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結語 

本次社區評鑑工作可以如期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評鑑委員在酷

暑炎熱之際，捨棄假期，不辭辛勞與舟車勞頓，全力配合評鑑行程並

詳細查閱各受評單位準備的資料且提出寶貴建言，以及非常用心的撰

寫評鑑報告。 

    各位評鑑委員實地深入社區，就所見所聞提出精闢的觀察與意見，

均是委員們對社區的諄諄期勉與聲聲叮嚀。如李副教授聲吼觀察發現，

社區環境綠美化及青年志工的運用已展現了成果，且許多社區產業也

已邁向蓬勃發展之路，甚至能替社區居民製造就業機會。另，李教授

易駿亦從今年的社區評鑑中發現幾項特性，包含：許多縣市政府有參

酌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獎助作業要點的作法，落實以組織會務財務健

全為前提的政府補助；小旗艦計畫則發揮了帶動作用，不只資深社區

因帶動其他社區而自我成長，同時也看到潛力社區的發展；而縣市組

設之社區培力中心亦初見成效，促進社區能力的提昇與社區組織方案

的實踐；另外，幾個縣市甚至結合學者與績優社區幹部進行社區實務

輔導，除了解決社區的實務問題，也是對社區的一種鼓勵。 

  鄭副教授夙芬提到社區許多工作的發生，都來自於社區想解決其

所面對的問題、想要擁有更好的生活，並且社區希望每個世居於此的

人都能安土重遷，感到幸福。因此它的起始與方向，並不是為了評鑑

而評鑑，反而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非一蹴可幾，也非少數人的成

品；一位英雄是無法撐起一個社區的卓越，而是一群有共識的幹部，

不只自己在工作中因付出得到大家肯定的成就感，且能感受到幹部群

中彼此互挺的革命情感，更重要的是透過集體力量真正改變與扭轉社

區，從小我到大我之間，找到施力點。 

  而社區實務經驗豐富的李委員美玲與黃委員玉琴，均談到社區若

要永續發展，從上級機關的重視、理事長的意願、居民的支持，至志

工的投入與青年人的傳承，都是缺一不可、密不可分的；且社區工作

不是一、兩天的事，是需要長久累積而來的，經過了 10年、20年甚

至更久都還會持續著，因此很多看似簡單的小事持續做就會成功。 



評鑑工作的主要功能除了成效確認外，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

因此，上述這些委員們對社區深刻的觀察感受與寶貴建言，在在值

得本部、地方政府以及在地社區工作者借鏡與深思。這本評鑑報告，

收錄各受評直轄市、縣(市)政府、社區發展協會推動概況、主要特色、

問題檢討與建議事項等，不但作為本部、相關機關以及受評單位檢

討改進的依據，同時，也讓讀者可以藉此了解當前地方政府或社區

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方向，提供各界吸取其推動經驗或是創新的嘗

試，以利社區發展工作獲得全面性地提升。 

最後，投資社區，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社區發展需要政府與民

間攜手合作共同經營，冀望在各級政府與民間團體協力下，賡續營

造自主、活力、幸福、永續的社區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