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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94年2月行政院通過的﹝台灣新社區六星計畫﹞，以強化社區 發展與強調在地參與為主要目的，將﹝產業發展、社區

治安、社 福醫療、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六大面向作為發展主 軸，藉由推動健康台灣，並凝聚公民意識，創

造綠色永續發展精 神。 美術園道社區族群多樣，以店家形成的特色商店街；每天不斷創 造流動人口的遊客及上班族；以

藝術之名進駐的藝術工作者；趨 之若鶩來此置產的大樓新居民；及長久以來即居住於此的在地原 居民等六大族群。六大

族群無論在生活習性、社會價值、理想目 標上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如何整合，以所需所求的不同，皆能在 園道上佔一席

之地，共同努力打破住家與商圈的藩籬，創造彼此 的價值。唯有建立共構價值，彼此和諧共生，生態與藝術才能真 正落

實。 從擔任管委會總幹事一職，透過行動研究實地參與，藉由店家與 住民組成，進行訪談及園道的優質環境所帶來的經

濟效應與衝擊 等進行探討統籌與歸納。藉以落實研究美術園道社區族群多樣的 融合，可望這樣的社區經驗對於其他住商

共生的社區有所幫助。 當不同族群各自發展所需與理想時，在此共同的大地上，和諧共 生，為共同目標努力，這塊土地

會更好。透過﹝社造﹞機制，看 到大家的需求，紛紛釋放彼此的善意，建立社區共同意識，期待 社區住商和諧共生，達

成社區永續發展，期許成為社區總體營造 不同團體合作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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