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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angle of social resources, analysis Changhua County Puyen Township Tayu community overall community

mobilization model, and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participation in observation method to participate and create the activities of volunteers, household and resource units contractors

people to conduct deep-level interviews,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of community mobilization situation, to gauge solution Tayu

community building, the origin, process and so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of key so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overall community. In this article, the social resour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mmunity of external

resources, through action and mobilize and organize residents to use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promote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1.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 if we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policy,

will be able to obtain more government resources to assist. 2.The enthusiasm of the community central figure in pay, is committed to

th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community improvement. 3.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create a human resources network, help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 community service and contribution. 4.Through the

mobilization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results could also contribute to more social in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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