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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问题意识 : 基于韩国农村的历史现实的结构性接近

Ⅱ. 事例1 : 洪城郡的建村 - 居民主导的自底向上的建村
1. 文塘里的村落活动 : 村落社区的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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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帝殖民地(1910-1945)   共同体活动也打压独立运动

2) 南北分离与韩国战争(1950), 长期的独裁  红色自卑，被拘禁

3) 快速的城市化与国土开发  农村是低工资劳动力和粮食供应基地

4) 迟来的地方自治(1992,1995)   而这对农村来说也是“给与”的成果

20世纪韩国农村历史

► “如果在村落出头就会受到伤害”

► “即使努力做事也得不到赞许”

► “努力学习到城里去出人头地”

韩国农村地区开发的起始状况

谁,
如何

解决问题?
► 内部人才较弱难以进行共同活动
► 韩国式理论书籍和事例研究书籍也不足

艰难困苦的条件

Ⅰ. 问题意识1 : 韩国农村的历史现实
 结构性认识和阶段性接近

• 韩国农村20世纪的历史经过日帝殖民地、南北分离、韩国战争、长期独裁和快速的城市化，农村居民的自治 活动也
彻底遭到镇压。地区的人才在独立运动、民主化运动和农民运动等中被枪杀或入狱的情况比比皆是。1980年대 민주
화运动의 成果로 1990年代才开始起步的地方自治也呈现出了较强的“被给予”的成果的性质。

• 因此只能感到困惑，并从这样艰难困苦的历史现实条件出发因“要由谁，应如何解决农村问题?”而苦恼。韩国农村从
这一点就与中国或日本从出发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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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问题意识2 : 行政与民间的合作关系不顺畅
 通过相互学习建立信任关系

• 1995年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团体长的选决后，选出进步倾向的市长和郡守后对此展开了努力。同时，地方议员们也开始
了新的先进条例立法活动。而且贴近地区生活现场的草根民间团体也增加了。
•但行政机构和民间的合作关系仍处于“委员会”的形式上，而未能发展为可在制度上保障政府系统的条例与决策机构(政
策协议会)或常设组织(中间支援组织）。目前正在进行行政机构与民间合作的多种实验。3农革新可称为这一努力的核
心政策。

强化相互学习的课程
使政府保持平衡

并要有意识地去实践….

忠南道、市郡、
邑面

议会
民间机构、

团体

行政
支援
系统

政策协议会

建立
民间网络

基本条例

当事人组织

综合
中间

支援组织

8个市，
7个郡

24邑137面44洞 村落、地区、社会 1177统 43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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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援草根居民活动
才会更有效、

实质性地给予帮助，

并可使地区社会

得以持续呢?

Ⅰ. 问题意识3 : 如何支援草根村落居民活动?
 强化对基础自治团体的“政策性诱导”功能

•忠南地区有15个市郡，207个邑、面、洞，以及约5500个统和里。农村村落约有4300多个。如何支援草根村落的居民
自治活动才会有助于建设有效而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呢? 
•在“草根村落存活才可以使农村生存”的指导思想下，使居民自治活自发性地发生并扩大。最近在建立行政机构和民间
团体合作来支援的政府系统。

86만세대
2백만명

社会经济

归农归村 平生学习

86万户
200万名

地区自主活动 创业共同体

地区福利
志愿者服

务
居民自治会

村子
城市再生

约5550个

村落共同体

8市7郡 24邑、137面、46洞 123洞，1970里
（法定洞里）

1777统、4300里
（行政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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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蛤等

Ⅱ. 事例1 : 洪城郡的建村
 建立居民主导的向上式村落

洪城郡的地区概要

<韩国的行政区域>
道-郡-面-里

地区概要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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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城환경农业村落
Ⅱ-1 : 文塘里的村落活动 : 村落社区的复员

• 洪城郡洪东面文塘里约有80户，200多居民分散居住在4个自然村落，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村落。
• 1970年开始了有机农业，1990年代初期开始引进了鸭子种田法，现以韩国农村代表性环保农业村落著称。2000年制
定了村落100年发展计划，作为行政项目使用，在逐渐推进居民主导的环保村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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주형로
- 1959年出生 / 洪城POOLMOO学校毕业
- 洪城文塘环保农业村落前代表 / 膝下有一男一女
- 安熙正忠南道知事特别政策助理
- 鸭子种田法的先驱。环保农业的代表
- 向故卢武铉总统传授鸭子种田法使奉花村可进行鸭
子大米生产

- 与文塘里村落居民一同推进“农村生活文物馆”、
“自然净化系统”、“环境农业教育馆”、“鸭子
大米故事庆典”等

文塘村落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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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塘里的建村项目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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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农业教育馆】
村落信息化中心，环境农业教育场，体验学习场，村落筵席等作为村落沟通和
城乡交流的平台使用。1层是有机农餐厅，供来体验的人们享受健康的食品
(2000年12月竣工)

【农村生活文物馆】
展示洪东面里搜集的农村生活用品和农具等给前来参观的儿童和展客提供可感
受并珍视过去的文化和祖先的智慧的有价值的空间 (2002年竣工)

【黄土健康体验室】
使用村落居民自己制作的黄土砖头和椽子建造的黄土房。在农闲期它可以起到
村落聚集空间的作用，也可供体验客使用
(2003年作为绿色农村村落项目建设)

【传统房屋体验场】
再现过去传统韩屋的形象建造的住宿设施，现作为传统体验和住宿空间使用
(2007年作为农村综合开发项目建设)

【环境农业历史馆】
介绍洪东地区环保农业现状和相关民间团体活动历史的空间
(2007年作为农村综合开发项目建设)

文塘村落的共同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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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农业教育与城乡交流体验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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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落,洪东
Ⅱ-2 : 洪東面的居民活动 : 展开面单位的合作组合

• 洪城郡洪东面展开包括文塘里的丰富多彩的村落活动和合作组合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使这里充满生机。从环保农业
出发的活动自2010年以后扩大到农加工和教育、文化、福利、艺术等多种领域。

• 这是农业界替代高中POOLMOO学校的创业生(毕业生)和年轻的归农归村人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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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MOO农业高等技术学校
• 教育目标 : 在圣书上一同生活的平民教育

圣书上的学校 /  基本层的平民

头与胸部以及手的和谐 / 小小的学校

无头无尾 / 与大家共同生活的地区和学校

• 日本姊妹学校 : 爱农学校、独立学园和爱珍学园等

• 1958年 建立POOLMOO农业技术学校
• 1975年 日本爱农会访韩后开始有机农业

• 1979年 得到荷兰ICCO后援建立农场和本馆

• 1983年 高中学历认证

• 2001年 开设2年制POOLMOO专业课程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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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MOO学校专业部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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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MOO学校生活合作组合
这里是使用健康生产的全麦粉烤面包，销售村子里的环
保农产品和加工产品的冠村小店
(1977年POOLMOO食品加工组合，1993年POOLMOO学校
生活合作组合)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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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村木工室
作为修缮地区农民房屋和木工教室等地区民相聚
的地方使用
(2007年开始，2008年运营阳光学屋木工教室)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作业空间可成为孩子们的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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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MOO生活合作组合与信用合作组
合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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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城女性农业人中心与冠村儿童之家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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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MAK图书馆
落实“学校与地区是一体”的思路，
建立学校与地区社会共同使用的图书馆(2011年建
馆)

基于分享、合作与携手精神，
为使居民自行解决地区问题
支援公益性居民活动
(2011年法人出台，地区中心竣工)

村落活力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与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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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聊天屋“德尔”
会员与地区居民以合作组合的方式运营的酒家，在这里
相互交流并分享表演或展览等文化项目
(2011年3月开始运营)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与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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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的新活动….

资料提供 : 洪城郡厅(2015.08)与网页

目前，洪东面里
仍在不断计划着新的活动和实验
并产生新的组织。



22

Ⅱ-3 : 洪城郡得洪城统 : 民官政府的摸索

洪城郡的建村历史

• 洪城郡是以洪东面为中心开始的“居民主导的建村”活动体验地区，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截止2015年，整体336个
村落中 중에서 79개 村落이 建村 活动에 참여하고 있다(23.5%).

• 随着洪城郡区积累相关经验，在行政方面成立了“农政企划团”(2011.10)，并作为强化民间合作的政府组织建立了“洪
城统”(2013.3)。今年为制定支援条例并建立中间支援组织在反复学习课程。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村落活动从点扩散到线和面

洪城郡建村
推进现状（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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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洪东面为中心开始的村落活动现已扩散到洪城郡整体地区，
全体人员一同参与的活动在逐渐增加。

在展开各个村落独特的活动并形成网络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24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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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与民间团体坐在一起共享信息，
思考农村发展和地区经济的问题
就相互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洪城统”于2013年3月出台。

洪城统民官政府协议体

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26资料提供: 洪城郡厅(2015.08)

洪城郡以多种民间组织和村落、行政机构合作的形式通过网络继续扩散。
其形态如同宇宙的银河系一般。
希望每一个人、村落、组织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光亮…

洪城郡的建村银河系



27建村은 평생 가야 할 길  村落이 지치지 않고 오래갈 수 있는 系统 구축

道道市市
道道郡郡

•为体现第五届民选政府希望村项目成果，并克服问题的方向出发，于2014年末整理了第二阶段体系。基本以“从行政
为中心到民间主导”、“从广域支援到市郡主导”、“从单位项目到建立支援系统”等三项战略为中心，转换行政项目的执
行方式或新引进了相关战略。
•在民选第六届政府执政4年间，按各个市郡单位制定了“建立建村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治团体系统”的未来目标。

[참고] 민선6기 희망村落 추진체계 (개념도)Ⅲ. 事例2 : 忠南道的建村
 建立民官合作政府系统

未来前景

目标

建立希望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治团体系统

居民主导的向上式
建村方式得到确立

建立贴紧村落的
支援网络

创出可持续发展的
村落成果模式

“通过广域自治团体政策性诱导起到民间与市郡的作用”
2017年希望村
典范化项目

3大项目

3大战略

扩大小规模执行项目
（希望村先行项目）

建立市郡网络
（3农革新特化项目）

广域-市郡作用分担
（广域-中间支援组织）

扩大市郡独资项目 建立市郡综合支援中心 培养活动家，交流信息

从行政中心
到民间主导

从广域支援到
由市郡主导

从单位项目
建立成支援系统

居民就是主人！！！ 草根地方自治！！! 合作与携手！！！

基本
动力 强化居民力量 行政支援系统转换 培养贴紧地区的专业组织

基于草根村落的市郡单位居民自治，共同体经济和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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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成果循环关系Ⅲ-1. 建立广域行政的融合(合作) 系统
 克服“隔断”所需的合作协议

•第六届民选政府的建村领域由农村村落支援课(村落建设组)来主导并为创出独创项目的成果典范而努力，同时还注重建
立项目关联性较强的社会经济领域和居民自治领域的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从今年3月开始，每个月举办一次油政务副知事主持的合作会议，同时有9个课长和民间人员参与并相互学习。由此可
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且合作关系将加深的话，预计将自2016年的项目开始取得成果。

社会经济
居民自治 康复企业

平生学习

归农归村
城市再生

建村

当地食品
体验修养

共同体组织 农村村落
首都
圈 村落共

同体
归农归

村
地区福利

馆小小图书
馆

文化社团

力量开发
平生
学习

居民自治

共同体公
司

互助企
业

青年创
业

康复企业 第6产业

村落企业 生协

社会性企业

合作组合

居民
共同体

居民自治

农民

体验村

据点村

田园村

弱势地
区（农）

区域项目

慢城地区
空间农村

人 土地

土

农业

建村
邑面洞

中心地区

空间开发居民自治
会

社会经济

当地食品 学校饭食

经济主体 产业经济

城市农业

城市再生

弱势地区（城）
公寓

旧城区

城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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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村落的支援行政项目在各个部门展开。忠南道为体现这些项目的特性，自2012年开始为按居民力量各个阶段来

接近而将其系统化。

• 2015年7月首次制作了资料集，并在网络BAND“忠南村落网络”公开。今后将每年更新2次，而在年末和年初举办共

同项目说明会，以此来客服行政项目的“隔断”。

Ⅲ-2. 建村行政项目的系统整理 : 支援各力量阶段村落项目
参考

适合我们村落的项目是？各力量阶段村落项目范例、
概念图

1阶段
一般村

村落项目
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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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民间
网络

政策协议会
支援条例主管窗口

(TF组事务局)

受托
法人

村落 (地区社会】

综合中间
支援组织

建村+
社会性经济+

….

居民自治会

城市再生

地区福利 创业共同体
归农归村

志愿者服务

合作组合

社会性企业
康复企业

议员 专家
室课所长 团体 代表

村落共同体

建立紧贴市郡现场型
支援系统Ⅲ-3. 支援建立市郡单位综合中间支援组织 :

建立建村与社会性经济、居民自治据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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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南内浦
革新台

礼
山

洪
城

牙山

论山

天安

泰安

舒川

保宁

青阳

2015年第一期项目

2016年第二期项目

忠南道广域区域市郡建立中间支援组织据点空间

•每15个市郡将按年度建立农村地区开发的据点空间(中间支援组织)，2015年建立5所，2016年将建立4所。此外，
2016年将在道厅所在地建立广域据点空间。
•通过这一努力将建立农村地区开发的强有力的政府系统，并系统性支援村落单位的活动，以此将成为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农村社会的巨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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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开多种草根居民自治活动  正在扩大其范围
2) 归乡归农归村(U·I转)人口增加  确认“返回农村”的意愿

3) 试图建立民间与行政机构的政府系统  在持续扩大

Ⅳ. 成果与课题, 未来的方向

1) 贴紧现场的活动为良性，建立据点空间（中间支援组织)并实现稳定化
 广域地区与基础团体合作培养地区人才并吸引外部人员

2) 以市郡自治团体单位建立强有力的民官政府系统
 结构性对应人口减少与高龄化等农村较为困难的现实

3) 3农(农业、农村、农业 )与周边领域建立合作体系(客服“隔断”)

 农村政策中建村与社会经济、居民自治、平生学习等相结合

1. 成果 : 居民主导的向上式建村

2. 未来课题 : 持续推进“即使慢一些也要走正道”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