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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蝴蝶引領埔里發展的生機 

初探「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生態城鎮 

見學網絡的建構」 

顏新珠 

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一、計畫想法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921 地震後長期投入南投縣埔里鎮桃

米里社區重建事務，透過社區資源調查和願景的形塑，並在跨領域的多元合作下，

引入生態倫理、生態方法和生態教育，讓桃米社區逐步轉型為兼俱生態保育與生

態旅遊的生態村發展模式。 

現今「青蛙頭家」所帶動的綠色產業，提供桃米五分之一以上的就業人口，

創造一年超過一億臺幣的產值，讓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相結合，見證生態、

生產、生活三生一體的理想，可在地化實踐。 

「有沒有可能將桃米生態村的經驗放大？」本會與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

等民間組織，邀集相關團體召開過多次討論會，也邀請相關教授蒞臨演講、參與

討論。希望營造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願景實踐，讓區域的魅力與持續性發展，被

看見。 

1960~1975 年間，是臺灣蝴蝶採集、加工及外銷的全盛期，當時在臺北縣烏

來、南投縣埔里、高雄縣六龜及臺東縣蘭嶼等地，有成千上萬的人以蝴蝶的採集、

加工及貿易為業，其中埔里鎮更是蝴蝶產業的中心，蝴蝶加工廠、標本館及商店

等超過百家，每年由全臺各地送到埔里加工的蝴蝶超過 2,000 萬隻，也為埔里贏

得「蝴蝶鎮」的稱呼。但曾是臺灣蝴蝶盛產地的埔里，隨著開發的步伐、棲地的

淪陷、天然災害的襲擊等因素，蝶況已不復往日。 

隨著時代的變遷，過去的標本產業已不可行，如何結合生態保育與生態產業

的發展，為被邊緣化的鄉鎮找到一條可以兼俱地域振興與社區營造可以同軌前進

的道路，就成為諸多埔里人的期待。 

這項工作是一深具實驗性格的學習過程，希望在過程中讓 NPO 與社區社群

的自主性充分發揮，並運用民間的資源，一起建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嘗試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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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新的社會與生活價值理念的生活行動，秉持著宏觀與前瞻的整合性概念

（生態、教育、產業與公民參與），模塑未來埔里發展的途徑。讓參與的社群有

面對自己處境（包括自然環境與政經環境）的覺省，重新發掘在地知識，建構跨

領域的合作能力，學習彼此的對話、傾聽與包容彼此的差異，進而形成獨特的社

群文化。不僅是個人的實踐，也是集體的超越與完成，以至於可以： 

（一）培力生態保育的價值觀與行動，營造俱文化與生活創意產業內涵的「生態 

   城鎮」。 

（二）創造 NPO、社區社群與政府部門的多贏治理模式。 

（三）建構社區見學網絡，結合文化、生態、產業、觀光深度之旅的生活創意產 

   業的營運。 

 

二、執行策略與行動 

永續發展的實踐目標與策略，需立基於全球思維與在地行動的基礎上，方能

有效解決此具互賴與複雜的課題。而具願景式、廣泛性的永續發展價值觀，要如

何具體實踐，除了由上而下的傳統行政決策外，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也是關鍵。 

在產業外移，人才剩餘的都市與鄉村，如果可以將移不走的風土（社區產業、

文化與生態）與人情，重新定位，重新詮釋，重新學習，重新鏈結，形成一個新

的生活方式，就有機會感動不同的人，而形成一種人與經濟的流動關係，這種模

式就有機會活化社區。 

具體來說，本計劃的執行是以願景來整合人與事的過程。具備一個社區與城

鎮的共同願景，讓不同利益關係的人能對未來產生企望，並且訂定共同的目標。 

本計畫之推動歷程其策略與行動，2010 年為願景形塑期，展開現況分析與

共識凝聚，開始引入生態城鎮的概念。2011 年展開人與環境的整備。2012 年展

開生態城鎮社區見學試營運。2013 年開始運轉。 

本計畫之推動歷程其策略與行動如下： 

2010 年願景形塑期 

策

略 

1. 現況分析與共識的凝聚 

2. 生態城鎮觀念的引入與啟迪 

行

動 

1. 召開埔里願景會議。 

2. 辦理生態城鎮系列講座。 

2011 年人與環境的整備期 

 

策

略 

1. 外部資源的引介與取得。 

2. 架構產、官、學、社的合作。 

3. 蝴蝶資源的調查與生態知識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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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蝴蝶棲地的營造與賞蝶步道的評估分析 

5. 蝴蝶資訊庫的建立。 

6. 爭取對內認同與支持。 

 

 

 

 

行

動 

1. 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蝴蝶資源調查經費的挹注。 

2. 參加文建會社區營造亮點計畫──社區跨域合作的甄選、入圍。 

3. 籌組蝴蝶調查小組，初步選定 10 條調查路線，第一年度發現大埔里賞

蝶步道蝴蝶種數 205 種。 

4. 從 10 條調查路線逐次選定、串聯適宜之賞蝶步道。 

5. 招募蝴蝶義工，投入蝴蝶食草、蜜源植物的種植行列。 

6. 評估適合埔里地區種植之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 

7. 蝴蝶生態解說員的培訓。 

8. 出版蝴蝶風社區報，有效傳播再現蝴蝶王國相關事宜及引進國際生態城

鎮相關案例，擴大視野。 

9. 進行大埔里地區蝴蝶產業發展史田野調查與影像紀錄。 

10. 大埔里地區賞蝶活動之推廣。 

11. 11、成立「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跨域合作平台」。 

2012 年生態城鎮見學試營運 

 

 

策

略 

1. 蝴蝶資源調查與生態知識的持續引入 

2. 蝴蝶棲地的營造 

3. 生態產業化的架構 

4. 擴大社區參與、爭取認同 

5. 深化生態城鎮的理念 

6. 跨領域的多元合作 

7. 有效串聯公私部門資源共構再現蝴蝶王國之推動 

 

 

 

 

 

行

動 

1. 12 條步道蝴蝶資源的調查及監測。 

2. 5 條賞蝶步道基礎解說系統的撰寫與影響評估。 

3. 舉辦 80 小時蝴蝶生態初級解說員進階課。 

4. 舉辦蝴蝶生態解說員職前訓練 72 小時。 

5. 舉辦 40 場的賞蝶活動與見學網絡的效益評估。 

6. 甄選出 19 個蝴蝶棲地自力營造示範點，連同賞蝶步道及社區公共空間

共種下 9165 棵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 

7. 舉辦生態城鎮講座及兒童生態營。 

8. 蝴蝶風社區報的發行。 

9. 出版埔里賞蝶手冊、摺頁。 

10. 與暨大資工系合作完成埔里賞蝶手冊電子書及成立埔里埔蝶趣

facebook。 

11. 「蝴蝶風」網站的建置。 

12. 辦理第一屆蝴蝶辨識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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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立蝴蝶苗木公益銀行。 

14. 推動「三隻毛毛蟲闖天下」兒童音樂劇的演出。 

15. 推動產官學合作，研發蝴蝶文創產品。 

16.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跨域合作平台 9 人小組會議的召開與運作。 

17. 針對埔里鎮機關、學校、縣府行政單位召開再現蝴蝶王國推動說明會、

諮詢會、協調會。 

18. 籌組「埔里生態城鎮」規劃小組與運作。 

19. 有效連結林務局、環保署、日管處相關資源，共推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相

關之工作。 

20. 影響南投縣政府虎頭山中心碑綠美化植栽採用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 

21. 南投縣花卉嘉年華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會員認養產業蝶，並以蝴蝶

作為花卉展主題。 

2013 年生態城鎮見學運轉 

 

 

策

略 

1. 蝴蝶資源調查與生態知識的持續引入 

2. 蝴蝶棲地的營造 

3. 持續擴大參與爭取認同 

4. 跨領域的多元合作與串聯 

5. 大埔里地區社區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動 

6. 生活文化創意產業的開創 

7. 蝴蝶區域軸線見學的建構與推動 

8. 生態城鎮理念的持續引入與實踐 

 

 

 

 

 

 

行

動 

1. 賞蝶步道蝴蝶資源的調查及監測。 

2. 辦理蝴蝶生態解說員進階班培訓課程 150 小時。 

3. 社區型賞蝶路線的評估、拓展。 

4. 新增 10 個蝴蝶棲地自力營造示範點及 10 處與蝶共餐營造夥伴。 

5. 蝴蝶苗木銀行的推動。 

6. 賞蝶活動的辦理。 

7. 大埔里地區國小蝴蝶環教列車之辦理。 

8. 我的蝴蝶夢專書之出版。 

9. 10 場「蝴蝶風起」生態城鎮系列講座之辦理。 

10. 大埔里蝴蝶產業史田野調查及蝴蝶貼畫解析。 

11. 「蝴蝶風」網站的深化與日文版的建構。 

12.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紀錄片的發行。 

13. 蝶迷‧迷蝶圖文集出版。 

14. 蝴蝶相關文創商品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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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埔里蝴蝶風」藝術蝴蝶展。 

16. 「蝴蝶風起」系列音樂會的辦理。 

17. 協助成立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 

18. 「蝴蝶與我」國小圖文徵集比賽。 

19. 2013 年蝴蝶辨識全國大賽。 

20. 蝴蝶風社區報的發行。 

21. 蝴蝶生態旅遊之運作及效益評估。 

22. 有效結合環保署及水保局相關資源，共推再現蝴蝶王國及區域見學之落

實。 

23. 產、官、學、社跨域合作共推生態城鎮。 

 

三、總結 

臺灣的社區營造推動近 20 年的歷史，但在政策各自為政之下，鮮少觸及地

方共同願景如何形塑、協力組構社群共同發展，以至於區域發展的力量難以集結，

加上地方政府的能力與資源不足，地方發展出現嚴重的瓶頸。除了政府資源之外，

地方社群資源的共同投入，更是面對政府財政匱乏的重要法門。 

（一）跨域網絡的形成 

本計畫執行效益超乎原本預期太多，也讓我們真正看見 NPO 的存在價值。

在政府部門缺乏部門整合功能的情況下，民間 NPO 平台相對地重要。本計畫的

網絡連結構想如下圖，其累積與加乘的願景效益，已轉化成區域社會發展的動能，

是揉轉大埔里地區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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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性平台的建構 

生態城鎮的建構，由上而下，

通常是透過政府部門預算與計

畫的強力介入，但是一般的鎮民

其實是無緣與計畫相接的。所以

本計畫最重要是在執行的過程

中，如何培力參與者的能力，以

致於在計畫結束之後，鎮民還能

繼續願景發展。 

在經過生態城鎮願景的學

習與建構之後，原本不相關的生

活社群，重新凝聚，以生態城鎮

發展的願景，讓大家從集結到團

結，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也在生

活中發展生態城鎮的可持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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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見學促進生態城鎮的產業化 

生態城鎮建構的是人文與環境的全面性發展，當一地的生態生活越是多元，

它必定是越吸引人。如果生活可以成為分享的一部份，就有機會透過「社區見學」

成為產業。 

在臺灣普遍性勞動力剩餘與產業失調的狀況下，如何運用社區資源轉化成生

產資本，需要跨域的合作與資源共享。本計畫之執行，已窺見生態城鎮整合發展

的雛形，透過社區見學建構城鄉內外的價值與價格的交流體系，相對豐富生態城

鎮治理的社會資本，是面對國家治理困境與弱勢發展，重新建構弱勢主體性與挺

立新價值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