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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台灣社區組織發展已漸趨向區域聯盟運作模式，聯盟中之社區藉由互動交流達到經驗分享、資源共享、互利互惠，而

聯盟網絡間彼此互動優劣，直接關係著整體區域聯盟之運作發展。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區域聯盟間社區組織溝通強度關

係，以引力模式建構一溝通引力模式，利用對聯盟內社區代表者之訪談資料收集，探討不同類型距離下，對溝通強度是否

存在變化。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建構之溝通引力模式確實可分析社區組織之互動情形，其中對組織間人際互動關係最能

顯示出互動變化，此外，不同類型距離中，溝通雙方空間距離越遠，越容易造成溝通阻礙；雙方人際互動越差，溝通效果

越不佳；科技使用能力較強者，對溝通距離並無顯著影響。 最後針對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相關建議，所建立溝通引力模式

，除可提供社區相關工作者、社區領袖及成員在社區營造過程中，了解彼此互動情形，以進行調整進而提升溝通價值與內

涵。

關鍵詞 : 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互動(interaction)、溝通(communication)、引力模式(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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