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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全球化現象下，鄉村地區面臨人口外移、貧窮、教育水準低落和公共設施機

能不足等問題，形成發展困境。為回應全球化現象(Globalization)所帶來地方機

會與競爭威脅，「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已成為整體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之

一。近年來，伴隨技術變革、產業結構的轉型、全球和地方連結的變遷，鄉村再

發展的途徑和觀點，朝向鄉村觀光、都市新移居(Long stay)、以及提高農(漁)產
業附加價值，發展精緻農(漁)產業的發展方向。

80 年代，台灣總體經濟成長，休閒旅遊趨勢風行，加上農委會政策指導與

輔助，鄰近都會的鄉村地區，開始有觀光果園、假日花市和市民農園的發展規劃，

提供都會居民假日休閒與旅遊去處，休閒觀光旅遊成為許多鄉鎮地區重要的發展

策略。90 年代以降，民間自主力量覺醒，地方文化保存逐漸獲得重視，文建會

「社區總體營造」和「產業文化化」的行動主軸策略下，各縣市陸續以本土文化

關懷觀點舉辦文藝季活動，推動文化資源朝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形塑文化資

源的附加價值進而成為提振地方經濟和文化永續發展的基礎。文化觀光活動的開

展不僅喚起地方文化的認同與發展外，對於振興地方經濟也有明顯的助益。

地方文化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文化、觀光資源，同時也是人民生活的共同記

憶、歷史文化傳承的場所，具有延續地方傳統文化與凝聚社群共識、認同感、領

域感等功能。高雄縣美濃鎮，長年來對於發揚地方客家文化及推廣客家產業不遺

餘力。美濃蘊含豐富的客家文化資源與特色，具客家文化傳承的敬字亭、林氏宗

祠、美濃客家文物館、東門樓、庄頭伯公壇、美濃老街等，還是具時代產業意義

的古樸菸樓、紙傘、陶窯等，抑或者具地方濃厚意識的黃蝶祭、二月戲等..，客

家聚落與文化意象鮮明。1995 年起因反水庫運動所激發的地方意識與動力，更

為美濃鎮爾後的發展奠定居民參與的重要基礎。近年，在休閒旅遊、鄉村觀光、

文化產業、社區營造等風潮和政策的挹注下，使美濃產業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轉

向，特別是國道 10 通車，可及性提高，美濃遂成為南部新興觀光勝地，為美濃

帶來另一波觀光效益，「大高雄地區的後花園」成為新的發展方向，鄉村旅遊以

及都市的新移居人口的置產遷移，構築一個新的發展型態與新的發展契機。

都市人口快速來到美濃，不管是假日休閒或長期居住(long stay)，從正向角

度來看，增添許多產業經濟與資源的助力，原本是地區再發展一股新的動力與發

展範型；但，更可能的風險是，美濃在地客家文化隨著都會人口的侵入，地景地

貌的新變化、新社會價值觀、整體聚落變遷等等，同時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撼動

與挑戰，值得重視。特別是，選擇長期居住的都市新住民，移居美濃的動機為何？

是否因為如 Stokols & Shumaker(1981)、Williams, Patterson, Roggenbu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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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1992)等多位學者所指陳，因某次觀光旅遊的拜訪，進而產生特殊的情感

與記憶的經驗，並與地方的物理條件和環境，產生情感和評估的知覺反應，而形

成一種對地方的依附，進而搬遷；還是有其他因素？這些外來移居人口與美濃鎮

地方環境和社會的互動情形如何？是否形成依附情感與認同，當重要影響美濃鎮

的地方發展，值得探討。

爰此，本研究以都市移居的「新住民」為對象，探討這波都市移居人口對美

濃鎮發展的衝擊與影響為題，希望透過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結果，釐清以下問題

與目的：

(一)分析都市移居美濃鎮的情形，並探究美濃鎮發展所產生的地景、產業經濟，

以及社會互動的衝擊，嘗試說明都市蔓延對美濃發展的影響。

(二)討論美濃住民對都市移居美濃議題的看法與認知態度，希冀對於未來美濃客

家文化發展，新舊居民互動相處間的平衡點，提供具體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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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新住民的定義

隨著台灣加入全球化網絡的連結後，多族群融合成為台灣重要的文化象徵。

外來人口移居台灣的情形愈來愈多，特別是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因婚姻關係的族群

交流，所衍生外配新娘的生活適應問題，及其子女的就學問題等等，更是近年國

家政策與學術研究的焦點；該外籍配偶習慣稱為「新住民」。

然而，本研究對象所稱的「新住民」，指的不是前述大家所泛稱的外籍配偶，

而是伴隨都市蔓延或過度都市化發展，從都會地區移居至鄰近周圍鄉鎮地區的都

市移居新住民。

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除前述的「都市移居新住民」外，尚包含原美濃當地居

民(主要以客家人為主)、客家文化推動單位等，從不同立場探討新舊住民間的互

動關係，以及都市移居新住民的搬遷所帶來的地貌的新變化、新社會價值觀、整

體聚落等變遷議題。空間範圍則選擇選擇鄰近高雄都會區的「美濃鎮」為對象。

美濃鎮位於高雄縣之東北部，屏東沖積扇平原的北端，南北長 15 公里，東

西寬 9 公里，全鎮總面積 120.031 平方公里，三面環山，東以茶頂山系和六龜鄉

交界，西北以月光山系與杉林鄉為鄰，西至楠梓仙溪接旗山鎮，南至荖濃溪側與

民東縣高樹鄉隔溪相望，南臨屏東縣里港鄉。全鎮人口 2010 年 6 月 43,123 人，

是典型的客家聚落，擁有豐富的客家人文內涵和資產。美濃鎮是台灣南部著名的

客家重鎮，發展歷程是南部客家人歷史重要的一頁，客家人在台灣的開墾是備極

艱辛與困難，早期從屏東地區沿著山岳與平原的交界漸漸發展至今日的美濃，客

家文化隨著不同的政體的決策、重大事件與轉型，美濃地區仍保有濃厚的客家地

方習俗與地方資產，並且凝聚了當地的社群與居民，並且更多關於地方的鄉土活

動、節日慶典、日常生活象徵了地方精神與文化延續的實踐。在 1970 年代為台

灣重要的煙草產地，所遺留下來的古樸煙樓為美濃建築特殊景觀，因應農忙發展

的粄條亦屬美濃的飲食文化，至於美濃紙傘及美濃窯為具有當地特色的文物。美

濃的二、三級產業人口，隨著都市化的影響，有小額增加的趨勢，從民國七○年

後新開業的客家文化民俗村、原鄉緣文化村、紙傘業等美濃地方文化為主的行

業，因應國人休閒旅遊的興起，民國八○年左右，美濃鎮由於地處高雄都會區周

邊，又深富客家文化特色。也因此美濃地區因富含客家文化、生態資源等，而創

造了新鄉村發展型態，更造就當地地區發展的契機。

美濃的 1988 年陶窯業開始在美濃蓬勃發展，1995 年起因反水庫而衍生的每

年一度盛大舉辦的黃蝶祭，1999 年高雄縣文化節「戀戀客鄉/情在美濃」的地方

文化節活動，越來越多的遊客前往美濃從事休閒活動，包括購買具有地方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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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工藝美濃油紙傘或陶藝品、欣賞當地的聚落建築與古蹟或吃粄條與傳統的

客家美食，美濃被塑造成南部客家文化觀光中最具代表性的景點。

美濃當地人文資源，包括古蹟與遺址類：東門樓、竹子門發電廠及敬字亭；

遺址方面：菸樓、夥房、美濃老街、百年老井及傳統建築等；寺廟類：信仰天后

宮、廣善堂、朝元寺、雷音寺等；民俗祭典：黃蝶祭、聖蹟會、美濃音樂祭；人

為遊憩類：客家文物館及鍾理和紀念館。美濃地方的發展與轉型多與當地的產業

變遷有關，可分為三階段(鍾湘芸等，2003)：第一階段為 1990 年前以農業為主，

包括菸葉、紙傘及粄條；第二階段為 1990-1995 年間也以地方產業為主，包括紙

傘、陶窯業等；第三階段為 1995 至今以客家文化為主，包括有形文化資源、無

形文化資源及自然景觀等。

近年，因國道 10 通車，提高美濃鎮與大高雄都會地區的聯繫，明顯帶來鄉

村觀光旅遊人潮，以及本研究所關心的「都市移居者」定住情形明顯，且此議題

在地方上形成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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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以一年為期，進行美濃客家文化聚落個案的基礎瞭解，並以都市移居

新住民為研究對象，透過新移民的移居深入探討新舊移民在生活、文化和社會關

係的互動，以及地貌變化的空間差異結果，並試圖建立美濃地方識別。除此之外，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上，涉及問題的歸納，以及透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當地社團

參與者、居民和新住民，以及現況調查分析結果的演繹推論，形成回應本研究之

目的並釐清相關的問題。在研究方法和程序上，擬區分成以下幾個向度：

一、歷史分析法與文獻研究的歸納

客家庄的發展，可以從國內對於文化的研究文獻、和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研究

結果，初步歸納以及了解，至於新、舊住民間的問題可從都市蔓延和城鄉關係結

構的改變，進而延伸至地區衝擊和改變上有初步的認識，此外，新、舊住民對於

地方文化的認知亦不相同。以這些背景為基礎。就此脈絡更深一層的切入探討，

利用美濃客家庄發展之歷程背景、文化資產與台灣鄉村結構的改變，對於美濃客

家文化的新舊衝擊所造成的影響有初步的認識。

二、統計及二手資料研析

有關美濃發展現況，以國內博碩士論文研究，以及美濃統計資料、美濃鎮誌

與月光山雜誌，探討美濃聚落發展變遷、文化資產與觀光發展策略等資料為依

據，以瞭解美濃近代發展之背景。

三、田野調查

除了前述文獻和統計資料分析外，有關美濃當地的文化特質、特色建築、地

方居民凝聚的力量和外來居民的遷入對當地居民造成的影響等，必須藉由對地方

世紳、當地居民、地方社團、鄉鎮公所、都市移居新住民等進行深度訪談，方得

以瞭解全貌。

(一)訪談題綱

1.美濃客家聚落的文化元素為何？地域符號與共識？

2.美濃農地興建別墅的情形？農地別墅與美濃聚落發展間的關係(地景人

文、農業生產、社會關係)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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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對象、時間與地點

表 1-1 訪談對象、時間與地點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背景與專長

溫先生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99.7.1 09:50-11:50 美濃菸葉輔導站

蕭先生 高中歷史老師退休、行

政 院 客 委 會 諮 詢 委

員、六堆文教基金會

99.7.30 09:30-10:40 美濃鎮公所 楊課長

鍾技正

美濃鎮公所

美濃鎮公所

99.7.30 14:10-15:20 桃花源社區 張先生

楊小姐

阿菁姐

高雄市市民服務旗山農

工及旗山鎮公所

屏東市市民，先生於高

雄市上班

99.7.30 15:50-17:00 文化協會 邱先生 美濃文化產業協會

99.8.17 14:45-15:30 受訪者住家 李里長 美濃鎮里長

99.8.17 15:45-16:30 美濃客家民俗村 鍾小姐 房屋、土地仲介買賣

四、現況調查與問卷分析

進行現地踏勘與問卷調查，並就都市移居新住民社區和美濃老街等地點，就

其實質環境現況予以調查，並拍照紀錄，進而分析兩者間的衝突和地貌景觀變化

之問題。同時，針對地方文化資源與地方識別議題的探討，以及擴大地方居民對

此都市移居新住民議題的意見回饋和看法的蒐集，作為研擬客家文化聚落發展策

略之具體意見(包括如何凝聚地方意識進而創造地方識別、整體客家聚落地景朔

造等)之基礎。本研究進行兩次問卷調查。簡要說明如下：

(一)遊客問卷調查

配合 3 月份「美濃花海季」的舉辦，於 99 年 3 月 6-7 日週末假期，進行

美濃遊客的問卷調查，採立意抽象方式，一對一訪問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28
份。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外，主要包含：

1.美濃休閒文化資源與活動的瞭解與參與

2.美濃休閒旅遊發展的潛力與吸引力的看法

3.美濃的地方識別和符號

4.就拜訪美濃經驗，對旅遊資訊、指標、活動、景點、宣傳、環境品質、餐

飲服務等方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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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居民問卷調查

為擴大蒐集地方居民對都市移居新住民的入住所可能帶來的地景地貌、產

業經濟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衝擊和影響的看法，本研究於 99 年 11 月 1-10 日

進行當地住民的問卷發放與回收。採立意和滾雪球方式進行問卷發放，回收有

效問卷 215 份。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外，主要包含：

1.地方居民所認知之都市移居新住民所帶來地景空間改變、對農產業發展、

客家文化衝擊、美濃地方發展、社會互動與交流等面向的看法與認知，以

及是否接受該都市移居新住民的接受態度

2.地方居民個人對美濃地方情感與依附情形

3.地方居民個人所認知之美濃地方意象和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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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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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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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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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客家聚落新、舊文化之融合

結論與建議

美濃客家聚落現況調查

美濃文化聚落地方識別的建立

文化與地景脈絡下的聚落改變

1.當地居民對於新住民的看法
2.新住民對當地文化、環境之衝擊性
3.地方識別的重要性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1.美濃客家文化資源介紹
2.都市蔓延與新移民之入侵
3.都市蔓延之鄉村衝擊
4.地方識別之重要性

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
地方世紳、當地居民
鎮公所、地方社團
地方世紳
都市移居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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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評析

本章在章節上分成城鄉關係與都市蔓延、鄉村聚落發展與變遷與地方依附與

地方識別等三節進行探討。

第一節 城鄉關係與都市蔓延

「都市化或許是工業社會的副產品，它對休閒有驚人的衝擊，因為它引發了

休閒最大的需求並創造了休閒機會的廣大市場… 」(Bammel&Burrus﹐1996﹐
P.20-21)。Breheny(1997)認為都市內所產生的推力造成都市居民向外遷徙，但相

對的，郊區田園式生活型態同樣也產生一股拉力誘使民眾前往郊區居住。透過郊

區的田園式生活型態可使都市人得到一種放鬆、愉悅以及遠離塵囂的感覺。

伴隨著南二高旗山支線的通車，交通運輸便達的情況之下，美濃開始發展客家特

色觀光，今年更因 88 水災的緣故，讓美濃再次出現大批觀光人潮。美濃小鎮在

觀光發展以及人口外移與資產結構改變下，讓美濃出現了有別以往的繁榮景象。

自 1990 年起，美濃陸續增加民俗村、山莊、陶藝坊、紙傘、咖啡廳、餐廳、腳

踏車出租店與民宿，近年來，外移人口的入住和新鄉村別墅的出現比起以往更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因應現代潮流的發展，家庭傳承、分家之所需，亦會產生鄉村建地蔓

延的情形，非都市建地遭到凍結管制下，此情形經由農地分割興建農舍的方式達

成使用者需求。陳春志(2007)在都市與城鄉關係的觀察中發現，都市之發展型態

理論上因聚集經濟而產生人口集中與都市範圍擴大，隨著大都會地區發展成熟後

所造成的都市擴張與蔓延，郊區化現象已經逐漸變成各重大都市的一項演化過

程，一般而言對於都市擴張所產生的郊區化現象都侷限在都市範圍的擴張，惟人

口的遷移係為地區間人口成長的重要來源，且經由地區之間在社經方面的差異，

促成了人口在空間上的移動，便在都市和城鄉間形成了集中化和蔓延的過程。黃

萬翔(2009)也指出當前全球化的都市化過程中，空間發展呈現集中與蔓延的狀

況，多個城市與周邊地區會共同構成一個關係密切的城市(city-region)，而城市區

域中的各組成單元之功能與特性則逐漸被重新界定。以下茲就城鄉關係與都市蔓

延的相關論述作一簡述。

一、都市蔓延定義

都市蔓延與都市之發展型態相關。廣義的都市蔓延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時期，擴及大多數都市之低密度郊區發展型態；狹義的都市蔓延是指初期之蛙躍

式，或沿高速公路之帶狀，或超越都市界線之零星低密度發展；規劃文獻上所稱

之都市蔓延為：「無計畫的、不受約束的、不協調的單一用途發展，它無法提供

一個有吸引力與機能結合之使用、且在功能上與周遭土地使用也沒關連。它所顯

露出來之形式一般是低密度、帶狀或細長的、散佈的、蛙躍的、或孤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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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e Draper 於 1937 年提出「sprawl」這個名詞，形容都市發展的現象。在

六○年代初期，Gottmann、Clawson、Harvey and Clark 等學者，開始以美國都市

發展之郊區化現象作為觀察對象進行相關，而都市蔓延基本上為一種都市化擴張

的過程，人口與產業的移動從原來的市中心轉到了市郊地區，郊區人口快速成長

的速度也因此大於市中心地區(Gillham, 2002; Glaser and Kohlhase, 2004；引述劉

小蘭等，2010)。從由都市發展的擴張過程面向來看，都市蔓延的出現與可以歸

結以下三點原因：

(一) 交通運輸效能的提升（交通路網的連結、交通運具的改善等）使得快速道

路沿線與交流道附近，出現新的社區或帶狀商業區。

(二) 郊區土地價格偏低與管制措施較市中心區寬鬆。

(三) 郊區自然景觀資源與生活地景較為舒適。

而都市蔓延造成的議題，則著重在討論低密度且不連續的土地使用方式，是

缺乏上位計畫的、分散的、破碎或孤立的土地使用型態，且普遍出現公共設施缺

乏或不足的問題之面向，此外，未能有效管理的都市蔓延形式（如低密度帶狀蔓

延、結狀蔓延、蛙躍式蔓延等）通常使得公共投入成本增加但效率偏低，且造成

土地使用效益呈現不連續與非正常性發展的現象（如人為不當炒作、土地發展破

碎、生產性土地轉作、生態與自然資源永續問題等等）；都市蔓延的空間形態可

如表 2-1 所示。

因此，有效管理都市擴張現象，可以減低蔓延導致的失序與資源不當利用的

問題。都市移居或都市資源的投入，也能對於郊區或鄉村地區的發展帶來經濟發

展與人力資本的挹注效果。除空間、資源與地景環境的影響，鄉村聚落的新遷移

者，返鄉者、退休者和主動活躍新移民的移入，很明顯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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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蔓延與鄉村發展

然而，在社會與文化層面，都市蔓延帶來的移居現象，卻也對新發展區的住

民產生以下的發展議題。

(一)新舊區域融合網絡關係

鄉村地區不論是資源特性和社會組成與都市地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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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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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鄉村地區文化保存與社會價值潛

藏延續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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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都市蔓延空間型態整理表

名稱 說明 圖示

Low-density Sprawl

(低密度蔓延)

低密度蔓延所代表的是，沿著既存都會

區域邊緣的消耗性土地使用行為，這類

型的蔓延延伸會因為各種不同的都市

基礎設施(例如自來水管線、下水道、

電力和道路等等系統)逐步地延伸擴充

而得到支持。

Ribbon Sprawl

(繩結狀蔓延)

繩結狀蔓延的發展會發生在都市核心

外的主要運輸走廊上。在運輸走廊附近

的土地將會發展，不過那些對於對於主

要交通要道缺乏可及性的土地仍然會

維持在原始未開發的狀態。

Leapfrog

Development

(蛙躍式蔓延)

蛙躍式發展是一個不連續的都市化模

式，這些開發的土地彼此不相連、與可

辨識出來的都市邊界也不相連。

資料來源：引自林承緯，2005

(二)都市化對鄉村發展認知影響

都市化對地方的影響，除了正面效益亦有負面影響，在不同面向之下，

各有不同的討論。主要可以分為經濟、環境、實質社會三大部分。

1. 經濟層面：都市蔓延所對鄉村發展上從觀光角度來看不僅只是在經濟面向

上增加獲利而言，相對的整體社會成本也會大幅提升。根據過往對於白河

蓮花特色產業和鄉村發展研究發現，一個地區依賴觀光發展過程之中，最

後賺取金錢的都非當地居民，而是外來投資者，但支付社會成本的卻是當

地居民(廖淑容，2004、2005、2006)。因此，都市蔓延下的新城鄉關係及

政府推動一鄉一特色觀光發展，導致許多特色城鄉的出現，雖然促進了當

地的經濟發展，但有時對當地相對也造了過多的社會影響，在這只重視經

濟發展的不對稱關係之中，無論是「內部成本」或「外部成本」大都由當

地居民買單，無形對當地居民也是另一形式的經濟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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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質社會層面：社會文化影響，可以從：「價值系統、個人行為、家庭關

係、集體生活型態、道德行為、創意表現、傳統慶典及社區組織發生改變

的一個歷程。」(Milman & Pizam, 1988)層面來討論。新移居住民與當地

住民間，因語言、生活形式、文化、價值觀與認知的不同，也會對實質社

會形式如家庭關係、集體生活方式、個人行為、傳統儀式與社區組織等造

成影響。

三、小結

綜合上述學者認為都市蔓延的形成因素，本研究以實質與非實質二大構面來

歸納形成都市蔓延的原因：

(一)實質因素：

1.政府政策因素：土地使用管制的內容、交通政策、住宅政策等。

2.經濟因素：人們所得收入的改變、運輸成本的降低等。

3.社會因素：公共設施的品質、市中心提供的開放空間、科技進步等。

(二)非實質因素：

1.投機者的心理因素：土地所有人對於未來發展的預期心態，使得投機者持

有郊區土地、農地，等待開發時機，造成了都市蔓延的情況。

2.人們偏好選擇因素：市中心房價的現實因素，導致人們對於郊區環境的選

擇在郊區購買較便宜之私人土地以享受舒適的環境，而移居至郊區生活。

基此，在快速都市化後，都市蔓延產生的移居現象，成為一個趨勢。顯然移

居的成因非常重要在於運輸效能的提升與土地價值的差異化；然而社會層面的衝

擊，則是後續必然面對的課題。此即本研究嘗試藉由美濃的發展現象，探究新移

居住民與美濃原有住民的認知差異，探究移居問題、影響及可能解決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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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鄉村聚落發展與變遷

一、鄉村聚落發展的永續性

鄉村地區不論是資源特性和社會組成與都市地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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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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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發展朝向「地方化環境」的建構和資源的開發，藉地方化重視和差異化

形成，回應全球化的衝擊與連結。為兼顧鄉村地區的機能網絡概念，並解決鄉村

規劃單位經常面臨鄉村地區規劃和開發存在的發展與資源永續的問題，鄉村的

「生活品質」議題，成為探討與擬提對應策略的方法(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0)。

而從地區競爭力的角度來推動鄉村地區的發展，主要考量全球化經濟競爭壓

力、消費市場變遷、及農業不再是鄉村地區經濟活動的唯一或主要選項。反倒是

鄉村產品與服務在快速都市化與工業化後，因市場需求的轉向，轉變對優質地方

特產、鄉村產業文化、鄉村生活空間、休閒與特有的文化等多元需求，成為鄉村

地區發展的機會。

1990 年代以後的中國鄉村研究，也開始重視鄉村經濟、鄉村文化及鄉村空

間等鄉村資本議題，積極處理中國鄉村快速變遷問題(周心琴、張小林，2005)。
顯然鄉村地區發展的問題，不再是經濟的競爭力議題，對於鄉村地區的文化保存

與社會價值觀的延續，必須加以重視，而相對提升競爭力的知識基礎，也必須受

到關注。

鄉村社區的永續發展，除了經濟面的關鍵在鄉村居民就業的機會，提升鄉村

經濟活力，在社會文化面，更應著重社區的人力資源、提升鄉村社區的生活機能

和創造鄉村的多元文化(王俊豪，2003)。鄉村地區，從過去以產業、農村經濟及

土地開發為主，到近年來注重鄉村景觀美化、鄉村旅遊及永續發展，更深入到社

會發展的部分，已然是鄉村永續的關鍵。

此外，Bryden(1998)指出，一個鄉村地區(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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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應立基在有形的或無形

的不可移動資源的連結基礎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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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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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發展認知影響

鄉村聚落的新遷移者，返鄉者、退休者和主動活躍新移民的移入，很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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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濃地區因交通、產業發展的改變下，使得當地社區產生衝擊。

鄉村發展對地方的影響，除正面效益和負面影響以外，不同面向的影響，許

多學者(Jud and Krause,1976；Pizam,1978；Cooke,1982；Murphy,1983；Maddox,1985)
提到，觀光發展不僅只是在經濟面向上增加獲利而言，還會增加其社會影響，如

當地生活水準及支持方面(Bachleitner& Andreas,1999)。Mathieson 與 Wall(1982)
則為實證操作執行，則將其區分為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和社會文

化(socio-cultural)等面向，雖然這三者間的界限模糊甚至重疊(湯幸芬、蔡宏進，

2005)。一般而言，觀光發展在經濟和環境面向上所造成的影響直接且明顯，觀

光發展對當地社會的影響意義更為重大，只是因作用的時間較長而容易被忽略

(Milman & Pizam, 1988; 湯幸芬、蔡宏進，2005)

社會文化影響，Milman & Pizam(1988)定義為：「觀光促成價值系統、個人

行為、家庭關係、集體生活型態、道德行為、創意表現、傳統慶典及社區組織發

生改變的一個歷程。」Mathieson & Wall(1982)也對社會文化面，定義為「因觀光

活動所引起之價值觀、道德意識、家庭關係、集體生活方式、個人行為、傳統儀

式與社區組織之改變」。Lankford and Howard(1994)為發展「觀光衝擊影響態度評

估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 (TIAS)」模型，也將觀光影響區分為環境、經濟

和社會等三個面向，社會面向，包含應鼓勵觀光發展、觀光發展改善公眾服務品

質、觀光提升生活水準、增加更多休閒機會、提供人們更多工作機會、觀光造成

當地犯罪率上升等項目。

國內學者湯幸芬和蔡宏進(2005)界定鄉村旅遊社會影響知覺內涵，包括生活

品質、規範與連帶、傳統價值和社區形象等四項。針對衝擊的內容從演化模式到

影響方式進行說明：

(一)Doxey 的模式:Doxey(1975)研究西印度群島的巴貝多與加拿大安大略省居

民對觀光的態度，以居民與觀光互動關係依時間演變分成四階段煩躁指

標，分為幸福、冷漠、煩躁、敵對階段。Doxey 的模式主要是針對同一地

區、不同發展時期，居民對觀光發展認知及態度上的差異。此分析法探討

時間上的縱向變化，主要是針對觀光開發前後，居民對觀光發展整體態度

的差異。

(二)Butler 的模式：Butler 應用 Bjorklund 和 Phibrick 分析兩個以上族群互動

關係的過程，發展出此架構，並研究觀光客與當地居民間的互動關係。架

構將兩者的互動關係依主動到被動，及正面到負面互相交叉而成，分成四

個類型的居民，分為：積極促進與支持觀光客的活動、沉默的接受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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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的活動、沉默的接受但反對觀光客的活動、積極反對觀光客的活

動。這四類居民在一地區會同時存在。亦利用一地區觀光發展的程度，來

測度居民態度的改變，定義以下六個循環階段，如：1.探查階段、2.涉入

階段、3.發展階段、4.鞏固階段、5.停滯階段、6.衰退階段或復甦階段(陳明

川，2003)。

(三)Lankford 模型：Lankford(1994)的觀光發展態度模式說明旅遊地區觀光發展

後產生的觀光發展影響，受到居民態度調適變項的影響，居民對觀光發展

之態度，有助瞭解居民對觀光發展所抱持的各種態度(劉曄穎，2002)。

一般觀光在經濟及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較為直接且明顯，鄉村發展對當地社會

及文化的影響意義重大，因其作用時間較長而不易引起注意，近年來人民意識已

逐漸抬頭，使社會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已越來越受重視。Pizam and Milman 將觀

光的社會文化衝擊定義為：「觀光促成價值系統、個人行為、家庭關係、集體生

活型態、道德行為、創意表現、傳統慶典及社區組織發生改變的一個歷程。」；

另 Mathieson & Wall(1982)對社會影響之定義為「因觀光活動所引起之價值觀、

道德意識、家庭關係、集體生活方式、個人行為、傳統儀式與社區組織之改變。」。

此外，Lankford(1995)也將觀光衝擊分為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而社會面他

提及「應鼓勵觀光發展、觀光發展改善公眾服務品質、觀光提升生活水準、增加

更多休閒機會、提供人們更多工作機會、觀光造成當地犯罪率上升…等」。由以

上項目了解，社會衝擊除了實質的項目外，仍需要注重價值觀、認同感、生活型

態、與社區組織等方面。

Cohen(1984)指出，觀光發展對社會影響的主題，主要有十項：1.經由觀光的

發展，當地社區的福祉也越仰賴外來性。2.人際關係：當地人際的穩定性受到破

壞，形成個人化的增加，壓力及衝突產生。3.社會結構：使當地社會組成的基礎

改變，變成以經濟主導，原本單純及傳統的社會，變成商業化或商品化為中心的

社會。4.生活節奏：會影響當地社會的和諧，影響農業社區的生活方式、影響家

庭的生活節奏。5.遷移及就業：影響到人口的遷移，包括穩定當地人口減少流出、

吸引勞動人口的移入。6.婦女就業：勞力在性別間的分配問題，許多女性就業改

變其經濟地位，影響其家庭生活。7.層化：觀光發展改變層化的標準，由傳統的

注重個人出身或階層榮譽，轉為金錢為重的經濟主導。8.權力的分配：造成社會

衝突的增加。9.脫序行為的增加：如偷竊、乞丐、色情及詐欺行為增加。10.風俗

習慣及藝術影響：當地風俗習慣及藝術導向商業化。

Richardson(1991)更提到觀光能提供遊客與居民文化交流的機會，也提升當

地生活水準，增加遊憩機會，增進居民的文化認同，提升對歷史文化遺跡保存的

要求(李政修，2003)。

鄉村的永續發展，則有賴當地住民的有意願參與(引自 Briedenhann and
Wickens, 2004；Wilson et al., 2001)。又因為，當地住民是鄉村發展之負面影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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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也最直接的承擔者，因此，以當地住民為主，解析其對鄉村發展所產生之文

化影響的態度與認知，當然相對來的重要。

三、社會認知影響與社會資本之關係

當前鄉村發展的討論焦點，已從單純的經濟利益，轉為對社群居民參與及其

態度面向的重視(Lankford and Howard,1994)。政策也不應該僅由政府組織所決

定，應該整併包含當地企業和社群居民等的意見(引自 Briedenhann and Wickens,
2004；Wilson et al.,2001)。

經過上述文獻討論，可以得知鄉村之社會文化影響的意義與重要性，同時也

發覺到社會文化影響內涵，除生活水準提升、休閒機會增加等實質內涵外，也應

注重如價值觀、認同感、生活依附與社區組織等方面內涵。這些概念以往研究很

少被討論，在實際案例的操作過程中也很容易被忽略，致使很多地區的觀光發展

產生停滯的情形，社區和當地住民的需求被忽視，社區夥伴間缺乏互動與信任，

因而引發許多與當地居民間的利益衝突與抗爭情形，致使許多規劃工作無法獲得

推動(郭瑞坤和王春勝，2004)。

社群與居民的支持，是地方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影響整體地方發

展策略與作為推動的成效。故在對於當地居民的認知與價值觀，以及彼此相處互

動方式形成緊密關係，透過了解當地居民對於地方發展現象與議題、政策的看

法、公部門與居民的協調程度，彼此是否建立互惠關係與共識，是引領此成功要

素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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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依附與地方識別

為復甦和刺激邊陲鄉村地區的發展，歐洲國家和歐盟政策，通常傾向一個鼓

勵由下而上，將地方文化資源商品化的思考(Jenkins et al., 1998)，這些概念的落

實，因此，造就每個地方的特殊性與區隔。一個強調以地方領域之文化資源為核

心要素，透過地域社會由下而上的合作、組織和運作，來帶動鄉村經濟再發展的

生產過程，此即，Massey 所強調「地方性(locality)」概念的呈現：「地方性，當

然是特殊的，它的困難，在於對差異性(differences)的理解與認知」(Massey, 1994)。

地方性，因此是強調一個地方領域特殊性與空間區辨的重要論述。地方性的

意義與內涵，則誠如 Watts(1991)所指出，因為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許多原來個

別獨立且具不同特性的地方，因新舊空間、資源、文化和經驗的緊密，重新給予

地域的特質，進而促進再生和重構地方場域、地方性和差異性。地方性，因此是

各地方領域，在全球變遷所帶來的空間競爭過程中，競爭和重構經濟的核心要

素。過程中，在地方性概念中，空間區辨的重視與開創是一個重要的方向，此概

念也如 Growth(2000)所強調，經濟面向是貼在空間上的，所以當有什麼樣的空間

時，就會創造什麼樣的經濟，轉而對「空間的經濟(economies of space)」的重視。

地方性，因此是一個地方領域整併資源，重構地方差異性和場域的過程。過程中，

則特別強調與地方的緊密連結與互動關係的建構。換言之，透過地方領域的互動

關係，來創造空間的特殊性與區辨性，這樣的概念，如同晚近區域發展理論對非

經濟因素之制度(institution)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視與強調 (Loan and
Swanstrom, 1990；Amin and Thrift, 1994；Storper, 1995；Storper and Scott, 1995；
引自 Rose, 1996；Putnam,2000:411；引自 Bærenholdt and Aarsæ ther,2002:155)。
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歸納地方性的核心要素：

一、地方依附的意涵

一個地方或城市經由歲月的累積，變成歷史上的著名景點，不僅是因為它長

時間存在於一個相同的位置，還要包括與過去事件的累積而成，而成為人們心中

的一部份。因此，地方不是地圖上的標示，而應該是人們看待一個有意義、有感

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並令人感受到是特別有意義的。

人與環境或景觀的關聯，隨著升學、工作或旅遊不斷的與地方產生互動，進

而產生對地方的依附(Relph, 1976)。地方依附感源於個人與環境產生特殊的情感

與記憶的經驗，並與地方的物理條件和環境，產生情感和評估的知覺反應

(Stokols & Shumaker, 1981; Williams et al., 1992)。

人對於地方的整體經驗並非由個別的感受形成，而是長時期的許多經驗的記

憶與地方的內在經驗、外在世界和社會參與的結果。經由這種長期感受對地方產

生深刻意義的地方感，基本上每個人形成地方感的事物不盡相同，即使居住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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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區的人和人之間，亦有地方感間的差異，每個人構成的地方感都是獨特的累

積。而形成地方依附感的因素或特徵包含(陳慧蓉，2006)：

(一)能夠引起強烈情感反應的地方。

(二)一個可以顯示個人的身分或信念的地方。

(三)地方可提供個人一個可控制、隱私和寧靜的感覺。

(四)穩定個人與社會關係間交互作用的地方。

因此，聚落形成的地方意識最重要的內涵之一是地方感，地方感的形成和地

方意識的凝聚，是透過人的意向和經驗所累積而成的，每一個人對地方經驗與觀

點殊異，對於生活在同樣地方的人所建構出來的地方感也不同，在地方意識的凝

聚過程中，村民的生活共同體是建立在大家的共識之下來建構。（許光廷，2002）

二、地方依附的構面

Hammit & Cole(1998)指出使用者與地方特質連結的情感有關，依強度與特

質不同而形成地方依附的五個面向，地方依附面向隨著連結強度與連結特質的程

度由淺至深，從熟悉感到長期持續性的根深蒂固感（如圖 2-1 所示）。而 Hammiit
等人(2004)以使用者經驗、地方連結與資源替代性的研究，去驗證了五個面向組

成的地方依附感。五大面向定義與內容說明如下：

(一)地方熟悉感(Place Familiarity)

在遊憩地點，人與地方會從熟悉感開始發展。個人與地方情感的連結會

將遊憩地方延伸為"他們的地方"、"最喜愛的地方"，這反應出一種地方依附、

情感情結、地方感、或是一種歸屬感，熟悉感來自於人們對遊憩地區的熟悉

與安全感，並經由個人記憶與經驗的累積對地方認知與了解。

這種相似或熟悉的經驗過程，當人們決定或選擇遊憩地點時，對地方的

熟悉感很容易浮現出來，因此會重複的拜訪一個地方。具有地方熟悉感的人

可以區分清楚地方的差異，並比較與其它地方之不同(Roberts,1996)

(二)地方歸屬感(Place Belongingness)

當記憶與經驗的增加，人們感覺是屬於這個地方，並視為自己是這個地

方的一份子，融入當地的資源中，即產生了地方歸屬感(Milligan, 1998)。地

方歸屬感與地方的社會層級有關聯，歸屬感會讓個人覺得是屬於這個社會的

一員，像擁有「會員身分」一樣。

(三)地方認同感(Place Identity)

從事活動時，因重複探索地方與情感情結的過程，而產生自我認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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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連結強度與連結特質的增加，個人記憶與經驗愈強烈，於是透過自我對實

質環境的關係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理想的複雜模式，藉以個人的身分認同形成

對地方認同。在藉由信仰、偏好、感覺、價值、目標與行為的過程中，由自

我認同延伸至社區、社會或地方的認同感，是以，地方認同是一種心理層面

的感受，是一段時間經歷和經驗的過程後產生的情感和象徵上的意義，是個

人對於自然環境譇同的自我面向。(Williams et al., 1992)

(四)地方依賴感(Place Dependence)

當地點可以滿足使用者特定的需求時，地方就會產生地方依賴感，而且

一個地方的獨特性是可以引發個人對於地方的情感上的依賴。

(五)地方根深蒂固感(Place Rootedness)

在一個地方長時間從事休閒活動，會使使用者想要擁有和定根在特殊地

點；當人們變得想要停留此地，甚至想要擁有這個地方，就不會想去找尋另

一個替代地點從事活動(Hay, 1998)。造成這種情感的重要特徵，是從地方功

能性依賴的延伸，使用者對於地方使用狀況變成非常注意，並將特殊的情感

會投注在特定的地方，這種強烈的情感即為圖中金字塔分類的上層部份-地方

根深蒂固感。

資料來源：Hammit ＆ Cole(1998)，引述陳慧蓉(2006)

圖 2-1 地方依附感之五大構面圖

三、地方識別與符號

人們對地方因長期的接觸，而有了識別的能力，並在一個熟悉且特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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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產生安全感。在長期涉入地方的事件後，個人便會對環境做出各種不同的心理

反應與回饋的作用，是一種心理特徵或表現，即對地方的認同和歸屬的情感連

結。若不能識別環境的關鍵向度與組織視覺元素，地方對人們來說是毫無意義可

言，更不會產生情感的依附(陳慧蓉，2006)。

隨著強調全球競爭力下市場開發效益的壓力，高度均質化與標準化的都市發

展趨勢，導致曾經在地方生活紋理與地域風貌中扮演建構文化認同角色的地方性

有形文化資產逐漸被棄置、閒置。而針對提升農村地區部分，應結合社區參與，

深入瞭解社區居民之需求，充分利用當地人文資源，整合生態、景觀、生活、產

業發展與社區文化等元素，參酌社區居民意願及尊重專家學者之意見，建構社區

發展願景，建設兼有產業、人文、自然生態及地方特色之農村社區。

建構在居民日常生活的社會脈絡而言，地方性有形文化資產不僅做為扮演著

歷史見證性的角色，承載著淳厚的地方集體生活經驗與記憶內涵，更在當代全球

化氛圍下，引導人們對於時間與空間的認知感受，幫助人們尋找生活中的歷史定

位，並且協助人們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做為當地文化認同的基礎。並引導社區

居民採由下而上方式，透過社區工作坊、討論會等方式，了解當地居民需求，形

塑彰顯當地農村特色及精神之識別意象，對內凝聚社區意識，使社區居民有認同

感，對外彰顯當地特色意象與精神。



21

第三章 美濃客家聚落文化變遷

「美濃』，一個純樸的客家小鎮，鎮民以務農為主，也是農業大鎮，經歷日

據殖民、民國時代，從歷史沿革、生態環境、各式豐富的客家文化，處處可見客

家人在當地所印下、遺留下的痕跡，為大眾訴說著關於美濃客家文化的點點滴滴。

第一節 美濃客家聚落與產業變遷

美濃客家聚落的形成與變遷，依據美濃鎮誌(年代)記載，可以追溯至清康熙

六十年(1721 年)，廣東嘉應州所屬鎮平、平遠、興寧、長樂、梅縣等地移民至南

部地區，建立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形成「六堆」部落，定名為「瀰濃」。瀰

濃庄建立後，這是台灣南部一個新的客家人生活發展空間。從歷史脈絡來看，客

家聚落的形成與變遷，主要歷經清領六堆客家拓荒階段、日據南隆地區墾拓階段

和滇緬義胞村墾拓階段，形成目前美濃鎮的聚落空間結構；其後，美濃聚落的發

展變遷，係架構在該聚落空間結構下，從地方產業的發展軸向，主要劃分為 1990
年代以前的農產時期，以及 1990 年代以後的文化觀光時期。簡要說明如下：

一、美濃客家聚落變遷

(一)清領六堆客家的拓荒階段

乾隆元年(1736)，屏東客家六堆(六個保衛家園的義勇軍營隊，客語堆是隊

的諧音)的右堆(右先鋒)統領，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人林豐山、林桂山率領約四十

餘客家移民，從阿里港(屏東里港)越過荖濃溪到美濃靈山山麓，在瀰濃河、羌

仔寮溪、竹子門溪交會附近建立聚落，背山面水沿著美濃溪北畔建立二十四座

夥房，開拓永安庄(美濃最早的聚落)，從事墾殖，為美濃開拓之客家始姐。

「瀰濃」乃日治時代改稱前的美濃舊名。當時的瀰濃平原是個封閉的地

形，對外交通不便，平原的西邊旗尾、蕃薯寮是閩南人的庄頭，瀰濃庄民當時

常與他們發生衝突。過荖濃溪南邊的六堆聚落是同文同種的鄉親手足，也是求

生存時的戰友，但是荖濃溪阻隔，來往著實不便。

北邊由橫街出北柵門越過瀰濃山至楠梓仙，再從這裡過楠梓仙溪，經羅漢

門往臺南府城，交通也不方便。水路方面從南柵門，將要輸出的米糧物資用竹

筏搭載順瀰濃河而下，至東港運往大陸原鄉販賣，日常所需而本地沒有的物品

則順便載運回來。

此階段的客家聚落，主要聚集在現今的瀰濃、龍肚、九芎林、竹頭背、中

壇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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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據南隆地區北客南移墾拓階段

南隆地區包括現今吉洋、吉東、吉和、清水四里，以及獅山、龍山、德興、

中壇等四里之一部分，加上行政區力隸屬旗山的廣福里。1909(明治 42)年，三

五公司負責人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的名義，向台灣總督府提出開墾此廣大平

野的申請。在後藤新平大力支持下獲得批准，除了將廣大原野地劃入農場範

圍，更說服農民將祿興、中壇、德興等里的部分私有地賣給農場。使得南隆農

場擁有土地面積多達四千甲以上。

1911(明治 44)年，農場成立後，因當時三五公司是「強制」徵收當地人的

土地而後放租給當地農民，農民反抗意識高漲，不願意承租當初被強制收購走

的土地，使得日本人轉而向其它地區招募佃農來此墾荒；此時，生活環境困頓，

但卻能吃苦耐勞的新竹州境(今桃園、新竹、苗栗地區)客家人，在優厚條件的

吸引下，南遷移民進入南隆地區拓墾。

三五公司來到南隆開墾農場，除招募新竹州境客籍佃戶，另外還有來自高

樹、內埔、竹田的六堆客家人，以及岡山、田寮、旗山一帶的閩南人。短短一、

二十年間，湧入的墾戶移民分散聚居在農場各地，入墾的移民均以茅草搭蓋的

草寮暫時棲身，因此各地聚集的墾戶所形成的部落多以「寮」字命名。其形成

的聚落共有吉洋、上溪埔寮、中溪埔寮、下溪埔寮、外六寮、九寮、大頂寮、

上九寮、內六寮、下九寮、二十一隻屋、四隻屋、和興庄、上清水、下清水、

八隻寮、五隻寮、五穀廟、三降寮、十穴等 20 處。由此可以清楚的瞭解到，

目前在南隆地區保留著許多帶有「寮」字的舊地名，在墾拓初期，是有著極為

深刻且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意義。

(三)民國滇緬義胞村墾拓階段

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一些駐守在雲貴地區的國軍部隊

退守滇緬邊界，過著打游擊的生活。緬甸政府屢次反映到聯合國，在聯合國的

調解下，由國防部安排經由泰國輾轉返抵台灣。民國四十八年(1959 年)，從滇

緬邊區撤回的異域孤軍一部分被安置於吉洋里的荖濃溪河床地開墾，形成義胞

新村，更增添了民族色彩。一直到民國五十年(西元 1960 年)部份的滇緬義胞

正式移住至位於美濃的精忠、成功兩個新村。

荖濃溪溪畔的滇緬義胞村，位居美濃鎮最南端，分散成四個村落，其中精

忠、成功兩個新村隸屬美濃鎮行政區，而信國與定遠二個新村則劃入屏東縣里

港鄉管轄。從村落房舍的設計建造、村民的遷移安置到生活起居的輔導與照

顧，都由行政院退輔會負責。

本區是美濃最晚形成的聚落，也是美濃鎮墾拓史上最富特色的村落。這群

最晚到達美濃的移民，其語言、風俗習慣以及生活方式與鄰近居民有顯著的差

異，在移墾初期時有衝突。為了安置這群義胞，政府強行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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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早期的移墾者因而憤憤不平，常常有械鬥之事發生。經過一段時間，透

過婚姻締結、經濟嘉惠，經由衝突調和到融合，現在這個地方的居民與鄰近村

落的人時常往來。

二、美濃客家聚落產業變遷

前述三個階段形成美濃聚落的空間結構，是南部客家人聚居生活的主要場

所。隨著歷史的演進，日常生活、信仰、工作、學習等活動的軌跡與紀錄，逐漸

積累形成客家的文化表徵與資產，從伯公、水圳、菸樓、廣善堂、三山國王廟、

二月戲、敬字亭、夥房客家建築…等，奠定文化觀光的基礎。

(一)1990 年代以前農產經濟

美濃的產業結構，依據台閩地區工商普查和高雄縣統計要覽資料發現，美

濃鎮的主要產業以一級產業(農林漁牧)為主，佔全部就業人口 60%，得知一級

產業在美濃鎮產業經濟發展結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農產業，一

級產業中從事農作高佔 90%以上。主要的農產為稻米，除稻米外，1939 年美

濃成立菸草輔導站，開始菸草種植，在政府推動菸草專賣與協助外銷的助益

下，菸作面積迅速擴張。1970 年代以後，「菸城」逐漸被用以指稱菸葉種植面

積達國台之冠的美濃，70 年代中期，種菸面積達最高峰，往後 10 年間，美濃

菸葉產量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是台灣重要的菸草種植區。(美濃鎮誌，1997)。
2003 年菸草種植面積達 465.4 公頃，產量 1099.2 公斤，因政府推動菸害防治

政策影響，逐年減產並轉作其他高經濟作物。

表 3-1 美濃鎮產業結構變遷一覽表

年次 美濃總人口
總就業

人口數
一級產業 比例 二級產業 比例 三級產業 比例

1971 58,363 27,282 18,640 68.32% 1,482 5.43% 7,160 26.24%

1976 57,888 29,815 20,274 68.00% 2,644 8.87% 6,897 23.13%

1981 54,713 31,093 19,738 63.48% 3,997 12.85% 7,358 23.66%

1986 51,931 32,242 16,222 50.31% 7,234 22.44% 8,786 27.25%

1991 50,668 33,423 20,930 62.62% 5,240 15.68% 7,253 21.70%
註：1991 年以後的台閩地區工商普查，因調整調查和統計項目，故無法獲知三級產業結

構比例。

資料來源：1.台閩地區工商普查；2.高雄縣統計要覽

(一)1990 年代以後文化觀光產業經濟

90 年代以後，隨著經濟成長和休閒旅遊趨勢風潮，以及政策上對休閒農

業、文化產業和觀光的推動，驅使豐富客家文化底蘊的美濃鎮，朝休閒觀光、

文化旅遊方向發展，不僅規劃旅遊景點，推動紙傘、陶窯業等文化產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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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漫遊路線與文化活動的舉辦，豐富文化觀光內涵。近年，更結合休閒農業

與體驗經濟發展，指導農民栽種白玉羅蔔，提高農作產品的附加價值，以及觀

光發展的吸引力。在此文化觀光推動下，二、三級產業人口也逐漸攀升，使美

濃產業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轉向，特別是國道 10 通車，可及性的提高，更使美

濃鎮成為大高雄地區的後花園，鄉村旅遊成為美濃鎮一個新的發展型態與新契

機。

「…白玉蘿蔔是這樣的，蘿蔔在農村很短期，而且白玉蘿蔔是美濃特有能夠
做為區隔的條件。也因為它容易種，不容易造成老人勞動力的負擔，但也因
為它容易種價格也沒辦法太高。這時候我們就會去想如何加工這方面的，建
立品牌與行銷體系，建立白玉蘿蔔與美濃的品牌做關連…美濃現在有一個紅
白對抗，有點像日劇時期，紅豆與白玉蘿蔔對抗，假設今年大家覺得白玉蘿
蔔好大家就種白玉蘿蔔…」(受訪者溫先生，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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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濃客家文化資產

美濃鎮具有鮮明的客家文化意象，隨著客家聚落的發展變遷，逐漸累積具有

歷史傳承與觀光價值的客家文化資產，可以推升地方文化產業與文化觀光發展。

廣義的文化資產包含人文地景(古蹟、文物館、聚落建築、地標、景點等)、人文

資產(祭祀儀式、民俗技藝、文化精神與價值等)、主題文化活動、地方文化產業

等，是美濃聚落文化觀光發展的重要基礎。以下簡要說明：

一、人文地景

美濃具有豐富的客家文化底蘊。客家生活的歷史過程，刻劃出許多的人文地

景。具人文內涵有東門樓、敬字亭、菸樓、美濃老街、夥房、客家文物館、天后

宮、鍾理和紀念館、自行車道、紙傘文化村、里社真官伯公、伯公壇、竹子門發

電廠、永安聚落(包括百年公井、南柵門渡船口、宋屋白馬名家、曾文忠夥房畫

室、林春雨夥房門樓、錦興藍衫店、東門庄頭伯公壇) 、獅子頭水圳與水橋；具

自然生態內涵黃蝶翠谷、雙溪熱帶母樹林、中正湖、月光山、雙峰山、靈山、獅

形頂等，以及產業經濟內涵的菸作與稻作地景。

近年，更搶搭單車漫遊的旅遊趨勢，推動單車一日遊，享受客家人文地景與

環境，2001年，美濃鎮公所開闢祿興里到竹子門水力發電廠的獅子圳自行車道，

2005 年高雄縣政府觀光交通局向中央爭取3,000 萬元，配合當地田園景緻、人

文與自然地景、傳統聚落、地方文化產業與美食等特色，和當地業者合作，規劃

七條全新的單車路線，完成環鎮的自行車道動線，並以象徵幸福的彩虹命名，以

紅、橘、黃、綠、藍、靛、紫等七種顏色標記單車步道，以悠遊慢活單車方式來

探索「美濃之美」。七條單車步道，全長40 公里，每條路線長度從4 公里到9 公

里不等，包含古蹟、民俗、親水、文學、水圳、宗教、鄉土等七大主題路線，讓

遊客徜遊在美濃多元且豐富的人文特色與自然風情。七大路線簡要說明如下：

(一)紅線「古蹟之旅」：途經「東門樓-錦興藍衫店-美濃舊橋-粄條街(美濃第一

街；永安老街)-里社真官-德勝公-敬字亭」等百年古蹟；全程 4.7 公里，一

場歷史古蹟與文化嚮宴。

(二)橘線「民俗之旅」：從「敬字亭出發，經美濃民俗村-福安街老聚落-美濃窯

-旗美義民廟」；全程 5.4 公里，呈現美濃客家文化民俗文化與風情。

(三)黃線「親水之旅」：親親綠水，環「中正湖」路線；全程 5.4 公里，春天

賞泰安、民權路交叉口的大波斯菊花田，搖曳生姿，冬天觀中正湖候鳥。

一場生態之旅。

(四)綠線「文學之旅」：美濃人文薈萃，從「廣興里大榕樹圓環」出發，至黃

蝶翠谷，途經文學家鍾理和紀念館、雙溪熱帶母樹林」；全程 4.1 公里，

感受文學氣息的同時，也能體驗自然生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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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藍線「水圳之旅」：體現農業和水的關係與文化，從美濃永安老街的「立

農之水」碑記出發至國家級古蹟「竹子門發電廠」，途經「美濃水橋-原鄉

緣紙傘文化村」；全程 9 公里，觀覽美濃農業水圳風光和紙傘產業文化饗

宴。

(六)靛線「宗教之旅」：從「美濃客家文物館--沿月光山麓--旗美義民廟--廣善

堂--牛角灣--美濃窯陶藝--客家開基伯公廟」等；全程 6.4 公里，享受客家

文化與宗教民俗之旅。

(七)紫線「鄉土之旅」：途經「詹家夥房--龍肚國小自然生態園區」；全程 5.1 公

里，參觀客家傳統家族建築特色的夥房及自然生態園區。

二、人文資產

人文資產特別指無形的文化精神、價值、儀式與技藝。美濃鎮的人文資產有

字紙祭、二月祭、客家八音、傳統技藝(紙傘、菸草、拉陶…)、勤奮、節儉、友

善和團結的客家人特質、濃厚的愛鄉情懷、客家文化傳承(母語、慎終追遠..)、
客家農村聚落象徵、客家粄條與小吃等。

三、主題文化活動

文化節慶與活動的舉辦，對外，可以吸引觀光人潮，帶來產業經濟效果，且

能見度提高，是最佳的宣傳行銷策略；對內，居民參與文化節慶與活動，也可提

高內部的向心力與認同，是近年各地方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美濃鎮擁有豐富的客家文化資產。高雄縣政府於1999年舉辦的「高雄縣文化

節－戀戀客鄉‧情在美濃」、2001年舉辦的「客家嘉年華會」等，內容多元豐富，

匯集客家古禮、祭典、民俗技藝、客家戲曲、客家食物料理等吸引熱絡人潮。近

年在觀光旅遊主軸策略的推動下，更積極且固定舉辦許多以客家文化為題材之大

型活動，成功吸引觀光旅遊人潮。茲將每年例行舉辦的主題活動簡述如下：

(一)聖蹟會迎聖蹟：每年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為迎聖蹟日，先在廣善堂舉辦「祭

聖人」之儀式，再由「恭迎聖蹟」牌所率領的隊伍，由小貨車跟在隊伍後，

運載年前從敬字亭中收集來的字紙灰，此一隊伍吹奏著鼓樂，由廣善堂出

發，一路走至美濃河畔，再把紙灰灑在河中，象徵聖蹟隨河流至海龍王處，

海龍王再帶歸天庭玉皇大帝處，灑灰前之誦經則先祈謂河伯水官相助。近

年來，為避免污染河川水源，聖蹟會依然每年送字紙，但已經改成埋在河

邊，送蹟會的意義達到了，又不致於污染河川，這項古老的習俗現在也已

經接受現代社會的洗禮(劉還月，1999)。

(二)美濃二月戲：原本於農曆二月二日擇定佳期良辰舉行一個聯合祭典，稱為

「二月祭」，後來慢慢演變成每年國曆三月二十九日國定假日清明返鄉掃

墓人最多的那一天舉辦，同時祭祀河神、伯公等神明，熱心人士並集資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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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團來美濃河邊演出酬神謝恩，稱為「二月戲」，鎮民聚集於河岸邊及美

濃橋上看戲，已成為美濃人特有的風俗。(美濃鎮誌，1997)民國五、六○
年代是美濃二月戲最興盛的時期，甚至出現過連演幾天幾夜的盛景，彷彿

成為一個特有之客家節日，是現今中、老一輩美濃人集體之記憶。進而，

部分地方人士主張將國曆三月二十九日定為「客家日」，因為客家人重視

祭拜祖先，返鄉人潮很多，這時若能以二月戲為主題，配合其他傳統戲曲、

民俗文化活動等系列活動，舉辦客家日系列文化活動，除宣揚祭拜祖先的

慎終追遠精神，復甦與傳承地方特有民俗活動，亦可為地方帶來活力及振

興動力。

(三)雙溪山谷的黃蝶祭：是台灣第一個民間社區自發的「生態祭典」，1995 年，

美濃愛鄉協進會在美濃反水庫運動期間透過美濃黃蝶祭之舉辦，訴求反水

庫興建並向壩址預定地黃蝶翠谷的黃蝶幽魂致歉，展現復育自然生態之決

心，地方因而凝聚出深刻的地方認同意識及激發出強大的動員抗爭力量。

其後，每年的 7~8 月的暑假，至今年 2010 年已持續舉辦十五屆，這十五

年來活動形式與內容逐年豐富、規模與名聲亦逐年擴張，關注焦點亦由黃

蝶翠谷自然生態復育擴大到於美濃全境內生態保育、人文環境、文化資

產、產業發展的全面關照；參與之團體亦逐年增加，成為地方自行舉辦文

化活動之良好示範，更漸漸從祭典發展成為台灣象徵生態保育之慶典活

動。

(四)美濃樂活之鄉：由高雄縣政府文化局與客家文化中心於 2010 年 2 月 27 日、

28 日舉辦之活動，主要目的為讓熱愛自行車之民眾來享受美濃的自然風光

美景。藉由四條不同性質的活動路線，分別是文學地景之旅、農產好食之

旅、傳統客家文化之旅、自然生態環境之旅，來讓參與的民眾發現美濃不

同以往的風景。

(五)美濃花海季：從 2005 年開始至今，已連續 6 年於每年春節前後舉辦美濃

花海季，主要是由高雄縣政府所舉辦，其構想為比照日本北海薰衣草田，

鼓勵農民種植最適宜美濃氣候的大波斯菊，每年吸引至美濃的賞花人潮約

20 餘萬人，讓美濃充滿了花的氣息。

(六)美濃秋豐音樂祭：由高雄縣政府所主辦，活動時間從 2005 年 12 月 10 日

至 18 日整整 9 天，主要是透過音樂祭的方式來呈現出美濃豐富的客家文

化與詩歌，以「土地、勞動」為音樂祭主題，想表達出美濃在文學、音樂

上有非常傑出的表現。除了大型舞台的演出，還有一些小型展覽，如「八

音文件展」、「黃蝶翠谷生態展」、「焦點影展」等勞工、音樂議題的影像展，

內容非常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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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文化產業

伴隨美濃鎮的聚落與產業發展變遷，蘊含文化內涵的地方產業，主要有油紙

傘、菸葉產業、藍衫藍布工藝及藍染、陶窯藝品和客家傳統米食。以下簡要說明：

(一)油紙傘：日據時期製傘技術由中國大陸傳入美濃。美濃油紙傘名氣響亮。

現今因本地製傘師傅工資昂貴、材料費日益高漲，採部分先在中國大陸製

作成半成品，再回銷美濃做最後之加工、傘面繪圖和銷售之分工模式。目

前二家「客家文化主題園區」在推廣油紙傘介紹、傘面彩繪教學活動，除

讓觀光客體驗紙傘繪畫樂趣外，更蘊含紙傘產業製作的文化內涵的感受與

傳承。

(二)菸葉產業：菸葉對於美濃而言，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圖驣，也曾經是美濃鎮

稱冠全國的經濟作物，具有時代意義。製作菸草的菸樓，一幢幢的聳立在

夥房邊、或併連橫屋結成一體、或成群環聳夥房旁，形成美濃平原非常特

殊的文化地景。

(三)藍衫、藍布工藝及藍染：美濃由於墾殖之初，深受地理環境與歷史情節的

制約，因此生活習慣大多維持原籍遠祖之文化傳統，服裝的樣式自然也承

襲了先人的習性，藍衫就是客家族群傳統服飾之代表(美濃鎮誌編纂委員

會，1997)。現今日常生活已不著藍衫，藍衫僅見於祭祀場合，或成為舞衣、

合唱團團服、戲服，或成為標榜客家風味店面所必要的圖騰裝飾之一。位

於永安老街的錦興藍衫店為美濃現今僅存之販製藍衫的店舖，也是文化觀

光之旅的重要據點。

(四)陶窯藝品：美濃陶窯業發紉於朱邦雄之「美濃窯」，他將陶藝引進美濃(美
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在「美濃窯」吸引絡繹不絕的觀光客前來後，

帶動地方陶藝發展，美濃一連出現了數家陶窯藝廠房，包括「東門窯陶藝

坊」、「陶之鄉」、「美陶坊」、「石橋窯」、「菸樓陶藝」等，美濃陶窯藝品名

聲逐漸響亮，遂有「北鶯歌、南美濃」享譽。

(五)客家傳統米製食品：稻米一直是美濃最主要的糧食作物，由稻米衍生之食

品，根據《美濃鎮誌》之記載，美濃的「客家獨特傳統米製食品」項目有

十六種之多。最有具名氣屬美濃粄條，在媒體宣傳下極具美濃客家風味，

近年隨著觀光發展，街頭巷尾都可見粄條店，最為密集的「粄條街」每至

假日更是門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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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美濃鎮文化資產一覽表

文化資產類別 名稱

古蹟與文物館

敬字亭、里社真官伯公、東門樓、竹子

門發電廠、美濃客家文物館、鍾理和紀

念館

文化地景 夥房、獅子頭水圳與水橋、伯公壇

傳統聚落

永安聚落(包括百年公井、南柵門渡船

口、宋屋白馬名家、曾文忠夥房畫室、

林春雨夥房門樓、錦興藍衫店、東門庄

頭伯公壇)

自然生態
雙溪熱帶母樹林、黃蝶翠谷、月光山、

雙峰山、靈山、獅形頂、中正湖

人文地景

農業地景 菸作與稻作地景

人文資產

字紙祭、二月祭、客家八音、傳統技藝(紙傘、菸草、拉陶…)、
勤奮、節儉、友善和團結的客家人特質、濃厚的愛鄉情懷、客

家文化傳承(母語、慎終追遠..)、客家農村聚落象徵、客家粄條

與小吃等

主題活動
農曆正月迎聖蹟-字紙祭、美濃二月戲-二月祭、雙溪山谷的黃

蝶祭、美濃花海季、美濃樂活之鄉-客家文化季、美濃音樂祭等

地方產業
油紙傘、菸葉產業、藍衫藍布工藝及藍染、陶窯藝品和客家傳

統米食等



30

第三節 美濃文化觀光發展策略的檢視

文化觀光的發展價值與影響，依據廖淑容(書)的研究指出，包含社會文化向

度(含人口的回流與再成長、公共服務的維持與改善、地方文化遺產的回復與關

懷、提高社會接觸)、地方共識的凝聚(包括空間和文化自明性)以及歸屬感

(belonging)的提升、文化觀光基盤設施的興建和文化觀光網絡的建構、以及文化

觀光的經濟價值(包括工作機會的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觀光產業的經濟收益)。
因此，近年，文化觀光逐漸成為各鄉村地區再發展的重要策略。

基本上，文化觀光必須倚賴四個基礎：(1)文化供給的吸引力；(2)社會和組

織結構(地方和區域的社會資本和特性)；(3)文化體驗；以及(4)精神和社會區辨的

滿足等。美濃奠基在豐富且多元的文化資產基礎上，具有極高的文化供給吸引

力，且近年結合文化產業的推動，舉辦系列文化活動，以及單車漫遊路線規劃，

提高文化體驗的內涵與機會，更豐富美濃客家文化觀光的吸引力。加上，美濃鎮

的社會和組織結構能量，透過美濃反水庫運動之後，積累美濃人參與公共事務的

動力，以及地域的高度認同感，地方社團組成與運作，共同催生美濃鎮的發展與

地方文化保存的使命。具有豐富的社會能量與資本。

然究竟從觀光旅遊者的角度來看，美濃鎮的文化觀光發展策略，為提高文化

觀光的吸引力和體驗，所推動的文化古蹟的維護、觀光據點的規劃與串接、文化

活動的舉辦、地方文化產業的推動…等等策略作為，是否獲得正向的評價？本研

究透過遊客問卷調查來檢視美濃鎮推動文化觀光發展的結果，作為後續規劃發展

之參考。以下簡要述明問卷調查結果：

一、問卷概述

配合 3 月份「美濃花海季」的舉辦，於 99 年 3 月 6-7 日週末假期，進行美

濃遊客的問卷調查，採立意抽象方式，一對一訪問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28 份。

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外，主要包含：

1.美濃休閒文化資源與活動的瞭解與參與

2.美濃休閒旅遊發展的潛力與吸引力的看法

3.就拜訪美濃經驗，對旅遊資訊、指標、活動、景點、宣傳、環境品質、餐

飲服務等方面的評價

二、基本背景資料

針對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進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組成、

所得、遊玩動機、再遊意願等變項的分析。茲將結果簡述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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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受訪對象中男性共有 68 名，佔總受訪對象的 53.13%；女性共有 60 名，

佔總受訪對象的 46.88%，顯示受訪對象男性的比例略高。

(二)年齡

受訪對象的年齡分佈，主要集中於三個類別，分別是 26-35 歲(共有 45 人，

佔總受訪對象的 35.16%)、18-25 歲(共有 39 人，佔總受訪對象的 30.47%)、36-49
歲(共有 34 人，佔總受訪對象的 26.56%)，顯示 92%的受訪對象為有勞動能力

並能自我照顧的青壯年。

圖 3-1 受訪遊客年齡層

(三)教育程度

受訪對象的教育程度絕大多數都在高中職以上，佔總受訪對象的

95.31%，研究所以上的學歷在 128 個樣本中有 15 位，所佔比例為 11.72%。顯

示了此次的受訪對象，教育程度有一定的水準。

圖 3-2 受訪遊客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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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

受訪對象的職業為學生者共 35 人，佔 27.34%，其次為服務業共 23 人，

佔 17.97%。其他依序為軍公教(16 人，佔 12.50%)、商業(15 人，佔 11.72%)、
製造業(12 人，佔 9.38%)等。

(五)一起來遊玩

受訪對象與家人一起前來美濃遊玩的有 80 人(62.5%)，而與同學朋友共同

來美濃遊玩的共有 27 人(21.09%)，會獨自前來美濃的遊客在 128 個受訪對象

中，僅有 3 人。

圖 3-3 與受訪遊客一起來

(六)小孩數

受訪對象沒有小孩的計有 88 人，佔了受訪對象的 68.75%，其次為擁有 2
個小孩的為 15 人，顯示受訪對象大多數皆無小孩。

(七)家庭月收入

受測樣本的月收入所得，以 3-7 萬元最多(有 51 人，佔 39.84%)。此外，

每月收入超過 7 萬元以上的受測樣本共有 38 人，顯示高薪階級的受測樣本在

此次的問卷樣本分佈中，亦不在少數。

(八)到訪美濃頻率

第一次到美濃觀光遊玩的受訪對象計有 22 人，佔了總受訪對象 17.19%，

而平均每個月都會到訪美濃的遊客共有 36 人(28.13%)，其他者為半年以上來

訪一次的為 70 人，顯示了美濃是個值得觀光的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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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受訪遊客參訪頻率

(九)主要動機(複選)

受訪對象會到訪美濃的主要動機，有 68.75%是前來休閒散心，而有 17.97%
的受訪對象會選擇美濃做為家庭聚會的場所，問卷結果表示美濃是個相當適合

休閒、與人聚會的場所。

圖 3-5 受訪遊客參訪動機

(十)個人意願

在 128 個受訪對象中，有 96 個人願意再回到美濃來觀光，顯示出美濃是

個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到訪的觀光地點。

(十一)來自何處

到訪美濃的受訪對象，有 75%來自南部，計有 96 人，北部與中部共計 29
人，東部亦有 3 人，顯示美濃的遊客主要是以南部地區的民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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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訪遊客基本資料表

背景變項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男 68 53.13%性別 女 60 46.88%

18-25 歲 39 30.47%
26-35 歲 45 35.16%
36-49 歲 34 26.56%
50-64 歲 10 7.81%

年齡

65 歲以上 0 0.00%
國小(以下) 0 0.00%

國中 6 4.69%
高中(職) 35 27.34%
大專院校 72 56.25%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15 11.72%
軍公教 16 12.50%

農林漁牧 0 0.00%
商業 15 11.72%

工業或製造業 12 9.38%
自由業 7 5.47%
服務業 23 17.97%
學生 35 27.34%
家管 7 5.47%

無 (待)業 4 3.13%

職業

其他 9 7.03%
家人 80 62.50%

同學朋友 27 21.09%
配偶情侶 8 6.25%

個人 3 2.34%
一起來遊玩

團體旅遊 10 7.81%
沒有 88 68.75%
1 個 13 10.16%
2 個 15 11.72%
3 個 5 3.91%

小孩數

4 個以上 7 5.47%
0-3 萬元 39 30.47%
3-7 萬元 51 39.84%

7-10 萬元 25 19.53%家庭月收入

10 萬元以上 13 10.16%
第 1 次到訪 22 17.19%
每月 1 次 36 28.13%
半年 1 次 27 21.09%
1 年 1 次 18 14.06%

到訪美濃頻率

多年 1 次 25 19.53%
休閒散心 88 68.75%
家庭聚會 23 17.97%
文化體驗 8 6.25%
知識之旅 15 11.72%
造訪親友 5 3.91%

主要動機(複選)

順道經過 7 5.47%
極高意願 26 20.31%

願意 70 54.69%
有機會 32 25.00%

不太可能 0 0.00%
個人意願

極不可能 0 0.00%
北部 16 12.50%
中部 13 10.16%
東部 3 2.34%來自
南部 96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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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內容分析

(一)遊客所知道的主題活動

在對於遊客所知道美濃的主題活動調查結果發現，美濃花海季與美濃樂活

之鄉是最為遊客所知的主題活動，人數分別是 75 與 70 人；而美濃二月戲與農

曆正月迎聖蹟，則是超過 9 成以上的人都不清楚有這項活動。

表 3-4 遊客所知道的主題活動

不知道 知道
遊客知道的主題活動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農曆正月迎聖蹟 91.41% 117 8.59% 11
美濃二月戲 92.97% 119 7.03% 9
雙溪山谷的黃蝶祭 70.31% 90 29.69% 38
美濃樂活之鄉 45.31% 58 54.69% 70
美濃花海季 41.41% 53 58.59% 75
美濃秋豐音樂祭 84.38% 108 15.63% 20

(二)遊客對於主題活動的參與

承上，有 42.97%的遊客，曾經參與過美濃花海季，其次為美濃樂活之鄉，

有 27.34%的人參與過。而美濃二月戲與農曆正月迎聖蹟，則是僅有 3 人參與

過，表示這二項主題活動是較鮮為人知的。

表 3-5 遊客參與過的主題活動

沒參與過 參與過
遊客參與過的主題活動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農曆正月迎聖蹟 97.66% 125 2.34% 3
美濃二月戲 97.66% 125 2.34% 3
雙溪山谷的黃蝶祭 86.72% 111 13.28% 17
美濃樂活之鄉 72.66% 93 27.34% 35
美濃花海季 57.03% 73 42.97% 55
美濃秋豐音樂祭 93.75% 120 6.25% 8

(三)遊客所知道的景點

針對遊客所知道的美濃景點調查顯示，美濃民俗村、原鄉緣紙傘文化村與

美濃客家文物館是最為人知的三個觀光景點，分別為 89.06%、67.19%與 63.28%
的遊客都知道。而超過 70%的遊客不知道美濃有敬字亭、林氏宗祠、鍾理和紀

念館、東門樓、曾文宗美術館、庄頭伯公壇、彩紅七色自行車道、靈山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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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遊客所知道的景點

不知道 知道遊客所知道的景點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美濃民俗村 10.94% 14 89.06% 114
敬字亭 82.81% 106 17.19% 22
林氏宗祠 94.53% 121 5.47% 7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32.81% 42 67.19% 86
美濃老街 50.00% 64 50.00% 64

鍾理和紀念館 74.22% 95 25.78% 33
美濃客家文物館 36.72% 47 63.28% 81

東門樓 71.88% 92 28.13% 36
曾文宗美術館 92.19% 118 7.81% 10
黃蝶翠谷 42.19% 54 57.81% 74
菸樓 64.84% 83 35.16% 45
中正湖 50.78% 65 49.22% 63

庄頭伯公壇 93.75% 120 6.25% 8
彩紅七色自行車道 83.59% 107 16.41% 21

靈山 86.72% 111 13.28% 17

(四)遊客所觀光過的景點

承上，遊客曾經到訪的景點，以美濃民俗村為最多，計有 101 人，佔總受

訪人數的 78.91%；其次為原鄉緣紙傘文化村，共有 78 人參觀過。而其他遊客

不知道的景點，相對而言，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遊客到訪過，如林氏宗祠、曾文

宗美術館、庄頭伯公壇等景點。此數據表示到訪美濃的遊客，大多都會先前往

這二個以客家文化為主題的園區，大致瞭解美濃的文化、附近的景點資訊等概

況後，再自行去其附近的景點觀光。

表 3-7 遊客觀光過的景點

沒去過 去過遊客所觀光過的景點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美濃民俗村 21.09% 27 78.91% 101
敬字亭 83.59% 107 16.41% 21
林氏宗祠 96.88% 124 3.13% 4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39.06% 50 60.94% 78
美濃老街 60.16% 77 39.84% 51

鍾理和紀念館 82.03% 105 17.97% 23
美濃客家文物館 47.66% 61 52.34% 67

東門樓 74.22% 95 25.78% 33
曾文宗美術館 94.53% 121 5.47% 7
黃蝶翠谷 61.72% 79 38.28% 49
菸樓 75.78% 97 24.22% 31
中正湖 56.25% 72 43.75% 56

庄頭伯公壇 95.31% 122 4.69% 6
彩紅七色自行車道 90.63% 116 9.38% 12

靈山 89.84% 115 10.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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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遊客認為最具觀光休閒潛力和最具吸引力的資源

最具觀光休閒潛力和最具吸引力的資源分析中，有 60.9%的遊客認為美食

小吃是美濃最具潛力的資源，有 33.6 的遊客將其排序為最有潛力的資源第一

位。

表 3-8 美濃最具吸引力的資源

排序第 1 排序第 2 排序第 3 沒勾選遊客認為最具和

吸引力的資源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民俗祭典 12 9.38% 6 4.69% 4 3.13% 106 82.81%
美食小吃 43 33.59% 28 21.88% 7 5.47% 50 39.06%
主題活動 30 23.44% 17 13.28% 10 7.81% 71 55.47%
客家農特產 11 8.59% 16 12.50% 25 19.53% 76 59.38%
客家聚落風情 8 6.25% 6 4.69% 12 9.38% 102 79.69%
生態旅遊 11 8.59% 11 8.59% 14 10.94% 92 71.88%
交通便利 0 0.00% 3 2.34% 7 5.47% 118 92.19%

農村自然田園 5 3.91% 6 4.69% 4 3.13% 113 88.28%
氣候宜人 1 0.78% 4 3.13% 10 7.81% 113 88.28%
美濃老街 6 4.69% 20 15.63% 13 10.16% 89 69.53%

(六)遊客對休閒觀光發展潛力的整體評價

有 25%的遊客認為美濃的休閒觀光發展極具潛力，而有超過 8 成的遊客對

於美濃的觀光發展整體評價是認為具有潛力的。

圖 3-6 受訪遊客對休閒潛力的評價

(七)您到訪美濃的經驗，各方面的感受與滿意程度：

此次到美濃參訪的遊客，有超過 7 成的遊客對於美濃的觀光休閒的整體評

價(72.66%)、交通道路指標導引(71.88%)、環境整潔維護與管理(70.31%)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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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而約有 5-6%的遊客對於宣傳行銷策略與遊憩餐飲服務水準覺得不甚滿

意，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表 3-9 遊客的感受與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旅遊訊息提供 12 9.38% 74 57.81% 37 28.91% 5 3.91% 0 0.00%

2.交通道路指標導引 16 12.50% 76 59.38% 31 24.22% 4 3.13% 1 0.78%

3.各式主題活動的規劃與舉辦 11 8.59% 71 55.47% 43 33.59% 3 2.34% 0 0.00%

4.休閒旅遊景點的規劃與管理 13 10.16% 65 50.78% 44 34.38% 6 4.69% 0 0.00%

5.宣傳行銷策略 6 4.69% 49 38.28% 65 50.78% 8 6.25% 0 0.00%

6.環境整潔維護與管理 16 12.50% 74 57.81% 36 28.13% 2 1.56% 0 0.00%

7.遊憩餐飲服務水準 14 10.94% 65 50.78% 42 32.81% 6 4.69% 1 0.78%

8.觀光休閒的整體評價 14 10.94% 79 61.72% 32 25.00% 3 2.34% 0 0.00%

(八)體認美濃特有的客家文化

在這次到訪美濃的旅程中，有 24.22%的人覺得能深刻體認到美濃特有的

客家文化，並能清晰的認識美濃這個地方，而 50.78%的人認為有初步的認識。

由此可知，有超過 7 成 5 的遊客，對於想要認識客家文化而言，美濃是個值得

前去參訪的鄉鎮之一。

圖 3-7 受訪遊客體認美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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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濃新住民與聚落發展

第一節 都市移居新住民與聚落發展

近年，都市蔓延為都市過度擴張發展的一種過程；而鄰近大都會的鄉村地

區，農地別墅的興建便成為都市蔓延下的一個產物。1995 年，政府提出「農地

釋出方案」，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確立農地可以自由買賣，可以興建

農舍的農地農用原則，第 16 條明定，允許耕地分割的最小面積單元為 0.25 公頃

規定，說明了土地取得的低門檻，也宣告耕地可以細分割移轉的合法性；因此，

近年，鄰近大都會的市郊地區，如宜蘭和高雄美濃，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於是一幢幢的「農地別墅」便快速地進駐，成為大台北和大高雄都市移居

人口遷移的首選之地，用相對的購地成本，享受絕佳的生活品質。正面來看，都

市人口的移居是帶動鄉村再發展的策略之一；然當這些獨樹一格且造型新穎的農

地別墅非常醒目地坐落在農田稻作中間，以高高的圍牆隔離，僅作為假日休閒度

假去處，不僅造成鄉村感的破壞，更重要的是，遺世而獨立的「宅門深院」已然

與鄉村社會之左鄰右舍的互動關係產生某種程度的衝突。因此，「農地別墅」的

社會話題不斷，每每成為關心鄉村發展之有識之志砲轟的對象。

「…雪山隧道通車前，農發條例的修法，就已經炒熱了蘭陽平原的農地價
格，當時每年平均增加三百戶農舍，主要集中在三星鄉、員山鄉、壯圍鄉等
農業地區。到了民國 95 年，雪山隧道一通車，變化更為劇烈，像三星鄉的
人口數逐年遞減，但是一棟一棟所謂的高級農舍，卻有如雨後春筍般，在田
地裡不斷地冒出頭來。「一條龍全程服務」、「買農地送木屋」，各種花樣
百出的招牌，就插在稻田裡，房地產的熱絡氣氛，可見一斑。地板上的工具、
木板和水泥，屋外的鷹架和施工的工人，就在農地上「種」著農舍。這樣的
景象讓人疑惑，農地可以一代一代傳承、一年一年滋養眾生，為什麼有人要
賣農地？…」(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農發條例發了誰？」報導，李慧
宜採訪，2008 年撥出；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圖 4-1 傳統竹圍農舍(李慧宜，2008) 高級農地別墅(李慧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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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研究架構(如圖 4-2)，延續前章美濃客家聚落發展變遷所建立的文化

資產基礎，一方面厚實文化觀光資源能量，另一方面，鮮明的客家文化資產，構

成地方自明性所強調的地方符號與識別；進而推升美濃鎮再發展，採文化觀光發

展策略和吸引都市移居的可能性。在文化觀光和都市移居策略的推動下，文化觀

光人潮進入，都市移居新住民入住置產；觀光人潮的進入，許多文獻指出確實對

環境、經濟和社會產生衝擊與影響(故不在本研究驗證範疇)；而都市移居新住民

的入住置產(農地別墅)，則可能產生鄉村地景、農產耕作和社會關係方面的衝擊

與影響，進而摧毀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地方符號與識別。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地方世紳、當地居民、地方社團、鄉鎮公所、都市移

居新住民等)意見蒐集，以及遊客問卷調查(確立遊客觀點的地方符號與識別)，以

及居民問卷調查(釐清居民所認知之都市移居新住民入住所帶來的衝擊與影

響)，驗證本研究推論「都市移居新住民的入住(農地別墅)將對美濃鄉村地景、農

產耕作、社會關係等面向產生衝擊，進而影響鮮明的地方符號與識別的建立，也

衝擊文化觀光推展的可能」。

圖 4-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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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鄉村地景變遷

肇因農地政策與相關辦法提供農地興建別墅的彈性，美濃鎮，因環境優美雅

致且人文薈萃，加上國道十通車可及性的提高等多重誘因下，早於 2000 年以前，

便有都市移居新住民以購置農地興建「農地別墅」的方式進駐美濃鎮的現象，且

因農地別墅的興建直接影響田園地貌，農地別墅的話題便受到地方居民的關切與

注意，新聞話題不斷；過程中，更有居民呼籲是否訂立「住民憲章」或「住民公

約」，但十幾年下來，依然未取得共識，使得農地別墅散落在農地中的情景更為

明顯。究竟，現在地方社團和居民對於農地別墅造成美濃鄉村地景的改變與破壞

的認知與看法為何？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來釐清。

一、農地別墅的相關報導

美濃鎮的農地別墅話題，也是話題不斷，不僅 2008 年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製作「農發條例發了誰？」專題報導指出，2000 年農發條例修正後，放寬農地

自由買賣且可興建免稅農舍，自此之後，美濃成為台灣南部農地買賣的重心。農

地別墅的興建，不僅破壞農村景緻，從事農作的宋媽媽和美濃鎮公所農業課楊孝

治不約而同指出，農舍興建將造成農業生態與農業耕作的問題。

「…老街上的粄條店、美麗的波斯菊花、純樸的農村生活，高雄縣美濃鎮，
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讓人釋放壓力的好地方。尤其，在民國 88 年、國道十
號高速公路通車以後，人們不只想到美濃玩，甚至想盡辦法住進美濃。房地
產仲介楊先生說，美濃是個山明水秀的農村，十幾年前，他自己就來買地建
屋了，現在，他還有一堆朋友等著他介紹呢！」(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
「農發條例發了誰？」報導，李慧宜採訪，2008 年撥出；引文中劃底線記號
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民國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政府打破過去的嚴格管制，開放農地
自由買賣、可興建免稅農舍，自此之後，美濃成為台灣南部農地買賣的重心。
像是美濃山系下，有山水為伴、有稻浪相隨，買賣招牌多得不計其數。」(公
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農發條例發了誰？」報導，李慧宜採訪，2008 年撥
出；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其實，更早之前，關心美濃地方發展的月光山雜誌，2000 年開始，便有許

多憂心美濃客家聚落意象、田園景緻、鄉村感和地方感，恐伴隨都市移居入住美

濃鎮興建農地別墅而消逝，而透過讀者投書方式，希望喚醒美濃鎮民對農地別墅

議題的重視。以下簡要摘錄各讀者投書：

劉子英(2000)「天佑勇敢的瀰濃人—千萬不要賣地給外地人」乙文：「…美
濃小瑞士…美濃水庫之爭即將結束，…絕不賣地給外地的人…尤其應留心注
意聰明奸巧的財團，蠶食鯨吞瀰濃的土地…」(月光山雜誌第 651 期第 4版)

徐白櫻(2006)「微笑之鄉榮譽加上美山綠水，福安地區農地價格水漲船高」
報導：「…『美濃天母』之稱的福安地區農地價格半年來上漲一倍，速度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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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福安國小附近，不少事業有成的旅外子弟，返鄉重建豪華房舍，從
外地進駐的有錢人更不在少數，各式華麗別墅林立，形成當前特殊景觀。…」
(月光山雜誌第 858 期第 1 版；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轉載自由時報(2006)「豪宅有如雨後春筍—憂心衝擊在地客家文化，地方社
團研擬住民公約」：「高雄縣美濃鎮挾著『微笑之鄉』美名，興起外來民眾
購屋買地熱潮，惟憂心衝擊客家文化，地方社團有意發起擬定『住民公約』
反制，要求入境隨俗。…縣府建管課表示，近來美濃鎮申請建照數成長超過
一倍，以一般住宅及自用農舍居多…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林英清指出，隨
著外來人口紛紛進駐美濃，豎立起圍牆與世隔絕，宛如租界般劃清界線，無
法融入社區生活，與美濃當地傳統文化，敦親睦鄰的生活模式相差甚多，地
方憂心衝擊生活文化。林英清說，尤其當一群高級住宅區坐落農村，逐漸蔓
延擴散，將形成新污染源，衝擊傳統客家文化，地方研討擬定『住民公約』，
要求入境隨俗、認同、融入在地生活文化。」(月光山雜誌第 870 期第 3 版；
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廖心華(2006)「『農村發展的迷失』專題系列—地景變遷與美濃地方感的消
失」乙文：「…這些新的別墅多是在美濃的山下，…，這一些別墅有些是從
外地來的人所蓋的『假日度假屋』，…美濃在這些時間空間上所造成的吸引
力，就如前述的『重人情味的人際網絡關係』、『自然的生活方式』、『一
個慢活的氛圍』。…美濃山下的景觀，從良田變成一處處的圍牆別墅，也興
築起一棟棟的透天販厝，坐擁美濃最美的景觀，…不再有田園詩歌式的鄉村
景觀。…」(月光山雜誌第 874 期第 8 版；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
調重點所劃)

許岡祺(2006)「『農村發展的迷失』專題系列—美濃的新住民與美濃屋」乙
文：「…二年前，我還是一個清澀的大學生，一個人騎著機車來到美濃這塊
土地上，雙腳踏在這雨後的泥土、靜靜的凝視著眼前的夥房。陽光灑在紅色
的屋瓦上，老人紛紛走出屋外，手裡拿著農具又要準備下田整理農地，這就
是我三年前看到的美濃。去年，考上研究所後，想起以前一個人在美濃騎著
機車…打算一個人去美濃走走，當我踏上美濃的那一刻，看見了一棟棟的新
房子佇立在山下的土地上…高高的圍牆，圍牆上都是尖突的鋼筋，似乎對著
人說，你不可接近我們，而屋頂上卻又開著美濃獨有的菸樓天窗符號…打聽
之下才知道這是外地人來美濃蓋房子。…山下新建的別墅，高大且封閉的樣
子卻又有著美濃獨有的符號。似乎想要告訴美濃這塊土地，我想成為美濃的
一份子。….」(月光山雜誌第 875 期第 8版；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
強調重點所劃)

徐華盛(2008)「農地不種稻改種屋，這是什麼政策？修法後我們能夠買到好
價格又安全的糧食嗎？」指出，「…以美濃為例，…擁有好山好水的自然環
境及殊的人文風光，吸引了許多外地人到美濃購地蓋『別墅』，…西式洋房
與高牆圍籬，…獨來獨往與當地社區居民，不相往來，…，且看那突兀的『豪
華農舍』破壞了農村古老地景及純樸客庄的風貌，多麼不搭調，…『豪華農
舍』幾成了新興的投資標的，在多數人的競爭之下，細碎農地更加暴漲，屆
時大家只種屋，不種稻了，我們還能享受水岸花香，彩蝶繽飛，美意濃情的
鄉村『靜』且『淨』的生活環境嗎？…」(月光山雜誌第 27卷第 2版；引文
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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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地別墅的現況

前揭報導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專題製作，以及月光山雜誌長期報導與讀者投

書，說明大高雄地區都市蔓延所造成之農地別墅情形在美濃鎮，長期以來是地方

社群團體與民眾所關心的議題，許多人關心美濃鎮鮮明的客家文化意象，特別是

夥房與農田景致，將受農地別墅的興建與以破壞，當鄉村感、地方感消逝之後，

美濃鎮還留下什麼？甚至，呼籲研擬「住民公約」來規範農地別墅興建的建築造

型，希望與在地文化與客家聚落建築相融合。但是，十幾年下來，農地別墅的議

題雖然陸續受到關注和討論，然可惜的是，住民公約的共識與力量尚未凝聚，也

未成形，農地買賣、農地別墅還是不斷地在美濃地區出現且發酵。核心地區是大

家所熟知美濃山腳下的福安地區，透過農林航測所 1/5000 航照圖，進行 2000 年

和 2009 年圖籍資料比對得知，近十年來，新增農地別墅建案約 29 處，且有逐漸

擴散與蔓延情形，值得再進一步省思。

註：圖中綠色圓圈為新增農地別墅案註記
資料來源：本研究套繪 2002、2009 年農林航測所 1/5000 航照圖

圖 4-3 美濃近年來農地新建案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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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山下農地別墅照片

美濃鎮鄉村別墅照片

圖 4-4 農地別墅照片



48

三、農地別墅與鄉村地景

誠如前述，美濃鎮近年來農村別墅興起，從環境景觀角度來探討，確實使得

獲得「微笑之鄉」和「小瑞士」美名的美濃鎮，產生鄉村感和地方感消逝的危機。

然十幾年來雖話題不斷，興建農地別墅的情形更為嚴重，依據受訪者蕭先生和溫

先生和楊課長同時表示，外地人來購地蓋別墅，確實與原來的美濃景致與客家聚

落意象有鮮明的差異。而外地人蓋農地別墅的案例許多，其中也不乏本地美濃鎮

民，起而效尤，使得該農地別墅的議題，無法透過「住民公約」的研擬來規範，

致使該情形逐漸擴大與發酵，從核心的福安地區逐漸往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這 20 年來，美濃逐漸發展觀光被視為高雄的後花園，有一些有錢人看
到美濃的好山好水，然後就在美濃這裡買了農地，美濃很多年輕人都跑出去
工作了，農田裏面沒有多少人過來耕作，老人家就把這個農地賣給外地人，
外地人在這邊建別墅，現在美濃人其實現在的田都不種稻了，改種房子，在
田裡種房子，這本來很美的整片原野，現在我們一看都被房子弄得一點都不
美，從外觀遠遠看整個破壞了我們這個很美的地方，破壞的很厲害，美濃不
全為美濃，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受訪者蕭先生，99.07.01；引文中劃
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另外一個就是地景空間的改變，就覺得說美濃有一些新住民，我們不講
說是一些外籍新娘。而是說可能美濃對外交通改變以後，如同宜蘭這樣，美
濃變成高雄後花園。可能就變成說高雄的人來這邊買房，整個地景空間就會
與過去的美濃，那種客家聚落的意像有一些差異，…另外，另外，如果一塊
地蓋別墅後，會加速四周為農地的廢耕，破壞生態，還有一個心理的壓力，
你在旁邊種田，旁邊有一個貴婦，在那刷牙幹甚麼的，形成階級的對立，站
在農民的觀點來看，他會很難過的…」(受訪者溫先生，99.07.01；引文中
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如果農地興建農舍，是有規劃性的，那也應該是增添農村的景觀風貌，
但現在他們都是各別形式、款式林林總總，其實對農地那種零碎化、耕作上、
還有景觀，以前我記得我八十幾年剛回來的時候，美濃山下那一看整片那個
農田，後面就是美濃山，景觀是蠻漂亮的，阿你現在如果再去調查的話，那
邊是現在美濃的高級住宅區。…」(受訪者楊課長，99.07.30；引文中劃底
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另一方面，廣泛調查蒐集美濃鎮民對農地別墅與環境景觀間關係的意見與看

法發現，有 60.29%的美濃在地人確實感覺到農村別墅有明顯增多的趨勢，但有

44.12%的美濃人反而覺得農村別墅是可以添增農村的景觀風貌，即使如此，還是

有 36.27%的美濃人認為農村別墅與美濃客家聚落風格感覺不和諧，並有 40.2%
的美濃鎮民認為農村別墅是會破壞美濃的田園景緻。至於，是否需要統一規範農

地別墅建築造型，認為不需要者佔 38.72%，高於認為需要的比例 33.33%，此或

者可以解釋何以十多年來，「住民公約」規範無法獲得美濃鎮的共識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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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濃人對於農村別墅的看法

農村別墅問項 -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6 2.94%
不認同 37 18.14%
普通 38 18.63%
很認同 63 30.88%

您覺得美濃的農村別墅數量

有增多的趨勢

非常認同 60 29.41%

3.66 2

非常不認同 16 7.84%
不認同 47 23.04%
普通 51 25.00%
很認同 60 29.41%

農村別墅的外觀新穎，您覺得

可以添增農村的景觀風貌

非常認同 30 14.71%

3.20 13

非常不認同 7 3.43%
不認同 41 20.10%
普通 82 40.20%
很認同 46 22.55%

您覺得農村別墅與客家聚落

風格的視覺和諧性不一致

非常認同 28 13.73%

3.23 11

非常不認同 11 5.39%
不認同 55 26.96%
普通 56 27.45%
很認同 56 27.45%

您覺得農村別墅破壞

美濃的田園景緻

非常認同 26 12.75%

3.15 15

非常不認同 23 11.27%
不認同 56 27.45%
普通 57 27.94%
很認同 48 23.53%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造型風格，

應有統一的風格與型式

非常認同 20 9.80%

2.9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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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地別墅與農業耕作

農地別墅為美濃帶來的困擾，除前述環境景觀的衝擊以外，進而影響到農地

的耕作問題。因為，農地別墅現象之所以擴大，更有些成為投資標的，主要與農

地開放買賣政策有關；亦即開放農地分割買賣 0.25 公頃的限制，導致農地因為

分割出售而更為細碎，誠如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報導，農民宋媽媽指出，農地蓋

大房子會影響兩邊農田，因為日照不均且水圳會受到家庭廢水的排放而污染，同

時美濃鎮公所農業課楊課長也表示，農舍起造會影響農業的生態，也不利大面積

的機械化操作；進一步，楊課長在受訪時也表示，新住民所帶來的效應，在農地

上還會有土地租賃的影響。同時，受訪者溫先生也提出農地別墅會造成農耕者和

別墅貴婦間近距離的心理壓力問題，難怪，農地別墅戶戶以高牆，同時，農發條

例 0.25 公頃的分割規定，導致農地的細碎與狹小。

「…美濃農民宋媽媽指著高級農舍說，蓋大房子會影響兩邊的農田，日照不
均，水圳又會被污染。鎮公所農業課長楊孝治表示，農舍起造會影響農業的
生態環境，也不利大面積的機械化操作。」(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農
發條例發了誰？」報導，李慧宜採訪，2008 年撥出；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
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其實就農業的經營上、農場的一個耕作上來講，…甚至對農民上都有一
種心理上的壓力，我在那邊噴藥，結果有一個貴婦在那邊..窗台上休息，那
彼此間都會有一些心理層面上的一個壓力，…因為農發條例那個 0.25 公頃，
那其實就會讓過去比較大面積就會比較細碎，那這樣子在耕作上就是有產生
一些衝突這樣子…」。(受訪者溫先生，2010.7.1；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
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新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以後，倒是會影響土地租賃，我覺得反而是比較
有影響力的，配合政府的休耕政策，我寧願休耕，我也不願意出租，因為休
耕的租金他會帶動地租，你沒有相當的租金，一般原來的所有權人可能他不
願意出租，但是新所有權人，因為他們是資金比較雄厚，經濟能力比較強，
所以他不會在乎你那個租金，他只會在乎說我的所有使用權會不會妨害這樣
子。…」。(受訪者楊課長，99.07.30；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
點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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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針對此一農地別墅興建影響農業耕作問題，地方居民問卷結果顯示，

50.98%的美濃人認同農村別墅的興建與買賣，是會導致農地分割細碎的情形，同

時有 48.04%的人覺得興建農村別墅，會對於美濃的農產業發展帶來不利的影

響。在農地開放買賣方面，有 60.29%的美濃人覺得這是造成這些農村別墅的最

大因素。

表 4-2 美濃人對於農村別墅與農產業的看法

農村別墅問項 -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13 6.37%

不認同 38 18.63%

普通 49 24.02%

很認同 72 35.29%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興建與買賣，

會導致農地分割細碎情形

非常認同 32 15.69%

3.35 8

非常不認同 11 5.39%

不認同 48 23.53%

普通 47 23.04%

很認同 69 33.82%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興建，不利美

濃農產業的發展

非常認同 29 14.22%

3.28 10

非常不認同 6 2.94%

不認同 37 18.14%

普通 38 18.63%

很認同 71 34.80%

您覺得農地開放買賣，是造成美

濃農村別墅的主要因素

非常認同 52 25.49%

3.6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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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舊居民間的互動關係

吸引都市住民移居策略，是近年來鄉村再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發展策略之一。

然這些都市移居新住民是否與當地社區或社群產生互動，形成良善且和諧的社會

關係，當嚴重影響鄉村的再發展。換言之，新舊住民間社會關係的建立，都市移

居新住民參與地方社團組織、地方活動、以及公共事務的推動，是繼環境景觀、

農產耕作後，一個重要的議題。

美濃鎮農村別墅的興建，如前述，確實對客家聚落意象和農業細碎耕作帶來

相當程度衝擊；進一步，有關新舊住民間互動，以及新住民是否社會參與議題，

誠如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報導，高高圍牆，聳立於農田中間，似乎是在說：不要

靠近我們..；確實，此一缺乏互動問題，獲得受訪者溫先生、鍾先生，以及邱先

生的一致認同；都認為這些新住民，願意融入美濃當地生活的情況並不樂觀，因

為新住民知道自己在美濃人心中的第一印象是如何，便很難與美濃鎮民做互動。

「…這些新來的也不會跟美濃人有互動，因為他們會帶著較高的戒心，他們
其實自己知道，他們在美濃人的觀感上並不是很好。…」(受訪者溫先生，
2010.7.1；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在這邊蓋別墅的新住民，都是高雄週邊比較有錢有勢的，也有檢察官、
也有律師、還有建築師都在這邊蓋，還有民意代表也在這邊蓋，其實他們融
入我們的生活比較少，他們一下子就走了，他們禮拜六禮拜天來到這邊
住。…」(受訪者鍾先生，2010.07.30；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
點所劃)

「…他們有錢人來住別墅一個禮拜來 2 次那是他們的行為，那些有錢人吃好
的住好的，每天牽著狗上街，美濃鎮有一家抱著狗買豬肉，就被人家罵，人
家對他印象就很不好，還有幫狗塗指甲油，這種人在美濃能生存嗎，不可能
嘛，現在在我們美濃有錢人在美濃不會信這種鬼話，我們美濃人排的很厲
害。美濃鎮的老一輩的會在空地上種菜然後互相送對方，但這些住別墅的不
會有這樣的互動。…」(受訪者邱先生，2010.07.30；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
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我從來沒有接觸他們.沒有什麼看法.他們只有星期天才來啊.其他時間
沒有來我沒有辦法.他們來住的時候門關著嘛.我也不能進去啊!...」(受訪
者李里長，2010.8.17；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而地方居民對於新舊住民間互動情形的看法，根據問卷結果，63.73%的美濃

人認為造成新住民移居，主因是國道十號通車與美濃優美的田園景緻。有 52.94%
美濃人因此感受美濃有明顯的新住民移居情形，並有 64.71%美濃人願意與新住

民相互往來與溝通，表示美濃居民是願意倘開心胸，抱持著歡迎的態度與這些新

住民一起為美濃發展共同努力，並。而有 50.98%認為新住民是因為認同美濃的

文化與價值，才會選擇到美濃來。這些農村別墅所有人，有 41.18%的美濃人不

認為全都是新住民。約 40%的美濃在地人覺得這些新住民願意加入美濃的團體與

組織，並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活動，對於美濃的地方發展會有實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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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濃人對於新住民的看法

農村別墅問項 -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3 1.47%
不認同 30 14.71%
普通 63 30.88%
很認同 72 35.29%

您覺得美濃有明顯的都市新住民

移居情形
非常認同 36 17.65%

3.53 5

非常不認同 3 1.47%
不認同 19 9.31%
普通 77 37.75%
很認同 75 36.76%

您覺得都市新住民這個議題，在

美濃受到許多人的關注
非常認同 30 14.71%

3.54 4

非常不認同 5 2.45%
不認同 17 8.33%
普通 86 42.16%
很認同 68 33.33%

您對新住民的看法是抱持著歡迎

的態度
非常認同 28 13.73%

3.48 6

非常不認同 12 5.88%
不認同 44 21.57%
普通 73 35.78%
很認同 63 30.88%

您覺得新住民對於美濃的地方發

展有實質的幫助
非常認同 12 5.88%

3.09 16

非常不認同 1 0.49%
不認同 12 5.88%
普通 59 28.92%
很認同 102 50.00%

您願意與新住民相互往來與溝通

非常認同 30 14.71%

3.73 1

非常不認同 6 2.94%
不認同 24 11.76%
普通 70 34.31%
很認同 80 39.22%

您認為新住民是認同美濃文化與

價值的
非常認同 24 11.76%

3.45 7

非常不認同 21 10.29%
不認同 63 30.88%
普通 68 33.33%
很認同 34 16.67%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所有人，主要

都是來自都會移居的新住民
非常認同 18 8.82%

2.83 19

非常不認同 15 7.35%
不認同 54 26.47%
普通 61 29.90%
很認同 54 26.47%

您認為住在農村別墅是一種社會

地位的象徵
非常認同 20 9.80%

3.05 17

非常不認同 13 6.37%
不認同 20 9.80%
普通 74 36.27%
很認同 76 37.25%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與周圍

居民相互往來與溝通
非常認同 21 10.29%

3.35 9

非常不認同 14 6.86%
不認同 32 15.69%
普通 75 36.76%
很認同 67 32.84%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

濃的公共事務活動
非常認同 16 7.84%

3.19 14

非常不認同 12 5.88%
不認同 33 16.18%
普通 78 38.24%
很認同 61 29.90%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

濃的團體與組織
非常認同 20 9.80%

3.22 12

國道十的通車 51 25.00%
優美的田園景緻 79 38.73%
土地價格便宜 38 18.63%
農地開放買賣 15 7.35%
淳樸客家文化風情 19 9.31%

你覺得這些都市新住民移居美濃

主要的原因為何？
其他 2 0.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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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第二節、第三節與第四節所述，在本次的問卷中，受訪對象設定為年齡

20 歲以上的美濃在地人，總計有 215 位，其中住在美濃鎮的鎮民有 204 位，非

美濃鎮在地人有 11 位。並以非常不認同(1 分)、不認同(2 分)、普通(3 分)、認同

(4 分)、非常認同(5 分)來衡量受訪對象對於各個題目的感覺認知，並以其平均值

來做題目的排名，以便瞭解受訪對象對於問卷內容的感受。

農村別墅問卷整體的分數範圍落在 2.83 分至 3.73 分，受訪對象非常認同的

前五個問項為「您願意與新住民相互往來與溝通」(3.73 分)、「您覺得美濃的農

地別墅數量有增多的趨勢」(3.66 分)、「您覺得農地開放買賣，是造成美濃農地

別墅的主要因素」(3.62 分)、「您覺得都市新住民這個議題，在美濃受到許多人

的關注」(3.54 分)、「您覺得美濃有明顯的都市新住民移居情形」(3.53 分)。問卷

結果顯示受訪對象，都有在關心目前美濃農村別墅的相關議題，並能明顯地感受

到這些新住民的移居，亦願意地接受這些新住民的到來，展現了美濃客家族群的

包容精神。

而受訪對象最不認同的五個問題為「您認為農村別墅的所有人，主要都是來

自都會移居的新住民」(2.83 分)、「您認為農地別墅的造型風格，應有統一的風

格與型式」(2.93 分)、「您認為住在農村別墅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3.05 分)、
「您覺得新住民對於美濃的地方發展有實質的幫助」(3.09 分)、「您覺得農地別

墅破壞美濃的田園景緻」(3.15 分)。問卷結果表示受訪對象認為美濃農村別墅的

擁有者，不全是來自都會的新住民，有些可能是美濃在地人所蓋，亦不認同住在

農村別墅的居民，其社會地位較高，且並不期待這些新住民對於美濃的地方發展

上，會有實質面的幫助。但受訪對象認為這樣的農村別墅，對於美濃的鄉村景觀，

有加分的作用。有 38.73%受訪對象認為這些新住民移居美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被美濃優美的田園景緻吸引而來，而有 25%覺得是因為國道十號的開通，為這

些新住民開啟了移居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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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地方依附與地方識別

一、地方依附

依據學者 Hammitt 和 Cole(1998)對於地方依附感五大面向所描述的理論基

礎，地方依附面向由熟悉感至根深蒂固感，是隨著時間由淺至深，時間愈久，其

人與地方連結的強度就會愈強，因此，問卷調查結果以地方依附感的五大面向與

以分析：

(一)地方熟悉感與歸屬感

具有熟悉感的美濃人，可以清楚的區別美濃地方上的差異，有 67.65%的

美濃人能夠概略的瞭解美濃鎮的大街小巷位置，且對於美濃遊憩景點背後的歷

史故事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而根據問卷結果，能夠清楚的瞭解到受訪對象對於美濃的歸屬感是非常地

強烈，有約 8 成以上的美濃人非常熱愛美濃這個地方，並認定自己是美濃的一

份子，隨時會注意美濃發生的一舉一動，有 85.78%的受訪美濃居民覺得美濃

對其而言，有特別的意義存在。

表 4-4 美濃人的地方熟悉感與歸屬感

問項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0 0.00%
不認同 3 1.47%
普通 63 30.88%
很認同 86 42.16%

您能概略能夠知道美濃鎮的大

街小巷
非常認同 52 25.49%

3.92 7

非常不認同 2 0.98%
不認同 4 1.96%
普通 97 47.55%
很認同 81 39.71%

您對美濃景點背後的歷史故事

有一定的瞭解
非常認同 20 9.80%

3.55 8

非常不認同 1 0.49%
不認同 3 1.47%
普通 19 9.31%
很認同 89 43.63%

您熱愛美濃這個地方

非常認同 92 45.10%

4.31 3

非常不認同 1 0.49%
不認同 2 0.98%
普通 12 5.88%
很認同 74 36.27%

您覺得您是屬於美濃的

非常認同 115 56.37%

4.47 1

非常不認同 0 0.00%
不認同 2 0.98%
普通 47 23.04%
很認同 87 42.65%

您常會注意美濃發生的任何消

息
非常認同 68 33.33%

4.08 4

非常不認同 0 0.00%
不認同 2 0.98%
普通 27 13.24%
很認同 77 37.75%

美濃對您而言有特別的意義

非常認同 98 48.04%

4.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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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認同感與依賴感

隨著時間與地方上的互動，不論是上課、上班還是郊外踏青等，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自我對地方上的認同感，在能滿足自我的需求下，進一步產生對於地

方上的依賴感，而美濃的生活型態有 73.53%的美濃人能夠習慣與認同，對於

美濃鎮產生了一種依賴心理，因此有 72.06%美濃人選擇不會搬離美濃。

表 4-5 美濃人的地方認同感與依賴感

問項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1 0.49%
不認同 9 4.41%
普通 47 23.04%
很認同 68 33.33%

您不會搬離美濃

非常認同 79 38.73%

4.05 5

非常不認同 0 0.00%
不認同 5 2.45%
普通 49 24.02%
很認同 83 40.69%

美濃的生活型態是您所喜愛的

非常認同 67 32.84%

4.04 6

(三)地方根深蒂固感

此次問卷的設定對象為美濃在地人，而 93%的受訪對象住在美濃的時間都

達到 10 年以上，居住時間愈久，對於美濃這個地方的情感就愈深，有 44.12%
的美濃人對美濃產生了地方根深蒂固的情感，覺得其他地方都沒辦法跟美濃相

比，並且有約 35%的民眾相當願意參與美濃當地的公共事務、社團及地方組織。

表 4-6 美濃人的地方根深蒂固感

問項 次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排名
非常不認同 2 0.98%
不認同 17 8.33%
普通 112 54.90%
很認同 52 25.49%

您會參加美濃地方所舉辦的大

小公共事務
非常認同 21 10.29%

3.358 11

非常不認同 12 5.88%
不認同 20 9.80%
普通 82 40.20%
很認同 55 26.96%

對您而言，其他地方都沒辦法跟

美濃比
非常認同 35 17.16%

3.40 9

非常不認同 2 0.98%
不認同 19 9.31%
普通 110 53.92%
很認同 49 24.02%

您會積極參與美濃地方社團或

地方組織
非常認同 24 11.76%

3.363 10

(四)小結

綜合前述，在美濃地方依附的問項方面，整體分數在 3.358 分至 4.47 分，

受訪對象非常認同的前三個問項為「您覺得您是屬於美濃的」(4.47 分)、「美

濃對您而言有特別的意義」(4.33 分)、「您熱愛美濃這個地方」(4.31 分)。結果

顯示了受訪對象對於高雄美濃這個地方，有著根深蒂固的感情，這種強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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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使得美濃對他們而言，是無可取代的。

受訪對象最不認同的三個問題為「您會參加美濃地方所舉辦的大小公共事

務」(3.358 分)、「您會積極參與美濃地方社團或地方組織」(3.363 分)、「對您

而言，其他地方都沒辦法跟美濃比」(3.40 分)。此結果表示受訪對象對於參與

美濃的公共事務較無經驗與熱忱，因此在「社區發展」與「民眾參與」這些部

份，可以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二、地方識別

(一)最具代表的人文地景

在美濃人的心中，美濃最具代表的人文地景前三項分別為「東門樓」(157
位，佔 76.96%)、「菸樓」(109 位，佔 53.43%)以及「敬字亭」(81 位，39.71%)。
較不受到青睞的後三名，則是僅有 8 位支持的自行車道、11 位支持的天后宮

以及 32 位支持的美濃老街。學者蕭先生表示，美濃菸樓對於美濃的發展歷程

是相當重要的地點，它有屬於自己時代上的意義。

…這是美濃發展中很重要的一個地點，美濃的菸葉產業對美濃實在太重要
了…，早期的美濃很多土地，幾乎很多地方都看的到菸樓。(訪談蕭先生，
99.07.01)

關於美濃老街的現況，邱先生先生表示，若是美濃鎮公所能夠發揮政府的力
量，以九份、鹿港為示範對象，將美濃老街重新規劃，賦與新的面貌，對於
美濃的長期發展而言是有益處的。

…人家說美濃是好山好水，但你去看美濃老街，那個老街是破舊的、被破壞
的，甚至是沒有辦法發光發亮的，雖然是有很多文化在那邊傳承，但沒有像
人家鹿港、九份做得好，這些老街人家都有重新做過思考…，反觀美濃的問
題，因為沒有人起來把這問題解決啊！(訪談邱先生，99.07.30)

圖 4-5 美濃人認為最具代表的人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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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具代表的三項人文資產

美濃人認為美濃最具代表的三項人文資產，分別是「勤奮、節儉、友善和

團結的客家人特質」有 128 位(62.75%)美濃人認同，與「客家文化傳承」共有

105 位(51.47%)支持，以及 93 位(45.59%)認同的「傳統技藝」。

圖 4-6 美濃人認為最具代表的人文資產

而遊客認為最能代表美濃的人文符號方面，有 77.34%的遊客認為客家本

色是能代表美濃的，並有有 38.3%的遊客將其排序第一位，其次為美濃的傳統

技藝。

根據問卷結果，不論是美濃在地人或是前來美濃參訪的遊客，均認同客家

人的精神，即勤奮、節儉、友善、團結等特質，以及客家文化與傳統技藝，是

最能代表美濃的人文資產。

表 4-7 遊客認為美濃最具代表人文資產

排序第 1 排序第 2 排序第 3 沒勾選
人文符號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字紙祭 10 7.81% 3 2.34% 5 3.91% 110 85.94%
二月祭 3 2.34% 3 2.34% 2 1.56% 120 93.75%

客家八音 10 7.81% 10 7.81% 7 5.47% 101 78.91%
愛鄉情懷 9 7.03% 4 3.13% 7 5.47% 108 84.38%
文化傳承 17 13.28% 17 13.28% 18 14.06% 76 59.38%
客家本色 49 38.28% 35 27.34% 15 11.72% 29 22.66%
傳統技藝 25 19.53% 33 25.78% 30 23.44% 40 31.25%
農村精神 5 3.91% 11 8.59% 21 16.41% 91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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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具代表的三項文化活動

美濃最具代表的三項文化活動，有 140 位(68.63%)的美濃人認為是「美濃

花海季」拔得頭籌、其次為 131 位(64.22%)支持的「雙溪山谷的黃蝶祭」、接

著是有 106 位(51.96%)認同的「美濃樂活之鄉」自行車活動。

而邱先生先生認為，甲仙、旗山、大樹等鄉鎮，都有屬於他們特有的文化

節，而美濃似乎沒有能夠展現本身特有客家文化的節日。

…一個甲仙可以推動芋頭節、一個旗山可以推動香蕉節、一個大樹可以推動
荔鳳節、內門可以推動宋江陣，為什麼我們一個美濃鎮號稱文化大鎮，博士
200 多人，什麼活動都推的亂七八糟！(訪談邱先生，99.07.30)

圖 4-7 美濃人認為最具代表的文化活動

(四)最具代表的三項地方產業

「粄條與客家小吃」是美濃人認為最能代表美濃的地方產業，計有 190
位(93.14%)，而「油紙傘」亦受到 159 位(77.94%)的美濃人青睞，其次是 139
位(68.14%)的菸草產業。

…美濃對外好像都會用紙傘、藍衫來代表美濃。(訪談楊小姐，99.07.30)

…美濃鎮可以談的東西是文化，文化很多…，講到美濃通常一般人都會想到
粄條。(訪談邱先生，9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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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美濃人認為最具代表的地方產業

而有 85.94%的遊客認為，紙傘是最能代表美濃當地意象，65.63%的遊客

將其排序在第一位；其次為粄條小吃，共有 57.81%的遊客將它排序在第二位；

而有超過 9 成 8 的民眾認為美濃水庫不適合做為美濃的意象。

由此可知，不論受訪對象是美濃人或是遊客，在訪談的過程中，有時會問

到最能代表美濃的是什麼？大多數的答案亦都是「粄條」、「油紙傘」等，這些

美濃文化在民眾的心中已是深刻印象，是一種反射直覺。

表 4-8 遊客認為美濃的環境意象

排序第 1 排序第 2 排序第 3 沒勾選
環境意象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紙傘 84 65.63% 14 10.94% 12 9.38% 18 14.06%
菸草 1 0.78% 7 5.47% 5 3.91% 115 89.84%
花海季 3 2.34% 14 10.94% 18 14.06% 93 72.66%

秋豐音樂祭 1 0.78% 1 0.78% 3 2.34% 123 96.09%
美濃老街 7 5.47% 31 24.22% 16 12.50% 74 57.81%
粄條小吃 23 17.97% 27 21.09% 24 18.75% 54 42.19%
黃蝶翠谷 4 3.13% 7 5.47% 10 7.81% 107 83.59%
美濃水庫 0 0.00% 0 0.00% 2 1.56% 126 98.44%

客家傳統聚落 3 2.34% 10 7.81% 22 17.19% 93 72.66%
農村意象 2 1.56% 4 3.13% 9 7.03% 113 88.28%
家族宗祠 0 0.00% 2 1.56% 0 0.00% 126 98.44%



6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化現象下，城市與鄉村關係快速的變遷中。交通運輸效能的提升、土

地管制措施的鬆綁、鄉村文化觀光的推動等，被視為鄉村地區發展的重要策略方

向。美濃鎮六堆客家文化是台灣南部客家族群生活形式與文化展現的重要代表，

美濃鎮因為好山好水以及過去交通因素關係，在發展過程中，保留相當豐富的客

家生活習慣、文化形式、聚落地景、和產業文化；然而近十年來同步伴隨大高雄

地區的快速發展與交通運輸路網的連結，美濃的客家文化也面臨傳統客家文化資

源存續與保存的衝擊漩渦。

都市化過程帶來的生活便利與經濟發展，是鄉村地區在長期邊緣化後亟待追

尋的目標，但快速成長取而代之的，若未能有效管理將出現資源消逝與文化價值

觀衝突的隱憂。美濃的客家純樸、文化誘因、優美景緻，因交通系統帶來的一小

時等時圈效應，吸引屏東、高雄市區及其他鄉鎮住民的移居。定住、渡假等不同

形式的居住需求，改變了美濃的鄉村聚落形式，新移居住民的生活與互動，也在

生活過程中，逐漸在原有的客家文化中產生改變的漣漪。此外，因為都市化帶來

的機會，交通帶來的地方工作機會，也讓原有的美濃農地，在土地價值與土地持

有認知價值觀的改變下，產生結構性的重組。從本研究的討論過程中，可以發現，

美濃近十年的改變，是美濃百年來最快速度與最大幅度的衝擊：

一、文化觀光帶來新的發展機會，但文化觀光經濟發展過程，使得傳統的農業

生活形式、地方認同、土地認知等，出現了新的步調。迎合流行文化消費

的需求，慢慢弱化與忽略地方文化長期積累的必要，快速與大量消費的過

程，使得美濃的客家文化資源出現了認知斷層與存續的危機感。

二、好山好水與和諧的地方氛圍，因為交通路網的改變，及相對便宜的不動產

價格，吸引新移居住民。都市化機會與都市居不易的現象，也讓美濃農地

在需求大量出現下，出現破碎與零散的危機。農地交易市場的活絡，相對

存在農業地景與農村文化消逝的隱憂。

三、語言、生活形式、信仰、與飲食是客家文化差異化與必須保存的關鍵。新

移居住民的進入，理論上，是屬於入侵的現象，實務上，若未能產生良好

互動與信賴關係，新舊住民的文化與價值觀差異，慢慢且逐漸改變美濃的

客家文化氛圍。

行政界限的藩籬，勢必隨交通、資源、經濟的改變而改變。文化生活圈域過

去因為地理屏障產生的獨一性(unique)，在全球化時代成為發展機會，但同時也

必須面對可能產生的同質化問題。美濃在發展歷程中，重視文化、尊重土地、強

調家族、敬仰宗祠等特質，形塑了特有的地方識別與地方認同，也帶來深厚的地

方競爭優勢。但在全球化現象影響下，文化休閒觀光與農地別墅，也在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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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美濃快速成為大高雄地區重要的地標。從問卷與訪談過程，美濃人存在著對傳

統文化的堅持、對經濟發展的期待、但又對文化消逝的無奈，這種不知如何為的

無奈；新移居住民，則有對生活品質的憧憬、對融入地方的期待、但卻對客家文

化認識缺乏的隱憂。農地別墅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新移居住民成為外來者的代

名詞，這些都已經成為美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美濃的社會關係、信賴網絡、地方認同已經出現弱化的

現象，短暫的文化觀光經濟效益和土地價格的提升，是否就是美濃的發展機會或

未來得以倚賴的發展路徑，確實出現問號。如果土地的釋出在新一代美濃人的觀

念中，已經不是傳家的必要，如果族群和文化的緊密交流，已經是台灣必然的趨

勢，如何讓美濃的客家文化內涵，可以傳承而能有新的文化表徵(representation)，
則是地方治理所必要關注的議題。若然，一個新舊住民的互動平台、一個治理環

節中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信賴關係建立、一個農地資源發展的政策、還有

現代美濃文化形式的代表與認識，將成為美濃在轉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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