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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的理念、運作
與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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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111.8.30

旗艦計畫的發展脈絡與理念

•內政部於民國94年開始辦理「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之後各

縣市陸續跟進辦理「小旗艦計畫」

•理念：

 調整以往社區組織各自工作的方式，開始鼓勵社區結盟，

以團隊的力量，共同推動社區工作

 透過聯合社區概念，由成熟社區協助、陪伴成長中之社區，

促進社區發展協會的成長，及提昇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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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的特色（中央大旗艦）

1. 跨社區、跨局處、跨年度；並補助專職人員人事費

2. 大致上將工作區分為三年：

 第一年重點為瞭解需求及資源培育：如「需求調查」、

「資源盤點」、「志工訓練」等

 第二年重點為網絡建構及推廣服務：如福利社區化方案的

辦理

 第三年重點為成果提升：提昇服務能量及社區永續

學者研究對旗艦計畫的研究發現

(均以中央大旗艦計畫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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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的合作模式(賴兩陽、李易駿，2013)

1. 公部門主導：公部門主導團隊的組成，甚至主責計畫的撰寫

2. 社區自主：由提案社區內部討論發展出計畫

3. 公部門與社區合作：由公部門邀集目標社區共同討論，而發展

出計畫

4. 專家學者輔導：由外部專家學者帶領社區團隊形成計畫

有利旗艦社區發展的因素(何榮松，2012)

在籌備初始階段：

1.參與計畫之各社區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期待

2.評估社區投入旗艦計畫之意願、社區能力

3.以具能力與孚眾望的領航者，以整合計畫及協調工作。

4.招募具意願與熱誠之協力社區，以組成聯合社區。

5.專家的介入輔導，以提供技術支援。

6.明確之計畫與願景，以引導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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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旗艦社區發展的因素(何榮松，2012；賴兩陽、李易駿，2013)

在實際運作階段：

1.公開、透明、互信的組織化運作，以凝聚共識。

2.開明的協同領導模式，以促進和諧。

3.細緻的業務分工與緊密的合作，以完成協力之目標。

4.專案經理人的付出與投入，以推動業務。

5.公部門提供支持與挹注資源，以彌補不足。

旗艦計畫對社區能力提升的助益

1. 擴大社區居民的參與，提升社區能量

2. 獲得更多規劃與展現社區特色的機會，提升社區的知名度與社

區之向心

3. 學習其他社區的長處，提昇自身之能力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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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團隊合作模式：拼積木？揉黏土？

旗艦計畫的挑戰與風險

1. 參與社區意見不同，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在聯繫協調

2. 服務團隊不穩定，影響計畫推動

3. 資源的分配集中在某些特定社區，衍生爭議

4. 各社區因活動主責與參與而有歧異

5. 服務方案與受服務對象較多，服務的績效與特色較無法凸顯

6. 社區僅是形式聯盟、輪流辦理活動，實質合作少

7. 參與社區對計畫有不同期待，影響團隊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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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推動的阻力 (何榮松，2012)

1. 在經費上：經費補助不足、核撥較晚、且核銷程序繁瑣，使社

區備感壓力。

2. 在參與上：社區幹部年齡偏高、參與僅限少數幹部、使經驗傳

承不易。

3. 在人才上：社區在地人才的培育不足，使人才斷層。在業務上：

社區執行之方案太過多樣化，分散社區人力與專注力。

4. 在資源上：資源籌措不易，使聯合社區之持續性不足。

旗艦計畫結束後能繼續合作原因

1. 社區透過相互學習，累積更多經驗與能力

2. 透過旗艦計畫的執行，工作團隊更有合作默契

3. 因旗艦的運作引導更多社區的人願意出來參與

4. 旗艦計畫帶來的效益，如資料整理、特色方案、產品開發等，

讓團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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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結束後無法繼續合作原因

1. 對於旗艦計畫及合作模式的理念不同

2. 對於資源配置的認知有差異

3. 理事長改選以致理念不同或經驗無法傳承

4. 社區重要幹部或志工無法持續投入

5. 公務門資源停止挹注後，社區無足夠自主財源

旗艦計畫書內容

1. 計畫緣起：為什麼要提出這個計畫

2. 參與社區介紹：人、文、地、景、產

3. 社區狀況評估：SWOP分析（優勢、劣勢、機會、挑戰）

4. 社區條件說明：主要社區需求與社區資源

5. 計畫目標：本計畫的預期目標（大方向）

6. 合作夥伴：預結合之外部機關團體

7. 各子計畫說明：方案名稱、參與對象、辦理方式、每次活動內容與
時間地點、主責社區與主要參與者、預期參與人數

8. 總經費規劃

9. 預期效益（明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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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
方案類型

團隊培力 人員培訓

社區調查 社區服務

成果展現

永續運作

旗艦計畫內容 團隊培力

• 目的：提升旗艦團隊的熟悉度、合作默契與團隊運作

• 方案設計：

1.旗艦團隊社區彼此的經驗分享

2.旗艦運作的定期討論與檢討

3.績優/資深旗艦領航社區的分享

4.學者專家協助檢視推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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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培訓旗艦計畫內容

• 目的：提升旗艦計畫執行的能量

• 方案設計：

1.一般志工訓練

2.針對未來活動辦理特殊志工訓練

3.擴大志工參與辦理特殊對象志工訓練

社區調查旗艦計畫內容

• 目的：了解社區的資源與需求

• 方案設計：

1.社區資源調查

2.社區居民一般需求調查

3.社區特殊需求調查（社區防災、社區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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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旗艦計畫內容

• 目的：針對社區民眾提供各種服務方案

• 方案設計：

1.特定人口群體服務方案(老人、兒少、新住民…)

2.多群體融合服務(祖孫方案、親子方案、多元族群方案…)

3.特定議題服務方案（性平、防暴、安全…）

成果展現旗艦計畫內容

• 目的：讓社區民眾及外界了解旗艦計畫的成果

• 方案設計：

1.靜態展示：活動照片展、活動成品展示、成果報導等

2.動態展示：現場表演、現場才藝製作、產品展售等

3.社區互動：一般社區居民互動/體驗/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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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運作旗艦計畫內容

• 目的：藉由旗艦計畫提昇社區永續發展的能量

• 方案設計：

1.社會永續：社區發展協會人才培育、領導團隊培力、志工培力

2.財務永續：發展可收費的服務與商品；建立長期穩定贊助單位

3.環境永續：消除/減少對社區環境形成負面影響之因素

社區服務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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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新理念：社區共生

1. 不再將社區不同人口群區分為誰是「服務者」、誰是「被服務

者」

2. 每個社區民眾都可以對社區有積極的參與，並做出貢獻

3. 善用社區每個成員（尤其是傳統的「弱勢族群」）之條件與能

力

4. 實例：老人可以擔任傳承活動講師、新住民可以協助美食活動

教學、兒少可以擔任資訊教學助手

社區服務新理念：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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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社區菜園、
食物分享、營養餐食

各人口群健康促進活
動、健康量測、關懷
慰問

性平宣導、教材製作、
性別活動

能源教育、能源再利
用、家戶節能檢核

老人、新住民、原民、
移工、身障者之能力
提升與社會參與

食農教育、友善生產、
友善環境餐食、體驗
活動

社區服務的創新

1. 社區方案不是要「獨一無二」才叫「創新」

2. 不是要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才叫「創新」

3. 社區方案的「創新」重在自己的過去比較，而不是跟別人比較

（除非是要參加評選）

4. 從別的社區學習自己還沒做過的，對自己來說就是一種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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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提醒

1. 社區經營著重「過程」甚於「結果」，「過程怎麼做」比「做

出什麼成品」更可貴

2. 社區發展協會是人民團體，避免完全依賴政府經費來運作

3. 社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設定不同的發展重點與策略，參與旗

艦計畫是擴展社區資源的絕佳機會

創新的面向

調整慣常使用的服務思維與元素，就可以成為創新。以性平宣導為例：

1. 新的服務對象：對男性/新住民做性平宣導

2. 新的活動媒介：自製宣導影片與媒材（可以多元、多語言）

3. 新的活動方式：用戲劇、電影欣賞、教本共讀、性別翻轉體驗等

做性平宣導

4. 新的服務地點：到商家、廟宇做宣導

5. 新的服務者：由兒少/新住民/老人來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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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方案實例討論：

請參與夥伴提供社區曾辦理過的方案，

討論可以如何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