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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又再次擔任社區發展評鑑委員，與幾位學有專精，理論與實務

兼具的教授及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一起進行社區的學習之旅。受評社區

與縣市政府一樣的竭盡所能，熱情用心，展現平日社區發展業務的所有

面向，令人感動又欣慰，每一次的評鑑都讓筆者在知識與實務的殿堂上

滿載而歸。 

社區發展的經驗與模式可以複製的很快，從一張白紙，毫無基礎

的社區，到能夠參與國家層級的評鑑，過程中，只要有好的陪伴社區或

領導夥伴，大概 3-5 年就可以如願發展出自己的社區特色，並發揮福利

社區化的精神，為社區帶來更好的生活品質。 

從今年的評鑑可以發現，大部分受評社區都已經把歷年來評鑑委員

的建議吸收並轉化成執行項目了。舉例而言，社區發展應有傳承性，不

要只有幾個幹部在做，今年可以看到很多社區的工作人員有了新生代，

不只有青壯年擔任社區幹部，連青少年兒童也多站出來了，青少年兒童

不只陪同進行社區弱勢的關懷訪視，也協助社區製作書面資料，融入了

更有創意的想法，讓社區資料的整理有令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有個社區

的評鑑簡報還由青少年擔任報告人，簡報過程行雲流水，相當順暢，足

見平時就投入於社區工作中，不是臨時抱佛腳被指派出來的，這對社區

發展的傳承，其實是令人相當欣慰的。 

評鑑過程中，委員們也不斷對社區及縣市政府分享一些觀念，以往

的社區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社區的發展方向都是跟著政府的方向走，更

清楚的說法是，哪裡有政府補助款，社區的發展主軸就往哪裡去，這樣

的做法，往往讓社區發展方向模糊，每一年的發展工作都是片段性的、



零碎的，只要政府補助終止，社區就又重新尋找其他補助單位，發展方

向也跟著一變再變，全無連貫性與一致性可言，這是社區發展過程中的

第一個隱憂。 

 第二個隱憂則是，近年來各級政府財政狀況不再台灣錢淹腳目，舉

債也屢屢逼近法令上限，這樣的情況下，對社區發展的補助也日益減

少，社區發展的過程中，金錢雖非萬能，但沒有經費卻導致萬萬不能，

居民自發性的行動總也需要經費的支持與鼓勵，於是，我們可以發現欠

缺經費的社區增加了，福利社區化的服務項目也開始縮減了，長此以往

的結果，是社區生活品質逐漸低落，生活氛圍開始紛擾，對社區幹部而

言，卻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於是有志之士開始倡導社區經費自給自足，排除向政府申請補助，

經費的來源還可由社區自行向企業或個人募款，呈現社區服務的成果來

吸引善心人士鼎力相助。另一個方式是發展社區自有產業，提撥社區產

業的盈餘利潤作為福利社區化的基礎，筆者在評鑑或輔導的歷程中，發

現特色產業經營成功的社區，完全不用仰賴政府補助款，甚至在必要時

能捐款給政府單位，做為照顧弱勢族群的基金，對這樣的社區而言，社

區發展主軸就會非常清楚與一致，對社區中的每一份子，都能分享到社

區對他們的照顧與服務，無論是福利性的服務或發展性的服務，經費充

足的社區總是有辦法善盡其能，滿足大部分社區居民的需求。 

欣慰的是，已有不少縣市政府或社區正在進行社區產業的發展，有

的由縣市政府在特定假日、特定地點辦理社區產業展覽，並主動對外縣

市行銷，吸引外縣市民眾前來消費觀賞，增加社區產業的成功率，部分

社區也能主動參與相關展覽，提高自己產業的能見度，消費者對於有社

區特色的產品或服務也很樂意買單，於是乎，通通受益，何樂而不為呢? 

期待藉由筆者這篇心得，激勵更多社區或縣市政府，早早加入社區產業

的行列，為社區、為居民、也為整個社會帶來健康的社區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