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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港虎尾寮～凝聚
疫情後的地方經濟

報告人：朱珊玟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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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的凝聚力

2020
• 2020年2月20日疫情升溫。

2021

• 2021 年 5 月 26 日宣布進入三級緊戒，宗教集會活動全面

暫停辦理。

2022

• 2022年7月「嘉義大學」團隊進入魍港虎尾寮。

• 2022年10月13日降為第二級緊戒。

2023

• 2023年5月1日疫情宣告結束。

• 2023年5月11日魍港太聖宮媽祖誕辰遶境活動。

交流活動
中斷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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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魍港虎尾寮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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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撈業

1940年之前：

• 牽罟（地曳網）：一罟30-40人。

• 牽魚栽（手曳網）：全村動員活動。

1940年之後：

• 遮土網（立竿網）：每組10-15人。

目前：泥沙淤積，漁撈業沒落。

養殖漁業

開始於1934年

• 八掌溪改道浮覆增加地，日本人開
始開闢魚塭。

1962年

• 濱外沙洲為理想養殖牡蠣場所。

目前養殖：虱目魚、白蝦、文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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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主要的第一級產業



鹽業

始於1900年(日治時期)

• 獎勵人民自由開發鹽田政策。

• 第二期開發布袋鹽田延伸至虎尾寮。

• 收成時間：每年春季、冬季。

終止於1984年：廢曬虎尾寮鹽田。

貿易業

荷蘭時期

• 扼守倒風內海出入口。

• 烏魚、鹿皮等集散地。

清領初期

• 出口-蔗糖、五穀、靛藍等，

• 進口-福衫、布帛、瓷器等。

目前：泥沙淤積，失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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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雞業

始於1968年

• 新塭人至本地購地建雞舍。

• 蛋雞事業屬於高污染性。

• 全盛時期：養雞戶約有20-30戶。

目前：約9戶。

觀光業
2015年開始

• 雲嘉南濱海風景區設立觀光景點「3D好
美彩繪村」。全台第一個設立的3D彩繪
村。

好美船屋

• 提供體驗旅遊、食農教育、生態解說等
體驗活動。

• 2022年榮獲「全球百大永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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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產業

• 3D彩繪

• 好美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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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港虎尾寮目前地方經濟

第一級產業

• 養殖漁業

• 蛋雞業

受到疫情影響
較顯著

文化 產業

凝聚力

永續社區觀光

嘉義大學



挑戰

疫情後地方經濟

13



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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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凝聚活動

觀心亭活動

北歐健走活動

好美國小親子營養講座

好美國小營隊

好美運動班

廟口笑瑜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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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定向活動與
虛擬實境導覽解說

• 結合「宮廟文化」、「小保
安林知識」與「3D彩繪圖
」，設計打卡點與起始點、
終點站共24站。

• 結合科技「虛擬實境」。

• 建置站點QR Code作為定向
活動課程。

• 結合線上「導覽解說」功能。

• 與太聖宮結合永續社區觀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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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 臺南市安南區土城，亦有地名「虎尾寮」。

• 追溯自清朝年間，距今170-180年前，從布袋「虎尾寮」搬遷定居。

• 「虎尾寮角」是目前安南土城11角頭聚落中最大。

• 移民為「中角」蔡姓五房，將家神「伍王爺」請至安南虎尾寮。

• 2021年建廟奉祀，稱「伍聖宮」，並發展宋江陣文化。

• 約21年前，安南虎尾寮第一次回到魍港虎尾寮

• 之後每年媽祖聖誕日前後，均有回駕活動。

• 因疫情中斷連繫三年，2024年將重啟文化交流。

「虎尾寮」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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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港
虎尾寮 安南土城伍聖宮

中角三龍宮

魍港太聖宮

鹿耳門聖母廟

嘉義大學

好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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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2024年5月好美國小

尋根文化課程

訪問學習單

訪問家人

校本課程方向

中角三龍宮

魍港太聖宮 魍港長者老者拜訪

活動安排

回鄉祭祖

遶境活動

拜訪安南伍聖宮

嘉義大學

交流目的

• 活動過程的社區擾動。

• 社區凝聚力建立。

• 達到教育的目的。

• 透過媒體宣傳兩地
「虎尾寮」之關係。

• 異鄉遊子興起尋根念
想。

文化交流深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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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安林

魍港虎尾寮社區

嘉義大學

凝聚場域

共作坊會議凝聚共識

共同鏟除入侵種銀合歡

社區發展協會協助整地

導入社區系列活動

環境教育課程融入

場域認證永續發展

目前已完成

正在進行或未來規劃

嘉好花園啟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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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社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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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安林

嘉大森林系育林

實作

嘉義巡禮微學分課程

園藝治療

凝聚地方力

食物教育



課程融入

產業

文化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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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設施
營運
管理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永續社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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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課程認識

貿易業
漁撈業與養殖業 鹽業與蛋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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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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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故事建置

• 捕魚工具蒐集

• 古法漁撈方式記錄

• 採訪產業人物故事

• 地方誌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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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條件

凝聚力

文化

產業

認同感

依戀感

依賴感

魍港虎尾寮 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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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社區觀光



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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