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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目前均積極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承改革，並藉此一過程提昇居民的地

方認同與向心力，期使居民能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創造故鄉新活力。鹽水鎮擁有許多文化資產，是極具特色的一個城鎮，

近年來鹽水鎮陸續發掘文化元素，整理地方歷史紋理，讓一個充滿文化氛圍的古城逐漸嶄露頭角。 　　本研究旨在探討鹽

水鎮地方文化產業與居民地方認同感，首先探討地方文化產業內涵與鹽水鎮地方文化產業現況，並界定本研究之地方認同

的定義與內容，再以問卷調查及實地訪談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居民「情感認同度」優於「參與度」與「認

知度」。 二、「軍公教」之地方認同低落。 三、「參與度」與「認知度」能提升「地方文化產業滿意度」。 四、鹽水鎮

具有「地方性」、「獨特性」、「文化性」三項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特質。 五、鹽水鎮地方文化產業與觀光遊憩逐漸整合

連結。 六、農閒文化活動「鬥蟋蟀」、「賽鴿笭」的沒落。 七、地方文化產業的規劃與執行無法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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