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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在擁有強烈民眾意識凝聚下，還需透過「人群」、「物

群」與「事群」的整合來達到三體環境和合共存、相依共生之共生發展目標。而

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之三體環境的發展是否共生，攸關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是否

良窳及地方文化產業是否能永續發展的必然條件。本研究建構白米社區木屐文化

產業之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及評估體系，並進行實證模擬，驗證三體環境共生

發展對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影響甚鉅，因此，在推動地方產業發展時，應深切考量

地方文化產業的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有關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分述於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經由環境共生理論、地方文化產業理論及模式發展之概念，建構三體

環境共生發展之理論架構，運用理論架構進行本研究實證與驗證模擬，得出研究

結論如下： 

一、本研究建立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與評估體系 

本研究建立之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與評估體系，分述如下： 

（一）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建立 

就地方文化產業而言，三體環境共生是其永續發展的關鍵，地方居民的意

識、文化產業設施的安排、實質環境的維護，都會影響地方文化產業的生命與

地方未來的發展。因此，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共生關

係，三體環境間若失去此共生的關係，則無法發揮三體環境應有的功能與效

率，以致影響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 

因此，本研究藉由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系統關係之建立，進而建立地方

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理論體系，以提出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地方文化產

業三體環境共生為強調「地方設施」之硬體、「產業活動」之軟體及「文化組

織」之韌體，三體環境間的共生發展，由於居民、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間的

互動關係，形成不同領域之空間環境，而此空間環境因應居民、生產者與消費

者之不同需求，與文化組織、產業活動及地方設施之交互關係，具有不同的特

質且產生相互依賴、作用。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包括發展模式之內容、原則、

步驟及流程(詳圖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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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三體環境共生發展評估體系 

依據本研究所建構之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進而擬定共生

發展之評估架構，以達成硬體環境之「完善地方設施」、軟體環境之「創意產

業活動」及韌體環境之「永續文化生命」為總目標之共生關係。其中評估架構

系統分為 3 項總目標（其中包含 9 項次目標）、31 項標的及 60 項評估準則。

運用衡量每一個評估準則之達成值高低，來評估其共生程度的高低，將主觀判

斷的質化資料直接轉化成「達成值越高，共生評分越高」的方法，將共生度達

成值「優、良、普通、差、劣」五種程度。 

經由產、官、學三界之專家學者予以權重計分，並依層級評分法之分析，

得出三大系統的權重，分別為「韌體環境-永續文化生命」居首為 38.1％，其

次為「軟體環境-創意產業活動」33.3％，及「硬體環境-完善地方設施」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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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歸納出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評估程度之數學式： 

Co-Sun Degree=f(H.S.L)=0.286．H+0.333．S+0.381．L…………(式1) 

其中，H：硬體環境達成值 

      S：軟體環境達成值 

L：韌體環境達成值 

二、白米社區木屐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程度為「普通」程度，尚有

努力空間 

經由本研究所建構之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程度評估架構，針對實

證案例之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進行評估，透過當地居民的評分，共生度得分為

58.826分，得分落在60~41分區間，評分比例為硬體環境21.06%、軟體環境

34.85%、韌體環境44.09%。表示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之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是呈

現普通的程度，但還有努力的空間。 

為了提升白米社區木屐產業三體環境之共生發展度，特運用本研究所建構之

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檢視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

之發展模式，進行兩者比較分析。分析比較結果如下： 

（一）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忽視社區的人、文、地、景、產的資源運用之思考，

及硬體環境、軟體環境及韌體環境之發展目標擬定。 

（二）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發展至今之參與主體於各個不同階段所需而有所調

整，在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 

（三）白米社區發展之主要以社區總體營造由下而上的推動方式，應積極強化落

實整體環境品質提升與產業發展的引導層面。 

（四）白米社區發展缺乏對社區發展目標進行全面性的分析，無法提供居民、生

產者及消費者與地方文化資源共存、共生之責。 

（五）白米社區缺乏平行協調運作模式，導致形成三體環境無法共生發展之窘境。 

（六）白米社區從過去發展至今竟無完整的經營管理維護計畫，僅配合政府相關

政策推動進行發展。 

三、白米社區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優勢與劣勢 

針對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三體環境調查、共生程發

展度的分析，並與本研究所建構之共生發展進行比較分析，以歸納白米社區所存

在的優勢與面臨的劣勢，進而提供社區發展思考如何發揮優勢、改善劣勢，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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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模式之目標。白米社區三體環境共生發展之優

勢與劣勢分析(詳表 5-1-1、5-1-2 所示)。 

白米社區形成初衷並非是以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為目標，而是基於地區環境保

護的立場，成立社區發展協會進而重新發掘地方資產，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

設計、生產、行銷。而社區總體營造的本質所強調的是〝營造〞社區，因此，包

括了社區中「造人」、「造環境」與「造產」三方面。首重的是「造人」，「造人」

是要提昇居民參與社區事物的能力及意願，也就是社區意識的凝聚；進而進行所

謂的「造環境」：改善社區環境；及「造產」：創造產業資源，使社區具足活力與

生機。但在白米社區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於社區居民共識之凝聚，也就是「造

人」部分，經由社區發展協會的領導之下，居民對於社區事物的參與意願相當的

踴躍。但是，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卻偏重於「造產」，而忽視了「造環境」，隨著木

屐產業的發展，所帶來的商機卻未回饋於社區之生活環境及生產環境，再加上遊

客日益增多，公共設施的提供更愈顯不足。 

表 5-1-1 白米社區木屐產業三體環境發展之優勢彙整表 

三體環境優勢面 說明 

1.在地資源豐富 
社區發展未受到都市化的影響，其自然環境仍

保持原始風貌，蘊含豐富的自然資源。 
硬體環境 

2.環境日漸改善 
石礦工廠逐漸重視環保問題，使得社區生活環

境的品質提升不少。 

1.在地文化自明性顯著 
地理環境的阻隔，造成了社區的封閉性，長久

發展以來形成明顯的在地文化 

2.獨特傳統木屐文化 
日據時代因盛產「江某樹」，發展出木屐業，曾

是全台木屐重要的供應地。 

3.保留傳統技藝 傳承日據時代的木屐師傅目前仍為社區居民。

4.居民與文化產業間的深厚情感
居民對舊有文化產生眷戀，形成繼續傳承舊有

文化的特性，發展出獨特的生活文化。 

5.相關計畫投入 
在政府部門及第三部門的協助與補助，及協會

輔導合作社策劃帶領社區活動。 
6.大型活動推廣 配合地方活動舉辦不少文化產業行銷活動。 

軟體環境 

7.文化成為教育功能 
經由推動社區居民的參與，並與學校教育結

合，落實於社區與學校生活中。 

1.由下而上的社區參與方式 
社區居民的參與成為社區總體營造成功的關

鍵。 
韌體環境 

2.社區組織執行能力強 

「白米社區發展協會」及「白米社區合作社」，

白米木屐村歷經八年的努力，已發展出頗具規

模雛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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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白米社區木屐產業三體環境發展之劣勢彙整表 

三體環境劣勢面 說明 

1.地理位置封閉 
社區的封閉性，造成發展落後、對外交通阻隔，

整體建設落後。 

2.用地取得不易 
經文化產業蓬勃發展後，致使空間價值提高，

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使得用地取得不易。 

3.公共空間不足 
公共服務空間及停車空間不足，無法滿足遊客

需求，及居民生活所需。 

4.缺乏整體的景觀意象 
社區整體的景觀意象，未配合地區文化發展之

概念，進行設計與規劃。 

5.建築缺乏管制 
現存的建築樣式過於老舊單調、呆板、不協調，

造成街道景觀的破壞與視覺的混亂。 

硬體環境 

6.產業的發展未帶來實質環境的

改善 

石礦工廠的回饋金，與產業發展的營收，並未

實際應用於社區實質環境的改造。 

1.技藝傳承不易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等具有專業性質的工藝性創

作者的培育與養成不足。 

2.產品成本偏高 
手工的木屐在有限的人力下，與品質的維持，

使得產品的產量少、價格高。 

3.生產制度未建立 
無技藝傳承、產業創意管理維護人員與解說員

的培育與訓練的人員培訓計畫。 

4.資金缺乏 
政府部門的補助外，在缺乏私人企業的投資、

銷售量有限下，形成發展遲緩。 

軟體環境 

5.無智慧財產權的概念落實 

沒有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可能受到仿冒的大量

複製，降低應有的品質，及影響其地在性與獨

特性。 

1.專業人才不足 缺乏相關教育機構培訓。 
韌體環境 

2.政治派系問題 
因為政治、選舉、執政黨等派系輪替的問題，

造成社區的發展推行的阻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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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研究結果提出白米社區木屐文化產業三體環境共生發展的建議如

下所述：  

一、硬體環境建議：將「木屐文化」概念融入社區環境的改造 

建議社區環境規劃將「木屐文化」的意象納入，除了改善社區實質環境，包

括建築量體、公共開放空間、人行交通系統、交通運輸系統、植栽景觀、環境保

護設施與社區防災設施…等，將木屐文化元素融入社區環境規劃中，以提升社區

意象自明性，將社區環境、文化與產業視為一體。 

二、軟體環境建議：營造文化傳承精神，建立教育訓練機制 

木屐是文化傳承而非商品的行銷，因此唯有延續文化傳承的精神，文化產

業才有持續發展之契機。因此，為了避免文化產業商業化，應不斷提醒並強化

社區居民與組織之對於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故應建立文化學習的教育訓練課

程，加強參與人員對未來社區發展定位的釐清。教育訓練課程可包括學校教育

的結合、木屐技藝的傳承、社區文化導覽的訓練…等。 

三、韌體環境建議：區隔「白米社區發展協會」及「白米社區合作社」

組織角色功能 

白米社區之地方組織分為兩大核心，包括「白米社區發展協會」及「白米

社區合作社」，其中「白米社區發展協會」主導社區總體營造部分，而「白米

社區合作社」則為木屐文化產業之經營管理單位，兩者間的組織成員的角色功

能應有所區隔與定位，避免形成單一組織總管地方事物，兩者間應成為互相協

助並互相監督的功能。如此，木屐文化產業才得以於健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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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是由居民、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所構成，

因此，就三體環境共生發展來思維，對於地方文化產業共生發展，尚可從兩方面

進行研究。 

一、從觀光者的角度探討地方文化產業發展 

本研究實證對象主要為白米社區之居民、政府部門及文化專業者，而觀光者

的感受，對於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亦相當的重要，後續研究可納入觀光者的觀點

探討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地方發展與地方文化產業共生關係分析 

地方發展與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間必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是地方文化產業活

絡地方發展，亦是地方發展營造地方文化產業的經營，兩者間所存在的是共生或

是斥生關係，為本研究尚未探討之領域，可納入後續研究之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