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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Li-Quan community as the object and aims at two main topics-- community-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building plan

with clear goals. It also clarifies the interactive pattern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and professionals. Furthermore,

i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 of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Li-Quan community h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l community from near ruin. 2. Through multiple learning

paths, Li-Quan community increased th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s from community building. 3. Li-Quan community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mobilization. 4. Li-Quan community has successfully found its own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policy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local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building,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and landscaping of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mbine with neighboring resources, and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an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work and conduct their research with problem solving. Meanwhile, the participants can also become the action researchers.

Through cooperation, both sides are able to solve the community problems together. Researchers can also use questionnaires to

adopt quantitative methods with a more objective stance from a third party to do the research and gather a more objective opinion.

Thus, research can be more objective and fair to help solve community problems and develop relate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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