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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近幾年，臺灣的志願團體組織蓬勃發展，尤其是桃園市的志願團體水環境巡守隊的成立，扮演著守護河川地守護神。由於中壢區老街溪經過工業的發展和經濟的成長，人口不斷的成長，造成老街溪嚴重的污染和河水氾濫，有鑑於此，桃園市政府公部門決心河川整治，結合當地居民所組成的志願團體水環境巡守隊護溪運動，他們的所傳達的不僅是河川地保護，更重要的是保育宣導，還有生態教育。

桃園市中壢區的水環境巡守隊的成立，護溪、護河，護灘運動，表現的可圈可點。本研究是探討桃園市中壢區水環境巡守隊的成立，它可分成兩種不同的類型，帶領和管理方式不同。而委外公司與桃園市環保局業務密切關係，他扮演著環保局與水環境巡守隊之間的橋樑。經過本研究的次級分析、文獻探討和深入的訪談後，有如下幾點發現和建議::  

一、環保局委外科技公司的業務對於水環境巡守隊評比績效有重大的關       

    係。

二、公部門環保局應該實際掌握水環境巡守隊的業務狀況。

三、水環境巡守隊之間應該採取互相尊重、合作，才是無私的精神。

四、以客家組成的志願團體水環境巡守隊對當地居民的影響是濳移默化的

    行動。

五、在都會客家裡，客家語言被隱形化，對客家語言流失，是一大隱憂。
	摘要(英)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have flourished,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in Taoyuan City,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the patron saint of protecting rivers. As the Laojie Creek in Zhongli District has undergon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continued to grow, causing serious pollution and river flooding in Laojie Creek. In view of this, the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and public departments are determined to remediate the river and combine it with local residents.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protects the river. What they convey is not only the protection of rivers and rivers, but more importantly, conservation promotion and ecologic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in Z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protected streams, rivers, and beaches. The performance was remarkabl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in Z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types with different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he outsourcing company Taoyuan C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has a close 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he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and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After the secondary analysis,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this researc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1. The business of a technology company outsour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as a major bearing on the evalu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2.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of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actually grasp the business status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3. The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should adopt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which is the spirit of selflessness.

4. The impact of the Hakka voluntary group water environment patrol team on the local residents is a subtle action.

5. In the metropolitan Hakka family, the Hakka language is distorted, and the loss of the Hakka language is a major concern.



 Keywords: Metropolitan Hakka, community voluntary groups, watershed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關鍵字(中)	
      	  ★ 都會客家
★ 社區志願團體
★ 流域治理
★ 環境保育	關鍵字(英)	
      	  
	論文目次	目     錄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致謝 .................................................iv

目錄 .................................................v 

圖目錄................................................vi

表目錄................................................vi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12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16   

第四節    碩博士論文檢閱................................22

第二章    文獻回顧......................................37

第一節    志願服務的定義.................................37

第二節    社區組織的定義.................................41

第三節    環境保育的概念.................................44

第四節    客家族群的定義 ................................48

第三章    水環境巡守的志願服務............................51

第一節    地方組織團練的由來..............................51

第二節    桃園市水環境巡守隊的成立........................54

第三節    桃園市水環境巡守隊運作組織......................58

第四節    桃園市預算編列.................................65

第四章    經驗研究探討...................................69

第一節    水環境志工管理方式差異..........................69

第二節    水環境組織運作.................................74

第三節    水環境巡守隊的績效評比..........................80

第四節    水環境巡守隊的認養區域問題......................88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93

第一節    研究發現.......................................93

第二節    研究建議.......................................97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101

參考文獻..............................................102

附錄一、訪談大綱.......................................109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一)、出版書籍

王塗發 、洪如江 (2004)。迎戰全球化  臺灣向前走 生態環保。出版，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臺灣心會。

石鳳城 ( 2009) 。環境保護法規概論 (第二版)。出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

江明修 ( 2003)。志工管理。出版，台北市 : 智勝文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2012 )。環境保護25年回顧與展望。

林 茵 (2014)。審訂: 宋傳教。源遠流長老街溪 。出版，桃園縣平鎮市宋屋國民小學。

姚瀛志 (2011)。社區組織理論與實務技巧。出版:，新北市 : 揚揚志文化。

彭懷真 (2016)。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初版，新北勢 : 揚志文化。

彭湘漪、陳秋山(2011)譯者。社會工作與社區─實踐的批判性脈絡。出版，台北市 : 心理。

蕭新煌、黃世明 (2017) 。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 上，地方社會與族群政治的分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書製作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二)、期刊參考

王保鍵 (2016)。論桃園客庄型態與客家政策。臺灣民主季刊的13卷第四期，93-332。 

王秀燕 (2016)。社區發展的 新能量─以社區為基礎的 在地服務。社區發展季刊，154期，頁70。

王保鍵 (2012）。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發展途徑。城市學刊第三卷，第二期。

王保鍵 (2019)。都會客家政策問題 : 以新北市為例。文官制度季刊˙ 第十一卷第一期，頁109-130.。

王甫昌 (2015)。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全球客家研究，第5期，頁27-34。

丘昌泰 (2006) 。台灣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為:顯性與隱性客家人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客家研究期刊，創刊號，頁45－96。

丘昌泰 ( 2011) 。台灣客家的過去與現在 。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57期

頁2-12。

汪靜明 (2003)。 環境教育的生態理念與內涵 。環境教育學刊，第二期，頁131-166。

李柏諭 (2015)。伊甸基金會推動產業化的跨部門協力模式。文官制度季刊第七卷，第二期，頁47─87。

李美珍、蔡適如、莊敬 (2018)。銀色光芒、在的「耆」蹟-高齡志工服務推廣現況與未來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63期。

李超 (2014)。論儒家的 生態倫理 自然觀－“ 時中 ”生態智慧與同心園生態模型。北京李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  (2 )，142－154。

吳培麗、陸宛蘋 (2012)。台灣非營利部門現狀與組織運作分析。實踐大學社工系講師。康寧學報第四期，頁131-166.。

周呈奇 (2018)。當代臺灣關於生態環境、代暩正義、人文資產的可持續發展之思想探索。華人經濟研究，第十六卷第二期。頁39－51。

林雨潔、劉宗熹、莊宜貞 (2017) 我國參與式預算推動現況。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350期，頁1-4。

林祐聖、陳東升 (2018)) 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 : 兩個社區的比較研究。臺灣社會學地35期。頁111-145。

葉欣怡 、林祐聖 (2017) 參與式預算的臺灣實踐經驗  : 以三峽區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試辦計畫為例。民主與志哩，4(1)  : 69－95。

徐仁輝 ( 2014)。參與式預算制度的 理論與實踐。財稅研究，第43卷，第二期，頁1－11.

陳翰堂、關安妮、鄭青霞 (2018)。台灣社會福利學。第十四卷第二期.。

陳介中 (2010)。飛躍的社區組織-社區組織工作的延續性與創新。台灣社會福利  學刊第八捲第二期，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秋政 (2009)。都市河川跨部門治理分析炭:台中市筏仔溪為例。府際關係

研究通訊第八期。

陳宜伃、黃源協 (2015)。遠親或是近鄰 ? 社區組織內外網路對其服務績效的影響。台大社工學刊。第32期。1頁─３２頁。

莊雅仲 (2010) 。有「夢」最美 : 族群認同與承認政治。台灣人類學刊 8 (2 ) : 3－35。

曾華源 (2002)。推動志願服務以增進社區發展。社區發展季刊第100期.頁138-148。      

曾建元 (2016)。全球客家研究。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第七期，頁  299-322.

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 (2017)。長者參與志願服務之價值與措施 – 增權取向社區發展季刊，163期。

張筵儀、李宗 (2013)。第三部門在該後復原重建的角色與功能─整合治理 

觀點。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警政論叢第十二期 。

游進裕、李鴻源、黃佼娉、許文堯 (2014)。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談國土空間跨域治理之實踐。第二卷，第四期，頁79-90。

劉宗熹、王國政 (2018)。現階段我國參與式與算推動樣態分析。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的53期，頁1-5。

萬毓澤 (2016) 臺灣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反省與前瞻。

薒分方、柯瓊芳、張翰璧 (2017)。都市化影響之下越南經濟發展與價值關係之探究。 臺灣東南亞學刊，12卷1期，頁79-112。

謝明昌、許經昌、黃渾峰、張搏銘 (2008 )。河川守護新契機-建立原住民森林河川巡守制度。頁101-119。

駱尚廉、顏秀慧 ( 2002 )。環境資源主管機關支應味及職員探討。國家政策季刊創刊號，業183－194。

謝明昌、許經昌、黃渾峰、張搏銘 (2008 )。河川守護新契機-建立原住民森林河川巡守制度。頁101-119。

駱尚廉、顏秀慧 ( 2002 )。環境資源主管機關支應味及職員探討。國家政策季刊創刊號，業183－194。

簡惠娟 王燕琴 (2012)。我國社區發展工作現況與未來展望。社會發展季刊，138期。 

蕭文高 (2019)。社區組織參與與老人預防照顧體系之社區治理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三)、碩士論文

曾維德 (2018)。桃園市自然災害新聞報導內容分析及老街溪災害識決之研究-以1986-2015年研究老街溪分為幾個水文保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楊于嫺 (2014) 。都市河川復育之研究－以老街溪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安麗、尤珮君 (2008）。非營利組織參與高屏溪沿岸社區營造之成效評估─以舊鐵橋協會為例。南華大學公行所碩士論文。

邱怡亭 (2011)。公私協力輔助客家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以屏東五溝水聚落為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楊怡慧 (2013)。我國地方性信仰型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聯盟之研究-以「財團法人桃園縣寺廟團體公益慈善基金會」為個案研究。國立中大學法律所與政府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珮菱 (2013)。公私協力參與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之研究─以桃園縣龍潭鄉水田老屋客庄研究調查計畫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

論文。

賴彥澄 (2012) 。客家族群都會隱形化與公民參與－以臺北市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外文部分

Green，G P，&A Haines(2008)。Asset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

  Los Angeles : SAGE Publications。

Henderson ，Paul，＆ David N.Thomas (2005).Skills in Neighbourhood Work (3rded.)，Routledg，Taylo r ＆ Francis Books Ltd.

Paul Stepney，Keith Poppl e  (2011) .Social Work and the Community─A Critical 

  Context  for Practice. 

Farley，O. William， Larry  L. Smith， ＆ Scott W. Boyle (2006).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Boston : Pearson Education.

Samuel，John (2007).“ Public advocacy and people－centred advocacy :Mobilizing for social chang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17(4－5) : 615－621.

(五 )、網站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桃園環境教育全球資訊網(資料來源，2021，1，30)。

全國法規資料庫 (2002)，環境基本法(資料來源，2021，2，2)。
	指導教授	
      	  孫煒
      	 	審核日期	2021-7-27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