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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洪至萱。私立曉明女中。二年乙班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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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95 暫綱之高中新課程中，地理核心能力之一，積極參與課程個案及相

關討論活動，並有能力以妥適方式表達自己意見。(一)能熱切地參與個案的

討論，並能接受或表達不同的觀點。(二)能積極參與社區環境的改善規劃，

並思考如何提升周遭的生活環境品質。(三)能以全球視野關心鄉土區域問

題，並積極思考鄉土區域未來發展的途徑。 

<台灣社區規劃>案中一個因<社區總體營造>成功的案例→南投縣埔里

鎮的桃米坑社區→一個成功的生態保育村，因此我們對這種<由下而上>的社

區規劃產生興趣，來認識這種新興的自發性關懷家園的活動。 

除了在鄉村中的桃米社區外，在都市中也透過＜形象商圈＞的方式來

營造社區，臺中市的「精明一街」正是知名度最高之歐式的商圈營造。藉此

研究和城鄉之比較，我們想瞭解二者之間在主體、性質上有那些不同之處。 

 

貳．正文 

 

一．研究範圍與內容 

01.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範圍，以形象商圈著稱的精明一街及從事生態社區有成的

埔里鎮桃米社區，加以比較分析，探討其異同。 

02.研究內容 

本論文研究內容分為七個部分： 

A.研究動機、目的及範圍。 

B.相關文獻回顧。形象商圈及社區總體營造內容概述。 

C.說明研究方法、研究流程及本次研究之調查方法。 

D.明一街商圈的發展歷程。 

E.桃米生態村的社區營造歷程。 

F.精明一街商圈及桃米生態村的比較分析。 

G.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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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文獻回顧 

01.『形象商圈』內容概述 

形象商圈是一個地方的縮影，也是地方上的門面，振興經濟的火車頭，

經濟部於民國八十六年依循「振興經濟方案」及「十二項建設」中所推動

之「建設工商綜合區計畫」，進而研提「改善商業環境五年計畫」，配合

「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辦理「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形象商圈

區域輔導計畫」及「商業環境視覺設計」，以改善商業環境，提高生活品

質。形象商圈就是將地方自然形成之傳統商圈，結合當地人文、特產及景

觀等特色，導入現代化企業經營理念，藉由凝聚商圈共識與基礎建設之改

進，以強化商圈競爭力，塑造具有特色之現代化商圈。形象商圈的五大基

本機能為「文化」、「商品」、「便利」、「資訊」及「環境」。 

A.其發展目標為： 

a.商業之現代化，促進經濟繁榮。 

b.整合社會資源，環境景觀改造。 

c.縮短城鄉差距，落實社會重建。 

d.重塑地方特色，建立區域形象。 

B.政府輔導工作為： 

a.共識與組織建立。 

b.觀念教育及經營理念。 

c.形象塑造及推廣。 

d.活動促銷及廣宣。 

e.環境改善及輔導。 

02.『社區總體營造』內容概述 

A.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 

有鑒於近五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型態的轉變，傳統社區的意識及凝

聚力已漸消退，生活空間的急劇轉變，亦使人際關係產生變化，鄰里之

間不再如以往有較多的互動，冷漠已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因而產生居民

對周遭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對於共同生活的環境沒有認同感，加上以

往地方性的建設與發展，大多經由政府規劃，民眾對於自身的需求，較

少有表達的機會。 

社區生活環境的主體應為社區居民，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亦應為

社區居民共同的責任。文建會及政府相關單位近年來積極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的工作，就是希望藉由地方性藝文活動的舉辦或透過地區環境

的改造建設，使社區居民對於當地特有資源、特殊議題或共同利益，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而在活動參與及規劃建設過程中，多由居民討論後形

成決策，即藉由互動的方式凝聚社區意識，進而改變社區居民的觀念，

並且逐漸發展地方特色。徹底改變「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真正落實

民眾自治與民眾參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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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社區總體營造的意涵 

a.「社區總體營造」的構想源自於日本的「造街」運動。其意義是居住

在某一範圍的成員，藉由公開討論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保

存或提升、發揚當地的文化、歷史、文物、建築物，藉由各種活動－

「討論的模式」，促進居民對居住地的共同意識、情感以及對當地規

劃與發展之自主權。 

b.藉由這樣的運動，居民尋回對居住環境之認同感，對於居住地之建

設、教育、人文、產業發展等能自發性的關懷並參與，且診視地方的

特色，使居民與地方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 

c.台灣近年來由文建會所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之意義在於，它是一

個全面改造文化面貌、環境景觀和生活品質之長期工程，希望根據各

個社區不同的特色，分別從單一的、不同之角度切入，再帶動其他相

關項目，逐漸整合成一個總體的營造計畫。 

d.社區總體營造強調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的「產業文化

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物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

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等理念的推動，使

各地建立其文化特色，與居民共同經營其社區。使社區生活品質提

升，文化經濟產業再行復甦，原有的地區煥然一新，活力再現。此種

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即為社區總體營

造的基本理念。 

e.在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計畫部分，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是活動的誘因，以

技術和行政上的支援，當社區有自主性的活動時，可就其需要向文建

會提出申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互動。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體系可概

分為（1）社區居民自發；（2）政府、居民共同主導；（3）政府行

政機關主導；（4）民間機構、企業團體主導等四種類型。 

C.社區總體營造之目標 

a.「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不只是再營造一些實質環境與服務設施的

改善，最重要的還是在建立社區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並

且提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學層次。 

b.它是一種思想模式的轉變，透過居民的參與及討論的過程，轉變居民

原本的思想，教育居民公民意識，能夠決定自己的生活空間發展、

管理自己的社區、發揮自己居住地方的特質。其最終的理念是在營

造一個由下而上的新社會，也可以說「社區總體營造」的本質，其

實是在「造人」。 

c.也只有營造出新的文化與人，徹底改變現代人冷漠的心態，主動關心

公共的事務、凝聚社區的共同意識，才能創造符合人性化的居住環

境，營造出人與社會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才能使社會更美好。 

D.社區總體營造之方法可歸納為五大步驟： 

a.如何與社區居民認識。 

b.如何建立彼此的互信關係。 

c.如何進行社區動員的工作。 

d.如何推動社區學習的觀念及活動。 

e.鼓勵社區居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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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社區總體營造推行的主要因素： 

a.環境實際調查及發現共同議題。 

b.對社區理念札根及社區意識培養。 

c.社區組織的建立。 

d.地方人士或專家及政府的參與。 

e.尋求切入點。 

f.整合社區既有資源。 

g.參與式的規劃過程與步驟。 

h.確立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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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01.研究方法 

從政府推動「形象商圈」、「社區總體營造」之時代背景、策略、運

作方式、推動態度及實際績效，從實地勘察及二處社區主委訪談與相關資

料的蒐集，來探討其重點、政府角色定位、政策之持續性、經費來源、適

用區域（廣度）、適用對象之自主程度、影響層面（深度－實質或精神）、

政治介入情形及後續管理等事項，並做二者間之比較。 

02.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03.調查方法 

這次的研究採用面談方式及相關資料之蒐集來瞭解精明一街及桃米社

區之發展歷程及所遭遇之相關問題。我們並到這兩個社區實地瞭解目前發展

的狀況，並透過精心設計的問題來詢問受訪者，得到以下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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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研究方法 

l 社區主委訪談 

l 整理、分析 

相關文獻回顧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精明一街及桃米 

社區勘察及訪談 

研究精明一街及桃 

米社區發展歷程 

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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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明一街商圈的發展歷程 

01.區位 

「精明一街」位於臺中市五期重劃區內，精明一街、精明二街與鄰近的

大隆路商圈，由臺灣商務中心(TCC 辦公大樓)、麥克阿瑟大樓(住宅公寓)、

富貴名廈(小坪數住宅及套房)等所組成之行人徒步商店街，它以露天歐洲情

調的戶外咖啡茶座吸引了許多遊客，在在顯現了台中人生活的優雅與清閒，

其蓬勃的商業活動及人潮，成為全國著名的形象商圈之一。精明一街現有

40家商店，主要為露天咖啡座、精緻茶點、創意的櫥窗、流行服飾。 

 

 

 

 

 

 

 

 

 

 

 

 

 

 

 

 

 

 

 

 

 

 

 

圖二  精明商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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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精明一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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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精明一街店家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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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形象商圈發展經過 

精明一街自民國 79 年正式完工使用之後，直到民國 81 年，台中的精

明一街還是默默無聞、停滿摩托車的小巷子，並沒什麼特別的，街內僅進駐

一些商店，初期僅由少數幾個熱心之店家組成自治會，並著手進行造街運

動。81年 6月由自治會成立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由精明一街街道兩旁的商店

所組成，目前總共有 40 家店家，設有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監

察委員一人、財務委員一人、二位評議委員，其餘店家為會員。 

精明一街位於台中市西區的台灣商務中心及麥克阿瑟兩棟大廈之間，

一條短短的八公尺都市計畫道路，在兩側商家商議下，把街道規劃成為人行

徒步區，因此初期管理委員會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形塑街道內環境，給遊客和

店家有一個良好的活動空間，精明一街標榜為「高雅、悠閒、舒適」的藝術

造街典範，其露天咖啡座更是台中引以為傲的休閒場所，。另一方面透過當

時主任委員(第一屆)有明堂書局老闆季野先生與他藝文界的朋友，將其藝術

街坊的浪漫氛圍，刊載於報章雜誌，也就是透過媒體傳播，將「精明一街」

慢慢地宣揚出去。其後再利用舉辦各項活動來帶動精明一街的發展，這期間

的事務及活動大都由各屆主任委員及少數熱心人士所主導。 

經濟部於民國八十六年辦理「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形象商圈區

域輔導計畫」及「商業環境視覺設計」，以改善商業環境，提高生活品質，

選定「精明一街」為國內商店街的示範性街廓，並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進駐輔導。中衛發展中心代表經濟部商業司，管理委員會則代表店家，中衛

中心協助管委會制定規章，強化內部組織，並在街區內舉辦造勢活動，吸引

了許多消費者，並創造了商機，同時店家更能凝聚共存共榮的街區意識。其

作法說明如下： 

A.凝聚店家共同意識 

精明一街發展初期由於街區成員缺乏共同意識、參與感不高，每次

活動僅由主委等少數人參與，導致精明一街造街計畫有所阻礙，中衛公

司乃以凝聚店家共同意識為主要任務。利用一系列活化行銷手法吸引街

區成員的焦點，配合舉辦活動，教育商店街經營理念，提高他們的歸屬

感。 

B.促進店家參與街區活動 

街區成員凝聚共同意識後，接下來就是促進街區成員參與街區事

務及活動，在經濟部經費補助及中衛公司協助下，藉由重大節慶活動的

舉辦(如元宵節、聖誕節、跨年晚會)，提高街區成員參與感，由於大家

熱烈的參與，同時也吸引了大量人潮及創造了商機。 

C.建立管理委員會獨立運作能力 

中衛公司輔導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擬定、運作，結合實質聯合活動

(如 61 街慶聯合促銷活動)的舉辦，達成街區成員重視組織運作的重要

性，達成精明一街獨立自主的目標。 

03.小結 

由上述可知，因為經濟部商業司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的協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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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原本已具雛形的精明一街商圈發展更是快速，其成功的關鍵可分為三個部

分。 

A.一些熱心造街店家成員的發起與堅持。 

B.善於運用媒體資源，配合各種造勢活動，將精明一街的名聲傳播於全國，

吸引了大量的消費者，並帶動精明商圈之發展。 

C.中衛公司協助導入完善街區組織概念，建立管委會內部組織運作架構。 

另在本次現場調查及比對相關資料中發現： 

a.早期發起精明一街造街運動者如第一、三屆主任委員已不在街區內。 

b.街區內商家類型大都屬於餐飲及服飾業。 

c.商店家易主頻繁，勘查時並發現有店面貼出讓租。是否因街區意識或造街

理念紛歧，亦或租金過高所造成，值得再深入探討。 

 

 

 

 

 

 

 

 

 

精明一街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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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一街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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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米生態村的社區營造歷程 

 01.社區的實質環境 

桃米舊稱「挑米坑仔」，位於埔里鎮中心約 5 公里處，區內林木遍佈

綠意盎然，蜿蜒的桃米坑溪、種瓜坑溪及大小支流，就像母親的臍帶滋養萬

物，孕育桃米豐美的生態樣貌。昔日魚池鄉農糧不足，當地居民需翻山越嶺

到埔里採購米糧，桃米因位置適中，成為路程中挑米的歇腳處，故稱之為挑

米坑仔。 

桃米社區農產品有香菇、茭白筍、生薑及竹筍等。公共設施上有 921

震災紀念館(社區型)、茅埔坑溪親水公園、下城生態池、水生植物園區、河

濱步道、中坑路與大學荷花池等濕地及生態豐富的溪流等。 

 

 

              

 

 

 

 

 

 

 

 

 

 

 

 

 

 

 

 

 

 

 

圖五 桃米社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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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桃米社區各項聚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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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 

民國 88年 921車籠埔大地震，桃米社區房屋毀損嚴重，財團法人新故

鄉文教基金會即進入桃米里，並在政府、企業、學界、在地專業團隊與居民

的合作下進行重建工作，並輔導成立桃米重建委員會，訂定社區重建的方

向，這個集結建築、板模、園藝人才的在地組織，走出水泥的迷思，向自然

與土地重新學習，發展出獨特的空間營造經驗。 

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下，積極的將各項資源引介進入社區，並培

植社區自主營造的能力的補助。有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負責主導社區

生態教育課程安排、授課及生態社區規劃工作。在行政院勞委會經費支援

下，桃米社區僱用了二十五名社區內失業的鄉親，從事台灣原生植物的培育

工作。已創設、改善或設置解說設施的人工濕地有中路坑濕地、組合屋生態

池、茅埔坑濕地公園及草湳濕地等，區內尚有 19種蛙類、45種蜻蛉、55種

以上水生植物，生態資源豐富。不僅引入生態工法，更提供適合生態旅遊及

觀察學習的景觀。桃米並陸續開辦了教育社區居民生態觀念的「綠色講座」，

為了向下扎根，以中、高年級學生為對象「小小兒童家園探索隊」也同時開

班。另有行政院 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經費

之補助。同時社區人士也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下，熱烈參與討論桃米之

發展，凝聚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社區意識。 

最可貴的莫過於人的改變，桃米社區從眾人的質疑與觀望中走出來，

目前有專業的解說團隊，成為桃米社區的解說員是個難得的榮耀。為了確保

品質，成為解說員要經過嚴格的測驗，桃米里內培訓的解說員可以聽音辨別

青蛙的種類，並詳述其生物特性，他們成了桃米里發展成兼具教育園區的重

要基石。 

現在到桃米坑，可以看到居民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的河邊自然步

道，別具特色的水生植物園區、栽培本土樹種的苗圃、由廢耕的芋頭田營造

的生態池，這些都是桃米居民自主營造的成果，發展出「桃米生態村」的方

向，不同於硬體重建的家園再造運動。 

03.小結 

因為 921 大地震，讓桃米社區建築物損壞嚴重，進而訂定社區重建的

方向，社區居民也建立共識，利用桃米現有的生態資源，發展以生態為主的

社區總體營造。透過基金會的幫助，爭取經費及人力的補助，並透過媒體行

銷及全體社區民眾的努力下，營造了一個以生態為主軸的社區。在本研究

中，讓我們學習到了如何重建家園、創造屬於自己的綠色淨地。 

在現場勘查及訪談中我們發現： 

A.桃米社區成員對社區發展，以生態為主，都予以正面的肯定。 

B.對後續各級行政單位經費及人力的支援充滿期待。 

C.社區成員都樂於參與社區的事務。 

從訪談當中，發現到「社區總體營造」不僅僅是一個改造社區的行動，

更重要的是，它也增加了居民對自己所居住的社區、鄉里，甚至是外來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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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也能對這個社區有認同感。 

桃米社區歷經 921 大地震的摧殘，對一個沒落或要轉型的社區來說，

「社區總體營造」是個多麼好的良藥啊！之前提到「社區總體營造」，不只

是一個名詞而已，它從規劃到完成，不但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心力，還要花

時間去和居民溝通、討論，是一項不容易達成的工作啊！桃米社區是一個成

功的例子，若台灣每一個社區都朝「社區總體營造」去進行的話，相信各個

村落一定都充滿獨特的風格和特色！ 

 

 

 

 

 

 

         

 

 

 

 

 

 

 

 

 

 

 

桃米社區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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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較分析 

從時代背景、策略、適用對象、政府角色、居民自主程度、影響層面、

經費來源、後續管理措施、實質成效等方面，完成二者之間的比較： 

 

表一  精明一街及桃米社區比較表 

 精 明 一 街 桃 米 社 區 

特色 露天歐洲情調的街道空間(商

業、文化、藝術)。 

生態村(生態、民宿、餐飲)。 

實質環境 ˙40家店家。 

˙寬 8公尺，長約 100公尺的

人行徒步區。 

˙面積 18平方公里。 

˙19種蛙類。 

˙45種蜻蛉。 

˙55種以上水生植物。 

社區營造前的環

境 

79年時，僅有一些商店，是停

滿摩托車的小巷子。 

88年 921大地震社區建築物嚴

重損毀。 

時代背景 地方經濟、產業長期發展結果。 傳統社區意識及凝聚力漸消失

下的覺醒。 

策略 由凝聚商圈共識與基礎建設之

改進，以強化商圈競爭力，塑

造具有特色之現代化商圈。 

藉由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

凝聚社區共識，建立地方文化

特色，並結合產業、文化經營

其社區。 

政府角色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協助輔導，

地方亦可為實施主體。 

提供活動的誘因及技術和行政

上的支援（文建會）。 

居民自主程度 由商家凝聚共識，但也可由政

府、民間機構、企業團體共襄

盛舉。 

˙強調由下而上的觀念 

˙以社區居民自發性為主，但

也可由政府、民間機構、企

業團體共襄盛舉 

重要推手 財團法人中衛公司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影響層面 生活、經濟及實質環境改善。 ˙提升精神層面及生活情境的

美學層次。 

˙本質是『造人』。 

   

   

   

持續性 長期 長期 

經費來源 經濟部商業司 文建會、921重建會、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勞委會。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後續管理措施 由商家成立管理委員會來共同

運作。 

由地方熱心人士（社區義工）、

文史工作室、社區規劃團隊共

同來運作。 

實質成效 少數大都市或有特殊產業，具

有商機之地區。 

各社區正積極跟進中。 

成功關鍵 ˙店家熱心參與。 

˙專業團體協助。 

˙舉辦節慶活動並善用媒體，

吸引人潮。 

˙社區民眾積極參與。 

˙專業團體協助。 

˙積極引介建築、板模、園藝

等人才及各項資源進入社

區。 

˙走出水泥的迷失，向自然與

土地重新學習。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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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不管是『形象商圈』、『社區總體營造』都是為都市、社區注入新活力，

對改善都市景觀、生活環境及提升生活文化層次均可見政府建設之苦心及社

區居民的凝聚力。兩者比較後之心得及建議如下： 

01.形象商圈方面 

A.形象商圈係為創造結合商業、文化、藝術等多元化、多功能之商業環境，

促進經濟之發展。 

B.一般地方政府之專業人才、人力嚴重不足，可協調專業單位或財團來籌辦。  

02.社區總體營造方面 

A.一般在缺少地方特色、熱心人士、文史工作者及經費的社區，社區總體營

造就不易動起來；故應廣募社區規劃師，培育社區經營管理人才，並灌

輸居民對社區總體營造之認同。 

B.社區總體營造也可以從很簡單的整頓、美化社區環境做起，。 

C.務實的、逐步的推動，不要因過於崇高的理念哲理，讓居民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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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中市精明一街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訪談紀錄 

一、時間：96年 2月 12日下午 2時 

二、地點：精明一街管理委員會(臺中市西區精明一街 74號) 

三、受訪者：余前理事長桂蓮 

四、訪談及紀錄：洪至萱、佟琳 

 

(一)精明一街的區位及範圍： 

精明一街位於臺中市五期重劃區內，由臺灣商務中心(TCC辦公大樓)、麥克

阿瑟大樓(公寓大樓)及富貴名廈所圍成之行人徒步區。 

臺中市西區忠誠里精明一街 57號至 94號及大墩 19街的兩家 TCC店面，共

計 40家店家。 

 

(二)其組織架構如何組成？ 

精明一街剛開始時，管理委員會僅由少數熱心店家所組成。目前管理委員會

由精明一街兩旁所有店家組成，設有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二位

評議委員，監委一人，財委一人，總幹事一人。 

 

(三)精明一街何時決定要推動形象商圈之工作？及其發展的過程為何？ 

精明一街自民國 79年正式完工啟用以後，直到民國 81年陸續搬進一些店

家，這些店加組成了一個自治會，並開始造街運動，精明一街才開始出現了

轉機。在 81年 6月正在成立管理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為有名堂的老闆—

季野。當時管委會以維護精明一街基地內景觀環境為首要目標，隨後在季主

委透過他藝文界的朋友，以媒體傳播之方式，慢慢地打出知名度。後來，更

在第三任主委世代藝術中心負責人洪瑞鎰先生主導下，藉由辦理活動，持續

將精明一街名聲宣揚出去。 

民國 85年經濟部商業司選定精明一街為國內商店街的示範街廓，並由財團

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進駐輔導，在中衛發展中心輔導及全體店家努力下，更奠

定了精明一街日後發展的基礎。到民國 88年經濟部商業司推動「改善商業

環境五年計畫」，由中國生產力中心及中衛發展中心，負責全國推廣工作，

並選定精明一街為全國代表的示範街區。 

 

(四)目前由誰主導商圈之工作？ 

精明一街管理委員會。 

 

(五)有那些規劃團隊及政府機關協助精明一街？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公部門經濟部商業司、臺中市政

府經濟局商業課。 

 

(六)您認為精明一街在推動形象商圈過程中，最困難的工作是什麼？如何化解這

些困難？ 

精明一街係由三棟建築物組成的店家，各自購買，彼此均未認識，如何凝聚

店家共同意識及促進店家參與街區活動是最為困難之工作。 

由管理委員會成員不斷溝通、協調，並由中衛公司協助，讓店家成員提高他

們的歸屬感，凝聚共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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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精明一街已成為臺灣地區模範商圈之一，您認為成敗之關鍵為何？  

  1.第一屆管理委員會這些成員熱心、排除萬難的推動造街運動。 

  2.店家熱心參與商圈造街運動。 

  3.交通便捷。 

  4.中衛發展中心進駐輔導及政府相關部門經費之補助。 

  5.媒體行銷，建立全國之知名度。 

 

(八)您認為精明一街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需要相關單位那些協助？ 

1.第一代主導造街者大都已離開，且店家異動頻繁，如何持續整體共同意識，

有待加強。 

2.設施漸漸老舊，如何更新有賴政府相關單位補助。 

3.周遭商圈的崛起，如大隆路商圈，如何定位精明一街的品牌。 

設施老舊，建議經濟部及臺中市政府補助經費協助街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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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埔里鎮桃米生態社區理事訪談紀錄                                                                                                                     

一、時間：96年 2月 14日下午 10時 

二、地點：理事家(埔里鎮桃米里水上巷 3號) 

三、受訪者：詹理事俊典(男)職業農(受訪人為道地桃米里人) 

四、訪談及紀錄：謝東秀 

 

(一)桃米社區之社區架構及成員如何組成？ 

桃米社區理事長 1位，理事 9位，監事 3位，其餘桃米里里民皆為成員。 

(二)桃米社區有哪些資源？為何要推動社區營造工作？何時決定要推動社區營

造工作？ 

生態環境豐富(原生種植物)ex.桃石百日青。 

   提升生活品質 創造就業空間。 

    921災後(民國 89年)決定要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本來就有規劃,但震後更趨積

極) 。                                                                      

(三)桃米社區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主軸為何？目前由誰主導工作？ 

生態、民宿、餐飲為發展主軸，由桃米社區發展協會主導(理事長鐘金發)。 

(四)在辦理社造過程中,有哪些團隊協助社區結構之技術工作?有哪些行政單位提

供經費及行政支援?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李遠哲)、921重建會、勞委會、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南投縣政府及民間臺灣飛利浦公司。 

(五)您認為桃米社區在推動社造過程中,最困難的工作為何? 

    無(里民配合度極高)。 

(六)您認為已成為台灣地區模範之社區總體營造之社區,其成功關鍵為何? 

    組織架構完整(評鑑優等)、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社造、921重建會、勞委會、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南投縣政府經費及人力協助。 

(七)您認為桃米社區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再加強?需要行政單位的哪些協助? 

    硬體設備如:廁所.涼亭.休息站。         

    經費及專業人才的協助(下鄉服務)。 

(八)現今桃米里經濟發展之狀況?   

社區總體營造帶動了人民生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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