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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對傳統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之滿意度調查─以台南市後壁區菁寮村為例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在目前以工業與資訊產品出口貿易為導向的時代，農業的轉型經營對鄉村來

說，是一條必須走的路；傳統的鄉村文明其實是治療現今社會價值混亂行為無所

適從的一劑良藥，提供人心高度穩定的基地，鄉村的曠野和田野景觀，也是紓解

人們憂慮緊張，失落迷惘的重要場域，因此，重建鄉村文明、結合外部的變動需

求，也許是現今鄉村產業轉型經營的一個機會（蔡建福，2004）。 
 
二、研究動機 
 
  由於無米樂社區在農村發展上具有其特性與代表性，因此本研究探討無米樂

社區為研究區。首先，無米樂地區從 2000 年便開始推動社區營造，透過地方己

身力量推動，在社區發展上有著一定的成果，它保存了在地的文化與建築。此外

更重要的是，當地透過協助拍攝「無米樂」紀錄片，所形成的另類旅遊資源。由

於紀錄片的高知名度，讓當地遊客數量快速的增加，配合著地方社區發展，無米

樂地區成為結合在地特色的新興鄉村旅遊地區。本節將探討菁寮村結合休閒產業

再造計畫後，當地居民對此的滿意度。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可以歸為下列三項： 
 1.分析傳統農業和休閒產業是如何結合並且再造的。 
 2.了解當地居民對於再造計畫後的滿意度。 
 3.探討透過農業轉型及產業發展融合，對於突顯社區特色及塑造社區形象  

之成效。 
 
貳●正文 
 
一、農村之定義 

國內外學者對於農村的定義，整理如表 1 所示： 
表 1 農村之定義 

專家學者 年分 定義 
經建會 
都住處 

1995 農村社區是位於農村範圍內之集居地區。 

蔡宏進 1997 
廣泛的鄉村涵蓋所有非都市的地區，包括村落、集鎮及其外

圍的開放土地。發展內容的範圍則「農村再生條例草案」與

「農村改建條例草案」之比較研究甚廣泛，包括社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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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教育性的、娛樂性的、宗

教性的等各種不同生活層面的發展。 

黃山內、

謝明憲 
2000 

農村，係一些直接以農業為生計的家庭與少數間接以農業為

生計的家庭，聚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且人與人間，特別是

家庭與家庭間，有社會性互動關係的複合體系。 

李永展 2005 
農村係指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農家，其經濟所得幾乎全部來自

農業的經營，農村的生活型態與作息均以農業生產活動息息

相關，農村是結合農民生活、農業生產與自然生態的地方。 

陳博雅 2006 
「農村」一般係泛指農民聚集的活動領域，並無特定之範圍，

凡受農村聚落各類活動影響所及的地區都可納入農村之空間

領域。 

蔡岡廷 2007 
農村不僅是農村居民從事生產活動的地方，同時地是農村居

民生活的空間，從事社會活動的場所，是生產、生活、生態

之三生共和體。 

陳榮俊、

陳明燦 
2008 

「農村地區」應包含兩大部分，一為聚居區，另一則為農業

生產區。聚居區為鄉村居民生活、居住、從事社會社交活動

的場所；而農業生產區主要功能為從事農業生產、糧食供應

以及生態保育及休閒遊憩等功能的地區。 

陳榮俊 2011 

長久以來，農村社區一直以都市附屬品的型態存在於現有的

城鄉規劃理念中，這樣的發展模式，造成農村整體環境的規

劃與經營之缺漏。從土地利用的觀點來說，農村是以農業生

產為主的「非都市土地」，而農村基於本身的資源特色，在區

域性的生態體系上兼任著「平衡」與「生產」兩個極重要的

角色。因此，農村社區不只是「人」或只是「地」的單一觀

念，而是結合「人」與「地」、「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

聯結的區域範圍。 
資料來源：賴翠媛，2012  
 
二、休閒產業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在民國九十年所修定的行業分類標準中，將文化、運動及

休閒服務業歸為同一類，其定義為凡從事出版、電影、廣播、電視、技藝表演、

文學及藝術創作、評論、藝文服務、運動服務、藝人及模特兒經紀、休閒服務等

行業，以及圖書館、博物館、歷史遺跡及類似機構均屬之。 
 

國內外學者對於休閒產業的定義，整理如表 2 所示： 
表 2 休閒產業的定義 

專家學者 年分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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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雄 1996 

以從事休閒活動時的需求來定義休閒產業，認為觀光休閒

產業是一群相關業者，以提供產品服務方式，滿足從事觀

光休閒活動消費者在交通、資訊、餐飲、住宿、遊憩等需

求。 

譚兆平 2000 
休閒產業是一種結合遊憩、心理、管理、行銷、財務、法

律責任、硬體規劃與活動設計等多元性的一種專業產業。

王昭正 2001 

認為休閒產業的範疇相當的廣泛，凡為滿足人們進行休閒

活動之所需，而能提供相關服務之行業，都屬於休閒產

業，而休閒活動的內容則包括了運動、藝術、流行、娛樂、

戶外遊憩、大眾媒體、旅行觀光等方面。 

賴衍端 2002 

將休閒產業（leisu re and rec reation indust ry）定義為整合

自然與人文資源，並結合休閒、觀光、管理、行銷、財務、

法律、資訊、建築、園藝等多元性專業，提供直接與間接

的商品或服務的產業。 

高俊雄 2002 
再將休閒事業（recreation business）定義為可以滿足社會

大眾休閒需求的事情，規劃設計成產品服務，以及商品化

的過程與結果。 
資料來源：伍訓興，2011   
 
三、農村再生 
 
    臺灣農村長期以來均缺乏有計畫及系統性來協助整體發展，因此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自 97 年起擬訂農村再生條例，並於 99 年 8 月 4 日經總統公告施行。其

目的為『促進農村活化再生，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復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

以達建設富麗新農村之目標。（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11）』 
   
    農村再生條例總共有 4 章，全文共計 38 條；並於 100 年 7 月公布農村再生

條例施行細則，其要點整理如下表 3： 
 

表 3 農村再生條例準則要點整理 
面向 法條要點 

理念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

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麗新農村，特制定本條例。 

策略 

農村活化再生之推動，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1. 以現有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個別孛院整建為輔。 
2. 實施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間再利用，整體

規劃建設。 
3. 創造集村居住誘因，建設兼具現代生活品質及傳統特質之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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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農村再生計畫，應凿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

孛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規劃及

配置公共設施構想、後續管理維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發展特色

之推動項目。 
資料來源：劉建志，2011  
 
二、問卷設計 
 
  本專題是以問卷調查作為測量之工具，問卷內容參考許多博碩士學者，問卷

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居民基本資料；第二部分是有關台南菁寮

社區的概況；第三部分是有關台南菁寮社區整體認同感。 
 
参●結論 
一、當地居民對菁寮社區概況之了解分析 
1.以身為菁寮社區居民感到榮幸之分析 

表 4 身為菁寮社區居民感到榮幸分析表 
 是 否 總計 

人數 79 9 88 
比例 90% 1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身為菁寮社區居民感到榮幸是認同

的。 
2.居民是否了解本社區曾榮獲全國績優農村績效第一名之分析 

表 5 榮獲農村改造風貌全國績優農村績效第一名分析 

 是 否 總計 
人數 40 48 88 
比例 45% 55%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約一半的人是不了解本社區曾榮獲農村

改造風貌全國績優農村績效第一名。 
3.居民是否了解本社區曾榮獲「國際花園城市獎」銅牌獎之分析 

表 6 榮獲國際宜居城市大獎，國際花園城市獎銅牌獎分析 

 是 否 總計 
人數 44 44 88 
比例 50% 5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了解本社區在 2011 年榮獲【國際宜居

城市大獎】「國際花園城市獎」銅牌獎和不了解的人比例是平均的。 
4.菁寮居民是否了解本社區經常舉辦傳統工藝產業、米食文化的創意市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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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舉辦傳統工藝產業、米食文化的創意市集活動分析表 

 是 否 總計 
人數 73 15 88 
比例 83% 17%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大多數是了解本社區經常性舉辦傳統工

藝產業、米食文化的創意市集活動。 
5.菁寮居民是否了解本社區設有體驗 D I Y 的活動之分析 

表 8 設有體驗 D I Y 的活動分析表 

 是 否 總計 
人數 57 31 88 
比例 65% 35%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有一半以上是了解本社區設有體驗 D I Y
的活動。 
6.菁寮居民了解本社區有辦理社區導覽員培訓及文化創意產業設計分析 

表 9 辦理社區導覽員培訓及化創意產業設計分析表 

 是 否 總計 
人數 64 24 88 
比例 73% 27%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有一半以上是了解本社區有辦理社區導

覽員培訓及文化創意產業設計。 
二、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之滿意度分析 
1.能提昇本社區的知名度之滿意度分析 

表 10 能提昇本社區的知名度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2 46 18 1 1 88 
比例 25% 52% 21% 1% 1%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提昇本

社區的知名度感到滿意居多。 
2.能促進參與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之滿意度分析 

表 11 能促進參與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2 29 33 4 0 88 
比例 25% 33% 37% 5%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促進參

與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是認為可行的。 
3.促進本社區的觀光發展之滿意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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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促進本社區的觀光發展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7 29 29 3 0 88 
比例 31% 33% 33% 3%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促進

本社區的觀光發展是感到滿意的。 
4.能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之滿意度分析 

表 13 能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7 30 29 2 0 88 
比例 31% 34% 33% 2%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吸引觀

光客帶動經濟發展是感到滿意的。 
5.對於本社區傳統技術的傳承之滿意度分析 

表 14 對於本社區傳統技術的傳承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3 25 40 4 6 88 
比例 15% 28% 45% 5% 7%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於本社

區傳統技術的傳承認為是可行的。 
6.對振興本社區的地方特色產業之滿意度分析 

表 15 對振興本社區的地方特色產業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7 28 34 2 7 88 
比例 19% 32% 39% 2% 8%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振興

本社區的地方特色產業是有些許幫助的。 
7.有利於本社區環境改善之推動之滿意度分析 

表 16 有利於本社區環境改善之推動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3 42 28 1 4 88 
比例 15% 48% 32% 1% 4%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有利於本

社區環境改善之推動是認同的。 
8.對菁寮庄社造規劃導覽文史工作室的行銷推廣活動之滿意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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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對菁寮庄社造規劃導覽文史工作室的行銷推廣活動之滿意度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5 33 32 6 2 88 
比例 17% 38% 36% 7% 2%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對於菁寮庄社造規劃導覽文史工作室的

行銷推廣活動感到認同的。 
三、菁寮居民對農業轉型及產業發展融合之成效分析 
1.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本地有助益分析 

表 18 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本地有助益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6 44 25 2 1 88 
比例 18% 50% 29 2% 1%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本地

是有助益。 
2.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地方經濟有幫助分析 

表 19 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地方經濟有幫助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8 35 30 4 1 88 
比例 20% 40% 34% 5% 1%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地方

經濟是有幫助。 
3.能使本社區成為別人學習的模範社區分析 

表 20 能使本社區成為別人學習的模範社區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4 31 27 4 2 88 
比例 27% 35% 31% 5% 2%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可讓本

社區是能成為別人學習的模範社區。 
4.能提昇本社區的社區凝聚力分析 

表 21 能提昇本社區的社區凝聚力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4 27 29 6 2 88 
比例 27% 31% 33% 7% 2%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是能提

昇此社區的社區凝聚力。 
5.能振興本社區地方特色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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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能振興本社區地方特色產業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1 32 27 3 5 88 
比例 24% 36% 31% 3% 6%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振興

本社區地方特色產業是感到滿意的。 
6.能強化本社區參與組織間互動分析 

表 23 能強化本社區參與組織間互動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1 34 28 5 0 88 
比例 24% 38% 32% 6%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強化

本社區參與組織間互動式感到滿意的。 
7.能擴展個人的人際關係分析 

表 24 能擴展個人的人際關係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24 29 30 5 0 88 
比例 27% 33% 34% 6%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傳統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

擴展個人的人際關係是感到認同及滿意的。 
8.能促進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分析 

表 25 能促進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30 32 22 4 0 88 
比例 34% 36% 25% 5% 0%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促進

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是感到滿意的。 
9.社區居民可能會回流分析 

表 26 社區居民可能會回流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12 23 37 8 8 88 
比例 14% 26% 42% 9% 9%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後社區

居民可能會回流是有些許的機會的。 
10.可增加本社區的就業機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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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可增加本社區的就業機會分析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總計 
人數 8 29 37 8 6 88 
比例 9% 33% 42% 9% 7% 100%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菁寮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可增加

本社區的就業的機會是有可性的。 
 

5.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專題研究結論出以下三點： 
一、傳統農業和休閒產業能夠結合是因為農村人口外流嚴重、人口結構紛紛趨向

老年化，為了不讓鄉村地區面臨了沒落、地方資產的消失的危機而發展旅

遊。而鄉村發展旅遊就要結合當地特色的產業，讓更多人能夠了解此社區的

特產。 
二、居民對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能提昇本社區的知名度感到滿意，且能促

進參與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對促進本社區的觀光發展是感到滿意的，並

且認為能夠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 
三、居民認為農村結合休閒產業再造計畫對地方經濟和家庭經濟是有幫助；更可

讓本社區是能成為別人學習的模範社區。社區居民會回流也可增加本社區的

就業的機會。 
5.2 建議 
一、利用當地特產發展出更多特色產業，並且招及外流的年輕人回到此社區從試

產業發展。 
二、建議興建菁寮特色導覽室，利用報章雜誌、網路、電視廣告並且與企業結合

讓更多人了解到此社區。 
三、透過政府推廣，積極爭取經費，定期舉辦相關親子體驗活動，藉此提高本社

區的曝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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