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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 Porter 在1990年提出群聚的現象可以為產業提升競爭力之後，透過產業群聚來建構競爭優勢的例子越來越多。綜觀目

前產業群聚的研究以高科技產業、區域範圍為主，但近年來傳統產業及休閒產業的群聚現象亦引起各界學者的關心，例如

：中部的自行車產業及花卉園藝產業等。 台彎的園藝產業發展至今已超過100年，從1984年起由於政府鼓勵種植，逐步締

造台灣園藝產業的優勢。但自從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國外競爭者增加，國內園藝產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受到

外國的威脅。有鑑於此，一向以花卉、園藝產業聞名的彰化縣，在縣政府的規劃中，即企望透過國家級花卉園區的成立，

以群聚的力量來重建競爭優勢。 有鑑於此，本研究運用產業群聚理論，探討社區的休閒產業（園藝產業）的競爭優勢。本

研究採用質化研究針對社區園藝產業的群聚成員進行深度訪談，並配合文獻分析、理論交叉對照。 研究發現：社區園藝產

業的競爭優勢，在生產要素方面，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自然資源條件的配合；二是基礎建設的完善；三是群聚的地緣鄰近

性帶來的生產技術的快速擴散，而群聚成員的良性互動是促進產業競爭優勢的動力。社區型的產業，支援機構的協助方面

，技術、資金、資材的支援對園藝產業在競爭上能提升優勢地位。尤其在在產銷方面，群聚內能有鄰近的批發市場和商家

提供園藝產品最佳的銷貨管道，對提升園藝產業的競爭優勢有相當的助益。 社區的群聚成員會因親疏關係影響技術擴散，

對社區技術的擴散形成隱憂；政府機構和社區業者互動性並不高，造成溝通方面的不足；缺乏高科技的研發技術，對園藝

的競爭地位造成限制，無法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影響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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