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經濟部對於地方特色產業之定義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民國七十八年起著手輔導國內諸多

鄉鎮社區之地方特色產業，對於地方特色產業之認定，除了

當時所制定的專案計畫作業要點有所規範外，其後歷經多年

的推動執行，隨著產業與社區發展的快速變遷，社區總體營

造的觀念深植民心，致使全國各地特色產業不斷興起，其用

以規範之認定標準早已不是那麼界限分明，地方特色產業已

朝向多元化的綜合發展，它可以同時兼具下列二或三項要

素，譬如說竹山竹器產業，不僅僅是當地竹山鎮的歷史性產

業，更是融入居民生活的屬消費性質民生產業。以下僅就作

業要點規範之三項定義列舉說明：

一、具有歷史性或獨特性之產業。

例如：台北縣鶯歌陶瓷、苗栗縣三義木雕、彰化縣鹿

港宗教文物雕刻、新竹市玻璃工藝。

二、對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有貢獻之小規模企業群或產

業。

例如：新竹縣尖石鄉雪霸泰雅經濟發展、屏東縣三地

門原住民手工藝、花蓮縣豐田社區產業。

三、屬消費性且可發展為鄉、鎮、區特色之產業。

例如：宜蘭縣白米社區木屐、南投縣竹山竹器、台南

縣白河蓮花產業。

貳、地方特色產業發展類型及其輔導方向

在中小企業處所輔導的地方特色產業案例中，依其發展

屬性，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傳統產業傳承與振興、傳統產業

轉型再出發、創造新興地方特色產業、社區總體營造結合地

方特色產業、原住民族工藝產業發展等五大類型，當然在輔

導方向上也會有些許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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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傳承與振興 鶯歌陶瓷、

三義木雕、

鹿港民俗工藝

保留當地原有的產業文化，培訓傳統工藝傳承人

才，協助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建立行銷管道，辦

理產品促銷宣傳展售活動。

傳統產業轉型再出發 新竹玻璃、

埔里造紙、

苗栗裝飾陶瓷

以當地原有的產業為基礎，強化其新產品技術研

發能力，建立地方特色產業品牌或識別系統，塑

造產業新形象。譬如將新竹原有的生產傳統玻璃

器皿工業技術，轉移製作高附加價值的玻璃藝術

品及工藝品。

創造新興地方特色產

業

中寮植物染布、

觀音蓮花、大甲芋頭酥

當地原本沒有這項特色產業，譬如中寮鄉於921

地震後，經由台灣工藝研究所培訓在地婦女學習

染布及縫紉技術，協助成立經營組織及管理制

度，建立行銷管道，才創造中寮植物染布產品品

牌。

創社區總體營造結合

地方特色產業

宜蘭白米木屐、

屏東老庄腳椰子

為改善社區居民生活環境及創造就業機會，透過

社區營造發掘出社區內可轉化為經濟產業的資

源，譬如白米社區自主共識，以木屐作為產業發

展的主軸，成立社區共同經營組織，培訓生產、

管理及觀光導覽等人才，是文化產業化及社區自

主的典範。

原住民族工藝產業發

展

台東建和木雕、

苗栗泰安織布、

屏東三地門藝術村

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中，長期歸屬弱勢族群，然

而其文化及工藝極具特色，所欠缺急需要協助的

是經營能力及製造技術的提升，行銷通路的建

立，培育產業專業人才，指導商品設計藝術化，

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發 展 類 型 產 業 案 例 輔 導 方 向



參、政府應全力輔導地方特色產業

今年五月份在一場計畫審查會中，有位

審查委員問我：「政府於全國大力推動地方

特色產業，而且其手法均導引其結合觀光休

憩旅遊產業。我懷疑台灣真有那麼多的地方

具有特色產業嗎？即便是有，台灣就只有二

千三百萬人，何來那麼多的觀光消費人口來

維持產業生存，這恐怕是政府未經仔細思考

的政策，將會誤導了業者及民眾。」

本人負責地方特色產業輔導工作已進入

七個年頭，在四年前也曾經被這個問題自我

困擾許久，後來經歷多次且不同類型產業的

輔導經驗累積，才終於想通了。這個問題的

關鍵點在於它的考量因素，必須跳脫輔導傳

統量產製造業的模式，而從為了改善在地居

民生活及地方文化永續發展的角度切入，來

檢視政府輔導地方特色產業政策及方法的正

確性及其必要性，觀念就會豁然開朗了。

以下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執行地方特色

產業輔導專案內容加以說明：

一、輔導目的：振興傳統特色產業、創新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地方經濟、居民

保有在地就（創）業機會、打造優質

生活環境、吸引國外消費市場。因

此，紮根地方特色產業，是社會安定

的一股力量。

二、輔導步驟：執行三階段輔導，推動地

方產業發展

（一）播種萌芽期（示範輔導期）：重

點輔導與協助。

（二）成長茁壯期（資源整合期）：橫

向點與線的結合。

（三）開花結果期（行銷推廣期）：帶

動整體產業發展。

三、輔導方式：

（一）振興傳統特色產業（以鶯歌陶瓷產

業為例）

鶯歌一直是以陶瓷產業聞名全國，即使

有其他地區同樣發展陶瓷業，也無法取

代「提到陶瓷就想到鶯歌」這種第一品

牌的地位。中小企業處負責鶯歌地區整

體陶瓷產業的輔導，籌組鶯歌陶瓷觀光

發展協會，培養地方組織有能力每年配

合台北縣政府辦理陶瓷嘉年華會活動。

另外配合商業司輔導尖山埔路陶瓷老街

商圈再造，協助鶯歌成為國內陶瓷產業

重鎮。雖然有許多人士批評得沒錯：

「鶯歌賣的產品中，滲雜了許多大陸

貨」。個人認為觀察重點應該放在：1.

以產業長期發展來看，大陸低價品的充

斥應該只是過度期，當年MIT某些量產

品，不也是曾經以低價大量而雄霸世界

市場第一名。2.業者目前還能夠賺到

錢，先求維持生計，再追求永續發展。

3.君不知真正有心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之

業者，早已致力精研產品技術、發揮設

計創意、展現經營實力，又何懼外來產

品的衝擊；而這樣的業者在鶯歌比比皆

是，如市拿、台華、和成..等等。

（二）創新地方特色產業（以桃園縣觀音

鄉蓮花產業為例）

在市場上爭取誰是某項產品的第一品牌

的確非常重要，而這個光環同樣適用於

地方特色產業身上。譬如說：提到木雕

就想到三義，說起童玩節就想到宜蘭，

當然說到蓮花節就公認非白河莫屬了。

可是偶爾也會有異軍突起的案例，八十

九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桃園縣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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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開始發展賞蓮產業，而且在短短的兩

三年間，即營造出「南白河、北觀音」

各自雄霸一方的態勢。觀音之所以能急

速竄起，必然有其發展優勢及成功經營

之道，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三）發展地方經濟（以新竹縣尖石鄉雪

霸泰雅經濟發展為例）

尖石鄉是一個貧困的原住民部落，經濟

收益大部分是依靠農作物的種植，但因

位處窮鄉僻壤交通不便，長期以來農產

品的行銷通路完全掌控在行口的手中，

盤商常故意壓低收購價格，使原住民辛

苦耕種卻血本無歸。本處輔導協助成立

雪霸泰雅合作農場，計有80餘戶農友加

入農產品共同運銷行列。輔導後，農戶

每年收入平均增加2至3倍。另自九十年

起著手規劃當地農業轉型經營觀光產

業，如觀光果園、原住民美食餐廳、民

宿等等，以吸引周休二日的休閒旅遊人

口前往消費，並因應我國加入WTO之衝

擊。

（四）居民保有在地就（創）業機會（以

屏東縣老庄腳社區椰子產業為例）

很多人都不知道國內的椰子每年生產過

剩，再加上由東南亞大量進口的競爭，

除使農民收入大幅降低以外，更造成椰

殼廢棄物難以處理的垃圾問題。本處選

定以椰子密集種植區的屏東縣老庄腳社

區為輔導對象，協助社區農民研發省力

的自動剝殼機械，將外殼處理過後成為

可方便消費者直接飲用的剝殼椰子，並

直接透過超市賣場行銷以提高售價。另

研發椰殼自動攪碎機，每年評估可處理

減少80% 之椰殼廢棄物，並將攪碎的椰

殼纖維製造成有機的肥料及種花的介

質。當地社區居民更將椰殼加工做成樂

器及DIY的工藝品，還籌組樂團應聘出

外公演自娛娛人，創造了椰子社區的特

色產業及居民就業機會。

（五）打造優質生活環境（以宜蘭縣白米

社區木屐產業為例）

白米社區五年前原為一個沙塵滿天，並

導致人口外移嚴重的偏遠窮困社區。經

本處編列四百萬元分三年三階段輔導，

協助居民自組生產合作社發展社區木屐

產業，並將白米社區創造成為全國最具

文化產業特色的木屐村。自輔導的第三

年（八十九年），社區達成了300萬元的

產業及觀光營業額，隔年（九十年）更

倍數成長達1000萬元。由於生活環境改

善及有了就業機會，外移的人口也開始

回流。

（六）吸引國外消費市場（以台北市愛國

東路婚紗街為例）

都會型的商圈常常能夠見到某項產業群

聚的街區，探就其開店優勢應為地處繁

華都市，竟日車水馬龍人潮不斷；然而

經營成本較高與生意競爭激烈，相對也

是許多業者不得不結束營業的主要原

因。所以，不斷的推陳出新好點子新商

品，以滿足舊客戶及招攬新客戶，是為

業者生存之道。台灣的婚紗攝影技術一

流、價格低廉及可以多樣化選擇的特

點，早已聞名於世。因此，如何將街區

店家組織起來，並與媒體及旅遊業者結

盟，以高品質和快速的服務，吸引國外

結婚團體來台渡蜜月，同時配套安排婚

紗紀念照，將是可擴大客群的有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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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七）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以南投縣中

寮植物染布產業為例）

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小小的南投縣中

寮鄉卻因受災嚴重而得一夕成名，居民

除了忙於料理善後之外，立即面對的就

是生計問題。此時，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所召集一群當地的家庭主婦，指導學習

純植物染布技術，使其擁有可謀生的一

技之長。內政部給予度過難關的以工代

賑補助，九二一重建基金會適時支援生

產所需的材料設備經費，喻肇青老師的

團隊陪伴媽媽們心靈獲得支柱，重建委

員會和中小企業處協助輔導經營管理制

度，建立產品品牌及行銷通路。社區媽

媽們經過三年的吃苦努力，「中寮植物

染工藝品」已在全國打響了知名度。所

以結論是，當每個家庭都有了穩定與足

夠的經濟收益，整個社會才能安定。

四、政府扮演角色：

（一）小而美的輔導機制（以苗栗縣傳統

陶瓷產業為例）

塑膠製品的輕便及價廉，迅速取代了生

活中陶瓷器皿的地位，加上台灣人工成

本大幅提高，導致國內勞力密集產業不

斷外移，傳統陶瓷產業在現實的環境變

遷下，真是不落歿也難。但是誰料峰迴

路轉，陶瓷業搖身一變成了文化產業，

玩陶捏陶DIY成為流行時尚，適時給予

業者一個很好的經營轉型機會。中小企

業處切入重點，從一開始的輔導苗栗傳

統陶瓷產業，第二年轉而協助業者與周

邊其他業種結盟，以串聯當地資源，形

成多樣化經營的事業生命共同體。因

此，政府的輔導方面並不是什麼都要

管、處處都要照顧，而是要善用槓桿原

理，花少許的經費，用引領的方式，激

發業者經營的潛能與投資的信心，達到

協助文化產業永續經營的目的。

（二）行銷與推廣（以屏東縣三地門排灣

藝術村為例）

早於日治時代，三地門鄉即為原住民族

藝術薈萃之地，近年來更因為政府及全

國民眾對於原住民族生存權利和文化傳

承逐漸重視，連帶使得三地門原味十足

的手工藝產業欣欣向榮。但是三地門工

藝產業同樣的也面對仿冒品及大陸、東

南亞低價品的競爭，因而如何達成「塑

造三地門產業整體形象及各別品牌、兼

具內部與對外行銷、做到多元化產業複

合式經營、推動原住民族文化知性之

旅」等工作目標，將是三地門發展文化

產業的致勝關鍵。

肆、日本對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的重視與

建言

日本推動社區發展及活絡地方產業工

作，較之我國提早二、三十年，其推動之手

法及經歷之過程，常為我國觀摩與學習的對

象。二○○二年三月二十日，日本地方經濟

綜合團體－－商工會議所，提出一份應全力

振興地方產業之建言，報告中的主要內容，

在在吻合了現今台灣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應有

的觀念和作法，將其建言重點試著修飾後摘

錄如下，謹供諸位參考：

在經濟社會多元化、個性化及全球化之

潮流下，地方產業不僅為國家固有文化資

源、物品製造文化的資源、國家對外的顏

面，亦為全民之財產及地方競爭致勝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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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惟地方產業應在各地生根，若是一旦潰

散，不祇該項產業空洞化，亦將影響雇用，

甚至停滯地方社會發展。

地域之間競爭日益激烈，故為地方傳統

資源的地方產業再度引人矚目，年輕人開始

重視手藝振興「本國文化」的現象處處可

見。故促進創業及雇用，以活絡地方產業，

不可或缺。

現存的地方產業，一直在傳統的維持與

革新之間掙扎、在排斥與融合中應變，約可

歸類為「產業再生者」及「傳統文化延續

者」，今後均應與觀光產業加強合作。因

此，活絡地方產業並非單一產業的問題，而

係地方整體事務，其作法建議如下：

一、生活內含地方產品、擴大需求

（一）因應消費者需求

1.徹底掌握消費者需求，除重視女性客

戶、提高銷售者能力之外，滿足消費者

需求的服務態度，也應隨時注意。

2.為迅速因應消費者需求，異（同）業

者交流、開發富有本國文化的系列產品

等工作，益趨重要。

（二）改善銷售方式

1.依業種、產品，大膽改採產銷一體化

策略，檢討單獨或共同直銷方式。蒐集

整理都會區居民出生家鄉別及參加展售

會的入場顧客基本資料，以便適時寄送

產品廣告。

2.活用網路，搭配地方產品以外商品共

同銷售，並在國內外大都市設置地方產

品銷售據點。當然，應考量能正常營運

要比設置銷售點更為重要。

二、地方產業與觀光合作

（一）確立產地品牌並與觀光合作

1.除做好現有產品的產地直銷外，亦需

發掘地方產業新產品，並配合產地研

修、體驗學習、民宿等，參與觀光事

業。

2.如條件許可，考慮設立「地方產業博

物館」、「主題公園」。另為因應國內外

遊客，應培訓解說員及設置外語標示。

（二）舉辦有特色的產品展

1.一般的物產展雖多卻缺少特色，應積

極檢討在都會商圈舉辦小型特色產品展

及參加國內外博覽會。

2.鼓勵大企業及行政單位以地方產品做

為贈品，並舉辦設計競賽活動。

三、強化輸出策略、發掘國外需求

（一）產業應有向國外推銷地方文化及本

國文化的氣魄，努力開發可避免與國外產

品競爭的傳統技術及建立品牌，生產少量

多樣的手工高級品。

（二）活用駐外使館單位，設置本國文化

介紹中心，推介國內文化及地方產品。

（三）可與國外傳統產業合作，設置當地

顧問、強化海外市場調查。

四、設計開發、提升技術

（一）中央政府除培植企業內設計家、指

派指導設計家、促進產官學合作，以降低

產業研發投資風險，亦可考慮設立以指導

地方產業為功能的國家設計中心。

（二）地方政府為建設地方，必須振興地

方產業的傳統技術。

五、加強技術教育、培育人才

（一）政府除鼓勵地方產業創業外，對於

轉業也應予以協助。地方產品製作體驗，

應列入中小學教材，藉以振興技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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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應加強協助傳統工藝專門學校

及學生，包括學生畢業後之工作確保。

六、制定規章、檢討交流

業者應改善委託銷售及會計制度等交易行

為，制定內外透明的交易規章。

七、徹底活用資訊科技（IT）

（一）地方產業為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以

及資訊管理，則必須積極活用資訊科技，

尤其要透過資訊參與瞭解市場活動，以掌

握消費者需求，做好生產調整。

（二）業者雖已運用網路行銷，今後亦應

融合數位技術與模擬技術，幫助產業改走

高科技路線。

八、 行政單位任務再確認

（一）政府現有以產業聚集為導向的「地

方產業振興策略」及以傳統工藝士等個人

為對象的「傳統產業振興策略」，應研擬

支援上述策略的綜合策略，如設立連線各

地的地方產業中心，以及支援市場活動與

設計開發的「地方產業國家中心」。

（二）對外宣揚文化，對內產業人才培

訓，並促使學校重視地方產業教育及獎勵

設備教材採用當地產品。

（三）地方產業係地方競爭致勝工具之

一，除與觀光產業發展等其他振興政策結

合外，相關之活動及會議，應擴大讓產業

與居民參與。

本文作者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技正

※本節重點摘錄自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九

十一年四月「日本商工會議所對振興地方產業之建言」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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