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95 年度建置社區資源效益成果報告 

95 年 8 月/個案管理組 陳美淇 護士 

一、前言 
在服務社區的過程中，不難觀察出經常參與活動、熱心於社區事物及志

願服務組織中的活躍份子，這些重要關係人可能是負責社區重要事物的公職

者、在社區內有重要影響力之仕紳及意見領袖、或是積極關心地方的居民，

他們對社區生活的影響力是不容忽視的。本中心每年度例行進行社區資源調

查，一方面進行社區資源網路基本資料更新，另方面更是持續資源整合，開

發新合作對象之策略模式建立社區夥伴關係。本年度分二階段辦理，第一階

段調查多偏重在學校、宗教團體及醫療院所；第二階段調查著重社區在地新

資源，鼓勵地段護理人員成為發掘社區資源，並透過標竿學習開發新資源，

發現許多團體組織願意結盟並共同合作。 
社區資源調查，是營造健康城市的基礎工作，認識社區資源就像是認識

一個新朋友，針對社區中部份代表性人物及組織蒐集資料，透過面對面的談

話，與受訪者建立關係，才能深入瞭解社區的需要及潛力。而社區資源建構

是一個連續的過程，目的是結合社區週邊資源，透過發現社區內的資源，將

里內與廣義健康有關的正式、非正式之大小團體組織結盟，經由與社區資源

領袖攜手共進的過程中，進而引發共通的情感，願意互通有無、互相協力深

耕社區，並積極展開我們大安健康城市的新里程碑之旅，傳遞「有氧大安、

全民健康」之美好生活遠景。 
二、目的 

(一)整合與運用社區資源，強化本中心與社區之合作關係，達成社區資源共

享，以建構社區適性發展的環境。 
(二)積極建立社區夥伴關係，有效地利用有限的資源，降低經費與人力支出

之資源效益。 
三、實施策略 

(一)每年安排二次社區資源調查，由地段護理人員於 53 里進行里內資源大

發現並評估合作之可能性。 
(二)調查對象：服務中心、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管理委員會、

醫院、診所、健保藥局、社區志工團隊、里內熱心人士、各級學校、幼

稚園、托兒所、圖書館、百貨公司、公私立機構、宗教團體等。 
(三)調查工具：社區資源調查表、社區領袖及組織拜訪紀錄單。 



 

 

(四)社區資源分成二大類，第一類為一般性質社區資源，第二類為特殊性質

社區資源。一般性質社區資源由地段護理人員拜訪，填寫社區資源調查

表；特殊性質社區資源由業務承辦人拜訪，填寫社區領袖及組織拜訪紀

錄單，以瞭解對社區意識的認同和對社區健康的期許。 
(五)依照社區需求並評估合作之可能性安排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四、實施成果 
(一)第一階段於 94 年 12 月 10 日至 95 年 1 月 10 日，調查一般社區資源共

計 387 家數。其中學校與幼托園所有 167 家、佔 43.2％為最多；其次為

醫院診所有 67 家、佔 17.3％；第三為里內熱心人士有 38 人、佔 9.8％；

第四為宗教團體 30 家、佔 7.6％。大安區是住宅區及文教區，亦是商業

活動頻繁的都會區，本中心在辦理各種活動，依照社區居民的需求並運

用本區資源的特性，廣泛結合與善用社區領袖及組織對社區的影響力。 
 
 
 
 
 
 
 
 

(二)第二階段於 95 年 3 月 17 日至 95 年 4 月 17 日，新增一般社區資源 32
家數。其他（在地團體 8 家、專業團體 5 家、消防局分隊 1 家、市場 1
家、社區報 1 家、長期照護所 1 家、電台節目 1 家）有 18 家、佔 56.3
﹪。讓地段護理人員對地段資源更熟悉外，亦深入社區發掘更多的社區

資源種類及暸解社區的特性，是促進社區參與、凝聚社區共識的好機會。 
 
 
 
 
 
 
 

第一階段社區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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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階段社區資源調查中，一般性質之社區資源調查共計 419 家，學校與

幼托園所有 169 家、佔 40.3％為最多；其次為醫院診所 72 家、佔 17.2
％。為營造健康、舒適、安全、快樂的學習與生活環境，加強結合並善

用豐富的醫療資源，提供學校與社區健康促進的服務。 
(四)特殊社區資源調查共 18 個團體，有 14 個團體（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教

育大學、中華民國保母策進會、空軍作戰司令部醫務署、台灣大學衛生

保健及醫療中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紅十字會台灣省分會、大安

森林公園、佳音電台、康泰醫療基金會、老人服務中心、大安區戶政事

務所、空軍總部、大安區公所）願意在今年共同合作；另外 4 個團體中

消防局復興分隊與中華民國防癌協會今年無規劃大型活動、獎卿大台北

居家護理所大部分照顧臥床個案無暇參加活動、癌症希望協會即將於

4/22 要遷至別區。 
(五)14 個特殊性質團體願意在今年共同合作之項目中，在健康篩檢活動有 10

個團體、佔 55.82％為最多，其次為健康講座有 3 個團體、佔 17.65％，

其他 4 個團體合作項目分別為大安森林公園可提供場地租借、佳音電台

協助廣播與刊登月刊、紅十字會台灣分會協助急救技能課程及大安區公

所協助名冊列印。 
 
 
 
 
 
 
 
 
 

(六)95 年 1-5 月已有 11 個特殊性質社區資源與本中心共同合作，以紅十字會

台灣省分會計 15 次、佔 41.66﹪為最多，辦理事故傷害防制與急救技能

訓練；其次為大安區公所計 6 次、佔 16.67﹪，舉辦路跑、健走、大安健

康城市區民論壇、大安慶佛誕報母恩愛心祈福活動、臺北前進國際健康

城市活力家庭嘉年華、大安健康促進協會成立大會暨健康城市宣示；第

三為佳音電台計 5 次、佔 13.88﹪，宣導大安健康城市系列專訪與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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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95 年 1-5 月辦理 165 場社區健康促進活動，與社區資源共同合作下，在

資源效益上節省經費共計 208,510 元、節省 309 人時。 
(八)在過去合作模式下多偏重社區篩檢及健康講座，今年為擴大居民共同參

與，95 年 1-5 月陸續有其他特殊資源團體願意結盟共同辦理大型活動，

有雀巢公司、公園路燈管理處、中華健康生活與運動協會、臺北市體育

會馬拉松委員會、中華民國樂樂棒球協會、臺北市體育處、聯合報、慈

濟功德會、基督教救世軍、大安社福志工團、大安社區大學、合康健診

中心、大安新龍律動班等，攜手合作辦理 12 場，共計 7,080 人共襄盛舉。  
(九)為推廣大安健康城市之健康促進活動行銷，積極透過佳音電台、臺北廣

播電台、漢聲電台及東森電視台等共同合作共計 11 次（口播 5 次、專訪

4 次、call  out2 次），獲得區民熱烈迴響，激起共同參與意願。 
(十)與社區建立夥伴關係，共同辦理健康行銷活動，發布 12 則新聞稿，其中

6 則新聞稿刊登於七大報中以中國時報 6 次、頻果日報 4 次、聯合報 4
次、自由時報 4 次、民生報 1 次，共計 1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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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特殊社區資源合作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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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針對社區資源之組織領袖安排定期與不定期聯繫，一般性質社區資源需

每月定期聯繫的有里長、里幹事及社區領袖，每季定期聯繫包括學校暨

幼扥園所、醫院診所、公私立機關團體、宗教團體等；特殊性質社區資

源採不定期聯繫與拜訪。 
六、評值 

大安區擁有豐富的社區資源，透過調查，可發現社區美好的事務，與建立

社區居民的良好關係，更能發掘社區的潛力，成為社區發展的起點。而隨著台

灣經濟的發展與疾病型態的改變，社區居民對健康需求的層次亦不斷提高，唯

有透過社區組織的結盟與活絡，經由定期與不定期拜訪，聯繫情感以提升社區

共識，增進社區互動，才能擴大社區參與之能量，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才能永續

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