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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 of the researching thesis is the efficient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wo communities at the Zhang-Hua county in Taiwa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lecture is the characteristic man-ner by a few

interviews, many observations in the communities, and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to survey the corresponded information. The options

of the study are that could provide the most information in the thesis to follow the object of this lecture. The studying have eleven

subjects via the recommendation of association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is that promoting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exploring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he upgrading of local prop-erities, and the community impact of

the benefits of leisure.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the thesis is going to study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tys'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s and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ed analysis is perform between

benefits of leisure and willing residents joining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s environment,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The result is presented the significant factory with the willing residents joining service, the negoti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eveloping process, the conduction of varying ac-tivities, the originator of governed departments' project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on the developed process. It provides the further work which are some recommendation for governed

depart-ments to based on the study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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