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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來，世界的經濟體系已漸漸有所轉向，從早期的農林漁牧等一級

產業，慢慢進展到製造加工等二級產業，再到三級服務業，直到現在所謂四級

產業的知識經濟時代，產品的本質已從有形轉變為無形，這樣的轉型，造就了

講求以思想、創意和想像力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的「文化經濟」時代。文化經

濟是以文化和學習做為定位的知識性內容產業。這些內容包括歷史文物古蹟、

作物的獨特產地、藝術原創作品等等，消費者必須親自體驗才能享受這些獨特

「內容」。像巴黎的河左岸咖啡號稱為世界上最貴的咖啡，因為只有到達當地，

才能體會到當地特有的人文風情、藝術氛圍與美景，這些因素，這使得喝這一

杯咖啡的代價遠遠超過其實際的價格；事實上被收取的這些費用當中，就是因

為巴黎的特殊性與獨特性，而讓消費者從荷包中掏出「朝聖」的費用。這幾年

當我們在社造的議題中特別關注社區產業，就不得不從這樣產業的發展進程來

加以思考。 

從產業經營模式看社區產業從產業經營模式看社區產業從產業經營模式看社區產業從產業經營模式看社區產業 

  綜合來說，產業的經營型態大致可以分成兩總類型，「市場化」的經營模

式與「地場化」的經營模式。在文化經濟中的市場化經營模式可說是「文化工

業」，而文化工業指的是均質化、庸俗化、提供大眾消費、強調大量生產的方

式，個人不但無法主導文化，反過來是被工業生產所主導。在市場化經營模式

中要有市場優勢多半必須具有如下的經營策略與特性：產品本身須有極強的競

爭力、必須靠品牌、必須量產以降低售價、必須有廣大的行銷通路、產品的實

用性強等。另一方面，「地場化」的經營模式所強調的是採取現地消費模式，

也就是所謂「體驗經濟」，其所採取的是一種群體戰的策略，非靠單獨的產品

吸引消費者，而是靠一個地方的綜合氛圍所產生地場消費的吸引力：包括工藝、

美食、文化館、古蹟、民宿、節慶、建築、景觀、人情味…等等。 

  台灣在發展文化經濟的歷程中，肇始於這些幾年來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中以「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的理念。這樣的「文化產業」

不同於「文化工業」，「文化產業」則完全是依賴於個別的獨特性，也就是產

品的個性、文化傳統性、地方特殊性，包括工匠或藝術家的獨創性，所強調的

是產品的精神價值內涵，這些卻正是文化工業所沒有的質素。就產業獲利的模

式而言，文化產業也呈顯出其地方的特質。文化產業不像以資本家及勞工關係

為主的工業文明，它的利潤不會集中到少數特定資本家手中，反而是稀釋到所

有在地居民身上。文化產業並不似工業模式以掠奪土地資源和污染環境作為代



價，文化產業建立在與生活環境的彼此依存關係上，因此強調保存傳統和地方

的魅力，發掘地方的創意與特色。 

  所以我們在談社區產業的發展，就必須思考究竟社區產業適合「市場化」

的經營模式亦或是「地場化」的經營模式，是「文化工業」亦或是「文化產業」。  

 

仙履奇緣仙履奇緣仙履奇緣仙履奇緣--白米木屐村的故事白米木屐村的故事白米木屐村的故事白米木屐村的故事 

  在台灣宜蘭蘇澳的白米社區，他們十多年前開始重拾過去製作木屐的技藝

來發展當地的產業，但是產業模式卻與過往截然不同。從社區合作社的營收數

字每年都成倍數成長，與社區生活環境的改善來看，似乎發展的相當成功。白

米從過去工業式的大量生產模式，到如今以手工製作的文化產業模式，充分發

揮了手工與在地的特質，受到大家的喜愛。從這個案例中我們不難發覺，其實

「木屐」本身只是一個觸媒而已，重要的是當地居民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

包括外來的遊客與社區居民情感、知識的交流，這才是吸引人到此的原因。遊

客來到白米社區，不僅僅只是為了買木屐，更重要的是參觀老師傅的手藝、聆

聽社區的故事等等，甚至是為了穿起木屐喀喀作響的聲音所能引發的一種懷舊

情緒。白米社區有木屐造形的情人椅，就連結婚證書也可以用木屐的形式製作，

白米之所以稱之為「木屐村」，它包含了各種可能性，既是一種生活形式，也

充分呈現出地方特色，所以吸引很多人來，造就了木屐工藝的不斷再生。所以

談社區產業，應該打破「銷售產品」傳統思維模式的窠臼，從總和的層次來看，

「生活方式」才是社區產業的本質，也唯有這種生活方式的綜合性呈現，才是

外來人潮來此地消費的致命吸引力。 

 

從消費趨勢看社區產業從消費趨勢看社區產業從消費趨勢看社區產業從消費趨勢看社區產業 

  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經過幾年社區營造的提倡，越來越多的社區體認到

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之價值所在，也慢慢拋開過去以現代工業主義為主的

單一思維模式，強調社區自覺、社區參與，由社區本身的居民自動自發來思考

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這一部分許多社區多半已經慢慢的達到了一定的程度，

但是在「審美」部分還比較欠缺。社區營造一開始多是從基本生活問題面下手，

像是白米社區最初考慮到的就是如何去解決工廠污染的問題，過去階段的社區

營造多在乎居民有沒有社區意識，有沒有參與公共事務，下一階段就要切入到

「美」的經營了。到底什麼叫做「美」？套用台灣工藝之父顏水龍的詮釋，「用」

是一種美，也有人說勞動是一種美。實用、勞動、認真都成了一種美的詮釋，

白米社區所稱他們賣的是「希望」，這個希望，也是一種美的詮釋。從現在社

區的發展來看，不適合一開始就強調產值。就算是社區要發展產業，現在產業

的消費型態已經有所改變，過去是偏向物質需求的滿足，而現代人的消費重點



已經不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反倒轉向追求形而上的美，這種形而上的美感價

值包括所謂的「希望」或是社區獨特的生活方式。 

  美感在過去的社會中比較沒有餘裕去被考慮，現在則不同了，大家對「美」

的需求，反映在各種生活消費上，更有多重討論的空間，無論是刺繡刺得很快

樂，亦或是由木屐所帶來的希望，也都可以成為一種美，核心的價值就在於這

種充滿喜悅、信心、希望又具地方特殊人情味的感覺。另一方面，在地社區居

民對於生活美學的觀點，亦可以跟藝術家或是學者的審美觀點進行對話，欣賞

彼此詮釋美的觀點，相互刺激成長與進步。在現代人所有的消費統計中，旅遊、

學習等等越來越佔有很大的比例，像這種體驗形式的消費型態，也就是一種新

的產業型態。我們現在談社區產業，不應該再用傳統模式來經營現在的消費市

場，只是去滿足消費者較低層次的物質需求，甚至社區要能去滿足消費者自我

實現的需求。今天白米社區可以讓民眾體驗「如何做木屐」，也許它能產生的

利潤比「賣木屐」更高。 

 

理想的社區產業模式理想的社區產業模式理想的社區產業模式理想的社區產業模式--「「「「內發型內發型內發型內發型」」」」的地域設計的地域設計的地域設計的地域設計 

  當我們談到社區產業的發展，不應只是單一經濟面向的課題，而是一個「聚

落永續發展」的課題。我們可以期待一個理想中的村落或是都市裡的一個街區，

它的產業生態是所有區域裡的家庭整合的結果，譬如有的家庭種植染布的植

物、有的家庭經營民宿、有的家庭負責製作傳統手工藝、有的家庭負責維持祭

典活動、有的家庭負責訓練陣頭、有的家庭負責開發設計，整個區域的生產型

態是重新整合、相互依存的。此種地方的生活方式或生產方式絕不是要回到過

去的生活狀態，做為活標本供外人娛樂，而是要在工業化與全球化的競爭底下，

所嘗試發展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產業經濟，是要以驕傲的傳統做為地方恢復

生機的基礎，這稱之為「內發型」的地域設計產業方式，其型態往往是以社區

的、地方的、區域的生產組織與分工做為主導，不是工業式的量產取勝，而是

以傳統、創意、個性所整合出的地方魅力來取勝。 

  對內，社區產業 功能是要滿足生活所需，其次是充實社區居民的生活，

因此社區產業規模就不會很大；它既然是要讓民眾生活充實愉悅，也就不會去

破壞居住環境，而以量少但生生不息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外，遊客來到社區參

觀消費，是為了要滿足一種情感或是尋求知識的交流，透過體驗的方式去了解

社區獨特的文化，因此社區產業的經營模式應該是「地場化」的消費型態，吸

引民眾走入社區進行消費，而非社區生產大量的商品向外傾銷。這樣的「內發

型」的地域產業設計方式，是遵守地方原有的條件來尋求適合地方發展的方向，

是發掘地方真正的需求，由地方和居民內部產生出構想和提案的；它是掌握地

方社會、經濟、文化體系的特質，運用地方自有資源，並採用適當設計

(Apporopriate Design)的理念來呼應地方資源與技術條件。各個社區可以再重新



思考社區中各個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彼此的關係： 

   * 社區組織社區組織社區組織社區組織(村里村里村里村里)：鋪陳產業發展環境、爭取政府資源、協助人才培育、

社區品牌形象建立、產業協定、扮演同業公會性質的角色。 

  * 社區共營事業社區共營事業社區共營事業社區共營事業(合作社合作社合作社合作社、、、、福利社福利社福利社福利社)：提供就業機會、產業行銷窗口、類似

社會企業與國營事業的角色、提供社區回饋。 

  * 社區個別經濟體社區個別經濟體社區個別經濟體社區個別經濟體：社區裡的工作室、小店家或外來企業等，形成互補共

生式的內發形產業鏈。 

  在這樣的原則與思考之下，我們似乎可以期待一個健康而永續的理想社區

產業發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