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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focuses on straw culture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saotun in SWOT approach, with the subtitle “straw culture activity

” to research and approve how the motif “straw culture”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saotun. The straw culture activity has been

hold in Tsaotu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1998. I researched the unique attraction and creativity of straw culture,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In order to record and discover the long lasting reasons, and why the activity was been expected for the

neighborhood, I took place it every year. There are two research destinations in the thesis; the first is to research the meaning of

activity by analyzing the full and richness information of straw culture activity these years; the second is to translate the changes and

affections in Tsaotun because of the straw culture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analyzing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straw

culture activity can strong traditional straw art technics, and develop culture creativity industry. It also can inspire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area, and longer the lif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pply work opportunities to female and old people to solve unemployment

question and increase economical incomes; it also brings concrete result of culture conservation. Culture is an eternal career. The

affections of straw culture activity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If government can pay emphasis on agriculture

revolutions and add agriculture subsidy to new generations, it will encourage more people take and let the culture lasting; if

government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all represent buildings, art works, and designing “straw culture activity spokesman

” to propagate the activity traits. Furthermore, foster straw weavers, step up straw-value-researches,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industrial fields to rich the straw technical art, it will make Tsaotun Nantou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local industry, and reach

the goal of ” art technic capital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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