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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鄉村地區，在全球化趨勢和產業移轉下，面臨經濟、社會、環境和空間問題的

衝擊與挑戰。鄉村地區發展競爭力的提升，必須將地區資源納入考量，充分運用鄉

村地區資產的潛力和厚實度，研議具競爭優勢的策略方向。本研究從生活品質資本

角度，在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和知識資本等資本評量架構建立的基礎上，就

台灣地區不同形態發展的八個鄉村，透過資料蒐集及問卷調查，分析生活品質資本

的現況、存量、問題，並比較鄉村地區發展差異。結果除驗證生活品質資本指標體

系的可操作性外，可發現環境、社會、文化三項資本是鄉村延續與再發展的重要基

礎；另經濟和知識資本，則是形成發展方向與和提升競爭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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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Capit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ected Countryside in Taiwan

Shu-Jong Liau*

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strives for promoting competition to respond challenges of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land use in global context. Many strategies regarding to rural 
tourism,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and urban-rural immigrants were not 
precisely considered on local status and resources. This study based on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quality of life capital” tried to investigate capital factors of selected 8 rural 
areas in field of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for comparing 
differences of development and conditions, stocks, and embeddness of life capital. The 
result not only recognized measurability of “quality of life capital” but also highlighted 
capitals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being important bas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However, the capital of economy and knowledge should be keys to 
raise advantages and forms of 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Capital, Rural Area,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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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全球化現象和全球市場競爭，鄉村地區普遍出現發展遲滯現象。人口和工作流

失、貧窮、教育水準低落和公共設施機能不足等問題逐漸嚴重，形成發展的困境

（OECD, 1996;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Terluin, 2003）。2000年德國萬國博覽
會中波茨坦宣言（又稱21世紀鄉村宣言；Rural 21），即指出鄉村永續發展的問題
與挑戰，在於面臨鄉村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問題。然在鄉村地區期待重啟同時，不

同的行動群企圖實現他們的目標（Lowe et al, 1993; Flyn and Marsden, 1995; Terluin, 
2003），造成鄉村發展存在更複雜的經濟、文化、社會重組的壓力；如何讓鄉村永
續發展成為重要的議題。

台灣鄉村在1970年代開始，因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快速變遷，也存在農業經濟衰
頹和人口流失等問題。近十年來，隨著休閒趨勢和對生活環境的重視，鄉村與都市

的依賴關係轉化，鄉村觀光、新住民移入、農舍別墅等等，為鄉村經濟、社會和政

治注入新的但卻複雜的再發展力量和關係。過去有關城鄉類型的研究，多以產業結

構、年齡組成、教育程度、人口密度等變項，建立不同類型、層級、特性的鄉鎮集

群，提出有如都會核心和傳統產業市鎮等等面向的鄉鎮集群（侯佩君等，2008），
但晚近相關論述，如Bryden（1998）的不可移動資源1（immobile resources）的潛
力基礎觀點、Murray and Dunn（1995）的社區導向的鄉村發展理論（community-
led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以及Growth（2000）有關地方性的「空間的經濟
（economies of space）」等研究，明顯指出為了回應全球化的衝擊與連結，形塑並
提供從「地方化環境」的資源與基礎角度，才能夠厚實地區發展的差異性、魅力與

競爭優勢。而在社會和社區面向，Measham（2012）也指出鄉村的未來，社區存在
的社會資本除了可以強化社區居民和各機構組織間的資訊傳遞和交流，也可以提升

對於未來整體發展的評估和應變能力。

「生活品質」自1980年即被廣泛應用與研究，作為描述一個地區居民的生活
情況，也是檢視和分析城市競爭力的內涵（薛立敏、錢玉蘭，1996；李永展，
2004；Begg,1999）。Michalek and Zarnekow（2012）在進行歐洲鄉村研究時，討
論鄉村發展指標（Rural Development Index, RDI）和生活品質的關係，認為生活
品質愈高的地區，不僅可以減少人口移出，同時正向的引入效益還會擴及鄰近的

鄉村地區，有利於區域發展的穩定。進一步，鄉村社區和居住氛圍所共同形成的

1 Bryden不能動資源的潛力理論指出，鄉村地區的競爭優勢，應該建立在不可移動資源上，而
這些不可移動的資源由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環境資本和當地知識資本等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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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不僅具體上可以提升發展潛力，藉由社區居民對於生活滿意度的提升

和擴散效益（spill-over）所累積的社區認同、凝聚力、和互動機制等形成的社會
資本（social capital），對於鄉村經濟的成長更有直接助益（Besser etal., 2008; Auh 
and Cook, 2009; Liao, 2009）。將生活品質從具體的資本存量（stocks）面向討論，
Rogerson（1999）認為生活品質資本（quality of life capital）可成功吸引資本的注
意，也是地區行銷之資本，達到推動地區或城市發展的競爭力目的。「英國鄉村協

會（The Countryside Agency, TCA）」（2000）從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透過衡
量不同形態、發展階段、規模的鄉村資源條件與現況，提出可採資本取向（capital 
approach）討論生活品質的評估指標與架構，並建議鄉村地區的發展議題和適當的
策略。換言之，鄉村聚落的發展，當強調環境面、社會面、文化面、經濟面與地方

知識等層面的培基，即一種鄉村生活品質資本的建構和準備，成為滿足新農業經濟

工作者和吸引鄉村觀光和旅遊、新移民的重要發展基礎。本研究在2009鄉村生活品
質資本之研究，藉由指標體系、指標權重專家決策程序的進行，建立鄉村地區生活

品質資本的評量體系，確立地方化環境論述所強調之地區資本存量，及其對應的鄉

村發展策略。然而，每一個鄉村地區如前述，因具備不可移動的資源潛力而形成不

同的發展特色與條件，為探究台灣鄉村發展在不同類型、不同區域、不同途徑下所

出現的差異，立基在生活品質資本評量架構上，進一步透過對鄉村地區個案的研究

分析，討論鄉村發展的現象與生活品質資本要素的關係，也希望驗證生活品質資本

評量架構的操作可行性，作為台灣鄉村地區分析發展現況、潛力、問題、以及擬定

策略之基礎。

二、鄉村發展取向與策略模式

面對全球化現象與城鄉結構下鄉村再發展的必要，無論採取產業經濟、休閒觀

光或空間機能再調整等發展策略，在思考經濟發展的同時，均不可忽略鄉村原有社

會、環境、文化以及承接的知識能力。換言之，鄉村聚落之地方化環境與條件，即

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是鄉村聚落發展途徑或策略研擬的重要基礎。以下從鄉村經

濟發展取向與模式、生活品質資本的評量內涵、以及鄉村地區發展的策略形式等向

度，說明本研究相關文獻的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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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鄉村經濟發展取向與空間模式
鄉村經濟發展的概念，主要立基在地方所擁有的資源和勞力等競爭優勢條件，

與區域經濟系統連結。此架構下，鄉村經濟成為一種依賴理論所強調的宰制和依

賴關係；近年來，隨著制度、信賴和社會資本等非經濟因素的重視，鄉村經濟發

展途徑出現新的模式，一種強調內生資源和環境建構的發展途徑；進一步Lowe et 
al.（1995）反對外生的和內生的發展模式間的對立，反而強調一個分析鄉村發展，
發展過程控制之地方和外在力量間的相互作用，鄉村經濟發展因此出現第三種內外

生混合的發展分析取向。鄉村經濟發展途徑，因此有外生發展取向、內生發展取

向、以及內外生混合的發展取向等三個主要途徑（Terluin, 2003）：
1. 外生的發展取向（Ex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鄉村發展係由特殊區域和
外生條件所決定。發展的經濟效益，受區域輸出決定，地方價值在此過程中，多

數是被踐踏的（Slee, 1994:184）。外生的發展取向，指出1970年代以前鄉村經濟
依賴都市、依賴區域發展的結構性困境。

2. 內生的發展取向（End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鄉村發展動力主要源自
地方資源所產生的推動力（Picchi, 1994:195），相較外生模式，發展效益趨向被
保留在地方經濟中，且地方價值被期待（Slee, 1994:184）。這個取向，與地方環
境模式有緊密的關係，主要論述包括：（1）Murray and Dunn（1995）「社區導
向的鄉村發展理論（community-led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強調地方行動者
之自助能力（self-help capacity）的重要性，該能力被視為構成和持續地方經濟
發展的前提條件。此一論述指出，行動者網絡與由下而上社區機制推動的重要

性；其次是（2）Bryden（1998）「不能動資源的潛力理論」，該理論立基在鄉
村地區的競爭優勢，應該建立在不可移動資源上。這些不可移動的資源由社會資

本、文化資本、環境資本和當地知識資本等所構成，這也是鄉村聚落生活品質資

本建構的基礎。然而，Mitchell（1998）則從「社區發展之創造性毀滅模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model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討論鄉村過度觀光化發
展可能隱藏「田園情景的毀滅」的可能危機，值得鄉村發展相關議題的重視。

3. 混合的發展取向（Mixed exogenous/end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則是反
對外生的和內生的發展模式間的對立，反而強調一個分析鄉村發展，發展過程控

制之地方和外在力量間的相互作用（Lowe et al., 1995:87）。這個取向立基在產
業分區，揭露產業分區之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的關係，以及內在和外在連結的

變化。這個論述說明一個鄉村地區發展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重要性，同時也揭露

鄉村地區發展思維的全面性與複雜性，以及永續發展的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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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鄉村發展取向，所採行策略基礎和空間發展現象，依據Te r l u i n

（2003）歸納指出，將從純聚集模式至地方環境模式（local milieu models），再轉
變至地域創新模式（territorial innovation models）；亦即鄉村經濟策略從純聚集經
濟思維，轉向強調地方內部環境之空間、人力資源、科技、網絡、信賴、文化和政

策等因子，特別是創新的擴散對地區經濟成長的貢獻。

外生的發展取向 ➨ 純聚集模式

內生的發展取向

-社區導向的鄉村發展理論
-Bryden不能動的資源理論

➨ 地方環境模式

外內生混合的發展取向 ➨ 地域創新模式

圖1　鄉村經濟發展取向與空間環境模式關係比較圖（Terluin, 2003）

（二） 生活品質內涵與資本評量
顯然，鄉村經濟發展的途徑，和地區條件和資源潛力、厚實程度有關，從而形

成不同的發展特性和機會。基本上，「資本」是存量（stock）的概念，資本經累
積而增加（Dasgupta and Serageldin, 2000），資本存量愈大則表示其發展性愈高，
也說明不同面向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等）的基礎和具有競

爭力的條件。基本上，資本評量可探究鄉村地區的可發展方向和競爭力，但重點

在於資本評量指標是否反映鄉村的實質發展特性。若以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而論，

鄉村地區規劃與開發、以及經營管理策略的選擇，就包含呈現鄉村特色與自然特

徵的「環境資本（environmental capital）」、鄉村居民互助協力網絡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以及人們在就業與商務活動等所需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等三個向度，以評量鄉村地區的發展性（TCA, 2000）2。然因鄉村地

區，不論是資源特性或社會組成，都與都市不同，相對而言，環境與社會資本所存

在的自然資源特性、文化資源的豐厚、與社會認同意識的價值，更是永續發展的重

要基礎。若從經濟、環境、社會等三個面向，本研究在2009年提出可以檢視鄉村發

2 TCA提出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評量概念和架構，作為鄉村規劃、開發與策略選擇之參考，同
時，「鄉村服務2000（Rural Services in 2000）」報告書中提出一套指標作為基礎，指標廣
泛包含農村特性的轉變、生物多樣性、自然資源狀態、持有交通工具、地理資訊服務、社區

活力、收入結構與分配、教育與訓練的機會、兒童照顧管道、健康與特殊照顧、低價住屋管

道、鄉村犯罪、鄉村地區的ICT、鄉村流動性、市鎮的繁榮、就業環境的健康、受雇員工的特
性、土地管理、如何利用鄉村、公眾關心議題、大眾娛樂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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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相關議題如下： 
1. 經濟面向，呈現鄉村人口外流、經濟發展成長不同速度、農村勞動力老化等，多
種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及問題，是探討鄉村生活品質經濟面向的基礎。

2. 環境面向，不僅地方基礎建設、公共建設不足，因開發所造成的鄉村資源破壞，
也造成當地環境影響的問題。

3. 社會面向，則因多元轉型，使得鄉村地區居民認同感逐漸薄弱、居民意識的轉
變、觀光發展造成的衝擊，也使得鄉村地區文化保存與社會價值潛藏延續的危

機。

顯然鄉村地區發展問題，不再只是經濟競爭力。Bryden（2000）指出，一個鄉
村地區的發展策略，競爭優勢應該建立在不可移動資源上，而不可移動的資源係由

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環境資本和當地知識資本所構成。換言之，鄉村發展，應立

基在有形的或無形的不可移動資源的連結基礎上，及彼此間在地方上的互動；即重

視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環境資本、知識資本間的關連性。因此，鄉村

生活品質資本的內涵，除「環境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為基本構面，考量鄉

村地區的發展特質，「文化資本」和「知識資本」也是重要面向；生活品質資本的

內涵可歸納如下：

1. 環境資本：指鄉村地區的環境資源、空間地理條件、歷史、地景、品質和特殊性
等等，藉以從環境擁有的資本存量的角度，說明鄉村地區發展的方向。包括特

殊性、品質、再現性、背景/文脈（setting/context）、歷史的延續性、紀錄的歷
史、可及性、普羅性等。

2. 社會資本：存在於鄉村社區、設施形式、服務與互助協力網絡，以及協助村民整
合起來的技術。在一個全球變遷過程中的地方，社會資本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

向，社會資本存量也和經濟發展呈現正向的關係（Measham, 2012）。Bourdieu和
Wacquant（1992）指出：「社會資本係資源總和，帶給個體或團體產生與擁有一
個或多或少之彼此間瞭解和認識之制度化關係的持久性網絡」。Putnam（1993）
則指出，社會資本指社會組織的特質，像是信賴（trust）、倫範（norm）、網絡
（network），可以透過容易且調和的行動來提升社會的效率，達共同目標的追
求。進一步，對人文地理學者來說，社會資本和空間發展範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

聯與影響（Bærenholdt and Aarsæther, 2002）。因此，社會資本的核心向度包括：
信任、倫範、互惠共享、網絡與連結、生命財產與生存、生活等，社會資本的形

成也與文化資本和知識資本有密切關係。

3. 經濟資本：強調鄉村維繫經濟活動和基本生活所必須擁有的資本條件，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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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到生產價值浮現；包括：生活、生產的價值、技術、貿易、交流等。

4.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指鄉村地區的文化認同、文化資產特性、及文化活
力等，說明鄉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歷史文化價值、特有的新舊文化事件、和居

民對於文化事務和活動的參與。

5. 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面對鄉村發展永續的問題，除社會資本反映社
群共識、網絡互動能力外，鄉村知識學習能力亦決定發展形式的關鍵。包括：教

育訓練的進行、居民教育程度、鄉村知識資源的存量（如圖書館、圖書設備、網

路基盤等等）、產業技術、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等。

是以，本研究在2009年「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評量之研究」中，建立鄉村生活品
質資本的評量架構如圖2所示。本研究依此架構進一步探討實證地區生活品質現象
及存量的基礎，並驗證評量架構的可操作性和可能的問題，作為後續策略擬議和研

究的基礎。

圖2　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評量架構（廖淑容，2009）

（三） 鄉村地區發展的策略形式
鄉村地區的發展策略，係將鄉村地區的自然資源、文化和社會遺產、知識技

能、產業經濟等地區的資產，藉由在地行動者與機構的參與和網絡關係，形成整

體共識與集體能力（collective ability）以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
價值。鄉村生活品質資本的評量與存量分析，反應的是鄉村地區發展的創新動態

（innovation dynamism）觀點。藉由資本弱勢與優勢的分析，可以確認鄉村地區的
資本構成、數量與品質，在當地行動者看待未來發展方向下，制定發展計畫引導並

調整資本組合，來提高地區發展優勢與競爭力。長期以來，鄉村經濟以農業經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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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近年來，隨著技術變革、產業結構的轉型、全球和地方連結的變遷，鄉村經

濟發展途徑朝向鄉村觀光、都市新移居（long stay）、及提高農（漁）產業附加價
值等三種策略形式（扼述如下）。但不同的發展策略可以帶來發展契機，然仍須就

鄉村地區資源的結合與永續，才能評估完整的效益，生活品質資本的評量即提供一

個方式；鄉村地區發展策略與生活品質資本的關聯性可表示如圖3所示。

圖3　鄉村地區發展途徑與生活品質資本關聯示意圖

1. 鄉村觀光：當鄉村面臨農業部門萎縮、產業再結構、人口外流、社會再結構、以
及經濟活動衰頹等問題時，觀光成為催化鄉村經濟再發展的重要策略工具（Hall 
and Jenkins,1998; Sharpley, 2002; Briedenhann and Wickens, 2004），是鄉村地區社
會經濟發展與再生的有效催化劑3。鄉村觀光旅遊活動的興起，乃建構於農村風

貌與農村特質的基礎上，即美好的生態環境與景致的保存以及農村生活環境的體

驗（劉健哲，2008），如果從生活品質資本角度，環境、文化、與社會等資本面

3 如南非（Briedenhann and Wickens, 2004）、賽普勒斯（Sharpley, 2002）、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Trebnjc（Koscak, 1998）、以色列（Israel）（Fleischer and Pizam, 1997）、西班牙La Rioja與英
國Northern Pennines（Nitsch and Straaten, 1995），為鄉村地區注入新生命與發展機會，以改善
長期鄉村地區人口外流、經濟蕭條、頹廢、聚落紋理失序等問題。近十年台灣鄉村，在地方

自主意識、鄉土和文化關懷的覺醒基礎上，藉國家政策引領，如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和

「文化產業」、營建署「城鄉新風貌」和「一鄉一特色」，以及農委會「休閒產業」，為沈

寂已久鄉村，如九份和金瓜石、內灣、南庄、北埔、古坑等，帶來觀光經濟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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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鄉村觀光旅遊優勢建立的基礎。然觀光模式的推展，關鍵植基在廣大地方

社群的支持和參與，即相關行動者網絡的建構，行動者彼此間互動頻繁，彼此信

賴、具有合作和穩定互動關係（Ray, 1998；廖淑容，2008）。一個成功的觀光策
略，Wilson et al.（2001）指出，除齊全的套裝旅遊、充足的觀光發展基金、好的
策略規劃、以及資訊和技術的運用和協助外，更重要是過程中，參與行動者角色

的扮演是核心的關鍵因素，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參與、企業家和地方領

袖間的協調與合作、鄉村觀光企業間的協調與合作、觀光機構扮演地方政府和企

業間的溝通連結角色、以及廣大的社區支持觀光發展。但當鄉村觀光帶動地方經

濟再發展的策略時，可能潛藏因新策略介入和文化訪客的入侵，帶來威脅當地交

通和環境，干擾當地住民生活，以及過度文化商品化所帶來的價值錯亂⋯等等負

面的衝擊，恐導致當地社會關係的不穩定甚至衝擊、矛盾（Mc Kercher, 1993; Ap 
and Cormpton, 1998; Mitchell, 1998; Brunt and Courtney, 1999；湯幸芬與蔡宏進，
2005；廖淑容等，2006）；即鄉村觀光的推展若沒有審慎因應，將使原有厚實的
鄉村社會資本產生弱化的危機。因此，鄉村觀光的背後，顯然必須透過頻繁的互

動和連結而形成的觀光發展網絡，並且作用者彼此間彼此信賴、合作和穩定的關

係，是推展和維繫觀光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強調生活品質資本的重要性。

2. 都市住民的新移民天堂：鄉村優質的環境資源品質，成為現在都市住民移居的
新地點。返鄉者、退休者、主動活躍的新移民、以及因網路發達後得以生活的

在家工作者（telecommuters）和企業家，為追求生活適意（amenities）的提升
（Johnson, 2001）、享受鄉村田園和環境品質、重返親近大地、以及較低的生活
花費（Bor et al.,1997；引自Terluin, 2003）而移居鄉村，將為原本沈寂的鄉村聚
落導入新的活動與生活機能，進而帶來新投資、收入和鄉村復甦的機會。李承嘉

等（2010）在鄉村仕紳化的研究中，以宜蘭三星鄉為個案即發現，追求鄉村生活
品味（包括環境景致、田園生活樂趣、親近的人際關係）、不動產價格的競爭優

勢、和機關制度因素（包括交通建設即相關開發條件的規範等因素），形成都市

中上階層移居鄉村地區的仕紳化現象；廖淑容（2013）的美濃客家聚落都市移民
的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現象。雖然相關研究同時指出，鄉村移居現象將導致農地

轉用和水資源等問題，但如果能適當導引移居人力參與鄉村事務，鄉村新移民或

原鄉住民回流現象，將提升鄉村住民的平均知識資本和學習能力，在本質上亦可

提高鄉村聚落再發展過程中，必要的學習和互動作用。

3. 精緻農漁產業經濟：當面臨鄉村長期倚賴的農漁業經濟解構，和競爭力下降的同
時，提升農漁產業的附加價值，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焦點，同時鄉村地區擁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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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資本和創新與全球連結的能力，也就格外重要。積極推動農地、資源、物產、

技術的整合，如加強農業和生物技術的結合，以及鼓勵與扶植農業產品多樣和

高經濟的發展，並朝向休閒農場和假日農園的方向發展，成為各國政府的政策

作為；階段性厚實鄉村發展基礎和資源（Frater, 1983; Luloff et al., 1995; Winter, 
1987; Hjalager, 1996）、健全產銷體系、並強調與全球市場的連結，確實為部份
具有發展潛力的農漁產業創造傲人的產值，同時也提升鄉村地區失落的農業經濟

產值和競爭力。

三、研究架構與方法

不同地理區位模式、發展策略途徑的需要，生活品質資本的衡量，是鄉村地區

發展的重要內涵與策略。為進行生活品質資本的衡量與比較分析，同時回應前述文

獻討論之三種鄉村地區發展的策略形式，本研究在台灣四個區域中，選擇近年來較

具代表性且政策作為較顯著的八個鄉鎮，作為評量生活品質資本的個案，並就分

析的結果，對應生活品質資本的項目，討論個案鄉鎮的發展現況、相對的資本項目

存量、以及潛藏的問題，提出發展的建議。研究方法上，分成三個步驟：（一）文

獻回顧及分析：討論鄉村發展的策略形式、條件，以及相關研究歸納之生活品質資

本的項目，作為實證個案地區研究後，生活品質資本項目和鄉村發展策略形式彼此

關係的討論基礎；（二）二手統計資料的蒐集：蒐集個案地區的發展現況資料，作

為分析的基礎，同時就生活品質資本項目的操作指標，蒐集政府部門公告的統計資

料，以分析生活品質本的存量；（三）電話訪談及調查：就生活品質資本項目中的

社會資本，因涉及居民認知和態度的分析，藉由電話民調的方式，針對個案地區的

家戶進行隨機抽樣，以取得社會資本項目操作指標所需的態度量表；研究架構程序

見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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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研究架構程序圖

個案鄉鎮分別是北部地區的宜蘭三星鄉和新竹北埔鄉、中部地區的彰化田尾鄉

和彰化二林鄉、南部地區的台南後壁鄉和高雄美濃鎮、東部地區的台東池上鄉和台

東卑南鄉等，就資源特性、政策導向、以及發展現況，可大致歸類對應前述文獻

分析之鄉村地區發展策略的三種形式（見表1所示），做為討論生活品質資本項目
存量及發展議題的參考基礎。另從統計資料比較，個案地區農牧從業人口佔有相當

比例，除台東縣池上鄉和台東縣卑南鄉，其餘鄉鎮農牧人口比例高達五成，顯見農

業經濟仍是台灣鄉村地區的主體。另65歲以上老年化比例，明顯高於台灣平均值
（10.70%），也潛藏原本弱勢的農業經濟，有鄉村人力資本結構的問題，而在台
灣經濟發展過程和回應全球化作用，存在朝精緻農業還是鄉村發展策略形式轉變的

困境、矛盾。

表1　個案地區發展類型與屬性比較表
鄉
村
地
區

發展類型 地區屬性

鄉村

觀光

都市

移居

農業

經濟
發展特色 總人口

農牧人口

比例

老年化

比例

三
星
鄉

◎ ◎

典型的農業鄉鎮，蔥蒜為主要農產，

屬高單價作物。在生產環境環境與水

質優異條件，及政府、民間團體與

鄉民共同推動蔥蒜行銷，建立市場口

碑；保有傳統的生活及耕作也成為特

色。

21,424 51%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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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村
地
區

發展類型 地區屬性

鄉村

觀光

都市

移居

農業

經濟
發展特色 總人口

農牧人口

比例

老年化

比例

北
埔
鄉

◎ ◎

傳統的客家聚落、建築、食物、以及

生活模式，在交通條件大幅提升後及

文化觀光熱潮，豐富的客家文化資

產，和北部一日生活圈範圍，成為重

要的假日休閒遊憩和竹科人渡假、移

居。

10,262 48% 11.28%

田
尾
鎮

◎ ◎

特有的土質、氣候、溪水，孕育美麗

的花卉產業，國際知名。近年休閒觀

光熱潮，每年也引入超過200萬人次，
創造花卉產業的觀光效益；公路花園

成為田尾花卉產業與休閒據點。

28,697 55% 12.05%

二
林
鎮 ◎

典型的農業鄉鎮，從農人口為中部地

區最多。主要以葡萄為主，結合農家

酒庄，自產自銷與品質控管，推動葡

萄酒鄉形象與產業發展。

53,988 51% 12.04%

後
壁
鄉

◎

典型的稻米農村聚落，溪流就地引水

之灌溉與生產方式，造就嘉南平原重

要稻作與台南米倉之譽。2006年獲台
灣冠軍米殊榮，進而提高稻米生產經

濟規模與價值。

26,885 54% 12.96%

美
濃
鎮

◎ ◎

鄰近大高雄都會地區，為南部客家六

堆地區文化意象鮮明的聚落，也保有

特有的鄉村環境地景與生活方式。

因國道10通車，提高交通可及性，不
僅為美濃帶來假日鄉村休閒的觀光熱

潮，也引發鮭魚回流與新住民的移

入；鄉村別墅也是美濃近來地景最大

的改變。

43,123 48% 10.42%

表1　個案地區發展類型與屬性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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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村
地
區

發展類型 地區屬性

鄉村

觀光

都市

移居

農業

經濟
發展特色 總人口

農牧人口

比例

老年化

比例

池
上
鄉

◎

花東縱谷的平原地勢加上位居水源、

高品質水質的優勢，池上米成為東部

也是台灣好米的代表。稻米生產面積

大幅提升，研發品種與生產管理技術

提升，不管是質與量，池上米都有相

當幅度成長。

9,277 38% 13.02%

卑
南
鄉 ◎ ◎

特有的自然資源，成為東部知名的溫

泉、森林鄉；知本溫泉成為重要的觀

光據點。另特有的釋迦，也帶來農業

經濟和觀光產值；休閒意象鮮明。

18,311 36% 12.99%

註： 1. 表中人口以2010年為準。
 2. 發展類型係依據個案鄉鎮的資源條件、近年來的主要政策推動方向、以及發展現況

歸類。

而在個案鄉鎮地區的生活品質資本評量，考量資料的一致性和取得的可行性，

調整部分資本評估項目的操作指標（詳如表2），進行個案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
分析，作為擬提發展策略建議之基礎。其中環境資本、經濟資本、知識資本和文化

資本等，透過二手統計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而社會資本所需資料，則於民國99年7
月14日至25日採家戶電話隨機抽樣訪問方式進行調查，惟受限時間和經費，每個鄉
鎮成功代表樣本50份4，總計成功樣本數為400份。

4 電話訪問由元智大學社會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之電話輔助訪問系統(Win-CAMI)進行。在抽樣
上，以內建之各鄉鎮號頭配以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選取戶中符合條件者進行訪問。第

一次抽樣以五百筆樣本為限，待樣本數用完之後，再以未完成比例數目進行兩百至五百筆樣

本加抽。每次抽樣時，Win-CAMI系統依照中華電信內建之電話號頭所占比例分配樣本數。
訪問時間為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6:30-9:30；假日（星期六、日）時間分為三階段：
（一）10:00-12:00；（二）下午1:30-5:00止；（三）晚間6:30-9:30。若將八個鄉鎮地區中20歲
以上至65歲的人口（考量社會資本評量項目中主要參與社會團體和地方事務的年齡層）視為
本次研究抽樣母體，則本研究抽樣誤差為4.9%（八個鄉鎮地區獨立的抽樣誤差為13.8%）。

表1　個案地區發展類型與屬性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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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評量面向及操作指標
資本
面向

評估
項目

操作指標 統計單位
統計
範圍

資料來源

環境
資本
0.309

農村
景緻
0.469

農村景觀特殊性（特殊景
點數）

政府網站公告之觀
光景點數

縣市
觀光局處公布之觀
光景點數量

鄉村
安全
0.062

犯罪率
每年犯罪率（每萬
人犯罪率）

鄉鎮
縣市統計要覽
警政署

休閒
空間
0.018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
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
面積（公頃）

每萬人活動空間面
積

鄉鎮縣市統計要覽

環境
品質
0.167

水、垃圾、空氣、音量污
染

空氣（懸浮粒子濃
度毫克 /m 3）、垃
圾（每人每日清運
量公斤）、水（水
不合格率%）、土
地污染（每月落塵
量，公噸 /平方公
里）、音量污染
（音量不合格率
%）等項目加總

鄉鎮縣市統計要覽

經濟
資本
0.246

工作
機會
0.042

就業人口數 非農 / 農業人口 鄉鎮
縣市統計要覽並重
新計算之比例

產業
效益
0.008

當地每年產業收益
農業總產量（公
噸）

鄉鎮縣市統計要覽

居民
所得
0.019

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平均每人可支配所
得（萬元）

縣市主計處

社會
資本
0.189

社會
組織
0.009

參與組織情形
每一鄉鎮市擁有社
區發展協會數

鄉鎮縣市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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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面向

評估
項目

操作指標 統計單位
統計
範圍

資料來源

社會
資本
0.189

互惠
關係
0.001

我認為社區間相互連結是
重要
我期待從社區中獲得回饋
我在社區內有影響力 
社區內友誼良好 
我很信任社區的領導者 
我會積極參與活動

建立各操作定義的
態度問項，透過居
民調查結果，加總
平均後表之。

鄉鎮電話訪問調查

信任
機制
0.018

是否有參與當地組織 
我很信任公所機制

人際
網絡
0.017

我和鄰居的互動是良好的 
我常與鄰居互動（交流）
我會主動與鄰居打招呼
我感覺社區內的人是友善

共同
價值
0.042

我相信我的鄰居與家人 
我認為居民互相分享是重
要
組織（鄰居）討論時會互
相詢問 
身為大樹人感到光榮
我認同目前大樹發展情形

社會
支持
0.012

鄰居給我支持的動力 
我很有興趣知道社區內的
事務 
我會主動協助當地活動舉
辦 
我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
社區內朋友是我生活重要
部分 
我期待有人能解決我的問
題

知識
資本
0.123

活動
舉辦
0.012

鄉鎮內活動舉辦的次數
縣市對民間團體補
助經費

鄉鎮縣市政府網站

教育
訓練
0.034

各產業輔導教育訓練費用
縣市的職前、在職
與職業訓練開班數
量

縣市職訓局網站

表2　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評量面向及操作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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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面向

評估
項目

操作指標 統計單位
統計
範圍

資料來源

知識
資本
0.123

網路
系統
0.008

擁有電腦、網路家戶數 台/每萬人 縣市縣市統計要覽

教育
圖書
0.032

鄉鎮內圖書量、教育機構
量

冊/每萬人 鄉鎮鄉鎮圖書館

文化
資本
0.131

歷史
文化
0.010

文化資產、歷史古蹟數
當地歷史文化古蹟
數

鄉鎮文建會文資管理處

文化
參與
0.011

居民藝文活動參與現象
縣府單位的文化局
公告辦理活動次數

縣市文化處公告訊息數

特有
文化
0.009

過去大型或特定文化事件
每年大型文化活動
數

鄉鎮
以活動網站、訊
息，辦理兩屆以上
活動做為計算基準

註： 表中各資本面向和評估項目數據，係本研究在2009年「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評量之研
究」的研究結果，代表各資本項目的權重值。

四、結果討論與策略建議

藉由個案鄉村地區的生活品質資本評量，可以就不同發展途徑、不同地理區位

的鄉村地區，討論發展的基礎、生活品質資本存量、及研提相關發展策略；分析程

序和架構也可以供作其他鄉村地區評量發展條件、問題和擬議發展策略之基礎。就

環境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知識資本及文化資本五大構面，透過操作性定義

資料蒐集與前述評量指標的權重關係計算後，進行分析比較，大致可以得知個案地

區生活品質資本的相對強弱（如表3所示）；相關結果說明如下。

（一） 生活品質資本分析
八個鄉鎮有其不同的人口、產業、地理與環境基礎，以及發展取向與模式，就

生活品質資本五個構面，也各有其相對資本存量較高的項目，簡要說明如下：

1. 環境資本：高雄美濃（13.597）為最佳的環境品質地區，是個案地區中權重值唯
一超過2位數的鄉鎮，主要係美濃鎮擁有許多客家文化資源與景點，在鄉村景緻

表2　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評量面向及操作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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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上表現突出5。其次為新竹北埔（5.320）和台東卑南（4.512）相對擁有較高
的環境品質，顯示新竹北埔與台東卑南的污染程度較低，居民擁有的農村休閒空

間多，仍維持著當地鄉村地區之特色。

2. 社會資本：原則上，個案地區皆存在傳統鄉村聚落的淳樸友善特質，在社會資本
上皆累積存量。但相對而言，台東池上鄉（3.594）、台南後壁（3.526）、高雄
美濃（3.525）得分值較高，顯示當地的共同價值、人際網絡、信任機制等居民
間維繫良好關係，對於彼此認識程度深，在推動相關社區事務時較易解決。基本

上，整體社會資本表現，八個鄉鎮差異性不大，但仍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新竹北

埔，雖有不錯的環境資本與經濟資本存量，但在社會資本方面，相對表現較為弱

勢，特別是社會組織較少，此外，發展觀光途徑最須受到地方支持的信任機制也

必須再提升；此現象是熱衷推動休閒遊憩的北埔鄉須重視。

3. 經濟資本：經濟資本是各鄉村地區特別關注的重要面向，長期以來為各鄉鎮地區
發展的核心目標。新竹北埔（5.306）、台東池上（3.469）、台東卑南（3.263）
存量較高，而此三個地區近年逐漸與休閒遊憩風潮結合，或者可以進一步探討當

地農產經濟與觀光遊憩產業間的連結關係。另外，經濟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的是彰

化田尾（0.787），農牧產業人口高達55%，且標榜發展高經濟價值，並與結合
休閒風潮的花卉產業，似乎潛藏值得深入探討議題。

4. 知識資本：是全球化連結和網路資訊發展趨勢中極為重要的項目，也是大多老
年化鄉村地區的共同困境。宜蘭三星（2.587）、彰化二林（2.306）、高雄美濃
（2.183）存量較高，表示當地的人文氣息濃厚，對於當地有關產業活動的舉辦
與教育資源間緊密結合，可透過研習課程的開設，加強知識資本的累積，有助於

鄉村地區提高農產經濟價值與推展觀光，甚至是吸引都市新住民的重要面向。而

相對資本存量較不足的是台東卑南（1.582），由於活動舉辦次數和圖書資源相
對較弱，在鄉村地區普遍面臨老齡化過程中，如何引入年輕人口回流並對地區發

展，能夠注入更多的活力、想法，並藉活動舉辦和資訊交流過程，提高地區整體

知識資本存量，成為重要發展課題。

5. 文化資本：文化是各鄉村地區發展根本，是凸顯各地域空間差異與體驗的重要項
目。台東卑南（0.303）、台東池上（0.274）、高雄美濃（0.224）存量較高，顯

5 鄉村景致的評估項目資料係以政府網站公告資料為基礎，美濃因資源條件豐富且登錄景點數
多，致使環境資本總體存量高。此結果雖直接反應政府部門對於資源經營積極性，且可提供

各研究鄉鎮地區檢視生活品質資本項目存量及調整研提策略參考之基礎，但考量實際操作指

標之一致性，本評估項目後續可考量依據政府公告之資源型、文化型、遊憩型之統計數據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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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地區存在較高的文化魅力，也蘊含豐富的觀光休閒吸引力，值得各鄉鎮地區

加以重視。而相對資本存量較低的是彰化二林（0.110），且其在環境資本存量
（1.258）也不是很理想，這對追求再發展，特別重視環境與文化資本的趨勢思
潮下，潛藏值得深入省思的議題。

綜合環境、社會、經濟、知識與文化等五個構面資本存量的生活品質資本，

以高雄美濃（5.678）存量最高，意謂高雄美濃相對其他地區言，具有較高的再發
展優勢條件與潛力。只是，如何維持此高資本存量，並將其轉換為發展動力與能

量，並關注較為弱勢的資本面向，是未來高雄美濃再發展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

次依序為新竹北埔（3.723）、台東卑南（2.980）、台東池上（2.247）和宜蘭三星
（2.396），各有優勢條件與潛藏問題，需截長補短。總存量相對較低之地區為彰
化二林（1.935）、台南後壁（1.720）和彰化田尾（1.633），區位條件與產業經濟
相對東部較佳，但實際結果卻存在一般認知和相對發展優勢落差之出入，進一步觀

之，環境資本較低，特別是鄉村安全提升和休閒空間的提供，值得這些地區發展厚

實的省思。

表3　個案對象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情形

指標項
評估 
項目

宜蘭
三星鄉

新竹
北埔鄉

彰化
田尾鄉

彰化
二林鄉

台南
後壁鄉

高雄
美濃鎮

台東
池上鄉

台東
卑南鄉

環境 
資本 
0.309

鄉村 
安全
0.062

-0.991 -1.373 -1.040 -1.040 -0.836 -1.305 -0.558 -0.558

環境 
品質
0.167

-0.037 -0.088 -0.088 -0.086 -0.084 -0.117 -0.094 -0.102

農村 
景緻
0.469

3.752 6.566 2.345 2.345 1.876 15.008 1.876 4.690

休閒 
空間
0.018

0.144 0.215 0.000 0.038 0.121 0.010 0.161 0.123

整體 
權重

2.868 5.320 1.217 1.258 1.077 13.597 1.385 4.152

社會 
資本 
0.189

社會 
組織
0.009

0.126 0.072 0.180 0.144 0.198 0.162 0.090 0.153

信任 
機制
0.018

0.509 0.442 0.458 0.439 0.486 0.496 0.543 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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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
評估 
項目

宜蘭
三星鄉

新竹
北埔鄉

彰化
田尾鄉

彰化
二林鄉

台南
後壁鄉

高雄
美濃鎮

台東
池上鄉

台東
卑南鄉

社會 
資本 
0.189

共同 
價值
0.042

1.649 1.635 1.672 1.617 1.668 1.677 1.732 1.620

社會 
支持
0.012

0.425 0.428 0.423 0.419 0.426 0.429 0.455 0.433

人際 
網絡
0.017

0.699 0.709 0.722 0.700 0.715 0.727 0.738 0.710

互惠 
關係
0.001

0.033 0.034 0.033 0.033 0.033 0.034 0.036 0.034

整體 
權重

3.442 3.319 3.488 3.352 3.526 3.525 3.594 3.439

經濟 
資本 
0.246

工作 
機會
0.042

1.062 4.669 0.341 0.683 0.607 0.948 2.932 2.590

居民 
所得
0.019

0.524 0.614 0.389 0.389 0.451 0.501 0.378 0.378

產業 
效益
0.008

0.164 0.023 0.058 1.171 0.266 0.199 0.158 0.295

整體 
權重

1.751 5.306 0.787 2.243 1.324 1.649 3.469 3.263

知識 
資本 
0.123

活動 
舉辦
0.012

0.615 0.060 0.283 0.091 0.163 0.061 0.140 0.032

教育 
訓練
0.034

0.275 0.119 0.408 0.408 0.731 0.221 0.201 0.201

知識 
資本 
0.123

網路 
系統
0.008

0.571 0.832 0.554 0.554 0.564 0.579 0.361 0.361

教育 
圖書
0.032

1.125 0.936 0.725 1.253 0.608 1.322 1.281 0.988

整體 
權重

2.587 1.947 1.970 2.306 2.066 2.183 1.983 1.582

表3　個案對象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情形（續）



廖淑容：鄉村地區生活品質資本與發展策略之研究—八個鄉鎮的衡量與分析

109

指標項
評估 
項目

宜蘭
三星鄉

新竹
北埔鄉

彰化
田尾鄉

彰化
二林鄉

台南
後壁鄉

高雄
美濃鎮

台東
池上鄉

台東
卑南鄉

文化 
資本 
0.131

歷史 
文化
0.010

0.020 0.060 0.010 0.040 0.070 0.120 0.020 0.040

文化 
參與
0.011

0.030 0.018 0.034 0.034 0.014 0.032 0.227 0.227

特有 
文化
0.009

0.054 0.081 0.018 0.036 0.036 0.072 0.027 0.036

整體 
權重

0.104 0.159 0.062 0.110 0.120 0.224 0.274 0.303

生活品質資本 2.396 3.723 1.633 1.935 1.720 5.678 2.247 2.980

（二） 生活品質資本存量與策略形式之關聯
理論上，不同空間資源特性（即生活品質資本條件），有不同的發展模式與途

徑；另一向度，不同發展途徑，也呈現不同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情形。鄉村地區發展

與生活品質資本項目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者如何緊密結合並提出適當的發

展策略形式與內涵，同時也能回應資本特性並在發展過程中累積和調整資本存量，

則顯得重要。藉由前述分析，可以發現個案地區的資本項目存量和彼此的優勢，以

下則就個案目前的策略形式對應生活品質資本項目，檢討發展現象和可能提擬的策

略，作為個案地區之參考。

1. 農漁產業經濟：鄉村地區的經濟系統，長期立基在農漁產業的經濟規模，近年如
文獻所述，在外生結構變化下，開始讓鄉村發展的策略形式產生質變。為能讓地

區能夠永續發展，前述文獻討論有關地方發展取向中，地方環境模式和創新模

式，即生活品質資本的經濟資本、知識資本，變得重要。從個案中六個具有農漁

產業經濟發展策略形式的鄉村地區，大致比較發現，彰化縣田尾鄉的經濟資本和

知識資本，相較而言都呈現較低的存量，特別是經濟資本中的產業效益需加強提

升，而台東卑南鄉，比較下雖有高的經濟資本存量，特別是因為工作機會的提供

（可能與推動鄉村觀光帶來的效益有關連作用），但知識資本的存量卻明顯最

低，則或許在面對未來的變動存在隱憂。另宜蘭三星鄉，知識資本存量相對優

勢，而近年來推動農業經濟的策略也慢慢浮現，具體也反映在經濟資本中工作機

會和居民所得的項目上，如果產業效益得以再提升，包括直接生產的農作經濟

表3　個案對象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情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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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衍生的產品附加價值，對於未來的發展應有助益。因此，整體上，如何協助

農業商務的多元化，或提高附加價值於現有的農業企業，藉以回應變遷中的市場需

求，增加鄉村農漁產的淨利得（net gain），使鄉村地區活化與成長，是重要策略；
特別是全球化的連結，國際市場與網路行銷的重要性，凸顯知識資本的重要性。

2. 鄉村觀光策略：早期，鄉村地區因工業化與都會化過程影響而衰頹；晚近，反因
都會緊張與快速節奏的生活與工作壓力，而翻轉成為樂活或慢活的最佳去處。從

鄉村觀光的策略取向，可以透過環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優勢，並強調鄉村特性和

地方特殊性，並加以保護，呈現鮮明的鄉村特質，吸引觀光遊憩的機會。就推動

鄉村觀光的四個個案地區比較，除彰化田尾鄉外，明顯發現環境資本和文化資本

存量，相較其他地區高，特別是農村景致和特有文化的資本項目，也具備較高的

優勢；顯見鄉村觀光與環境資本和文化資本連結的必要性。但同時也指出，彰化

田尾鄉雖採取鄉村觀光和農業經濟的策略形式，但似乎成效並未具體反映在對應

的生活品質資本上，所存在的問題有必要深究同時策略亦須調整。由此結果，大

致也可回應，提高鄉村休閒與遊憩的旅遊品質，藉高品質設施的提供，支持永

續觀光（sustainable tourism），進而發展鄉村社區的社會經濟福利，全民分享鄉
村。惟若持續發展，像是高雄美濃和台東卑南具備觀光休閒的潛力條件，可再思

考進一步結合精緻農業與休閒體驗間的連結，結合鄉村觀光發展途徑是一個重要

的發展方向，而鄰近台中都會的彰化田尾鄉，雖具有花卉產業的鮮明意象，但休

閒環境的建構以強化休閒體驗和休閒消費經濟的形成建議可再思考。

3. 都市移居：晚近，新城鄉連結（new urban-rural linkage）關係形成，強調保存鄉
村並使之成為與都市連結的網絡節點，鄰近都會市鎮周圍的鄉村聚落，鄰近都會

市鎮周圍的鄉村聚落，如果建構高品質與差異化的鄉村，以一個城市的後花園作

為發展定位，是吸引都市移居的條件。因此，如果從生活品質資本角度觀之，宜

蘭三星、新竹北埔、高雄美濃三個採取的都市移居策略，顯然整體的生活品質資

本存量相對其他地方較高，也具備發展優勢。其中，美濃的優勢更為突出，因鄰

近高雄都會地區，為客家文化意象鮮明的鄉村聚落，擁有優質的田園景緻環境，

因環境資本存量極為豐富，且在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方面存量高，獲得總生活品

質資本存量的第一名鄉鎮，最具鄉村地區發展的競爭優勢。

除了三個鄉村發展策略形式討論外，可以發現，能夠積極採取發展策略的地

區，基本上，社會資本的存量彼此相當。結果除了回應許多研究和本研究文獻討論

社會資本是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關鍵外，同時也是決定創新取向的基礎。換

言之，社會資本中必要的社區導向發展策略（即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是形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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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信任關係，勾勒願景，和諧人際網絡與互惠關係的重要過程，也是鄉村地區發

展的核心。如果再深入分析個案地區社會資本和其他生活品質資本項目的關係，大

致可以說明，相對來看，台南後壁擁有最高的社會資本存量，充分反應稻農經濟之

淳樸的和諧社會關係，蘊含鄉村發展的原始動力；而新竹北埔，近年因朝鄉村聚落

觀光發展，雖有不錯的經濟資本效益呈現，但在社會資本存量方面表現相對弱勢，

因此，社區導向的發展策略是新竹北埔在發展鄉村觀光的同時，需要思考的重要方

向。另外，彰化田尾、彰化二林、台南後壁與台東池上等地區，可以從社區為基礎

的發展導向切入，擴大社區的參與，從社區性（社區總體營造）做起，以制度化方

式加強創新與研發，創造更精緻化的農產品，以提升經濟資本的競爭力。

五、結　論

本研究藉由生活品質資本指標的架構與分析程序，分析台灣三種典型的鄉村地

區發展路徑之個案，潛藏或反應出來之生活品質資本存量、條件、及問題，提出鄉

村發展議題與發展策略研議的建議。結果顯示，環境、社會、文化三項資本是鄉村

延續與再發展的重要基礎，而經濟和知識資本，可為鄉村帶來不同形式的發展機會

與競爭力的提升。進一步歸結，鄉村地區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則是地域區辨度

與住民共識發展的重要基礎，環境資本則因所在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偏鄉地區因

相對較高的環境資本存量，反具備觀光策略推展的吸引力。惟文化和環境資本雖是

推展鄉村觀光和都市住民新移居天堂策略途徑的重要基礎，但當觀光訪客和新住民

的進入，需要關心其對文化和環境面向，甚至是社會面向的衝擊。另就發展條件，

經濟資本雖然反應鄉村地區的工作和經濟效益，惟較高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沒有

完全的正向關係，也確實是目前鄉村發展過程中經濟可能與地區認同、社會信賴產

生某種程度互斥的結果；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也因重視鄉村地區信賴關係的維繫。

然不論是以文化觀光、產業觀光、或是資源觀光等議題，發展過程中，知識、

創意、彈性、制度的基礎，必須持續被關注。本研究結果，因受限於台灣各鄉鎮統

計資料的缺乏，面臨實證過程存在的資料一致性問題，而社會資本因居民態度，不

同地區、條件、和研究時間也會改變，換言之，可能無法反應台灣鄉村目前全面性

的課題，但比較結果和個案地區實際發展現象，仍可說明生活品質資本對分析鄉村

發展形態、條件、和發展方向有相對關係亦可比較，也確實透過資本的討論，可指

出鄉村發展的議題與必須被重視的資本項目，以及相對應的策略思維。綜合本研究

結果和生活品質資本面向分析，可提出不同資本面向的個案現象及建議，作為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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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徑中的參考。

（一） 生活品質資本的策略方向
1. 環境資本條件：除建立在原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基礎，地理區位條件，台灣西部地
區和鄰近都會地區多不易維持具吸引力的環境資本條件。換言之，地處偏遠鄉鎮

地區，雖然可及性不高可能扼殺產業理論所強調的交通條件之發展機會，然另一

向度來看，卻某種程度維持優質的環境資本基礎，具有另類的發展契機與可能，

值得關注。

2. 社會資本條件：傳統農產地區多累積有較和諧的人際互動與價值觀等社會資本能
量，是鄉村地區發展的重要條件；然隨著發展途徑的改變與產業結構轉型，如鄉

村觀光發展途徑，確實容易產生社會影響與衝擊問題，進而弱化原本很強的社會

資本能量，此一議題值得關注。

3. 經濟資本條件：現階段，結合休閒風潮，鄉村觀光遊憩的發展途徑，確實表現出
較高經濟資本能量。從經濟資本發展向度來看，鄉村觀光途徑的休閒經濟，或許

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

4. 知識資本條件：以老農為主的人力結構情形，知識資本是各鄉村精緻農業發展所
必須強調之創新學習、知識訊息與全球連結等趨勢下的主要議題。現階段，發展

精緻農業的地區確實展現較高的知識資本條件，二者間的正向關係，是各鄉村地

區發展需要重視的議題。

5. 文化資本條件：文化資源是空間區辨度、文化觀光推展的重要資源條件，更是地
方居民凝聚認同的重要基礎，值得關注。現階段，歷史文化資源的地區具有較高

的文化資本存量，但要更深層次思考，文化也可是活動的、可以是創造的，因

此，一個累積文化資本條件的開始，是各鄉村發展所應該關注的。

（二） 發展途徑的策略方向
1. 鄉村觀光策略途徑：植基在環境與文化資本基礎魅力，觀光策略確實為許多地區
帶來經濟再發展契機。但隨著觀光訪客和新投資的進入，也存在環境、文化與社

會影響等問題，和相對較低的社會資本存量問題。因此，著眼於經濟是台灣鄉村

發展目前急於達到的目標，或許鄉村觀光可以是一個策略途徑，但在強調經濟資

本的同時，社會、環境與文化面向的經營，若因忽視而導致破壞，造成可能的再

次發展下墜。另外，有關知識資本的強調與發揮或者也可以當為一窩蜂起而效尤

採取觀光策略模式的趨勢下，如何凸顯差異特色與地域區辨度的著眼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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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住民的新移民天堂策略途徑：鄰近大都會的鄉村地區因為適意的田園景致與
環境品質，以及相對較低的生活花費，成為都市住民的新移居天堂，進而成為鄉

村再發展的驅動力（Johnson, 2001; Bor et al.,1997; 引自Terluin, 2003）；以及，
文化與環境資本是此策略途徑的重要發展條件。在此策略模式下，社會、經濟和

知識資本相對並未獲得重視也不顯著，但從一個生活品質資本的角度來看，如何

使這群都市住民融入當地社會文化，連結與發酵，進而提升當地的知識與學習能

力，進而推升經濟資本發展的可能，則是未來應該強調與重視的方向。

3. 精緻農漁產業經濟策略途徑：農產經濟策略模式，若以傳統農作為主的地區，展
現的是較高的社會資本能量，若轉向精緻農業發展，則可進一步看到較強的經濟

資本條件。在此策略模式下，因應精緻農業發展之創新、研發、全球連結與產銷

條件所需之知識與學習能力，則知識資本，以及社會資本所奠基的沉默知識的學

習則為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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