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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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在暑假期間犧牲假期，暫時放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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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提出寶貴建言，

以及費心撰寫評鑑報告。 

各位委員實地深入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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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黃教授松林

所說，推動福利社區化，社區福利人口群之需求調查須針對社

區弱勢人口群為重點，特別是在社區照顧據點部分能在老人之

外，提供身心障礙者、青少年、婦女、新移民、低收入戶人口

的照顧，逐步推動「全齡社區」的服務，以及社區青少年志工

與長青志工的融合性服務倡導。 

再者，委員們所關心的社區在評鑑過後，是否還能夠加以

持續，各縣市政府應加以持續追蹤輔導之，以達社區的永續經

營；又如委員指出的社區評鑑過程是否有助民間組織力量的提

昇，以及回應本部衛生與福利業務的整併，在評鑑內涵上強化

衛生與福利的比重。亦有如李教授易駿提出社區有三品，即品

德、品質、品味，社區在工作方法的精進是一種品質的努力，

而績優社區無私地分享及協助弱勢或潛力社區，是一種品德，

人們在社區中的生活，是一種品味社區的風情。在在突顯社區

工作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與意涵，實值各界加以重視與肯定。 

張教授振成提到從評鑑中看到臺灣的希望，讓他印象最

為深刻的是社區內一群熱情又犧牲奉獻的志工，令人深刻感受

到台灣人的人情與生命力；也有委員提醒:評鑑是一個轉捩點，

不是終點，社區發展應該著重公平正義，因此社區工作最重要

的是採取民主的運作方式，而不要花太多心力在組織工作與團

體控制上。相反地，而是要去鼓勵成員參與組織或是社工的公



共事務。謝教授振裕提到社區發展應有傳承性，社區幹部應有

青壯年、青少年及兒童，如此使社區發展能持續綿延、永續發

展。盧教授禹璁提到社區是社會福利服務與初級預防的基地，

社區對各年層民眾提供各項的福利服務，這次評鑑讓委員們可

以感受社區慢慢地在蛻變，值得進入細細品味，去感受社區的

魅力。 

而社區實務經驗豐富的黃委員進仕與楊委員麗娜，均肯定

社區發展工作的可貴之處在於社區的「自發性」與「創造力」。

尤其，社區在連結、運用社會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更是令

人佩服，而更期許社區與社區間的良性競爭能蔚為潮流，帶動

社區持續向上提升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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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將委員的觀察與建議妥為記錄，本部乃編輯本評鑑報

告。此外，也藉此報告將受評之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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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收

錄。讀者可以藉此了解當前地方政府或是其他社區推動的方

向，吸取其推動經驗或是創新的嘗試。同時，這本評鑑報告不

僅可作為觀摩績優社區的指南，亦可透過報告讓社區的努力成

果得以留下紀錄，使社區民眾可以更加肯定自己，也廣納更多

居民的參與。 

衷心期盼讀者們在感動之餘，也能付諸行動，關心、參與、

營造自己所居住的社區，即使不是家鄉，「社區」也是我們日

日生活、安身立命的所在。就如同一本書內寫道「社區裡，你

我或許不是英雄，但缺你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