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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建議與結論 

第一節 研究建議 

1. 對政治企業家--建商蔡聰明先生的建議 

總合訪談的結果，夢想社區居民大多認為蔡聰明先生是一個很有理想、做事

情很有熱忱，並對自己的夢想付諸行動的人。蔡聰明為了實踐夢想嘉年華活動，

符合 Frohlich 與 Oppenheimer對政治企業家的定義，蔡聰明投資自己的時間、

說服社區居民，整併資源去協調、結合其他的藝術家，以舉辦夢想嘉年華。但是

其想要打造一流社區的夢想，卻必須要讓活動與社區居民產生情感的連結，並且

是自發性的參與和認同，社區營造才能有延續的可能。因此，代表政治企業家的

蔡聰明先生，在打造社區的同時，本研究提供幾點建議作為參考: 

(一) 尊重社區居民的選擇：每位家戶的職業不同、工作休息時間不同、放假的

安排各有喜好、對藝術的認知也各有觀感，因此，當政治企業家無法說服

居民參與時，也要尊重別人的立場，而非認為沒參加夢想嘉年華就不愛社

區，或是人們的身心被禁固在世俗中、甚至否定別人的人生觀等等，因為

每人有不同的經濟壓力和現實的考量，蔡聰明先生也需體諒。 

(二) 接納社區不同的聲音並做改善：有些社區居民認為舉辦一些夜間的活動很

吵雜，希望能控制一下音量和時間；也有人反應夢想嘉年華遊行踩街後的

派對，藝術家喝酒狂歡，導致隔天早上社區隨處可見啤酒罐，影響社區觀

瞻。建議蔡聰明先生在辦夜間活動時，能加強隔音設施，而在嘉年華晚會

後，儘速清裡現場，還給社區居民整潔的生活空間。 

(三) 願意和社區居民集思廣益：既然打著社區營造之名，就不能沒有社區參與

之實。既然要在夢想社區辦活動，除了鼓勵民眾的參加之外，更需要在開

始之初就和居民商議該怎麼辦活動提升社區意識、如何動員、場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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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社區營造的成型不該是一個人的決定，居民間彼此凝聚共識的過程

更形可貴。換句話說，未來夢想嘉年華的舉辦，蔡聰明先生應該多和社區

民眾集思廣益，取得共識及活動造成社區不便的諒解，避免一意孤行。 

(四) 關懷社區的切身需求：對蔡聰明先生來說，社區內最重要的事就是一年一

度的夢想嘉年華活動，所以蔡先生傾全力辦理，但對社區居民而言，漏水、

排煙管的問題，是每天生活都會遇到的，居民看重的程度可能比有無參與

夢想嘉年華還高。蔡聰明如果身為夢想社區的大家長，除了完成自己的心

願和夢想之外，也應實際體會居民的困難並協助解決，讓社區居民感受到

蔡先生對社區的關心。 

2. 對夢想基金會的建議 

(一) 釐清基金會的角色：確立夢想基金會的定位為藝術扎根的單位，切割其與

松原建設過於密切的不良觀感，基金會不該是替松原建設做事或宣傳的打手，應

屬獨立運作的非政府組織。 

(二) 財務、組織透明化：基金會裡頭的主要員工，大量的與松原建設重疊，其

財務流向也不夠明確，收入與支出沒有對外公開，本研究建議基金會的組織結構

應當分工明確，人力應確實與松原建設分開，財務部分的補助或捐款所得，以及

經營才藝班和餐飲業的收入，也應交代明確，以昭公信。 

(三) 徵募社區志工與教育訓練：建議基金會可以培育長期的社區志工，除了能

讓社區居民更了解基金會的運作，為基金會的理念而努力，也能讓社區居民去影

響其他的鄰居，共同加入基金會志工的行列，對於基金會和社區居民共識的凝聚

也收雙贏之效。 

(四) 少一點社區宣傳、多一點實際互動：夢想基金會在社區舉辦的活動，雖是

主辦單位，但參加者常常外來者眾，社區民眾少，建議多與社區居民互動，討論

舉辦活動的主題並且傾聽社區居民想要怎樣的活動，如果辦些居民喜歡的活動，



 3

相信社區民眾的參與率會提升，可解決對外有名，但社區內部參與率不高的窘

境。除此之外，基金會與社區也是好鄰居的關係，建議在才藝班的經營和中西餐

館的經營上，若能給予志工或社區居民優惠，也能達到收買人心之效。 

3. 對社區居民的建議 

(一)關心公共事務：可從參與住戶大會開始，切實反應社區所需修繕和改進的軟

硬體設施，透過協商討論提出建言和解決方案。若有不克出席者，也可填寫建議

單，表達對社區的關心。 

(二)積極參與社區活動：只要在社區舉辦的活動，大家都可藉由多多參與達到與

人交流、增進親子關係、認識鄰居的目的，有助社區居民彼此間的交流，也有益

凝聚社區共識。 

(三)創造特殊性凝聚共識：社區要產生共識，首要之物就是此特殊性必須是經由

社區居民所共同商討出來的結果，所以大家願意去實踐它，而非經由一人所願而

決定。居民共同找出土地、歷史的根源，傳承舊傳統或發揮新創意，發掘最能代

表社區特殊性的文化，讓一講到此就想到社區，而社區居民也能以此為傲。 

(四)成立社區發展協會：夢想社區現有的三棟住宅「東湖畔」、「青梅竹馬」、「花

好月圓」各有各的管委會，但三者間並沒有一個更高一層的協調組織，以至於在

社區整體的發展上，容易落入各管各的窘境，難以統整，若要辦活動爭取資源或

補助，也缺乏單一窗口。因此，如果能成立社區發展協會，徵求志工，並延攬社

區熱心人士集思廣益，營造生活學習的聚落，共同行銷社區，也有利爭取政府資

源與補助。 

第二節 研究結論 

(一) 夢想嘉年華的形成：夢想嘉年華從 2002 年開始舉辦，形成原因為建商蔡聰

明先生想要在自己老家的土地上蓋房子，打造一流的社區，他靠著自己對

藝術的夢想和喜好，獨自一人有了落實生活藝術、創造夢想嘉年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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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開始去說服別人認同他的想法，社區居民陸陸續續加入夢想嘉年

華，這個活動也從一開始在社區週遭遊街，慢慢加入周邊其他社區、學校、

社團的參與，而最近兩屆更有許多遠從花東、屏東等中南部北上共襄盛舉

的學校或社團，遊街範圍也從社區擴張到汐止市，再跨內湖，今年(2007)則

挺進凱達格蘭大道舉行。從 2002年起到 2005年，夢想社區都有製作代表社

區的花車遊行，但至 2006 年，因為社區與蔡聰明先生理念相異，夢想社區

就不再製作遊街花車。因此，夢想嘉年華形成最特殊的地方有兩處：一是

蔡聰明先生「一個人」一手創造，另一處是夢想嘉年華是一個「無中生有」

的產物，與當地的歷史脈絡、文化淵源等毫不相干。換句話說，夢想嘉年

華活動是蔡聰明一個人蹦出來的想法，然後付諸實踐而成形。參與的民眾

大多數是傾向 Wilson 組織誘因系統裡所說的理想性誘因和群聚性誘因，一

方面認為能夠參與創作親近藝術是件好事，另一方面也是帶小孩來消磨時

間，拉進和鄰居的距離。 

(二) 建商蔡聰明先生扮演的政治企業家角色：在夢想嘉年華的集體行動中，蔡

先生符合「政治企業家」的精神，蔡聰明先生發現機會，從事創新，他籌

集、利用資源，結合國內外的藝術家和團體，一手打造夢想嘉年華。他付

出自己的時間、精力去說服別人、甚至包括家人的不諒解，他提出了「可

以學習英文」的選擇性誘因，誘使家長帶著孩子來參加。蔡先生屬於利己

型的政治企業家，夢想嘉年華一方面滿足他個人成就、帶來權威、頌揚和

名望，為社區帶來許多無形效益等的非物質報酬，另一方面，夢想嘉年華

也拉抬了當地的房價，有助其銷售更多房屋，得到更多金錢上的物質報酬。 

(三) 夢想嘉年華造福了誰？夢想嘉年華打響了夢想社區的名號，新聞媒體的播

放讓它在汐止及東湖、內湖等地變得很有名氣，住在社區的人也都感到與

有榮焉。因為夢想嘉年華的宣傳行銷，造成當地的房價維持不錯的水準，

對夢想社區的住戶來說，房屋達到保值或投資的效果，尤其在夢想嘉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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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定的知名度後，夢想社區的居民可說是極大的受惠者，因為儘管這

幾年夢想社區沒有推派代表參加，但因為夢想嘉年華的名聲而拉抬房價的

影響卻不會因此減少，也就是說，夢想社區的居民即使搭便車，照樣享受

夢想嘉年華帶來的利益。另一位受惠者就是蔡聰明先生，因為如上所述，

蔡先生除了藉此滿足自身的夢想，獲得成就感，也為自己和其所建造的夢

想社區打開了知名度，夢想社區變成詢問度很高的地方，也為其即將興建

好要銷售的第四期房子拉抬身價。因此，不論是對個人的聲望或金錢的報

酬，蔡先生都可以藉夢想嘉年華達成有形和無形的收穫。 

因此，政治企業家的蔡先生，一手打造夢想嘉年華，此一集體行動，打響夢

想社區的名號，拉抬夢想社區的房價，直接回饋在政治企業家本身和夢想社區居

民上，形成一個互惠的循環，有利夢想嘉年華的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