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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臺灣地區目前國小校園閒置空間的現況、產生原因及再利用

對策，以文獻蒐集、訪談 21縣市教育處（局）科長、網路官方文件資料收集
等方式進行，以數據呈現各縣市政府國小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現況，對照分析

中央及地方政策及執行狀況。本文之研究結果發現：一、閒置情況越多之縣市

空間活化越多元；二、採用之再利用策略乃因地制宜，並受地方需求與政策的

影響；三、目前校園閒置空間界定的認知差異影響再利用推展工作。本文為此

提出建議：未來應以由下而上的特色發展搭配由上而下的政策方案，並結合教

育、觀光、產業發展之閒置空間再利用，以整體規劃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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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nt Space and Adaptive Reuse Strategies 
in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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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rthrate decline results in less students and more vacant school space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Data were collected among documents 
and by interviews with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Major findings are (1) the 
more vacant space, the more diversified strategies developed, (2) re-use strategies 
are developed with the local demands as priority consideration, and (3) the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vacant space” hinders the effective reuse of the land.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strategies should collabor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effective re-us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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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少子化衝擊與校園閒置空間

臺灣的社會變遷首在人口結構的快速改變，當中除少子女化外，外籍配偶

以及高齡人口的成長則是另兩項存在的事實，使得當前社會呈現少子化、異質

化及高齡化的三化現象，也會讓社會和學校面臨更大的挑戰（張鈿富、王世

英、葉兆褀，2007）。近十年來，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我國人口少子化
的社會趨勢已然形成（教育部統計處，2009）。年復一年臺灣地區婦女生育率
屢創新低，新生人口數逐年遞減。根據內政部（2008）的統計報告顯示，育齡
婦女的平均總生育率（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從 2000年
的 1.68人，逐年下降至 2008年的 1.05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
在《中華民國臺灣 97年至 145年人口推計報告》中，臺灣人口成長最快將在
2023年呈現停止成長的現象。

「少子化」一詞，最早出現於 1990年代的日本，由於日本是世界經濟發展
快速的國家之一，社會轉型進入工商業的現象明顯，已婚夫妻面對緊張工作環

境，常錯過生育的機會，並減退育兒的動機。少子化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

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認定，一個國家的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應該維持在 2.1以上的人口替換
水準，才能維持人口自然的替代（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08）。
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因少子化影響，八十八學年度全臺灣國小學生數

為 1,927,197人，到九十七學年度為 1,677,303人，10年間共減少近 25萬人；
而全臺灣在九十七學年度入學的小一新生數為 233,299人，預估至一○三學年
度將只有 194,799人，較九十七學年度的小一學生數將減少 38,500人（教育部
統計處，2009）。少子化現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便是學校教育，早期臺灣在都
市化影響下，原來人口從鄉鎮流向都會區，造成偏遠鄉鎮社區的沒落，偏鄉小

學面臨無人就讀的境況。近年在都會區亦受少子化的影響，學校減班及裁併校

的結果，出現大量學校空間閒置的現象。直接地，各級學校面臨經營與資源運

用的衝擊將成為艱困產業（高翠霞、翁俊棋，2007；薛承泰，2004）。
顯而易見地，教育現場衍生出兩大層面議題：第一，為節約學校營運成本

與學生受教權考量，「廢校」、「併校」議題浮現，政策上逐漸著手關閉人數少於

50名學生的學校，媒體也常見社區居民抗爭或搶學生「保五總隊」（至少 50名
學生）的現象；第二，學校閒置校舍問題變成普遍現象，依教育部統計資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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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九十至九十六學年度全國改制及整併的小型學校計有 138校。其中改制部
分有 41校，分別為本校改分校 28校、本校改分班 2校、分校改分班 11校；整
併部分有 97校，分別為本校裁併 13校、分校裁併 34校、分班裁併 50班（陳
木城、鄭同僚，2007）。而在校舍閒置部分，以台北縣為例，在九十四學年度國
中、小因學生人數減少而空出的教室保守估計就有近千間 （黃天如，2005；高
翠霞、溫育賢，2009）。

在目前國民小學校園中，年年減班已是普遍的現象，雖校舍教室之閒置即

是社會公共資源浪費，然大部分的學校對於閒置教室及空間的處理方式，多

採保守「暫不使用」但「以後可能會用」的態度（高翠霞、莊潔、范靜芬，

2008），此乃未考慮成本效益績效，也不符永續經營主流思維。反觀鄰國日本受
到少子化的影響，文部科學省 2003提出《關於適應新時代教育基本法與教育振
興基本計畫的構想》擬定新政策以因應社會變遷，做為日本教育戰略計畫的綱

領性文件（日本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会，2003）。目前臺灣仍乏國小校園閒
置空間整體性調查統計，亦乏各地方政府對於相關政策的分析與討論，故本文

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究臺灣各縣市國小校園閒置空間現況、教育行政與學校對再

利用對策的看法，以及如何重新定位學校的價值與發展趨勢。

貳、校園閒置空間概況與再利用策略

參照各領域文獻發現，「閒置空間」（vacant space）一詞適用於各種類型為
利用或使用不當的空間，包含人造及未建置的土地，此名詞的定義繁多，相關

文獻出現在建築景觀、古蹟保存、城鄉發展、社區營造，乃至於藝文、商業管

理、公共行政等領域。Coleman（1982）以死亡的空間（dead space）與失序的
空間（disturbed space）來表示，Greenberg、Popper與 West（1990）則認為整
體而言，閒置空間可視為暫時廢棄遺置或無主的場所。湯志民（2008）認為閒
置空間非個別性及地方性的課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陳朝興（2001）則
認為閒置空間議題是城市空間發展中調適、修補、探索的過程，而空間的轉化

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及歷史發展之過程。

臺灣探討閒置空間再利用相關議題早期大多都為公共空間，大部分以古

蹟、舊建物為主。近年來學校閒置空間的討論逐漸受到重視，相關研究亦逐

漸累積，多著重於文獻分析及實際案例分享。在閒置空間的定義上，本文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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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獻（張嘉原，2006；湯志民，2008；萬新知，2005；日本文部科學省，
2010），將校園閒置空間定義為「因少子化、人口遷移或其他因素引發學校減班
或廢、併校後產生閒置且目前未被運用於教學用途之校舍」。

以下針對臺灣校園閒置空間的概況及再利用政策進行說明，並以民族性、

教育體制與臺灣最為相近，又為少子化與校園閒置空間議題的發軔地—日本

為例，從文獻中討論日本脈絡下其發展情形及策略，最後討論為何校園閒置空

間為一重要也必須重視的議題，及學者提出可能的發展方向。

一、臺灣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概況

本文瀏覽臺灣及日本相關文獻發現，校園閒置空間應分為兩類：「廢校」與

「閒置空間」，前者為整個校園空間不再使用，後者為部分校舍或其他校園內的

空間閒置，其中閒置空間多指因少子化而利用率降低的閒置教室。

臺灣廢校的情形依據九十八年度教育部調查全國各國民中、小學廢校閒置

校舍統計資料顯示：1981年至今，各縣市因裁併校而廢校者計有 147校，各
縣市閒置校舍再利用者有 119校。再利用方式以做為觀光休閒用途居多（占
36.97%），其次為提供機關團體使用或學校自行維護（占 31.9%）、做為文教

用途（占 19.33%）、土地歸還地主或建物不堪使用報廢拆除（占 10.08%）、做

為社福機構用途（占 2.52%）。廢校後尚未再利用學校為 28校，共計教室間數
131間（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9）。

而面臨廢棄的校舍，教育部從 2003年起積極推動各項方案計畫來促進校園
閒置空間的再利用：2003年推動「國民中小學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示範計畫」，
欲將偏遠地區之廢校，活化再利用為地方社區生態旅遊景點，共補助「宜蘭縣

蓬萊國小東澳分校」、「嘉義縣中山國小石硦分校」與「桃園縣奎輝國小嘎色鬧

分校」，使其分別轉型為「海釣、遊艇的海上休閒活動新據點」、「童軍露營中

心」及「自然中心」（湯志民，2008）；2007年則提出與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有
關之「活化校園空間總體規劃方案」，其中包含「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運用校

園閒置教室設置高齡者、新移民學習中心或玩具工坊）、「樂活運動站」（利用校

園閒置空間設立學校與社區共用）、「偏鄉學校數位機會中心」（結合軟硬體設施

設置）、「營造永續節源新基地」（閒置空間改造專案補助）、「國民中小學活化校

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五個子計畫（教育部，2007）；而 2008年公布之「精
緻國教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作業要點」中，在「善用教育資源，充分發揮空間使

用價值」之目的下，每年補助 100所學校發展特色學校及閒置校舍空間活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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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部，2008）。顯示教育部欲以從上而下的方案計畫推行，帶動地方政府
積極規劃縣市內閒置校園的活化與再利用。然而各縣市少子化情形並不相同，

城鄉亦有差距，在推展再利用之同時，了解各縣市的閒置校舍現況及經營對

策，可做為相互借鏡，亦助於日後政策及實際推展。

二、日本學校閒置校舍活用策略

由於現代社會的核心家庭增加，不婚及晚婚情形加上現代高學歷年輕女性

對於婚姻價值觀的轉變下促成出生率降低，在日本亦造成學生人數驟減班級數

減少，以致於產生學區整合及校舍空間閒置的情形。

1992 年到 2001 年間，全日本共有 2,124 所小學廢棄，因人口過疏、少
子化的原因有 1,320所（占 62%），有 1,748 件的學校整體有再利用計畫（占
82%），約 70%是以校園建築的再利用為主（殷寶寧，2006）。2002到 2008年
日本文部科學省統計則有 1,986所小學廢棄，再利用的方式大多為社會教育及
體育設施（文部科學省，2010）。日本目前面臨少子化的問題。根據 2008年人
口統計資料，日本不滿 15歲的人口約 17,248,000人，僅占整體人口的 13.5%，

創下新低（日本統計局，2008）。
日本各地的學校很早就發現少子化帶來的閒置教室問題（日稱「余裕教

室」），並思考要如何處理這些閒置的教室，長年著重於學校設施，自 1992年即
針對學生數減少產生的閒置教室進行多目的活化，並開放給地區使用。1993年
文部省更進一步推動閒置教室的活化推動，通過「余裕教室 （閒置教室） 活用指
針」（星野 繁，1999），其中前三章即描述「活用的基本考量」、「計畫策訂」、
「教室活用具體的手法」，清楚以時間空間的分配定義出「使用中的教室」、「暫

時的閒置教室」、「閒置教室」、「空閒教室」不同的意義（如圖 1），其中閒置
教室是預估會長時間閒置，但日後若增班時還能轉為普通教室，空閒教室則是

未來也不會有使用計畫，從「使用層面」加上「未來規劃」來思考。日本各地

區亦依據文部科學省訂定的活用指南，再針對各地的特性發展訂定地區閒置空

間發展執行依據，例如橫濱市、東京都北區皆有相關的閒置空間活用指導方針

（橫浜市教育委員会，2006；東京都北區教育委員会事務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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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文部科學省對閒置教室的定義概念圖

 

普通教室 

使用中的教室 暫時的閒置教室 閒置教室

 

資料來源： 橫浜市教育委員会（2006）。余裕教室活用指針。取自 http://www.city.
yokohama.jp/me/gakusyu/open/pdf/katuyousisin.pdf

在少子化方面日本中央更積極面對，文部科學省於 2006年制定出總括性的
政策，頒布《少子化社會白皮書》，期望從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層面進行教

育工作資源，改善教養環境提升人口素質（王怡文，2009）。

表 1　
日本文部科學省學校閒置教室活用分類方式一覽表

學
校
設
施
活
用

學校設施用

1. 學習方法、指導方法多樣化應用的空間。
2. 特別教室等的學習空間。
3. 兒童、學生生活、交流空間。
4. 心靈教室諮詢 ROOM。
5. 準備教課的空間。
6.  其他：教職員用的空間 、地方性支援學校開放使
用的空間、學校使用的儲備倉庫。

學校之外設施活用

1.社會教育設施。
2.備蓄倉庫。
3.兒童福祉設施（保育所、兒童館）。
4.放學後小朋友教室。
5.社會福利設施。
6.其他。

資料來源： 日本文部科學省（2010）。余裕教室． 校施設の有効活用。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zyosei/yoyu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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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9年統計全國中小學共有 61,102間閒置教室，其中小
學為 40,209間，文部科學省統計至 2009年 5月 1日，61,000多間閒置教室活
化再利用達 99.1%，調查未活用的也有 70.1%已有活用計畫。活化再利用的方

式如表 1內容，92%為學校內部使用，其餘學校設施以外的活用則有兒童福利

設施、社會教育設施、社會福利設施等，學校設施外的活用全國超過 2000間
的閒置教室，高達 65.5%為提供學生下課放學後的活動教室（文部科學省，

2010）。

三、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學校功能轉型

由於臺灣都市化地區土地的高密度使用，加上土地取得的困難與政府預算

的限制，導致各項公共設施用地的徵收無法趕上因人口密集壓力所產生的基本

需求，影響了社區的一般活動空間，質言之，社區發展與社區環境改善工作最

大的瓶頸在於提供社區活動的公共設施嚴重不足（黃世孟，1996；傅朝卿，
2001；曾梓峰，2002；萩原昌義編，2004）。
近年，透過實證調查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結果，透露出學校功能轉型的

契機。陳桂蘭（2007）提出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九項策略有：配合各學習領域
設計學習步道策略、設計人性化空間、規劃永續校園資源教育區、規劃學生各

種學習活動空間、充實教室資訊及各項軟硬體、設計創意美感的校園環境、學

校與社區能空間交流資源共享、開放校園供各界租借利用和充實教師教學研討

空間等。張詩欣（2008）的研究則建構出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
估指標及權重體系，認為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含 3大層
面、8項指標共 30個評估因子。8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價值效益、生態
保育、健康環境、綠色消費、永續經營、環境規劃、社會教育的功能及社區發

展等。

上述文獻在「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之觀點大都強調在學校內部使用上，

學校內部運用之主體性明確，通常透過教育行政政策和學校創新經營，即可快

速進行，但需注意的是，「再利用」之策略，應以文化價值、經濟效益、結構安

全和永續經營的原則審慎評估後堆動，否則有可能會成為「再閒置空間」（高翠

霞、陳桂蘭，2008；湯志民，2008）。萬新知（2005）提出 6類閒置校舍再利
用方向，分別為：地方產業文化發展中心、社區教育場所、體能運動場館、社

區照護中心、服務機構、環保生態園區等。高翠霞、溫育賢（2009） 以「提升
學校教育品質」與「學校與社區共同永續發展」二面向歸類校園閒置空間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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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規劃方向；陳詩芸（2007）則將閒置空間再利用類型歸納為教育、居住、辦
公、文化建築、商業、醫療福祉、運動、集會，共八大類。

考量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最重要原則就是「使用者需求」，若能符合

使用者需求，則閒置空間再利用才有意義（張嘉原，2006）。漢寶德、劉新圓
（2008）認為，由於再利用的空間，大部分都是全民的財產，政府在補助閒置
空間再利用時應該考慮民眾的需求。Spector（2003）也曾提到校舍再利用往
往能為學校注入新生命或是能與社區聯結，當作社區教育的中心（Campbell, 
1982），甚至帶動地方觀光（紀佩伶，2007）。美國二十一世紀學校基金會及柏
克萊大學附屬的城市學校中心於 2010年三月的《公立學校的結合使用—新社

會契約架構》（Joint use of public schools: A framework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報告書中提到：學校可以成為更有效益的公共空間，學校空間開放多元利用的

主要是能「符應學校的使命—提供教育服務」，若能結合多元的機構及非營

利組織，促進社區的健全，改善其在社會、情緒、經濟以及健康上面臨的阻

礙，例如在學校提供最基本的健診服務，為學生的家庭服務就是對孩子們最大

的支持。此外，藉由這樣方式亦能增加學生家長親近學校的機會（21st Century 
School Fund and Center for Cities & Schools, 2010）。學校閒置空間的規劃與再利
用不僅是重新給予學校提升其教育品質，也蘊藏學校永續發展的契機。

參、研究方法

本文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利用學校閒置空間規劃社區永續教育中心的

可行模式之研究（NSC 96-2511-S-133-002-MY3）的部分成果，研究中主要為
質性研究以訪談、文件蒐集進行相關資料的收集，另兼以量化資料為輔，調查

各縣市國小校園閒置空間情形以及了解各縣市主管機關相關政策，經資料內容

分類、展示並加以分析整理，提出研究結果及建議如後。研究流程、對象、工

具及進行方式如下：

一、研究流程

本文欲了解各縣市的校園閒置現況，在研究流程上，首先收集國內外校園

閒置空間相關定義、操作方式及案例進行了解，其次為了解各縣市校園空間主

管機關調查國小校園閒置現況，進行訪談大綱發展，內容效度經過專家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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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修訂後定稿，同時致電聯繫各縣市教育處主管單位，以 1個月的時間分別至
各縣市實際訪談（2008年八、九月），隨後彙整資料，並於 2009年十二月間蒐
尋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官方網站公布之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因應政策與新聞內

容，進行文件分析與比對。

二、研究對象

本文之研究欲了解各縣市的校園閒置現況以及發展方向，唯各縣市對於校

園閒置空間實際調查與重視情況不一，需經由實際訪談方能獲得一手資料並了

解各縣市相關政策，因此以各縣市教育局學校硬體設施主管單位為研究對象，

於 2008年八、九月間共訪談 22位縣市教育局（處）國民教育科科長（其中
臺北縣為永續環境教育科長、桃園縣為教育設施科長），以「國民小學校園閒

置空間及再利用政策調查」半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於訪談前 1週寄出，以
方便受訪者事先準備相關資料，研究小組親自訪談紀錄，並在受訪者同意下

錄音，之後進行逐字稿整理比對記錄內容，以確定內容的正確性。研究中除

外島，共訪談 22位，獲得 21份訪談資料（其中彰化縣訪談後，回覆資料在
郵遞中遺失），於以「縣市—訪談日期」為文件編碼，在文中呈現如（屏縣—

20080821）代表為 2008年 8月 21日訪談屏東縣受訪者所獲資料。

三、研究工具

本文之研究以「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及再利用政策調查」訪談大綱為研

究工具，經專家審查內容效度（審查之專家包含國中小校長、教育政策、環境

教育、建築、城鄉發展背景學者以及城鄉發展處長等共 9位），審查意見中並無
須刪減之題目，在訪談題目文字上進行修改後定稿。

訪談大綱內容分為「基本資料」、「縣市所轄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現況」、

「縣市所轄國民小學參與教育部校園活化相關計畫情形」以及「未來校園閒置

空間改造方向」等四個部分。其中請受訪者填寫所轄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

情形」，包括調查有閒置空間的國小校數以及閒置教室數；為了解各縣市國民小

學「參與校園活化相關計畫情形」，調查參與永續校園、活化校園學校及活化空

間類型，以填報參與年度及實行相關計畫學校之活化內容，並調查縣內是否另

有相關計畫及經費；最後調查受訪者縣內「未來閒置空間改造方向」，並提出其

他想法及建議。



臺灣國民小學學校閒置空間現況、問題與對策 41

四、網路文件分類及分析標記方式

本文之研究欲了解各縣市政府採取之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對策，於 2009年
十二月間查詢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官方網站公布之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因應政

策與新聞內容，進行文件內容的分析。校園閒置空間活化類型（表 4）之分類
方法，為參考教育部「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計畫書」所擬之再利用方式、日本

文部科學省針對公立學校閒置教室多元彈性運用方式（如前述），以及萬新知

（2005）規劃之閒置校舍再利用方向，將校園空間活化類型區分為「學校設施
活用」與「學校設施之外活化再利用」兩大類：前者包含響應中央政府所辦理

之能資源教育中心、特色學校等計畫；後者則分為「教育功能」及「創造新價

值」兩類方面。

分析單位採網頁內容有「明確」敘述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之段落者，

紀錄其活化類型。在分類標記方面，呈現兩種標記方式：一者以「有（）、

無」之標記方式，僅為了解各縣市政府採取再利用對策類型，不計算次數；二

者以「阿拉伯數字」為標記方式，以教育部所倡導的相關因應政策標明具體明

確的數據，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校數。

肆、結果與討論

經本文之研究於 2008年八、九月份與各縣市教育局（處）科長的訪談資
料，以及 2009年十二月間各縣市政府官方網站公布之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
與新聞，進行資料的分析、整理與比對。以下分別為「各縣市國民小學閒置校

舍現況及分析」及「各縣市執行現況與未來規劃」兩部分加以陳述：

一、臺灣地區小學閒置校舍調查結果分析

根據訪談各縣市教育局科長，各縣市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情形，依照閒

置空間校數多寡排列，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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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年各縣市教育處（局）轄內有閒置空間之國民小學學校數調查結果一覽表

縣市 有閒置空間的學校數 廢併校數 總閒置教室數（不含廢併校） 

台北縣 26 6 434
宜蘭縣 29* 35
台南縣 17 6 143
高雄縣 0 19 0
屏東縣 資料缺失 19 資料缺失

花蓮縣 資料缺失 16 資料缺失

嘉義縣 12* 105
台東縣 8*

資料缺失

台北市 5 0 9
雲林縣 4* 24
桃園縣 3* 45（包含廢併校） 
高雄市 1 0 資料缺失

基隆市 0 1 0
嘉義市 1 0 5
台中縣 0 0 0
南投縣 0 0 0
苗栗縣 0 0 0
台中市 0 0 0
新竹市 0 0 0
台南市 0 0 0
新竹縣 0 0 0
彰化縣 資料遺失 資料遺失 資料遺失

說明：*  有閒置空間校數＋廢併校數
　　　　1. 2008年調查以臺灣本島 22個縣市為對象
　　　　2. 資料缺失為當年未進行調查或於訪談中未針對此項詳細說明
　　　　3. 彰化縣調查資料由於人為疏失，導致資料遺失
　　　　4.  2008年調查結果國民小學有閒置空間的校數（含廢併校），共計 17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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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主管科長訪談結果顯示，22個田野調查訪談縣市有學校閒置空間者
有 14縣市，共計 173所國小目前有校園空間閒置的情況。從各縣市之資料來
看，目前閒置情況最多的前幾個縣市為：台北縣（32所 /434間）、宜蘭縣（29
所 /35間）、台南縣（23所 /143間）、高雄縣（19廢併校）、屏東縣（19廢併
校）、嘉義縣（12所 /105間）。從訪談中發現大多數的縣市教育局（處）近年
已重視學校閒置空間問題。由各縣市填報數據以及訪談中發現，少子化是全台

各縣市普遍的現象，影響 22縣市政府對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因素如下：
（一）對於學校閒置空間認知差異

本文研究中將校園閒置空間定義為「因少子化、人口遷移或其他因素引發

學校減班或廢、併校後產生閒置且目前未被運用於教學用途之校舍」，然而從

訪談得知這個部分的認知差異很大，目前對於校園閒置空間的定義其實在受訪

的科長之間，乃至於學校之間都有不同的想法，例如台北市目前稱閒置校舍為

「空餘教室」，花蓮縣閒置的部分則指的是「裁併學校」，並非減班之後空餘教

室。台南市及新竹縣國教科科長皆提到每間學校對於閒置校舍認知有所落差，

造成統計與實際情形上的差距。從訪談結果中了解，雖獲得各個縣市國小校園

閒空間數，但由於對於閒置空間的定義是各說各話，因此量化的資料統計確實

有疏漏，主觀的認定標準使得無法進行客觀的量化統計。

此外，從 2008年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廢併校與學校有閒置校舍有兩種截
然不同的發展規劃，由於廢併校已無學生使用，亦無學校單位的編制，僅有空

間而無管理人員，易於做整體功能轉換，也利於委外辦理；然而仍正常運作的

校園閒置空間是在平日有師生出入的狀態下，在原有的學校行政體系下做再利

用，考量的因素與廢併校不同，未來應分別討論。

（二）空間功能定義認知

由於定義上的認知不同，對於空間運用的功能也各自有想法。基隆市、台

北市、苗栗縣、高雄市的受訪者表示有少子化的情形，但「原本校舍不足，空

出來的教室多轉為專科教室」，南投縣也表示雖有少子化的情形：

一般我們是希望學校若有多餘的教室，那就可以用來當做別的，科長也認為

學校是非常彈性和自主的⋯⋯都很會規劃，坦白說（空間）不會放在那裡。 

（南投縣—200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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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鄉差距及人口移動

校園閒置空間多寡與少子化有關，從數據上也顯示不同縣市閒置空間的數

量與城鄉差距、跨區就讀以及人口移動有關，未有校園閒置空間多為中北部縣

市以及都市，且在同一地區，城鄉差距很大。此外，新竹、台中因有科學園區

進駐，人口數不減反增。

（四）班級數的影響

訪談中發現苗栗縣、花蓮縣、台東縣的國民小學多為六班的小型學校，一

個年級只有一班，因此除非廢併校，即使少子化也不會再減班，無閒置空間的

產生。此外，原住民學校的班級人數控管和廢併校標準與一般學校標準不同，

臺東縣科長就表示「因為原住民居多，所以廢併校問題反而有此考量而有所保

障，是比較特殊的地方。」（台東縣—20080819）
（五）政策具決定性影響

因應少子化的現象，教育部亦訂定相關對策「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

數計畫」，八十七學年度起逐年實施，至九十二學年度一至六年級班級人數皆

降至 35人以下（教育部，2008）。九十五年行政院核定「國民小學班級學生人
數調降方案（期程為九十六學年度至一○○學年度）」已修訂完成「國民小學與

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教育部，2009）。北縣、竹市、竹
縣、南市的受訪者皆表示因為這項政策，因此雖有少子化，但未減班。

除了教育部減少班級內人數的做法之外，花蓮及屏東的受訪者也提到縣長

以不併校為政策，然而對照花蓮縣九十七年度施政成果報告所述（花蓮縣政

府，2009），以及九十八年度施政計畫（花蓮縣政府，2009b）看來，事實上縣
政府還是繼續執行裁併校的措施；屏東縣的科長也說道「少子化狀況很常見，

現在縣長上台宣示說不併校，人少還是招收」（屏東縣—20080821），由屏東縣
九十八年度施政計畫顯示，屏東縣致力於改善文化不利地區教育環境，執行老

舊校舍重建計畫為主（屏東縣政府，2009）。
（六）依建物耐震詳評依據，校舍將進行補強或改建

台南市科長及高雄縣科長皆提到建物的汰舊及控管。台南市進行全面建物

耐震詳評，規劃校舍改建方向，因此各校依照建物做最適當的規劃，學校依照

各情形做自己的特色，因此校園空間已有良好的規劃利用，無閒置情形。高雄

縣科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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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管控學校量體化，如建教室前先評估社區成長情形並去管控量，新設校或

老舊學校要改建以及增班的計畫都會做嚴格的控管，早在幾年前高雄縣就已經

在控制新設校的量。（高雄縣—20080820）

雖然如此，依高雄縣政府教育處九十八年度施政計畫中顯示，將依「高雄

縣小校組織再造試辦要點」，辦理小型學校（分校、分班）裁併減班業務，並委

託旗山、新港、茂林與杉林等國小代管裁撤後校舍校園環境管理（高雄縣政府

教育處，2009），表示雖然以建物汰舊與控管來避免減班產生的閒置教室，但校
園閒置空間產生乃為時代的趨勢，各縣市政府必須提出更多元的因應策略。

二、各縣市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的文件分析結果

各縣市政府則因地方人口、流動狀況與人文、自然資源之不同，對於學校

閒置空間再利用採取之因應策略與執行結果也有所不同。以下分別依各縣市

（不含離島之金門、澎湖與連江等三個縣）訪談和文件資料分析結果，彙整各

地方政府因應國小閒置空間採取政策內容。以下茲分別依兩院轄市、5個省轄
市以及各縣府等不同地方自治單位做質性描述與統計說明（如表 3與表 4）。

表 3
各縣市國小閒置空間再利用現況之調查結果質性描述一覽表

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台北市

（院轄）

都會型

商工業

1.  教育局撥出經費執行「普通教室教學環境改造精進計畫」
（從 2005—2008年每年新台幣 1億元）將空餘教室做專
科教室精緻化。2009—2012年度全面實施。教育局 2009
年至 2012年「推動國小專科教室改善工程」（臺北市教育
局，2009）、小額補助閒置空間再利用配合特色課程計畫。

2.  案例：玩具工坊、民間幼兒園設置及社區運動場所樂活運
動站、露營地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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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高雄市

（院轄）

都會型

工商業

1.  強調開放校園提供社區使用。如：高齡學習中心、新移民
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露營地等。

2.  推動綠色永續環境教育管理計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009）。

3.  與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福智文教基金會，在左營國
中舊校區，以一年一租的方式，將校區免費借予，作為終

身學習園區用（高雄市新聞局，2008）。
4.  鼓勵能資源教育中心、特色學校、英語村設置，共 19
所，其中國小 10所。

基隆市
（省轄）

都會型
工商業

1.  市政府執行創意空間活化、優質校園計畫等計畫，近幾年
約新台幣 1,000至 3,000萬元，皆由市府出資。

2. 開辦國中小英語村和特色學校。
3.  辦理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政策在於老人和新移
民之樂齡教育計畫（基隆市政府教育處，2009）。

新竹市
（省轄）

都會型
商工業

1.  九十八年度為人口自然增加率最高且居住人口增加幅度最
大之縣市，目前仍有新學校、新校舍的興建（新竹市政
府，2009）。

2.  文件中未見學校閒置空間相關政策著墨。主要配合教育部
「活化校園空間規劃方案」鼓勵學校發展樂活運動站、高
齡學習中心、能（資）源教育中心、特色學校。

台中市
（省轄）

都會型
商工業

1.  近幾年人口呈 2.8%的成長（內政部戶政司統計，2009），
校園閒置空間的現象並不嚴重。

2.  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除特色學校外，對象以高齡者樂活運
動站與新移民學習中心為主。

嘉義市
（省轄）

都會型
工商業

1.  近幾年人口數呈 0.5%的小幅成長（內政部戶政司統計，
2009），閒置空間的問題不明顯，鼓勵學校發展特色。

2.  閒置空間再利用以設置樂活運動站及新移民學習中心為
主。

台南市
（省轄）

都會型
工商業

1.  政府推展「台南府城國民中小學發展計畫—發現校園好

望角」，提供經費補助各校規劃美化校園閒置空間、發展
特色學校（臺南市政府教育處，2005）。

2.  利用校園閒置空間設置英語學校、玩具工坊、社區終身學
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與「樂活運動站」。共有 7處樂
活運動站設置（臺南市政府教育處，200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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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台北縣
（北區）

多元
混合型

1. 少子化影響明顯的地區。
2.  北縣閒置教室的再利用政策提供作為社區大學、幼稚園、
中途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童軍營地、民間租用生態教育
農業會館、生態探索假日遊學學校、冬夏令營戶外教學資
源中心、安親班與才藝補習班等（徐雨潔，2006）、高齡
學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等。

3.  鼓勵縣內學校參與教育部推動之「活化校園空間總體規劃
方案」，如：新泰國小成立玩具工坊、能（資）源教育中
心、英語魔法學校。

4.  九十六及九十七學年度獲選之教育部特色學校校數45所。

桃園縣

（北區）

多元 
混合型

1.  桃園縣於 2006年運用校園閒置教室建構英語村，提供縣
內學生假日及平常育樂營及遊學課程，提升英語能力（桃

園縣政府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科，2009）。
2.  閒置空間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玩具工坊、鼓勵設置特色
學校。強調’提供新移民家庭學習與樂活運動站等。

新竹縣

（北區）

多元 
混合型

1.  科學園區新市鎮的出現，人口跨縣市流動而呈現增加的趨
勢，自 2006年至 2009年人口增加 4.8%，故政策上未凸顯

閒置空間問題。

2.  鼓勵學校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發展特色學校置樂活運動
站。

3.  新豐鄉福興國小設置「新竹縣新移民學習中心」，提供新移
民家庭學習與休憩服務（新竹縣政府計畫處規劃科，2009）。

苗栗縣

（中區）

以農

為主

1.  利用閒置空間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苗栗縣
政府教育處，2008）。

2.  配合教育部特色學校方案，鼓勵縣內學校提出計畫（苗栗
縣政府教育處，2007）。

3. 2008年訪談時主管科表示 2009年將推動英語村設置。

台中縣

（中區）

多元

混合型

1.  配合教育部特色學校方案，鼓勵縣內學校提出計畫（臺中
縣教育處體健科，2008）。

2. 鼓勵學校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
3. 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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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南投縣

（中區）

以農

為主

1.  以樂活運動站設置為重點政策（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2009）。

2. 鼓勵學校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
3. 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

彰化縣

（中區）

多元

混合型

1.  縣內政策強調社區與學校結合，以學校為社區活動中心的
概念出發（彰化縣政府，2007）。

2.  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以設置高齡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及
新移民學習中心為焦點。

3.  鼓勵學校提報教育部發展學校特色方案計畫，設置能
（資）源教育中心或英語學校（彰化縣政府，2009）。

雲林縣

（中區）

以農業

為主

1.  2006年啟動小型學校轉型優質計畫，讓原本名列裁併校的
百人以下小校提報優質轉型（教育部，2009）。

2.  鼓勵學校提報教育部發展學校特色方案計畫，設置能
（資）源教育中心或英語學校。

3.  政策上以社區民眾需求為考量，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規劃
主軸為新移民學習中心、早期療育、日間托育中心、高齡

學習中心及樂活運動站（雲林縣府公共關係科，2007）。

嘉義縣

（南區）

以農業

為主

1.  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以繁榮地方的政策為主。布袋、義
竹、朴子等三鄉鎮之 7所閒置學校空間再利用（嘉義縣政
府新聞室新聞行政課，2006），則以英語學校規劃為主軸。

2.  縣府架設「國民中小學閒置 &活化校區資料網」，活化重
點案例如：石硦—童軍露營中心、圍潭—東石鄉公所

清潔隊隊部及資源回收處所、中正—中華護生協會租用

設立生命佛學院，鰲鼓—東石鄉自然生態展示館。

3.  鼓勵學校提報教育部發展學校特色方案，朝設置能（資）
源教育中心、英語學校或玩具工坊等方向，讓學校閒置空

間再利用。

4. 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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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台南縣

（南區）

以農業

為主

1.  縣政府對於校園的閒置空間政策，以鼓勵學校提報教育部
發展學校特色方案，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為重點。

2.  訂定「台南縣裁併校區及預定校區認養要點」以為活化裁
併校區效益，開放財團法人或社福團體申請認養，將裁併

校區綠美化，成為社區公園（臺南縣政府，2009）。
3.  活化校區部分廢校閒置校舍由民間團體接手活化校區案例
如，案例如：冒險學校（新化大坑分校極限運動場）、地

方農村營造中心（礁坑分校）。

4. 設置高齡學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高雄縣

（南區）

以農業

為主

1.  2003年起推展「新校園空間美學」校園好望角局部改造計
畫，每年編列新台幣 400元萬提供 40所學校申請新台幣
10萬元以下角落及閒置空間改造。

2.  2009年度依「高雄縣小校組織再造試辦要點」，辦理小型
學校（分校、分班）裁併減班並委託 4所國小代管裁撤後
校舍校園環境管理（高雄縣政府教育處，2009）。

3. 政策重視終身學習中心與社區學苑的設立。
4.  配合縣府社會、文化、都市、觀光等部門，將裁併學校朝
社區托育中心、地方社區活動中心、地方文史資料中心、

小型展演廳、觀光資訊服務中心等公共設施（高雄縣政

府，2009）進行規劃。
5. 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建構英語村。
6. 強調新移民家庭學習、樂活運動站等再利用方向。

屏東縣

（南區）

以農業

為主

1.  屏東縣在 2003至 2006年間，已調整縣內不到百人的小型
學校。

2.  縣府自 2006年起，輔導學校爭取教育部「活化校園計
畫」經費補助，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

3. 政策重視結合地方文化產業（劉偉瑩，2006）。
4. 設置高齡學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5.  已廢校或裁併之學校，開放各級政府機關申請借用或民間
團體申請租用（以文教用途或公務用，非營利性質），若

無其他機關團體借（租）用者，則各學校定期維護管理

（屏東縣教育處，200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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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產業型態 地方政府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重點

宜蘭縣

（東區）

以農業

為主

1.  政策傾向免費提供、租用或拍賣方式予縣府各單位、非營
利組織、藝術家創作、安親或養老院運用。

2.  另因應地區特性與需求（文超順，2006），廢棄校舍可成
立公辦民營學校。

3.  縣府成立永續校園輔導小組，協助學校申請教育部永續校
園計劃，鼓勵學校設置能資源教育中心、英語學校與玩具

工坊（宜蘭縣政府教育處，2009）。
4. 設置高齡學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花蓮縣

（東區）

以農業

為主

1.  強調提供老人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2.  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多元：青少年交流教育研習中心、中
途學校、大專生寒暑假期間輔導學生場所、原住民文物手

工藝品展示室、托兒所、居民活動中心或市民廣場、古道

社區文化、自行車休息站、勞委會職訓中心、受災戶短期

安置場所、觀光景點、民間公益團體借用推廣社區教育，

及鄉公所辦公室（花蓮縣政府，2009）。
3.  鹽寮分校併校後空出校地，委外經營並蓋青少年教育研習
中心。

台東縣

（東區）

以農業

為主

1.  2009年有關校園空間的施政計畫，以推動新校園運動、辦
理小型學校合班上課（裁併校）補助計畫為重點目標（臺

東縣政府教育處，2009）。
2. 強調新移民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
3.  縣內 8所因裁併校閒置校地，提供有意開發或有公務需
要單位，循撥用、借用或標租等方式再利用（胡美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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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調查中可發現以下三點現象：

（一）訂定相關改造及管理計畫、經費補助等長期性的因應政策多集中於

院轄市及北區，發展快速，非其他縣市能及，顯示各地資源分配不均的景象；

（二）閒置議題逐漸受重視，從本文研究歷程發現的其中明顯的變化，如

2008年訪談時僅有基隆市、台北縣市、高雄縣、台南市擁有府內相關計畫並編
列預算，至 2009年網路文件調查時各縣市相關推廣資訊紛紛增加，乃至如屏東
管理辦法、宜蘭輔導小組的出爐，一方面是地方感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同時也

是對閒置校舍的重視；

（三）省轄市及科學園區所在地發展迅速人口聚集現象，更加速鄰縣的少

子化及閒置，例如新竹市、台中市為科學園區所在地，人口數增加，少子化問

題較不明顯，最明顯的例子為新竹縣內竹北地區人口大增但其他地區人口減

少，平均起來縣內仍是人口增加，受訪者曾表示縣內少子化其實十分嚴重，只

是在數字上看不出來；台南市、嘉義市表示無閒置校舍的狀況，而台南縣與嘉

義縣的受訪者則表示人口流失非常明顯。

各縣市實際發展再利用現況調查請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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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縣市國小閒置空間再利用現況之調查統計結果一覽表 *

校園空間活化類型

學校（對內） 
活化再利用

學校對外開放之活化再利用

社教功能 創新價值

縣市

政府

※

能
︵
資
︶
源
教
育
中
心

※

特
色
學
校

※

英
語
村
︵
魔
法
學
校
︶

※

玩
具
工
坊

　
森
林
小
學
、
公
辦
民
營
學
校

　
中
途
學
校
或
庇
護
工
廠

※

高
齡
學
習
中
心

※

新
移
民
學
習
中
心

※

樂
活
運
動
站

　
自
然
中
心

　
幼
稚
園
、
托
兒
所
或
課
輔
班

　
社
區
教
育
中
心

　
社
區
大
學
或
部
落
大
學

　
藝
文
展
示
、
表
演
或
紀
念
館

　
政
府
或
民
間
團
體
租
借

　
醫
療
、
早
療
、
安
養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館
、
露
營
地
或
公
園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或
原
住
民
會
館

　
政
府
檔
案
或
機
具
管
理

　
觀
光
服
務
或
產
業
交
流
中
心

　
短
期
安
置
所
或
遊
學
住
宿

台北市 5 1 2   1
高雄市 1 1 10 1 1 2  
基隆市 1 2 1 4 
新竹市 1 2 1 3 
台中市 1 1 1 3 
嘉義市 2 1 6 
台南市 1 1 1 1 7 
台北縣 6 45 1 1   1 4 2      9
桃園縣 1 5 2 1 1 2   1
新竹縣 1 2 1 3  1
苗栗縣 3 2 5 
台中縣 2 2 1 2 
南投縣 1 3 1 4 
彰化縣 4 3 3 1 1 2  
雲林縣 1 7 1 1 1 3  
嘉義縣 1 9 1 1 1 5     
台南縣 5 4 1 2 5    1
高雄縣 1 9 5 1 3     
屏東縣 2 15 1 1 3   1
宜蘭縣 1 6 4 1  1 1 6      
花蓮縣 4  1 3        2
台東縣 2 1 2   1
總計 28 132 30 6 2 2 10 24 77 2 5 21 1 2 5 2 7 3 1 5 17

說明：1.*資料蒐集至 2009年止。
　　　2. 阿拉伯數字表示校數，代表該縣市「有」執行此方案。
　　　3. ※表示是教育部推動的方案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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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縣市政府對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的執行狀況（表 3、表 4）分析整
理後，作者歸納出以下五點：

（一）學校閒置空間越多縣市之再利用策略越多元化

對轄內學校閒置情況越嚴重之縣市，其所採取活化類型越多元，且越積極

響應較育部推動方案計畫。如：台北縣、宜蘭縣的校園活化類型達 14種，兩個
縣參與行政院推動方案補助校次高達 64校次及 21所學校。
（二）地方社區需求影響空間再利用方式

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之類型，隨地方居民的需求與政府施政發展方向而

定。如：台北縣歷年之新移民人口數均居全國之最（內政部戶政司，2009），故
縣內設置之新移民學習中心有 5處；高雄市為舉辦世界運動會，分三階段建構
19所英語村以提升整體市民的英語能力。
（三）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乃因地制宜

前述受訪者表示廢併校問題比較嚴重的縣市（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

其執行空間活化的方式不一致。花蓮縣致力於處理廢併校之空間再利用；屏東

縣則積極輔導縣內學校轉型為特色學校；高雄縣除了推廣特色學校以外，也積

極輔導縣內國際英語村的建置。

（四）農業縣在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相對積極

彰化縣、台南縣、雲林縣與嘉義縣為臺灣四大農業縣，境內農戶數占全國

農戶比率 41.6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由於地域原有城鄉差距、人口移動造
成學校閒置空間的問題，故對於空間活化十分積極也具特色。彰化縣積極鼓勵

縣內學校提報教育部申請營造永續節源新基地；台南縣也積極從事老年化人口

的規劃，縣內高齡學習中心就設置比他縣市多；雲林縣另特別運用校園閒置空

間設置兒童早療中心；嘉義縣在小校轉型特色學校的輔導方面，也頗具成效。

（五）台東縣廢併校的處理進展

2008年的受訪者表示台東縣內由於多為小班小校，閒置教室較少，「都以
老舊校舍設備改善為主，及校舍修繕部分，鮮少有閒置空間的計畫（東縣—

20080819）」，然而由於「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受訪者提到 8所學校面臨考驗。
從官方網路的資料發現，東縣設置一處新移民學習中心、兩處樂活運動站

與兩所特色學校，與其他縣市相較略少，而縣內目前 8所裁併學校僅有招募使
用的訊息公告，對於再利用的策略仍待擬定。

（六）「樂活運動站」與發展「特色學校」為最普遍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

設置「樂活運動站」與發展「特色學校」為各縣市最積極之空間活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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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尤其是樂活運動站的設置，即使主管科表示轄內所有學校沒又閒置空間的

問題，甚至人口呈正成長的縣市，如：台南市、新竹縣，也設置多達 5至 7處
的學校樂活運動站。此外，特色學校肩負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功能，目前每個縣

市至少皆有 1所教育部補助之特色學校。
（七）推展閒置教室轉為「玩具工坊」的普遍性不高

在中央政府推動之方案計畫中，「玩具工坊」為各縣市尚未普遍的活化類

型，目前只有 6個縣市設置玩具工坊。顯示其招募及培訓銀髮志工擔任學校駐
診技師的經營方式恐有困難，對於增進社區老人自信心及社會參與能力，讓老

人與學童有互動交流、培養學童愛物惜福的習慣等仍有促進空間。

（八）閒置校舍規劃成「社區大學或部落大學」的縣市仍然有限

「社區大學或部落大學」與「政府檔案或機具倉儲管理」為各縣市政府最

少應用的空間活化類型。雖然台北縣長於其施政報告中指出，縣政府把閒置教

室活化供社區大學使用視為施政重點之一，但事實上大部分社區（部落）大學

均利用當地學校的夜間或假日等未使用之空間作為教學教室，只有利用少數閒

置教室設置社區（部落）大學行政管理處室之用，故研究結果呈現利用閒置校

舍作為社區（部落）大學的縣市仍不多見。

（九）再利用方式以「教育用途」與「場地管理維護」為優先考量的因素

「社區教育中心」與「運動設施館、露營地或公園」為最常見之活化類

型。學校自古即扮演著學習中心的角色，不但是及齡國民的學習場域，更是社

區居民學習新知與情感寄託之所在，再加上為了響應教育部近幾年推動之方案

計畫，各種社區教育中心（如：高齡學習中心、新移民學習中心等）如雨後春

筍般在各個學校中展開，故各縣市最常以設立「社區教育中心」作為一般閒置

教室再利用的策略。此外，「運動設施館、露營地或公園」為最常見之裁併學

校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手段，其中又以公園綠美化為最易於維護與管理的活化類

型，由此符應了基市科長所述：校園閒置空間要與社區合作最大問題在於場地

設施管理與維護（基隆市—20080819）。由此可見，各縣市政府與學校在從事
校園閒置空間規劃時，仍以「教育用途」與「場地管理與維護」為優先考量。

（十）結合教育、觀光與產業發展為學校空間活化的趨勢

不少縣市採取「遊學住宿」、「觀光服務或產業交流中心」的方式來活化校

園空間。受到特色學校推展遊學課程的影響，特色學校提供遊學住宿的功能，

不但適用於《都市規劃法》限制學校土地僅能作為教育用途，還能促進學校與

社區結合，兼具教育與觀光產業發展，帶動國內教育旅行風潮。此外，應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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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校舍設置生態教育農業會館、觀光資訊服務站等促進觀光與產業發展的空間

活化類型，也漸漸為各縣市政府所應用。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之研究透過訪談 22縣市教育局（處）科長對於校園閒置空間不同面向
之看法，藉此反應臺灣地區對於校園閒置空間認知與看法，以及各縣市政府網

站公布的執行資料，進行內容歸納與統整，提出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應「符應

地方需求、結合各方資源、積極整體規劃」，結論與建議詳述如下：

一、校園閒置空間界定的認知差異影響再利用推展工作

從訪談結果分析發現，目前「校園閒置空間」的定義認知問題不僅影響量

化調查結果，亦會影響各縣市在面臨掌握數據以及因應之決策。本文之研究自

2008年的田野調查訪談各縣市主管科長到至 2009年關方網路相關資料整理，
過程中發現閒置的議題逐漸發酵，相關的新聞、公告、配套計劃的出現顯示此

議題普遍受到重視。此時更需要清楚的界定閒置空間的定義使用時機及功能，

釐清「是否只要是『有在使用』或是『將要使用』就非閒置」，讓規劃者、管

理者、使用者了解校園閒置校舍及廢併校時不同的規劃使用方式，清楚的訂出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目的」、「使用者及優先順序」、「使用時機」、「基本需求考

量」才能符合活化再利用意旨。

二、由下而上的特色發展搭配由上而下的政策方案

考量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最重要原則就是符合「使用者需求」，使閒置

空間再利用產生最大意義。研究結果顯示，各縣市政府執行校園閒置空間再利

用策略時，均是因地制宜，選擇符應地方居民需求（如：高齡化、新移民、早

期療育、英語能力提升）與適合地方特色發展的策略。再利用的空間既然大多

為公共財，政府在補助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應該考慮地方上民眾的需求，並讓民

眾參與，由下而上的運作方式力於可持續的營運。此外，中央政策明確制定的

對地方發展是最重要的依據及助力，如苗栗縣受訪者認為教育部的補助計畫應

有明確方向，若已決定裁併之學校，則不宜過度發展學校特色，以免增加執行

裁併之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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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的分析結果，本文提出政策方案應該重視兩個層面：從上而下的

綱要制定帶動各地方由下而上朝多元方向發展，應促進中央統籌制定校園閒置

空間總體發展計畫，讓積極發展的縣市學校有發展先行的依據，同時重視在地

化特色需求，使地方發展有施展的空間。

三、結合教育、觀光、產業發展之閒置空間再利用

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異質化，學校因社會的趨勢而轉變，也是學校與社

區尋求共同發展的機會。從學校的角度而言，許多受訪者接提到校園閒置空間

再利用應回歸教育本質，從教育的角度來探討再利用的方向；然而從社會教育

的層面來看，以學校校舍空間為取向，往往能為學校注入新生命，亦可成為社

區教育的中心，乃甚至帶動觀光發展。透過政策的制訂以及實際推行，學校設

施亦能成為更有效益的公共空間，如苗栗縣受訪者也曾提到校園開放的可能

性。結合中央、地方、社區與民間企業的資源及人力，運用閒置空間發展大家

所關注的議題，如：在地化產業發展、永續觀光推廣、國際語言能力提升等，

充分運用全民的公共財，此不但有助於公民素養與教育品質的提升，亦可發揚

地方特色、促進社區發展。

四、積極整體規劃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

中央整體策略規劃是地方施政的準則，各部門間的整合配套則能提升空間

再利用的推展效能。訪談的過程中，多位縣市受訪者曾提出在操作上遇到「法

規限制」的難題。其中宜蘭縣、花蓮縣科長都提到法律上的限制對空間再利用

的侷限，例如學校土地依照《都市規劃法》，僅能做為教育的用途，並建議教育

部在此部分可與其他部會做協調；北縣的受訪者則建議未來規劃方向可採變更

用地。屏東縣科長也提到若收費涉及都市計畫土地利用法規問題、原住民地區

等，可能會收回土地的問題。

從日本的發展方向中可以看到一份界定清楚的《閒置教室活用指南》可以

帶動各地方的發展，美國二十一世紀學校基金會及城市學校中心（21st Century 
School Fund and Center for Cities & Schools, 2010） 也指出，在學校建築開放
結合活用上，各州應規劃完整的政策、實行綱要、經費、相關計畫及成立政府

組織，以負責全面性的發展。建議各縣市政府在進行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規劃

時，能整合教育處、城鄉發展處、地政處、財政處、工務處⋯⋯等相關部門的

協調，並結合機關或民間力量，積極國家層級整體規劃再利用策略，成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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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準則，使校園空間發揮最大效益，不再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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