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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彰化縣田中鎮復興社區為研究對象，採質性研究，以實地觀察與訪談法，探討其推動社造之歷程、了解其目標、

所遇到之困境並期望能依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復興社區社造之參考。 研究結論為： 一、意見領袖和社區組織是

社區居民形成共識的主要因素：復興社區社造成效，關鍵在於其意見領袖及社區組織能妥善經營使得居民能處於和諧與團

結合作之狀態。 二、社區組織缺乏規劃人才：復興社區在社造計畫方面缺乏專業人才。社區必須培育人才，及整合會議記

錄，才能讓整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更為健全。 三、社區應訂定文化產業發展主軸：復興社區樹枝蟲的創作，應訂定其發

展主軸，建立社區品牌與發展週邊商品，並結合遊客人潮，才能帶動社區的觀光休閒產業經濟。 四、社區居民對社區健康

營造的認知，有助於健康營造之推動：在推廣健康營造過程，必須使居民充分明瞭其目的及重要性，讓社區居民樂於參與

，才會成功。 五、社區應重視現有自然資源：如何讓居民對社區現有的資源有更深的瞭解，並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進而

建立新的歷史，並需要以最大的努力來處理社區之事務。 關鍵字：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產業、社區健康營造

關鍵詞 : 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產業、社區健康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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