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107757018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10	、訪客IP：107.21.139.153


  	姓名	
      	  吳筱惠(Hsiao-Hui W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名稱	
      	  桃園市客家社團推動海洋客家永續發展文化之研究
(A Study on Hakka Associations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ure for Ocean Hakka in Taoyuan City, Taiwan)
      	   
	相關論文		★ 我國客家行政機關代理關係之研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個案分析	★ 我國客家事務行政類科考試政策執行之研究
	★ 臺灣地方客家行政機關契約委外的治理研究：新北市義民祭個案分析	★ 客家地方治理的合產效能之研究：以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為例
	★ 客語能力認證獎勵之政策工具研究：以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為例	★ 政府機關對電子化政府的資訊素養認知與應用：以臺北市及新北市客家行政機關為例
	★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政策研究：以龍潭大池整體環境規劃與營造計畫為例	★ 政府補助地方客家社團的協力成效之研究： 以桃園市客家禮俗教育協會為例
	★ 地方治理中多元族群學習客家文化成效之研 究－以桃園市八德社區大學客家文化課程為例	★ 我國地方政府推廣客家語文模式及其成效之研究：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個案分析
	★ 地方客家社團協力推動參與式預算之研究：以桃園市富岡為例	★ 客庄基層官僚推動參與式預算觀感之研究 ：以桃園市楊梅區為例
	★ 臺灣地方客家行政機關契約委外成效之研究：桃園市客家桐花祭個案分析	★ 地方政府文化活動簽約委外之研究： 以桃園市客家族群與多元族群個案為例
	★ 幼兒園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政策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 都會客家社區志願團體的環境保育志工之研究:以桃園市中壢區老街溪流域為例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研究以桃園市濱海區沿海地貌及漁法為海洋客家文化的核心，藉以探究客家社團推動海洋客家永續發展文化的研究，應用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文獻分析及次級資料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設計訪談大綱，以半結構訪談方式，整理出桃園市濱海客家社團的活動主軸及關係網絡，並分析濱海客家社團如何形塑海洋客家永續發展文化的特色。研究對象選取了三個濱海的客家社團(桃園市新屋區海洋客家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桃園海客協會、及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及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桃園市觀音區保生社區發展協會)，探討客家社團推動海洋客家永續發展文化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濱海客家社團因鄰近沿海地貌的不同，關注的主題亦不相同，分別為藻礁、牽罟和石滬，但因海洋環境改變，漁獲量很少，以致失去經濟價值，如今已轉型為體驗活動或作生態小旅行之用，觀音區沿海因大潭發電廠的設置，沿海區域則以環境生態維護為主。濱海客家社團同類型的接觸較多，與政府關係很緊密，經濟來源主要向政府主動提案，取得經費。

最後建議，政府以更多元的方式行銷海洋客家文化，客家社團則秉持永續發展的精神傳承下去。
	摘要(英)	In this study, the coastal geomorphology and fishing methods of the coastal area of Taoyuan City are the core of marine Hakka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Hakka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Hakka culture is use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to design interview outline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main axis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n Taoyuan C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ere sorted out, and how the Hakka community in the sea sha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Hakka culture was analyzed.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ed three coastal Hakka associations (Taoyuan City Xinwu District Ocean Hakka Leisur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aoyuan Haike Association, and Taoyuan City Xinwu District Love Township Association), and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aoyuan City Guanyin District Baoshe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Hakka associations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Hakka cultu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astal Hakka communities differed in the surrounding landforms and the topics of concern were different. They were algae reefs, Taiwanese Beach Seine, and stone fish weir. However, due to change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catches were very small, and the economy was lost. The value has now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experience activity or an ecological trip. The coastal area of Guanyin District is set up by the Taitan Power Plant, and the coastal area is mainl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maintenance. The coastal Hakka community has more contacts of the same type and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economic sources mainly propose to the government to obtain funds.

Fi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put marine Hakka culture on the market in diversified ways, and the Hakka associations inherit the spir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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