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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介紹《社區培力中心：理論與實務》一書的重點內涵及特色。本書集

結了十五篇文章以闡述社區培力理論與實務經驗，從三點來看：一是論述社區

培力之理論根本與價值取向，以及台灣社區發展政策實施演進所呼應的時空環

境與變化；其次，探究自社區培力正式推動以來，所進行不同模式的實踐經驗

與觀點回饋；最後部分，強調依循第一線的在地需求，持續推動「以人為本」

的社區主體性的培力運作與實踐行動，與此同時，也應系統性的養成與深化社

區工作者的價值與專業能力，陪伴社區組織與居民共同參與，也永續經營。 

 

關鍵字：社區培力、社區工作、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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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Addressing Needs and On-Site Realit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Centers” 

 

Ming-Yuan Hsieh 

Assistance Professor, MEIH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key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the boo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Centers. The book brings together 15 articles 

to discuss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addre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at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licies.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eedback since the formal 

promo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ding to local needs by continually promoting "people-centered" community 

empowerment operations and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community workers, guid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collaboratively and sustainably manage their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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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的十五篇文章收集了諸位作者對於社區培力的理論論述比較與實務

執行經驗分享，經集結編輯後成書。這本書以完整角度探討社區培力，內容扎

實且貼近現場，理論的論述蒐羅國內外的政策實例與實施情況，實務方面的經

驗分享則仔細描述，配以統計數據、行動策略利於讀者比較與了解社區培力的

實施現場。李易駿老師長期關注並專長於社會工作實務、貧窮問題、社會風險、

社會福利理論與發展等領域，投入社區發展的專業概念與現場實務的結合與實

踐；近期則針對社區培力、社區產業與福利化社區進行密切的探究與行動，藉

由其研究發現與比較分析結果，提出在能力建構、實務運作各種面向與課題的

參考與建議，實際的產出例如接受衛福部委託合作完成的社區培力相關計畫與

〈社區培力中心實務操作手冊〉、〈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實務操作手冊〉，

可見其希望透過社區研究的各種專業知識與技術，讓協助社區的心念和行動更

具能量與成效。 

我們可以從書的集成和架構看見編者的視野和期待，作為長期在社區工作

領域投入者，書的組成從社區培力中心概念出發，結合社區工作專業者的理論

架構與實務行動，藉由各篇章間的扣問突顯社區工作的最基本系統性的問題：

為何而做、何人來做、做何事、何時、對象為何、建構的內容、步驟之順序，

以實際案例的探討比較鋪陳社區工作中的千絲萬縷，藉由宛若推理敘事手法般

一層一層掀開堆疊在社區培力肌理中看似不相干卻互相牽連，且極為複雜的社

會網絡，致力於將社區培力工作進行的組成圖像描繪更為立體真實且貼近現場。 

一、社區培力的理論根本與價值取向 

當我們回溯社區工作的早期實施模式，可以了解其推動主因在於消除貧窮

與降低社會風險。例如從英國在 1970 年代的 Groundwork 的推動內容可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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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時政府因應青年失業的策略，希望推動青年對地方議題的參與，並藉公私

部門的合作以降低學用落差問題，這個模式也對許多國家的社區工作服務造成

重要的啟發與擴散影響，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其一反過去由上層或政府單位

所施行的計畫性社區政策，而改以公私協力機制來進行社區的地方治理的能量

升級；在 1990 年代更進一步的提出「以社區為本」（area-based social exclusion）

的新階段，以連接跨領域資源的服務與資源網絡，以及長期而密集的服務輸送

來解決在地的各項問題，並在過程中持續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擴大與深化社

區能力。Groundwork 的組織任務為：地方民眾的再連結、社區培力、公民教育、

職業訓練、連結在地產業加入地方行動、鼓勵年輕世代參與方案等（Parker and 

Murayama，2005）。 

以上可從此書的第一部分「理論與培力組織機制」，尤以第二章的《探究

社區根本的價值與能量：從英國的社區培力與發展經驗探討台灣的社區培力機

制》一文中得到細節的論述重要參考。我們可以看到本書所提培力組織及工作

者的發展任務： 

『…應給予本土社區培力走向與最終目標一個明確的價值定位走向

與成效期待，目前的社區培力常常著眼於如何讓社區組織「動起來」，

卻沒有引領社區思考為什麼應該要動起來，以及動起來是要解決哪些

問題。….依據其能量與條件發展套裝或客製化的培力服務，甚至擬

定更具草根及地方性的動員策略。』（頁 48） 

『……應擴大培力團隊或諮詢團隊中的成員背景，來因應台灣社區多

元薈萃的營造發展面向。……』（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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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兩段引文可見，社區的培力行動與發展模式最重要的核心在根植於

在地的社會脈絡；也就是說，雖然規模大小、處理議題、發展歷程會有所不同，

但這些行動方案和發展目標都具備在地性與獨特性，都應以在地居民關心的議

題、面臨的問題出發，才能確實回應當地的需求。明顯的例子如：渡邊豐博（2006）

討論的日本三島地方創生推動經驗；Collins,Weinbaum, Ramón and Vaughan

（2009）提及美國大學學生的睦鄰運動教育所發展出與社區的合作治理關係；

德國（梁鍇麟、詹宏廷，2021）則在因應高齡社會的社區高齡照顧議題上，藉

由專業組織協助各社區釐清在地需求以整合內外資源，進而建構出的共生社區

照顧模式，以全面性的滿足高齡者在身心靈、社會參與及生活各層面的照顧需

求。 

而與此主題相關的《社區充權：台灣與英美經驗的對話》黃彥宜教授所撰

一文裡，則可以看到實際進行輔導團隊對國內社區生態、國家角色和權力議題

的深刻描繪，文中也提及對於受限於執行期程、委外契約的實際執行困境、侷

促於社區自主經營與受限協商空間與經費核銷的兩難。多數來自政府補助的社

區經費，也容易受制於公部門的層級關係、評鑑制度、資源的配置權力等，而

可能使得充權不成反消權。在夥計關係、迂迴說服之外，部分經驗豐富、擁有

配置性資源的團隊才得以保有協商空間，這些種種不確定性與受制的規約性充

權確實影響了社區發展在結盟串連、集體對話和能力提升的進行與成效。唯有

主管機關、社區培力組織及實務工作者能建立培力專業化的三方共識，確實以

專業工作模式與方法來推動社區工作，才能確保專業立場而非偏傾，為行政從

屬的局面（頁 77-80）。在該文的研究發現中，則充分顯示社區發展係與所有利

害關係人、政治勢力、結構脈絡、資源配置相互影響（頁 60-77）。讓吾人瞭解

到社區的經營與發展唯有靠著持續且不停的折衝樽俎，從上下權力的制約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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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性協助社區組織凝聚社區意識，進而自主參與、能力建構乃至永續發展

的願景才能有較多的可能性。 

二、期待打一場雙贏組織戰的社區培力行動 

在培力中心實務行動的篇章中，我們看到在地實踐經驗涵蓋了新北培力中

心走過從陌生人到工作夥伴的社區紮根歷程、彰化縣社區發展資源中心透過培

育分享共榮的策略行動、以及位處複雜疏離都會區的臺北市所進行的社區組織

培力行動與策略。 

臺灣的社區發展長久以來被視為地方治理政策的延伸，但政府、基層組織

及各部門組織之間一直缺乏中介的組織或平台來協調資源區的合作互動，與網

絡關係的開發連結（頁 46）。這些多為自發性成立的社區組織對資源的開發與

連結能力不一，對於當地人口特質與服務需求也缺乏全面性調查掌握，因而造

成不同規模與層級的社區組織在服務提供上的高低落差。另一方面，公部門又

易流於脫離社區主體性與多元需求的行政指導。2008 年開始的關懷據點輔導行

動乃針對據點之營運性質，而非倡導社區能力建構與組織能力。社區承載多項

政策，卻長期未有總體統籌的推動方法，也缺乏提升社區權能的意識及相對應

做法。根據調查研究（頁 22）指出：社區普遍呈現能力不足，不僅在提出方案

申請方面的能力闕如，在執行計畫與資源連結等方面也力有未逮，更遑論發展

社區主體性和自主權力。 

有感專業性輔導社區組織的必要性與普遍性，社區培力中心於 2015 年開

始全面推動，標識了將社會工作做為一門專業方法與工作模式之肇始，在將理

念與知能轉換為實踐的行動過程中，促進社區組織與參與人員的成長，以團隊

合作的架構進行資源整合與運用，來達到解決在地問題或成長目標。從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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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關於社區培力中心的組織運作與任務原則、不同縣市型態的行動歷程，

以及任務導向的行動團隊執行與策略。在《社區培力中心的任務與運作》一文

中提到在能力建構的前提意識下，社區培力中心被定位為由專業者做為協助社

區進行各項能力提升的組織。內文提到： 

『社區培力中心的工作原則與社區工作的專業原則相符，至少包括以

下四個原則：1.培力原則……；2.社區自主原則….；3.專業原則…；4.

責信原則…。….面對多重期待或要求，行政方法上尚無模式或欠缺共

識，而面臨困難。但人和專業的發展，總需經過摸索、碰撞、共事的

累積過程，在回應及辦理行政工作的同時，關注專業實踐和發展。』

（頁 157） 

當全國各社區因著衛生福利部的政策推動而陸續成立，在千頭萬緒、不斷

折衝衡量的社區培力工作中，當我們檢視政策內容所提的「社區培力中心聘用

社會工作專業者來推動社區發展，肩負著將社區社會工作價值本土化，產出專

業服務系統的任務。」，可以瞭解其所體現的實際蘊義，在於除了以專業科學

及系統性的工作方法協助社區組織破除發展迷思與概念混淆的情況、建立社區

能力與在地共識，以及弭平計畫的執行內涵與理論的落差外，也需在過程中把

握對專業化發展的實踐機會，作系統化的累積經驗、發展共識平台並確實記錄

培力過程與彙整社區發展的資訊。 

社區培力的腳步業已邁開，但如我們所知的，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表現及發

展會受政策環境、組織任務、系統影響，並與之存在交互連帶關係（林秉賢，

2017）。其間所受到在社會需求和環境變化諸因素千絲萬縷的影響下，都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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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各中心的運作與特性因而產生面貌各異的動態性變化。也因此，政策概念

與目標要如何落實在社區工作的專業服務中，並從中累積經驗和運作方式？與

此目標交錯的是，社區組織要如何在社區培力中心微妙的以引導但不制約、培

力但不壓制的方式進行，真正的匯聚社區組織及其居民的共識和願景，緩慢但

成長性的滋養出在地的核心價值，連結內外資源，結合眾人之力滿足當地的多

樣需求。 

雙贏目標令人期待，然而，社區工作專業的人力仍缺、核心能力與內涵也

需再加以探究與印證、實務的經驗也仍在累積，專業化服務與工作模式正在建

構中。也因此，目前由中央財務支持、地方政府主導的社區培力中心能否真正

發揮「培力社區」功能，抑或是仍侷限於過去行政指導式角色？在這段由行政

指導移往社區工作專業化建構過程中的各階段光譜，後續運作所呈現的樣貌和

影響會是如何？這些都值得相關產官學界對其持續關心與投入。 

三、從第一線地方社區視角看培力運作與實踐 

本書的最後部分，以培力組織團隊的視角出發，來探究輔導社區執行旗艦

計畫的歷程、培力社區幹部訓練行動，基金會以共識團體介入關懷據點輔導，

以及屏北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中心的經驗分享，藉著提供更多第一線實務的經驗

分享汲取實踐知識與能量。 

根據李易駿（2017）所發展「社區能力指標建構」手冊內的社區能力操作

化指標，其中的 10 個次構面，包含社區資本、組織能力、領導、社區幹部個人

能力、資源動員、行政管理（內部行政管理及財務管理）、參與力、網絡連結

與協同工作能力、公關宣傳與倡議、永續發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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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這些多面向的社區能力待建構，社區培力的實踐行動，除了需

深入瞭解在地社區的劣勢、困境、限制、威脅、優勢、內外資源、機會與特色

區隔，也需認識當地不同利益團體的網絡和競合關係、公私部門介入的程度，

熟悉各權力結構間的生態組成與分配，以及最重要的：建立與落實夥伴關係，

顧全社區培力的實踐過程中的權力平衡，並以之促進社區的凝聚（鄭夙芬等，

人，2007；莊曉霞，2014）。社區能力的實務行動應強調公共對話討論的機制

和空間，因為在此情境中有助於相互溝通、學習、形成領導、採取行動、維持

連結、建立諮詢及交換機制（頁 199）。社區能力乃建立在個人能力的提升上，

藉由參與實際的活動，從中獲得經驗並統整學習。透過這種共同行動與學習的

模式來逐漸形成具有主體性的社區特色，讓團體意識先行於個體表現，在社區

發展的行動中，形成社區居民間的組織團隊，產生領導與組織結構，預估與面

對問題、動員及整合內外各項資源、強化人際間網絡的社會連結，促進與外部

資源的協同、以及確實的方案管理等，讓社區的共識和願景理念得以透過不斷

的演練與分享加以累積。 

社區培力終究需要回應其最基本的概念：社區組織的存在目的在於回應當

地的需求議題，透過民眾的深入參與及資源網絡的介入，藉以達到需求的滿足

或問題的改善（頁 45）。不論面對的是複雜而疏離的都會社區、人口外移與高

齡化嚴重的偏鄉村落、缺乏在地支援與人力資源的停滯型社區，或普遍性被過

度動員的能力超載社區，身處因應現代風險社會下基層第一線的社區組織，除

了強調立即性的服務輸送外，也需關注在失業、受虐、照護安養、經濟危機等

風險的預防、控管、降低，積極面對全球化現象帶來的現代化風險與不確定性

（Beck，1992）。這種鑲嵌於地方的社會脈絡、根基於地方資源網絡系統中的

模式，因為需求與資源網絡的差異性，具有各區域相異的不同樣貌，當然也需

要不同的建構與經營方式。然而，雖然這些成功的社區經驗無法完全複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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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一定的工作方法得以依循，以發展滿足需求與解決問題的照顧模式（梁

鍇麟、詹宏廷，2021）。對於這套「一定的工作方法」，本書提出彙總專業培

力活動的特性應涵蓋：有理論基礎的行動決策；具事證基礎的方法與工作模式

驗證；行動結果與預期相符合；完備的培力服務記錄；符合倫理的助人關係與

互動（頁 25）。 

當我們檢視社區工作的現場可知，社區工作的就業和專業化在過去長久以

來處於發展受限的邊緣角色，這些多元且全面性的領域工作能力難以在校園教

育中獲得，而需在實務投入以慢慢累積能力與經驗；另一方面，也由於社區發

展領導的專業研究多由社會領域學者關注，強調的或是功能觀點（強調公私部

門的分工協作）、組織觀點（強調社區組織任務能力），或培力觀點（強調社

區議題與能力、意識導向），而將社區参與的主體「人」視爲社區發展工作的

客體對象有關（許雅惠，2011）。 

然而，社區主體性的產生與真正主角應該是「人」，就如同 Bronwyn（2008）

所說的：「培力是無法為他人而做，人只可以自我培力。」唯有組成社區的居

民逐步認識、參與公共事務而形成與強化社區共識，社區也才能透過這些參與

和累積的個人逐漸強化處理公共事務，並發展互助合作能力。 

這也呼應了研究者（李易駿，2006；賴韋蓁等人，2018）針對社區居民參

與和社區能力養成的關係提出的看法：1.參與式民主：社區事務的民主及決策

是以參與為基礎的。即在參與的前提下，參與者乃成為內團體及獲得在公共事

務中的基本權利。2.社區能力的培養需要逐步發展的歷程及時間，相同的，社區

居民要能從關心、參與、乃至行動實踐社區事務也都需要時間及演練。也就是

說，社區居民及實務工作者的努力需透過逐步發展、不斷演練來擴大居民的參

與程度；3.在居民參與的擴大加深過程中，同時建構與養成社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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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正視社區中個體的權利、義務與選擇，才能看見當政府單位期待社

區負起承載及宣導多項政策與措施的責任，更甚之做為長期照顧的福利服務基

礎單位時，亦需相對性的提供社區的組成分子應有的陪伴與培力協助，運用有

系統的專業團隊的支援機制和人力支持，以積極的思維與行動提昇社區能力與

培養互助網絡與價值。 

而這些協助和陪伴並不是僵化的角色定位，也不是由上而下的指導式介入，

而應依照在地需求與階段性目標的動態變化，採取開放、正向、尊重和非主觀

的學習者態度來瞭解在地、向在地學習，透過「做中學」的參與方式，扮演如

陪伴者、學習者、資源連結者、啟發者、教育者、或增能者等不同角色來促發

參與和相互學習的發生和累積。 

四、在路上的社區培力專業化 

在今日全球化與社區培力在地化的趨勢下，由李易駿主編的這本書具有三

層意義，一是從社區培力之發軔與軌跡來看其源由背景、根本價值與發展理論

基礎，以及與歐美社區培力發展方向間的異同之處；其次是整理自台灣的社區

發展以來，政策實施演進所呼應的時空環境與變化，以及國內正式推動社區培

力至今的在地實踐經驗與觀點；第三是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概念趨勢下，以在地

需求出發的社區培力行動除了深受地方經濟、政治與政策等層面的影響，也必

須「以人為本」地用更寬廣的視野、以更多的思考進行不同規模的系統性培力

活動與執行計畫，持續朝向專業化而努力。 

社區培力，是一個持續的紮根過程，其實踐成效非一蹴可幾，也不易達到。

就像學者 Lee（2021）研究中所提出，做為提供社區培力服務的專業組織，其含

括的能力層次包括個人、團體、組織等多層面；能力建構範圍為多面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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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三年以上；也就是說專業的協助者應長期以團隊形式、多層面配套來進

行社區能力建構。我們瞭解到，社區培力工作的持續進化，除了專業任務及功

能期許外，更應體認作為深層陪伴社區與信心授與的過程。畢竟，社區組織的

發展並非發生於真空的情境，除了能力的建構與成長，也需不停衡量處在社區

中與民眾或組織間的互動情形、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的議題，在此之外，提供

服務、開辦課程與活動的規劃與執行，以及其間各式各樣的行政庶務與流程細

節，實足以消融對於繼續經營下去的信心與動力。也因此，社區工作者除了專

業知識和社區改變的促進與引導，也必須切實投入實務的現場，並持續陪伴同

行來引導社區居民產生當家作主的意識與行動，讓社區的發展紮根於永續之路

漸次成長。 

處於全球環境與社會變遷、政府職能角色分化及社會福利工作專業化的時

代，現在，以及未來在台灣的社區工作研究的趨勢之一是「專業化的核心與多

元實踐」，強調的是不同社區之間的資源連結、特色發展、與議題處理。走過

社區居民之間互助與志願服務為核心的社區發展階段，回應今時今日社區發展

作為補充公共服務的角色，吾輩所要處理、面對的社區培力工作的課題仍屬在

起步的初始層次。在致力於需求評估、方案撰寫、資源盤點的能力建構之外，

更重要的是留下得以發展多元社區型態的空間，才能凝聚根本的我群價值與社

區成長遠景的共識，讓社區發展出的主體性帶出自主能量，以追求更深入細緻

的行動方法與在地知能，而這些都有待日後培力工作者與基層工作者一起持續

投入與積累。 

閱讀本書，其系統化、統整性的架構為專業研究者、實務工作者彙整理論

知識與當前社區培力議題落實的現況，並對易被誤解的概念和迷思進行了探究

與討論，也重新整理自社區培力理論與行動發軔以降的發展脈絡與軌跡，也能

讓初入門者快速地對社區培力工作之理論發展與實務工作的各個面向有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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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認知與依據參考。究其更長遠的目標，應係在推動基層福利輸送網絡的紮

實奠基與系統性成長，讓社區組織具有能力永續發展，也能有能量服務在地居

民，讓居住其中者跟著社區組織在能力與共識一起漸次充實，共同參與並一起

成長。 

《社區培力中心理論與實踐》當然不會是社區培力工作最後一本專論著作，

但它所提供的議題論述、組織運作與實踐經驗，絕對是社區工作界中具有指標

性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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