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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頂新國際集團魏氏四兄弟在大陸事業有成之際，本著回饋故鄉之心志，於1997年在永靖鄉成立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本研

究以質性研究方式，對基金會的關鍵人物進行深度訪談，分析地方文化工作推展歷程，研究相關的個案文獻資料，發現基

金會擔負扮演地方文化散播的引導者、教育活動的推動者、地方文化觀光的領航者之角色與定位；基金會因對於地方資源

整合系統的經驗不足、志工人力供給系統不穩定、推動文化觀光執行層級不高、鄉民活動參與力淡薄，形成基金會發展之

困境。而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力和多領域的規劃執行力更受到挑戰。但基金會多年來在地方上的耕耘著力，加上集團雄

厚的財力支助，將透過頂新文化園區的規劃建造，活化地方經濟，為永靖鄉的文化觀光開啟新的格局，成為彰化觀光的新

亮點。在2017年頂新文化園區正式啟用後對基金會的影響值得後續觀察研究。

關鍵詞 : 頂新國際集團、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地方文化、頂新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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