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知性社會資本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認知性社會資本涉及信念和看法，這可通過
鄰 舍 之 間 的 信 任 度、 互
惠和公民身分（例如：是
否自覺是社會的一份子）
來 衡 量7。 居 民 在「社 區 
花園」恆常接觸，有助形
成互信互助的關係，亦提
升了對社區的歸屬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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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花園」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社 會 資 本 的 發 展 源 於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接 觸 和 溝 通， 

「社區花園」正正是居民互動接觸的起點。不少研究
均發現居民在「社區花園」內能發展出以下不同形態
的社會資本：

凝聚型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凝 聚 型 社 會 資 本 是 指 一 羣 背 景 相 近 的 人 緊 密 地 凝
聚 在 一 起3。「社 區 花 園」會 因 應 社 區 的 獨 特 需 要  
(如貧窮家庭需要健康膳食、新移民需要融入社區 
等4) ，而成為有相近背景人士的聚腳點。

3. 世界各地的共融「社區花園」
3.1 The Baltimore Urban Gardening with Students  
 (BUGS) 11 —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Baltimore, Maryland) )

BUGS計劃與當地的學校合作，為基層小孩提供一
個安全、健康的環境舉辦課後及暑期活動，以免他
們流連於街頭。計劃鼓勵參與學童挽起衣袖，親手
種植自己食用的蔬菜，以開闊其生活體驗，提升他
們的社交、學習能力和創意。此外，參與的學童亦
會參與各類型的義務活動服務社區。  

4. 「社區花園」的成功因素
• 成為居民的聚腳點；
• 因應地區特色及需要，發展出獨特的運作模式；
• 跨界別參與；及
• 由居民自務運作，建立出可持續發展的平台。

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其實是很有趣的課題，如有疑問，
歡迎與基金秘書處研究及發展主任聯絡。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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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eVision Urban Farm12— 美國馬薩諸塞州 
 波士頓 (Boston, Massachusetts) 

ReVis ion Urban Farm 與 合 作 夥 伴ReVis ion 
Family Home及區內義工（包括：有農耕知識人士、
營養師及工藝師等）為22戶被收容的家庭提供新鮮
蔬菜和健康飲食資訊，並為基層人士提供職業訓練，
協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

3.3 The Urban Integration Gardens (UIG)13— 
 丹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

UIG 位 於 哥 本 哈 根 西 北 部 的 諾 維 斯 特 
(Nordvest)， 該 區 人 口 密 度 冠 絕 丹 麥，
包 含 不 同 種 族 及 文 化。 在 這 個 多 元 種 族
的 社 區 中，UIG發 揮 協 調 的 角 色， 與 附 近
Mjølnerparken14提供服務的社工及地區組織
合作，讓不同族裔、階層、背景的居民於150
個「社區花園」中耕種，通過互動了解彼此的
文化，以增強互信及社區包容的能力。

1. 什麼是「社區花園」 
 (Community Garden) ？

「社區花園」意指由一群社區人士共同耕種的一塊公
共或私人擁有的土地。「社區花園」與地方政府管理
的公園不同，通常是由一群不受薪的義工擔當園丁
負責打理，亦會設立委員會，讓社區人士參與管理。

社區花園會因應社區的獨特性及需要而定立主題，
現時在各地各區已發展了多樣化的「社區花園」。1 

根 據 美 國 社 區 花 園 協 會 (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的資料2顯示，現時全球有

3.4 Acceptus Community Garden15— 荷蘭阿米爾 (Almere)

The Acceptus Community Garden設 於 難 民 中 心 附 近，
由協助難民的組織Inspiratie Inc.推行，並邀請區內學校、
藝術家及組織合作，目的是讓不同背景人士（包括新遷入 
家庭、面對適應挑戰的新移民及難民和不同種族的社區人
士）有機會互相認識及合作。目前有逾60位義工活躍參與，
藉著接觸大自然及參與藝術活動，讓參加者學會尊重及包
容。另外，計劃亦推動參與的居民及難民在經歷角色轉化
後服務社會。

超過四千個「社區花園」正在運作。美國、澳洲及歐
洲有不少城市及鄉郊地區均已設置「社區花園」。

在繁忙都市裡，人與人之間可停下來接觸或溝通
的機會並不多。然而，若我們能善用社區資源，
發掘更多公共空間作為居民的聚腳點，讓居民能
彼 此 認 識， 加 強 互 信， 社 會 資 本 便 能 愈 積 愈 豐
厚。今期的R&D信箱便以不同地方的「社區花園」 
為例，介紹如何由一個花園栽種出「共融」花朵。

搭橋型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搭橋型社會資本是指外向型及聯繫社會上不同羣組
而產生的社會資本5。「社區花園」除了凝聚區內相
同背景的居民，更歡迎社區內不同背
景、階層、年齡的居民一起參與6。
透過各類型的互動活動，例如：管理
花園、參與種植活動及其他義務工作
等，讓不同背景的居民因而互相認識
及連結，演變成一個社會的小縮影。

結構性社會資本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結構性社會資本是指聯繫人和團體的關係、網絡、組織和
機構9。「社區花園」另一特點是會善用區內不同界別的強
項來運作花園，例如：邀請城市規劃師、醫
療機構和學校等，提供生態保育設計、健康
宣傳、疾病預防和義務工作等。由於「社區
花園」的主題一般都是因應社區的需要而制
定，因此，透過各界別的參與，善用其專長，
為「社區花園」提供支援以回應社區需要，最
終讓社區的抗逆力得以提升10。

社區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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