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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區資源的經營 

在人類生活文化發展史中，社區是人們社會群聚生活中最基本的單元。任何

社會家庭、文化的發展必須紮根於社區，使民眾建立社區意識，同心協力關心自

己的家園並且願意積極參與社區相關活動，社區才能永續發展。 

社區雖然是最基層、規模最小的人民團體，卻是國家社會建設最重要的基礎

（李增祿，1995）；社區大多以地理性、結構式、空間的有形區域為主；亦即住

在某一特定地區的一群人或是這群人生活所在地區。所謂資源是指可以滿足人類

生活所需之人、事、物、具體或抽象知識、信仰態度及社會制度均可視之(李宗

派，2000)。所謂社區資源是指社區內可以加以運用及整合的有形與無形資源，

有形方面包含人力、物力、財力等看得見的要素。無形資源則包含社區意識、倫

理、參與、責任感等要素。社區意識指的是居住某一社區的人們對該社區產生一

種心理上的認同感，即歸屬感。這樣他對社區建設成就必定產生榮辱與共的感

覺，更願意為社區事務盡心盡力（林振春，1995；李增祿，1995；徐震，1995）。

這種歸屬感來自於社區居民共同擁有利益、服務、問題、需求及環境，進而產生

共同的意識，這種意識是社區建設的動力，社區發展的基石(黃富順，1994)。 

社區發展是攸關每一個人的切身問題，在要求社區福利的同時，社區居民也

應該能夠自主地經營自己的社區生活，凡是涉及社區福祉的問題，絕大部分都應

該由社區居民透過群體的組織力量來處理，這樣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要讓

社區居民能夠自動管理自己的社區，首先，必須由居民自己組成一個具有約束力

的社會組織，居民本身則要具備相當強烈的社區成員意識和主體意識。一旦大家

都有了共識，願意積極參與，社區生活共同體很快就可以自然形成，社區有關的

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 

貳、社區資源的種類 

為了因應社區需要，滿足社區需求之所有足以轉化成具體服務內涵的一

切，都可稱之為資源。一般來說，社區資源可以分為有形的物質資源與無形的精

神資源，這些資源類型可區分為（黃源協，民 90）： 

除了設立組織之外，為了促進社區工作的推展，適當的尋找並結合有關的

資源，並加以分類妥善的運用，是經營成功服務社區的不二法門。以下即分別說

明之。 

1.人力資源：人力是推動社區福利工作首要重點，這種人力可能包括：專

業社區社工員、社區領袖、社區居民、以及社區志工。這些人力需

要由人加以整合，並依工作所需和專長予以分工，以形成可相互支

援之工作團隊。 

2.物力資源：物力是社區福利工作的基礎，包括有：天然資源、機構團體、

社區活動中心、公告欄、公園、社區圖書館、康樂台、守望相助站、

寺廟、教堂、學校、醫院以及各種可供推動社區福利的各種場所。 

3．財力資源：財力是推動社會福利工作的工具，包括有：政府部門的補助、

募款與捐款所得、天然資源的收入、基金孳息以及財產收入等。 



 

 

4.人文資源：人文資源是社會福利工作的動力，包恬有：社區倫理、道德

觀、傳統精神、參與感、責任感、榮譽感、社區風氣、社區藝術以

及相關的人文機構。 

  

無形的資源需要靠社區人士在社區組織和發展的過程中培養，而有形的資源

可能來自於四個部門：（1）政府部門；（2）市場；（3）志願部門；（4）非正式部

門。若針對前述的四個部門可進一步加以區分為非正式部門與正式部門，即除政

府、商業和志願部門是為正式部門，而家庭、鄰里以及朋友則構成非正式部門。

對社區的福利提供而言，這四個部門皆有其各自的功能與重要性。此外，更重要

的是，要如何才能使得這四個部門能相互搭配，以發揮更大的效果，這也就牽涉

到資源的連結，亦即資源網路的建構。 

參、社區資源調查 

社區調查研究，主要的意義是以社區為基本單位，對人們居住的社區以及

行為、生活型態、溝通模式、組織等做深入的探究（陳宇嘉，民 87），其目的

是為了要了解社區特性，所存在的問題及需求，以便促進社區居民的幸福生

活。因此，社區調查研究對社區工作或社區行動在三個不同層次上提供了有力

的支援工作，因為社區研究好比一個工程的基礎工作一樣，它為社區工作奠基： 

（一）社區背景調查：對社區一般性的研究，如自然環境、地質地形、氣候、

植物生態以及各種社區組織、結構、人際網絡等社會人文生態。 

（二）社區問題及需求探索調查：針對目前社區現況，找出已存在之問題，以便

提出可能之社區行動。 

（三）社區行動研究：針對不同社區行動方法、策略，找出一條最可能並最適

當實施之方案，使社區行動可以圓滿而順利地達成。 

往往許多社區參與者誤以為社區調查研究只是在做事前調查或靜態調，這

是種誤解。事實上，社區調查研究在社區行動及決策上的研究更具非傳統地創造

性，特別在現代化民主社會當中有更重要的意義。比如最近在臺灣興起的消費者

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不只喚起民眾意識及認知，更重要的是動員義工投

入這種行動的行列上，所以在社區行動的過程及策略之研究已形成現代化社會中

最被偏重的一個社會工作階段。 

 社區調查研究包含六大結構，這六結構是構成現代社區最重要的六個要素，

任何一個社區工作員均不能忽略某一部分而仍可使社區工作進行順暢，此六結構

分述如下（陳宇嘉，民 87）： 

1.社區人口特質：社區中最重要及最基本的要素。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表

現了那些特質或潛力？人口特質包括人口數量、性比例、年齡 、職業

組成、行業分化、人口成長指數、出生年率、死亡率、結婚率、離婚現

象。人口特質之研究，可以使社區工作推行者了解到一個社區方案應為



 

 

那些人服務？可動員那些年齡的人（兒童、青少年、成年或老人）？那

些行業的人需要那些服務？ 

2.社區自然環境：自然環境是外在獨立存在的條件，往往因人類的破壞

而導致改變。社區自然環境可以善加利用而成為社區中有利的因素如地

形、農業品、生物體系、植物體系、季節氣候、土地等。對社區自然環

境之研究，及深入了解，可以使社區行動更能配合季節、地方自然資源

之特性，可以用最低成本，最少的自然阻力，而達最大的成效。 

3.社區文化及歷史特質：任何一社區均有其獨特的一段歷史及特定的文

化體系。此種歷史傳承及文化體系已成為一個社區的行動規範並展現了

社區特色。社區成員必須尊重地方之特色，並善用有利的文化因素，推

展社區行動，避免違反當地的禁忌、規範、或破壞當地民俗。 

4.社區經濟特質：社區中的經濟型態如何？其營生組織體系如何？社區

經濟特質表現出一地區的生活水準、職業分類、產業結構、貧富差距、

消費水準及可動用資源等。 

5.社區生活型態：生活型態顯示一個社區獨特的休閒方式、家庭生活、

社區活動、教育價值、娛樂方式及各種工作方式。社區行動方案必須配

合社區特有型態來舉辦，才能為民眾所接受。 

6.社區互動體系：如果把前面五個結構當做一個事件的背景（或條件），則社

區互動體系可視為一個事件的真實內容及與主題。對社區互動體系的研究，

主要有社區中的溝通模式、組織架構、權力分配、鄰里互助、人際關係、親

屬結構、家族體系及各種有關的社會網路。 

肆、建構社區資源網絡的思考 

建構社區資源網絡可說是有效「媒合需要與服務提供」的過程，它是一件

不易的工程與過程。為使得所建構的資源網絡能符合社區的需求，在建構之前可

先想想下列一些問題，並思考可以怎麼做（黃源協、民 90）： 

 

1.先探討社區中的需要是什麼？這些需求是如何被決定的？這是不是

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2.用什麼方法來滿足這些需求比較好？可以有哪些方式或計畫來滿足

這些需求？ 

3.運用這個計畫需要哪些資源？資源的性質與類別是什麼？貢獻與投

注的資源是時間、精力、金錢、社會關係、或是其它資源？ 

4.社區中現在有哪些資源？這些資源主要是投注在哪些活動或服務

上？服務或活動的方式、服務方案種類與服務內容為何？這些資源

是怎麼被挖掘的？掌握資源的這些人他們的動機與期望為何？ 

5.具體而言，公部門、私人企業、公益社團與財團法人、社區與家庭

所參與的服務，在人力、資金要資訊…等之間如何聯繫與整合？有



 

 

沒有資源重複與浪費的現象？ 

6.這些資源可能彼此相互配合嗎？彼此間是否有良好的溝通管道及網

絡？有什麼困難存其間？應該怎進樣進行處理比較好？ 

7.有沒有必要設立專責機構與網絡系統，以整合人力、方案、資訊、

諮詢…等？如果要設立的話，此專責機構與網絡應該具備什麼特質

或機制？要怎樣設立？有誰可以來幫助建構資源或帶領資源的建

構，以及維持網絡的運行？ 

8. 社區應建立人才資料庫，主動發掘人才、了解區內工商界的情況，鼓

勵他們參與，或提供協助很多人具有服務與助人的熱心與本能，如何發

掘是當務之急與工作重點之一。 

 

伍、社區裡的資源網絡內涵 

    國內許多社區已能用圖示或表格來呈現社區的相關資源、類型、位置及基本

資料的建立，因此有助於社區去思考討論，並規劃社區年度工作的財源與進行方

式。例如屏東市崇蘭社區就能結合內部資源（志工、警察、規劃師、建築師），

外部資源如（慈濟基金會、殘障服務協會）、（蕭珍文化基金會、環境藝術讀書會）、

（屏東市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基督教醫院）、簡易太極拳分會、（昌黎殿管理委員

會、屏東高中、崇蘭國小），針對民眾的需求提供服務，共同為社區的進步而努

力。 

  此外，許多社區皆已運用資源分析表來呈現社區的特色並善加使用。例如，

彰化縣大村社區將資源名稱及可協助事項以表格方式呈現；彰化市成功社區的資

源分佈圖；嘉義縣社區將環境人口基本資料、產學分析、特殊需求，均詳細陳述。

台南市溪仔墘社區運用ＳＷＯＴ模式加上文化資源、自然資源、產業資源、景觀

資源、人力資源的介紹使社區能對現況與問題加以分析並探討改進與整合之道。 

 

（一）彰化縣大村鄉大村社區 

  （二）彰化市成功社區 

  （三）嘉義縣民雄鄉福興社區 

  （四）台南市溪仔墘社區 

  （五）屏東市崇蘭社區 

 （六）彰化縣福興鄉社尾社區 



 

 

 

表一、彰化縣大村鄉  大村社區內資源分析表 

單位分類 機關團體名稱 可協助事項 

行政單位 大村鄉公所 

大村鄉戶政事務所 

社區事務之行政指導和協助、活動場地器材使用。 

1.福利人口群之提供。 

2.外籍配偶相關法規之諮詢講授。 

治安單位 大村分駐所 1.防患青少年犯罪宣導活動 

2.家暴防治宣導 

3.協助社區建構安全防護網 

消防單位 大村消防分隊 防災、救災、逃生、救生之演練、講座 

金融機構 鄉農會大村分部 

大村郵局 

活動經費贊助及人力支援 

醫療院所 大村鄉衛生所 

郭綜合大村分院 

黃建成診所 

益壽中醫診所 

王世全診所 

健富牙醫 

公所前牙醫 

1.健康講座講師 

2.護理人員 

3.醫療器材 

廟宇 大庄慈雲寺 人力、物力、財力支援 

社教團體 大庄社教站 協辦會務人力支援 

體育團體 大村鄉體育會 協辦會務人力支援及宣導 

慈善團體 大村蓮.心獅子會 人力、物力或財力支援 

教育機構 大村國小 1.講師 

2.教室可供研習 

3.操場做為健康操帶動 

4.器材相借 

5.系列活動人力配合 

 



 

 

表二、大村社區資源運用說明表 

 

單位名稱 運用說明 

大村鄉公所 社區事務之行政指導和協助，配合良好 

黃建成診所 94/8/8 本會協辦中央健保局中區分局主辦之「健康捕

手—社區巡迴講座」邀請黃建成醫師主講。 

大村鄉衛生所 94/11/20 大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揭牌典禮，邀請兩位護

理人員做量血壓服務。 

94/12/18 邀請兩位護理員辦理志工在職訓練，談高血壓

和飲食的關係，並教導水銀血壓計之操作。 

郭醫院大村分院 94/12/9 老人健康講座，邀請林炯郁醫師 

主講：老人醫學與保健 

94/12/18 老人健康講座，邀請林慧文醫師 

主講：糖尿病與高血壓的飲食 

大村蓮心獅子會 贊助第二兒童公園休閒運動器材 3組，經費 88000 元 

大庄慈雲寺 每年補助社區長壽俱樂部辦理慶生會 50000 元。 

慈雲寺志工協助本會辦理「慶端午—溫韾粽香情」包粽

子比賽全部材料之製作（分 20 組計 120 人參賽） 

前庭和後花園提供社區老人休閒的好所在 

大庄社教站 協助本會辦理「慶端午—溫韾粽香情」親子製作香包活

動和包粽子比賽(95/5/27 下午)及當晚之摸彩活動 

大村國小 配合本會慶端午活動發動 2百多位學童報名親子製作香

包，社區簡報投影機相借。 

大村消防分隊 協助社區辦理消防逃生演練及 CPR 急救訓練 

大村鄉體育會 響應本會健康促進活動之推行，由本會理事長張沈秀治

每天清晨固定在大村國小做健康操帶動。 

常務理事長賴修德每星期二、四、六晚上在社區活動中

心做白鶴拳教導。 

大村鄉農會 本會辦理各類活動之經費贊助 

大村分駐所 配合社區建構社區安全防護網 

社區主要路口監視器之安裝如下： 

大仁路一段 16 號前 2支 

大仁路一段喜美超市前 2支 

大仁路大溪路口 4支 

大義街大村國小後門 2支 

中正西路茄苳路口 6支 

大溪路郵局前 6支 

中正路大村國小大門前 2支 



 

 

圖一、彰化市成功社區生態資源分佈圖 

 

     

 

 

 

 

 

 

 

 

 

 

 

 

 

 

 

 

 

 

 

 

 

 

 

 

 

 

 

  彰化市 
 成功社區 

彰化縣平和國民小學 
彰化縣南郭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安國民中學 
彰化縣彰化高級中學 
國立彰化高商 
彰化建國技術學院 

肯德基、天香回味火鍋 
達美樂披薩、松戶日本料理 
大廟口餐廳、金卦山餐廳 
桂都餐廳、歡樂牛排館 
大埔鐵板燒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社會局 
彰化縣環保局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體育廠 

彰化市民族派出所 

彰化市秀傳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漢銘醫院 
彰化市衛生所 
林內科診所 

彰化市清潔隊 

尚豪藥局 
四知藥局 

彰化縣國稅局 
彰化縣稅捐處 

裕毛屋超市 
7-11 便利超商 
九如大賣廠 

彰化市南瑤郵局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彰化第二信用合作社 
台中商業銀行 

彰化南瑤宮 
彰化市鄭成功廟 
彰化市廣真府 

 

 



 

 

範例一、社區基本資料與資源分析 

 

嘉義縣民雄鄉 

一、社區基本資料分析 

◎嘉義縣福興社區社區基本資料分析 

（一）社區範圍：3.09平方公里 

（二）社區行政組織：福興村／里 

（三）自治組織：民雄鄉（鎮、市）福興社區發展協會 

      成立日期：85年10月21日，立案字號：嘉府社行字第 137043 號

      理事長姓名：劉文渠 任期：93.10.1至97.9.30

      會址：嘉義縣民雄鄉福興村 20 之 2 號 

 (四) 社區人口數： 

1、人口總數：2467人 

2、成年人口數：1922人(18 歲以上)，佔總人口數的比例：77.9％。 

3、老年人口數：256人(65 歲以上)，佔總人口數的比例：10.4％。 

4、青少年人口數：202人(12 歲至 18 歲)，佔總人口數的比例：8.2％。 

5、兒童人口數：87人(12 歲以下)，佔總人口數的比例：3.5％。 

6、社區發展協會及其活動組織會員人數： 

(1)社區發展協會會員人數：102人 

(2)長壽俱樂部會員人數：163 人 

(3)媽媽教室會員數：36 人 

(4)爸爸交誼廳會員人數：32 人 

(5)其他：志願服務隊 56 人、朴子溪環保隊 22 人、兒童陶笛班 24 人。 

◎社區產業分析： 

(一)居民的主要經濟來源：務農，主要作物水稻、蔬果。 

(二)傳統產業及文物：主要產業結構以農為主，農作有水稻、四季蔬果等，信仰 

  中心為廣興宮，主祀玄天上帝，每年農曆三月初三為社區村民信徒祭拜節日。 

◎社區特殊需求分析： 

(一)新在地媳婦家戶數：12 戶，計 12 人。 

(二)獨居老人人數：6人。 

(三)身心障礙人口數：（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185 人，佔總人口數的比例：7.5％ 

(四)行動不便或患有慢性疾病人口數：156 人 

(五)單親家庭戶數 7；兒童數 7人（由單親父／母一方照顧）。 

(六)隔代教養戶數 4戶；兒童數 10 人（平常全天由祖父母照顧者）。 

(七)低收入戶數：9戶；一款：0戶；二款：0戶；三款：9戶。 

◎社區資源分析： 

(一)鄰近的學校：興中國小、嘉義大學、中正大學、吳鳳技術學院等。 



 

 

(二)鄰近的醫療資源：民雄衛生所、嘉基醫院、嘉民診所、奕安診所。 

(三)社區內的其他非營利組織：無。 

(四)社區內的企業主：（例如台糖、台鹽、台塑等）大榮貨運、貴台企業、兆赫 

  電子、亨澤企業、高桿高爾夫球練習場。 

(五)社區目前已結合運用的資源：（贊助會員） 

  大榮貨運、貴台企業、兆赫電子、亨澤企業、高桿高爾夫球練習場。 

◎綜合建議： 

(一)有感於社區老人人口逐漸增加，相對於老人福利無法突破亦無法帶給社區老 

  人身心方面之寄託，故宜成立老人日間照顧中心，全方位的為社區老人提供 

  照顧。 

(二)本社區為極傳統之農業社區，人文藝術貧瘠，故應結合運用社區現有資源， 

  發展社區產業特色及培養社區居民對人文藝術的認知與涵養。 

 

範例二、台南市溪仔墘社區 

壹、社區資源 

一、內部優勢 

１、文化資源 

  溪仔墘社區內擁有傳統民俗藝術，因應 94 年社區營造計畫被發掘出來，是 

  社區最珍貴的文化資產，對社區未來人文教育的發展，有其重要定位。 

（１）「金紋燕歌仔戲團」－屬傳統戲曲，是社區的文化資產。 

（２）法仔鼓隊－為社區內「金勝堂」所有，於廟會節慶奉神演藝用，願配合社 

   區推廣傳統文化。 

（３）茶藝社－社區居民閒暇聚集而成，已發展為社區溫馨小站。 

（４）藝文資源－有音樂老師、攝影師等。 

（５）社區擊鼓樂團－甫成軍，為社區老少認同，正積極訓練中。 

２、自然資源： 

（１）溪仔墘社區坐擁鹽水溪、嘉南大圳兩大水系資源，有豐富的水文資源，南 

   邊緊鄰鹽水溪，擁有一片無價寶藏－即紅樹林溼地生態，枯水期呈現寬敞 

   的河川綠地，獲居民維護的共識：北濱嘉南大圳，岸邊河堤綠地營造社區 

   綠色步道。 

（２）兩條河流孕育台江文史，文化意涵深厚，鹽水溪源自許縣溪，台江內海淤 

   積前是通往新化（大目降）洋仔港的重要航道，隱藏著台灣先民（西拉雅 

   族）遷移的痕跡；而嘉南大圳從日治時期更肩負嘉南平原農業的經濟命脈 

   至今，更有其不可磨滅的歷史、經濟地位，兩者皆為台江風景不可或缺的 

   要角。 

３、產業資源： 



 

 

  本社區在居民的全力爭取之下，配合海佃商圈促進會，於 92 年即已規劃營 

  造【海佃生活軸】，可說是溪仔墘社區的重要產業資源，亦是安南區的商業 

  經濟動脈！ 

４、景觀資源： 

（１）鹽水溪、嘉南大圳親水景觀 

   93 年通過安南區海佃生活軸風貌改善計畫－鹽水溪藝文景觀平台設計 

   案，現已建置完工，提供溪仔墘社區優質的藝文休閒活動空間；日落黃昏，  

   佇足河堤，觀賞紅樹依水、夕照近晚美景，更引人夕陽無限好之嘆，是溪 

   仔墘社區居民的一大福氣。 

（２）社區新綠景 

   93 年藉地區環境改造，結合社區民眾的力量，用心規劃營造出來的一處 

   珍貴社區綠地－Ｌ․Ｐ公園－是人口密集的溪仔墘社區的新景點及環境 

   教育資源。 

   94 年度通過健康學區大步走六星計畫，改善鹽水溪防波堤景觀，發動居 

   民植下燦爛的太陽花；憑增河堤景觀。 

（３）海佃商圈 

   每逢節慶，海佃路分隔島數上裝飾的小燈泡，火樹銀花，引人遐思，營造 

   海佃商圈的迷人夜景。 

（４）溪仔墘社區活動中心 

   即將於 97 年完成的社區活動中心將是社區居民未來的活動空間，設計精 

   緻，具景觀特色，日後結合周遭公園綠地，必成為社區新地景；活動中心 

   的建成將成為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的中心，同時扮演凝聚居民向心力的精神 

   象徵。 

５、人力資源 

（１）生產力高 

   社區居民青壯年佔社區人口的 80％，年輕化的人力，衝勁夠、思維新， 

   對社區公共事務共識高、參與意願熱絡，提供社區發展相當大的優勢。 

（２）社團蓬勃 

   社區發展協會、里辦公處以下所屬之團隊組織有巡守隊、環保志工隊、滅 

   蚊大隊、健走隊、自行車隊、青少年籃球隊、長壽會、歌唱會、土風舞班、 

   社區血壓站等等社區組織；另因應未來社區發展的海佃商圈促進會，具傳 

   統文化的歌仔戲團、法仔鼓隊、音樂教室等，更為社區注入濃厚的藝文氣 

   息。 

（３）人力分工 

  ※溪仔墘社區發展協會－由鄭吉泰理事長為首，帶領團隊幹部會員百餘人， 

   共同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溪墘里辦公處－由曹清忠里長領軍，轄 24 鄰長幹部，統籌社區行政、環 

   境及志工團隊，協助社區軟硬體發展及公部門政策推動。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隊員共 26 人，擔任社區巡守任務，協助社區治安 

   維護、推動警政宣導不遺餘力；定期接受治安、救災、救難、防護等相關 

   技術的訓練。 

  ※社區環保志工隊－以陳英月為隊長帶領志工 70 多人，共同為提升社區健 

   康環境指標努力。 

  ※媽媽班教室－為因應活動中心的建成，籌備媽媽班教室，並推派社區熱心 

   媽媽志工，赴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接受人才培訓。 

  ※商圈促進會－因應海佃生活軸的推動，籌備海佃商圈促進會，是社區商圈 

   發展的推手，未來結合社區動態，共創溪仔墘社區的發展願景。 

  ※社區關懷據點－為社區未雨綢繆，因應社區高齡化的趨勢，藉福利化社區 

   政策之推動，成立社區關懷據點，協助關懷照顧老人及弱勢民眾。 

※ 另轄屬社區發展協會下有血壓站、長壽會、歌唱班、青少年志工隊、河

川巡守隊、腳踏車健騎隊….等等。 

二、內部劣勢 

１、河川嚴重污染 

（１）因位於鹽水溪涉及第六河川局管轄條令，嘉南大圳亦屬水利會，兩條水資 

   源，社區沒有充分使用及維護管理的自主權，且河水污染嚴重，影響社區 

   居民健康的休閒生活品質。 

（２）法令缺乏調整彈性礙於管理單位法令管轄，無法適度配合沿岸居民需求， 

   彈性開放提供作為健康生活休閒空間營造。 

２、環境秩序雜亂 

（１）商圈內住家與店家分為兩個單位，對社區認同不一，導致商圈整體營造進 

   度趨緩。 

（２）缺乏完整的停車空間規劃，道路秩序混亂。 

（３）騎樓、人行道被佔用，空間被壓縮，商區休閒功能微弱。 

（４）商圈秩序凌亂，缺乏社區倫理規範。 

３、綠地空間缺乏 

（１）鹽水溪、嘉南大圳污染嚴重；且社區無使用、維護的自主權。 

（２）鹽水溪紅樹林休閒步道因施工錯誤，荒廢許久，景致殘破。 

（３）社區活動中心建於公園用地，剝奪居民唯一的休閒運動綠地。 

４、社區自治管理觀念虛弱 

（１）居民普遍缺乏社區營造正確概念，公民社區自治意識虛弱。 

（２）可用人力大都為家庭經濟提供者，對社區公益雖心有餘但力不足。 

（３）社區人才尚未建立人力資源庫。 

 

 

 

 



 

 

貳、社區議題概述與優先次序研析 

一、外在機會 

１、興建社區活動中心－可成為社區發展、社區關懷據點、教育學習的中心，提 

  供社區人文教育、文化休閒、交誼聚會、終身學習、社區保健站等多元使用，  

  以符合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據點的機能。 

２、海佃商圈生活軸規劃－92 年規劃完成的海佃生活軸計畫已獲內政部核准， 

  為溪仔墘社區的發展創造更多的利基，目前鹽水溪畔藝文表演平台業完工，  

  除為海佃商圈創造利多的商機，提供居民文化休閒空間，提升社區健康生活 

  指數。 

３、改善鹽水溪紅樹林生態環境－溪仔墘社區住宅使用達 100%，住戶密集，人 

  口密度高，綠地嚴重不足，因此鹽水溪紅樹林社區生態休憩區的改善，可緩 

  衝人口密集的壓力，同時提供社區居民更健康的生態藝文休憩生活。 

４、結合鹽水溪、嘉南大圳藍帶，營造社區綠絲帶，營造公民美學，提升居民的 

  視覺美感，改善巷弄景觀，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二、外在威脅 

１、鹽水溪、嘉南大圳河川污染重，影響居民身心健康甚鉅鹽水溪河川污染嚴重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雖然社區環保意識抬頭，但因流域廣及台南縣沿岸設立 

  的工業區廢水、農產廢水及台南市的家庭廢水；管理轄屬第六河川局，河川 

  整治需仰賴中央政策的推動，社區完全立於被動地位，只能提高居民環保意 

  識，籌組河川巡守隊，發揮環境預警作用，提高居民共識，發揮由下而上的 

  動力，刺激中央對河川整治的落實，還給居民美麗、清淨、舒暢的親水環境。 

２、活動中心興建於社區公園綠地上，剝奪居民休閒活動的綠空間社區內唯一的 

  公園預定地，被變更為社區活動中心用地，對溪仔墘社區的居民而言是憂喜 

  參半，喜的是社區發展有據點，可凝聚居民向心力；憂的是社區唯一可支應 

  多元使用的公園綠地被剝奪，對人口密度極高的生活空間無疑雪上加霜，嚴 

  重影響社區居民的健康指數。 

３、海佃商圈造成的社區安全議題，溪仔墘處於安南區門戶的地位，原本交通流 

  量就很大，而府安路、郡安路更是安南區東北區塊所有鄰里的通匯道路，未 

  來海佃商圈完成，勢必造成溪仔墘社區居民生活相當大的衝擊。 



 

 

 

範例三、屏東市崇蘭社區 

 

 

屏東市崇蘭社區 SWOT 分析 

 

           

           SW 

 

    OT 

S優勢 

蕭氏家廟 

交通便利 

崇蘭環保公園 

舊聚落社區意識強烈 

W弱勢 

缺乏完善的都市計劃 

社區景觀缺乏計畫 

崇蘭圳污染嚴重 

新居民社區意識待開發 

O機會 

宗教信仰 

農地廣闊 

擴大都市計劃 

新興住宅人力資源 

SO 

蕭氏家廟空間再利用 

王科年社區文藝祭 

強化 NGO、NPO 功能 

發展社區志工組織 

WO 

建立社區識別系統 

辦理社區刊物及網站 

辦理校外鄉土教學 

推廣親子閱讀活動 

T威脅 

舊聚落人口老化 

青年缺乏就業機會 

公共空間嚴重不足 

歷史建築保存困難 

ST 

協同派出所加強社區巡守

加強弱勢關懷行動 

舉辦老人休閒活動 

發展地方創意產業 

WT 

舉辦社區之美研討會 

發展民俗技藝活動 

爭取政府財政支援 

加強歷史建築永續經營能力 

 



 

 

範例四、彰化縣社尾社區 

 

彰化縣福興鄉社尾社區 SWOT 分析 

S(優勢) W(劣勢) O(機會點) T(威脅) 因素 

內部 外部 

地理位置 1. 位於福興鄉心臟地

帶，與其他村落聯絡

方便。 

2. 東西與八堡支圳為

臨水線，水力資源豐

富。 

3. 土地屬沖積汾土，利

於農耕。 

4. 屬於鄉村型態，綠美

化景點較多。 

1.地處鄉村，道路

狹小。 

2.農田居多，社區

欠缺規劃。 

 

1. 緊鄰鹿港古蹟聖

地，可與鹿港共

同發展。 

2. 緊鄰台 76 線快

速道路，交通方

便，可發展觀光

產業。 

社區位於八堡支

圳下游，常匯雜

中上游之污染。 

社區規模 1. 以粿店巷、社尾街、

浮景巷三庄頭組合

而成，資源豐富。 

2. 面積 2.7643 平方公

里，多屬平地。 

1.因經費不足，目

前只有社區活動中

心可供居民聚會聯

誼。 

2.歷史古蹟年久失

修，欠缺修繕。 

1. 政府積極發展社

區組織，資源取

得變的多元。 

2. 縣府積極改善交

通。 

 

硬體設備 有活動中心，成為社區

居民聚集場所。 

1. 欠缺經費與管

理。 

2. 活動中心久未

運作。 

成立社區發展協

會，規劃活動申請補

助，購買設備。 

草創階段，經費

申請不易。 

人力資源 1.居民對於社區向心力 

  高。 

2.年齡結構多屬中老 

  年，經驗豐富。 

1. 老年人居多，社

區福利業務負

擔大。 

2. 高知識青壯年

人士不足。 

3. 人才流動率

高。 

旅居在外的遊子，已

慢慢回流故鄉，為故

鄉盡心力。 

 

產業發展 1. 社區主要屬稻田種

植，農業資源豐富。 

2. 稻米文化具特色，且

取得豐富，價格較

低。 

社區內欠缺大企業

投入社區發展。 

政府鼓勵地區產業

特色發展，推出許多

有利方案。 

政府預算有限，

且競爭者多。 



 

 

陸、分析與討論 

一、社區需求調查與資源分析部份 

    嘉義縣民雄鄉的福興社區對於社區內民眾的人口比例、社區組織、產學分

析、福利照顧需求、社區附近公民營機構均加以呈現。分析其種類與型態是屬於

一般性人文生態的背景調查，另外，對社區需要照顧人口的數目亦清楚呈現，十

分具體。 

  然而，社區對於目前所遭遇問題、或民眾的需求，並未加以探討或詢問，因

此，在未來資源的聯結上，及未來社區工作的目標方面，仍會有部分缺口。 

 

二、彰化縣大內鄉大內社區 

  社區對於附近公民營機構，例如，鄉公所、衛生所、醫院、國小、消防隊、

寺廟、體育會、分駐所之任務與運用情況，可協助事項均詳細說明。使資源的內

涵能清楚呈現。 

  社區資源的呈現部份仍可加強，例如，人口特質、社會福利及照顧人口的情

況、經濟情況等皆應進行調查。另外，社區目前面臨的主要問題與需求為何，並

未呈現，社區資源如何加以整合運用，社區中的人才如何加以徵召、邀請亦值得

繼續努力。 

 

三、台南市溪仔墘社區 

  溪仔墘社區對於文化資源、自然資源、綠地景觀、人力資源、社區附設組織

均有清楚的說明與介紹。另外，對於環境汙染、交通與居住空間、綠地缺乏、居

民互助自治管理觀念淡薄等問題均能洞晰。社區使用ＳＷＯＴ表來探討現況與問

題，有助於當前及未來社區工作的規劃與思考。 

  再者，社區對於當前所遭遇的問題或值得討論的議題均秉持開發溝通的觀

點、廣徵民意。從活動中心的爭取興建到商圈生活規劃、社區安全與交通、生態

環境對保育、河川污染等議題均相重視，並能聚集民眾、結合眾人之力來有效處

理。 

 

四、屏東市崇蘭社區 

  崇蘭社區亦使用ＳＷＯＴ分析來探討社區所面臨的現況、問題與感覺。例

如，居住環境缺乏完善規劃、公共空間不足、新居民社區意識待開發、人口老化、

青年就業機會不足。相對的，社區新住民增加、宗教信仰強烈、交通便利、則為

社區的優點。綜合上述情況，社區可以針對分析結果來構思未來的工作目標與活

動計劃。 

  基本上，崇蘭社區的規劃、動員及志工人力、資源的聯結均已進入成熟運作

的階段，對社區所面臨的問題亦能逐步落實處理，可作為其他社區學習的對象。 

 



 

 

五、彰化縣福興鄉社尾社區 

  福興鄉的居民能發揮互助合作的精神，一方面運用ＳＷＯＴ分析來了解眾人

對社區的意見；一方面則針對現況與問題規劃未來發展方向，從活動中心的興

建、社區附近商圈的創新、綠地的使用、景觀的改善、治安問題、環境污染等議

題加以探討。 

  相對的，社區對於當前問題的行動方案，則並未加以深入探討，另外，社區

資源如何加以運用，彼此是否能配合，人力資源如何建檔或如何主動發掘人才，

皆是值得繼續努力徵集、尋找支持與協助的當務之急。 

 

柒、結語 

社區工作是一種多面向的服務事業，因此，需要結合不同的資源，針對所面

臨的問題來研擬解決之道，才能呈現具體的成果。綜合而言，社區發展需要社區

組織的領導者及成員花費時間、力量與耐心逐步去實踐，才能克竟其功。從整體

而言，國內許多社區及發展協會已逐漸能體會資源網絡建立與連結的重要性、以

及資源種類的區分與運用。相對的，在實際資源的整合，當前問題的行動方案，

以及與社區需求與問題的聯結面則仍有待加強。因此，未來應加強居民對社區的

參與及意見表達的機會。另外，如何招募所需的人才與人力來替地方貢獻亦值得

思考與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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