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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社區是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也是越來越普及的一個名詞。人們在社會生

活中，不僅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總離不開一定的地域條件。人們會在一定

的地域內形成一個各區域性的生活共同體，整個社會就是由這些大大小小的地域

性生活共同體結合而成的。這種地區性的生活共同體是社會結構中十分重要的組

成要素，社會學家稱它為「社區」(徐震，2002)。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台灣近

年來在社區意識提升及社區發展成果上，成果斐然，社區儼然成為城市營造發展

之基本單位，目前台灣社區發展已經朝向政策、資源和服務三個面向的整合，同

時，社區發展亦已與經濟發展和文化產業的建立起緊密的結合關係(吳明烈，

2009）。 

    社區居民持續以集體的行動來處理其社區共同的生活議題，解決問題同時，

不僅創造共同的生活福祉，並且在居民彼此之間以及居民與社區環境之間建立起

緊密的社會連繫，此一過程即稱為「社區營造」。一般而言，社區營造係針對不

同種類的社區議題而行動，日本學者宮崎清主張將這些議題區分為「人」、「文」、

「地」、「產」、「景」五大類(黃世輝、宮崎清，1996)： 

1.「人」指的是社區居民的需求的滿足、人際關係的經營和生活福祉之創造。 

2.「文」指的是社區共同歷史文化之延續，藝文活動之經營以及終身學習等。 

3.「地」指的是地理環境的保育與特色發揚，在地性的延續。 

4.「產」指的是在地產業與經濟活動的集體經營，地產的創發與行銷等。 

5.「景」指的是社區公共空間之營造、生活環境的永續經營、獨特景觀的創造、

居民的自力營造等。 

 

    每個社區都具有「人」、「文」、「地」、「產」、「景」等的獨特性，因

此在進行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必須了解社區的在地化屬性，以確定營造的需求與

緣由，始能擬定確實可行的社區營造方案(賴兩陽，2004)。從事社區營造最重要

的關鍵因素就是社區的「人力資源」，具有專業力、執行力、社區認同感與責任

感的社區居民，就是社區營造的關鍵重要人力資源。每項社區營造的工作都是專

案的工作，同時也存在其發展的限制，所以從事社區營造的人員，如何熟稔專案

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的方法與流程，以了解社區發展的特質及其限制，確認

社區發展目標與現況的落差，適性化的進行社區營造方案與策略的規劃與設計，

進而能整合社區的資源與人力，有效完成社區營造任務(高義展，2010; Kao, 2014) 



。 

 

貳、社區營造的內涵與政策 

   社區營造的各種內涵意象，包括:文化重生、社會再造、台灣文化社區、共生

共榮、住民樂園與新故鄉等等(曾旭正，2007)。另外，林澄枝(1999)亦認為「以

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營造理念的推動與社區居民

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讓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這個社區的意

象」。 

    社區營造的對象是社區的居民，主要課題之一，即在於重新思考人與人(人

倫、群倫)，人與環境(物倫或環境倫理)的關係，發展出人與人或群體間相互依賴

的合作模式，建立起現代人與生態親蜜關係的生態觀，這種合作模式稱之為共生

(Symbioses)( Chaskin, R.J., Brown, P., Venkatesh, S.,Vidal,A., 2001)。簡而言之，亦

即社區的居民大家一起來為自己的生活環境共同打拼，解決社區最急迫問題，讓

大家彼此更親近，更認同自己的地方，使生意更興旺、環境更舒適、家園更可愛。

發展一個對未來充滿希望想像的藍圖。在過程中是要建立一個體系化的的社區學

習社會和學習共同體(徐震，2004)。 

    自2005年起，台灣政府有鑒於健全之社區為台灣社會安定的力量，提出「台

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

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目標，稱之為「六星」，並以新故鄉社

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大其面向與範圍(蘇景輝，2009）。同時為促進社區健全

多元發展，鼓勵社區透過自我評鑑的方式，提出社區整體發展的藍圖與配套需

求，整合政府目前相關部會既有計畫資源，分期分階段予以輔導，協助其發展(江

大樹、張力亞，2008；陳錦煌，2005)。  

    「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為行政院於2005年推動「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的子計畫分項，六星計畫乃是持續推動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之主軸的延續，作為社

區發展指標（教育部，2004）。計畫目標分述如下（教育部，2004）：完成以社

區或鄉鎮為單位之學習需求調查；建構社區教育學習網路平台；提供多元學習方

式；完成社區教育學習體系之建立。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的工作項目如下

表(許秀影、張耀鴻、曾逸文，2010)： 

表1：社區教育學習體系工作項目表 

步驟 工作項目 

1.學習需求的調查分析 (1)學習需求的調查 

(2)學習需求的分析 

(3)學習資源資料庫的建立 

2.成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深耕輔導團 (1)社區教育學習體系深耕輔導團的成立 

(2)輔導團的諮詢與輔導 

(3)協助宣導政策理念 

(4)績效評鑑與回饋修正 



3.示範社區教育團隊的遴選與輔導 (1)示範社區教育團隊之遴選 

(2) 示範社區教育團隊之輔導 

(3)評選獎勵活動 

(4)辦理觀摩研習活動 

4.建立網路學習平台 (1)建置社區教育學習之網路平台 

(2)製作數位化教材 

(3)推廣網路學習 

5.社區教育學習資源的培力 (1)辦理社區教育種子教師培訓 

(2)辦理國外觀摩考察 

(3)辦理學術研討會 

(4)行政人員的培訓 

資料來源：許秀影、張耀鴻、曾逸文，2010，319。 

 

 

參、專案管理的方法與流程 

「專案管理」的意義為何？綜合國際性的專案管理專業組織，以及專案管理

學者（呂克明，2009；林信惠、黃明祥、王文良，2005；高義展，2009；管孟忠，

2009；Kerzner, H., 2006；Lewis, J., 2002）對於專案管理的定義，研究者認為專

案管理係指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以及既定且獨特的目標願景的趨使下，應用有效

的管理方法以及有系統的管理流程，進行統合人力、整合資源、達成任務的一門

管理藝術。準此，若以社區為情境，則可初步以文義性定義社區營造專案管理：

「社區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以及社區營造目標願景的趨使下，應用有效的管理方

法以及有系統的管理流程，進行統合人力、整合資源、達成任務的一門管理藝術」

(高義展，2010；高義展，2011a；高義展，2011b；高義展，2012)。 

專案管理強調的「有限的資源」係指有限的「時間」與「成本」資源；既定

且獨特的目標願景係指必須執行的「工作範圍」以及要求的「成果品質」；而所

謂的有效的管理方法，自人類有史以來從事專案工作的經驗觀之，可歸納為整合

管理、範疇管理、時間管理、成本管理、品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一般資源管

理、溝通管理、風險管理、採購管理、系統管理、型態管理、安全管理、訓練管

理等方法；專案管理流程則包括專案的發起（Initiation）、規劃（Planning）、執

行（Executing）、控制（Controlling）與結案（Closing）等五大流程；專案管理

必須透過組織人力資源的調配與招募，應用有效的溝通與機制建置專案的團隊，

並統合專案組織內外部的各項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完成符合專案可交付成果

的核實標準，滿足專案利害關係人對專案的需求（台灣專案管理學會，2008；高

義展，2009；魏秋建，2013；Kao, 2013a；PMI，2012）。 

社區營造的工作具有專案的特性，其營造活動的經營管理，不能再以例行性

的管理方法進行，而必須應用專案管理的手法與流程，透過設定社區營造關鍵績

效指標衡量管理的效果，並能逐步持續改善以達成社區營造的目標(Green, G. P. & 



Haines, A., 2011)。面對社區營造的工作任務，就必須體認「沒有甚麼資源是用不

完的、沒有甚麼工作是可以做永遠的、沒有甚麼事情都要全部照單全收的、也沒

有甚麼事物是可以強迫自己與他人在無任何選擇下接受的」(高義展，2009)，為

避免社區營造活動成本超支、時間延誤、範圍不當、品質不佳，而造成績效不彰，

辜負社區的利害關係人對於營造成果與效益的殷切期待，就必須應用專案管理的

方法與策略，進行有效且適性化的社區營造活動，謹慎的考量社區營造活動發起

的可行性、規劃的合理性、執行的有效性、監控的精確性、以及結案的完整性，

落實逐步改善以達成社區營造的目標與願景(Kao, 2014)。 

 

 

肆、社區營造專案管理人力資源發展的策略 

    綜合社區營造的內涵與政策、專案管理的方法與策略，並參考Kao(2014)的

觀點，茲說明社區營造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如下： 

一、確立社區發展的願景與階段目標 

    台灣內政部(2006)指出可透過對社區的在地化的理解、找出社區的共同需求

與公共議題、引導社區民眾參與討論、建立共識後社區民眾一起行動、以及持續

的行動等作為，可促進願景逐步實現。Kao(2013b)指出引導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進行深度匯談藉以分享訊息與協調行動，可逐步建立組織的共同願

景。因此，建立社區發展的願景並訂定階段目標，始能規劃社區營造人力資源發

展的策略方向。 

 

二、分析社區營造的內部與外部情境 

    社區人力資源的發展目的主要在於培育社區營造的人才，而人才培育的目標

即在於育成因應社區發展需求的能力。因此，可透過SWOT與PEST分析的方法，

了解社區內部情境的優勢與劣勢，以及面對社區外部情境的機會與威脅，分析社

區營造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資源現況，以制訂社區營造的可行方向，始

能確認社區營造的人力需求取向。 

 

三、撰寫社區營造專案管理章程 

    社區營造具有專案的特性，因此可擬定社區營造專案管理章程，以確認社區

營造的整合、範圍、時間、成本、品質、溝通、風險、採購、專案運作成熟度、

以及識別與掌握利害關係人等的管理與規劃，以確認社區營造專案管理人力資源

發展的目標、內容與方法，讓社區營造的每個成員，均能熟悉專案管理的運作流

程，組建社區營造的專案團隊，發揮社區營造的功能與效益。 

 

四、建構社區營造人力培訓系統 

    社區營造可導入並建置適性化的人力培訓系統，依據社區的組織發展使命、

願景、核心價值、策略與目標、社區發展職能標準的建構、分析社區發展的職能



缺口、擬定社區營造人力培訓的計畫、社區營造課程與教學系統的設計與執行、

制定人力培訓的監控與檢核機制、規劃與執行社區營造人力培訓成果的評估指

標，不斷引導社區成員參與學習活動，凝聚社區民眾的共識，強化社區成員的營

造力，持續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五、建置社區營造專案管理人力資源庫 

    社區營造係來自社區成員為了過更美好的生活，而共同發起的社區公民活

動；此外，社區營造亦能藉助政府、產業、學術等單位的各項資源的挹注，始能

有效強化社區營造的績效。因此，依據社區營造專案管理的內部與外部的基本人

力資料、教育背景、工作履歷、對社區營造的核心理念與價值、專業領域、具備

的職能、可擔任的職務、以及可引進的資源等項目，以紙本及資訊系統的型態建

立社區營造專案管理人力資源庫，增進社區營造人力資源管理的效率與效能。 

 

六、形塑社區營造終身學習的人力資源發展文化 

    學習是一種持續改變逐步改善的行動，亦是人力資源發展的最佳方式；生活

則是不斷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促進經驗不斷改造的歷程。社區應成為學習型組

織，讓學習融入社區與家庭的生活中，促使學習成為社區成員的生活習慣。是以，

透過學習以孕育社區營造的人力資源，強化社區營造人力的素養與核心職能，以

逐步形成終身學習的社區文化，持續不斷培育優質的社區營造專業人力資源。 

 

伍、結論 

    社區營造的內涵包括了營造「人際關係」、「文化歷史」、「地理環境」、

「產業經營」、「景觀設計」等五大類，為達成社區營造的目標，必須要發展專

業且有意願投入社區營造的人力資源，始能竟其全功。Kao(2014)認為社區營造

的目標也必須了解社區發展的機會與限制，以擬定可行社區的發展願景與目標；

其次，每個社區都有獨特的人群、文化、環境、產業、景觀，有必要透過專案管

理的方式，進行社區營造的專案管理運作，始能兼顧效率與效能的進行社區營造

的任務；之後，若要有效達成社區營造的目標，則可導入適性化的人力資源培訓

系統，有計畫的培訓與儲備充足的社區營造人力資源，藉以糾合眾志、統合人力、

整合資源，達成任務與使命。職是之故，社區是不斷因應環境變遷革新發展的社

會體系，為適應環境的變遷，社區必需以學習型組織的運作型態來面對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與科技，以持續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與社區成員的幸福感，促成

社區理想願景與使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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