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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研究湖西香茹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採質性研究方式，經由文獻、資料收集、田野調查、訪問與香茹產業相關之

人士等方法，來研究湖西農業及香茹產業的變遷，藉以探討：ㄧ、香茹的種植如何成為湖西鄉的特色產業。二、香茹產業

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三、香茹產業文化所面臨的問題與未來展望。研究結果發現：ㄧ、湖西香茹的特殊性與品質受到當地

居民高度認同。二、湖西鄉的各方面自然條件適合香茹的生長加上香茹本身為高經濟特用作物提高農民種植的意願、農民

勤奮的性格及政府政策導向與鄉公所積極的推廣等因素，造就香茹產業成為湖西鄉的特色產業。三、在香茹產業文化形成

方面有「地方意識的形成」、「鄉土教育的推廣」、「社區地方性的發展」、「產業文化節活動與觀光產業的相輔相成」

等四大助力。最後依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就香茹產業文化所面臨的問題與永續發展的議題方面提出具體之建議。

關鍵詞 : 湖西、香茹、產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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