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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及社造脈絡 

  新城社區位於新竹縣寶山鄉，鄰近寶山高爾夫球場，是一座山區裡的聚落。

平日，一輛輛由外籍移工駕駛的小巴士會從寶山鄉的各個村里開往新城社區。這

些車上載滿的是高齡長輩，而他們都要前往新城社區，參加由社區發展中心舉辦

的「共食學堂」。在這裡，長輩們有彼此認識、活動的場所，還有土風舞、花藝、

手工藝等課程可以參加。而這些老人照顧與社造的成果，竟然並非仰賴政府補助

或村里長的組織規劃，而是由一位來自海南島的外籍配偶「由下而上」的帶頭行

動，開創出新城社區的新生命。 

回顧新城社區的歷史，新城在日治時期曾經有一座寶山糖廠，它是當時台灣

少數，由台灣人自己經營的新式糖廠。事實上，在日治時期，整個大新竹地區都

跟糖業的生產與加工很有關聯。新竹最大的購物中心──巨城，它在日治時期就

是座糖廠，名稱是「日本帝國製糖株式會社」，由日本的企業、財團經營，背後

由日本殖民政府掌控；而鄰近清大的新竹科學園區，在日治時期的時候，也是一

大片的甘蔗田。當時，「竹科甘蔗田」種植的甘蔗，就用五分車、小火車運到帝

國製糖株式會社跟新城社區的寶山糖廠1。 

  然而，到了戰後，台灣的製糖產業漸漸的衰退，東區與竹東的甘蔗田隨著國

土開發被徵收並規劃為新竹科學園區。而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先是被台糖接收成為

新竹糖廠，之後又經歷了糖廠關閉成立台灣氫胺公司、氫胺公司遷廠等過程，輾

轉成為現在的巨城購物中心2。然而，寶山糖廠卻因為民間私人經營且位於山區的

原因，未能被擺入土地規劃與轉型的名單內，曾經新竹糖業的「鐵三角」之一也

開始慢慢的沒落。到了八〇年代，新城社區面臨了所有農村、鄉村地區都會遇到

的問題：產業沒落、年輕人流失、社區失去生命力...。 

  然而，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新城社區發展中心」，八〇年代失落的新城社區

及其製糖產業，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卻找回了過去社區的凝聚力與光榮感，這之間

的蛻變使我們產生兩個層次上的好奇與問題。 

  首先是「社區」層次上的問題，我們好奇：新城社區的轉型與社區營造是如

何發生並且可能？社區的成員是如何看見問題、面對問題、並且解決問題？與此

                                                      
1 謝爾庭（2021），〈風中的甜蜜記憶：新竹糖廠的歷史點滴〉，《見域》。 
2 洪致文、馮維義（2013），新竹糖廠－台灣製糖工廠百年文史地圖。取用日期：2021 年 1 月 14

日。取用自：http://map.net.tw/taisugar/item/%e6%96%b0%e7%ab%b9%e7%b3%96%e5%bb%a0/。 

http://map.net.tw/taisugar/item/%e6%96%b0%e7%ab%b9%e7%b3%96%e5%bb%a0/


同時，在新城社區營造發展的三十年間，解決了高齡化人口問題後，是否還遺留

下了其他問題？ 

  而第二個則是「歷史與產業」層次上的問題，我們想要探究：「糖」在新城

社區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糖如何串連起新城社區的過去與現在──以及最重

要的，如何指向未來？它如何替新城社區目前仍懸而未解的困境帶來轉機？ 

貳、類似個案探討 

 

 圖 1：橋頭糖廠3            圖 2：橋頭糖廠五分車4 

橋頭糖廠目前是高雄熱門的觀光景點，以五分車、糖業博物館和文創園區等

特色吸引觀光客，同時它也是社造中有名的成功案例。橋頭糖廠是由蔣耀賢先生

領導的社造計畫，藉由從整理日據時期的糖廠資料，記錄口述歷史，開辦糖業讀

書會，一步步重新了解糖廠的過往。 

事實上，橋頭糖廠曾經因為製糖產業沒落與土地規劃等因素面臨拆遷的命運。

而為了保存糖廠和老樹，他帶頭反對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和高雄捷運設站的計畫。

為此，他甚至直接住在樹屋上，阻止工程的進行。在蔣耀賢的抗爭下，高雄市政

府將橋頭糖廠設為古蹟。然而，他對橋頭糖廠「重生」的願望不只如此。蔣耀賢

更希望糖廠能由保存轉為利用，因此創立了橋仔頭文史協會和橋仔頭糖廠藝術村，

                                                      
3 取用自：https://www.taisugar.com.tw/chinese/Attractions_detail.aspx?n=10048&s=2&p=0。 

取用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4 取用自：https://www.flickr.com/photos/louisliu_tc/4689880793 

取用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https://www.taisugar.com.tw/chinese/Attractions_detail.aspx?n=10048&s=2&p=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ouisliu_tc/4689880793


吸引藝術家和遊客到此旅遊，並且與其他社造組織一起舉辦「金甘蔗攝影展」，

將橋頭糖廠及相關的歷史讓更多大眾了解5。 

透過橋頭糖廠的案例，我們大致爬梳了台灣糖業的興衰史。我們希望能由此

暸解新竹──尤其是新城社區與寶山糖廠在日治到戰後所面臨的歷史環境變遷。

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橋頭糖廠的案例，提供我們對復興寶山糖廠的參照，

並思考糖廠在現今台灣的定位以及如何突破糖業沒落的困境。 

參、研究設計與預期結果 

為了回答「新城社區的地方創生是可能？」以及「『糖』在新城社區營造的

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的問題，我們首先爬梳了新城社區與寶山糖廠的歷

史。我們透過新竹糖業發展的相關文獻、新城社區官方網站的介紹、以及網路上

關於新城社區發展中心的報導與訪談，先大致抓出時序與重要的時間點。 

之後，我們也實地走訪新城社區及其糖產相關店家，並訪問新城社區發展中

心的理事長。我們預期將先前爬輸的歷史資料與訪問紀錄及實地走訪經驗整理並

相互比對，提出我們的觀察以及看到的問題，並提出實際的方案試圖解決。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訪談內容 

1. 受訪者背景介紹：新城社區發展中心理事長 

王翎鳳小姐從中國海南島移民過來。大學的專業是國際貿易，沒有長期照顧

的專業背景，98 年來到新城社區，與當地居民相處，將專業知識帶進來，希望能

使更多居民有工作，可以更好的服務長輩，使社造活動永續經營。 

2. 內容分析 

(1). 新城社區營造的歷程是如何演進？ 

                                                      
5 李國盛（2007），〈糖廠開門──蔣耀賢的社造之旅〉，《台灣光華雜誌》。 



 民國 82 年成立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民國 92 年推動在地獨居長者關懷照顧，由發展協會自費成立 

民國 95 年配合衛生福利部建立社區關懷據點站，針對長者的照顧服務 

民國 96 年開始賣黑糖爆漿包 

民國 102 年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將六公頃的農地拿來

種甘蔗，加工成糖，達成「種植、生產、銷售」完整的產業鏈， 

 現況：推動手做課程、結合觀光旅遊 

 （取自訪談內容） 

(2). 新城社造是如何運作的？ 

 賣產品的收入的 20%會回饋到長者關懷照顧上，從民國 92 年到現在長輩到

關懷站吃飯都不用付錢，關懷站有四個交通車，若長者有需要志工可以開車接送，

鼓勵長者能夠出來走走，未來想要推動關懷照顧的永續經營，希望中高齡也有工

作可以做，比如照服員、救服員、社工、督導。 

(3). 在剛開始做社造時，當地的村里長支持或是反對？ 

 有人支持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見，都比較沒有反對，主要都是對於執行的方法

有不同的想法，那需要去了解和討論他們的想法，去盡量凝結共識或是用更好的

方法去說服他們，那首先就是要發現問題，然後做多個方案，還有進行討論，除

非對面有更好的方案，不然他們沒有理由反對。 

二、打「造」新城 

1. 造產：新城社區販賣黑糖爆漿饅頭、黑糖糕等黑糖產品和伴手禮，遊客可以參

加採收甘蔗、製糖、製作黑糖饅頭等體驗課程。 



 

圖 3：黑糖爆漿饅頭6       圖 4：新城風糖農產品（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2. 造人：新城社區有長期做獨居老人照護和專車接送的服務，照護站也有許多休

閒活動，並且提供免費午餐，鼓勵長者出來活動，而社區民眾可以參加培訓課程，

能更了解目前農村的情況和不同的知識和技術。 

                                                      
6 取用自：https://www.windsugar.com/windsugar/index.php?action=product_detail&prod_no=P0017000064051。 

取用日期：2022 年 3 月 30 日。 

圖 5：黑糖冰棒（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圖 6： 

新城社區活動中心行事曆

（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https://www.windsugar.com/windsugar/index.php?action=product_detail&prod_no=P0017000064051


 

3. 造景：園區有設立觀景台和生態池，還有一條景觀步道，可以看到甘蔗園和各

種樹種，有些地方也有設置解說立牌，不過有些地方還沒整理好，還有挖土機停

靠在旁邊。 

 

三、與類似案例比較 

 跟橋頭糖廠相比，新城社區走的觀光路線比較偏向於自然景觀，附近糖廠歷

史氣息並沒有融合進來，這點是很可惜的，產品方面，新城社區的黑糖爆漿包十

分獨特，而橋頭糖廠的台糖冰棒也十分有名，但在特色方面，新城社區就遠遠落

後於橋頭糖廠，橋頭糖廠不只以五分車做為賣點，藝術村也做的不錯，而新城社

區沒有太多能著墨的地方。 

圖 7：新城社區活動中心簡介

（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圖 8：新城風糖甘蔗田 

（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圖 9：新城風糖生態池 

（研究者何安捷拍攝） 



四、看到限制 

以上種種，顯示了新城社區在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上取得的成功。然而，根

據我們組員及其他修課同學的經驗，在我們報告新城社區前，大部分的同學皆未

聽聞新城社區與新城風糖，而在我們進入社區的當天也沒有碰上任何一組遊客。

除此之外，不只是知名度低的問題，根據我們實地走訪新城社區的觀察，新城社

區還是以老人為主，並且佔壓倒性的多數。當天我們遇到唯一稱得上「年輕」的，

只有四五十歲的理事長王翎鳳女士。顯然，新城社區老人無處可去的問題解決了，

但年輕人流失的困境仍硬生生地擺在眼前。 

五、做到圓滿 

為了突破這個困境，我們組別就設計了「新竹黑糖節」的活動方案。如上所

述，新竹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其實是個產糖重鎮。包括竹科、巨城都跟糖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想要畫出一個新竹糖業地圖，把過去跟現在，跟新竹糖業發展相關的

地點給標出來，也會標出一些在巨城跟竹科附近，原料用新城糖廠產的黑糖的飲

料店。讓大家知道說，新竹跟糖的關係，也讓大家知道新竹有座很厲害的新城糖

廠。 

 

圖 10：新竹糖業地圖（研究者曾浚洋繪製） 



伍、結論與建議 

原本並沒有明確的規劃要如何從新城風糖這塊土地上取得我們要的資訊，在

我們大致拍完我們的素材後，碰巧一位內部成員要向我們介紹這邊的歷史，一談

才知她便是新城風糖的執行長王翎鳳女士。在她向我們娓娓道來新城風糖的歷史

後，我們又得到更深一步的資訊，且對先前所觀察到的一些獎項，都有更全然的

了解。王執行長也不吝分享自己的故事，且大方的讓我們錄音方便我們回去做資

訊的統整。新城風糖即使歷史不到非常悠久，但以六造的理論來看已算是一個完

整的案例。人的方面以社區中的老人為建構，當地的糖廠文化也延續了下來，地

景雖然不到獨樹一幟，卻也是有著與產業關聯的甘蔗田。產業方面也是他們最讓

更多人認識的部分，一夕竄紅的黑糖爆漿包便是鐵證。造約部份我個人認為相當

成功，非常完整的規劃與系統使當地老人都能得到照護。儘管在前面幾年有王執

行長有上一些節目介紹新城風糖，不過現今傳播媒體對於這塊似乎沒那麼看中，

不禁讓人有了些落寞的感覺。雖然僅釐清華不遠的車程，但在參與這次報告之前

對新城風糖可是從未有耳聞，因此建議在造勢這塊能放更多的心力，不只產業也

要將社區的理念傳送給更多的人。 

陸、反思 

陳仲勝： 

在此次實地探訪後，才驚覺原來生活周遭就有一個對社區那麼大的愛，騎

車幾里路，便到一處充滿愛與關懷的所在，期許自己有德有能後也能至少是左

鄰右舍心中能引起反思的存在。 

何安捷： 

新城社區成功的將黑糖產業和老人照顧結合，並且朝向永續化經營邁進，

證明了就算沒有政府的補助，只要每個人努力並且多溝通，社造也是可以做得

很好。 

曾浚洋： 

解決社區高齡化問題不能只是推動長照、由政府補助不斷地支出。要由下

而上、從社區發展永續經營才能「環境、經濟、社會一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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