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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藉由探查水龍頭產業群聚-鹿港頂番社區，提出群聚產業社區的急切需求-設立小型博物館，做為培育技術教育創新設計人

才的薪傳中心、展示招商的館舍組織、提供資訊技術交換以及創造群聚經濟效益的平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從地方文

化產業與產業聚落，產業文化與產品文化的演變，產品文化在共同品牌形象定位的趨勢下，研究水五金群聚產業設立博物

館之可行性，文獻不足部分則藉由訪談、觀察方式搜集相關資料，並分別以專章針對水五金群聚產業及其設立博物館的可

行評估作研究探查。產業對水五金群聚設立博物館的主要期望是：能強化群聚互動的據點，設計及技術的薪傳中心，希望

得到政府規劃展示輔導的資訊交換平台。水五金博物館的規劃若以故事化、生活化、經驗化、親切化為原則的體驗設計，

配合生產技術的演進歷程為展示內容；並結合綠能多元面向DIY 課程，可以讓博物館的設置成為可行。經歸納分析，得到

以下結論—水五金群聚產業社區博物館需扮演的角色是：首先，整合群聚生產鏈的優勢，發揮學習網絡、研發創新、提昇

品牌形象多元功能。其次，是傳承生產技術、提昇產品研發及創新產品設計的交流平台。最後，需導入品牌設計以共同行

銷為對外貿易窗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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