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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該社區本為衰敗老舊聚落，透過社區發展協會與政府政策之資源整合，於98年被評定為績優社區之一，其發展歷程與

管理績效實可做為其他聚落發展之借鏡，故本研究藉由案例分析、現地踏勘及深度訪談，對該社區背景及社區總體營造過

程進行調查與分析，藉以了解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資源整合困境，並知悉其克服困境之管理策略與方法，並期能將

研究成果提供未來社區發展與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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