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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天水圍情報大搜查一邊收集

街坊意見，一邊認識新朋友!

疫情後的社區和
社區資產重建 

疫情肆虐三年，社會幾乎將所有焦點都落在抗疫之上。社區曾經因為疫情

而被分隔，不僅是物理上的阻隔，更是社區關係上的隔離。雖然疫情後期

大家都適應在各項防疫限制下相處，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仍然薄弱。本年

度的「集盒」計劃，不少服務單位都把握後疫情的時機，期望將社區和社

區資產重建，面對不同疫情階段的社區條件變化，他們都汲取疫情的經

驗，加強計劃的執行彈性，致使服務能夠配合疫情的改變而作出調整。以

下兩個計劃正好展示他們發展和利用重建社區所作出的嘗試。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天拉吧－天水圍故事

館」利用「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的資助，開

展「換來玩去－天水圍社區共創遊戲計劃」，以

天水圍社區作為創作靈感，配合隨手可得的簡單

物料，於社區內創作各類遊戲，同時鼓勵參加者

發掘天水圍故事及有趣的公共空間。透過簡單的

活動和遊戲，一眾藝術家與天水圍居民共同創建

一個具活力和創意的社區，達致社區營造，將天

水圍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具快樂空間和創造力的社

區，並且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再次拉近，同時共

建居民與社區的聯繫。

「天拉吧－天水圍故事館」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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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地區服務需要利用各個機會將因為疫情失去的社區關係

再次建立聯繫，提升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循道衛理亞斯里社會服

務處的「友里幫社區服務中心」服務荃灣區內的「三無大廈」，不

少居民屬於新來港人士和劏房居民，他們原本的居住環境已經不利

鄰里和社區關係的建立，加上疫情的打擊令情況雪上加霜。中心透

過推動大廈清潔為介入點，組織大廈居民一起關注大廈的衞生問題

和義務參與清潔公共空間，目的不單為了令他們的居住環境得以改

善，更重要是令社區破碎的關係得以逐步重新建立。居民潛在的技

能得以被發掘和利用，社區資產在後疫情時期再被建立和鞏固，更

為日後推動「組織以達致改變」建立基礎。

「友里幫社區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亞斯里社會服務處

透過簡單的活動和遊戲，

一眾藝術家與天水圍居民

共同創建一個具活力和創

意的社區。

拋皇帝遊戲 用拓印收集社區角落圖案

大廈居民一起關注

大廈的衞生問題和

義務參與清潔公共

空間，目的不單為

了令他們的居住環

境得以改善，更重

要是令社區破碎的

關係得以逐步重新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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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大廈綠化計劃

回收再造認識團-喵坊導賞 剩食回收計劃

隨著疫情的過去，我們樂見

不少資助計劃都能夠發揮創

意，善用並且提升社區資

本，這都是「集盒」一直希

望推動的效果。再進一步，

我們期望這些效果能夠於社

區內延續，為日後的社區發

展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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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國堅、洪雪蓮、王琼澧、陳宇翔

社區發展所推動
的改變

社區發展「是實踐為本的專業及學術範

疇，透過在社區內進行組織、教育及充權

以促進參與式民主、可持續發展、權益、

經濟機會、平等及社會公義，而社區包括

了地域性社區、身份或利益社區、城市或

鄉郊社區環境」(IACD，2018)。從這個定

義看，回應社區需要及解決社區問題固然

是社區發展工作其中一個面向，但更加重

要是上述定義所提及，透過組織工作，與

社區成員一起回應社區需要的同時，推動

不同範疇的改變和發展。

在社區發展的學術討論中，不少學者提出

社區發展實踐可以推動不同的改變和發展

的可能性，例如Jack Rothman (1979)在

其被譽為經典的社區組織實踐的三個模式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中，便清晰地把不同實踐模式所

能帶來的不同改變加以分類。在社會策劃 

(social planning)模式中，工作員以理性地解

決具體社區問題為目標，並以專家身份透

過收集與社區問題相關的資料加以分析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在地區發展 (locali-

ty development)模式中，工作員的介入目

標在於建立自助 (self-help)關係、社區能力 

(community capacity)、及社區整合。透過

把不同社區成員都涵蓋到界定及討論社區

問題的過程之中，讓社區不同成員之間可

以建立關係及溝通機制。在社會行動 (so-

cial action)模式中 ，工作員焦點在於社區人

士的意識提升，以及推動社區的權力關係

及現有資源分配方式的改變。受阿倫斯基

模式 (Alinsky)影響，在社會行動模式中工作

員主張透過集體行動、遊說及談判達成目

的。Rothman在著作中強調分別出來這三大

類別是理想類型 (ideal type)，現實上很多

時候從事社區發展實踐的工作員會按社區

形勢把不同目的及途徑混合一起，他後來

發表多種宏觀層面介入方式 (multi modes of 

intervention at the macro level)便是按不同

混合的可能性把分類擴張至9種 (Rothman, 

2007)。

社區組織實踐的三個模式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社會策劃模式
Social Planning

地區發展模式
Locality Development

社會行動模式
Soci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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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區關係促
進社區資產交換
作為改變

當提到社區發展的焦點不應只放在特定社

區問題和社區需要上，資產為本社區發展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可

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學者John Kretzman

及John McKnight (1993)提出社區發展的

焦點應放社區已經存在的不同資產而不是

社區問題和需要評估。他們認為若把焦點

放在社區問題和需要評估上，社區便會有

一張無盡的問題清單。這種想法會導致由

上而下的服務設計並導致一些零碎的解決

問題方案，同時亦會加強了社區的倚賴性

及使到工作員忽略社區本身的資產。資產

為本社區發展的特點是資產為本、向內聚

焦及關係導向的。社區發展的重要任務是

發掘社區的強項及資源，透過發掘社區的

資產、建立居民之間的社區關係、促進社

區成員間經濟及資訊分享、推動社區建立

自己的願景及計劃、並槓桿外面的資源來

支援本區發展。Cormac Russsell (2020)把

在地的社區資本分類為不同居民擁有的天

賦、技巧、熱情；在地的社會網絡及會社

的影響力；公營、私營及非政府機構的資

源；地方上的物質資源及經濟資源；以及

居民共同生活的故事。社區發展可以透過

連繫這些社區中的不同的資產來建立社區

成員之間的關係並滿足相互之間的需要。

9 10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良品

平印服務計劃是其中一個嘗試把區內不

同的社區資產連繫起來的服務計劃。從人

口統計資料得知，青年空間的周邊社區

是一個較為貧窮及年長的社區 (政府統計

署，2022)。在疫情期間，區內最有急切需

要的是一群基層長者。但是，若把綜合青

少年服務中心只看成為一個解決區內青少

年問題和需要的服務單位，青年中心未必

有空間去回應區內的長者需要。但從資產

為本社區發展角度出發，青年中心則是一

個可建立區內年青人群體與其他群體的關

係的地方。事實上，年青人與長者所擁有

的一切能力、態度及經驗本身就是社區資

產。只是在一般情況下，他們之間未必有

足夠的關係讓這些已存在的社區資產可以

相互地滿足需要。良品平印透過在區內組

織3D打印平台，建立及加強年青人與長者

和基層家庭之間的關係。服務計劃一方面

讓到在疫情間長期留在家中的青少年可以

學習3D打印、人工智能編程、設計思維等

未技能；另一方面為區內基層長者及基層

家庭度身訂造家居衛生安全用品。因接觸

區內不同群體及製作成品服務他們，青少

年義工學習到如何分析與自己不同的人的

需要，學習到如何按服務對象的處境來提

供合適的服務。同一時間，長者對於青少

年所製作的打印成品感到好奇，並且認為

打印成品能便利他們的生活。這正是資產

為本社區發展所強調，不同的個人本身就

有不同的資產，非政府機構作為組織者所

扮演的角色是把資產發掘出來並促成社區

關係建立。

良品平印服務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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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壓迫及提
出替代方案作
為改變

另一種社區發展討論強調社區發展應以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為方針推動改變，例如學者Margaret Ledwith 

(2016)認為社區發展應是一種批判性教學法(critical ped-

agogy)。受Paulo Freire影響，她認為大眾在日常生活中

所獲得對社會的理解，常是在缺乏發展空間的社會關係

下建構出來的。因此，工作員應由居民的日常生活出發

促進居民對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的生

活經驗進行反思，並共同構建(co-create)新的理解。事

實上，在批判觀點下的各種社會工作理論，如反壓迫社

會工作實踐 (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practice及批判

社會工作 (critical social work)的討論中，學者如Donna 

Baines (2017) 及Bob Pease和Sharlene Nippers (2016)指

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邏輯嵌入在大眾日常生活

及社會關係之中。大眾對市場運作視為理所當然並規律

(discipline)自己和家庭去滿足市場需要。學者認為社會

工作實踐應要從日常生活出發與服務使用者一起去反思

市場邏輯並提出替代方案(alternative)。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的「中途轉機」計劃

是一個嘗試組織基層婦女發掘替代方案的

服務計劃。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不少基

層人士面對解僱或被迫無薪休假的情況，

經濟上受到重大的打擊。除了為社區人士

提供防疫抗疫的支援外，社區中心發現回

應居民的經濟需要變得愈來愈重要。原本

「中途轉機」是希望協助居民學習各種技

能，強化他們重新回到市場的能力。但是

在組織過程中，社區中心發現區內有一群

很少甚至乎沒有工作經驗但很想透過工作

去紓緩家庭經濟壓力的主婦。若從適應市

場需要的角度出發，社區中心應提供特定

的職業訓練及安排實習機會來協助主婦們

進入市場。但是從資產為本的角度看，婦

女本身是社區資產並擁有著不同強項，例

如一些成員善於製作手工或護膚品。只是

這些強項不能為她們帶來主流市場上的經

濟交換機會。有見及此，社區中心參考坊

間社區經濟及社區墟市組織手法，把目標

訂於推動婦女在社區墟市擺設自己的攤

檔。透過營運自己的生意，婦女有了自我

實踐以及賺取收入的機會。她們由本來較

為被動的角色，例如服務接受者和照顧

者，增加了一些較為主動的新角色如老闆

及創業家等等。同時她們亦不再是只能適

應市場上的工作崗位，而是可以以自己的

強項換取收入。當然，這個為期一年的服

務計劃並不能帶來很明顯的改變。但這個

嘗試反映出社區發展實踐可以為壓迫性社

會關係提出替代方案。

「中途轉機」計劃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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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 

右上： 

中間： 

下： 

參加者走訪美甲店

週日墟市參加者各出

奇謀

轉行做老闆冠軍得主

獲頒發獎品

中途轉機結業禮大合

照

「中途轉機」計劃活動相片集

推動改變是社區發展的重要目的。過
程之中往往不只是針對一個特定的社
區問題。

本文的兩個例子所透視出是社區發展
實踐推動改變的兩種可能性。一方面
可以透過回應社區問題而建立或強化
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促進社區資產
的交換，相互滿足社區成員的需要。

另一方面，社區發展實踐可提出市場
邏輯下的替代方案，對主流論述作出
反思。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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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QR Code 了解我們的最新動向！

「集盒」研討會：疫情下社區發
展的創新手法與策略應變

「集盒」研討會期望為參與計劃的機構提
供知識和實踐智慧的分享平台，與本地業
界和社區發展工作者就利用各種社區發展
手法解決社區問題的經驗作交流，鼓勵服
務單位互相學習，推動利用社區資產作為
解決問題的力量。

活動回顧

我們於去年12月16日舉辦首次研討會，我

們榮幸邀請了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院助理教授陳慧燕博士，以及香港浸會大

學社會工作系主任、國際社區發展協會董

事（東亞地區）洪雪蓮教授擔任主題分享

嘉賓，講題分別為「從支援拾荒者角度探

討社區發展之價值及社工角色」和「國際

社區發展趨向及社區工作的創新性」，跟

與會者共同探討社區發展於現在、未來的

發展價值和空間。當然，研討會亦邀請了

四個參與「集盒」的計劃，分享他們如何

利用創新的社區發展手法打破疫情帶來的

各種限制，推動利用社區參與以化解社區

問題。

社聯計劃再次籌辦「集盒」研討會，讓今

年度的參與機構有機會與業界就如何於

社區發展的領域上達致社會創新作實務交

流，今次更會邀請有關的海外學者與參加

者共同探討兩者的融合，以嶄新的角度理

解社會創新。我們期待大家的參與，研討

會最新消息可以留意「集盒」的網頁或由

社聯發出的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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