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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社頭織襪產業進行產業升級時，社頭織襪業者的生產策略以及織襪產業發展中心、社頭織襪產業發展協會如

何協助、輔導織襪產業發展，以利提振地方文化產業。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進行訪談調查，依據相關文獻整理出社頭織襪產

業發展的過程、社頭織襪產業的外包制度、歷年織襪產業內、外銷的情形以及該產業目前所面臨的困境⋯⋯等，對社頭織

襪產業有深度了解後再與織襪產業發展中心、社頭織襪產業發展協會以及社頭接單工廠業者，根據目前的營運狀況進行訪

談。訪談結果整理出二部分，首先是織襪產業發展中心、社頭織襪產業發展協會二者對社頭織襪業者的服務內容、輔佐項

目，以及社頭接單業者在市場上的生產策略方式、自我品牌的產品設計及行銷方式，以及對政府相關政策、措施的看法及

態度，例如:織襪MIT標章認證的推廣、社頭織襪園區進駐狀況、織襪芭樂節活動對社頭織襪產業的助益、韓美FTA貿易協

定對織襪產業影響⋯⋯等。 綜合文獻及訪談結果歸納出下列各點結論: 一 社頭織襪產業聚落的推廣，可知由「生產」鄉鎮

轉型為「生產兼觀光」鄉鎮。 二 社頭接單公司的生產方式，已有明顯的改變。 三 社頭接單公司的行銷方式，趨於多元。 

四 社頭織襪產品，在內外銷市場有不同的產品設計類型。 最後總結本研究中有所發現，對社頭接單業者推廣織襪產業發

展時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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