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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4年10月，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係取之於日本造街活動的精神所擬訂的文化政策。本研究藉由日本社區

營造成功的典範「古川町」，作為「標竿學習」應用於我國南勢、成功與?子社區營造之可行性探討。 研究依據文獻探討

及研究設計採「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希藉由面對面的交談方式，深入瞭解社區營造推動標竿學習之可行性探討

，並透過訪談發現若干重要因素，研究發現如下：(1)研究發現透過多重標竿學習探討，相較單一標竿學習進行探討研究，

更能清楚認識標竿夥伴之價值；(2)古川町社區營造是由下而上的過程，社區營造的心，更是由內而外的過程；(3)探索社區

營造地方角力的根源未脫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造成干擾因素，社區營造工作者與鄰里行政權責劃分不明，資源分配交

錯重疊，須重新檢視制度配套；(4)企業參與社區營造工作，不僅止於捐助行為，企業主的參與及領導推動，更建立企業參

與社區營造之標竿模範；(5)社區推動者熟稔公部門行政操作或配合施政重點，預算資源獲得之質量可並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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