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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考全球化，行動社區化」的理念，配合政府社區營造的推動，全球化可以把社區的小角度開展到很大的視野，讓社區

居民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能珍視並瞭解社區的內涵及多樣性。

本研究以古坑鄉高林社區為研究場域，在探討社區居民對社區營造之認知、參與經驗和滿意度之相關研究。研究方法的實

施以問卷調查與質性訪談為主，並透過I.P.A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發現社區居民對於社區營造的推展，不但提升了居住品

質也更加瞭解社區的習俗信仰。探討出社區居民對增加公共設施的設備、社區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受到重視以及讓更多人

了解本地的文化特色等方面，成為社區營造需加強改善的重點，並以此作為將來社區營造推動的發展方向。

根據研究之結果顯示，居民對社區營造的態度是保守而內斂的，加上人口老化嚴重，因此「人」也成為高林社區營造過程

中，是最大的助力也是阻力。居民對於社區資源的回收、蝴蝶生態公園、社區關懷據點都有較高的參與度，在社區的環境

景觀、經濟產業發展、環保生態等議題上則是社區營造應加強的地方。

關鍵詞 :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參與、滿意度、IPA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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