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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所發展的永續指標系統多以國家層級和都會區為主要範 圍，藉由德爾菲法的方式，從包含層面相當廣泛的指標範疇及

項 目中，經由專家問卷的調查取得共識，以選取和初步建立適合鄉 村社區永續發展指標評量系統的架構和指標，希望此

系統能提供 社區組織和居民參考，針對指標的項目和評估標準，需要做進一 步的探討或針對鄉村社區特性的不同做適當

地修正，藉由每年所 搜集的資料和數據與前年或之前作比較，判斷是否有朝向永續發 展的目標，將有關的訊息給予居民

、組織或公部門參考。 依照文獻所蒐集整理而建構的指標系統為84項指標，經過三 回合德爾菲法問卷調查所得的指標

為40個指標，認為不適合而 刪除的指標共44個，包括所增加4個指標(「外籍新娘或配偶人 數比例」、「距離社區周圍20公

里內醫護設施間數」、「環境遭汙 染次數」、「颱風來淹水的比例」)，本研究所建立的指標系統以 環境和社區互動層面

為主，關心鄉村社區環境的生態、居民的生 活和收入狀況、參與社區活動及發展的人數和參與的程度。 目前國內研究仍

然處於介紹和探討國外鄉村社區的推展過程， 及其分類方式，所以希望未來相關研究者能夠針對台灣鄉村社區 的定義和

分類方式進行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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