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夏 社會實踐計畫申請書 

社區組織經營與運作──麥仔園反迫遷 

 社學三葉瑾瑜 

 

一、 實踐動機： 

1. 麥仔園反迫遷： 

  麥仔園位在三峽龍埔里，是三峽最後一塊淨土，在三峽歷經了兩次徵收案（農業試驗所、國

家教育研究院）、一次都市計畫（北大特區）後再一次的都市計畫徵收案。此計畫對三峽居民以

及北大的學生並不陌生，是政府為了捷運三鶯線的地方自籌經費而將非都市土地以新訂都市計畫

奪取民地、農地的浮濫徵收。在 2013 年新北市政府召開說明會，社區居民已經因為多次遭受強

徵土地的記憶以及政府委託之民意調查機構之黑箱造假，憤而組成自救會進行陳情抗議。此後不

少北大學生進入社區關心，以報導的形式呈現居民的心聲。 

2. 自救會與我： 

  2013 年同時也是苗栗大埔事件再次引發社會關注的時間點，社團在學校舉辦的相關社課吸

引到自救會成員前來參與，是我們第一次與自救會主力幹部接觸。此後社會系上的研究法也以研

究的角度進入社區進行訪調，繼續與居民保持聯絡。當時已感受到自救會運作多以少數頭人投入

大量心力與政府公文往返，組織架構卻不完善，而自己比較可惜的是在課堂結束後，沒有進一步

參與行動。 

3. 再次相遇的機緣： 

  今年四月，國發會通過三鶯捷運案，預計明年動工，再次引發居民的危機感。居民在四月底

於活動中心自發召開大會，希望重整自救會的士氣。透過一些團體以及社團這學期的計畫，我們

再次聯絡上居民，參與大會。當次大會我認為並沒有訂好主題，也沒有真正把自救會組織架構談

清楚，直至目前仍是之前的幾位幹部，積極向外找尋資源，連繫其他相關議題團體，希望獲得專

業上的協助，而我也在「反迫遷連線」成員的聯繫下，以組織協助者的腳色與幹部做後續的聯絡。 

  這次進入社區的自我定位已是組織者，在之前接觸的認識與累積上，我認為自救會的運作需

要轉型，方向上包括對內的凝聚與對外的宣傳。在政治機會上，雖然已相對之前的時機較晚，但

仍算是早期發現，並且目前都市計畫案的流程已經向上呈報到內政部區委會，是中央層級的部

分，就年底與明年初的總統選戰來說，尚算掌握時機。但關鍵就在年底前，新北市長朱立倫是目

前執政黨主席，在國民黨因去年所謂「學運」士氣受到重挫後，勢必急著在輪替前將計畫完成，

倘若最後關鍵沒有把握，三峽此塊郊區淨土難逃淪陷命運。 

 

 

 

 

 

 

 



二、 活動內容： 

1. 內部凝聚： 

主要分為三個群體、七個計劃。 

  自救會的部分，首先避免組織內部資訊

集中後造成的落差問題，進而阻礙運作，協

調「定期開會」的模式，討論短、中、長程

計畫之細節，也在過程中培養互信及討論習

慣，落實權責共同分擔。另外，在接觸主要幹部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居民對於面對官僚與

專業人士時論述不足的焦慮，這絕對與政府溝通不良有關。對此，一方面向外尋求聯盟之有

經驗的組織者討論戰術，另一方面則是在定期開會時，與主要幹部一同詳讀都市計畫說明書

與政策環評書，討論運動打點，也在專業之外，理解居民認為重要的到底是什麼？做好「論

述培養」的部分，除了能讓幹部與自己更踏實地在運動中理解壓迫之結構，也期待發展在地

論述，在未來各個行政機關召開之會議，能夠準確擊中要害。 

  居民參與的部分，再過去與社區接觸的經驗，可以感受到大部分的居民其實都對徵收的

記憶非常不好，但對於團結抗爭的意識尚為薄弱，多數認為徵收是遲早的事，並且政府雖是

資訊公開，但公布在網路上的資料對於社區來說太過專業，大部分的人並不清楚計畫內容以

及自身利益條件。對於這樣的情況，我認為要團結居民的意識，首先要讓他們了解在這個計

畫中，自己的利益盤算到底如何、損失多少，因此我希望可以轉譯政府資料的專業術語，成

為居民可以理解的小手冊，讓居民開啟討論他們權益受損的程度，陪伴他們做好「利益分

析」，自己也可以在其中過程中建立居民對自己的信任，以及理解他們如何盤算及認知過程。

在這個階段過後，希望可以找到願意更投入之居民，主動「發起聯署」，此一來可以更增加

社區內的討論氣氛，也可以讓居民在過程中培養團結意識，避免自救會與居民脫鉤，大多數

居民等著搭便車的後果。當然聯署書也將是後續與政府交涉有利的工具之一。 

  最後一部分是社區活動，社區地圖、社區故事及反迫遷系列活動這三項多數成分是希望

發展有別於論述抗爭之柔性團結意識，也希望能成為吸引更多青年團體投入心力、勞力之計

畫，在未來成為網路抗爭風潮的一股力量，也讓學生團體和居民在抗爭中一起成長。主要方

式是以訪調進行資料彙整蒐集，在培養一定基礎之信任後，一起發想活動，讓能量累加而非

以拋棄式的志工對待，變成彼此消耗。 

2. 外部宣傳： 

  首先經營臉書粉絲專頁，並與自救會討

論出「懶人包」內容，後至上網做議題宣傳。

定期更新狀態提升專頁曝光度，可以加入社

區地圖、社區故事的內容，或者社區連署進

度，在一段時間後開始發展公民應該關注等

論述，進行網路號召之「公民連署」，避免

徵收議題因捷運而分化三峽與麥仔園居民

之立場。最後期待可以走出麥仔園，到各地

（尤其是三峽全區）找尋舉辦講座、論壇之

合作對象，直接接觸群眾。 



三、 預計地點、時間(甘特圖) ： 

 

 

計畫主要在麥仔園地區進行。目前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約 654

筆，面積約 70.48 公頃，可能影響之所有權人數約 1520 人。計畫實施

時間預計從 2015 年 6 月至 9 月。 

 

 

                                              （圖：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範圍示意圖） 

執行時間 6/1~6/15 6/16~6/30 7/1~7/15 7/16~7/31 8/1~8/15 8/16~8/31 9/1~9/15 9/16~9/30

自救會

內 定期開會

論述培養 徵詢專家意見 發展在地論述

部 居民參與

利益分析 前置作業：手冊 家戶拜訪

凝 發起聯署 自救會幹部發起 社區居民延續

社區活動

聚 社區地圖 訪調：前置作業 活動

社區故事 訪調：前置作業 執行

反迫遷系列活動 發想、實施

外

部 議題宣傳 懶人包製作 討論 製作

宣 網路號召 公民連署發起 前置作業 執行

傳 群眾接觸 講座、論壇 接洽 執行  
（圖表：活動預計甘特圖） 

四、 預期收穫： 

1. 條件限制： 

  身為一個學生，並且以組織者的身分在社區活動，本身限制是自己身為外力者，又有時

間壓力的情況，只能將能夠將自己有的心力與資源盡量投入。本次也是參與社會運動以來，

第一次投入社區組織工作，希望可以做中學，理解在地、培養互信。 

2. 轉譯，打破專業之壓迫： 

  政府與地方的溝通一向非常不良，都市計畫高度涉及專業，自己本身也直接相關科系，

在將政府之專業語言轉譯為地方容易理解的話語中，想必是一項難度頗高，收獲也頗多的基

本工作。 

3. 賦權，翻轉權力不對等： 

  在與居民共同執行方案的過程中，希望一起思考在地論述，將攸關千人之政府計畫之話

語權交還居民，消除資訊與權力之不對等關係。也在一起工作的過程中，發展出社區認同、

團結，以便長期抗戰。 

4. 參與式觀察，從實踐中理解在地： 

  脫離單純的研究者身分，以參與式觀察麥仔園反迫遷抗爭，希望可以在過程中真正理解



每一位站出來的居民的處境以及抗爭運動發展中的困境。在建立互信之後，才能真正看見每

一位居民反對與否？抗爭加入與否？其中之精密的利益盤算。脫離單純理論之分析，我認為

這些都是必須被理解被看見的，也才能直視受壓迫者的處境。 

五、 預算、希望補助之金額： 

預算項目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3,240 元 以一天來回車程 60 元，一週 3 次，

共 18 周計算 

活動費 9,000 元  

 講師費 2,000 元  

手冊、傳單影印 3,000 元 

材料費 3,000 元 

茶水 1,000 元 

其他費用 4000 元  

 參考用書費 2,000 元  

都市計畫相關

資料列印 

2,000 元 

共計 16,240 元 預期補助金額：8,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