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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社區總體營造對社區休閒效益影響，以彰化縣的兩個社區為例作比較分析，研究採質性方式透過訪談、社

區觀察、文獻分析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研究對象選擇，按照研究的目的能夠提供研究問題最適資訊量的為研究對象，透

過社區發展協會推薦，本研究對象共有11位。 研究的目的探討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社區資源、地方產業，以及社區總體

營造後對社區休閒效益之影響。根據研究者在社區蒐集的資料，將目前社區總體營造現況，面臨的問題、社區資源做探討

；並以居民志願服務、社區環境營造、社區辦理活動等三方面、與休閒效益關係進行分析。 研究發現社區總體營造在推動

過程中，居民的志願服務參與、環境營造過程溝通、社區辦理多樣性活動、公部門的專案推動、社區資源，是影響產生社

區休閒效益的重要因素。 文末根據研究發現問題，提出對於公部門與社區幾項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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