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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背景健康城市的背景

全世界有
根據WHO指出
超過百萬人的城市：

已開發國家：49→112個

開發中國家 34 213個

全世界有
61%的人
口住在城

市裡
2000

開發中國家：34→213個 市裡
2000

世界城市人

1950~1995 2025

世界城市人
口超過1000
萬：24個萬：2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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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背景健康城市的背景

WHO對城市的存在和發展提出新的呼籲

城市不只是一個經濟實體，應成為生活、呼吸、成城市不只是 個經濟實體 應成為生活 呼吸 成
長和愉悅生命的實現空間

影響健康的因素是多元、複雜的，控制這些因素的影響健康的因素是多元 複雜的，控制這些因素的
責任和能力超過了衛生部門的負擔

採取有效措施採取有效措施

整合各部門的力

衛生部門和政府
其他行政部門

整合各部門的力
量

非政府組織、私
營企業和社區本營企業和社區本

身



健康城市的意義健康城市的意義

WHO(1981) ：「健康的人有工作能力、參與所在社
區的事物；而健康系統則指在家庭、教育機構、工作區的事物；而健康系統則指在家庭、教育機構、工作
地點、公共場合、社區及健康相關機構都處於健康狀
態。」態 」

1986年里斯本 (Lisbon) 會議，健康的特徵：

健康是社會事物 而不僅是醫療事物健康是社會事物，而不僅是醫療事物

健康是都市中所有部門的責任

健康應受自然科學 社會 美學和環境領域的人所健康應受自然科學、社會、美學和環境領域的人所
監督

健康是社區 參與 公私部門合作的表健康是社區居民參與及公私部門合作的表現



健康城市的意義健康城市的意義

健康城市的意義可依不同層次而有不同的解釋（Duhl, 健康城市的意義可依不同層次而有不同的解釋（Duhl,

1995）：

個人層次：指市民有成長及發展的權利，也有和平
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並且對於影響生活的事務有控
制權

團體及社區層次：指個人在團體或社區中工作時，
可免於被剝削、工作有意義並能產生信賴及合作

全球層次：所關心的是世界資源的公平分配、生態
限制的認知等相關議題



健康城市的定義健康城市的定義

健康城市計畫始於1986年，由21個歐洲城市在里斯
本召開會議 決議共同發展都市健康本召開會議，決議共同發展都市健康

健康城市的五大特徵：

健康城市計畫是以行動為基礎

依據城市的優先次序，其範圍可從環境行動到改變
個人生活，主要原則是促進健康

監測及研究良好健康城市對城市與健康的影響

對結盟城市或有興趣的城市宣傳相關想法或經驗

城市及鄉鎮間能相互支持、合作、學習及交流城市及鄉鎮間能相互支持 合作 學習及交流



健康城市的定義健康城市的定義



健康城市的定義
理想的健康城市11項功能

乾淨、安全、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穩定且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

WHO(1996)健康城市10項具體指標及內容

為市民提供清潔安全的環境

位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物、飲水和能源供應，
並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統強而有力且相互支持的社區

對影響生活和福利決策具高度參與
的社區
能滿足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並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統

運用富有活力和創造性的各種經濟手段，保證市
民在營養、飲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
達到基本要求能滿足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市民能藉多元管道獲得不同的經驗
和資源
多元化且具活力及創新的都市經濟
活動

達到基本要求

擁有強而有力、互相幫助的市民群體，各種不同
的組織能夠為改善城市的健康而協調工作

使市民能一到參與制定社及他們日常生活，特別
是健康和福利的政策活動

能保留歷史古蹟並尊重地方文化
有城市遠景，是一個有特色的城市
提供市民具品質的衛生與醫療服務
市民有良好的健康狀況

是健康和福利的政策

提供各種娛樂和休閒活動場所，以方便市民的溝
通和聯繫

保護文化遺產且尊重所有居民的文化和生活特徵
市民有良好的健康狀況

(Hancock&Duhl,1986)

保護文化遺產且尊重所有居民的文化和生活特徵

把保護健康視為公共政策，賦予市民選擇利於健
康行為的權利

努力不懈地爭取改善健康服務的質和量，並能使
更多市民享受健康服務更多市民享受健康服務

能使人們更健康長久地生活、少患疾病



臺灣推行健康城市的發展

國民健康局協助台南
市、苗栗縣、花蓮縣、
高雄市及台北縣(現新高雄市及台北縣(現新
北市)等推動健康城市
計畫

至今
計畫

台北市大安區、北投
區、士林區、中山區、
松山區、萬華區、台

2003

松山區、萬華區、台
北縣(現新北市)淡水鎮、
雙溪鄉、南投縣、雲
林縣、嘉義市、台東林縣 嘉義市 台東
縣、屏東市、新竹縣、
新竹市等等 (國民健康局,2010)



臺灣推行健康城市的發展
推動模式推動模式

縣市層級 鄉鎮市區層級

以全縣市為主體，主要
的操作區域是全縣市，

該縣市內各行政區的特性差異
太大，加上幅原廣闊，為了能
全縣市的推動能量，則先以縣

其目標、計畫與指標
全縣市的推動能量，則先以縣
市內基礎較紮實的鄉鎮市區開

始推動，進而逐步擴增

(國民健康局,2010)



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健康營造

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社區健康營造的定義社區健康營造的定義

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衛生醫療人員在社區健康營造扮演的角色

「社區健康營造」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差異社區健康 」與 社區總 」 異



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1986年WHO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第一屆國際健康促
進大會，並通過「渥太華憲章」：
主張健康促進的目的是在於達到人人健康與促進群體主張健康促進的目的是在於達到人人健康與促進群體
健康，為因應健康促進的發展
2005 年在泰國曼谷召開第六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通
過了「曼谷健康促進憲章 ：過了「曼谷健康促進憲章」：
強調健康促進的落實在於政策與夥伴關係的建立，
共同開創一個永續性的目標、策略與行動



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社區健康促進範疇：

訂定社區健康生活規範訂定社區健康生活規範

營造健康環境

提供簡易可自行實踐健康行為的方法

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永續發展

(國民健康局)(國民健康局)



社區健康營造的定義社區健康營造的定義

在既有的衛生保健體系之下，結合民間資源，共同建
立多元化之基礎保健網絡 激發民眾發揮自決 自主立多元化之基礎保健網絡，激發民眾發揮自決、自主
與自助之力量，透過社區發展由下而上方式，發掘、
分析及解決社區之健康議題 落實國民健康生活 共分析及解決社區之健康議題，落實國民健康生活，共
同營造健康社區 (國民健康局,2006)



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1999年(民國88年)行政院衛生署開始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計畫，藉由參與社區資源，使民眾發掘出社康營造」計畫 藉由參與社區資源 使民眾發掘出社
區的健康議題，產生共識並建立社區自主照護健康營
造機制

2002年(民國91年) 納入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點計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 中

2005年(民國94年)4月中納入「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
畫」六大面向之「社福醫療」項下執行計畫之一畫」六大面向之 社福醫療」項下執行計畫之

2006年(95年)於全國成立199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
從每一個人的主動關懷擴及到社區，進而影響到整個從每 個人的主動關懷擴及到社區 進而影響到整個
城市、國家 (國民健康局,2006)



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健康生活社區化的計畫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及「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

推動的目標包括

社區居民能主動的參與並推行健康生活方案，形成在
地人對健康的共識地人對健康的共識

培育社區健康營造的推動尖兵，將熱心與愛心向外傳
播 向下傳承 永續經營播、向下傳承，永續經營

人人都是健康資訊的007，懂得主動尋找、吸收並運用
健康資訊，與社區一起分享、成長健康資訊，與社區一起分享、成長

自己動手來實行社區的健康議題，營造最適合的健康
生活環境 ，你我共同的目標--建立健康的社區、城市生活環境 ，你我共同的目標 建立健康的社區、城市
及國家 (國民健康局,2006)



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2008年(民國97年)「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準則與標準2008年(民國97年)「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準則與標準」
補助28個社區推動「健康促進社區認證試辦計畫」，
以「天天5蔬果 「要活就要動以「天天5蔬果」、「要活就要動」

2009年(民國98年)「健康促進社區認證試辦計畫」
推動議題 「健康飲食 「要活就要動 另以社區為推動議題:「健康飲食」、「要活就要動」另以社區為
平台，推動各項健康促進工作，包括：推動無菸社區
計畫、無檳榔社區計畫、安全社區計畫，合併為「98計畫、無檳榔社區計畫、安全社區計畫，合併為 98
年度社區認證試辦暨社區整合計畫」



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臺灣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的發展

2010年(民國99年)社區樂活暨社區健康促進整合計年(民國 年)社區 活暨社區健康促進整合計
畫』-「多運動、健康吃」

由各地社區向衛生局提出申請，期望結合在地文化，由各地社區向衛生局提出申請 期望結合在地文化
透過組織有效的執行與管理，整合社區資源，提供在
地民眾所需健康活動與服務，創造健康價值



衛生醫療人員在社區健康營造扮演的角色衛生醫療人員在社區健康營造扮演的角色



衛生醫療人員在社區健康營造扮演的角色衛生醫療人員在社區健康營造扮演的角色



「社區健康營造」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差異社區健康營造」與 社區總體營造」的差異

「社區健康營造」為促進社區居民的健康習慣及型態社區健康營造」為促進社區居民的健康習慣及型態
的改變

「社區總體營造 著重的是社區文化、健康、產業、「社區總體營造」著重的是社區文化、健康、產業、
環境、教育、公共行政等整體資產的發展之增進

(國民健康局 2006)(國民健康局,2006)



政策名稱 社區健康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

主管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管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推動年份 1999年起 1994年起
永續經營是社區健康營造 強調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生命共1.永續經營是社區健康營造
的靈魂精神指標。

2.不同的社區應展開屬於自

1. 強調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生命共
體之意識。

2. 共同意識的形成來自居民對社區

定義

己的健康生活營造運動。
3.強調由下而上之運作，由

社區主導，居民主動參與

事務的共同參與。
3. 不同的社區應該展開屬於自己的

生活文化運動。

定義
理念

營造有利健康的環境。
4.透過社區組織及居民自發

性的力量， 利用社區的內

4. 居民的主動參與是改造社區、活
化社區的最重要力量。

5. 關心的是社區裡包括文化、健康性的力量 利用社區的內
外資源，解決社區的健康
問題，營造健康社區環境
進而促進社區的健康，達

關心的是社區裡 括文化 健康
產業、環境、教育、公共行政等
的整體。

6. 自己的地區、社區要由自己來創進而促進社區的健康 達
成健康生活化、生活健康
化之目標。

6. 自己的地區 社區要由自己來創
造， 採由下（社區）而上（政府）
的方法。 (國民健康局,2006)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健康促進社區認證

推動工作模式流程

工作模式流程圖主要運用兩大模式運作

－PRECEDE-PROCEED MODELPRECEDE PROCEED MODEL

－「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模式



推動「健康促進社區認證」工作模式推動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工作模式

依衛生所、醫療機構及民間團體等三種不同型態之社
區健康營造單位區健康營造單位

分別依照「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之組織面、訂定
健康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性的環境、強化社區行動、健康的公共政策 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強化社區行動
發展個人技巧、調整健康服務方向及永續發展等面向

包含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議題，建立明確可行之範例包含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議題 建立明確可行之範例
和說明，並歸納為具體可行之策略、工作模式



圖一 建議之工作模式流程圖



此工作模式流程圖主要運用兩大模式運作

PRECEDE-PROCEED modelPRECEDE PROCEED model

圖三 PRECEDE-PROCEED model



「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模式

1 社區營造與社區組織是以該社區民眾為主要核心，1. 社區營造與社區組織是以該社區民眾為主要核心，
當民眾的健康意識覺醒後，再搭配由上而下的政策支持，
就比較容易營造出健康促進的社區，也可藉此強化民眾就比較容易營造出健康促進的社區 也可藉此強化民眾
和社區之間的連結。



2.實行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的概念



2.實行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的概念



( )充能(Empowerment)

居民對社區的認識
個人層面

居民對社區的認識
居民對社區的關懷
居民對社區的參與

社區充能 組織層面

社區組織的結構

社區組織的領導社區充能 組織層面 社區組織的領導

與外部組織的連結

社區資源的動員

行動層面 行動方案的管理

行動的反思



3. 推動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的七步驟3. 推動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的七步驟



圖二 社區組織與社區營造的分類圖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及其說明和舉例分享

結構面

健康促進
社區認證 過程面其他 社區認證
標準

過程面其他

結果面結果面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

•五大行動綱領

•永續發展

•社區特性

•推動組織 •永續發展•推動組織

結構 過程結構 過程

結果其他
•成果呈現•結合多元健

康促進場域康促進場域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



結構面-社區特性



人口特性

•至少包含年
齡、教育程
度和職業等

•例子1：台北
市東榮社區
發展協會
(都會型)(都會型)



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生活型態及環境

生活型態：
年輕人口外出工作謀生使人口結構有高齡化之傾
向，老年人的觀念又承接以往的生活習慣與態度向 老年人的觀念又承接以往的生活習慣與態度
缺乏規律性的運動，更因客家人節儉習性，每家
戶幾乎都有自做的醃製食物，因此常嗜喜愛吃醃
製食品•例子1：

桃園縣觀音 以前農作流汗的關係，需要體力所以居民比較吃
重口味重鹹、喜吃肥豬肉、油炸品
大多男性居民有抽菸、喝酒、嚼檳榔的不良習慣

桃園縣觀音
鄉衛生所
(鄉鎮型) 沒有公園設施，所以沒有正當的休閒活動和規律

運動習慣，及不均衡的飲食
環境：

(鄉鎮型)

居住散落於庄內各村落，有多處地方信仰中心(廟
宇)和古蹟景點具有傳統農村風貌，但又公共配套
設施建設發展嚴重遲滯的地區
人 外移 地方基礎生活設施不足 缺少社區居人口外移、地方基礎生活設施不足，缺少社區居
民可以經常運動休閒活動的空間。



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

目標群體：中老年人目標群體、健康議題 目標群體：中老年人

健康議題：健康飲食

目標群體、健康議題

•例子1： 健康議題：健康飲食、
健康體能

例子1：
桃園縣觀音
鄉衛生所
(鄉鎮型)



結構面-推動組織結構面-推動組織

1. 依據健康議題，該地區組織及團體相結合，成立
推動組織

2. 此為推動社區組織和社區營造的步驟三：組織
民眾，依健康議題，成立推動組織結盟



例子1：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鄉鎮型)(鄉鎮型)



例子2：台北市東榮發展協會(都會型)



過程面-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過程面 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

社區關鍵人物
製作備忘錄

社區關鍵人物
記錄健康行為

•推動健康議題，並能以
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

•製作備忘錄（健康護照
等），同時記錄健康行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

並在所屬的團體中推廣
等），同時記錄健康行
為（健康飲食、運動）

•例子1：基隆市信義區
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例子1：基隆市信義區
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八個里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

社區關鍵人物
事長

宣誓後推動幹部應做到
身體力行•推動健康議題 並能以 身體力行

故先簽署健康體能及健
康飲食由自己做起同意

•推動健康議題，並能以
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
並在所屬的團體中推廣

康飲食由自己做起同意
書

•例子1：基隆市信義區
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訂定備忘錄使幹部能夠真正
落實運動及飲食製作備忘錄
經由仁壽社區之種子幹部試
用後討論再經修正，今年推
展至各里幹部使用

記錄健康行為

製作備忘錄 健康護 展至各里幹部使用

內容包括基本資料、簡易可
記錄之血壓 血糖 膽 醇

•製作備忘錄（健康護照
等），同時記錄健康行
為（健康飲食、運動） 記錄之血壓、血糖及膽固醇

值，並加入運動及飲食之紀
錄

為（健康飲食 運動）
•例子1：基隆市信義區
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錄

使用者反應內容淺顯易懂且
攜帶方便攜帶方便



過程面-創造支持性的環境過程面-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善用健康促進策略和方法善用健康促進策略和方法
展示品與公告欄、演講、大眾媒體、合作學習與團隊

工作、實地考察、同儕教育、問題解決等等方法



運用「社會行銷」方法經歷的五個步驟



例子1：苗栗縣三義鄉衛生所
（以推動健康飲食為例）（ ）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請業者於客人點菜
時如果缺乏青菜時提
醒客人蔬菜種類 合

•推動社區餐飲業加
入天天五蔬果計畫

醒客人蔬菜種類，合
菜時主動提醒客人加
入2 3 種青菜及送入2-3 種青菜及送一
份水果



例子2：高雄縣署立旗山醫院
（以推動健康飲食為例）（以推動健康飲食為例）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境中有人推動引導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社區成立3 間「健
康小廚」（南新、大

•經過營養師指導的社區
媽媽擔任廚師，烹調少康小廚」（南新 大

林、新和）

媽媽擔任廚師 烹調
油、少鹽、少糖、多蔬
果的午餐提供社區日托
老人及志工約100 人食老人及志工約100 人食
用，平日也於家中烹調
提供自己家人、小孩健
康的餐點康的餐點



例子3：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推動健康體能為例）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規劃運動地圖、健 •有志工親自教學或陪伴
走路線 健走



過程面-發展個人技巧

簡易、可行
實作、體驗、

落實生活
獎勵維持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親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學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健

子健康餐盒設計
比賽

例子2 桃園縣觀

旗山醫院 學
校推動營養午餐

•例子2.桃園縣觀
音鄉衛生所 提

康餐廳DM 上之
折價卷

例子2 桃園縣觀•例子2.桃園縣觀
音鄉衛生所-8 
個動作，重複動

音鄉衛生所-提
供養生太極運動

•例子2.桃園縣觀
音鄉衛生所-兌
換五穀雜糧米一

作約需30 分鐘
之養生太極

包或抽獎健走鞋
等獎勵方式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說明



發展簡易、可行之運動技巧(或健康飲食之簡易圖形份量)

簡易、可行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 親立旗山醫院-親
子健康餐盒設計
比賽

•例子2.桃園縣觀
音鄉衛生所-8 
個動作，重複動個動作 重複動
作約需30 分鐘
之養生太極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說明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

實作、體驗、
落實生活

‧利用社區組織推動至每一個家庭
落實生活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 學

可以實際烹煮健康飲食；利用學
校推動營養午餐實際烹煮健康飲
食 讓全校師生可以吃到健康餐立旗山醫院-學

校推動營養午餐

•例子2.桃園縣觀

食，讓全校師生可以吃到健康餐

•該社區多處廟宇提供廟口前免
音鄉衛生所-提
供養生太極運動

該社區多處廟宇提供廟口前免
費空地，利用晚上七點過後，提
供養生太極運動，每週三次，每
次皆有專人帶領指導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康行為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康行為

獎勵維持 ‧建議利用健康餐廳DM 上之折價
卷 購買餐廳推薦之健康餐則可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 健

卷，購買餐廳推薦之健康餐則可
抵5元等方式，獎勵民眾健康行為

立旗山醫院-健
康餐廳DM 上之
折價卷

‧提供每人一本健康存摺，內含
血壓監測紀錄及運動紀錄表，每

•例子2.桃園縣觀
音鄉衛生所-兌
換五穀雜糧米一

完成一次運動則蓋一個章。集滿
上述100 章(至少運動超過半年)則
可以兌換五穀雜糧米 包或抽獎

換五穀雜糧米
包或抽獎健走鞋
等獎勵方式

可以兌換五穀雜糧米一包或抽獎
健走鞋等獎勵方式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過程面-強化社區行動過程面 強化社區行動

包裝行銷 組織團體互助包裝行銷

•例子1：台北市東榮社

組織團體互助

•例子：台北市東榮社例子 台北市東榮社
區發展協會-製作健康
飲食DM 文宣

例子 台北市東榮社
區發展協會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美
又美早餐店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透過包裝
行銷給社區民眾行銷給社區民眾

包裝行銷 ‧利用多家健康餐廳製作健康餐盒，

•例子1：台
北市東榮社

製作健康飲食DM 文宣，並印製折
價卷，一方面告知居民健康套餐
地點，並吸引民眾前往品嚐北市東榮社

區發展協會-
製作健康飲

地點，並吸引民眾前往品嚐

‧美又美早餐店林圓丸店長則在製作健康飲
食DM 文宣

•彰化秀傳紀

美又美早餐店林圓丸店長則在
店內早餐提供蔬菜三明治(健康早
餐)取代肉片三明治，提供天天5 
蔬 行銷通路 讓 多人響應也•彰化秀傳紀

念醫院-美又
美早餐店

蔬果行銷通路，讓更多人響應也
實踐吃蔬果之行為

美早餐店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
活中，並有具體行銷通路活中 並有具體行銷通路

組織團體

‧松山社區大學策略聯盟，在各次活動中
向里民及學員行銷宣導健康飲食餐廳，
97 年度由社區健康餐廳提供松山社大健組織團體

互助

97 年度由社區健康餐廳提供松山社大健
康餐盒462 個，成為一個極佳行銷據點

區公所主管會報及各項會議活動
•例子：台北

市東榮社區
發展協會

•區公所主管會報及各項會議活動，
鼓勵訂購健康盒餐

社區職場 社區診所／藥局 學校及發展協會 •社區職場、社區診所／藥局、學校及
教會行銷健康飲食餐廳與健康餐盒

•聘請社區診所領袖人物吳慶南醫師擔
任代言人，呼籲社區居民注意健康飲食
與規律運動，減少慢性疾病之發生，特與規律運動 減少慢性疾病之發生 特
別針對三高者由提供健康飲食餐廳及運
動地點資訊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過程面-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整合工作、調整取向

•例子1.高雄縣署立旗山醫院─健康促進行動教室

例子2 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例子2.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社區內衛生單位或醫療院所，能針對社區健康議題及目
標，整合推動健康促進工作，調整健康服務的取向，共標 整合推動健康促進工作 調整健康服務的取向 共

同促進社區民眾健康

‧辦理「健康促進行動教室」，透過宣導並

整合工作、
調整取向

」
逐步推動民眾實踐健康促進的生活。醫院自
從參與社區健康營造之後，開始了解當地民
眾需求提供健康促進活動，取代傳統以醫療

•例子1：高雄縣署
立旗山醫院─健康
促進行動教室

眾需求提供健康促進活動 取代傳統以醫療
為導向之服務

•自94 年開始推動老人自助互助健康網絡促進行動教室

•例子2.桃園縣觀音

•自94 年開始推動老人自助互助健康網絡

•衛生所與崙坪村長和理事長共同辦理「建
構老人健康互助模式 「健康促進行動劇鄉衛生所 構老人健康互助模式」、「健康促進行動劇
場」及「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辦裡健康行動學習團體 由種 負責追蹤•辦裡健康行動學習團體- 由種子負責追蹤
社區民眾執行健康行為的情形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過程面-永續發展

健康生活產業化、健
康產業在地化

議題永續
康產業在地化

•例子1：台北市東榮 •例子1：台北市東榮
社區發展協會─社區
健康餐廳的參與

社區發展協會

•例子2：苗栗縣三義
•例子2：苗栗縣三義

鄉衛生所─建立蔬果

例子 苗栗縣三義
鄉衛生所─結合農會
家政班鄉衛 所 建 蔬果

銷售管道
家政班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利用社區地方特色發展健康產業，透過包裝創新，促進
社區健康生活的環境，亦可藉由健康產業獲取財源，達

到健康社區永續發展

健康生活產業化、
健康產業在地化

‧社區健康餐廳的參與，目前
10 家以綠黃紅標示分類，其中

•例子1：台北市東
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健康餐廳的參

家以綠黃 標 分類 其中
7 家已輔導低熱量健康套餐

社區健康餐廳的參
與

•例子2：苗栗縣三
義鄉衛生所 建立

•建立蔬果銷售管道，設計採
購單提供民眾採購，並與賣家

義鄉衛生所─建立
蔬果銷售管道

與
協調販賣金額，從中籌湊活動
經費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利用社區地方特色發展健康產業，透過包裝創新，
促進社 健康生活的 境 亦 藉由健康產業獲促進社區健康生活的環境，亦可藉由健康產業獲取

財源，達到健康社區永續發展

議題永續
‧協會全力配合推動
•協會共有163 位會員，依會員居住之巷道分組
推動社區在修訂組織章程內容後全數投入社區健

•例子1：台
北市東榮社
區發展協會

推動社區在修訂組織章程內容後全數投入社區健
康營造工作
•另一批生力軍正逐漸聚集形成，社區退休公教
居多，他們對於學校及鄰里家庭都熟識，結合並區發展協會

•例子2：苗
栗縣三義鄉

居多，他們對於學校及鄰里家庭都熟識，結合並
培訓退休教師之多元功能，引導朝向學習型社區，
對社區之永續經營助益甚大

結合農會家政班 農會家政班將天天五蔬果概念
栗縣三義鄉
衛生所─結
合農會家政
班

•結合農會家政班:農會家政班將天天五蔬果概念
宣導安排於年度計畫。安排社區媽媽教室活動時，
將天天五蔬果重要性及烹飪技巧安排於每次聚會

班 及課程中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結果面

成果

•例子1：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健康飲食

•例子2：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健康體位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用餐人數(運動人數)或健康餐盒銷售增加情形
‧結合低熱量健康套餐輔導完成7家

成果

結合低熱量健康套餐輔導完成 家

•校園健康盒餐推廣成效：

•松山社大：各項活動訂購444 個成果

•例子1：台北

(由 0 變成444)
•民生國中：325 個
•松山區公所會議：321 個

市東榮社區發
展協會─健康
飲食

松山區公所會議 321 個

•例子2：基隆
市信義區仁壽
社區─健康體
位位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其他

結合多元健康促進場域

•社區有與現有社區健康營造單位、安全社區、健
康促進職場 健康促進學校或健康促進醫院等結康促進職場、健康促進學校或健康促進醫院等結
合 國健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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