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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為研究主軸，選擇「立全社區」做為研究對象。透過質性研究，探討其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之歷程，了解其目標，以及社區居民、公部門、與專業人士之互動模式，進而了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與社區永續發

展之間的關係。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事項，供未來社區營造工作之參考。結論有: 一、立全社區已從幾近廢墟到

全國模範社區。二、立全社區在社區營造的多元學習管道中，增進居民學習的機會。三、立全社區已成功達成社區整合及

動員。四、立全社區已成功尋找出社區特色。綜合研究結果，建議在政策上應積極培養在地智慧型的社區營造專業人才，

並持續加強社區環境景觀維護及美化，結合鄰近資源點與加強公部門之互動關係。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為，若能實際參與

社區營造工作，針對社區的問題解決方法進行研究，讓參與者也變成行動研究者，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解決社區問題。或

者以問卷發放，採量化方法，用第三者較客觀的立場進入研究場域，蒐集更多客觀的意見，以期研究能更客觀、公正，進

而解決社區問題，並發展理論。

關鍵詞 : 社區營造、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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