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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區議題診斷為幫助社區找出社區發展議題，其中涉及社區問題發掘與資源的利用，而依政府推動政策，在競爭型提案下

，若社區不具有議題診斷能力，則雖有心投入社造工作，卻在先天上喪失提案競爭力。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 ES)為人

工智慧領域應用技術之一，運用推理判斷來解決問題。因社區營造議題診斷需擁有專家導向與知識導向的介入，於知識擷

取過程中，可透過專家專業知識提供解決對策，以協助社區導向正確社區營造方向，本研究以專家系統之法則知識庫為推

理機制，透過知識的通用性、可重複複製特性，建構社區議題診斷專家系統。 本研究發展之系統名稱為社區議題診斷專家

系統(Issues Diagnosing Enactment and Assessment System, 簡稱為IDEAS)，IDEAS根據使用者輸入不同之需求設計，藉由相

關14題問項與社區資源掃描，透過專家系統知識庫與法則判斷，最後針對社區需求提供社區可行方案參考。 本研究依據社

區不同之需求分別擬出四組社區案例，作為IDEAS評估依據，診斷出最後展示報表將呈現社區基本資料、社造計畫相關資

料，與社區可行方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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