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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推廣 

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鏈結在地社區發展－ 

以台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為實踐場域 

林博揚1,2 

一、 前言 

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計畫)，乃

透過國內大專院校之跨專業整合資源，以系統性、專業性的角度了解與發現在地

社會問題，藉由人文、創新和社會實踐之三個面向與國內社會進行反思和溝通，

以期待善盡我國社會轉型層面之助力。該計畫所進駐之場域橫跨大台南幅員，然

本文聚焦在台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於成大計畫團隊進駐後觀察該社區發展與推

廣之心得書寫。 

台灣隨著人口老化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時也伴隨而來少子化的重要議題。這

些社會問題加諸在勞動生產力人口所必須負擔的扶養比上升、社會經濟因少子化

和人口老化因素而嚴重拖垮國內經濟發展、間接造成社會成本負擔變重，相對上

也對於老年人口健康照護品質惡化等發展狀況，這些社會問題無論直接或間接上

形成的國家安全問題，在各個社會環節與因素都是環環相扣。 

二、 人社計畫進駐在地社區 

銀同社區位於台南市舊城區的中西區永華里，其里界東起開山路往西至忠義

路二段；南起府前路一段往北接鄰中山路、公園路及民生路一段。台南舊城區內

為古都府城從古至今皆為行政、商業、交通及歷史之樞紐，卻不難發現有許多社

區雖處市中心而同樣面臨里鄰內人口嚴重老化，銀同社區則屬於眾多老化社區中

的其中之一。 

銀同社區從眾多社區中「脫穎而出」，乃著眼在該社區位在一般民眾所認知

的蛋黃區內，其周遭環境具有相當豐富的歷史古蹟及人文觀光資源，例如:湯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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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公園(舊稱民生綠園)、國立台灣文學館(原台南州廳)、土地銀行、林百貨、台

南市美術館一館及二館、全台首學的孔廟、鄭成功祖廟等；相對地，青壯年人口

居住選擇非以定居在該範圍之內。 

成大人社計畫團隊便著手針對環境及人口結構普查，並透過校內各專業資源

了解該社區周圍環境及人口老化的成因，希望透過學校專家學者的研究、課程導

入校內學生的觀察與反思、配合台南市在地政策，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之概念

作為社會問題改善的實作場域。 

三、 都市型社區生活經營及社區照護模式 

人社計畫參與在地社區的生活，除了協助社區發現在地社會問題並提供改善

的建議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大學和社區共同學習、共同發展之精神，一同承擔改

善社會問題及環境之責。筆者實際參與社區工作主要著力於社區生活經營及健康

照護模式為主。 

 

1. 社區環境營造 

計畫團隊成員中來自成大建築系，過去透過結合原銀同里里長(鄰里合併

後的直轄市村里長選舉，於民國 108 年 3 月當選中西區永華里里長)號召

在地居民，並結合成大建築系教授及學生共同將銀同社區內的閒置土地、

或與社區地主洽談義務協助美化荒廢的空間，以活絡地方社區整體生活環

境之衛生、安全及綠化之功能，不僅可以促進社區民眾志工的培力、凝結

集體社區住民意識，以形成在地社區居民的社會人際支援網絡。在多方奔

走努力之下，銀同社區著名的景點有:彩虹牆、貓咪高地、油巷尾公園等，

這些閒置空間的再活化，成為在地社區吸引其他市民或外地觀光客踏足的

景點；同樣，有了外地訪客的到訪讓在地居民或高齡長輩有機會與外地人

交流，增加他們與外來人際關係的社會連結。 

 

2. 在地青年商家協力: 

銀同社區所處的文化觀光地區，吸引眾多青年到此發展新的商業機會而成

為在地新店家，除了原在地居民及社區外，同時也帶來許多的外來者(例

如:新住民及觀光客)。部分新店家的青年前來開拓新事業外，同樣也針對

該社區長者盡一些社會回饋，透過商家自身的經營模式發展出適合高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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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與的「高齡實習生」課程，一方面也同時可以陪伴長者度過孤獨的時

光、及給予退休多年的長者重新與社會連結的機會；另一方面，青年店家

從社區長輩他們身上學到豐富的人生經驗。這樣的代間學習

(Intergeneration learning)對於社區長輩、住民或外來新居民/店家而言，

形成適合在地社區經營活動之一。 

 

3. 社區照護模式 

人社計畫團隊成立工作站駐點於社區內，希望透過貼近在地居民的生活，

以及結合成大護理專業資源提供長輩衛教諮詢、血壓監測、資源轉介及精

神支持等服務。為了落實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倡的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並結合政府推行的長期照護服務，團隊於 2018 年 8 月輔導銀同社

區發展協會成立 C 級巷弄長照站，將市府的長期照顧服務計畫於社區內

落實推動，其涵蓋預防及延緩失能、健康講座、健康促進、共餐等照顧服

務。2019 年 4 月接續市府推行「社區照顧館懷據點並設置 C 級巷弄長照

站」計畫，由在地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主責辦理、成大人社計畫團隊從旁

協助，以建立該服務的照護模式。 

四、 結語 

筆者加入計畫工作團隊時間已過了成大與銀同社區之間的磨合期，並依計畫

期程規劃後續團隊退場機制。由於學校、計畫團隊及社區之間已建立好彼此合作

的模式與默契，甫參與社區工作也有社區長輩和工作夥伴相互幫忙以減少許多陌

生感，從既有的模式之中較難有關係磨合的問題，然而在社區工作仍有許多細節

需要注意，這一段社區工作的經歷促使筆者進一步投入老年議題的研究。 

這段時間的觀察，發現社區推廣除了在產、官、學的三方的溝通和合作之外，

人力的挹注更是推廣社區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包含在地社區居民的自主力

和凝聚力、以及社會資源網絡的鍵連，從社區各角落的點與點之間連成互動的連

線、再構成一個多層面的空間架構彼此支持，方使社區推廣得可以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