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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牛罵頭文化協進會成立以來，在清水鎮協助社區活動辦理、文史資料保存、特色景觀保存、環保、生態保育等工作，以社

區營造方式，營造地方特色，凝聚社區共識，建構多元化及精緻的生活環境與城鎮景觀，企圖營造新的社會及文化而努力

，對清水鎮社區總體營造影響甚大。

本研究選定牛罵頭文化協進會，以質性研究方式，對協進會的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及社區營造工作歷程的分析，配合對研究

場域的觀察參與，發現協進會扮演協助辦理社區活動、協助文史資料保存、促使特色景觀保存、提倡環境生態保育的角色

，具有社區的服務者、支援者、公眾教育者、意識凝聚者、行動推動者的功能，協進會因環境變遷、經費困窘、會員疏離

及地方政府輕忽，現今面臨發展困境，但協進會社區營造累積的資料、經驗、信譽，及清水鎮豐富的發展元素：人文歷史

、高美溼地、大楊油庫，是協進會永續發展的機會；因此選擇有意義的議題，尋找配合的補助計畫，是協進會可發展的方

向。

對於一個地區性的非營利組織，地方政府的態度影響甚大，希望公部門編列固定預算及長遠發展計畫，並善用社區專業人

士及組織，提供有利地區社造團體發展的環境。

關鍵詞 : 社區總體營造、牛罵頭文化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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