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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I / 臺灣女里長 

再論女性社區工作者與領導

藍美雅 *
大學教師 / 社區工作者 /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總監

2005 年，筆者曾發表過〈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者的領導風格初探──以社會局「推展社區
服務專案計畫」為例〉（藍美雅，2005），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自1999年起推動已近6年的「推
展社區服務專案計畫」中，以女性為主要工作者與由男性主導的社區工作相比較，所呈現出的特
質予以分析。在經過 16 年後，愈來愈多女性社區工作者除了在社區組織持續投入，也不乏擔任
村里長的職務。本文因篇幅所限，故稍微整理前文，並提出幾點筆者最近的個人觀察拋磚引玉。

踏上社區路的女性

1995 年夏天，筆者因緣際會開始個人的社區工作之路，彼時的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正開始
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其實早在 1968 年臺灣社會其實已有社區發展的實施，但面
臨著時勢變遷必須轉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補助「推展社區服務方案」，自 1999 年起便致力
於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的轉型工作，筆者在參與觀察中看到了女性社區工作者的能量與機會，也發
現有趣的現象：活躍的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者常常不是一開始就很積極擔任主導的角色，卻總是
持續下來默默耕耘的幕後推手；並不是登高一呼發號施令的領導風格，而是基於姊妹情誼的分享
與親自投入苦幹實幹的以身作則。

在女性主義的研究中，雖然各個學派有不同的論點，但有關婦女的生活空間、她們的主觀
經驗感受，以及她們之間的差異所反應的社會文化脈絡問題，卻是各學者間共同的關注點（胡
幼慧，1996）。在臺灣有著許多女性透過自己的努力，以規模不大、紮實經營的腳步建構一個
適合生存的環境，多數是立足於所居住的社區鄰里，透過有組織的力量，或是組織讀書會、志
工隊、合作社、共同創業，或是參與非營利組織、社區大學等，一起為提升生活品質而打拚。
那麼處在社會氛圍對於女性的角色期許與制約下，女性的領導風格如何突破窠臼，如何處理自
身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間的衝突？ 

* 藍美雅目前以兼任教職及推廣議事規則為主，歡迎聯繫 meiyal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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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藉由分析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者的社會處境、自我定位、工作內容、女性意識、
性 / 別認同、領導型態、願景期許等層面，初步探討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者的領導風格。
透過深度訪談以及焦點團體法，由長期參與推展高雄市社區工作的高雄市廿一世紀都市發
展協會主辦，邀請 10 多位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領導人於 2005 年 2 月 17 日進行一場「高
雄市女性社區工作領導者焦點座談會」，以 7 道題綱為主，就各自參與社區的動機、歷程、
困境、女性特質等予以交流。說明如下：

本座談會參與者以高雄市社會局在推展社區服務專案計畫中表現傑出的女性社區工作領
導者為主，受邀的對象是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推薦、高雄市廿一世紀都市發展總幹事蕭秀玲
建議，以及筆者參照相關資料與個人經驗所得，有部分受邀者因時間因素未克出席。

與會者
王介言 / 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理事長
邱秀迷 / 苓雅區衛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 里長
吳珮雯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代表 / 業務承辦人
林淑珠 / 新興區公所社經課課長
林鈴蕙 / 前金區長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張莉莉 / 數位心臺灣行動協會理事長
翁素蓮 / 高雄市社區關懷協會前任總幹事
葉雪悶 / 新興區榕之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蔡　芸 / 左營區果貿社區發展協會前任理事長
謝以玟 / 後壁林工作室負責人
其他與會者尚有高雄二十一世紀協會蕭秀玲總幹事，以及曾報導社區專題的鄭乃華者
（南主角雜誌社企劃副主任）。
（在此依姓氏筆畫順序列出與會先進姓名及當時身分 / 職稱，感謝她們的協助。）

座談會題綱
一、您當初投入社區工作的動機（背景）為何？
二、在您所從事的社區工作中，您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三、在您所參與的「高雄市社會局推展社區服務方案」之中，您個人主要負責的工作項

目有哪些？您如何領導社區伙伴一同進行？您參與的心得為何？
四、您認為女性社區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表現有何特色？
五、就女性社區工作者的領導風格而言，請就您個人的經驗予以舉例說明。
六、在高雄市的社區工作推動上，有哪些女性社區工作者（包括政府部門、民間團體、

社區成員、學者專家…）是您所接觸過的（曾經同處一地，聽講、對話、開會、參
與活動…），她們呈現出什麼樣的特質是與男性不同的？

七、您對於女性社區工作者有什麼期待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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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區工作者的領導風格與挑戰

筆者 2005 年的研究分析了高雄市女性社區工作者的領導經驗，茲敘述如下：

1.被動地投入，主動地努力：就參與座談的女性社區工作領導者而言，多數呈現出「被動」投

入的情形，多數人是在被他人（先生、朋友、上司…）邀請或要求之下初次接觸社區事務；

而在承擔社區相關工作時很主動、努力，會去進修、參加研習課程，想辦法找資源，遇到

困難會去溝通與克服，在處理社區事務上會發揮自己原有的專長，協助社區工作的推動。

2. 消極的領導，積極的合作：由於是被動地投入社區工作，女性領導者在初期普遍呈現出

害怕、沒信心、需要支持系統的情形，也由於社會普遍不期待女性很「強勢」，高雄市的

女性社區工作領導者多數以「分享」、「邊做邊學」、「練身手」、「沒有政治上的企圖心」

看待自己的領導角色，同時藉由積極參與研習等課程連結網絡，則是受訪者普遍的經驗，

在參加研習的過程中，女性之間容易交談互相提供資源，也形塑出女性重視「合作」、「資

源共享」的「領導」風格。

3. 從被質疑到肯定：在社區組織擔任職務的女性，在開始進行時通常處於被質疑、被人等

著看好戲、覺得女人可以做些什麼？…之類不被信任的處境，除了能力方面的質疑，更

有來自於對性別的刻板印象，然而愈是被質疑，愈是要更努力扭轉。女性社區工作領導

者在這些過程中常委屈自己成就社區，以其耐性、韌性排除障礙、解決問題，再加上態

度比較委婉，不會太容易臉紅脖子粗，以溝通代替爭吵，一個一個問題去解決，雖然花

了比較長的時間，反而效果比較好，大家願意來「雞婆」。

4.從被反對到支持：對於已婚婦女而言，家庭常常是限制其自我發展的包袱，尤其要去承

擔孩子的照養問題使得女性心力交瘁，從事社區工作的女性亦不例外，要跨出去首先就

是要解決家庭問題，家人不能理解、不適應與擔心、一些失常的表現或是情緒性的言語，

也會讓參與社區的女性產生愧疚感，當集體反對的力量大於個人的承載時，也可能因此

而中斷參與的步伐。

然而，社區工作的在地性特質往往也是女性適合發揮的領域，當所處的社區環境變好了，

當中的家庭及個人也會有品質比較好的生活，當家人親自體驗、參與社區工作的活動、課

程、分享、聚會時，無形中會對於女性社區工作者所做的事有更多瞭解，並進而產生認同，

也逐漸釋懷，不再反對、質疑，甚至轉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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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述歸納可以看出，源於基層社區對於女人要求要柔順、聽話及扮演輔助性角色的主
流規範，當女性展現才能時，往往有「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對於「權位」並不積極爭取，
卻總是在擔任職務後會積極學習，努力尋求更多資源來推動社區事務。女性社區工作者有著
無限的可能性，雖然多數在「夾縫中求生存」，又要面對來自家庭的包袱、社會對女性的質
疑，以及自我認同的問題，還要尋求兼顧家庭、事業、自我實現的工作往往要經過一番的調
適，而整個社會所提供的支持不足，常常也是女性無法施展自身才能的重要因素。

改變，可以更快

　　筆者記得 2005 年在研討會發表文章後，評論人提問了關於女性領導與男性領導風格有
什麼差異？筆者當時是這樣回答的：「男性多以『我叫你 / 妳去做』的指揮者態度，而女性

則是『我們一起做』的協作者為主……」1 ，當年的研究觀察，即使到了 2021 年的現在，仍
然可以在許多社區組織看到。做決策的理監事會成員往往是男性佔多數，但實際執行各項社
區計畫、在社區課程及活動現場的志工，則幾乎八成以上是由女性組成。前一節的歸納顯示
在社區工作的場域裡，女性領導者承受的各種壓力都是大於男人的，更別提要踏入「選舉」
可能面臨的阻力。這可能說明了為何直到今天，基層社區女性仍然較少主動表示對於村里長
位置的競逐意願。在國家元首已是女性且連任的現在，最基層的村里長由女性擔任的比例迄
今卻只有 16.61％。

1 「指揮者」與「協作者」的角色定位是筆者現今回憶當時對於評論者提問關於男女領導風格差異的補充。

5. 從某人的太太到自己：社會制約下女性普遍處在附屬於男性的地位，在社區中亦不例外，

在社區活動的場合，已婚女性常以某太太、某媽媽被稱呼著，而隱身在人群之中是安全

同時也是較少有發揮空間的，不管自己在外表現多好，回到自己的社區往往被認定為媳

婦、太太的角色，也不太被期待有許多聲音，不過一旦是扮演領導者時，比較會被看到

個人的表現，以自己的名字和外界交流，當對自己有愈來愈多認知時，女性的主體性更

為彰顯，愈能從中肯定自己、滿意自己，能量的蓄積也日益增強。

6. 在感動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邊成長邊回饋：從事社區工作其實觸動人與人之間的心弦，

在過程中常會有很多的事件發生，而細膩、善感、體貼、溫和的女性特質，在社區工作中

可以發揮很大功能，尤其「感動」力量大，因著感動，女性社區工作者有更多的動力投入

於學習，而在學習的階段裡，女性會透過實質工作去嘗試將所學融入，也因為學習而獲得

成長，在互相支持、鼓勵、感動下成長得很快，也因為成長而看到更多面向，願意與人為

善來投入，這是「善」的循環，女人與社造結姻，可以發揮無窮的力量。



80

特別企劃 I / 臺灣女里長 

　　不過，當然還是有一些點滴的改變在進行著。筆者在 2005 年之後，因為協力家鄉新北
市土城區的鄉親籌組團體及研提執行社造計畫，以及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參與社區重建陪
伴，結識了多位現任女性村里長 2，她們都是長期在社區參與相關工作被看見，從志工到專
案執行人力到協會核心領導人，一路走了好幾年才進而投入村里長選舉，獲得支持，傑出的
表現也令人讚賞。在這些先行者以個人之力突破結構性限制、累積了良好典範的基礎上，再
加上臺灣社會性別氛圍過去 10 年來的積極轉化，相信今日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如果願意站出
來爭取參選村里長，其實大環境是更加友善與鼓勵的。

　　女性社區工作者不需要刻意「去政治化」，因為妳是社會 / 社區變革的重要角色。與其
等待被「發現」，何不主動「表現」？有了村里長的職務，可以進一步落實社區經營理念、
可以有權責推動公共事務，更可以讓妳關懷的對象獲得更好的照顧。這是值得具有使命感與
同理心的妳投入的場域，期待 2022 年有更多女性和我們一起參與這場「女人當家」的村里
社區運動，讓正向的改變更快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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