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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配合政府大力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尤其在社區成人教育方面更屬重點建設，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區大學與社區發

展協會在推動社區成人教育上的相互合作關係，包括兩者所扮演的角色、影響其相互合作的因素，進而期望透過研究發現

，提出社區大學與社區發展協會在未來可發展的合作互動模式。 本研究採取社會交換理論中的交換行為主義、交換結構主

義、交換結果矩陣及交換網絡理論等觀點，依其主張的相互吸引、依賴、權力、溝通、共同價值觀、信任、承諾等構念為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訪談法，選取彰化縣境內五所社區大學與相對的八個社區發展協會之負責人員

或決策者為訪談對象。經資料分析發現：社區大學與社區發展協會雙方在推動社區成人教育的交換關係是屬於「高吸引」

、「低權力」的「相互依賴」關係；也是「高溝通」、「高信任」、「高承諾」及「低共同價值觀」的關係；雙方在交換

的合作關係上是屬於「滿意」的。 依據研究發現，針對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及主管的政府機關分別提出以下建議： 

一、社區大學方面：應強化與社區發展協會的聯繫與溝通模式，以建立合作推動社區成人教育的共同價值觀，同時，應增

加對社區發展協會合作關係之酬賞，以延續更長久的合夥關係。 二、社區發展協會方面：應主動與社區大學保持密切且多

元的溝通方式，並提高對社區大學合作關係的酬賞。 三、對政府機關的建議：在推動社區成人教育時，應儘速落實社區終

身學習政策，並善用民間的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區大學之充沛社會資源，以獲致社區總體營造中的「人的教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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