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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客家節慶活動的網絡治理途徑分析 

               -以南投縣國姓鄉「搶成功系列活動」發展歷程為例  

 

二、作者：王秀雲  

三、獎助年度：99 年  

四、獎助金額：5 萬  

五、研究過程 (含研究方法、訪談內容規畫)  

 

(一) 研究方法：本研究選定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之方法。 

     1.文獻探討 

    首先蒐集網絡治理與社會資本運用所推動之節慶活動與客家文化傳承的相

關文獻及資料，加以分析歸納各項文獻資料並探討各種相關問題，進一步與其

他研究資料相互比較，以作為研究理念架構之建立，為實際參與研究所參酌。 

 
2.參與觀察 

    研究者於1989年嫁入國姓鄉，服務於鄉內小學，經歷921大地震，從2001「搶

成功」迄今『 拼成功~鹿神祭』活動，年年都帶領學童參與盛會（踩街遶境、

節目表演、競賽活動）。因此決定採用「部分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配合

進行。藉實地參與網絡治理的活動與會議，利用研究者親自了解的情境來發掘

更多的實際資料，以彌補「部分參與者」之不足。 

 
 



2 

 

3.個案研究 

   運用實地參與觀察的經驗，配合文獻搜集、深入訪談等研究方法，針對客家

節慶活動中南投縣國姓鄉『搶成功系列活動』個案進行研究，俾充分了解客家

文化保存在網絡治理的運作下如何選擇行為者的參與、形成穩定的網絡、樂於

投入豐富資源、有效率的互動、積極營造共同意向的凝聚；從個案中經過整體

的歸納、分析探討，而提出研究之成果與建議。 

 

 4.深度訪談 

    採第二種焦點訪談法，於2010年2月~4月，透過深度訪談法來搭配昔前部分

參與觀察之進行，並針對實際參與此項工作之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及非營利組

織 決策或執行者等相關執事人員，先以電話或親自拜訪邀約探詢各類代表人物

的參與意願，邀請其成為本研究的參與者。  

 

 (二) 訪談內容規畫  

1.訪談內容設計 

    本研究所分析共計四大面向，主要包括：（1）探討「搶成功系列活動」的由

來；（2）探討「搶成功系列活動」網絡治理的運作模式；（3）探討「搶成功系

列活動」策畫執行推動小組成員間的互動狀況；（4）探討「搶成功系列活動」網

絡治理與社會資本運用之分析。 

 
 
 
 



3 

 

2.訪問問題的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客家節慶活動的網絡治理途徑分析，故訪談之重點是想

了解個案南投縣國姓鄉「搶成功系列活動」的發展歷程中，公私部門形成網絡

運作的實際情形；因此訪談的問題設計，主要分為公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

組織三個部份。 

 

3.、訪談人物規劃 

    冀望從直接訪談的情境當中能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另一方面，找尋漏網之

魚，由訪談中了解其未加入此活動網絡運作的真正原因，搜集重要的訊息與資

料，以作為後續總結的依據。 

 故本研究從國姓鄉公部門、營利組織及非營利組織中協尋十五位相關性代

表人物進行深度訪談；透過半結構性訪談方式，了解其在網絡治理中，互動合

作過程之感受與收穫，或了解其曾遭遇到哪些阻撓或困難，以便作成效評估及

提出有效的建言。 

 

六、主要研究發現  

 （一） 節慶活動的脈絡與歷程需搭配在地文化 

       節慶需搭配在地文化才能增進活動內涵，而文化離不開歷史的演進；節慶

活動應以當地之特有文化歷史為背景設計主軸、加上當地獨有之地方特色、自

然景觀或農特產品為行銷利器；並由當地居民自發性的創舉與認同，且能仿效

如古川町相關祭典的發展，有效整合地方政府、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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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積可觀能量，才能達到持續的動力及永續發展的目標。 

 

  （二）網絡治理的運作需重視資源整合 

    公部門、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需建立友善的夥伴關係。公部門與鄉民

代表會關係互動良好在活動的推展上會較順利；而公部門與營利組織在舉辦活動

的目的及定位上較難切合，需要倚重非營利組織採中立角色居中溝通、協調，才

容易達到資源整合的目標。 

    

 （三）提高網絡成員間的互動頻率 

   「安全」是節慶活動中網絡成員間最重視的需求，增加「直接或間接的互動」

是網絡成員間情感緊密的接著劑；活動主辦單位首長平時若能勤走基層較能協尋

到協辦的夥伴，而活動的承辦者與協辦單位負責人平日常有往來、培養好情誼，

較能改善之前的缺失並獲得建設性的創意題材。 

 

 （四）積極累積社會資本 

    鄉內非營利組織成員重複的比例若高，彼此互動的機會增多則默契較佳，對

活動的配合度也較好，此一現象與古川町的經驗如出一轍。公部門、營利組織與

非營利組織中，不管由哪一組織主辦全鄉大型活動都不能忽略其他組織的專長，

平時常互動形成合作的信任網絡，在彼此共識下依據網絡規範與制度有系統地累

積社會資本，才能朝共同信念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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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研究建議 

   （一）對政策面的建言 

       1.舉辦論壇 

           邀專家、學者蒞臨國姓鄉舉辦專業論壇、設立「搶成功系列活動」意見交

流版主之網站回應；透過攝影捕捉活動精采畫面，加入活動說明，藉由網路立

即傳送吸引眾人之目光並引發迴響，達到行銷國姓之目標。 

 

   2.爭取活動經費：除現有的政府機關補助款外，應積極開發其他經費補助來源。 

 

       3.加強行銷 

            加強鄉內幼稚園、國中小學生認識當地歷史文化背景，做好文化扎根的基 

        礎；推動異業結盟、爭取社會資源加入網絡組織；重視媒體網路行銷。 

 

 4.階段性角色轉換 

      等水到渠成時，留意階段性角色轉換；順應時勢由公部門轉換到非營利組 

織來主辦，如此牽絆程度會較小、創意活動應該會更有吸引力。 

 

  5.注重營造獨有之附加價值：營造整年都存在的地方特色專屬意象區。 

 

 6.招募活動志工 

      招募並培訓「搶成功系列活動」之各工作項目之志工，依工作內容培訓各

方面之志工投入活動推展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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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網絡組織的建言 

1.公部門方面 

    固定活動場地，在居民較集中的區域設法找尋購買或長期租用一塊固定安

全的公有地，平時可辦理鄉內各項藝文活動，充當鄉民休閒娛樂的活動空間，

且每年在此固定場景中舉辦「搶成功系列活動」，營造其形成獨有的文化廣場。   

    為了廣納鄉內各單位的創意，讓其能真正了解活動的主要意義，以求達成

彼此互動的共識，主辦單位需衡量錯開各行各業忙碌的時間，可以改變傳統，

選在晚上或假日召開籌備會。 

     活動的設計要重視歷史的意涵，不要太宗教化要努力提升文化藝術的美，

做到「聽故事遊國姓的宣導」。 

     活動主題定位要明確並加強宣導；營造出「南投客家文化在國姓」的口號，

形塑傳承的口碑，藉此提升產業行銷，改善鄉民生活。 

 

  2.營利組織方面 

    推動產業升級協助農民由一級產業提升為二級或三級產業、並推選出一年

四季都有的地方特色伴手禮。 

    多配合活動協助各種行銷方式，提高國姓的知名度吸引觀光人潮；善用鄉

內優美的自然山水，塑造活動的主題意識情境，營造優質的居住、生活環境，

發展有特色的休閒觀光產業，吸引觀光客入住。 

    舉辦「鄉村博覽會」，吸引外縣市的休閒觀光參賽人潮，提高知名度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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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姓，帶動鄉內營利單位的業績成長。 

 

3.非營利組織方面 

    鼓勵鄉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能樂於加入各志工的行列，大家分工發揮所長，

為自己的家鄉打拼。 

    各非營利組織應各發揮所長，藉由平時直接或間接互動培養信任機制，提

升網絡成員間的凝聚力，協助「搶成功系列活動」的主辦單位達成共同的目標。    

    建議未來「搶成功系列活動」的主辦權能由非營利組織挑大樑，其可以與

營利組織相結合提升業績，請公部門協助動員以增加熱絡度，在合作網絡中尋

找專才，規畫執行活動。 

 

    總結語：共同期許國姓鄉民們在網絡治理的共識下累積無限的社會資本，

學習古川町居民般愛護自己的家園，營造優美的居住環境；藉由活動的魅力提

升國姓的知名度，帶動國姓觀光文化產業行銷，吸引本地年輕人返鄉定居，及

外地人隨時來作客的觀光目標。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為人力及時間上的限制，調查範圍及對象有限。建議未來有興趣

之研究者，可往客家節慶活動的網絡治理途徑分析之比較及客家節慶活動的社

會資本途徑分析-以南投縣國姓鄉「搶成功系列活動」為例，持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