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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的話（七）

社區組織推動福利社區化之我見

黃志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社區發展工作已經由過去政府主導、主辦的角色，轉型為社區民眾自治、自覺的投入，公部門
成為扮演輔導、共創資源、社會總體經營的角色，社區及民間的社團參與規劃，承辦經營和依本身
需求設計的多元化社區方案，從而共同營造精緻、永續、高度滿足地區性需要的社區軟、硬體建
設。如此更必須加強社區居民自動自發、獨立自主的精神，培養社區幹部規劃執行的能力，運用社
區本身的人力與社會資源來解決社區問題，使社區發展工作能更落實推行。

而福利社區化則是具體地將社會福利體系建構在社區服務基礎上，針對社區中有需求的對象或
弱勢的族群，給予周全福利服務之必要性，並有效維護民眾基本福利權。將福利服務體系或機構建
構在社區基礎，與社區充分結合，規畫出社區服務體系，不僅可突顯社區發展協會的專業性，亦可
整合社區資源，提昇福利服務績效，而接受福利服務之對象亦能維持其家庭和社區生活，增加福利
服務品質和效率。「福利社區化」可說是社會整體福利服務網絡的社區基層組織。

以社會福利爲主軸的社區化服務，如要體現與達到預期目標，就必須將「以人爲本」的原則貫
穿於服務活動之中。這不僅表現在應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社區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爲立足
點，以完善地強化人的整體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爲根本目的，並注意從最低層次地滿足其生存
需求即滿足其日常生活需求的照顧與生活服務著手，進而滿足其社會參與、社會交往、文化娛樂、
醫療保健、心態調適等發展需求，使之逐步過渡到滿足其完善自身素質，發掘自身潛能以爲社會多
作奉獻等高層次需求之上，使社區服務進一步朝著爲社區居民創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方便、
優美的發展空間來推動。如此方能積極引導社區成員走出居室小天地，在家庭、鄰里、社區之間強
化社會交往與聯繫，倡導、培育社區成員社會責任意識與社會發展觀念，發揚社會參與自助互助精
神，從而提高其文明素養與程度，努力發揮自身優質潛能，爲社會多作奉獻。所有這些活動，都應
以社區成員主體對社區的歸屬感與參與度和不斷強化及其主觀能動性最大限度發揮爲基準。

社區福利化的核心價值就在「在社區照顧」(in the Community)、「由社區照顧」(by the
Community)和「與社區一起照顧」(for the Community)三個面向共構成。「去機構化」就是希望人的
需求可以在熟悉的社區裡被滿足，也就是「社區照顧模式」；「去專業化」就是期待人群服務可以
由社區來提供，而非專業人員，也就是所謂的社區福利設施模式；社區照顧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
讓社區一起來關懷弱勢，成為他們重要的支持力量，正是「社區服務網絡模式」的具體實踐。經過
非常多年的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到現在的六星計畫的努力，社區的凝聚力、服務能量正在一
點一滴被培養起來，照顧社區裡的每一份子，社區應責無旁貸。

社區組織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資源的支持者、服務的提供者、計畫的發起者、人力的動員者
與資源的整合者，藉以增加社區的活力並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社區發展係立基於社區居民因
著自身的需求與自身的問題，應用社區內外在資源，必要時並配合政府協助及專家學者之指導，最
終目的則以提高社區居民生活品質，改善社區問題為目標；然而雖然社區無法像專業機構提供專業
服務，但社區最寶貴的資產，莫過於社區裡的人，人無法完全抽離所生活的環境，社區的人際網絡
正是社區照顧的重要關鍵。社區的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大多是透過親屬、鄰居和朋友所提供的非正式
服務來解決其照顧上的問題，而如此的照顧服務也就是所謂的社區照顧；但在社會結構急遽的轉
變，原有的支持系統亦逐漸衰退，因此，若能夠透過政府部門，來加強原有的非正式支持系統，亦
較能符合原有的文化支持系統，不致破壞原有的照顧支持系統，如此不僅能夠達到所謂由社區中的
人來照顧社區中需要被照顧的老人及身心障礙者，還能夠提供就業機會，增進家庭收入，以整合社
區內、外的資源，以提供更完整的服務工作。

    個人已是第二次參與全國性社區發展工作之評鑑，而且此次有機會參加南部社區評鑑工作，連同
上次的北部經驗，今年則是真正有「臺灣走透透」的機會！也許想談的都是老調重彈，但也表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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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共通的問題與需要克服的議題，也深切盼望未來能有機會再次造訪臺灣的社區時，會有更多
的驗證與驚艷：

一、社區需求調查為根基

社區對於弱勢人口群的基本資料與需求調查仍須具備正確觀念與培養其能力去進行，如此不但
能讓社區協會更了解社區居民之實際需要，也能讓所辦理之服務活動更具有正當性與適切性；然而
現階段社區協會所欠缺的部分不在於社區調查的概念或認知，而在於調查工具的設計與資料分析能
力之培養；其中調查工具必須符合社區居民之知識水準與填答習慣，應設計為較易回答之勾選式問
題，除了易於思考與回應，也提供社區居民有其他潛在議題思考之可能性；而調查問題本身也應適
合社區現狀與其特殊性，使社區調查結果真正能提供未來社區規劃服務之前瞻性與適切性。另外在
資料分析能力之培養方面，也應加強社區協會在獲得調查資料後能有系統性的分析方式，將資料以
基本描述性統計與表格方式呈現出各項目的人數與比例，並將優先順序加以排列與陳述，否則將會
使寶貴的意見束之高閣而毫無作用；此外還能進一步將分析出的調查結果與未來服務工作相結合，
如此方能使社區相關方案與服務更具貼近社區居民之需求，同時使得未來申請經費更具正當性。

二、社區方案規劃為導向

社區發展協會為服務社區居民，不但要扮演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更要有能力整合相關之社區資
源；其中服務方案或計畫的規劃與撰寫便是一項獲取資源的重要利器。完整的方案規劃不但能清楚
的將社區現有與潛在的問題發掘與整理出來，並能將解決問題的需求加以排列其優先順序，使得資
源得以分配得當以滿足社區需要。此外方案規劃能提出具體明確的工作目標與執行策略，可使社區
工作有計畫地推動與進行，計畫得以順利完成以達到社區問題解決之終極目的。

三、社區服務執行為動力

社區發展協會必須透過活動的設計，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度，透過內外部角色來監督社區發展
協會服務計畫之品質，有效掌握與運用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內外部資源，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
作關係，導入專業化之協助制度與服務模式。社區發展協會需不斷充實累積工作人員與居民，對於
社區發展工作相關之知識理論與經驗，社區居民亦需增進個人與社區團隊資源互動的能力，讓社區
發展保有自主權，才能發揮與政府單位互補、抗衡作用，以促進社區發展工作之推行。

四、社區績效評估為表現

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社區發展工作是靠不斷實作與累積而來的；如何將工作之成果與
經驗透過整理而有組織性有系統性的紀錄下來，不但是能快速呈現現有的努力與績效，在必要時整
理出所需之文件與資料；更能將社區所累積之成就傳承給後續之社區幹部與下一代子孫，真正使得
社區工作得以傳承萬世，落實永續經營的理想。以往的社區組織必須從雜亂地資料中，找尋出有意
義的資料，例如：預算表、社區資源表、工作執行狀況表等，得以向理監事會議、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與社區民眾等報告組織運作的最新狀況，相信必定可以迅速有效的回應各相關人士之探
詢，為社區發展協會過去所作的努力反映出最佳的呈現結果。

雖然以目前的社會福利事業環境的政治氣候、資源條件和人員士氣而言，諸如政府部門行政協
調不易，民間機構團體整合困難，經費不足和人力缺乏等等結構性的限制和困難，都是揮之不去的
夢靨，仍期待未來社區一方面能更獨立自主，但一方面卻是更能關懷別人、尊重別人及尊重生命。
透過福利社區化，由社區的志工及機構來照顧社區中的弱勢族群，這是社區自己照顧自己、自己管
理自己的最佳方式。一旦社區意識與社區生命力形成之後，自然提高社區的自主性，擁有的運作機
制、規則與動力，社區的發展方向、進度、速度與強度將不會再像以往一樣，可以預測與掌握；為
了讓生活的社區更加美好，這是一個推動社區人群服務的契機，藉由熱心的社區志願服務力量，積
極建立社區關懷與支持網絡，相信人人都能在社區樂活安居，真正落實社區照顧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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