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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基隆輔導團隊×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學士
·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規劃師
· 基隆市政府第一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委員（任期112年-114年）

康晴媁

劉建億

施秉瑄 廖珮璇

王俞棻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媒合專業者
輔導老師群

計畫主持人
陪伴社區成長也想把腦中有的技術與知識

跟社區的大家分享
一起成長，讓基隆社區環境更美好！

❝我是基隆人，在這裡生活了20幾年，很榮幸可以將專業所學帶回家鄉❞



基隆－台東｜330多公里的距離

基隆市 V.S 台東市

• 總面積：132.8 平方公里 ／ 109.8 平方公里

• 總人口數：362,177 人 ／ 103,305 人

• 村里數：157 個 ／ 38 個

台東縣

• 總面積：3515.2526 平方公里

• 總人口數：212,259 人

• 行政區數：16 個鄉鎮

• 村里數：139 個

基隆市比台東市大一點點，人口多了三倍



大部分的人對於基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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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山城「港城丘」豐富的人文地景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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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劉人傑



地狹人稠下發展出密集的聚落型態



包山包海的基隆，有著複雜的環境多樣性

• 環港市區
– 基隆港周邊，為重點優先策略

地區，有觀光及豐富歷史人文。

• 衛星臥城
– 主要為安樂及七堵的工業城鎮

及通勤社區，有條件發展生態
社區。

• 農村坡地

– 主要為信義、暖暖、七堵、
中山以農為主的坡地。

• 山城聚落

– 包含港邊山城及七堵暖暖延
伸到新北市的山城聚落。

• 海灣漁港

– 主要以大武崙、外木山、和
平島、八斗子等漁港周邊為

主。



我們不是在基隆，就是在往基隆的路上

都市里人規劃
設計有限公司

康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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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基隆 Smiling Keelung!」計畫緣起與目標

• 回應公共及凝聚地區規劃共識的基礎

• 擴大參與，促進議題社群及社區資源的交流

• 串聯社區、青年團體、專業社群

• 以群眾智慧思考基隆在地議題

• 透過空間實作逐步實踐城市公共議題

• 協助社區議題對接各單位計畫資源

• 累積在地社區人才資料庫，搭建平
台交流學習及協力助人

• 輔導社區議題深化、推動社區規劃，
並落實於社區環境改造

• 落實社區賦權、邁向公民社會

• 加強「人」與「地」的連結與關係

緣起

目標



微笑基隆參與流程



微笑基隆的核心精神｜以合作與共創回應基隆現實



透過即時群組網絡，進行陪伴式輔導與解決疑難雜症

即時
群組網絡

運用模型操作
讓設計構想
更具體化

透過討論
凝聚共識

找出最佳方案

上戰場實作
木工、植栽
及草皮舖設



用輕鬆的方法展開社區討論，引導社區跨越門檻

理事長：「啊啊啊放起來原來這麼大喔，那不行要調整一下」

善用手邊的工具進行討論
便利貼＋平面圖=空間感掌握度up！

❝我想要利用公園內既有的閒置涼亭，創造一個共享工具間，要放上工作桌椅還有各種工具❞



創造公園內的共享工具間

看起來好像是

理解社區行動目的，找出背後的問題癥結

❝參與社區服務工作 23 個年頭，看見各
個社區志工有 95% 大多是女性，有專業
長才的退休男性到哪去了？❞

為社區男性找到參與社區活動的方法

其實真正的目的是

「古風小白屋」社區改造案例參訪

藉由經驗學習，找出自己的營造方法



透過培訓課程，展開密集討論並加強實作能力



建立培力平台，帶動職人協力進而媒合社區人才資料庫



微笑基隆社區工班輔導團的運作嘗試

• 挑選具有潛力之社區職人協請參
與社區工班輔導團

– 需具備專業技術、願意跨區協助
社區、有耐心教導參與者等能力
及特質，邀請職人們於社規師培
訓課程、開工會議時進場，透過
引導參與、與夥伴們協力完成專
業工項。



每個改造點都是逐步漸進、慢慢培力滋養的過程

長興樂活樂悠閒／閒置空間改造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時光憶棧／閒置空間改造



每個改造點都是逐步漸進、慢慢培力滋養的過程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當我們共融在一起／嘗試新的規劃思潮、議題回應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小河市廊道改造計畫／與政策連結加乘改造



社區改造空間範型的轉變

• Step1.社區髒亂點 • Step2.公共設施升級 • Step3.回應公共議題的共創



基隆社區社群串連與資源整合

基隆社規師
輔導團隊

跨局處
文化局、社會處
教育處、環保局、

區公所

處內計畫
地方創生計畫
以校園為核心

社群
基青陣、和平島
工、暖暖六七

點亮山丘工作隊、
春風基金會

在地社區
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
公寓大廈委員會



跨局處合作｜從「三社」的合作邁向「四社」的協力

文化局社區營造中心

過半提案社區曾上過文化局社造中心課程
引介新提案組織參與文化局社造課程
聯合審查、聯合訪視

透過關懷據點協助，持續接觸不同社區
搭配旗艦計畫帶動社區培力
培力中心打底社區基礎動能
聯合審查

社會處社區培力中心

都發處社區規劃師輔導團隊

與區公所合作進行踏查環境、分享社區
概況、以環境改造帶動社區公共意識

各相關部會計畫之銜接

政府部門 補助案項目

基隆市政府

推展社區發展經費/小旗艦計畫/推廣老
人參與社會福利服務計畫/促進婦女權
益方案/性別暴力初級預防推廣/社區營
造點/社規師駐地輔導/關懷據點…

衛生福利部
(含社家署)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巷弄長照站/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發展相關補助

文化部
(生活美學
館)

社區總體營造獎補助(社區藝文/社區刊
物等)/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計畫

環保/環境
保育相關

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含植樹綠美化/環
境資源調查/志工培育等)/環保署環境
改造計畫(單一型/聯合型)/環保署環保
小學堂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社會型/經濟型/培
力就業)

水保局 農村再生/大專生農村洄游計畫

推動知識解放、厚植公民社會、
深耕在地文化、落實社會關懷

教育處社區大學

社規

社造

社福

社大



讓市府全方面理解社區需求與想法

聯合提案審查會議

每年度的社區提案，邀請都發處社規師輔導團、文化局社造中心、社會處社區培力中心協同審查計畫內容，並給予更全

方位的可行建議，包括在空間硬體、環境特色、組織運作、民主共識、公共議題等面向，以及計畫修正引導。社區在提

出計畫構想時也能更專注於問題意識，並檢視真實的需求，提出更精準可行的計畫構想。



輔導轉介與連結資源

媒合最適資源與輔導方式強化成果展現

聯合提案審查的機制下，偶會遇到社區提案內容與原先補助資源吻合度不足的情形，可直接啟動輔導轉介的機制進行轉

軌，由其他輔導團隊來協助推動社區需求的各式方案。例如社造中心審查提案過程中，提案內容涉及環境硬體改造比重

較高時，即可審核轉軌由社規師輔導執行。



聯合社區訪視輔導

讓社區感受輔導心意進而建立信任

由文化局社造中心領軍，社規/社福團隊陪同定期進行社區輔導訪視，於現地針對社區執行中的計畫狀況進行各種議題

的專家諮詢並交換意見。同時針對社區組織狀況進行側面觀察，並透過社區培力中心回報提供社會處掌握社區動向。感

受到市府單位與輔導單位的重視，社區也強化了情感連結與相互信任。



社區規劃共創平台會議

績優社區加乘規劃團隊共創城市風貌

由都發處發起，邀約正進行中的各重點策略區以及整體性規劃計畫之規劃團隊，請益與交流各策略區之重點推展政策。

協請績優社區夥伴，在後續周邊社區拜訪與提案過程中，引導可能與政策相互結合與呼應的潛力社區提案。整合相關社

造業務單位，包括文化局、社會處聯席討論，找出計畫加乘的可能性。



城市聯合學分概念

整合培力資源促使連結終身教育發展

著眼於避免過度動員社區，減少重複課程的資源浪費，從社區大學、社

區規劃師、社造中心、社區培力中心的相關培力課程開始整合，並啟動

相互認證的實驗機制。讓社區夥伴能夠更有彈性時間，選擇自己需要的

學習培力方向。而藉由社區大學校區空間資源的協助，各輔導團隊可更

自由的安排各種互動課程，形成共學的機制。

魅力
四社

社會處培力中心

文化局社造中心

都發處社規師輔導團隊

教育處社區大學



104-111年度
已完成134處改造



綠巷綠園綠牆角
•提案年度｜107-110年度 •提案社區｜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18年前的社造指標型社區



現在都是超過70歲的阿公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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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踏出第一步，營造仁壽社區的入口意象

搭配市府中正公園未來重要建設及旁邊信二公有停車場驅車離開必經道路所

帶來的人潮，擇定原座落里內郵局車庫拆除後留下老舊牆面，提議將此牆面

重新整理及美化。結合熱心的志工團隊們集思構想，創造仁壽社區新門面。



在長者比例高達22%的仁壽社區中，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銀髮族需求與培力，在牆面營造的過程中，長者積極蒐集寶特瓶，
並運用每週在據點相聚的時間，一邊話家常、一邊剪切小花並細心上色，最後拼貼出一幅繽紛且獨一無二的牆面。

重視環境營造，更重視長者參與規劃的過程
透過環境營造呼喚社區男力現身參與

拆解步驟、積少成多、短時間的定期連續參與



社區千歲團上工，清洗、放樣、上漆、搭鷹架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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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0萬塊的改造經費，超過100%的社區共創成果



康康：「阿…你們都會固定來維護嗎?」

毛哥：「當然啊！這個蝸牛很多都會在這邊大便啊、牆

要洗呀不然會髒掉黑黑不好看、啊要澆水啊！」

毛哥：「我跟你說我會照顧這面牆到永永遠遠」

去年6月份改造點突襲…沒想到被社區抓個正著…



2021致敬城鄉魅力大賞-佳作獎



基隆港西岸｜和平社區

以參與的方式帶動鄰里，以社區的力量增加市政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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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和平驛棧--幸福304 
TAKE ME HOME 

109年度｜和平歇歇

107年度｜好山好水玩美角落

4 110年度｜和平奕弈

找回社區文化歷史的路徑串連改造

•提案年度｜107-110年度 •提案社區｜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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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玩美角落
• 提案年度｜107年度 • 改造面積│約43m2



整合環境資源，社區的改變就從這裡開始!

抿石子基隆港地圖與不鏽鋼蝕刻的歷史場景圖標作為社區導覽的生動地景道具從環境清整開始！

結合孩童遊樂、登高望遠的眺望平台

貨櫃造型座椅

抿石子施作



從社區角落的轉變，看見和平社區未來發展的潛質

前

中 後



和平驛棧--幸福304 TAKE ME HOME

• 提案年度｜108年度 • 改造面積│約40.39m2



美化既有閒置設施，打造社區歷史文化展示空間

透過既有資源盤點整理，逐步找出社區發展脈絡與願景 現地放樣討論

泥作打除與施作 木作工作坊，社區齊作工

黑板牆展示施作

社區達人繪製社區故事插圖



懷抱社區導覽願景，自主改善生活環境及解說站營造

前

中 後



歷經兩年改造後，我們邀請社區一起合辦一場小導覽



和平歇歇

• 提案年度｜109年度 • 改造面積│約119.8m2



運用現地素材的放樣討論 泥作打除

活動式棚架施作

延續蜂巢形式(108年度)的舞台放樣討論 協力共作的舞台與座椅施作

天幕妝點

回到社區需求思考，營造能支援未來社區辦理活動的場域



創作保留彈性的設施，可因應不同使用需求組合變化

富有巧思的座椅收納設計結合社區運動的蜂巢式舞台

考量使用需求與維護管理，於今年度重新調整吊掛方法

BEFORE AFTER



和平奕弈

• 提案年度｜110年度 • 改造面積│約154.8m2



居民協力清整，打開公寓間的閒置三角地

以模型作為溝通工具，用現況模型與設計模型來討論方案與工序安排 平面配置與設計模型

現地檢視方案可行性

打開入口與階梯施作

志工參與碎石鋪設與造型發想

蜂巢木作收尾



打開入口也整理荒煙蔓草，嘗試翻轉居民的使用習慣

中

前

中 後



在獨有的環境特性中，形塑眺望港景的浪漫空間

BEFORE AFTER



樂一社區Ｘ安樂國小

社區／學校是一起生活的夥伴



曾經一起打造的屋頂花園



5年過去了，當初的夥伴現在連樓梯都爬不動…..



活動中心前的停車場



開放學習式的泥作工作坊



使用者持續的經營與改造



打底施作、形狀創作、使用者討論、邊做邊改



哪裡好坐、哪裡要扶、那邊可以靠？都是實際摸出來的





租約到期地主決定不續約，社區據點不見了…

106年度 蛻變的空間(增添花園與菜圃)
體貼長者需求將屋頂菜圃移至一樓107年度魚樂小園地

拓展友善長者的戶外活動空間



從社區公共事務到地區公共事務，連結夥伴關係

• 由社區來帶動學校參與｜樂一社區與安樂國小的共創行動

109年將幼兒園外停車空間
改造為共榮的休憩平台

110年以老幼共學為連結
共創校園可食地景

108年以盤點與認識為基礎
捲袖共創校園綠意角落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核心願景的逐步建構

我想邀請安一路沿線9個行政里，
共同希望復興蚵殼港文化！

於五年前社造點計畫發言

樂一社區發展協會
羅勇賢理事長

107年
〈魚樂小園地〉

108年
〈蚵殼港孩子
的秘密基地〉

106年
〈蛻變的空間〉

協助安樂國小提案執行

108年
〈童里心. 齊
參與. 干城老
幼聚一起〉

106年
〈作伙來歇睏〉

干城里

定邦里

106年
《喚醒蚵殼
港八社區的
前世今生》

107年
《延續喚醒蚵
殼港八社區的
前世今生》

108年
《駐足蚵港邊
再現蚵珠簾》

107年
〈干城里甘謝
哩匠心巧手藝

起來〉

干城里社會處
旗艦計畫

110年
〈蚵殼港新樂

園〉
協助安樂國小提案執行

109年
〈蚵犇幸福站〉

協助安樂國小提案執行

109年
〈輕旅干城。
漫步潔徑〉

干城里

110年
〈干城潔徑。
蔓延憶義〉

干城里



「一個美好的都市，除了要能滿足都市生活基本的機能要求之外，

還要能使居民，在心理上透過私密的個人生活肯定自己的價值，

同時也期望藉著公共的生活，體驗和表達居民對都市的認同感。」

— 喻肇青《基隆市中心商業區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之研究》

中原建築1986



有一群人，從日常生活觀察中，
願意直面困境與缺乏、勇敢表達對於公共事務的看法，
進而展開最微小卻最有力的生活行動。

在微笑基隆成長茁壯的過程中，有你、有我、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