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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 

為落實「108 年度公民參與實施計畫」中開放政府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施政理

念，建構本市整體推動公民參與機制，藉由公民參與培力課程，促進本市民眾參

與公共領域之素養提升，並培力高雄在地公民種子（包含政府部門及民間人員），

讓公民種子能於高雄紮根，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公民參與，以捲動更多公民力量，

讓高雄更好。 

本案由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承辦，基於民間組織承辦公共參與人才培

力，以北高雄及南高雄兩區辦理，著眼在地人才的培力與在地方發展與地方未來

之公共參與議題捲動，本案之課程規劃採取滾動式培力方式，亦即從公共參與相

關之國內外案例所引出之公共參與理論開始，逐步進入公共參與方法與技術介紹

之入門課程學習，並再針對地方議題性的需求，規劃與議題相關，又能對應之公

共參與方法進行體驗性實作，作為初階課程內容，期引動區域性的公民參與之公

民，深根地方，並持續發展與地方有關之公共參與議題操作。 

整體執行過程，共進行 72 小時之課程學習，其中 24 小時為案例與理論性講座，

48 小時為動靜態兼具之體驗性學習，完成幸福川與楠梓區域議題之公共參與活動，

其中幸福川議題都將在 109 年正式向中央部會提案，進行公共參與行動之申請。

全案共捲動約 300 人次，共計 86 位民眾參與。 

二、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 

執行單位：第一社區大學、北高雄社區大學 

三、執行時間：自 9 月 6 日至 11 月 9 日，共計三個月。時間分別是： 

       9/6（五）、9/20（五）、9/21（六）、9/27（五）、9/28（六）、 

10/5（六）、10/19（六）、10/26（六）、11/2（六）、 

              11/9（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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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方法與內容： 

 （一）執行方法 

  本案強調參與者的有感力、學習力與持續力。以入門、初階公民參與能力為

課程培力目標，據此設計培力方式說明如下： 

1. 主題講座：針對公民參與與公共政策發展關係的脈絡，以及公民參與基本

素養、原則與精神，邀請專家進行講座。 

2. 各項公共參與方法與政策適用面向講座：介紹審議式民主常用的公共參與

方法，例如公民願景會議、公民會議、世界咖啡館、參與式預算、I-Voting… 

等， 

3. 個案分享交流：邀請公民參與實施的地方個案、以及國際案例進行方想及

交流。 

4. 公共參與實作操練：於課堂中模擬公共參與案例操練，案例由學習者自身

有關主題進行，以此促進參與者實質體驗公共參與方法進行過程，發展對

公共參與更為深刻的理解。 

5. 體驗式融入教學：以社區劇場概念，滲入同理心體驗的生活劇場操作，解

此引發參與公民理解公共領域之對話、協作等審議民主核心本質。並以此

形成社群感，作為持續陪伴基礎。 

6. 學習經驗整理：培力過程進行前後測，以評估這樣的培力方法對參與者的

幫助。並以此確保後續持續參與意願。 

（二）執行內容： 

  以第一社區大學、北高雄社區大學南北兩區進行課程實施，各 36 小時完成入

門、初階培力。本案投保和泰產物保險，保險單請見附件一。 

1. 培力課程規劃 

（1）第一社區大學 

地點：本市三民區市中一路 339 號（河濱國小） 

        時間：108 年 9/6（五）、9/20（五）、9/27（五）、10/5（六），共計 36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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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類型 時間 主題 講者 

入門篇 

 

主題：你今天公民了沒？ 

9/6(五) 

3 小時 台灣公民參與概念的發展與現況 

邱毓斌 

屏東大學社

發系教授 

9/20(五) 

3 小時 
公民參與的概念與參與類型 

公民參與的發展脈絡與審議民主思維 

萬昱澤 

中山大學社

會系教授 

9/27(五) 

3 小時 
審議式民主是甚麼? 

最常操作的方法是些甚麼? 

方雅慧 

高師大成教

所博士 

10/5(六) 

3 小時 公民對話圈的方法與練習 

宋威穎 

中山大學公

事所博士 

初階篇 

 

鬥陣、參詳～大家議起來 

10/19(六) 

6 小時 

鬥陣 參詳：大家來審議！ 

從日常生活的劇場開始發現 

公共生活的理性與情感 

曾靖雯 

台灣民眾劇

場專家 

公共參與的基本素養 

審議民主初體驗~小試身手 

10/26(六) 

6 小時 

審議民主的操作概念與工具類型 宋威穎 

中山大學公

事所博士 

願景工作坊的操作概念 

與國內外案例 

願景工作坊操作方法與工具練習 

桌長素養與能力介紹 

11/2(六) 

6 小時 

幸福川走讀 

幸福川處境與問題盤點 

願景工作坊手冊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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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六) 

6 小時 

「幸福川邊有代誌～河岸生活願景＊逗陣來參詳」操

作練習 

「幸福川邊有代誌～河岸生活願景＊逗陣來參詳」 

願景工作坊體驗 

願景工作坊執行經驗討論 

課程結束，進行問卷。期待下次見！！  

  入門與初階課程大綱請見附件二，各課程簡報請見附件三。「幸福川邊有代誌～河

岸生活願景＊逗陣來參詳」願景工作坊手冊，請見附件四。 

   （2）北高雄社區大學 

     地點：本市楠梓區加昌路 216 號（後勁國小） 

     辦理場次：9/7、9/21、9/28、10/19、10/26，共計 36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社區ㄟ代誌‧歡喜來參詳 

類型 日期 主題 講師 地點 

入門篇 

 

9/7(六) 

9:00-16:00 

公民參與有哪些方式、 

公參案例分享 

宋威穎 

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管理研究所博

士 

後勁國小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什麼是審議民主、 

各種系統操作說明 

9/21(六) 

9:00-16:00 

世界咖啡館操作模擬演練 

審議主持技巧 

參與式預算操作模擬演練 

結論報告撰寫規劃 

初階篇 9/28(六) 

9:00-16:00 

社區參訪 北高社大團隊規

劃 

菁寮社

區、 

新化老街 

10/5(六) 

9:00-16:00 

楠梓區議題盤點工作坊 黃瑞茂 

淡江大學建築系

教授 

後勁國小 

10/19(六) 社區組織與切入-社區組織認識 宋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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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6:00 與連結 台南市文化局社

區營造計畫審查

委員及輔導老師 

社區議題之產生-找議題/民眾

參與與討論 

10/26(六) 

9:00-16:00 

旗山區公所推動參與事預算經

驗 

林靜芳 

旗山區公所) 課

長 

高市府推「參與式預算」 婦女、

高齡者議題經驗  

王珮蓉 

中山大學參與式

預算推動團隊 

新興治理模式「用審議民主打造

公私協力」 

 

易俊宏 

台南市開放政府

推動者 

課程結束，進行問卷。期待下次見！！ 

 

各課程簡報請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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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進行影像 

入門篇～你今天公民了沒？ 9/6(五) 台灣公民參與概念的發展與現況 

邱毓斌教授 

入門課程宣傳海報 
 

第一場宣傳海報 

 

上課情形 1 

上

課情形 2 

 

上課情形 3 

 

上課情形 4 

 

計畫主持人說明計畫緣由 

 

上課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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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篇～你今天公民了沒？ 9/20(五)公民參與的發展脈絡與審議民主思維 

萬昱澤教授 

講座海報 

 

主委蒞臨致詞 
 

上課情形 1 

 

上課情形 2 
 

上課情形 3 

 

上課情形 4 

 

上課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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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篇～你今天公民了沒？ 9/27(五) 審議式民主是甚麼? 

方雅慧博士 

講座海報 

 

上課互動情形 
 

上課情形 1 

 

上課情形 2 

 

上課情形 3 

 

學員體驗學習情形～小組討論 
 

學員體驗學習情形～發現思考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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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篇～你今天公民了沒？ 10/4(五) 公民對話圈的方法與練習 

宋威穎博士 

講座海報 

 

公民對話圈演練 1 

 

公民對話圈演練 2 

 

上課情形 1 

 

上課情形 2 

 

威穎老師上課情形 1 

 

威穎老師上課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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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篇～鬥陣參詳：大家議起來 10/19 (六) 從日常生活的劇場開始發現 

曾靖雯老師 

初階課程海報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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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篇～鬥陣參詳：大家議起來 10/26 (六) 審議民主的操作概念與工具類型 

宋威穎博士 

 

主持人素養與能力練習 

 

問題討論 

 

威穎老師上課情形 
 

上課討論情形 

 

上課情形 

 

小組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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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篇～鬥陣參詳：大家議起來 11/2(六)願景工作坊操作方法與技術 

宋威穎博士 

上課情形 1 
 

準備幸福川基礎認識 

 

幸福川鐵馬行 

 

沿幸福川踏查 

 

整理幸福川處境與問題 1 

 

整理幸福川處境與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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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篇～鬥陣參詳：大家議起來 11/9 (六)願景工作坊實做練習：幸福川 

宋威穎博士 

 

上課情形 1 

 

分組討論 

 

上課情形 2 

 

上課情形 3 

 

分組桌長訓練 

 

分組願景報告 

 

分組討論情形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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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社區ㄟ代誌‧歡喜來參詳 

課程時間：108 年 9 月 7 日~10 月 26 日 

 

宋威穎博士說明公民參與有哪些方式 

 

菁寮社區參訪了解其社區營造  

學員與崑濱伯合照 

 

新化了解老街地方創生 

 

新化武德殿與老街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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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道故居結束新化學習 

 

新化老街創生的晉發百年米店 

 

黃瑞茂教授帶領學員進行 

楠梓區議題盤點工作坊 
 

 

書寫-表達-讓彼此對北高雄的發展凝聚共識 

 

易俊宏老師現聘任於台南市政府，本校特別邀

請談台南用審議民主打造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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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活動情形 

 

五、學習效果分析 

        本案為了解課程規劃之成效，設計學習問卷，並以前、後測追蹤學員學習效 

    果，以作為課程規劃之反饋。詳細問卷內容說明如下： 

 （一）問卷設計 

    問卷以五點量表進行，為了解學習成效，因此在學習前、後各執行一次問 

    卷，問卷之問題設計，以簡易容易懂的文辭進行，詳細問卷請見附件四。題 

    目以六項題進行設計，前後測皆使用一樣的題次，以便對應與反饋。 

    題次一：我對公共參與的了解度 

    題次二：我對公共參與與政府政策的關係了解度 

    題次三：我對公共參與途徑的了解度 

    題次四：我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 

    題次五：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的了解度 

    題次六：我對審議民主在公共治理影響的了解度 

 （二）問卷統計與分析 

    本次南、北兩區因課程規劃不同，為求精確因此問卷統計與分析分開執行。 

1. 第一社區大學問卷統計與分析 

（1）問卷統計 

由於入門課程以講座式課程進行，因此問卷施測排除單場參與者，以有報

名全程課程者進行。問卷回收，前測總計 10 份，後測總計 1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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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一社區大學問卷分析 

類型 題次 
分 數 

總分 平均 
0 1 2 3 4 5 

前 我對公共參與的了解度 0 3 4 1 2 0 22 2.2 

後 0 0 1 7 5 0 43 3.3 

前 我對公共參與與政府政

策的關係了解度 

0 3 4 0 3 0 23 2.3 

後 0 0 2 5 5 1 44 3.38 

前 我對公共參與途徑的了

解度 

0 3 4 1 2 0 22 2.2 

後 0 0 1 7 3 2 45 3.46 

前 我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 0 4 3 2 1 0 20 2.0 

後 0 0 1 3 7 2 49 3.76 

前 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

的了解度 

1 4 3 1 1 0 17 1.7 

後 0 0 1 6 4 2 46 3.54 

前 我對審議民主在公共治

理影響的了解度 

1 4 2 3 1 0 21 2.1 

後 0 0 1 4 6 2 48 3.69 

類型 題次 總分 平均 
後-前 

落差 

前 我對公共參與的了解度 22 2.2 1.1 

後 43 3.3 

前 我對公共參與與政府政策的關係了解度 23 2.3 1.08 

後 44 3.38 

前 我對公共參與途徑的了解度 22 2.2 1.26 

後 45 3.46 

前 我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 20 2.0 1.76 

後 49 3.76 

前 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的了解度 17 1.7 1.84 

後 46 3.54 

前 我對審議民主在公共治理影響的了解度 21 2.1 1.59 

後 48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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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社區大學執行問卷統計看出，六題次反映學習後的了解度都有提升， 

     其中對於審議民主操作方法的了解度五分當中提升 1.84 分，進步值將近 2  

          分，提升數值最高。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提升 1.76 分其次，再其次為審議 

          民主對公共治理的影響，也有 1.59 分的提升。提升數相對較低的是公共參 

          與與政府政策關係的了解度，但也有 1.08 分，表示雖有增加認識，但是這 

          部分仍有待增強。  

     整體而言，統計分析顯見南區課程規劃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有助益，特 

     別是具體的審議民主操作方法有顯著成效，但是在公共參與對政府政策的 

     影響了解度，因本案課程規劃屬於入門及初階之培力，尚未進入到實作體 

     驗，因此無實際操作政策面的影響體驗，此項學習者之了解提升度稍低， 

     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問卷回收份數十餘份，主要是入門課程以講座式進行，每堂講座都 

     是單獨報名，因此施測對象，只針對入門課程之全程報名者進行，因此份 

     數較少。  

2. 北高雄社區大學問卷統計與分析 

（1）問卷統計 

總計前測問卷回收 25 份，後測問卷回收 21 份。 

類型 題次 
分 數 

總分 平均 
0 1 2 3 4 5 

前 我對公共參與的了解度 2 10 7 4 1 1 45 1.8 

後 0 0 0 5 12 4 83 3.95 

前 我對公共參與與政府政

策的關係了解度 

6 8 8 2 1 0 34 1.36 

後 0 0 1 6 7 7 83 3.95 

前 我對公共參與途徑的了

解度 

6 10 5 2 2 0 34 1.36 

後 0 0 1 5 8 7 84 4 

前 我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 9 8 4 3 0 1 30 1.2 

後 0 0 1 5 6 9 86 4.1 

前 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

的了解度 

10 8 4 2 0 1 27 1.08 

後 0 0 1 2 9 9 89 4.2 

前 我對審議民主在公共治 10 7 6 1 1 0 2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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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高雄社區大學問卷分析 

    北高雄社區大學的學習問卷顯示，六題次皆有顯著學習成效，後前測差皆大 

    於 2.0 以上，也就是說參與者學習有倍增性進步。其中與第一社區大學問卷 

    分析一樣，在審議民主之操作方法了解度反映最高值的學習成效，進步值為 

    3.12 分，此題次為具體內容的學習，在方法上理解審議民主的操作，因此學 

    習成效最高。其次為審議民主對公共治理的影響，有 3.12 分的進步值。在公 

    共參與對政府政策關係的了解度這一題，雖然也有 2.59 之進步值，但相較其 

    他五題次而言，也是較低的。 

3. 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南北兩區之培力課程規劃，皆能促使參與者在學習發展上有顯著成 

      效。 

   在此成效顯示中，題次五「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的了解度」兩區皆顯示最高 

   進步值，顯見民眾學習偏向具體可操作的課程規劃。而參與者對於「公共參與 

   與政府政策的關係了解度」之進步值雖有顯現，但相對其他題次而言，反應較 

後 理影響的了解度 0 0 0 6 7 8 86 4.1 

類型 題次 總分 平均 
後-前 

落差 

前 我對公共參與的了解度 45 1.8 2.15 

後 83 3.95 

前 我對公共參與與政府政策的關係了解度 34 1.36 2.59 

後 83 3.95 

前 我對公共參與途徑的了解度 34 1.36 2.64 

後 84 4 

前 我對審議民主的了解度 30 1.2 2.9 

後 86 4.1 

前 我對審議民主操作方法的了解度 27 1.08 3.12 

後 89 4.2 

前 我對審議民主在公共治理影響的了解度 24 1.04 3.06 

後 8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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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進步值，最高與最低進步值之南北平均落差為 0.645，顯見參與者在公共參 

   與對政府政策之影響部分還有空間可以努力，其一為課程規劃本身可多著墨具 

   體本地案例之後端政策回應作法介紹；另一則課程規劃雖有介紹國內案例內 

   容，但是審議民主操作後端政府政策的回應與實踐，尚未形成有感的政策實 

   踐，或者是行銷不足所致。 

七、結語 

    本計畫之執行目的為培育地方公民參與人才，並能引動所培育人才能持續進入未

來地方與審議民主相關之現場進行實作。依此目的而言，經學習發展而有意願持續參

與未來計畫者約為 10 位。執行過程並完成一件具有持續性，並可執行之公民參與方案

「幸福川邊有代誌～河岸生活願景＊逗陣參詳」之願景工作坊操作，此項願景工作坊

操作將於 109 年初向文化部申請公民文化論壇。以計畫執行效益而言，本案之執行結

果具有積極性。整體而言，共完成 86 位民眾參與學習，約近 300 人次之學習次。 

  執行過程中，參與者學習成效佳，於前後測問卷中反映課程規劃具有顯著成效。

整理全程從報名、到課學習、完成學習的歷程性觀察，報名者多，但留意到參與者之

出席率也有明顯不足。這和成人學習的障礙有關，成人角色多元，常因家庭、社會交

往、工作而有可能影響全程報名或全程參與之情況。但是觀察參與者能全程參與者，

大都具有持續發展之意願，這些參與者可為日後地方發展審議民主之支援人力。 

  公務體系夥伴的培力亦為本次規劃之重點，但本次報名之參與者當中只有三位公

務夥伴報名三場次。雖然透過兩次公文發文，但顯然無法達成可見之參與度，殊屬可

惜。審議民主的操作，除了公民參與之外，公務體系夥伴的認知也很重要，因此未來

針對公務體系夥伴之公共參與、審議民主等觀念之課程或講座培力，需要再找機會常

態性的引動學習。 

  針對民眾之公民參與培力課程之規劃，在本次的經驗當中，發展以地方議題為主

題的實作，將議題融入公共參與培力，效果不錯。南區第一社大以幸福川邊的河岸生

活願景引動，北高雄社大原規劃以楠梓區之議題融入，但實際執行因與楠梓區公所之

願景工作坊實際時程無法銜接，導致計畫無法協作，這是很可惜的。建議未來年度性

的規劃，可以將市府公共參與計畫補助申請時程與公共參與人培力執行錯開，在計畫

申請前，進行公共參與人才培力課程，以參與培力課程為計畫申請通過之優先性考量，



21 
 

藉此鼓勵計畫申請單位相關人員參與學習，也可促進申請之計畫更符合公共參與概念

與內涵。 

    本市公民參與與審議民主活動近年來逐步加溫，就市政政策推動而言，具有進步

觀點；但公民審議的事務推動除了具體議題之外，更重要的是過程，公民審議過程就

是很重要的公民素養教育歷程。民眾藉由審議民主過程，可以進入公共對話、公民責

任覺察、與政府施政政策影響的素養體驗，如能實質體驗，公民意識就會伸展開來。

如果民眾具有公民參與的素養與認識，則公共治理便會走向進步的思維。本次公民參

與培力雖然以課程方式進行，但滲入實際的地方議題操作，促使人才培力能有持續性

的發展可能，因此方案的結案已具有起步的概念，再進階便是公民參與經驗深化的階

段，期望本業務能有機會逐年推深也拉廣。 

  感謝研考會能看到社區大學在地方經營與滲透的能量，將本案釋放給社區大學執

行，過程中承辦人員給予大力協助，讓本案能在公務程序上順暢執行。期望本次的執

行經驗與建議，亦能納入未來計畫操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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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社大講師簡報 

平等、溝通與培力：公民參與和審議民主平等、溝通與培力：公民參

與和審議民主               講師:萬毓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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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培力初階課程~公民對話圈的概念與操作 

講者:宋威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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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雄社大講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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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幸福川邊有代誌～河岸生活願景。逗陣來參詳」願景工作坊手冊 

 

幸福川邊有代誌＊逗陣參詳： 

河岸生活願景工作坊 

議題手冊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 

執行單位:第一社區大學 

 

 

 

 

編制：幸福川公民參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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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幸福川，在市民印象中大都是條排水溝，因為這是近前期的狀態，可是更早期這條河，曾

是貨物水運重要的渠道，三鳳中街的南北貨就是靠這條河運輸。2010 年 9 月原名為二號運河

的這條河有了幸福川這個名字，確實汙水分流，以及引入淨化的水源後，河水變乾淨了，兩岸

生活的居民應該幸福很多。 

  過了近十年的現在，幸福川和河岸邊了一些變化，原先親水設施被圍起了欄杆或拆除，岸

邊生活的民眾逐漸變老，使用河岸的民眾愈來愈多，走路，騎腳踏車運動的人多了、坐在輪椅

被推出來曬太陽的老人變多，還有來休憩和朋友聊天的移工也變多了！河岸生活熱鬧了起來，

幸福川的環境和問題也變得複雜了！ 

  因此我們想邀請居住在這條岸邊，或者關心河岸生活的朋友們，一起來參詳，一起談談幸

福川邊的河岸生活願景是甚麼。 

 

貳、 願景工作坊簡介 

一、何謂願景工作坊 

    願景工作坊（ scenario workshop）是由丹麥發展出來的一種具有審議民主精神的公民參

與模式。一般來說，願景工作坊參與者大約是介於 15 人至 30 人之間。願景工作坊通常會邀

請不同背景的利害關係人，面對討論所關注的議題，並透過對話過程，發展未來的公同願景，

並提出相對應的行動方案。 

 

二、願景工作坊的效果 

1.透過地方不同利害關係人的願景討論，找出共同的地方願景。 

2.在共同的願景藍圖下，形成行動方案與政策建議。 

3.解決地方社區問題。 

4.給政府機關政策建議。 

 

三、願景工作坊準備流程 

(一)事前準備 

1. 在願景工作坊進行之前，主辦單位事先準備「可閱讀資料」（議題手冊），以淺顯易懂的語

言介紹本次會議所要討論的議題。 

 

2.撰寫多套「劇本」（scenarios），描述不同願景下可能發生的情境，藉由劇本引導出參與者

各種意見，進而討論並發展共同願景。 

 

(二)討論階段 

   會議含蓋三個階段：劇本評論、提出看法及行動計畫。茲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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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劇本評論階段-參與者以自身經驗、觀點與知識，評論「劇本」所描繪的未來景象，表達其

對未來發展的意見。 

 

2.提出看法階段-再以評論階段產生觀點為基礎，與會者形成自己對於未來發展共同願景。 

 

3.行動計畫階段-與會者就前一階段之共同願景，提出可能作法與行動方案。 

 

(三)願景與方案彙整階段 

確認共同願景 

 確認每一桌的願景內涵整併成共同願景內涵 

 確認行動計畫優先順序 

 

確認每一行動計劃的內涵 

 整併相近的行動計劃 

 發貼點讓與會者投票，選擇優先順序 

 

(四)政策對接階段 

1.邀請主責單位與機關出席 

事前就劇本產生階段即可邀請可能相關之單位與組織代表。 

2.聆聽該工作坊共同願景與行動方案 

由選出的代表公民或大場主持人發表工作坊共同願景與行動方案。 

3.回應該工作坊共同願景與行動方案 

由相關單位與組織代表回應行動方案之後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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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願景工作坊議程 

時間 項目 內容 備註 

13:00-13:10 活動介紹 願景工作坊介紹與操作

原則 

由主持人協助介紹 

13:10-13:20 劇本導讀 劇本介紹 由三位劇本撰寫者協助導讀 

13:20-14:00 願景討論 針對三個劇本進行討

論，形成各桌共同願景 

由各桌桌長帶領討論 

14:00-14:10 小組分享 分享各桌願景 由各桌所選公民代表分享 

14:10-14:30 形成共同願景 彙整論壇共同願景 由主持人協助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5:20 行動討論 針對願景提出行動方案 由各桌桌長帶領討論 

15:20-15:30 小組分享 分享各桌行動方案 由各桌所選公民代表分享 

15:30-15:50 形成共同方案 彙整論壇共同方案 由主持人協助 

15:50-16:00 意見回饋 公民提出反饋和建議 由主持人協助 

賦歸    

 

  



45 
 

肆、幸福川發展據本 

劇本一、幸福川時光機 

 

某日，小幸發現平日熟悉的環境不太一樣，河道變寬且人聲鼎沸，兩岸出現此起彼落的吆

喝聲，好不熱鬧。突然眼前出現陌生的龐然大物，基於好奇心，便跟上前一探究竟。發現這龐

然大物經過有很多水稻和鹽田的蜿蜒河道，很快地它在一個看似非常繁忙的港口停泊，身穿奇

裝異服的人扛著貨物從它身上下來，原來這是一艘帆船。 

港口旁的市集，居民忙著採買陶藝品、南北貨、木竹製品和生活必需品等，漁夫在撒網捕

魚，一旁廟宇香火鼎盛，信徒們正在慶祝太子爺的生日，但我比較喜歡現在的電音太子，比較

有活力。 

撲通！有個閃亮的物體掉到港內，並沿著水流漂向更內陸，當我想近距離看是什麼時，成

群的鴨群向我襲來，為避免受傷，只好趕緊前進避開。眼角被一陣閃光吸引，想說，會是那神

秘的物體嗎？定睛一看是一陣一陣七彩霓虹，燈紅酒綠歌舞喧譁的戲院、影城和舞廳，被婀娜

多姿的性感女郎、穿著時尚的仕紳，與一席華麗又誇張的表演者們擠得水洩不通。 

嗚嗚~縱貫鐵路的火車聲傳到耳畔，汽鳴聲遮蓋呼喊親人們的聲音，不知有多少人要離鄉，

又有多少人是要回到這個都市？連魚逮魚們也不清楚，牠們說：「孩子，繼續向前吧！你會找

到你想到知道的答案。」沿路船隻變小，河道變窄，不再看到船隻的身影，前方亦出現岔路，

正當困惑不知往何處去時，那發光體再次出現，向指引一樣，帶我來到一座更壯麗且歷史悠久

的廟宇。關公將它撿起並放在我的手上，渾厚的聲音響起：「好奇的孩子呀，這是名叫「三塊

厝港記憶」的寶物，務必記得這一切，然後紀錄和傳承。」 

小幸跟朋友還有社區的志工們開始架設網站介紹這條河本身和周邊的文史，從拜訪與記錄

附近居民的口述歷史、蒐集老照片和製作小地圖，將河的文史與附近市集、學校和宗教團體結

合，讓社區居民更了解自家附近環境，也讓外來移工和觀光客能駐足傾聽它的身世，而不是單

純路過，更透過政府的努力，沿河岸設置文史小故事或照片對照看板，讓幸福川的故事如它的

水般一直流下去。看著孕育現今三民區、前金區、新興區和苓雅區的河，文史被保存下來，並

被更多人看到非常開心。 

 

劇本特性 

 提高不同族群對在地歷史的關心與了解 

 保留沿岸具有歷史文化意涵之建物和資產。 

 沿岸市場及產業的活化與發展 

 

劇本挑戰 

 外地族群湧入社區，造成社區環境的髒亂與居住品質的影響 

 文化資源與建物多數屬私人產權，產權複雜不易取得所有權人共識 

 列為文化資產後，後續建物的維護資源與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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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二、水水ㄟ幸福川 

 

    小張住在幸福川的沿岸邊，這幾年，高雄越來越熱！小張不自覺想起小時候在溪邊玩水的

感覺，真是涼快！！ 

 

  幸福川邊的河岸步道是小張常去運動的地方。常常在吃過晚飯後，一個人去走個一個小時，

從家一路走到中山路陸橋下，再從中山路路橋下迴轉從另一側沿著河岸邊走回家方向。這一路

大概會經過六座橋，需要穿過馬路，走起來要很小心，因為過馬路時車子來來去去，有時開得

很快，所以都需要停一下留意一下，加上晚上燈光也較昏暗，真的要小心。 

 

    小張走在幸福川邊時，常常會想起小時候在溪邊的生活，涼涼的水氣和水邊的植物，總是

讓人涼爽沁脾、自然愜意，小張常在想，如果幸福川也能夠回復以前舊時溪邊的樣子，那該有

多好。聽長輩常在說，幸福川舊名叫「三塊厝港」，當時河岸邊都還有很多紅樹林，也有沼澤

地，想像那時候的樣子，應該是很自然、很美的。但是現在只能遠遠的望去，兩岸的水泥堤防

很高，雖然有種綠堤，相較自然的變化，還是很人工。有一次聽到一位也是在河堤邊散步的人

說，幸福川在九年前整治完成時，部分的河段其實有親水設施，但是後來不知道是甚麼原因被

拆掉，有些還被圍起來，不讓民眾走進去。小張覺得很可惜，好希望能夠有更多親近自然的地

方，也希望讓在人口密集城市生活的人們更舒爽，多一點和自然連結的機會，也可以讓熱島效

應可以降低。 

 

小張衷心的期待著，如果幸福川的水是可以親近的，住在這裡的人一定會更幸福！ 

 

 

 

劇本特性 

 讓河岸沿岸可以更親水，更容易貼近自然生態 

 讓民眾更願意停留駐足，而非快速通過離開 

 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也更願意到幸福川走走 

 

劇本挑戰 

 河岸開放後所衍生的水岸安全問題如何兼顧 

 目前的河岸生態、水質及景觀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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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三、閃閃銀光幸福川 

阿琪年輕的時候從外地搬來這咧三塊厝港打拼，時間也已經過了幾十年了，從一個少年離

家背景在這裡所在吃頭路佇居、結婚生子，日子過了真快，已經到退休的歲數。台灣的經濟發

展真快，南部城市的改變嘛真快，這咧所在同樣是繁華熱鬧、交通變得更便利，吃食都比以前

更多樣化，不過，都市化後大夥都居住大樓水泥內，路因為車多也越來越大條，樹啊也一棵一

棵的剉掉，隨著年歲的增長，嘛越來越ㄟ想起以前要走路翻山過嶺、坐牛車趕市集那時候一路

青翠的風景，還有風和鳥叫蟬鳴的聲音。 

 

門前的一條圳溝聽講古早時可以讓小船開進來，一直通到鳳山的曹公圳，兩岸邊是小賣販

做生意ㄟ所在，近幾年政府為減少登革熱的發生和解決下大雨排水的問題花了不少錢整治，也

改名叫做「幸福川」，這幾年這附近變水啊!也較少聞到臭水溝的味道，兩旁增設步道讓人可以

去散步和腳踏車，如果可以多種幾棵樹、放幾張椅啊，走走停停和遇到的鄰居開講二句，坐下

休閒嘛真好。 

 

早期兩旁的商店也隨著都市計劃的改變日漸沒落，古式建築的拆除換做是大樓一棟一棟的

起，超市和餐廳也是一間一間開，傳統的菜市一攤一攤的消失，加在菜市內古早味的美食還在

賣，傳統的味道真是懷念!現在對吃食是越來越簡單，孩子出外讀書吃頭路，家裡冷冷清清，

煮三頓嘛不好準備，人說吃飯是人多越好吃，吃菜配話，若有一個大餐廳讓年長者大家作伙吃

飯、互相講古年輕時，互相看顧大家是不是安好，找回台灣人的人情味。 

 

發覺社區內老人人口一年比一年多，隨著身體的衰落體力不比以前，打開門看到車輛來來

去去，覺得吵和危險愈不想要出門，這附近沒什麼公園，只有這附近國小和國中，平時透早和

日落前和大家一樣來運動，在鄉下有看過學校的花圃開放讓學童體驗種蔬菜親近土地，看起來

真趣味，照顧自己耕種的蔬菜，雖然被蟲吃的坑坑洞洞，看起來醜也很有成就感，真希望有小

小的空地可以讓想要種菜、種樹、種花草的年長者來種好玩，不需要用很多體力，順手做運動，

大家互相交流好撇步，動頭殼預防失智。 

 

人老了，有一個熟悉的所在，有一群熟悉的老鄰居，這是多麼幸福自在的生活啊! 

 

劇本特性 

 讓河岸沿岸可以更親水，更容易貼近自然生態 

 讓民眾更願意停留駐足，而非快速通過離開 

 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也更願意到幸福川走走 

 

劇本挑戰 

 河岸開放後所衍生的水岸安全問題如何兼顧 

 目前的河岸生態、水質及景觀如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