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政府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社區發展協會及關懷據點數量近 3 年逐步增加，顯示居民

對社區的支持，逐年增加。 

2. 建立轄內社區發展協會有關基本資料：嘉義市已成立 69

個社區發展協會，均依規定建立各項社區資料專卷。 

3. 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及訂定年度工作計畫作為推展社

區工作依據，100 年執行率 89.55%，101 年執行率

89.86%，工作成效有些微進步。 

4. 針對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大會及重要會議紀錄及案卷等，製

作其專卷，共 72 冊，其中東區 34 冊，西區 38 冊。 

5. 依照「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規定，輔導社區發展協會

依規定將年度預決算報主管機關核備，100 年輔導 60 個

社區召開會員大會，並於會議中決議預(決)算案，101 年

輔導 62 個社區召開會員大會，並於會議中決議預(決)算

案。 

6. 配置社會工作人員協助支援輔導社區推動各項建設。 

7. 督導社區發展協會執行各項建設及成果維護工作。 

8. 針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辦理評鑑、考核及獎勵，100 年及

101 年各有 10 個社區接受社區工作考核。 

9. 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輔導規劃與執行推展各項福利服

務，以增近居民福利，提升生活品質及促進社區發展。 

10. 對弱勢或資源匱乏社區之輔導，積極輔導社區建立會務及

財務正常並規律之機制，並積極輔導社區向政府申請相關



活動經費補助，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圖書室及媽

媽教室等計畫申請。 

11. 建立社區福利服務網絡，結合衛生局、警察局、消防局及

民政處等，與社區共同辦理健康篩檢、衛教宣導、災害防

治、身障及新移民業務宣導等工作。 

12. 老人福利方面：成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目標達成率

100%，101 年度 20 個，涵蓋率 50%(42 里/84 里)，其中

由社區發展協會成立的據點為 13 個。另成立長期照顧管

理中心，以一通電話服務到家單一窗口行動照顧服務的模

式，延展在地老化的目標。 

13. 由嘉義市志願服務協會承接行動式老人文康休閒巡迴服

務工作；嘉義基督教醫院承接長青園業務，辦理長青學

苑、日間照顧、老人住宅及休閒育樂服務，每月受惠人數

達 1,500 人以上；由嘉義社區大學及博愛社區大學承辦

東、西區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以實務性課程拉近世代之間

的感情。 

14. 兒童青少年福利：辦理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及保母托育服

務工作；運用暑期期間辦理兒童親子游泳教學、兒童讀經

班、兒童課後輔導班等活動。 

15. 身障者福利：由脊髓損傷協會辦理復康巴士交通服務；長

照中心辦理居家及送餐服務並協助就業問題；成立再耕園

辦理就業諮詢、家庭與個人關懷、資源申請及轉介等服務。 

16. 婦女福利：辦理新住民融入在地文化活動、婦女健康講

座、婦女手工藝活動等婦女福利服務工作。 



17. 資源與經驗較不充足，績效較過去進步許多。 

18. 連結相關社造資源，提升社區發展工作能量。 

19. 辦理內政部補助案均能依限申請及核銷。市府自籌經費辦

理社區發展工作補助案 100 年 353 件、101 年 374 件。 

20. 成立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推動委員會，每半年邀集市府與社

區業務相關局處和社區單位，召開一次社區聯繫會報委員

會，以協調各局處辦理社區發展工作。每 1-2 個月召開一

次社區營造中心會議，立即回應和解決社區問題。 

21. 結合人民團體、基金會、機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二）主要特色 

1. 嘉義市社區的活動功能已逐步提升，從資料的準備及豐富

性皆極具特色，顯示社會處、區公所輔導的成果。 

2. 市府最近幾年都沒有舉新債，而且有能力還舊債(自己

養)。「資源有限，但人力無窮」，相信以嘉義市的努力，未

來一定會呈現更豐碩的成果。 

3. 積極辦理市內各區(北中南)至社區觀摩活動，讓各區社區

有互相學習的機會。 

4. 對於市內社區發展工作之推動，市府各單位協調配合良

好。 

5. 針對上次評鑑項目委員給予的建議，能一一逐項檢討，並

確實加以改進。 

6. 積極輔導成立社區發展協會，目前 82 個里已成立 72 個社

區，社區數目與里的數目已很接近。 



7. 分別有長青園、再耕園、婦女館的設置，針對老人、身障

及婦女提供舒適的學習成長空間。 

8. 打造高齡友善城市的認證，連結社區針對八大面向提出補

助提案。 

9. 成立陪伴社區機制，鼓勵優等社區帶領起步型社區，朝旗

艦社區運作模式進行。 

10. 結合健康城市的推動策略，培力社區成為健康社區的基本

推手。 

11. 相關社區輔導手冊與文件編排良好，並有將相關社區所用

之文件表格資訊化。 

12. 行駛班次密集的 BRT 低底盤公車，連結各重要的據點(醫

療、機關、購物)，便利輪椅和嬰兒車使用者，以及身障和

行動不便人士外出，以建立高齡友善城市。 

 

（三）問題檢討 

1. 社區志工的團隊數量似乎較為不足，縣市涵蓋或參與對象

有限。因此，市府與公所應鼓勵社區增加各種多元的志

工，使活動對象能更多元。 

2. 社區協會的資料已有書面專冊，但尚未資訊化。 

3. 社區的行銷能力尚待加強。 

4. 配置社會工作人員協助支援輔導社區，其功能只限於負責

協助志工加入祥和志工隊，功能發揮過於狹窄，有浪費專

業人力之嫌。 

5. 公所承辦人員有關社區工作的專業訓練較少。 



6. 因應都市發展現況，以社服團體於公辦民營的館舍進行機

構式的照護，成效固然卓越，然對於身體健康不佳、不方

便至館舍參加活動的長輩而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有其必

要性，因此相關福利方案執行的團隊，如何與社區據點連

結，在社區開班授課，仍有成長空間。 

7. 本市已有社區規劃師的培訓，社區輔導員如果可以由優等

社區的執行者兼任，亦可分擔市府承辦人員的工作量，社

區與社區之間亦有共通的語言，相輔相成，事半功倍。 

8. 社區受限經費來源，普遍動能不高，建議透過資源盤點將

社區分級，並成立輔導團分級開課，協助社區爭取中央及

民間單位的補助經費，以及朝福利社區化的經費自籌目標

邁進。 

9. 社區工作與發展之創意、特色與潛力稍嫌不足。 

10. 社會處和其他局處應積極協助並熟知社區發展工作業務

內容，以利市府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與執行。 

 

（四）建議事項 

1. 社區年度工作計畫的訂定應有一個年度的整體目標與方

向，其內容可以與社會處及社區需求調查結果相結合。 

2. 活動中心的問題，是否一定要做，市府的財務狀況及其他

待考量因素皆可納入討論再做定論。 

3. 嘉義市已開始進行社區調查，但內容與結論並不明確。社

區需求調查可以較針對福利面向徵詢民意，其結果可結合

社區工作的 SWOT 分析及社會福利的年度工作重點來規



劃年度工作目標。 

4. 建議社區發展協會的資料加以資訊化。 

5. 配置協助支援輔導社區社會工作人員，建議善加運用其專

才，除協助社區志工加入祥和志工隊外，也可增加其他功

能之發揮，例如：協助社區推動福利服務。 

6. 建議加強公所承辦人員有關社區工作的專業訓練，以提升

其輔導社區的能力。 

7. 社區基礎資料已完成建檔，可再進行社區資源盤查工作，

將社區的人、事、時、地、物做整理列表，未來各局科室

進行輔導及經費補助時，可有詳細的參考依據，可使每一

社區的運作平衡發展。 

8. 增加辦理企劃人才、創意方案及行銷等培訓課程，讓社區

可以爭取中央及民間單位的經費補助，改變多數依賴市府

經費才能運作的狀態，以及服務方案多為傳統節日福利活

動的情形。 

9. 長青學苑課程可在課程中加入公民意識、志願服務、認識

嘉義的通識課程，增加社區及據點的志工來源。 

10. 可運用東區及西區辦理料理東西軍、手藝東西軍的拚場模

式，帶動社區及據點參與社區的活力。 

11. 青少年福利方案除了課輔、讀經、游泳之外，希望可以連

結社區辦理一些有鄉土味的體驗活動。 

12. 培訓課程應朝分社區發展程度、分不同福利推動事務與分

區辦理。 

13. 可以培養在地具有經驗的社區，採取小旗鑑計畫，以資深



社區帶領新社區的方式，導入各項社區福利服務。 

14.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訓練與

培力。 

15. 利用社區婦女組織，拓展為社區工作與發展的基礎人力。 

16. 社區培力課程應重新檢討社區問題，並更落實於社區會

務、財務、業務等課程的實務性。 

17. 請盡快進行市府的閒置空間盤點及活化，以協助社區取得

社區活動中心，以利社區發展工作的永續經營。 

18. 請規劃社區輔導團巡迴輔導社區，以因應市府和區公所的

社區承辦人員的異動頻繁。 

 

四十二、嘉義市東區光復社區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能因應社區特色與居民需求，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2. 自 92 年協會成立時即將組織章程及相關辦法建置完善，

里長和協會理事長合作無間，社區發展工作經驗和資料均

有傳承，自成立迄今的資料保存完整。 

3. 會員持續增中，從 92 年的 40 人增加至 102 年的 82 人。 

4. 會務 (含行政管理)依照組織章程運作。會員有繳交會費、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會議、定期改選理監事、聘免

會務人員均提理事會通過、配屬組織均訂有簡則、各項名

冊建置完善、各項會議均有作成記錄並發文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收發文紀錄保存完整。 

5. 積極連結與整合相關資源，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6. 社區幹部積極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 

7. 年度收入 50 萬 6,474 元，政府補助 35 萬 5,600 元，占

70.0%；捐助收入 3 萬 74 元，占 6.0%。 

8. 年度支出 48 萬 284 元，業務費 43 萬 224，占 90.0%。 

9. 相關財務管理工作均依相關規定辦理，並報請市政府核

備。 

10. 內政部歷年補助經費已辦理核銷完畢。 

11. 社區動員經驗豐富，各項社區發展工作績效良好。 

12. 古街營造彰顯社區特色，空間營造績效良好。 

13. 舉行元宵敬老提燈遊古道說故事活動。 

14. 辦理聖誕節暨歲末聯歡晚會活動。 

15. 辦理弱勢婦女親子手工藝及電腦研習課程。 

16. 辦理暑期兒童桌球班及兒童身心發展評量講座。 

17. 舉辦感恩母親節聯歡會。 

18. 辦理新住民台語及手工藝研習。 

19. 建立社區圖書館及出版社區刊物。 

 

（二）主要特色或創新項目 

1. 協會理事長提供私人空間作為社區活動中心，辦理各項社

區發展工作。 

2. 進行社區資源盤點(包含：美食、景點、文化)，並製作成

宣傳單張。 

3. 每季發行社區報。 

4. 古道巷弄綠美化，展現地方文化特色及環保工作績效。 



5. 社區手工藝人才眾多，著重親子教學，義賣所得亦資助弱

勢團體。 

6. 以故事繪本促進活躍老化，元極舞團隊多次代表參加全國

民俗表演。 

7. 重視社區古道環境衛生與社區美化暨環保推動。 

8. 具有多元性的社區活動，如老人、婦女、青少等活動。 

9. 面臨老化嚴重，重視老人福利服務工作。 

10. 社區非常重視親子關係的建立與經營。 

11. 社區非常重視弱勢婦女的成長與自信心的建立。 

12. 社區非常重視兒童的身心健康。 

13. 社區婦女志工熱力十足，將婦女手工藝義賣所得捐給慈善

機構，表現利他的愛心與精神，令人感動。 

14. 社區極重視環境、文史、景觀的營造，配合「嘉義市崇陽

古道」的歷史背景，展現地方的文史特色。古道夜景、綠

化美化皆具有具體之成果。 

15. 社區並無活動中心，但能善用地方資源，借用神農大帝廟

宇作為活動及簡報地點，使服務效率能不斷提升。 

16. 社區關懷據點在每週二至四辦理老人健康促進，手工藝品

製作、健康宣導課程，內容豐富。 

 

（三）問題檢討 

1. 請辦理社區福利需求調查，以了解居民的需求和問題，並

提出因應策略及落實執行。 

2. 請辦理社區居民需要的福利服務，以增進居民對協會的認



同，進而增加會員人數。 

3. 社區幹部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後，請將研習證書

證明影本留存，以供查考。 

4. 何明德先生造橋的故事非常符合福利社區化的指標，團隊

可參考其運作模式，思考如何降低政府補助之比例，亦為

行善團個人及團隊出版繪本童書，彰顯推動成效。 

5. 牆面彩繪如能提高綠牆比例，更達節能減碳功效，花圃空

間亦可加入蔬果植栽，提供長輩照顧，發揮植物治療之功

能。另崇陽古道有其故事性，如何呈現古道之風貌，可結

合社區規劃師整體規劃古道之懷舊感，延伸行善團、醬油

廠等社區故事，設計古道社區劇場。 

6. 整合社區資源人力，增加據點開放時段，讓社區關懷照顧

工作持續化與多元化，彰顯社區在地照顧的精神。 

7. 老街營造的手法與技巧，是否是復古或是附加營造物，值

得檢討。 

8. 評鑑資料準備不完整，只有 101 年的資料，服務/工作成果

請依照評鑑項目分類整理置放。。 

9. 兒少活動偏運動類型，較缺乏其他成長及服務學習的活

動。 

10. 辦理兒童身心發展評量後，缺乏後續兒童身心發展狀況與

處理情形的追蹤。 

 

（四）建議事項 

1. 請和相關單位協調將崇陽古道規劃成為人行專用步道，以



維護參訪人員的安全。 

2. 捐款徵信可公佈在社區報或據點佈告欄，單據核章要壓在

收據，可幫核章人員刻職章。 

3. 購置設備可分別拍照存檔製作設備管理檔案。 

4. 可善用寺廟文化特色，融入民俗表演內容。 

5. 將社區手工藝達人做口述歷史紀錄，亦可培訓其為健康促進講

師。 

6. 透過社區媽媽教室發展社區美食特色，製作美食食譜及導

覽地圖，開發社區風味餐。 

7.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訓練與

培力。 

8. 可以強化婦女與老人的志工服務工作。 

9. 古道營造應該避免過度的彩繪與裝置，以免損害古道風

貌。 

10. 請多落實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各項工作與任務。 

11. 建議下次評鑑資料準備兩年的完整資料。 

12. 建議兒少活動除運動類型外，可增加其他成長及服務學習

的活動，如：兒少夏令成長營及關懷獨居長者的服務學習

活動。 

13. 辦理兒童身心發展評量後，建議追蹤後續兒童身心發展狀

況與處理情形，並做進一步處理及下次活動的改善参考。 

14. 懷舊相簿展現每個家庭的古早故事，極具歷史意義。建議

能將每一本相簿申請文化局計畫，挑選相簿中的若干重

點，以故事的方式呈現當時的情境與內涵，提升社區歷史



傳承的價值。 

15. 社區報可以思考向專業化邁進，逐步將季報變月刊，甚至

可以做成週刊，內容已呈現過去在服務及上課的成果。 

 

四十三、嘉義市東區東川社區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能因應社區特色與居民需求，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2. 自 93 年協會成立時即將組織章程及相關辦法建置完善，

社區發展工作經驗和資料均有傳承，自成立迄今的資料保

存完整。 

3. 會員持續增加中，從 93 年的 145 人增加至 101 年的 169

人。 

4. 會務 (含行政管理)依照組織章程運作。會員有繳交會費、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會議、定期改選理監事、聘免

會務人員均提理事會通過、配屬組織均訂有簡則、各項會

議均有作成記錄並發文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收發文紀錄保

存完整。 

5. 積極連結與整合相關資源，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6. 社區幹部積極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 

7. 年度收入 58 萬 7,986 元，政府補助 46 萬 9,610 元，占

80.0%；捐助收入 3 萬 5,000 元，占 6.0%。 

8. 年度支出 58 萬 9,761 元，業務費 41 萬 309，占 69.0%。 

9. 相關財務管理工作有依規定辦理，唯部份購置費內容亦屬

業務費項目。 



10. 社區動員經驗豐富，落實各項社區服務活動。 

11. 雖然沒有活動中心，但能夠充分利用現有資源提供在地服

務，也藉由活動辦理，提升社區發展工作能量。 

12. 春節書法家春聯贈送，家家貼春聯，感受年節氣氛。 

13. 配合傳統節日(如元宵節、端午節及中秋節)，辦理親子活

動，促進社區親子感情。 

14. 透過媽媽教室，舉辦交趾陶門牌教學。 

15. 透過意象東川計畫，推動社區人才培育課程、耆老訪談發

掘社區特殊人物與故事。 

16. 成立東川鼓舞隊，並代表嘉義市参加「全國民俗活動觀摩」

活動。 

17. 成立環保志工並派隊参加「全國環保志工趣味競賽運動-

廢棄物再利用」活動。 

 

（二）主要特色或創新項目 

1. 將社區內的嘉義榮民服務處高牆，用盆栽美化成綠牆。 

2. 社區自然環境幽美，極具生活品質之機能，社區景點亦有

社區深度之旅的潛力。 

3. 社區推動環保工作非常紮實，具備永續社區的發展指標。 

4. 結合公園空間，推動社區關懷小站，關懷模式令人耳目一

新。 

5. 以綠色植栽改善牆面空間，充份達到節能減碳之綠美化目

標。 

6. 生活品質良好且環境營造優美的社區。 



7. 積極連結各項社會資源，辦理各項社區活動，成效良好。 

8. 結合社區活動與鄰近公園的營造工作，雖無活動中心，但

協會仍能積極結合社會資源，辦理各項社區服務工作。 

9. 透過媽媽教室，舉辦交趾陶門牌教學，讓親子一同學習，

創作不同交趾陶門牌，建立社區的人文特色。 

10. 讓東川鼓舞隊、環保志工隊参加「全國民俗活動觀摩」及

「全國環保志工趣味競賽運動」等活動，鼓舞志工士氣，

增強志工自信心與成就感。 

11. 透過意象東川計畫，推動社區人才培育課程、耆老訪談發

掘社區特殊人物與故事，達成志工訪談技巧的訓練，培育

志工人才，提升推動社區工作的動能，志工熱力十足，貼

心溫馨有創意。 

12. 評鑑資料整理詳細而有系統。 

13. 東川社區鄰近公園，因此對環境景觀之維護不遺餘力，充

分運用室外空間，推動健康維護活動並加以綠美化，成果

顯著。 

14. 社區巡守隊全年無休，對社區防竊、防災，皆能定時執行。 

15. 社區的環保志工(35 人)、關懷志工(28 人)、巡守及防疫志

工(65 人) ，人力充沛皆能發揮所長，展現服務的成果。 

16. 社區注重居民健康，定期做體適能的檢測，鼓勵長輩能夠

持續參加健康促進的活動。 

17. 社區經費有限，但皆能有效利用「SWOT」來規劃目標與

策略過程很允當。分析結果能有效運用。 

 



（三）問題檢討 

1. 簡報中的社會資源連結方面，請加入嘉義榮民服務處。 

2. 辦理社區福利需求調查後，請呈現統計分析資料和發現的

問題，並提出因應策略，以及執行成果。 

3. 請辦理社區居民需要的福利服務，以增進居民對協會的認

同，進而增加會員人數。 

4. 社區幹部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後，請將研習證書

證明影本留存，以供查考。 

5. 請建立配屬組織的名冊。 

6. 社區資源尚屬豐富，可強化人才培訓工作，爭取其他局室

及部會之資源，發展旗艦社區之社區經營模式。 

7. 如何運用社區景點，規劃社區特有的深度文化之旅，創造

社區生產收益，可做全盤性的調查及規劃。 

8. 社區長青志工人力資源素質優良，可開發社區達人做導覽

志工，展現活躍老化之榮譽感，並吸引公教退休人員的投

入，打造在地安老長壽村的願景。 

9. 社區協會缺少自己能自主的室內活動空間。 

10. 社區協會缺少自主生財之道，不利永續經營。 

11. 社區協會行銷能力較弱，知名度不易提升。 

12. 社區文化調查報告過於單調，不易引起他人閱讀的興趣。 

 

（四）建議事項 

1. 請盡快和市府協調以取得社區活動中心，以利社區發展工

作的永續經營。 



2. 調整單據黏貼方式及單據壓章。 

3. 可將捐款徵信公告在社區報上。 

4. 理監事會會議紀錄可加入財務報告之紀錄。 

5. 社區 logo 可呈現社區特質並運用色彩豐富印象。 

6. 公園健身器材之場地需注意地面整平及階梯落差問題。 

7. 爭取眷村改建之部份空間做為關懷據點長設空間之使用。 

8.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訓練與

培力。 

9. 除社區活動外，對於實質的各項服務工作也應逐漸增加。 

10. 善用婦女組織與人力，成為社區發展工作的人力基礎。 

11. 社區有非常優良的歷史古蹟與名勝景觀，建議充分運用連

結，並積極行銷社區的特色，建立觀光休閒產業，提升社

區知名度，以利留住社區人才，開闢社區財源，有助社區

永續經營。 

12. 請市府議員及地方人士協助協會尋找能自主的內部活動

空間。 

13. 加強社區發展協會行銷能力之訓練。 

14. 將社區文化調查報告轉化成彩繪故事集，增加閱讀吸引

力，並分批登在社區刊物上，增進居民對社區歷史的了解

及對社區的情感與認同度。 

15. 都會型社區經費及財源有限，應鼓勵居民踴躍捐獻，使自

籌經費比率可以逐年增加。 

16. 社區報內容豐富且詳細，未來可爭取在地廠商刊登廣告以

增進財源。 



17. 社區未來可以思考「使用者付費」的概念。推動方式可以

先區分「免費」與「付費」的類型，再逐步鼓勵居民參加

付費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