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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探討非營利組織推動客家社區營造情形，並以東勢庄文化協會為個案做深入探討，採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


研究發現包括：（1）社區治理強調共同參與，與社區發展相關的單位，彼此之間有相互依賴性。社區組織社團化使社區營造工作更具成效，客家文化使社區發展更具特色。東勢庄文化協會的服務空間從東勢庄的一個單姓聚落擴大到平鎮市，服務對象從客家人擴及各族群。將在地客家農村文化素材融入社區營造中而別具特色，協會讓居民瞭解客家文化，建立了地方特色，惟在客家語言與客家精神的傳承推廣上有待加強。（2）東勢庄文化協會推動社區營造遭遇的困境為經費不足、文化資源運用不易、成員減少、專業能力待提升、內部的互動及運作待改善、與居民和地方組織的互動不足、居民參與度不足，本研究並針對困境提出解決策略與建議。



	摘要(英)	In this stud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mpels the Hakka communities, and takes Dong Shi village culture association as the case study, pick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tensive interviewing conducts the research.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1)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emphasized fellowship,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finding that there are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each other.  Community association makes community empowerment working more effective, Hakka culture caus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re unique. The Dong Shi village culture association’s services from Dong Shi village’’s single-character surname settlement expand to the Pingjhen city, servicing Hakka group to other ethnic groups.  Hakka culture in rural areas material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especially unique, the association lets the resident understand the Hakka culture, and establishe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n the spirit of the Hakka language and promotion of heritage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2) The Dong Shi village culture association impels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such as a lack of funds, an uneasy cultur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reduce of the memb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internal interaction and oper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resident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active insufficiency, and people participating les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solu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 position.



	關鍵字(中)	
      	  ★ 非營利組織
★ 客家社區
★ 社區營造
★ 社區社團化	關鍵字(英)	
      	  ★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Community Association
★ Community Empowerment
★ Hakka Community
	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待答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8


第五節	名詞釋義	9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理論探討	13


第一節	社區與社區營造	13


第二節　客家社區	16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的意義與特徵	21


第四節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營造	23


第五節　使命與策略	32


第六節　社區治理與社團化	33


第七節　相關文獻檢閱	35


第三章　實徵研究設計	43


第一節　研究架構	43


第二節　研究對象	44


第三節　資料處理	46


第四章　個案實證分析	51


第一節	東勢庄文化協會的沿革與現況	51


第二節　東勢庄文化協會推動社區營造的模式	86


第三節　東勢庄文化協會在社區營造的歷程與成效	98


第四節　東勢庄文化協會在推動社區營造歷程遭遇的困境與對策	137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165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65


第二節	建議	173


參考文獻	177


附錄一　桃園縣東勢庄文化協會章程	183


附錄二　訪談題綱（公部門）	191


附錄三　訪談題綱（其他人員）	192


附錄四　已編碼文本	193


附件五　問卷	218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王本壯(2005）。公眾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計劃執行之行動研究―以苗栗縣推動社區規劃師運作模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共行政學報，17。


內政部（2008）。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2011年3月20日取自http://www.tycg.gov.tw/files/download/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_1.doc


毛敬智(2005)。教育做為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的可能與侷限性─以達邦國小為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司徒賢達（2001）。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台北：智勝文化。


江明修（1996）。社區意思與公民參與。教育研究雙月刊，51，41-52。


江明修（1998）。非營利組織與公共服務:公民社會協助政府再造之道。人事行政，12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台北：文建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2010年8月30日取自http://tung2007.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mp=1869&ps=


呂文皓(2002)，。社區發展中非營利組織其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以船仔頭文教基金會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李令儀(1998)。吳里長用五十萬元打一場實驗戰爭。新新聞週報，567，89-90。


何明城、陸宛蘋（2009）。非營利組織之使命與策略。載於蕭新煌等（主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75-101。台北市：巨流。


吳建昇(2004)。，探討社區型非營利組織與社區之互動―以新港文教基金會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吳淑霞（2009）。志工參與非營利事業組織的研究―以嘉義新竹義張為例。國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丘昌泰，2007年，鄰避情節與社區治理：台灣環保抗爭的困局與出路。台北：韋伯出版社。


林志成(1996)。社區主義向前行─塑造社區新風格的觀念與做法。竹市文教，13，19-22。


林志成（1998）。社區總體營造之省思。社教資料雜誌，241，8-11。


周業謙、周光淦(譯) (2005)。David Jary、Julia Jary著。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尚道明(1996)。科學園區的經營之神不敢小看里長伯吳慶杰。行動家，584，76-78。


東勢庄文化工作陣作者群（2004a）。來去東勢庄。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東勢庄文化協會（2004b）。桃園縣東勢庄文化協會章程。未出版，桃園縣。


東勢庄文化協會（2006）。2006年桃園縣客家文化節東勢庄聚落型生態博物館活動成果報告。未出版，桃園縣。


翁文帝(2002)，。非營利組織推動九二一重建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許世雨(1992)。非營利組織對公共行政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陳可慧（2005)。社區培力成效與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區域型培力中心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其南（1996a）。社區營造與文化建設。理論與政策，2，109-116。


陳其南(1996b)。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與使命。建築與環境，42，14-16。


陳其南(1998)。社區總體營造的永續發展策略。社教資料雜誌，241，05-07。


陳定銘（2007）。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理論與實踐。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怡如（2000）。社區成人教育參與及其社區意識之關係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板（2007）。社區營造篇。載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概論。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陳亮全(1996)。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空間，92，49-56。


陳碧妍（2010)。從家族連結到公益網絡之社區治理：以平鎮義民社區發展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陳錦煌（1999）。21 世紀社區總體營之展望―邁向永續發展的社區生活共同體，未出版。


彭瑞麟（2009)。金廣福文教基金會參與客家地區社區營造之研究。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曾九健公嘗忠恕堂管理委員會（2008）。沒共樣介公廳。桃園縣：曾九健公嘗忠恕堂管理委員會。


曾金玉（2000）。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曾漢珍（2002）。客家社區營造課題與策略之研究。2011年7月6日取自http：ayne.cs.nthu.edu.tw/~iosoc/hakka/conference/papers/02_1.doc。


曾槶源(2004)。，。非營利組織協助推動社區產業發展之研究―以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推動南投桃米社區總體營造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馮天蔚（1999）。融入社區的實踐─桃園龍潭三坑子聚落社區營造之經驗。中原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黃武忠(2001）。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與實務。。。台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黃美容（2009）。客家社區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之研究—以新竹縣某協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2010）。99年度補助蘆洲地區辦理客家文化精神傳承活動補助計畫。2011年7月4日取自http://www.hakka-affairs.ntpc.gov.tw/web/Message?command=showDetail&postId=204139&groupId=11376


詹雪梅(2004)。永樂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參與學習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廖坤榮（2004)，。台灣農會的社會資本形成與政策績效。政治科學論叢，22 。


蔡世群(2007)，。客家地區社區營造策略之比較研究：以內灣與九讚頭社區的發展現況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縣。


蔡世群(2008)，。社區社團化的功能與模式研究—以台南市金華社區為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蕭新煌、黃世明（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禎德(2005)。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以大嵙崁文教基金會為例。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羅秀華(2003)。文山社區由充權到治理的發展歷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二、西文部分


Peter, D. Hall. (1987).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ivate Nonprofit Sector.in W. W.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alamon, L. M. (1987).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W. W.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sbrod, B. A. (1988). The Nonprofit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Thomas. (1990).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指導教授	
      	  江明修、陳欽春
(Min-Hsiu Chiang、Chin-Chun Chen)
      	 	審核日期	20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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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