徵

□迎風 □背風 □臨河 □臨海 □坡地 □平原 □潮溼 

□乾燥 □有植栽 □其他                

相片
編號

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調查人：

備註：

資源名稱：奎壁山日出　　　　類別：地 +景

隸屬： 澎湖 縣 湖西 鄉鎮市區 北寮 村里，小地名：

相對位置描述：奎壁山地質公園觀景涼亭的東方，靠近小山丘

面積範圍：ｘ

地形描述：ｘ

資源特色解說：

奎壁山與赤嶼本身有豐富的地質作用，褶
曲、岩脈出露，烘培作用，生痕化石、壺
穴等等。日出時分赤嶼為逆光，海平面上
散落著島嶼剪影，配合由橘轉紅的彩霞，
日出景色豐富多樣。

適宜觀景（或攝影）的地點奎壁山地質公園觀景涼亭的東方，
靠近小山丘
時間：日出前 1至半小時

繪圖編號：　　　　　　　　　照片編號：

調查時間：102年 7月 22日 06時，調查人：○○○

備註：

資源調查表格範例一 資源調查表格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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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質公園
社區培力的

22

　　社區資源調查完畢，就是地質公園資

源盤整完成，一般可加以統整、符號化並

以地圖呈現，稱為社區資源地圖。社區資

源地圖與一般機構發行的地圖有所不同，

一般的地圖會標示景點、道路、機關等資

訊，目的是讓使用者知道空間位置與質性

資訊；社區資源地圖則是為了讓使用人理

解社區、感受社區、投入社區，所以地圖

繪製、符號選擇、表現的內容並非制式

化，可隨社區差異，表達出不同的感受，

甚至可以用心智地圖的方式呈現。

宜蘭縣頭城社
區 (心智 )地圖
（資料來源: 宜
蘭社區電子報
第一期）

四  製作社區資源地圖

地區資源地圖範例──日本九州島原半島

臺灣
Taiwan Geo-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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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化
社區防災地
圖（資料來
源：臺南市
政府全球資
訊網）

馬祖南竿福
澳村淹水潛
勢地圖（資
料來源：連
江縣防救災
資訊網）望安國中學生繪製的望安島心智圖

　　心智地圖具有多樣性，如透過孩童的畫筆，表現出

秘密樹屋、慈祥老爺爺、很多玩伴、有活力的童趣社區

等，讓地圖說話，就像在地人自豪地介紹自己的社區一

般。地方可能發生災害地區，也可利用心智圖來表現。

　　災害潛勢地圖是紀錄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或災害

可能衝擊範圍的地圖。災害潛勢地圖是各種防災地圖的

基本資料，透過災害潛勢地圖可以進行災害的逃生動線

規劃、減災作業的進行，也能預警社區提前做好防災應

變，在災害來臨時將傷亡程度降至最低。

望安國小學童繪製的澎湖天人菊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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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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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是尋找社區共同議題或問題的

最好方式。動員社區居民與社群，共同尋

找、定調地質公園社區問題，在其中各種

差異的想法、不同的利益關係人、多樣的

資源使用思維等，將一一突顯，經過公

開、透明、無私的討論，共識得以形塑，

社區的共同利益將容易達成。因此，適當

的利用議題促成動員社區的力量，是地質

公園社區工作的一部分。尋找地質公園社

區內的議題，可由兩個方向切入：

(1) 從社區習以為常的環境資源切入：

　　社區是大家居住的所在，環境裡處處

散落著居民習以為常的歷史記憶、自然或

人文景觀，這些記憶、景觀與物質大家可

能視而不見，但是當它們消失、毀損或面

臨存亡關鍵時，居民可能猛然驚覺這些地

景地物給居民安心與家的感覺，因此透過

發覺、修復、利用社區環境資源，保存社

區記憶、凝聚社區力量，讓特殊屬性、記

憶或技藝成為在地的資產，永續傳承給下

一代。

　　以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為例，

在初期泥火山成為觀光景點時，在地解說

員發現有遊客因好奇心而摸一摸泥漿、或

挖走泥漿，還有人為了讓泥漿湧現而擅自

加水於其中，或者為一睹冒火奇景而點燃

沼氣，致泥火山地景遭受人為干擾。因此

在地解說員便自發性成立巡守隊，制止遊

客的破壞舉動，同時進行環境教育，落實

地景保育與環境永續的理念。

(2) 從社區公共環境問題或事務切入：

　　社區可以是個群體或一個公眾空間，

公眾空間的事情即是公共事務，公共事務

牽涉到不同利益團體，當議題與自身利益

相關時能引起注意，公共的環境事務包含

環境災害議題與環境永續利用問題等，藉

一  社區議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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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共討論作為動員基礎，改善或提升社

區的生活環境。

　　以雲林草嶺地質公園為例，草嶺地質

公園原為一熱門觀光景點，經過 921地震

後道路柔腸寸斷，加上颱風造成土石流，

遊客數量銳減，在地經濟命懸一線；居民

為了找回遊客，自發性成立草嶺地質公園

觀光解說巴士，居民擔任司機兼解說員，

利用中型巴士深入草嶺地質公園，以親身

體驗的知識，整合地質地景的科學知識，

給予遊客深刻的導覽解說，不但為社區找

到生計，也監督維護環境變遷，形成一個

在地環境變遷觀察的守望相助社區。　　　　

　　社區議題找尋是動員的動機之一，以

社區環境和生活環境議題作為媒介，聚集

群眾，透過尋找適地適性的解決方法之過

程，社區群眾因此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

也就可以進一步凝聚社區共識。

　　社區參與意願低落，是許多社區共同

的問題。該如何動員社區居民，需要對在

地社會有較具體的認識才能做好。由社區

日常生活環境切入，來引起社區的興趣

與動機，是動員技巧的第一步。社區環

境是居民生活與感受的地方，可以引起社

區居民較多關注，但是一般社區居民並非

均質，所以不應期待每家每戶都能積極投

入，重點是如何讓個別居民的專長發揮，

並願意貢獻所知、所學與所有。

　　社區動員的技巧不外乎盡量讓每位社

區參與者，成為活動或事件的主角，善用

居民資源，齊心打造社區。以下為幾個動

員的小技巧：

二  社區動員的技巧

草嶺地質公園觀光解說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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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心不同年紀、性別或族群的需要，

重視社區內的差異。例如，宜蘭縣大

二結社區因為青少年沒有投票權，地方

政治人物或民代較少關注他們，缺乏適

合的活動供青年參與，導致一般青年不

願參與公眾事務，因此當地促進會舉辦

一些與青少年相關的工作，如籃球場修

復的活動，號召青年動起來，成功地將

青少年拉入社區的活動，青年也感到受

重視而願意投入公共事務。

(2) 動員初期需有適當的誘因。透過一般

普羅文化的活動，較能引起社區的關

注；但切勿養成社區民眾唯物是圖的

心態，不當的發展可能導致居民只看

到與自身物質福利有關才關心。例如

供應餐點、摸彩等，是讓社區聚會討

論增進樂趣的一部分，而非主要的目

的。以日本九州島原半島的雲仙地質

公園為例，社區居民攜帶便當、支付

自己的交通費、自費提供對國際訪客

服務，來參加國際網絡會議卻仍然熱

情無限，原因何在？因為她 / 他們了

解到地質公園網絡會與長遠的社區利

益結合。紅利 (bonus)系統的方式值得

學習借鏡，例如參與社區環境的培訓

課程活動可以集點集章，最後得以作

為正式的環境導覽解說員，居民以此

為榮。

燕巢金山社區參與地質公園活動的老人翩翩起舞

野柳社區
學童的地
質公園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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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合正向與積極的社區成員之力。社

區中常有一定比例的居民，長期關注

在地社會事務與環境議題，可以從這

些正向積極的力量開始，發揮以小養

大的能量，從小部分社區居民開始，

透過不斷的對話，形成議題焦點，需

要時可以引入外來專家、學者之協助，

協助共議解決初期困境的方案或出

路、或者形成在地居民思考出路的參

考，進而將社區的事變成「我們社區」

的事，吸引更多在地人的投入。

(4)小事化大事，在微觀世界中形成共識、

整合眾志。社區微小的環境事務，可

能有蝴蝶效應，也可能是更大環境系

統的一部分，而與社區整體大環境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社區有志之

士共同討論方案，不僅能擴大社區參

與，也能以更開闊或周延的方案解決

問題，形塑居民之間環境與共的密切

關係。

野柳地質公園與燕巢金山社區交流的風味餐

高雄統領社區以在地生產的鳳梨做蔭鳳梨 DIY

　　地質公園社區動員有相當多的技巧，

可以因社區的社會特質與環境特質而發展

出適地適性的方法；社區動員，是面對社

區環境議題不可或缺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