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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本章為確立整理架構，分析背景與問題，內容包含了研究動機的敘

述，研究目的確立及範圍內容界定，研擬步驟與方法，作為研究之依據。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數十年來，台灣歷經國際化的衝擊與經濟發展變遷，且因部分地區之地理

環境特殊以及自然災害的衝擊，造成區域發展不均、高失業率、人口結構老化、

所得分配不均等差距。然而，在這幾年間，台灣社會因應了現實狀況，政府以及

民間團體運用在地的特色爲基礎，積極推動地方產業特色再造，運用靈活的回饋

機制，將效益面擴散到經濟體系之外的公共領域，發展以生活、生態生產、生命

為核心價值與態度，值得支持與推廣1。 

地方產業具有穩固地區經濟發展基礎，創造就業機會，充裕地方財源，創新

既有地方產業技術，連結當地人際關係，凝聚互信、互助基礎，並形成特有風土、

文化與民情，不但是地方生活的重要支柱，地方產業的發展攸關地方經濟基礎的

奠定與地方人文風格的形成，也與社會結構的健全發展息息相關。地方產業具有

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緊扣土地與生活機能，增進環境保護、歷史人文、健康福

祉的功能。看似微小的資源可以凝聚成大力量，每一分知識、創意與技能都能提

升地方居民的社區意識。地方產業不只是農產品生產，而是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

業，它將原先的傳統產業轉型成為適合當地發展的產業型態1。 

陽明山竹子湖地區，農作物的生產早期以蓬萊米為主，後續則有高冷蔬菜與

花卉的栽培，海芋原產地南非，民國55年自日本引進，當時國人偏愛紅、黃等喜

氣顏色花卉，白色花卉在市場上接受度不高。八十年代以後由於高冷蔬菜收益欠

佳，因此花卉栽培逐漸成為大宗。海芋的栽培技術不難，但對環境的選擇性較高，

竹子湖是臺灣少數適宜栽培的地區，650公尺的海拔、濕冷氣候及豐沛潔淨的山

泉水提供絕佳的生長條件，使竹子湖成為蘊育海芋成長的好環境，而海芋也使竹

子湖成了知名的旅遊景點與最美的花鄉。近年來，國人因應週休二日，短距觀光

風潮提升，竹子湖地區海芋之生產與消費也迅速成長；國家公園成立後大量湧進

之遊客提供了當地許多就業機會，於是社區居民在農餘和作物生長季節休眠期經

營「小吃」以賺取收入，以結合花卉生產、農村景觀、鄉野農產物品品嚐的戶外

休閒型態，儼然成為台北地區民眾假日休閒的一個重要活動地點1。 

 
1李朝盛與凌德麟（2003），《國家公園邊際區域產業活動遊憩發展之課題-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竹

子湖為例》，造園學報，第九期，第一卷，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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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湖地區位於國家公園內，然而，國家公園設立係以保育為主要之宗旨，

觀光資源之利用也以低衝擊活動為主2；因此，竹子湖地區這經由需求引導而轉

型的發展，能否永續發展？仍待商榷。本研究將從地方產業特色再造的起因開始

探討，瞭解其中的衝擊點，並調查竹子湖地區過去的發展歷程以及目前的發展現

況，藉以探討地方產業觀光化後社區發展能否永續經營。 

因此本研究動機如下： 

（一）地方產業轉型的原因與促使觀光化的先天條件？ 

（二）竹子湖地區地方產業觀光化如何演進？ 

（三）地方產業觀光化後對社區的環境品質影響是正面提升或負面降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以地方產業特色再造為出發點，探討地方傳統產業之觀光化，以

帶動社區內部共識凝聚與產業轉型發展，發揮地方產業魅力，為社區發展注入一

股新勢力。近年來政府也積極參與推動以及輔導相關工作，因此藉由產業觀光化

對社區發展影響之研究，探討社區如何將傳統產業觀光化，藉由產業觀光化帶動

社區發展，恢復地方活力。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地方產業觀光化與社區發展的限制與潛力之關聯性。 

（二）檢視竹子湖地區產業觀光化對社區環境品質的影響。 

（三）從現況之調查與分析提出課題之研擬與對策之建構，來引導受觀光化影

響之社區朝正向發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一、研究範圍 

（一）空間範圍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從地方產業之觀光化探討社區發展機制，利用所考慮

的空間因素與機制探討為出發點，因此在研究範圍的選定上，選擇了位於陽

明山的竹子湖社區。 

竹子湖位於北投區東北隅，隸屬湖田里，由於是火山熔岩流堰塞形成的

小盆地，故就空間地形上和農業環境自成為一完整體系。陽金公路開闢後提

高了易達性，在區位上是唯一位處國家公園核心區域的一般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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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 

圖1-2-1 陽明山國家公園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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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論範圍 

係建構在永續發展的體制下，從地方產業之觀光化的觀點，

輔以社區發展的建構，並從地方產業、社區發展與觀光的面向，進行理論交

叉分析，探索其間的關係。藉由問卷調查與實證分析，檢視地方產業之觀光

化對社區發展之影響，希冀作為日後探討永續性趨勢的脈絡。 

二、研究內容 

機、目的、範圍、內容、方法與流程。 

（二）

、社區發展相關理論、產業觀光相關理論與觀光

相關文獻。 

（三）研究個案分析與調查 

調查與分析、人文環境之調查與分析、地方產業

發展的歷史沿革與變遷。 

（

察紀錄與文獻資料蒐集，瞭解實質環境，以便調查地

方產業之觀光化與社區發展的現況以及未來發展方向。 

（

集整理，瞭解地方產業觀光化與社區發展的限制

與潛力之關聯性，並利用得到之結果研擬地方產業觀光化對社區發展產生的

課題，並提出對策分析，供當地做為社區發展改善之參考。 

（

容，並針對地方產業發展之觀光化與社區發展機制後續執

行事宜提出建議，以供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主要

（一）研究緣起 

包含研究動

相關文獻與理論回顧 

包含地方產業相關理論

竹子湖社區之自然環境

四）田野調查與分析 

藉由實地訪談、觀

五）課題研擬與對策分析 

藉由調查結果與資料蒐

六）結論與建議 

總結本研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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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觀光與社區發展之關係，以下將分別說

明本研究之操作方法與流程。 

過程中，主要方法著重於調查與資料的分析，故研究方法包

括： 

文獻資料分析法 

集與分析的方式，將相關資料蒐集，包括社區產業、

社區發展與觀光相關之所有文獻資料，將之彙整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

商家與居民，深入的進行訪談工作與調查，了解當地的發

展變遷，調查社區發展現況與機制。 

（

望透過永續發展的理念，達成社區推動地方產業觀光的目

的。所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以了解竹子湖社區居民對於社區推動地方產業

觀光的看法，以及對於目前發展之影響及滿意度為何，對於於竹子湖社區未

（

項目，利用 Excel 軟體，將資料做整理與分析，以了解

項目間之相關性。 

本研究主要探討社區推動地方產業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

（一）

本研究藉由文獻收

二）田野調查法 

實際走訪當地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主要希

來的發展居民有何看法與期許，並據此擬定問卷調查內容及對象。 

四）統計分析方法 

將有效問卷中的



二、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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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 預計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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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成果及研究效益 

一、預期成果 

（一）調查整理出產業觀光化的衝擊及發展條件，並使社區發展邁向永續。 

（二）調查竹子湖地區產業觀光化的變遷，探討觀光化對社區發展的影響。 

（三）而地方產業被觀光化之社區應該達到何種正向的社區發展。 

二、研究效益 

政府與民間團體極力鼓勵傳統產業社區運用在地特色為基礎，推動地方產

業特色再造。本研究由產業觀光化對社區發展影響做調查與研究，針對產業轉

型的條件與其發展和限制來探討產業轉型的永續經營性，可提供未轉型的傳統

產業社區作為一個改善社區品質的參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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