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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tou Township residents from the Ching Dynasty period the Han Chinese shift Ken Shetou, ethnic groups mainly from Fujian

Zhangzhou Nanjing Xiao clan pro interspersed family name, to the recovery before most of the farming for a living. Late until the

Japanese rule, the introduction of Cheng and his son first hand hosiery, change the entire Shetou economic patterns. Hosiery

industry has become Shetou specialized industry, and it created the economic miracle of the agency head, especially Shetou large

hosiery company, founded by the Shaw Brothers "Tatung", leading the the hosiery industry toward mechaniza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Tatung"closed down, making Shetou hosiery more expansion. Master of the factory, have to live on their own, and you like

family fraternal friendship and mutual help,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ivision of labor, each SME factories, then won everyone of

Shetou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ame. Wechsler family investment in stockings industries, the more so Shetou hosiery reached its peak.

The for a special Shetou human struc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hosiery, to explore Shetou hosiery entire economy Shetou. Final and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mpeti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powerful enemy, hosiery Shetou will go from here,

especially in the WTO, signed ECFA, the U.S. and South Korea signed an FTA, Shetou hosiery industry will explore how to

respond to do. In this stud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 survey, oral hosiery status and documen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industry,

to explore the hosiery industry Shetou living network link,And to explore the hosiery industry Hing to failure and how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then out of a business blu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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