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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探討逐鹿部落社區發展現況與地區行銷策略，藉由個案研

究，選擇6位逐鹿部落社區幹部和店家負責人研究對象，並且採取深度

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逐鹿部落社區發展模式著

重在：(1)文化健康站，照顧部落長輩；(2)文化共學教室，提供孩子們課

後輔導並透過共學方式學習鄒族傳統文化與工藝技能。逐鹿部落的行銷

策略，主要透過：(1)節慶觀光的促銷推廣方式，將節慶活動之資訊傳播

到各地，吸引民眾前往參加，並且帶動消費人潮；(2)結合地方節慶活動

來帶動商品發展策略，讓社區居民發揮以逐鹿為主軸之創意商品與傳統

美食的開發；(3)將社區資源統整，運用各項資源與多元的宣傳管道，配

合周遭景點，提升逐鹿部落之商圈品牌，並且進行聯合促銷；(4)發展特

色風味餐，藉此進行新產品開發，並且提升部落共同經營與創造的競爭

力。至於地方特色產業未來之發展重點，主要包括，(1)結合地方觀光產

業來發展文化園區；(2)建立地方特色產業聚落及(3)強化逐鹿部落的特色

產業。 

 

關鍵詞： 社區發展、地區行銷策略、 體驗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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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Veoveoana in Chiayi County. Through 

case studies, 6 tribe community cadres and store managers are selected objec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Veoveoan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focuses on: 

(1) Cultural health station, taking care of tribal elders; (2) Cultural co-learning 

classroom,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learning Tsou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raftsmanship through co-learning .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Veoveoana is mainly through: (1) Promotion and promotion of 

festival tourism, spread the information of festival activities to various places, 

attract people to participate and consumers ; (2) Combine local festival 

activities to drive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 allowing community 

residents to develop creative products and traditional food with the main focus 

of chasing the deer; (3) Integrate community resources, use various resources 

and diverse publicity channels, and cooperate with surrounding attractions to 

enhance the brand of the chasing tribe's business district, and carry out joint 

promotions; (4) develop special flavored meal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ribe's joint management and creation. 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t mainly 

includes: (1) developing cultural parks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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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2) establish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settlements and (3) 

strengthening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of Veoveo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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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逐鹿部落社區發展與地區行銷策略所經歷的歷程與面臨

之困境，本章供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探討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節說明

研究問題和目的；第三節說明研究流程。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研究背景 

2008年8月8號的莫拉克颱風降下約2900mm的超大雨量，災後無重

創台灣大約70%的公路還有橋梁受損，豪雨所造成的土石流帶來重大災

害，高雄甲仙鄉小林村慘遭土石流淹沒滅村，而嘉義縣阿里山鄉地區許

多原住民的家園也受到嚴重波及，迫使世代居住阿里山鄉的鄒族原住民

遷居山下，在政府、民間、企業團體的幫助下，由紅十字會運用募款所

得的善款,在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轆仔腳開始興建永久屋，逐鹿社區基地

面積9.2092公頃，155戶永久屋包括28坪B型屋109戶，34坪C型屋46戶，

災民來自阿里山鄉各個部落，其中里佳19戶、來吉22戶、茶山39戶、達

邦21戶、山美23戶、新美8戶、樂野15戶，另1戶留供紅十字會作為物資

儲備所使用，興建經費5.3億元（永久屋工程3.09億元，公共設施1.5億

元，土地取得7千100萬元）。 

2020年11月20日，由張花冠、重建會家園重建處長顏久榮、產業處

長蒲忠義、原住民委會副主委夏錦龍、副議長張明達、阿里山鄉長陳明

利、紅十字會嘉義縣支會長吳容輝等人主持動土儀式開工興建,轆仔腳逐

鹿永久屋為第三期興建的永久屋整體設計具有豐富的鄒族原住民建築特

色，它代表著鄒族堅毅不拔的精神是鄒族文化的延伸，未來將成為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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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推動觀光產業的前哨站。逐鹿社區也是嘉義縣第一個光電綠能示範

社區，建置的時間為102年9月到103年2月，於同年6月19日正式啟用，

它是由東徽企業出資，友達光電太陽能事業群公司興建，整個社區建置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打造一個又一個「陽光百萬屋頂」，整個社

區都是發電廠，用最乾淨的太陽能發電。目前有59戶安裝，預估8-10年

回本，未來透過太陽能系統發電的電費收入，將提撥回饋金予永久屋鄒

族朋友，做為協助災後重建協助基金(嘉義縣政府全球資訊網，2014)。 

1.1.2 研究動機 

台灣的原住民在台灣這片美麗的土地上已經居住生活有幾千年之

久, 原住民的性格單純、善良、豪爽、刻苦耐勞、樂天知足、喜愛分

享，早期生活方式是以務農與狩獵為主,在那樣子的環境中生活中的

食、衣、住、行以及生活必需品大多是從大自然中取得,在原住民的傳

統文化中，分享與互助合作的精神結合了這種有需要時，才去取用、需

要多少，拿多少的生活態度，再加上豐厚的自然資源，使得大家習慣這

樣的生活方式，在主流社會中難以適應現代工商社會的激烈競爭，與緊

湊的生活步調，因此多位居於社會底層，現代的社會是急速、便利、資

訊爆炸的時代，讓個性樂天、隨性的原民無法融入發展快速的社會之

中，對原住民而言,現代主流社會中強調的積極、有規律的生活觀念,對

原住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還有生活中的壓力,改變

是必須的,應重新調整並且從其中找出平衡點,學習適應並且接受新的文

化。 

為了有效的理解逐鹿部落居民，因為莫拉克風災由阿里山地區遷移

到嘉義縣番路鄉鹿仔腳建立逐鹿部落發展協會的動機與歷程。本研究的

動機在於探討與分析逐鹿部落是因為甚麼原因與契機，促使社區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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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成立。另外，研究者也探討，逐鹿部落在創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挫

折與解決克服困境之因應的對策，並且社區如何取得公家與私人的資源

與並和周遭景點合作，如何進行地區行銷與地方產業發展。 

 

 1.2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根據前面敘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6

位逐鹿社區部落幹部與店家負責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以下問題： 

1.2.1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以逐鹿社區發展協會如

何發展社區特色，帶動社區行銷並發展地方產業擬定以下三大項研究問

題： 

1. 社區發展的現況與模式為何? 

2. 社區如何透過行銷策略來發展地區特色？ 

3. 如何發展地方產業? 

1.2.2 研究目的 

 1.了解逐鹿部落社區發展之現況 

 2.了解逐鹿部落展發展之行銷策落 

 3.社區如何發展地方產業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社區發展歷程之個案研究－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為研

究個案，研究者擬定本研究探討的主題與個案，並和指導教授探討研究

方法之可行性，經過探究討論其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而提出研究方案，

另蒐集相關學者文獻之研究，作為研究計畫架構參考。本研究參考的引



 

4 

 

用的文獻為研究主題相關的書籍。 

研究生在研讀相關之資料，參考期刊、論文及專業書籍等相關資

料，與文獻後經過討論後，決定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設計訪談內容之

後，針對研究問題對個案進行訪談；再經由文獻資料的彙整、分析、整

理，作為研究資料之延伸，以補足訪談當中不足部分。 

在個案訪談個案結束之後，將個案對話分析以筆記本重點紀錄，並

全程錄影，整理後以及錄音檔打成逐字稿，並搜尋相關文獻資料的輔

助，對訪談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做為研究與建議，並且進行論文撰寫工

作（研究流程參見圖 1.1）。 

 

圖 1.1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設計

進行實地訪談 資料彙整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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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針對社區發展與行銷策略相關之文獻，進行探討的一節介

紹社區定義與不同學派；第一節介紹社區發展模式，第二節介紹地區行

銷，第三節介紹社區產業。 

 

2.1社區發展模式 

2.1.1社區發展 

社區源自於Community有著社區和社群的意涵，社區是指在清楚的

空間領域中而社群是以共同體與為訴求（李永展，2012），在傳統中社

區的定義指在同一個地區裡在這個區域中文化、產業、教育、經濟等問

題形 成了對外部可以自主的。而對內這地區居民是互助合作的一種社會

體系（黃世輝 龔啟清） ，並且共享利益，小到鄉村聚落也可以大到是國

際性組織，傳統社區應該包含下列四個要素：1.特定的居民 2.特定地理

範圍 3.居民有共同的歸屬感 4.居民通常具備共同的關係，如共同的目標

以及共同的需求與利益，社區的定義也就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裡居民

之間有共同的歸屬感，並且具有社會文化等關係且有共同目標與歸屬

感，在這共同體的關係中有一定的地域這群人在這地域中從事各項活動

彼此間有著相同相互依存的關係（李永展，1995）。社區包含居民地區

共同關係，社區組織和社區意識也就是一群人住在一定的範圍內有著共

同的目標共同的需求，因此發展出的共同關係逐漸發展出社區的意識，

並成立社區組織來管理社區和推動社區的活動，而社區的居民並沒有特

定的人數，地區也沒有明確的範圍，社區居民因為有共同的需求所以形

成了共同關係，產生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為了達成大家的目標就有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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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社區組織，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可以推動社區的公共設施或提供社

會福利，所以一個社區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大家對社區有著感情，意識

到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表2.1為不同學者對社區的定義： 

表 2.1社區的定義 

資料來源：張獻忠，2000，本研究整理 

 

2.1.2社區發展協會之意涵 

 聯合國經濟理事會對社區發展之看法是，社區發展是一種過程，人

民以自己的能力與政府有關單位互相配合，改善社會經濟社會及文化環

境，使政府與社區成為一體，而這個過程包含了兩種基本要素由:人民主

動參與，並靠自己創造與改善生活水準，政府提供專業的技術輔導與協

助使其發揮更具有效果的自助自發與互動（夏忠堅，1997）。從社會學

三個層面加以解釋，認為社區發展是解決問題的一種過程，而這個過程

包含發現問題與認定並且尋求解決問題的策略，在確定解決問題的方案

和步驟及進行問題的行動等。 （徐震 1980）社區發展是一種教育和組織

行動過程，在這過程中強調社區工作者必須協助居民組織起來參與行

動，經過研究社區共同的需求運用社區力量，動員社區內外的各種資源

並且採取自助計畫等步驟，來解決社會共同的問題提，提升居民素質與

學者（年份） 社 區 構 成 要 素 

G.A.Hillery（1955） 地理區域、社會互動、共同關係 

徐震（1992） 居民、地區、共同關係、社會組織、社區意識 

陶藩瀛（1994） 地理空間單元、社會關係網絡、集體認同 

宮崎清（1999） 生活空間、歷史文化 

林明地(2002) 
地理區域、社會互動、歷史文化、學校內外、多面

向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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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家整體建設的目標。 

2.2 社區行銷 

2.2.1 行銷的定義 

 行銷是種非常古老的專業，而傳統的行銷概念是在工業革命後19世

紀末期開始發展，機械化大量的生產取代了以往傳統手工製造，也因此

開啟了產品的流通性與市場性，也改辦了產品的銷售方式（莊翰華，

1998）。行銷是一門管理的哲學，針對創意、產品、服務所進行的項活

動，以訂價、推廣、配銷等來執行程序，創造出可以滿足個人與組織目

標的一種交換活動。因為它涉及了顧客導向、組織之整合以及相互地利

益交換，所以它必須具備管理的功能。產品的販售觀念，聰最早的生產

導向為主的銷售方式至後來轉轉為以顧客為導向的行銷模式，這顯示了

消費市場會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而產生極大的變化，因此連動改變了市場

上供需的模式與過程，而這些演進為生產導向、銷售導向、行銷導向、

四個時期（陳定國，1976）。綜合以上之定義興銷之本質是交換強調滿

足個人或組織之需求，是一種管理顧客導向的哲學。本研究將不同的行

銷定義，依照時間依序整理，（參見下表2.2）。 

表 2.2行銷的定義 

學者或學會 年代 定                  義 

Mcnamara 1972 
行銷是一種哲學，其中包含顧客導向、

利潤與溝通三個部分。 

Stanton 1975 行銷是一種綜合的企業活動 

Kotler 1984 
行銷是透過交易過程來滿足消費者的一

種活動，是促成交易的過程而非目的。 

美國行銷協會 1985 

行銷是規劃與執行之理念，產品和服務

的構想、定價、推廣和分配之過程，目

的是滿足個人與組織之目標。 

Mccarthy&Perrell 1987 行銷是預期客戶之需求，並滿足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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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行銷的定義（續） 

資料來源: 參考駱焜祺(2001)，本研究整理     

 

2.2.2 行銷策略組合 

 行銷策略組合(marketing mix)是種行銷工具的集合，公司將若干控制

變數組合在一起，以吸引目標市場。滿足目標顧客的方法有很多種，例

如：一項產品同時具有許多特色，適度調整銷售前後的顧客服務；修正

包裝、品名，採用不同的廣告媒體，改變價格，提供折扣等。行銷管理

者可以控制行銷組合的構成要素，但是根據各要素所制定的策略必須加

以融合，以獲得最合適的效果，達到行銷目的。 

  一般而言，行銷的執行步驟，大致為選擇目標市場、了解市場需

求、及擬定行銷策略等三個步驟；而1960年代的McCarthy最早提出行銷

組合概念，他認為所有行銷的自變數有四個，即產品(product)、價格

(price)、通路(place)及推廣(promotion)。因為這四個變數都是英文字母 P 

開頭， 所以一般稱之為「行銷4P」，其內涵如下： 

 1.產品：產品可以依造各種面向來加以區分，其功能為，滿足顧客需求

的利益，專注開發產品的功能，產品必須要有獨特的賣點，以

產品為核心。 

產品可以是實體產品、概念或服務，並且包含了包裝、保固、售後

服務、品牌名稱、公司形象、價值及許多其他因素。重要的是，產品必

求，以成組織之目標。 

學者或學會 年代 定                  義 

李宜鴻 1986 
行銷是重視顧客需求，以客為尊，滿足

客戶需求，達成組織目標。 

Kotler 1988 
行銷觀念包含，目標市場，顧客需求，

協調行銷以及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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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能滿足特定顧客的需要。 

2.價格：價格是指產品或服務的交換價值，也就是顧客想要獲得或擁有

某種產品，所必須相對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在現代經濟體系

中，是透過貨幣的方式來交易（翁興利，2004）。 

3.通路：通路是指組織為使產品運送至目標顧客的各種管道。調整或擴充

通路，被視為是改善行銷組合中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再怎麼好的

產品， 都必須顧及到消費者是否方便接近（王逸峰，2006）。 

4.推廣：推廣是指對目標顧客所進行有關於產品與組織的告知與說服活

動。推廣常用的工具包括廣告、人員銷售、促銷、公共報導

等，以求能夠告知目標顧客某些和組織與產品相關的訊息，或

者改變顧客的態度， 或是促使顧客採取某些行動。 

2.2.3 地區行銷起源與內涵 

Kotler等人(1993)經過長時間的案例觀察因此建構地區行銷的策

略 ，其意義為將地方視為的方式為市場導向的企業，將地區發展而是為

是一項產品 藉著地區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來做策略定位，把目標鎖定

在社區的發展並且主動進行行銷以促進地區的發展。 

地區行銷是以行銷來刺激經濟發展， 將地方的基本設施重建並吸引

人力來刺激地方組織企業的擴張和成長，發展出公司合作的組織創造地

區獨特的形象並且加以促銷。地區行銷牽涉到社會經濟活動通常是由地

方管理者來執行，經過公部門與私部門互相合作與配合並將地方的形象

推銷出去，吸引企業人才或觀光客到地方投資以觀光作為一種手段，達

成吸引資本投資促進地方就業與經濟的發展(Kotler,1993)。 

地方行銷與傳統行銷對地方發展之規劃政策是有所分別的，其行銷

理念是由由上而下主動和民間建立關係與對話，瞭解地區民眾的需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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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目標市場也有效掌握整個地區的發展動向 (Mintzberg,1994；

Perrott,1996；Schoemaker, 1995)。 (表2.3彙整地區行銷之相關實證研

究)。 

表 2.3 地區行銷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論文名稱 內容 資料來源 

孟憲均 2011/05 

臺北市城市形象與行

銷之研究─策略分析觀

點 

以地區行銷、城市

行銷及城市形象為

途徑，瞭解臺北市

在 城 市 行 銷 的 

SWOT 及因應。 

國立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 

劉孝明 2012/01 

原住民觀光產業經營

與發展策略之研究-以

仁愛鄉為例 

建構仁愛鄉原住民

部落發展觀光之機

制是以生態永續發

展為主要的策略。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公共行政與政

策學系 

陳膺仁 2004/06 

原鄉地區觀光產業經

營策略之研究－顧客

滿意度的觀點 

本研究旨在複驗  

Crosby 等 人

（ 1990）關係品

質模式中，「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忠誠度」因

果鍵之關係，是

否依然能夠套用

在原鄉地區  

觀 光 產 業 的 情

境。  

中 華 大 學科技

管理研究所  

邱琦斌 2012/07 

地區特色節慶活動的

困境與轉型之探討─以

高雄內門宋江陣為例 

探知高雄內門宋江

陣的「組織運作」、

「內容 規 劃 與 管

理」、「社區參與」

及「行銷策略」。 

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管理學系 

舞瑪夫‧達

給魯頓 
2011/06 

原住民節慶活動定位

與策略之研究-+以南

投縣布農族部落為例 

探討原住民文化認

同與宗教信仰結合

成為新的儀式，其

內容與意義為 

何？原住民節慶活

動結合觀光活動，

其趨勢與策略如

何？ 

 

南華大學視 覺

與 媒 體 藝 術

學 系  

陳永森 2010/12 

地方政府產業節慶行

銷模式與經驗之研究

─以屏東黑鮪魚文化

觀光季為例 

以屏東黑鮪魚文化

觀光季舉辦經驗，

使用問券調查法進

行研究分析，提出

對地方政府未來舉

辦產業節慶活動的

七點策略性建議。 

鄉村旅遊研究，

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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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者 

 

2.2.4 地區行銷策略 

將地區作為一個市場導向企業，把地區視為發展定位，加強地方經

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滿足現有市場及潛在目標市場，以達成行銷地方上

特色。  當地方開始進行行銷時，能吸引其目標客群，達成地方行銷的效

益，並非易事，Kotler, Hamlin, Rein and Haider(2002)提出四個策略，包

括形象行銷、吸引力行銷、基礎建設行銷，以及人員行銷等，說明如

下： 

1. 形象行銷 (Image Marketing) 

 形象策略市場分析是將地方視為一項商品，並將地方之形象傳達給

消費者(林秉毅，鄭志富 2009)。在形象行銷的過程中，找出地方特有之

形象為首要任務，並透過其獨特之形象吸引消費者或是地方之買主，若

無獨特之形象將有可能被忽略。而進行低方行銷必須針對目標族群做區

分，並且進行連續性行銷過程，這是形象行銷種腰的關鍵。 

2. 吸引力行銷 (Attracting Marketing) 

 吸引力行銷通常是指在一個地區中所特有的地理資源或是人文節慶

活動，要如何凸顯出和設計出當地特色的內容與主題來吸引民眾消費、

進行投資行為，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因此吸引力的內容包括自然景

觀、特殊建築物、地區傳統節慶活動、特特殊事件等。  

3. 基礎建設行銷 (Infrastructure Marketing) 

在所有的地方行銷中，基礎建設為根本之，基礎建設具有很大的作

用(Kotler et al., 2002)。基礎建設行銷的目的為透過對基礎建設的改善，提

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設施，而這些設施通常以公共設施為主，例如建築

物、道路及遊客服務等。而在國內一項針對新設商圈所做的研究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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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基礎建設行銷為低方發展之根本，其基礎建設之投入是奠定行銷推

廣之基礎(鍾美鳳，2010）。 

4.人員行銷 (People Marketing) 

Kotler et al.(2002)認為，將名人與地方畫上等號，能讓人迅速產生聯

想，就是人員行銷。例如歷史人物、明星、運動員等，地方領袖、有能

力的人才等，皆可成為地區的無形吸引力。而當地居民的友善、熱情亦

可是該地區吸引觀光客的因素之一。人員行銷策略主要為民眾支持所帶

來正面的效益，即增加地區吸引力的關鍵。 

  此外，策略性地區行銷在未來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此

地區行銷必須要有完善的管理系統才有能力主宰隨時在變化的環境，對

隨時在變動的機會與威脅積極地面對，這樣的策略規劃過程地方可提出

特有的行銷主張，強調某些特定的因素透過由上而下的策略進行行銷規

劃行動，在地區多元的群體協助審核目前地區現況，以掌握目標群體的

需求並一同規劃與建構地方發展未來之願景(Luke et al., 1988; Kotler et al., 

1993)。用此方式活化地區的經濟活動對地方經濟效率會是一大助益

(Kearns & Philo, 1993)。 

  策略性地區行銷是一種多元群體參與地方發展規劃的行動主要是

為了瞭解地區的優勢和弱勢及投資機會和威脅經過仔細評估與分析後找

出威脅和機會後就能了解出地區整體特色與其吸引力並且以最適合的策

略。 

而在許多發展專案與策略中要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如果沒有連貫性的

願景很難將很難以確定何者是優先考量的的考量地方將無法在潛在的價

值中投價值投資中進行決擇(Kotler,2002)。地區行銷程序圖如下圖所示

從圖表之中可以發現他強調必須要針對地方名義進行談話因此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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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利益關係對於地方行銷的過程角色是極為重要的 。在地方行銷策略

的運用中，其中節慶活動是最常被採用的策略之一(Getz, 1997)。透過地

區特有之節慶活動吸引大量遊客，創造經濟收益，舉辦節慶活動可以立

即達到地方行銷的效果，因此節慶活動已成為可快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的一種地區行銷策略。地區行銷程序圖如下圖(2.1)所示從圖表之中可以

發現他強調必須要針對地方名義進行談話因此可以看出地方利益關係對

於地方行銷的過程角色是極為重要的 。 

圖 2.1地區行銷程序圖 

資料來源：Poole & Kenneth E. ,1986；吳宜蓁，2004 

 

2.2.5 節慶活動行銷 

  節慶活動開始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大多是為了保留地方傳統文

化而舉辦，是屬於一種文化性質的活動，隨著時間演進改變在經過包

裝，成為吸引遊客的一項資產，隨著收入與休閒時間的增加，各種節慶

活動因應而生，觀光旅遊業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有潛力的產業，為了提

升地區經濟發展，舉辦地方節慶活動成為吸引觀光客主要方式之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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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方特色之節慶活動能為地方帶動正向發展，活絡地方經濟、增進就

業、累積文化內涵等效益，因此節慶活動可以說是極具特色之新興行銷

領域，值得受到更多的關注與重視。 

 根據Getz(1999)年對於節慶活動所下的定義為:節慶是在一般例行活

動以外，經過組織運作和經費的贊助下，形成一種一次性非經常性的特

殊活動。節慶活動不是屬於日常生活裡例行的活動，是非經常性的舉

辦，也不是固定在某一個場所裡舉辦，而是在地區群居中由居民所共同

認知的日子  且有主題地舉辦慶祝活動，藉著地區組織的力量、志工服

務、經費募集、各種支援編列而形成的活動。 

  近幾年來台灣在文化產業與產業文化的發展下，各地為了推廣地

方經濟無不絞盡腦汁，設計專屬在地文化特色活動，以藉此達到繁榮地

方經濟的目的。觀光局自2001年起推動十二項節慶活動：行政院各部會

也積極投入各種資源，協助和支持各地的節慶活動， 例如：農委會推動

的產業文化祭、文建會推動的總體社區營造、經濟部商業司推動的形象

商圈、將地區民俗節慶、人文風情、地區產業結合為新興的節慶活動，

除了提升地區形象也催生出深度旅遊的文化。 

節慶活動的目的為以務實面觀點來看是提供當地居民工作機會、增

加收入、吸引更多遊客參訪提升知名度等(Watt，1998 )。因此節慶活動

是一種公開且有主題性之活動，其內容可以可為地區傳統民俗、文化藝

術和商品展售，活動規模小至社區大至全國性的活動，活動目的為開發

地方經濟，增加觀光收益提高地方能見度，節慶活動通常具有促進社區

發展、提升社區凝聚力、保存傳統文化藝術、各項商品促銷、教育及議

事宣導等多項功能（黃忠華 2004）。各學者對節慶觀光的定義與名詞解

釋不一，如下表2.4：    

   



 

15 

 

 

表 2.4節慶定義 

資料來源：1.游瑛妙 2.本研究整理 

 

2.3 社區產業 

2.3.1 社區產業發展類型 

社區產業的定義是以地方為基地，在同一個地域或同一個生活圈

裡，有著小規模的生產者，有著相同的生活環境、人文特色與自然環境

以及社區特色商品等，經過居民的參與並塑造地方特色和在地精神，所

形成的地方產業，具有強烈的在地文化特色。社區產業的目標有（轉引

自洪德仁，2005）。 (1)協助社區組織創造提昇生活品質的機會；(2)將

接替的計畫轉換成可持續操作；(3)針對社區需求，研發具有創意、經濟

效益的解決策略，並落實於就業及教育領域；(4)招募及訓練社區居民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操作策略，以擴大影響逐漸增加的受益族群。社區產

業形式分為在地農特產品類、休閒產業類、手工藝品等三類。社區產業

學 者 

 

節     慶    定    義 

 Jackson 

（1997） 

是特別的、自發性的、可帶給人們快樂與共享，也是產

品、服務、思想、資訊、群體等特殊事務特色主張的

活動。它蘊藏豐富與多樣性。 

 
Watt 

（1998） 

節慶是指在特定時間經由設計、企劃的活動以達成特

殊的目的。在特殊時間所舉辦的特定活動，該活動通

常具有特定的儀式、典禮以滿足特殊的需求。 

游瑛妙 

（1999） 

必須同時具備產品展銷售、民俗活動參與、文化學

習、休閒遊樂及社區發展等多重功能。 

葉碧華 

（1999） 

 

 

一種公開的、有主題的慶祝。 



 

16 

 

細分為五種類型：1.名產型，其經濟活動相對於其他地區有特性，但各

生產單位為私人所有，例如臺中美術館園道餐廳街；2.產銷合作型，生

產者間透過合作組織，促進產銷。生產者共同分擔組織運作成本，例如

農業產銷班；3.合作社型，居民從事相同的產業活動，以合作社為合作

機制，例如田尾花卉生產合作社；4.公共資產開發利用（維護）型。而

社區產業經營模式有幾種不同之類型:產銷合作類型，合作社類型、公共

資產開發利用類型、共同事業類型、名產類型。 此外，表2.5彙整社區

產業之相關實證研究。 

表 2.5 社區產業發展類型 

類型 產業經營模式 

合作社型產業 

在一定的區域中，地區居民從事相關的經濟活

動，並依法組成合作社，生產單位為所有人，以

合作社為合作機制。 

產銷合作社型產業 

在一定的區域裡相同的產業經濟活動，這些經濟

活動具有別區沒有的特色，業者組成合作，自治

組織以促進社區產業發展。 

公共資產開發利用

型產業 

社區居民運用社區公共資產，進行經濟活動之產

業，組成組織維護公共資產，以利個人產業之經

營。 

共同事業型產業 社區組織經營之產業 

名產型產業 

在一定的區域裡，有居民從事相關之產業經濟活

動，所做得生產為私人有擁有，居民之間無組織

關係。 

資料來源:1.李易駿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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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社區產業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論文名稱 內容 資料來源 

李忠正 2018 

社區志工服務與

社區產業策略研

究-以前鎮區草

衙里瑞強戶外運

動協會為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法

及問卷調查法、實際參

與關懷規劃研究，加強

召募志工及留住志工並

且希望可以提出社區再

造的策略規劃。  

樹德科技大學經

營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李朔 2018 

偏鄉社區發展與

社區產業之探討-

以嘉義縣台南市

兩個社區發展為

例 

比較嘉義縣梅山鄉太平

社區發展協會及台南市

後壁區仕安社區發展協

會，由社區發展協會轉

型「社區合作社」成為

兩個相輔相成組織，發

展產業盈餘回饋社區由

全體居民共享。 

國立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研究所碩

士論文 

陳幸宜 2021 

社區產業與地方

創生發展之研究-

以台南三股社區

為例 

探討三股社區朝向地方

創生發展之研究，了解

三股社區經營社區產業

之商業模式及產業與地

方創生之關聯因素。了

解社區產業運用的商業

模式，及其發展過程中

如何運用其在地優勢，

整合資源，維持經濟的

運作。 

國立台南大學經營

與管理學碩士論

文 

陳亞倫 2021 

原住民青年返鄉

就業漫漫長路-以

社區產業為例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鄉部

落社區產業發展的困境

與出路，以及探析社區

產業提供原住民青年在

地就業的可能 

靜宜大學社會企業

與文化創意碩士

學位學程碩士論

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sc=%22%E6%A8%B9%E5%BE%B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B6%93%E7%87%9F%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B6%93%E7%87%9F%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6%AD%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A4%BE%E6%9C%83%E7%A6%8F%E5%88%A9%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A4%BE%E6%9C%83%E7%A6%8F%E5%88%A9%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A4%BE%E6%9C%83%E4%BC%81%E6%A5%AD%E8%88%87%E6%96%87%E5%8C%96%E5%89%B5%E6%84%8F%E7%A2%A9%E5%A3%AB%E5%AD%B8%E4%BD%8D%E5%AD%B8%E7%A8%8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A4%BE%E6%9C%83%E4%BC%81%E6%A5%AD%E8%88%87%E6%96%87%E5%8C%96%E5%89%B5%E6%84%8F%E7%A2%A9%E5%A3%AB%E5%AD%B8%E4%BD%8D%E5%AD%B8%E7%A8%8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r_Saa/search?q=dp=%22%E7%A4%BE%E6%9C%83%E4%BC%81%E6%A5%AD%E8%88%87%E6%96%87%E5%8C%96%E5%89%B5%E6%84%8F%E7%A2%A9%E5%A3%AB%E5%AD%B8%E4%BD%8D%E5%AD%B8%E7%A8%8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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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採用個案質性研究方法，選定社區幾個店家及社區發展協

會之幹部來進行訪問談並對其訪談內容加以分析以進行深入研究探討。

本章內容共分為五個小節來探討，包括: 第一節研究方法、第二節研究

個案與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資料處理與分析、第五節研究倫

理等。 

 

3.1研究方法 

為了有效的理解逐鹿部落居民，由阿里山地區因為莫拉克風災遷移

到嘉義縣番路鄉鹿仔腳，建立逐鹿部落發展協會的動機與歷程。本研究

的主旨在於探討與分析逐鹿部落是甚麼原因與契機，促使社區發展協會

的成立。另外，逐鹿部落在創立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挫折與解決克服困

境之因應的對策，並且社區如何取得公家與私人的資源與周遭景點合

作，進行地區行銷，來建立一個帶狀文創園區以吸引更多人潮消費，本

研究選擇以質性訪談的方式來蒐集資料，並且進行研究。 

3.1.1質性研究 

研究者本身就是工具，其方法是透過研究者來分析探討研究對象，

主要是強調以描述性來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其研究程序為，發現問

題、蒐集資料、再依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質性研究又稱為質化研究，

定性研究在科學及教育的領域中較常使用的研究法，質性研究並不是一

種方法它是集合各種不同研究的方法的統稱，質性研究者的目的是以深

入了解的方法來研究個案，它研究問題是以情境中許多複雜的主題來做

為探討，因此它有可能會涉及有關於人們的生活經驗、當時的情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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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和行為，以細微的角度研究當事人內在的觀點、感受及生活經驗。質

性研究是產生描述資料的研究，也就是描述人們說話的方式。相對於量

化研究法，質性研究專注於集中的樣本（陳向明，2002）。質性研究是

關於發生現象、故事、意義與反思的一種思維歷程（李慶芳，2013）。

質性訪談是一種特殊目的而進行的談話主要著重在受訪者的感受與生活

經驗的描述，藉著彼此面對面的對談中研究者得以瞭解受訪者的個人對

事件的認知(Minichiello et，1995)。 

3.1.2訪談法 

訪談的定義根據形式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一般而言為研究者受訪

研究者與受訪者彼此的一種語言交換，經果彼此語言的交流促使受訪者

表達其意見和認知等資料，換句話說訪談是一種獲取資料的方法方式，

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訪談，研究者透過此方式引導受訪者說出內心最真

實的想法。訪談有需不同多的形式，以研究過程來區分，主要區分為結

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或非結構式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群體訪談 (group 

interview) (Williams, 1997; Minichiello et al,1995)。 

訪談法的設計與實施包括: 1.依據研究主題尋找願意且合適的受訪

者 2.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 3.向受訪者說明研究動機及目 4.徵詢受訪者同

意訪談錄音訪談大綱是內容的指引，在訪談過程中可以依照受訪者的話

語調整訪談的順序。透過單一或是數個個案進行觀察研究，主要是以經

驗為主的調查法，這種調查法深入研究社會當前的現象與真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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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個案與對象 

  質性研究一般來說樣本偏少，需要深度之立意抽樣，立意抽樣之目

的為選擇質資訊較豐富之個案，能夠明確表達研究主體所關心的問題

（胡幼慧，1996;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性研究不同於量化研

究，質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樣本也較少，不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來呈現結

果，重點在於研究者必須了解存在的事實本質，強調整個研究過程的整

體性，而研究者或是受訪者，對人的主觀意識與直覺不會排斥，質化研

究過程中主觀和直覺是必然會產生的，這也是作質性研究時可貴之處，

而選擇對於受訪者的選擇必需要能夠提供厚實的描述性與真實性。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法之方式，選出逐鹿部落社區中有資歷豐富的

店家，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為研究對象並進行深度訪談之對象（參

見表3.1）。 

 1.個案選擇考量之因素 

(1) 受訪者為逐鹿部落社區幹部以及創建初始創立的店家，這些店家

包含藝術店家及特色餐廳。 

 (2) 選擇能夠受深度訪談，且能明確即清楚表達分享個人經驗之個案 

2.訪談人數總共6位，藝術店家2家特色餐廳1家，逐鹿部落社區幹部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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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名單 

編號 組織 姓名 職稱 訪談日期 

A 特色店家 安先生 發展協會監事 

 

111.02.09 

B 社區發展協會 石先生 發展協會理事長 111.02.11 

C 逐鹿部落居民 汪小姐 發展協會理事 

 
111.02.23 

D 社區發展協會 杜小姐 

 

發展協會總幹事 

 

111.02.23 

E 特色店家 石先生 大麵包負責人 111.02.24 

F 逐鹿部落合作社 莊先生 合作社理事主席 111.02.26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訪談對象代碼說明: 

第一碼 : A.B.C 代表受訪對象 

第二碼 : 1.2.3.4 代表訪談四大提綱標示 

第三碼 : 1.2.3.4 代表各大提綱中的小題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按照其研究之問題與目的，設計出訪談大綱的內容與初稿，

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及修訂訪談大綱問題。為了避免研究者引導或限制訪

談對象的回應情況發生，訪談的過程中必須要遵循訪談對象的生活脈

絡，以開放性的問題來提問，讓訪談對象在自在的環境中能夠自在且自

然的描述自身的經歷，以幫助在訪談過程中蒐集資料之進行。而研究共

工具也含研究者本身、現場錄音宇筆記、訪談同意書等。 

1.研究者本身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工具（陳向明，2002；吳芝儀 李

奉儒 譯，1995），研究者本身必須要具備耐心與積極的態度，也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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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有同理心的傾聽者（高淑清，民 89）。當然，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

必須保持中立，不預設立場，適度的引導且必避免個人偏見而影響資料

蒐集的客觀性，用客觀之角度，在進行訪談時引導受訪者能夠以輕鬆自

然之方式描述，研究者再以訪談錄音檔及筆記紀錄將訪談內容進行逐字

稿紀錄，用此方式才能夠引導將個案的經歷以最真實的方式來詮釋。 

2.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藉由逐鹿部落店家

及社區幹部之分享，依照本研究之目的，針對需要訪談的內容來設計訪

談大綱及訪談的內容。訪談之內容包含受訪者的背景資料，成立逐鹿部

落社區發展協會與各店家成立之歷程，訪談大綱與問題如下：  

一、社區發展的現況與模式為何? 

 1.社區發展協會是何時成立？2.成立的原因？ 

 2.目前社區發展的工作重點與方案有那些？ 

 3.社區發展的模式，有何特色？ 

二、 社區如何透過行銷策略來發展地區特色？ 

 1. 如何透過節慶活動提升逐鹿部落能見度並帶動消費人潮? 

 2. 如何以逐鹿部落在地商品與傳統文化，推展體驗行銷? 

 3. 社區發展的模式，有何特色？ 

三、社區如何發展地方產業？ 

    1. 如何傳承文化與工藝技能，保留鄒族文化?  

    2. 如何結合地方觀光產業，以逐鹿園區，形成帶狀文創商圈區? 

    3. 如何結合一些地方產業，形成群聚效應？ 

    4. 如何強化逐鹿部落的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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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場錄音與紀錄 

  本研究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為了避免訪談時遺漏資料，及日後

整理為逐字稿時遺漏資料，進行訪談前事先準備手機及筆記本，訪談進

行中時用手機進行全程錄音，並且使用筆記本進行摘要與重點紀錄，而

訪談前必須事先徵詢受訪者同意，並簽妥訪談同意書爾後開始對訪談進

行全程錄音，進行正式訪談。進行正式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必須隨時注意

受訪者的心情與情緒，仔細且用心觀察周遭之環境，是否會干擾受訪者

回復的情緒，在訪談過程隨時利用筆記本來做重點紀錄，以提升訪談重

點準確性，訪談結束後再將訪談內容逐字打成文字稿，並將資料彙整歸

納分析，以訪談內容作為詮釋資料之結果。 

 

3.4 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質性研究中，原始之資料來源是以直接呈述的方式呈現，特點在

於能夠表現出受訪者的邏輯與思考對於當下發生事件的認知。以深度的

訪談與觀察之方式，讓受訪者能夠以最完整的方式表達對問題的看法。

本研究為保障受訪者隱私與個資，訪談紀錄使用代碼進行登錄，以英文

代Ａ開始編碼問題大綱數字 1 小題數字 1 開始。資料整理是以錄音擋及

重點筆記本的方式整理出訪談內容，詳細檢視逐字稿之內容與記事本裡

的重點紀錄，用條例方式整理出資料中隱藏之意義，最後將蒐集之資料

經過分類整合統整並對研究個案進行分析整理。 

3.5 研究倫理 

在質性研究過程中，研究倫理之道德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在

進行研究時，需特別遵守研究倫理，應注意如：匿名保密、知情同意

書、誠實、避免傷害等研究倫理的六項原則，研究者要加以落實及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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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文英，2020）。 

本研究對於倫理規範之議題將從下列四個面向加以敘述: 

1. 不評斷研究對象 

研究者本身在執行與設計本研究時，研究者必須要非常謹慎考量與

確保研究對象在於研究過程中不會受任何到傷害，不可讓研究對象受到

言語的壓力以及造成心理負擔與生理上受傷害，必須以尊重人權為原

則。 

2尊重個人意願 

當確認個案訪談對象後，先以口語方式告知訪談者訪談的目的與內

容，並安排時間以及地點等相關資訊，並且尊重受訪者個案之安排意願

與尊重個人選擇。於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之個案能重新敘述個人生命經

驗與深刻的故事，並讓個案自由選擇是否回答問題之回答權。若受訪者

有任何感覺不妥的地方，在訪談中隨時可以無條件提出終止要求或退出

訪談，研究者對於訪談者絕對要以尊重為原則。 

3. 尊重個人隱私 

在撰寫論文時若必須要引用訪談者背景資料時，研究者必將受訪者

個人之基本資料用匿名之方式或保密來處理，並將受訪者編上代碼以代

碼之方式進行引用，研究完成後對於原始之資料錄音檔與筆記資料紀錄

予以銷毀，讓受訪者不受干擾在安全沒有壓力的氛圍之下，對於訪談之

內容能夠完整敘述且據實表達。 

4. 遵守誠信原則 

在研究過程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建立彼此互相信任關係，

對於研究者不會做隱瞞或欺騙研究者身分及研究目的與程序等，並嚴格

謹且遵於研究倫理當中誠信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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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的節次，主要包括：第一節 逐鹿部落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第二節 逐鹿部落的社區發展模式，第三節 行銷策略與地區特色發展，第

四節 地方產業的發展。茲分別說明如下： 

 

4.1 逐鹿部落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逐鹿永久屋社區位於嘉義縣番路鄉境內之阿里山公路台 18 線 32k 

處（參見圖 4.1），鄰近林務局樹木銀行、阿里山風景管理處觸口遊客中

心，欣欣水泥工廠、愛情大草原等，為鄒族第九個部也是一個全新的部

落，融合了阿里山鄒族八個部落的特色與傳統。而逐鹿部落地理位置優

勢，是進入阿里山地區前認識鄒族傳統文化的第一個門戶（嘉義縣文化

觀光局，2020）。 

圖 4.1逐鹿部落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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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傳說此處早期為鄒族的獵場之一，也是梅花鹿活動非常頻繁的

地區，因此鄒族獵人經常來此圍捕梅花鹿，並且以梅花鹿的鹿皮、鹿角

等來換取與外族以物易物的交易貨物集散地，因此將此地命名為

Pooftongaveoveo(其中"poftonga"是「阻擋」之意，而"veoveo"則是「梅

花鹿」之意。)，這正是逐鹿部落名稱的由來，而逐鹿也代表著在鄒族人

內心裡依然嚮往著這祖先曾經的獵場，現今則在阿里山風景管理處觸口

遊客心旁，在 2019年陸續建造了多得士傳統弓箭體驗場與逐鹿梅花鹿鹿

園，並以復育梅花鹿為宗旨，讓鄒族人與梅花鹿一同在逐鹿部落，共存

共榮、生生不息（嘉義縣文化觀光局，2020）。  

 逐鹿部落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在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在莫

拉克（88 風災）的肆虐下，造成阿里山鄉嚴重的災害許多鄒族人家園受

損毀壞流離失所，透過各界所捐出之善款，由紅十字會與嘉義縣政府的

協助下，為家園毀壞而流離失所的鄒族人，在阿里山風景管理處處觸口

遊客中心旁興建永久屋基地，成立了逐鹿部落。目前共有 156 戶居住在

此，於 2012年 12 月 15日開始入住。這些來自阿里山鄉 8 大部落的鄒族

人在這個建立新的家園，在彼此摩擦與融合中產生出更多元更具特色層

次的文化火花，並將逐鹿部落打造成一個別具特色部落藝術村，當走進

社區內可以感受到濃厚的鄒族氣息，可以看見族人們用傳統鄒族三腳架

搖擺式烤架在自家門前烤肉談天（嘉義縣文化觀光局，2020）。 

而逐鹿部落家家戶戶將鄒族的文化、藝術、精神等融入在自家建築

中，打造屬於自己的門面與特色，形成獨具特色的社區景象。位於觸口

村轆仔腳的逐鹿部落社區是嘉義縣地區第一個太陽能綠能光電示範社區

（參見圖 4.2，4.3），於民國 2014年 06月 19日正式啟用，這是一座結合

政府與民間力量同心協力建造的光電示範社區，由東徽企業出資，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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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太陽能事業群公司興建，將太陽能光電板建在屋頂上節省了土地使

用面積，並有效小降低室內溫度，減少冷氣和風扇使用量，降低用電量

節省電費，每天發電量達到 1083 度，以一般家庭每天使用 10 度估算，

可以提供 108 個家庭使用，結算下來 1 年可減少 251 公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它象徵嘉義縣打造綠能指標的決心。未來太陽能光電系系統發電所

得之電費收入，將提撥回饋金予逐鹿部落永久屋鄒族朋友，協助社區居

民災後重建的生活基金，為莫拉克風災的災民盡一份心力（嘉義縣新聞

行銷處公共關係科，2014）。 

 

圖 4.2逐鹿部落太陽能光電板 

資料來源: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28 

 

圖 4.3逐鹿部落太陽光電箱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發展協會 

 
4.1.1 逐鹿部落的社區工作現況 

「逐鹿部落社區」是嘉義縣規模最大為第 3 期永久屋、是人數最多

的永久屋基地，占地總共 9.2公頃，150戶為雙併透天房舍，是由政府與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運用各界募得善款合力興建，居民大部份是從阿里山

原鄉部落鄒族人遷居於此，在永久屋尚未興建完成之時就先組成立[轆仔

角永久屋原住民專區福利委員會]，為針對未來居民入住後做各項準備，

協助排除居民將來入住後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困境並藉凝聚居民共識，產

生認同感並對社區產生向心力，同心齊力經營部落。也作為各單位（政

府、非營利組織及其他）與社區居民溝通之平台，社區定期召開居民大

會，了解居民生活上的困境與提供各種建議。2013 年 9 月先後成立「逐

鹿社區發展協會」、「保證責任嘉義縣原住民逐鹿社區合作社」，發展協

會成員主要為社區居民，主要負責社區內部事務，包含發展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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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福利、社區文化保存及訂定社區公約（參見表4.1）等，而逐鹿社區

合作社以營利為目的，目前重心以逐鹿鹿園為主，合作經營逐鹿梅花鹿

鹿園所得營利收入提撥盈餘 5%作為建設社區之經費來源，兩個組織互

助互利，彼此相互支援（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表 4.1逐鹿部落生活公約 

資料來源:1.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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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傳統文化與工藝維護及發揚 

 舉辦傳統文化技藝研習班，召訓部落居民，研習各項傳統技藝，提

升師資水準，社區聘請專業師資教授語言及傳統工藝技能，如傳統服飾

製作、創意編織、漂流木創意教學（參見圖4.4）等，藉此將語言、傳統

文化，工藝技術代代延續下去，以保護台灣原住民文化資產，並透過節

慶活動和居民間進行交流增進彼此的凝聚力，其中在每年 12月舉辦的分

享祭為逐鹿重點的節慶活動，是部落居民遷居到永久屋之週年慶，感恩

這一路上協助部落的所有單位，在這新創立的聚落裡，鄒族族人繼續傳

承著鄒族文化，並透過原民的創作，傳統歌舞表，展現堅韌的生命力

（參見圖 4.5）。 

圖 4.4 傳統工藝教學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圖 4.4.1:創意漂流木教學  

  

圖 4.4.2:青年傳承背帶編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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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逐鹿部落分享祭 

資料來源:Penney小時光輕旅行 

 

4.2 逐鹿部落的社區發展模式 

莫拉克風災，造成許多山上的原住民部落受損，經行政院重建會運

運用募得善款經由十字會在觸口轆仔角興建永久屋安置了這些受災戶，

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於 109 年 9 月成立，成立之原因主要是為了發展

部落產業、照顧部落居民、老人照護，並成立巡守隊、青年會~等組

織，讓社區福利服務更多元化。其中部落裡的文化健康站，服務的對象

為 55 歲以上健康、衰弱、輕度失能原住民族長者（參見圖示 4.6），服

務的模式採取以部落社區為單位之集體照顧服務 ，服務項目為: 1.簡易

健康照顧服務 2.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3.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餐）4.電

話問安及居家關懷服務。5.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量能提升服務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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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部落文化共學教室，服務對象為小朋友，在們放學後提供課後輔

導，補救教學（參見圖示4.7），並利用課餘時間學習鄒語和傳統文化，

教育孩子們瞭解屬於自己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價值，培養對自我的認同

感，對自己產生自信心，積極拓展部落孩童對部落的探索，在學校放假

時舉辦體驗營，將孩童帶山上體驗鄒族傳統生活，如辨識傳統植物，狩

獵技巧等。讓部落文化充新扎根，並開枝散葉，傳統文化得以保留傳

承。 

圖 4.6關懷部落長者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圖 4.7孩子們逐鹿部落文化共學教室創作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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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的原因 

依據受訪者 A、F 君訪談內容，逐鹿部落在 109 年成立社區發展協

會的目的（參見圖示 4.8），主要是為了照顧部落居民並且發展觀光產

業。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受訪者 A、F 君之訪談內容與片

段紀錄： 

 

 

圖 4.8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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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受訪者A 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逐鹿社區發展協會109年9月成立，成立的原因為透過社區發展協

會照顧社區居民，逐鹿部落是莫拉克風災後由紅十字會運用募得之善款

所興建的永久屋，居民大部份為鄒族族人，目前社區發展協會在部落成

立了文化健康站，照部落長者，而小朋友的部分則成立部落教室，幫小

朋友做課業上的輔導，以及鄒語和傳統文化教學。(A1-1)。 

以下是受訪者F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我們透過發展協會，照顧社區居民，社區發展協會可以向政府

部門申請相關經費，運用補助經費所得來照顧居民，例如社區營造的部

份，像是建築綠美化等都必須要透過社區發展協會來爭取經費，其還有

一些文化教育的部份，成立部落文化共學教室提供小朋友課後輔導，教

導孩子傳統文化，社區的文化健康站照顧年長的長輩們(F1-1)。逐鹿部

落多功能活動中心(參見圖示4.9) 

 

圖 4.9逐鹿部落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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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社區工作方案之重點 

逐鹿部落目前社區工作方案之重點在於照護部落長者和小朋友，依

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受訪者B、F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B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受訪者B君提到目前社區工作重點為照顧部落的長者及小朋友，並

且設立文化健康站與部落文化共學教室（參見圖4.10）。 (B1-2)。 

以下是受訪者F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F君提到除了重點在照顧部落長輩，對於照顧長輩之照服員或計畫

負責人，每年安排課程讓它們去進修，學習專業知識考取證照，用專業

的方式照顧部落長者，使長者們在專業人員的照護下安心，放心(F1-

2)。 

 

  
圖 4.10逐鹿部落文化健康站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文化健康站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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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社區發展模式 

逐鹿部落的社區發展模式，目前是以觀光產業為主。另外，也成立

合作社來統籌經費分配，所得盈餘 5%提撥給社區發展協會最為社區經

費。兩個社區組織互助合作互相支援。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

下：受訪者 A、B、C 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 A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逐鹿部落目前是以觀光產業為主，等待阿里山風景管理處協助興

建之逐鹿文創園區(參見圖 4.12)開幕，提供在地居民更多工作機會,逐鹿

部落成形是因為八八風災之後,由阿里山地區八個部落的受災戶集中逐鹿

部落，也就是說很多原本各個部落的受災戶居住集中在此，因此融合了

八大部落的特色，所以它發展模式會比其它阿里山地區一般來講會會更

豐富更多元性，社區發展協會為非營利組織，因此又成立了社區合作，

有關營利的部份就交由逐鹿部落合作社來管理經營(A1-3)。 

以下是受訪者 B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由合作社來統籌分配，營利部份提撥5%給社區，讓社區發展協會運

用這些經費對社區進行營造及各項公共設施修繕及維護(B1-3)。 

以下是受訪者C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社區發展協會與合作社互助合作，整合社區店家的發展是由這兩個

組織共運作，相輔相成(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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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行銷策略與地區特色發展 

   近幾年來觀光產業興起，尤其以原住民地區的傳統文化及豐富的

自然環境資源，吸引許多人關注，成為觀光產業發展的新趨勢，如何行

銷逐鹿部落特色必須要設計有富有創意之行銷策略，才能達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為了讓遊客認識逐鹿部落必須運用多元的管道，將社區店家串

連起來，運用現代年輕族群最常使用也是最熟悉的數位工具行銷手法，

以電子媒體、粉絲專業、QR code掃描方式、影片拍攝等，並設計客製

化套裝旅遊行程，整合逐鹿部落在地的特色，發展地區特色文創商品、

特色風味餐等，並配合四季設計各種不同的主題，設計主題觀光行程，

藉此拉抬人氣，藉著互相分享支持與學習，發揮社區居民群聚的力量，

把逐鹿部落的精神準確的傳達到目標客群，為社區行銷帶動人潮，刺激

消費。經過本研究者，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4.3.1 透過節慶活動提升逐鹿部落能見度並帶動消費人潮 

逐鹿部落主要以節慶觀光促銷推廣，部落組織架設網站粉絲專業，

內容介紹部落歷史背景，文化、當地物產與旅遊相關資訊，讓遊客可以

透過網路取得各項有關部落相關活動資訊，也可藉著置入性行銷與媒體

專訪，如記者會、發行宣傳手冊等，都是節慶活動中重要行銷策略之

一，此方式能將節慶活動之資訊傳播到各地，吸引並說服民眾前往參

加，藉此增加逐鹿部落的曝光率，並且帶動消費人潮。依據訪談之內

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受訪者 A、B、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 A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逐鹿部落成立十餘年之時間，在這期間經過阿里山風景管理處的協

助運用各大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等使逐鹿部落的曝光率提高，刺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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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園區內成立的梅花鹿鹿園，讓大家可以免飛日本奈良就可體驗餵

食梅花鹿，園區內有文創藝術品展售區也有各項有體驗活動，鄒族傳統

射箭體驗，皮雕鑰匙圈等，因此逐鹿梅花鹿園成為一個觀光熱門景點

(B2-1)。 

以下是受訪者B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就逐鹿部落來說社區的藝術店家就是一大特色(參見圖示4.11)，透

過藝術店家的結合成為一條線，聯合成為一個面，再經由阿里山風經管

理處的協助推廣增加部落能見度。而阿里山地區每年都會舉辦一些大型

的活動如一年一度的生命豆祭，也藉著各部落舉辦的活動，如茶山涼亭

節、達邦愛玉節、山美鯝魚節等，藉著辦理活吸引消費人潮，為了吸引

遊客走入部落，必需要增加活動的豐富性與趣味性，讓遊客到逐鹿部落

旅遊之餘，也藉由參與部落相關活動，深刻體會鄒族傳統文化、欣賞鄒

族在地文創藝術、享受部落傳統美食、讓遊客能盡興而歸(B2-1)。 

以下是受訪者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目前做的有很多面向，除了公部門平常對外的宣傳之外我們還有發

展出我們自己的特色，運用網路平台的行銷再來也透過特色店家之知名

度來宣傳，當特色店家建立好之後自然會吸引很多遊客進入部落，其中

向部落的傳統舞蹈表演團，在受邀外出表演時藉著機會也會把部落特色

推展出去，這對提升部落行銷有很大的幫助，而公部門的部分每年風景

管理處都會舉辦大型光觀行銷活動，例如在台北華山，松菸及個縣市的

觀光推展活動也會逐鹿部落帶入其中，增加曝光率(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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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逐鹿部落的特色店家 

資料來源:個藝術店家粉絲專頁   

圖 4.10.1:獵人的家(藝術店家) 圖 4.10.2:Piepiya 廚房 

圖 4.10.3:小舌菊工坊(藝術店家) 圖 4.10.4:大巴掌生活飲食工坊 

圖 4.10.5:很愛現手工藝工坊 圖 4.10.6:SAYUS 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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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藉由在地商品與傳統文化推展體驗行銷 

現今的時代休閒旅遊型態正逐漸改變中，傳統單調的旅遊活動的內

容已無法滿足遊客的心，部落可以針對遊客設計各種不同的套裝行程，

如部落傳統文化體驗營、社區深度之旅、結合部落文化特色定期舉辦社

區之節慶活動。訪談結果顯示，逐鹿部落以結合地方節慶活動來帶動商

品發展策略，運用創意巧思和手法，讓社區居民發揮以逐鹿為主軸之創

意商品、傳統美食的開發、部落的深度之旅等，並且設計各種 DIY 體

驗，讓遊客在 DIY 的體驗中得到滿足感。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

如下：受訪者 A、B、D、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 A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社區目前有洗愛玉，傳統搗糯米、射箭的DIY體驗(參見圖示4.12)，

讓遊客藉由這些 DIY 體驗鄒族傳統文化，展現部落獨有的特色與生命

力，而社區觀光導覽行程可讓遊客更深入部落，進而進行消費(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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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逐鹿部落 DIY體驗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粉絲專頁 

 

 

以下是受訪者 B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故事的方式來行銷，以梅花鹿鹿園為主軸來吸引遊客(參見圖示

4.13、4.14)，再藉導覽把遊客導入部落，推銷部落特色商品與文化，刺

激消費(B2-2) 

 

圖 4.11.1:洗愛玉 圖 4.11.2:搗麻糬 

圖 4.11.3傳統射箭體驗 圖 4.11.4:手作鑰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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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蔡英文總統為新出生 7天的小梅花鹿取名為「Q弟」 

資料來源:今日新聞(記者陳惲朋攝) 

圖4.14梅花鹿餵食體驗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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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受訪者 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為部落長者設立一個場所，讓長輩們們在這個場所進行鄒族傳統工藝品

創作與體驗課程，使遊客與長輩互動的關係中自然產生一種感動，在舒

適沒有壓力的狀態下進行產品推銷，這樣的方式不僅讓部落長者有成就

感，也不會使遊客有壓力(E2-2)。 

以下是受訪者Ｄ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逐鹿部落的居民為阿里山八大部落組合而成的，傳統工藝品及特色

風味餐經過各經過融合逐漸成為逐鹿特有的產品(D2-2)。(參見圖示 4.15) 

 

圖 4.15逐鹿部落的創意商品與特色餐點 

圖 4.15.1:愛玉創意餐點 

 

 

圖 4.15.2:逐鹿鹿園創意竹杯 

圖 4.15.3:逐鹿部落獵人餐 圖 4.15.4 莎幽工坊創意茶盤 

圖 4.15.5:逐鹿大麵包 圖 4.15.6:小蛇菊工坊生命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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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結合鄰近店家或觀光景點，進行聯合促銷 

逐鹿部落把社區資源統整，將所有的推銷廣告文宣整合並作一致性

傳達，運用各項資源與多元的管道，運用平面媒體、粉絲專業或是人員

之宣傳等，把活動的精神精確的傳達到目標客群，讓活動訊息由一點延

伸慢慢往外擴展發酵，並配合周遭景點，打造一個優質商圈環境，提升

逐鹿部落之商圈品牌，並且進行聯合促銷（參見圖示4.16）。依據訪談之

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受訪者 A、B、C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圖 4.16.1:華山文創表演宣傳 圖 4.16.2:部落母親節文宣 

圖 4.16逐鹿部落文宣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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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其實一直以來的話逐鹿部落都是靠大家在地居民及地商家的一個團

結合作來發揮這個影響力跟行銷能力，那對於周邊來講比較沒有採用所

謂的聯盟機制，譬如說我們旁邊有一個愛情大草原在過去的話林管處那

邊的樹木銀行他那邊也有一個自然的園林去參觀可以提供小朋友、全家

可以遊賞， 那因為都已經各自形自己的特色，所以不會說在特別的去聯

盟這些地方(A2-2)。 

受訪者 B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印製逐鹿部落導覽手冊，放置在周遭各個景點,以前都是被動等客

人來或是跟旅行社合作，配合網路行銷，疫情期間對於觀光產業打擊很

大，在沒營運收入時部分就是靠網路行銷，鹿園網路直播推銷部落特色

商品，並與阿里山 EASY GO、KKDAY、KLOOK 合作並且建立 IG 與粉絲

專業，結合網路讓逐鹿部落曝光率提，吸引更多遊客入園參觀帶動消費

(B2-3)。 

受訪者 C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認為社區應該要整合部落裡的店家，配合鄰近的景點舉辦活動，吸

引人潮帶動消費(C2-3)。 

4.3.4 發展特色風味餐及進行產品開發 

 逐鹿部落居民共同嘗試發展開發富有地方特色風味餐，部落設置開

發部門並藉此進行新產品開發，提升部落發展旅遊特色商品，以促進部

落共同經營組織的競爭力，也共同制定更完善且符合社區居民的福利，

讓未加入共同經營之部落居民願意加入。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

如下: 訪者 B、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B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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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是由我們自己部落的族人準備特色風味餐，由社區發展協會

接訂單再轉給逐鹿部落合作社，有團體客人訂餐或要參訪需要導覽，先

經由合作社統籌來做分配，至於特色產品開發的部分之前開發創意竹杯

等而特色風味餐推出獵人包，目前中央廚房因受限於場地關係，沒有足

夠的場地接待遊客，餐點，訂餐的話用自車運送時對於食品衛生安全有

疑慮，所以暫沒有研發新的特色風味餐點(B3-4)。 

受訪者 E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特色餐的部分研發中，目前部落特色餐不夠精緻有待加強，希望

能夠研發出配合鄒族傳統文化讓餐點更精緻化，屬於逐鹿部落得風味

餐，工藝品的部分部落裡的藝術店家都持續在創作結合傳統並發展出逐

鹿部落之創意商品，我們希望藉由這些工藝品的結合讓其內容更為豐

富，未來將在逐鹿文化創意館統一陳列販售(E3-4) 

 
4.4 地方產業的發展 

因過度都市化的結果，少子化、人口外流、老化，造成鄉村人口的

減少，城鄉發展因此產生嚴重失衡的問題。如何透過引導地方發掘在地

特色，強化社區特色並找出產業定位與目標，吸引青年回鄉創業，留住

人才，運用創新設計來活化社區閒置設施成為地方特色，以達成吸引人

才回流，並帶動地方傳統產業新的目標。 

社區營造的起點為對社區觀察，並從人、文、地、產、景等五個面

向來進行分析，了解社區需求，與社區居 民共同研討與計畫未來方向，

以達成推動社區發展的共識。完成社區資源調查後，與社區居民的溝通

討論為要點，藉著工坊、居民社區大會以及培養社區人專業人才等方

式，達成共識共同推動社區發展。關於逐鹿部落未來的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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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4.4.1傳承文化與工藝技能，保留鄒族文化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工業化時代的興起，傳統手工藝人的技藝

逐漸失傳也正面臨著作權缺乏保障的嚴重缺失。受訪者大多認為，文化

與傳統工藝必需從小開始扎根，營造適合之環境並且提供相關課程或者

培訓專業的人才來教授與協助推廣，以保留並傳承傳統文化。依據訪談

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受訪者A、C、D、E、F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

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A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我認為傳承文化與

工藝技能環境是最重要的，在自然的環境中會自然吸收，因此傳統文化

與工藝會自然的留存下來，逐鹿部落因為地理位置已經不在鄒族傳統的

部落裡，已經接近平地，接受的文化都是外來的文化，因此逐漸忘了自

己的傳統，目前社區的做法是小朋友的部份社區在部落教室請師資教授

小朋友族語及傳統技藝的，在小朋友放長假的時間安排小朋友回山上體

驗傳統文化，另外社區也開辦部落大學，開設編織、族服等傳統工藝課

程(A3-1)。(參見圖示4.17) 

 

圖 4.17.1:創意圍裙製作 圖 4.17.2:圍裙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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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3:族服群裙子製作 圖 4.17.4:裙子上繡圖騰 

圖 4.17.5:男士皮帽製作 圖 4.17.6:皮帽縫合 

圖 4.17部落大學課程 

資料來源:小蛇菊工坊 

 

  以下是受訪者 C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逐鹿部落現在人口外流

太嚴重，而且接觸到的並不是我們傳統的文化，社區若要做傳承文化這

部份，我認為必須要由專人負責，把語言與工藝做一個彙整，並且編輯

成冊並以羅馬拼音的方式記錄起來，讓後代子孫能夠有資料可依查詢或

學習(C3-1)。 

  以下是受訪者 D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目前是從鄒族部落大學

開始並且鼓勵在地的工藝師可以傳承我們鄒族傳統工藝，比如說服飾竹

編、藤編、木雕之類的工藝品包含語言這些在部落大學都有開設課程，

就是以這種上課的方式來保存，那部落也將會針對所有的居民開辦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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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逐鹿這個地區已經很少在使用鄒語交談了，因為語言這個東西必

須要經常使用才不會容易遺忘，我們盡力營造可以使用族語的環境，以

這個方式保留傳統文化,而小朋友在學校放假的時間也會帶回山上在傳統

自然的環境中學習，體驗祖先傳統的生活方式將傳統文化深植在孩子們

的心中(D3-1)。(參見圖示 4.18) 

圖 4.18.1:認識蜜蜂 圖 4.18.2篩小米 

圖 4.18回歸山林學習祖先智慧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共學教室粉絲專頁 

以下是受訪者 E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認為文化與工藝的傳

承與環境有很大的關係(E3-1)。 

以下是受訪者 F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這部分發展協會還有

個人工作室都有跟阿里山部落大學做些申請這樣子，申請一些傳統工藝

的課程不論是服飾、刺繡啦，然後美食的部分也有執行過，再來就是其

他一些相關的技能，尤其是對鄒族文化的傳承像是鞣皮技術和做一些手

工藝工件之類的都可以在部落大學申請，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讓有興趣

的人能夠往這方面去發展，除了文化傳承之外也能夠創新將它變成商品

與產業相關作連結，這樣延續文化其中的內涵我覺得自己的文化底蘊如

果足夠的話，不管是做休閒產業或是自己創作的作品會自然版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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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產品中（F3-1）。 

4.4.2 結合地方觀光產業來發展文化園區 

要如何將逐鹿部落極富特色人文風采，工藝傳承等深藏之文化內

涵，轉化成為地方商機之產業資本，政府與產業間互助合作為最佳的媒

介，引進專業設計團隊，以創新的手法、眼光來整合盤點逐鹿部落的

[產、地、人]特色資源，思考發展的機會和亮點，結合地區組織，號召

專業的人才回流並回饋故鄉，與部落組織共同以[創新、創意、創業]的

策略規劃，塑造地區專屬的亮點，帶動社區文化的提升和產業發展。既

能夠呼應旅遊市場需要的區域化模式，又能串連兩者之間的需求，達成

由下而上的力量，讓政府的政策與民間需求並行。 

簡單來說，在觀光模式推動下，透過各行業的投入及跨區域整合，

加上政府不分中央或地方，經由各個部會局處極力推廣，台灣的觀光市

場與能見度有效向上提升。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受訪者

A、B、C、E、F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 A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逐鹿部落真正所謂的

產業 應該只能說是觀光產業，那不外乎就是一些伴手禮、農特產品，至

於屬於逐鹿部落本身真正的應該是近年年來剛興建好的梅花鹿鹿園(參見

圖示 19)，因為以原住民部落來講那是唯一一座的梅花鹿鹿園，坐落在

逐鹿部落與觸口風景管理處之間，以逐鹿部落來講是目前最強而有力的

行銷賣點，現在也已漸漸形成部落的一個文化，是其他部落所無法取代

的,至於其它的我想應該在原鄉部落其實都大同小異(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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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1:梅花鹿園入口意象(花見小鹿) 圖 4.19.2:逐鹿梅花鹿鹿園 

圖 4.19梅花鹿鹿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 

以下是受訪者 B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將逐鹿園當作是一個噱

頭，接到團體的訂單時我們會藉著導覽將遊客導入部落裡，讓遊客走進

社區並且進行消費，還有社區正在計畫培訓年長者成為社區的導覽員，

讓年長者有工作做未來會是一大亮點，讓長者在導覽過程中形成一種滿

足感，還有杯需求的感覺。(B3-2)。 

 以下是受訪者 C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必需先把社區的資源

做一個統合彙整，由社區分配平均分配，由社區出發，再慢慢拓展往外

部逐漸擴張(C3-2)。 

  以下是受訪 E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我們希望以鄒族文化園

區(參見圖示 4.20)做為一個重點區域，因為逐鹿這個地方算是阿里山的

一個發起線，要進入阿里山之前無論是觀光旅遊，特色美食都可以先透

過逐鹿部落先取得資訊，而帶狀文化商圈區的部份這個可能要花多點時

間，目前為止因為周遭景點開始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譬如說樹木行它

是有關於林木的部份，大草原有望來山集團進駐，我們這邊也希望尋求

字跡的特色文化,後從點線面在未來希望能夠招集相關單位，然後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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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該如何將周遭的僅點做一個聯合行銷或是套裝行程的安排，成為一

個帶狀商圈區( E3-2)。 

以下是受訪者 F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我們最近會辦的說明會

在鄒族部落文化園區開幕之前，希望這地方未來將會是鄒族文化的重點

平台,也希望主任能夠共同合作來網促成這件事，它包含整個阿里山地

區，甚至我們也修改了合作社的章程,原本合作社只限於逐鹿地區才能入

社，在今年度 2022 年修定為只要是原鄉部落鄒族人都可以入社,期盼能

擴及到整個阿里山地區原鄉部落來共同參，在未來無論是觀光或是地區

產業相關的文化活動都可以一族路作為主要平台兒地點的優勢也可以作

為一個發起通往阿里山的一個發起線(F3-2)。 

 

圖 4.20逐鹿部落文化園區 

圖 4.20.1:逐鹿部落文化園區 圖 4.20.2:逐鹿部落文化園區 

圖 4.20.3:逐鹿部落文化園區 圖 4.20.3:逐鹿部落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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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結合地方產業來形成群聚效應 

產業群聚是指在某一特定區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或有相互關聯

的企業或機構，有著共通性與支援性的連結，有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

係，然而產業群聚意涵並非僅止於產業的地理鄰近性 (geographical 

proximity)包含產業生產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 )，整體關係緊密，一

個地區要形成產業群聚必須結合該地區之生產要素、尋求相關支援產業

和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受

訪者F、D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以下是受訪者D君與之訪談內容與

片段紀錄：希望能夠有更多商家加入然後形成一個園區（參見圖示

4.21），甚至可以結合樹木銀行、阿里山風景管理處再結合逐鹿鹿園，

當逐鹿梅花鹿園接到團體的客人時會把他們導覽到社區，而後續社區將

會建設停車場增進便利性以吸引更多的人潮（D3-3）。 

  

圖 4.21逐鹿文創商圈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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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受訪者 F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透過特色店家的特色以及知

名度來吸引遊客走進部落,當然未來的文化園區希望能成為領頭羊然後透

過文化園區連結所有的特色店家成為一個群聚效應(F3-3)。(參見圖

示:4.22) 

 

 

圖 4.22阿里山鄒族逐鹿部落園區概述 

資料來源:逐鹿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4.4.4 強化逐鹿部落的特色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的輔導與推動，人、文、地、產、為最主要之重點景

孕育而生，是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店家與及其所形成的聚落，強調地方品

牌形象塑造，推動地方觀光，以帶動人潮為主要的推動策略。輔導在地

業者，開發在地特色商品，商品精緻化，促進地產地銷，並視地方個別

業者產品的特色、品質與產量，結合 OTOP（一鄉鎮一特色）產品的甄

選、行銷與拓展通路，協助地方特色產品的行銷。除了實體的產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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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方所提供的體驗和服務，依據體驗活動的屬性、場域規模、交通等

情形，提供遊程資源整合與輔導並且媒合不同的通路，以帶動觀光人

潮，促進消費。依據訪談之內容，並彙整資料如下: 受訪者 A、C、D、F

君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以下是受訪者 A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這邊的特色產業前任理

事己現任理事長還有合作社理事長，長期以來都在各大媒體及慶典活動

中進行銷，並且也爭取到阿里山風景管理處的資源來協助推展逐鹿部

落，增加曝光率(A4-4)。 

以下是受訪者 C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社區幹部的組織必須要

做一個統整將資源分配，先有完整的組織之後再把社區特色做一個提

升，才能繼續後續的動作並且帶動遊客進入部落(C4-4)。 

 以下是受訪者 D 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現在能從逐鹿推展出

去的應該就是以逐鹿梅花鹿鹿園為主,目前是以粉絲專頁與社群媒體的方

式，並與風管處結合文宣介紹逐鹿部落的方式來增加曝光率,並且配合原

委會的在地認證商家用手機就能收尋到認真的商家，讓遊客方便搜尋

(D4-4)。 

以下是受訪者 F君與之訪談內容與片段紀錄: 如果要發展鄒族特有的

傳統文化，他必須先從文化教育開始做起,讓自己的文化底蘊能夠充足,

自然而然就會發展出很多的特色商品.(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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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逐鹿部落社區發展之過程與地區行銷策略所

面臨之困境。本章依據本研究目的、歸納分析研究結果，做成研究結

論，並提出具體的研究建議，最後本文經整理前述各章節之論述，歸納

以下研究發現與建議，茲將其分別說明如下： 

 

5.1 結論 

經本研究所探討之三個研究問題，依據研究目的、歸納分析研究結

果後研究結論並說明如下： 

5.1.1 社區發展模式 

逐鹿社區為全新鄒族部落，擁有豐富的傳統人文資源，與地域上的

優勢，但若是居民沒有共識，社區的產業也就難以發展，而逐鹿部落居

民對社區活動的熱情與積極的態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大家齊心盡力

一同為自己的生活環境品質共同努力打拼，解決社區最急迫的問題，讓

彼此更親近更能認同自己的社區。 

1.關懷據點落實在地長照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長輩們很擔心病了怎麼辦？更不願也擔心被遺

棄在醫療院所裡或養老院，社區目前的關懷照顧據點必須更加周全，培

養社區長照專業人員取得專業證，提供長輩們專業照護，讓長輩們可以

在安全的環境中健康和老伴、老朋友在地老化，而公部門更該正視如何

把關懷照顧據點的軟硬體設施設置的更佳完善，讓據點發揮最大的長

照功能。 

2.部落文化共學教室   

部落教室讓孩子在放學後，有場所可以溫習功課並可利用這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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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們學習母語和傳統文化與工藝技能，在孩子們寒暑假期間舉辦活

動帶孩子們回到山上體驗統文化與生活技能，以最自然之方式將傳統文

化在孩子們心中扎根，也不定時與不同族群的孩子們進行交流，並分享

彼此的文化學習尊重與欣賞各自的文化，拉近彼此的距離。甚至部落教

室也可向上延伸為國中孩子補強課業，可避免孩子進入國中後，因為跟

不上都市孩子自卑因而我放棄。在平時亦可帶著孩子們為部落環境進行

營造、美化或彩繪等，藉著活動參與來凝聚認同。 

3.培力在地社區青少年人才 

人才是社區發展的要點，申請培力計畫，聘請教師在部落開設專業

課程，培養各項領域專業人才人，以協助部落發展，留住人才不外流。

並以社區發展組織之力量，加強社區居民對社區意識與永續發展的能

力，達成社區工作目標，促進社區福祉，使居民能夠享有安全、整潔的

生活環境。 

4.社區資源整合 

 將社區內資源在有限的情況下重新整合，並且充分利用在地既有的

資源，將這些整合後的資源透過一個公平機制讓社區居民共享，使資源

達到最有效的配置，提升資源有效性，達成社區用續發展的目的。 

5.1.2行銷策略與地區特色發展 

逐鹿部落主要以節慶觀光的促銷推廣方式，如記者會、發行宣傳手

冊等，將節慶活動之資訊傳播到各地，吸引民眾前往參加，藉此增加逐

鹿部落的曝光率，並且帶動消費人潮。其次，以結合地方節慶活動來帶

動商品發展策略，運用創意巧思和手法，讓社區居民發揮以逐鹿為精神

主軸之創意商品、傳統美食的開發、部落的深度之旅等，將社區進行資

源統整，找出目標客群，運用各項資源與多元的管道，平面媒體、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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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或是人員之宣傳等，把活動的精神精確的傳達到目標客群，並配合

周遭景點，打造一個優質商圈環境，提升逐鹿部落之商圈品牌，以鄒族

部落文化為概念，結合政府相關部門資源，集合部落藝術人才投入並發

揮創意，營造部落獨特創新之觀光休閒空間，並且進行聯合促銷，嘗試

發展特色風味餐，進行新產品開發，並且提升部落共同經營組織的競爭

力。   

5.1.3社區如何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透過政府行政及相關方案協助，鼓勵企業返鄉投資；透過認養地方

創生事業方案，協助地方特色發展，投資地方產業，提升與改善地方經

濟，藉由企業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專業團隊強化地方知識技術能量、社

區團體參與地方創生事業，政府整合資源，強化地方創生量能開發特色

商品、培養地方人才、鼓勵開創事業、活化地區發展、強化城鄉機能、

建立地方品牌、行銷在地產品、整建觀光亮點等工作重點，透過發掘引

導地方在地特色，並確認與釐清產業定位，協助地方發揮特色，吸引產

業進駐、人口回流，繁榮地方，促使青年回鄉創業、定居，運用創新設

計來活化社區設施成為地方特色，達成吸引人才回流，並賦予地方傳統

產業新的目標，並從人、文、地、產、景等五個面向進行分析，了解社

區需求，與社區共同研討與計畫未來方向，以達成推動社區發展的共

識，為了社區永續經營與發展，應鼓勵年輕居民參與，注入活力，彰顯

社區未來創意與發展，並且透過學習發現在地特色與價值，進一步開發

在地商品或服務的獨特性，展現在地獨特魅力，社區透過多元的管道引

導社區之資源匯集與挹注，讓在地行銷能夠發揮更大的能量。 

利用網路及報章雜誌與媒體向外推展逐鹿部落之特色與精神，以建

立公共形象，舉辦各項活動，將訊息公布在網路上，吸引遊客進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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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欣賞部落之美，並結合地區觀光資源進行策略聯盟，以達成聯合行

銷之效果。 

 

5.2 建議 

 逐鹿部落主要以節慶觀光的促銷推廣方式，如記者會、發行宣傳手

冊等，將節慶活動之資訊傳播到各地，吸引並說服民眾前往參加，藉此

增加逐鹿部落的曝光率，並且帶動消費人潮。其次，逐鹿部落以結合地

方節慶活動來帶動商品發展策略，運用創意巧思和手法，讓社區居民發

揮以逐鹿為主軸之創意商品、傳統美食的開發、部落的深度之旅等。逐

鹿部落也把社區資源統整，運用各項資源與多元的管道，運用平面媒

體、粉絲專業或是人員之宣傳等，把活動的精神精確的傳達到目標客

群，並配合周遭景點，打造一個優質商圈環境，提升逐鹿部落之商圈品

牌，並且進行聯合促銷。最後，逐鹿部落嘗試發展特色風味餐，藉此進

行新產品開發，並且提升部落共同經營組織的競爭力，研究者依據逐鹿

部落地區未來的行銷策略，提出相關建議。改善部落內部境營造與加強

觀光相關軟硬體設施，設計觀活動配合擬訂遊客管理計畫，以部落文化

為主題來持續開發在地特色商品與規劃特殊節慶活動的舉辦，並將其公

佈在網路上，利用網際網路及媒體報導部落特色，建立形象並達到行銷

推廣之目的，透過原住民立委和政府部門取得良善之溝通，以獲取更多

的資源，例如，逐鹿部落可以將社區資源統，統一分配運用，整並加強

基礎建設。另外，可以藉由盤點各地「地、產、人」的特色資源，以

「創意、創新、創業、」的策略規劃，開拓地方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

而加強社區導覽專業人才之培訓，也有助於吸引返鄉青年的社區參與更

多的觀光人潮。 



 

60 

 

為了展現逐鹿部落之獨有特色與生命力。行銷在地必須要用創意策

略，不妨以下策略進行在地行銷: 

1.共同品牌行銷計畫:結合點閱率較大的部落格刊登關於社區的故事

及地方特色訊息，以增加部落曝光率。並利用網際網路和媒體報章雜

誌，塑造逐鹿之特色與精神並向外推廣，建立其公共形象，引起熱潮，

讓社區特色與傳統文化引起媒體的注意，藉此行銷社區文化和生活。 

2.旅遊品質提升計畫:加強當地人才導覽解說服務訓練、尋求政府部

門資源或學校機關團體產學合作，提升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促進社區

整體服務品質。並在旅遊旺季時招募各大社團學生和其他部落之人手來

打工。改善部落內部設施，讓部落觀光內容更豐富細膩。 

 3.策略聯盟推廣計畫:結合原住民藝術、文化、產業，發掘逐鹿部落

豐富的資源，營造部落深度體驗之旅，以逐鹿部落在地鄒族傳統文化為

主要元素，藉著在當地經營之原住民商家，如藝術工坊，特色美食等，

並結合社區團體與周遭景點，營造共同參與機制，以部落傳統文化為基

礎，形成知性部落深度之旅套裝行程。此外，可透過適當的包裝將鄒族

藝品、美食與文化加入新的創意元素，吸引更多消費族群喜愛。凝聚人

氣，強化族群之文化認同，讓在地文化與生活有展延的行銷平台。 

4.展演水準提升計畫:社區培訓表演藝術類團體的人才，以提升表演

藝術展演水準，鄒族元素蒐集、並定時與藝文表演團隊進行舞蹈交流。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範圍僅限於逐鹿部落社區幹部與各店家負責人，受限於時

間、及訪談地理位置等因素，無法更深入敘述，多少影響研究的完整

性。建議後續研究。可以用問卷調查來蒐集資料或者進行針對其他部落

社區，進行比較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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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社區發展的現況與模式為何? 

 1.社區發展協會是何時成立？成立的原因？ 

 2.目前社區發展的工作重點與方案有那些？ 

 3.社區發展的模式，有何特色？ 

 

二、 社區如何透過行銷策略來發展地區特色？ 

  1. 如何透過節慶活動提升逐鹿部落能見度並帶動消費人潮? 

  2. 如何以逐鹿部落在地商品與傳統文化，推展體驗行銷? 

  3. 社區發展的模式，有何特色？ 

 

三. 社區如何發展地方產業？ 

    1. 如何傳承文化與工藝技能，保留鄒族文化?  

    2. 如何結合地方觀光產業，以逐鹿園區，形成帶狀文創商圈區? 

    3. 如何結合一些地方產業，形成群聚效應？ 

    4. 如何強化逐鹿部落的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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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

碩士論文的研究及撰寫工作。研究主題為「社區發展模式與行銷策略之

研究:以嘉義縣逐鹿部落為例」。本研究以逐鹿部落的特色店家及社區發

展協會的核心幹部為訪談對象。本研究主要探討探討嘉義縣逐鹿部落的

社區發展模式、地區行銷策略以及地方產業發展等議題。希望透過您的

專業與觀點，能進一步瞭解社區發展與地區行銷面臨的現況與挑戰，並

作為地方特色產業發展與推動之參考。 

為方便日後資料的分析和整理，訪談過程將進行全程錄音與筆記，

繕寫逐字稿後。訪談的內容、拍攝照片、圖案將予以保密，僅作為學術

研究之用，不作其他用途，不牽涉任何商業之利益。基於隱私保密原

則，研究者將遵守研究倫理，加以保密。感謝您撥冗受訪，並提供寶貴

的經驗、資料與意見，讓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謹此致謝。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涂瑞德 博士 

研究生：安莉珠 敬上 

本人已閱讀訪談同意書，了解自己在研究中的權益並同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簽名)：＿＿＿＿＿＿＿＿＿＿ 

受 訪 日 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