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 

執行教育部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022綠色國際大學跨域學習線上成果發表工作坊 

 
 

綠色知識經濟創新成果轉化報告書 

(轉化類型：部落循環經濟生態系) 

 

 

議題：B-4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 

 

 

主持人：謝明哲 副教授 

 

 

學生：周饒立偉 (10812115) 

黃心恬   (10812117) 

陳恩欣  (10812118)  

施智晟  (10812141)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6   月  



i 

 

摘要 

隨著時代的更迭，電子商務成為一股趨勢，因為電子商務可以不受時間、地域

的限制，較易擴展業務，且利用數據來分析，除此之外，虛擬通路也可以不受賣場

空間的限制，充分提供相關商品的資訊。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因本身只有社群網站的

粉絲專頁在經營，無任何的官網建置，以致宣傳力不足；產品皆用電話預訂，無完

善的資料紀錄及顧客管理；同時，產品資訊並未做清楚的介紹，所以造成南島咖啡

部落廚房無法有效進行完整行銷工作。本研究協助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建置官網，讓

顧客暸解餐廳詳細資訊，解決地緣關係宣傳不足的問題也提高曝光度、觸擊率吸引

更多客群，官網利用超文字標示語言(HTML)和階層式樣式表(CSS)進行網站的架設作

業，若有需求會增加資料庫的系統，採用 MySQL語法設計。第二，設計完善的預約

制度，搭配線上宅配的服務，讓餐廳進行記錄蒐集顧客的資料，以便分析。 

本研究將遵照設計科學研究法，第二，利用 Google Analytics 評估工具來查看

網頁的瀏覽分析，藉此得知訪客是藉由何種方式找到網站、如何瀏覽網頁，蒐集訪

客的瀏覽行為。第三，我們利用故事行銷法，透過拍攝 Lily 姊的故事、生活經驗，

從她的角度深入探討部落廚房的核心精神。第四，綠食餐點，南島咖啡的餐點皆為

使用在地、當令的食材，別於其他綠色餐廳，它將部落文化融合在餐點裡面，把文

化、在地食材和環境永續結合，以綠色永續經營的理念經營，顧客在享受餐點的同

時，也學習到永續飲食的重要性。第五，部落觀光，達魯瑪克部落有在參與社區營

造，然而南島咖啡也協助社區的部落觀光，負責用餐的部分。第六，食農教育是一

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讓餐廳的顧客親自體驗摘採食材親自參與從處理到

烹飪的完整過程，發展簡單的耕食技能，在此過程中，亦培養顧客了解食物來源、

增進食物選擇能力，並促進健康飲食習慣的養成。 

關鍵詞：電子商務、虛擬通路、設計科學研究法、Google Analytics、故事行

銷法、綠食餐點、部落觀光、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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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電子商務」一詞呈現上升的趨勢，可見電商對未來趨勢的重要性，

由於電子商務不受時間及地域的限制，無時無刻大家都可以經由網路來搜尋查看，

也因為網路是全球性的，所以較容易擴展業務，讓南島咖啡廚房能放眼無國界。再

者，可以「利用數據化分析，即時調整」，相較一般傳統的實體店面買賣，電商平

台更容易由全面性的數據分析來做評估以及策略，加強各方面的推廣強度，如：祭

出優惠好康、折扣抑或是任何廣告內容。 

除了運用電子商務外，我們也採用了「虛擬通路」，虛擬通路與實體通路的差

別是不受賣場空間的限制，在網路上的不受空間無限，相較實體通路可能會受限於

空間，而在虛擬通路也提供充分地產品資訊，像是洋洋大觀的資料庫以及利便的搜

尋機制皆能提供給顧客完整的商品資訊，如電子商務一般，同樣地有無地域的限

制。 

本研究選擇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做為研究主題，臺東有著多元的族群與文化，坐

落於不同的部落。南島咖啡就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一間位於達魯瑪克部落的原住民

餐廳，不同於一般的餐廳形式，結合了在地部落的魯凱族傳統文化以及在地的食

材，做出極具部落特色的原住民傳統美食，且以綠食宣言為目標持續努力，也得到

來自綠色餐飲，本土食材創新研發獎的肯定與青睞。南島咖啡的負責人希望能透過

創立此餐廳讓更多人吃到完整的部落傳統料理，並透過飲食了解達魯瑪克部落的文

化及故事，以及學習人與環境的共存關係。 

探訪南島咖啡的負責人後，雖然她主要負責於飲食方面，但她的創新並非只是

將魯凱族的文化單純施加在飲食上，而是想要透過南島咖啡去帶動部落的經濟，達

到部落的共享經濟，她也希望未來能夠將部落生產的農產品可以透過他的餐廳並結

合在地魯凱族的傳統文化與部落故事以及她堅持的理念一同向外行銷，而這股為立

足之地努力的信念以及尊重環境的理念感動我們，使我們想推廣此精神給更多人知

道。 

在專題中我們的目的是先為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建立屬於自己的官方網站，並

且進一步整合虛擬通路，這樣不僅可以透過網路上的部落客的文章來創造正向口

碑，也能透過官方網站來達到更有效的行銷。接著在虛擬通路的部分，我們為了完

善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平時的宅配業務，會增加會員制度，能夠妥善利用顧客的資

訊，給予詳細的產品資訊，及購買後服務的行為等。 

1.2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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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目前有幾個問題，因廚房本身只有社群網站的粉絲專頁在經

營，導致宣傳力不足；產品皆用電話預訂，並沒有完善的資料紀錄及顧客管理；同

時，產品資訊並未做清楚的介紹，所以造成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無法有效進行完整行

銷工作。 

本研究希望達成以下目的： 

1. 透過官方網站建設，其觸及率擴大，讓南島咖啡部落廚房能吸引

更多客群; 

2. 協助設立更完善的預約制度，搭配廚房本身有的宅配服務，建立

資料紀錄及顧客資料的資料庫，讓廚房能以效率進行紀錄及分析; 

3. 設立遊程，讓消費者享受部落美食之外，也能透過參訪達魯瑪克

部落了解部落文化及歷史; 

4. 產品一一作介紹，如餐點使用的食材等，其讓消費者更清楚了解

產品資訊。 

架設官方網站，使得提升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曝光率，以及在官方網站上面盡

可能地呈現餐廳本身的特色、餐點資訊等，並融入達魯瑪克的元素在裡面，讓瀏覽

網頁的潛在顧客或顧客能夠更深切地感受到餐廳特色。在遊程的部分，需要詳細的

去規劃，才能夠體現出達魯瑪克的精神，也讓遊客有不虛此行的感覺。在宅配的部

分是結合餐廳本身的業務，並新增會員制度，得以進行顧客管理和資料分析。 

1.3研究方法 

在專題中將要實作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官方網頁和虛擬通路，故選擇了

Peffers, Tuunanen, Rothenberger, & Chatterjee(2007)所提出的資訊系統設計科

學研究方法論和林振聲(2017)所整理的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流程圖，透過這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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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專題的目標能夠更為精確以及具備相當高度的可行性，並能夠完善專題的架

構。 

 

圖 1. 1 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流程圖 

在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流程圖中，區分為五個步驟，依序為： (1)確認問題與動

機；(2)定義解決方案的目標；(3)設計與發展解決方案；(4)展示解決方案；(5)評

估解決方案。接下來利用這五個步驟，來明確定義專題要達成的目標，以及該如何

解決，以上五個步驟分別說明如圖 1.1。 

1.3.1確認問題與動機 

達魯瑪克位於利嘉溪左岸的河階地，周圍群山環繞，擁有非常豐富的自然資

源，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所使用的食材皆來自部落自產的節令時蔬，也因此榮獲綠色

餐廳獎項中的「本土食材創新研發獎」，但是因地緣關係加上宣傳不足，雖然部落

有這麼好的資源及環境，卻無法讓更多人知曉南島咖啡部落廚房。 

此外，廚房業主無經營官方網站，若只靠臉書設置粉絲專頁，無法有效吸引潛

在顧客，但是在現今的瀏覽器提供強大的關鍵字技術，使得潛在顧客有更高的機率

認識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提供宅配服務並不完善，交易紀錄及顧客資料無法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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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行管理及分析；產品因未具體原料的說明，導致消費者無法清楚了解產品資

訊。 

1.3.2定義解決方案的目標 

針對上述的問題進行更詳細的定義，本研究透過架設官方網站，讓顧客能夠瞭

解對於餐廳的詳細資訊，因而解決餐廳因地緣關係宣傳不足的問題。同時，導入線

上宅配服務，將顧客資料蒐集至資料庫進行管理。最後，利用顧客對於達魯瑪克的

好奇心，及為了增加餐廳和部落的關聯性，本研究決定規畫遊程讓顧客們在吃飽喝

足之餘，也能瞭解到達魯瑪克的歷史及文化特色。 

1.3.3設計與發展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利用超文字標示語言(HTML)和階層式樣式表(CSS)進行網站的架設作

業，若有需求會增加資料庫的系統，資料庫會採用 MySQL語法設計。線上購物是採

用虛擬通路的方式，虛擬通路為消費者可以透過官方網站，不需透過銷售人員，直

接向南島咖啡訂購產品而不用再接觸到其他中間商。遊程規劃則是應用行銷和消費

者行為的概念及策略，擬定出專屬的生態式旅遊。 

1.3.4展示解決方案 

本研究會針對所提出的目標一一做展示，官方網站包含顧客使用介面、產品資

訊、線上購物、線上餐廳訂位；遊程包含規劃內容、預約平台、實際體驗畫面。在

餐廳的地緣關係會透過在官網宣傳地理位置，而達到讓更多人認識餐廳的目的；針

對線上購物進行流程操作，可以清楚如何訂購。 

1.3.5評估解決方案 

本研究將對網站做一些基本測試，測試內容為自行在開發過程中測試，檢視各

項功能實際操作流程是否正常和正確，輸入資料時是否造成資料庫錯誤等。在官方

網站架設之後，會導入部落產業鏈，評估部落產業經濟價值在架設網站前後差異，

依據成效來去做相對應的措施。針對網站使用者設計問卷，對於網站的便利性及實

用性做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分析。最後將所有的解決方案和當初設立的 SDGs指標衡

量評估。 

1.4論文架構 

論文架構共分為五章節，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以及論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會蒐集有關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其發展

背景，和當地所處的達魯瑪克部落，以及在部落中的循環經濟、傳統生態知識

(Traditional Economy Knowledge,簡稱 TEK)；第三章設計與發展解決方案，在這

一章節會呈現的內容有，官方網站實作、顧客資料庫設計、行銷策略、遊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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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進一步透過官網，和部落產業鏈結合；第四章系統設計與案例評估，展示官

方網站以及顧客實際消費的資料統計，並針對不同的客群進行評估；第五章結論與

未來發展方向，官方網站對南島咖啡的貢獻，以及整個系統未來的改進重點和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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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南島咖啡部落廚房 

2.1.1南島咖啡部落廚房背景 

位於臺東達魯瑪克部落的原住民料理餐廳，部落廚房的老闆，溫秀琴，大家都

稱她為“Lily姊“，同樣也是部落裡的人。除了在部落，臺東大學校園裡也有部落

廚房，同為溫秀琴經營，只是供應方式不同，在部落的部落廚房是無菜單形式，而

在學校是有提供菜單。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以「永續實踐」為核心，餐廳內的桌椅皆使用漂流木製作，

打造與自然融為一體的餐廳。溫秀琴以部落當地自產農作物做為食材，為此也得過

「綠色餐飲指南」中的本土食材創新研發獎。 

2.1.2達魯瑪克部落歷史 

Taromak-達魯瑪克部落，為魯凱族傳統部落，是台東縣內唯一的魯凱族部落。

傳說洪水來臨，達魯瑪克的祖先避難至肯杜爾山，洪水退去才遷到肯杜爾山下

Taipelen生活。過了很長時間，部落的人在取水時，意外發現有綠色眼睛，嘴巴還

會吐煙的一群人，也就是荷蘭人，於是趕回去通報部落，將其視為入侵者。為保護

部落安危，部落的青年們從水源地一路追殺到山下大南溪邊，最後交戰的地方稱為

Inoranaka，這就是荷蘭人入侵部落的口傳故事。不久，部落發生瘟疫只好遷移至

Madorodoro，但因地勢低窪，腹地小，後來往高處遷至 Tamawlrolroca，居住一段

時間後，因氣候寒冷又加上不易取水，又繼續遷移到 Kabaliwa 地區，那裡土地肥沃

有水源，附近則有排灣族和霧台鄉的魯凱族。而從肯杜爾山到 Kabaliwa地區，為達

魯瑪克的傳統領域與遷移。 

舊稱日治時代稱大南社，1949年政府遷台後從大南“社“改稱為大南“村”，

直到 1969年部落發生一場大火災，許多住戶毀於火災，而當時人們認為“大南“有

大難之諧音譯，因此於 1971年改為東興村，藉此復興之意。 

達魯瑪克部落的社會階級鮮明，分為部落世襲領袖、特殊身份人家、一般人

家。部落世襲領袖家族主要有六大家族，分別為 Lraakaroko、Lrabalioso、

Lratomararathe、Lravelenga、Lrasangirata、Lrainaligi，其各家族都有各自負

責掌握的職責，來維持整個部落的社會秩序。其他家戶會有奉獻給頭目家之形式，

如小米、肉、芋頭等，而頭目家也會把這些奉獻招待客人或照顧部落的弱勢者。部

落重要集會或是處理部落公共事務的場所也常會在頭目家進行。至後來因基督教、

天主教傳入，奉獻給頭目之形勢已逐漸衰弱，但在部落各個歲時祭儀，頭目仍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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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及服裝上的特權，而其他不為達魯瑪克族人的居民也尊重部落的文化，以避免

引起糾紛。 

2.2 循環經濟 

2.2.1 循環經濟的理念發展 

最早提出「循環經濟」的概念於 1966年經濟學家波爾丁(K. E Boulding)所發

表的文章《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文章中利用在宇宙

中的孤立飛船來比喻地球沒有無限的資源儲藏庫，所以若無法從外部取得資源時，

則必須透過不斷地內部循環才能生存。直到 1990年的皮爾斯和圖奈（Pearce & 

Turner）在《自然資源和環境經濟學》文章中才真正提出「循環經濟」一詞，並說

明因為過去傳統開放式經濟沒有回收的概念，所以發展出以永續發展為原則建立資

源管理規則的「循環經濟」理念。  

到了 1998年導入德國循環經濟的概念，並確立「3R原則」，包含以最少的原

料與能源達成消費目的及生產目標的減量化(reduce)原則，與要求設計與生產出可

以重複使用的產品及包裝物的再使用(reuse)原則；以及要求完全使用功能後的產品

與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能夠重新變成其他可利用的資源並加以利用的再循

環(recycle)原則。 

並從 1999年之後開始陸續以可持續生產的角度整合，以及從新興工業化的角度

看待循環經濟的意義且納入科學發展觀，確立了「物質減量化」的策略，並於 2004

年開始從城市、區域、國家層面開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然而「循環經濟」首次被提出經濟價值與商機是於 2012 年艾倫．麥克阿瑟基金

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與麥肯錫顧問公司所發表的報告，其中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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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圖」（如圖 2.1），俗稱蝴蝶圖，此不但幫助企業思考定位也提供企業

與供應鏈之間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 

 

 

圖 2. 1 循環經濟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組織報告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 

2.2.2 循環經濟的定義與核心 

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太依賴刺激生產與增加消費，塑造了線性經濟的生產消費

模式，由於線性經濟的擁有權在於消費者，所以造就揮霍性的消費文化。而現今隨

著全球氣候變遷、人口快速遞增以及全球資源的匱乏所造成全球物料的上漲及競爭

激烈，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產品生產力不再是發展經濟的唯一考量，導致許

多企業開始轉型成循環經濟，期望創造新的經濟附加價值。 

所謂「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也稱為物質循環流動型經濟，指在企

業營運發展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將資源投入至產品產出、產品

消費及廢棄物丟棄的全部過程中，並以循環經濟的「3R」原則，即是「減量化、再

利用、資源化」等原則，高效率循環利用以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並將傳統的線性經

濟轉變成能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發展的營運模式。 

由於過去環境與經濟是無法共生的，然而循環經濟是將經濟、技術和社會視為

一體的系統工程，也是一種經濟與環境共生的新思維，並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

永續以及社會責任，以達到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目的。再加上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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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經濟的本質是生態經濟理論，是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運行模式，透過區域系統系

的合作重新配置資源，以求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並在生產過程中減少投入及廢棄

物的排放，將資源作經濟與利潤之效益最大化。但循環經濟是有成本的經濟，實施

循環經濟不只需要技術及資金的支撐，也須注意循環中所連接的物質及能量在時間

及空間配置上的可能性及合理性，以「3R」為原則，在一定條件下有效地整合物

質、能量、時間、空間、資金等要素。最重要的是實施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必須盈

利，並透過不斷地增值擴大，才能保證循環經濟長久的發展。 

然而若要實施循環經濟就必須要先了解其核心，而循環經濟的核心的第一項是

「從源頭開始重新設計」，並對於過去線性經濟所造成的資源錯置，將其重新設計

其循環流程，包含原料開採、產品設計、製程、使用及回收，並且強調沒有「廢棄

物」的存在，然後在產品設計階段時就使用較容易拆解和分類回收的原料；第二項

是「使用代替擁有」，將產品的所有權歸還給生產者，只給予消費者使用的權利，

消費者不但可以省下一筆產品所有權的費用，而生產者也會為了延長產品的生命週

期與降低維修費用，而有更大的研發動力；第三項是「廢棄物資源化」，不只使廢

棄物回歸原本的價值，也使其成為能夠再次回到本身產業鏈或其他產業鏈的原料，

因此，不但可以省下廢棄物的處理成本，長期下來也可以幫企業省下原物料的成

本，同時將廢棄物資源化的工作也能帶給當地帶來就業機會，讓經濟發展與環境永

續間達到平衡；第四項是「產業共生」，現在的政府不像過去以政策補助吸引外資

進駐，而是透過有效盤點工業區之副產品及廢棄物，讓具互補性的產業進駐，並透

過將副產品及廢棄物的交換與利用，以共用基礎設施的方式，建立彼此的優勢，以

求降低對生態的衝擊。  

然而循環經濟不是將廢棄物重新轉變成可利用的資源而已，而是在社會消費上

也要大力提倡綠色消費，提倡減少購物，如循環經濟的核心「使用代替擁有」的概

念，如果真的有需求再購買且選擇購買相對環保、節約能源的產品。而綠色消費是

循環經濟中的一小部份，也是本研究的核心之一，如果能藉由提倡與推廣綠色消

費，一方面為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增加名聲度，另一方面能藉由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向

消費者推廣「綠食宣言」，並讓他們能夠學會如何盡到責任消費並了解永續發展的

核心及意義，為整個生態系循環經濟盡一份心力，這是本研究所期盼的願景。 

2.2.3 循環經濟的應用 

聯合國於 2015年在巴黎氣候變遷會議(COP21)推動 17項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提出考量到經濟、環境及社會的發展，才能邁

向永續目標。然而永續發展目標第十二項指標「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正好符合

「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此項指標亦是本研究所追求的永續發展目標之一，並希

望藉由「循環經濟」的新思維生產模式，創造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經濟產值與達魯

瑪克部落的產業共生、資源及環境的共享，有效地運用資源且減少廢棄物的循環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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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提到「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中重要的一環，其主要精神是使消費者在

選購產品時能考量到產品對生態的衝擊，進一步挑選對環境危害較少，甚至有利於

環境的商品，其考量的範圍包含產品的生產、運輸、行銷、丟棄過程、回收程度及

產品包裝物(王惟芬、陳瑞賓，2015)。 

由於過去常認為生產者是環境污染的元凶，因為傳統上認為是生產者從環境中

取得資源，又將用完的廢棄物排放於環境中，但其實往往導引生產者的生產意願是

消費者的消費偏好，所以若消費者一味追求自己的消費權益而完全不顧自身消費行

為對環境的影響，再加上如果又偏好較低價格且對環境有害的產品消費較高的數

量，就容易造成環境的惡化，換言之，消費者也是危害環境生態的推手。所以生產

與消費以及環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相互影響的(如圖 2.2)，從圖中可以看出環境

系統利用再生能源之太陽能運轉，並提供生產資源及能源給予生產部門，也提供維

生資源給予消費部門，並將生產部門與消費部門所產出的廢棄物加以分解與轉化，

以保持再生資源的再生能力。然而廢棄物的處理不能完全只依賴環境去解決，需要

生產部門所提供的資本及消費部門提供的勞力一同進行減廢及廢棄物處理才能有效

地處理廢棄物。 

 

圖 2. 2 生產消費活動與生產之關係 

資料來源：綠色科技與綠色消費—駱尚廉，認識循環經濟(上)–簡介 

本研究所研究的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所位於的達魯瑪克部落，過去曾推動綠色發

電，並透過廠商贊助在活動中心、住家、長老教會及天主教會的屋頂上架設太陽能

板及小型風扇，並由部落族人擔任股東，建立公民電廠，期盼藉由擴大架設太陽能

板，使部落的電力能夠自給自足，但由於目前政府對於公民電廠尚未有相關獎勵配

套及完善的相關法規(陳秉亨，2017)，進而導致公民電廠的計畫停滯不前。然而本

研究希望能透過部落共享經濟，利用部落共享的機器去包裝族人所生產出的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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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再將包裝完的商品移至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官方網站進行販售，如果進行包裝

農產品時能運用到部落自身所產出的綠色能源，這樣一來能夠減少對台電的依靠，

進而有效地減少空氣汙染的排放，然而在產品包裝上希望能盡可能使用可再生、回

收的原料，不造成過度的包裝及浪費。在食物方面除了依循「綠食宣言」之外，也

要遵循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第十五項指標，保育

陸域生態，在採集食材的當下同時也保護環境的生態多樣性。 

2.3傳統生態知識 

2.3.1傳統生態知識定義 

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簡稱 TEK)是一種長期傳承

下來的一種文化及信念，主要是關於在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一種知識。這是與一般

我們所認知、學習到的知識不同，原因在於一般人學習的知識，是不斷被證明以及

推演出來的，至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形成，是透過和大自然持續的互動過程中產生

的，因此更加有永續利用的價值。傳統生態知識的研究中，也是常常以原住民作為

研究主體，因為他們傳統的居住地是在人煙罕至的高山上，必然需要以大自然作為

生存的糧食，那麼在生存過程中，為了提高生存的機會、降低死亡的風險，這些從

大自然學習到的知識，就能夠好好利用。 

在傳統生態知識中主要分成三個層次(林慧年,王俊秀,&台邦．撒沙勒,2016)，

第一個是知識，知識就是所謂關於一些生存的基本知識，或者是觀察環境所獲得的

經驗；第二個是實踐，在建立知識的基礎下，人們會如何利用這些知識去應用在不

同的情境上；第三個是信仰，這是透過長久流傳下來的文化、知識，並經過不斷適

應環境改變所產生的。以上是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定義有最基本的概括，但

Berks(1999)對於傳統生態知識有更深刻的體會，他將 

 

圖 2. 3 Berks 的傳統生態知識複合體模型概念圖(Berks,1999) 

傳統生態知識看作為一個複合體(如圖 2.3)，分成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在

地知識，能與最基本三個層次中的「知識」所對應；在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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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制度，則與「實踐」這個層次對應；最後一個層次為世界觀，就對應到影響

總體傳統生態知識最大的「信念」。這兩個雖然為不同的層次，但是他們的建構傳

統生態知識的概念是相同的，都是由具體的知識慢慢昇華到可以被稱作為習慣的信

念或世界觀。對於現今科技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傳統生態知識可以帶給現代人

有不同的啟發，在進而利用它獨特的特性，應用在生活中的其他層面上，而不僅僅

止於原住民生活圈的範圍。 

2.3.2傳統生態知識的特性和應用 

在傳統生態知識中，最重要的是將知識應用到實際狀況，這個過程被稱為實

踐，至於說傳統生態知識現在會成為十分重要的一門學問，是因為傳統生態知識具

有持續適應及混合的特性(林慧年,王俊秀,&台邦．撒沙勒,2016)，持續適應是在不

同的時間段，面臨到環境的變遷時，而將原有的知識進行修改，以符合現有的情

況；混和的特性是將傳統和現代知識融合，進而轉化成新的知識體系。傳統生態知

識由於有著持續適應的特性，所以產生永續的概念，這些概念就是傳統生態知識得

以應用在不同層面的原因。 

在本研究中，官方網站順利架設及運作之後，會導入達魯瑪克的部落產業鏈，

主要是小米、紅藜等農作物，因此這邊可以提到在傳統生態知識中的季節知識，在

季節知識中通常可以從這幾個內容類型去探討(劉庭瑋, 廖敏君, 曾喜育, & 董景

生,2020)，第一是生計活動，固然是在不同的季節中，對於居民會以不同的方式謀

取生計，例如在達魯瑪克部落中有時會種植農作物，其他時間則是拿來狩獵；第二

是觀察動植物的活動，也是建立於不同季節的基本知識上，會針對動植物的行動做

不同的詮釋，利用這些已知的資訊來建構出完整的季節知識；第三是文化和祭典活

動，在不同季節中可能因為收穫農作物，或者獵殺了好幾隻獵物，甚至是其他因

素，透過這些祭典活動來慶祝，亦或者傳達知識給予年輕人或小孩，以達魯瑪克部

落為例，在每年小米豐收的時候，會在文化廣場中舉辦收穫祭，這時候部落的全員

都會著手開始翻新慶典需求的建築物，在這個過程中，有經驗的長者或大人們，會

教導青年來尋找合適的建材，得以修建穩固的建築物，使得這些知識可以繼續傳

承。 

有鑑於達魯瑪克也是魯凱族的部落，所以從魯凱族的角度去切入傳統生態知識

能更為貼切真實，魯凱族的狩獵方式鼎鼎有名，他們是季節性狩獵，這也呼應前面

提到季節知識中的生計活動，在裴家騏(2010)的研究當中，就有提到魯凱族的狩獵

方式具有「永續性」，這原因是遷就於長久以來傳統生態知識的建立。而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IUCN)曾經有發表過「世界保育策略」，其中就有生物圈保留區的概念，

政府透過原住民的傳統在地知識對自然資源加以共同管理，可賦予自然價值及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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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保育的目的，此一制度又可被稱為「共管制度」。

 

圖 2. 4 分散式獵場與傳統保育區的做法 

資料來源:裴家騏(2010) 

實際上魯凱族能夠使狩獵永續的原因，是因為有完善的獵場管理制度，獵人們

都有專屬的獵場，其獵場也分布的非常分散(如圖 2.4)，還有在獵場中也許多禁

忌，往往因為這些禁忌，就使得獵人不再追捕獵物，在這些條件下，就已經讓野生

動物有喘息的空間，不至於滅絕，也達到了永續。 

共管制度也必須做到這些原則，才能夠有效發揮其作用：(1)自然資源產生的利

益由各部落同享(2)強化對自然環境的保育(3)重建生態平衡系統、魯凱族文化精神

及知識等(4)創造部落經濟。(裴家騏,2010)這些原則都能夠呼應到我們為南島咖啡

部落廚房所設立要達成的目標。 

劉庭瑋、廖敏君、曾喜育、與董景生(2020)有提到傳統生態知識主要可以應用

在三個地方，第一個為自然資源管理，所謂自然資源管理就像上述提到的「共管制

度」就是其中一種，特定的民族能夠妥善使用自然資源，並達到永續利用的情況

下，這就是一個良好的自然資源管理，除了這種利用自然資源來達到謀取生計，或

者進行各種文化儀式外，還可以用來建立部落專屬生態旅遊式的獵人學校。本研究

在研究目的中有提到為南島咖啡部落廚房規畫專屬的遊程，所謂遊程就是「生態旅

遊式」，主要的互動過程為原住民及漢人，大部分的漢人為外部遊客，就是結合環

境、解說、體驗教育等活動讓遊客參加；與之不同的是「文化精神式」獵人學校，

主要的參與者為部落居民，年齡有大有小，在這之中主要是傳承原住民的在地知識

和文化，強調部落內的溝通事務。(林慧年,王俊秀,&台邦．撒沙勒,2016)所以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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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好的生態旅遊式或文化精神式的獵人學校，還能夠對自然環境有更多的用

途，不僅是作為原住民的經濟來源而已。 

傳統生態知識可以應用的第二個地方是氣候變遷監測，這邊以達悟族觀察海

流、風向與潮汐等綜合現象，來判斷是否適合出海捕魚(董恩慈,&汪明輝,2016)，比

如說在春季時，那時正是飛魚洄游至蘭嶼附近的時候，且天氣也十分穩定，所以那

時正是飛魚季的開始；而剛好在冬天的時候，浪潮都十分強勁，天氣也很差，因此

達悟族的男子們會將重心放在近岸捕魚，而不會特地出海捕魚，除非有偶爾的晴天

之外。這就是達悟族長久以來觀察海流、風向，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因此當海流有

發生變化的時候，也能立刻觀察到，可以避開危險或前進到想要的目的地。第三個

是文化保存及代間傳承，以達魯瑪克部落為例，在部落中有興建一間活動中心，在

建築物的柱子都是採用魯凱族傳統的砌石技術，這是為了讓後人能夠了解並學習這

樣的建築方法；在收穫祭的時候，也會透過翻新建築物，讓部落青年認識到該如何

取得適合的建材，在大部分時間，耆老們都會以口傳方式來敘說故事，或傳統經驗

等。 

2.3.3傳統生態知識的遠景 

傳統生態知識擁有永續的特性，也讓自然資源可以受到良好的管理，更重要的

是將這些知識傳承下去給下一代，但是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內涵，不應該侷限在

「知識」，而是將「實踐」和「信仰」的意義延伸及感知體驗(林慧年,王俊秀,&台

邦．撒沙勒,2016)。周孜恆與王聖鐸(2021)透過虛擬實境的技術，讓遠在都市的原

住民學生，能夠學習到部落傳統的在地知識，主要是透過放映耆老在部落講述一些

生存知識，以及文化故事等，作為虛擬實境教育的原因，只是彌補學生因為沒有足

夠時間回到部落學習的輔助工具而已，所以還是要到部落實地學習比較有效果。這

裡說到傳統生態知識可以透過科技的輔助傳承，現實面的問題是因為有許多原住民

都搬離原部落生活，在平時就不會碰到這些知識，還有一點就是傳統生態知識有多

數是包含心靈層面的知識(劉庭瑋, 廖敏君, 曾喜育, & 董景生,2020)，若由科技進

行輔助學習的話，必須將心靈層面的知識排除才得以數據化，這就是傳統生態知識

彌足珍貴的原因。傳統生態知識的數據如能成功取得，不只對於原住民的傳承能有

幫助，也對現今氣候變遷嚴重的環境，能夠以長久以來的經驗架構來去因應和緩

解。 

2.4 SDGs 

2.4.1 SDGs 定義 

近年來，為了達成人類與地球環境的共榮共存，聯合國在 2015年 9月宣布了

「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來取代當

初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使千禧年發展目標加速進行並且期待能延續願景。永續

發展目標期望在十五年內，也就是 2016年至 2030年，能夠達成各個永續發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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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其中 SDGs包含了 17項目標(Goals)、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及 230項指

標，然而，這些目標即在平時就可以落實，「不能遺漏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是 SDGs的核心原則，個人的力量也不容小覷，人人都是促使 SDGs前

進的力量（李永展，2021）。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 UNDP）為

永續發展目標的計畫領導組織之一，此組織已在世界各國推廣 SDGs的各項目標，目

的就是要讓各國從認識 SDGs到更進一步了解它，並且使他們知曉如何著手，除了努

力積極地推廣 SDGs外，還協助各國追蹤目標進度、記錄影響以及致力跨界合作，期

盼在未來的人們能夠或其所需。因各國界的攜手合作，竭力達成各目標，已提升了

教育、生活水準、接受性病治療的人也越來越多，儘管 SDGs 的改善許多，但各國仍

不鬆懈，認為還有更多的改善空間。 

永續發展主要是環繞三大重點「社會進步」、「環境保護」、「經濟成長」，

主要因素為全球化後，世界各國間面臨到的共同問題，包含：貧富差距、各地飢餓

及教育問題、水汙染、性別平權、海洋環境惡化等問題，而「地球只有一顆」，各

國的政府、企業、民眾也開始正視永續發展，透過行動與決策進而積極實踐 SDGs的

各項目標，期望維護地球外，也能達到永續發展這共享共贏的局面。 

 

圖 2. 5 SDGs 目標整合圖（國立台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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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SDGs永續發展目標示意圖（公益交流站，2016） 

2.4.2 SDGs 發展及應用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所使用的食材皆是在地且當令的，如洛神花、紅藜、玉米、

香蕉、木薯、荖葉、小米等，連調味的鹽巴都是利用天然的調味品羅氏鹽膚木，而

這些食材皆是隨手可得的。由於，食材皆是源自部落，因此也大幅地減少食物里

程，食物里程（food miles）指的是「產地至碗盤上的距離」，即是食物從產地產

出後到消費者的手中所運送的距離，食物里程是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議題，希望藉

此能達到節能減碳，減少碳排放來減緩全球暖化（觀樹教育基金會，2012）。 

漫長的運送過程，一路上的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外，食物經長途

的運送過程，再經由加工的過程最後才到消費者手中，也會導致食品的不新鮮，氣

味上也會有所差異，然而，這種消費也間接助長了全球暖化。上述提到，南島廚房

的食材皆是在地的，意即可以減少食物里程對於環境的衝擊影響，除了在地食材以

外，又是當季食材可以免去食物的保存與生產問題，確保新鮮和減少污染因而降幅

一些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低食物里程」對環境的影響較小外，也是為了減少中盤商的抽成剝削，既保

障了農友、促進在地經濟發展也為我們的地球更盡一份心力，因此，有人發起「100

英哩飲食」(100 miles Diet)的運動，倡議在地飲食，減少遠距離的消費（環境資

訊中心，2008）。 

南島咖啡廚房除了在地食材的優點與優良的影響之外，包括鍋具、餐具、用餐

的桌椅以及屋子的外觀皆使用自然的素材–漂流木材或是竹子建成，除此之外，整

體的美化也是利用當地的花草去做裝飾，相較之下別樹一幟，特別的有當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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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味。石頭火鍋採用的加熱方式為石頭發熱，別於外面的火鍋採用瓦斯罐或是酒

精膏，是很自然的加熱方式。有鑑於此，可知南島廚房在永續發展目標的第 12項中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有積極的行動來實現保護生態環境中的自然資源、透過回

收再利用的概念使用漂流木，然而，當地的居民因永續發展的意識，開始有了共享

的行動，確保大家的和諧與持續，促進地方的原民文化與產品（未來城市，

2021）。   

在南島廚房中可以了解、深入到食材的來源外，獲益良多的更是在地的「大自然

知識」，因為在乎這一塊土地，從前魯凱族族人就學會了如何與大自然共生共存，

並且在這樣的生存環境，學會了一些在地知識，如台灣欒樹的花朵開了就知道秋天

來臨了，而各植物的花盛開且茂盛時就代表今年沒什麼颱風。原來大自然與天氣是

息息相關的，從大自然的生態就可知曉當年、當月、當季的氣候狀況為何，即可能

預先知道將遇到什麼事，主任們因而來對氣候做應變。 

從達魯瑪克的部落中，可以看見魯凱族長輩傳承給後代的智慧，像是竹子的綁

法、茅草的打法、構樹是如何使用它的皮來做編繩等。然而，這些生態成為族人的

智慧後進而衍生變成自身的文化，甚至攸關儀式，因此族人十分熟稔各種植物的習

性為何、該植物是否可以食用、植物的各部位是否有毒性，因嫻熟植物的習性所以

瞭然在什麼用途情況下契合什麼樣的植物或生態。 

由於，魯凱族祖先的智慧傳承，南島咖啡部落廚房在食材與建材的使用皆是對環

境的影響是最小的，材料的不過度使用同時環境的保育及永續且確保生態、生物的

多樣性。 

達魯瑪克部落除了重視生態環境的永續，針對部落間彼此的店家共享也十分的珍

視，自家的產品除了服務、行銷外，對於整個部落商家，就算是不同產業也齊心協

力地互相幫忙，為了就是確保部落間的資源公平公正，創造出部落的資源利益。面

對盜採以及非法的狩獵以致本土物種減少，生態系豐富性越趨嚴重，若要環境平

衡，就要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湯宗達(1999)認為生物多樣性消失的主要原因有五

點：生存環境的喪失、棲息品質的劣化、生物資源過度利用、氣候變遷、外來物種

入侵，於是在達魯瑪克部落裡有著肩負這項重任的族人以及森林巡視員，針對這方

面也有積極的在做保護的應變措施，在這同時也在追求部落永續性生計機會的能

力。 

2.5 Bootstrap 

Bootstrap是一組用於網站和網路應用程式開發的開源前端框架，前端指的是

展現給使用者的介面。Bootstrap 框架，包括 HTML、CSS及 JavaScript 的框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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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字體排印、表單、按鈕、導航及其他各種元件及 Javascript 擴充套件，旨在使動

態網頁和 Web應用的開發更加容易。 

資料來源: Bootstrap

 

圖 2. 7 Bootstrap 的 12 欄網格架構設計 

Bootstrap的基本架構將網頁的版面分成 12個網格(如圖 2.6)，在這些網格中

能做更進一步的設計，在 Bootstrap 中也加入響應式網頁(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的設計，這種設計可使網站在不同的裝置（從桌電到手機或其他行動

裝置）上瀏覽時對應不同解析度皆有適合的呈現。Bootstrap 也做好了一整套可以

重複使用的元件樣式，在本研究中的網頁設計，也會使用其中的許多元件，例如：

按鈕(Buttons)、佈局(lauout)、內容(content)等。 

由於 Bootstrap屬於外部的套件，所以必須額外導入置網頁，Bootstrap也有提供

了不同做法讓製作網頁的人能夠更方便使用，第一種作法為專案直接連向

BootstrapCDN的遠端內容，CDN 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的縮寫，譯為「內

容傳遞網路」，簡單來說，就是利用 CDN技術把內容放在伺服器上，開放給任何人

快速存取，這是把 Bootstrap 框架導入專案中最簡單又最快速的方式，做法就是將

Bootstrap提供的 HTML標籤引入至專案裡面；第二種作法為下載編譯檔，之後把

Bootstrap編譯檔放入專案目錄中即可，相較於第一種作法，這樣子不用網路就能

讀取 Bootstrap套件。 

在 Bootstrap的官方網站，可以隨時取得需要的 CSS樣式，並且透過打上

Bootstrap預設的類別名稱，就能夠套用相對應的樣式，妥善的運用 Bootstrap能

夠在網站設計上達到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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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群行銷 

2.6.1 社群行銷定義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除了改變人的生活層面，也顛覆了傳統的商業模式，別

於電視、廣播、報章雜誌廣告的行銷手法，同時能讓擁有共同興趣、價值觀、嗜

好、目標的人們能在線上的社群做交流、討論，社群經濟即是強調這種群體間互動

所產生的生產力（黃偉豪，2021）。面臨上述的鉅變，在過去企業對消費者只存在

著單向的關係，企業向消費者傳送有利的資料，試圖控制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即使

是企業單方面的運作，消費者仍則無動於衷。（NTT Media Scope，2005）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與生活的改變，出現了「社群行銷」，社群行銷

(community marketing)即是透過個人或網路上網友的網路服務來經營，早期是用

Face Book、Twitter、Tumblr、Snapchat、Pinterest、電子布告欄（BBS）等。由

於在網際網路彼此的網絡互動性強，在各個平台即可做交流，然而這也促使了企業

運用網路群平台與客戶做來往，且能擁有一個良好的的溝通管道，能即時作因應。

(TB 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5) (姚昇慧，2018) 

在上述提到，在過去的傳統行銷方式，主要是單向「To」的溝通關係，然而現

在的行銷方式跳過以往的框架，且現今是企業與消費者必須站在相同的水平線上，

這種「With」的雙向關係，就仿佛社群平台上的朋友再尋找共同的興趣喜好，南島

咖啡部落廚房有鑑於此，所以決定架設官方網站，除了能讓資訊在網際網路能更加

曝光且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顧客關係管理的部分透過網路也越趨便利，能夠及

時的利用官方網站這個管道與顧客進行相關的問題回覆、反饋。在購物方面，不用

去到店面，直接就可以在線上下訂單。 

2.6.2 社群行銷發展及應用 

在過去，購物的資訊必須從公司、企業而來，好比電視廣報或是廣告宣傳單，

甚至就是至實際銷售地點進行購買，而企業只能花費龐大的金額來賺取自身的曝光

度，如今科技的進步，也改變了傳統行銷手法。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即是社會上的組織、團體延伸至網際網路，主要

是以網路做以互動的介面，透過在網路上的聚集來討論共同興趣或喜好的社群網

友；社群網路(network community)即是一種服務網站，主要是幫助網友們建立社會

性網路的應用服務。優點是透過這類網站容易認識到無數的朋友，除了社交功能拓

展人脈以外，同時也增加了曝光度、獲得精神上的支持，缺點就是易暴露個資。(DJ 

財經百科) 

早期社群的興起是從 BBS、論壇，而至今的主要社群為 Facebook、Instagram、

Pinterest、Line，從早期的部落客會開始介紹各項東西的心得，吸引大家前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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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觀看，如今各社群也有同樣地功能出現，好比美食、景點、各類物品的開箱

文、遊戲、車子、寵物等等各方面、類型的東西基本上都會有相同話題、興趣、喜

好、目標的人來經營一個社群，如：討論版、交流版等等，然而這種資訊的分享交

流，就會帶來不同的意見、心得。 

1967年時，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做了連鎖信實驗來證實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實驗顯示只

有每五個中間人即可聯繫兩個互不相識的人，這也代表的只需要很少的中間人就能

夠建立起聯繫。 

在 2016年時，Facebook研究出最新的數據，推翻了證實六度分隔理論，邁向

「4.57度分隔理論」，同時這也代表僅需要 3.57位中間人，即可連結世界各地所

有用臉書的人，其中，研究指出如果把連結範圍縮小在一個國家內，「4.57度分隔

理論」的數據還會更小，平均三個人就能夠連結在一個國家內互不相識的兩人。

（吳宜倫， 2016） 

社群行銷的特色共有六種(吳燦明，2017)，第一種「分享性」，在社群網站上滑

動態、貼文，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分享生活瑣事，像是打卡分享動態，即可反映

當下的狀態，同時地也讓周圍的朋友對你、對店家會有連結，所以社群也會導致有

一傳十，十傳百的功效，由此可知社群也帶來一定的影響力以及社群上的互動關

係，企業若可以善用社群，勢必能創造出客戶。第二種「多元性」由於市場的變化

疾速，社群媒體也應順勢轉型發展，調整演算法、更新行銷手法及工具、新平台的

產生綿延不絕，經營社群平台的重心若單單依靠貼文，可能無法跟上社群行銷的腳

步，更多的是要了解社群的變動，即時做調整，才能產生更多的價值。第三種「黏

著性」，經營社群要跟粉絲有所交流、互動，必須建立起相容、共同性，因為話題

的延伸，才可以集結相同喜好的人，培養長期的關係，增加歸屬感與黏著度，提升

品牌知名度，創造品牌的價值。第四種「傳染性」口碑與分享是社群行銷的重點，

當感興趣一件商品時，傳染的力量及分享訊息就會十分快速，若能善加利用邀請以

及分享推薦，曝光度帶來的力量更不容小覷，甚至能增加銷售量。 

2.7平台生態系 

2.7.1 平台生態系定義 

平台生態系是企業生態系的延伸，但是平台生態系和企業生態系的核心是相同

的，同樣都是利用生物學中的生態系概念，企業生態系的概念是由 Moore(1993)所

提出，目標是以企業生態系來取代產業的觀念，在生物學中的生態系，有著多物

種、互補、共生、共享價值、開放性與動態演化的特性，將這些特性加以應用在整

體企業的環境上，並強調為跨產業的經濟活動，此為企業生態系最基本的核心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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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生態系與企業生態系不同的地方在於說，企業生態系追求的是整體供應鏈價

值最大化(Porter,1985)，而平台生態系強調的是互補、共生的概念，這樣可以有效

地降低企業發展所需的成本，平台生態系也能夠從參與角色的角度切入探討，關注

角色和平台間的互動過程，以及其中產生的效益，Alstyne, Parker, &Choudary 

(2016)提出了平台生態系統中所參與的四種角色(如圖 2.8)。 

1.擁有者：控制平台智慧財產及管理。 

2.供應者：提供平台的使用者介面。 

3.生產者：創造平台上的產品。 

4.消費者：購買或使用平台上的產品。 

資料來源：Alstyne, Parker, &Choudary (2016)

 

圖 2. 8 平台生態系參與者 

顧客也可以說是消費者，在平台生態系中的重要性很高，顧客不僅能夠提供數

據、給予回饋，有時還會成為生產者，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平台生態系的特

性，共生和互補，而 Jacobides (2018)提出了互補性的概念，互補是指平台參與者

中的生產者及消費者分成三種特性：一般(Generic)、獨特(Unique)、超模塊

(Supermodular)。將生產端和消費端的三種特性，分成九個象限，平台生態系就是

存在於獨特或超模塊的四個象限中(如圖 2.9)，這表示平台生態性的互補是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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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補，每個象限都是不同情況下，平台生態系所展現的情境(如圖 2.10)，並沒有

好壞之分。 

資料來源：Jacobides (2018)

 

圖 2. 9 互補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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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平台生態系互補性象限圖 

資料來源：吳俊良(2020) 

2.7.2平台生態系應用及發展 

平台生態系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的產業型態上，舉例說在農業上，近幾年國立

中山大學資管系的吳仁和教授，致力推動在農村的電商平台生態系，有一部分原因

是當初吳仁和教授也是農家子弟，但是更大的原因是想要輔助讓農村的經濟能夠有

很大的起色，以及幫助青農返鄉種田的意願，在這段建立平台生態系的過程中，要

整合當地有意願的青農，並培訓科技應用和平台生態系相關知識，減少市場價格供

需不平等的問題。提升農業產業鏈效率、整體價值與競爭力，且整合生產端及消費

通路，建立虛實整合的平台，減少中間商的剝削，提供農民的收入。以下為農村電

商平台生態系架構圖(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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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 農村平台生態系統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中心 

整體架構中分成三個部分： 

1.實體場域(生產端)：整合在地農友，並共同設定目標、規劃集貨，協同合作

與社區發展連結觀光或教育等。 

2.虛擬平台(整合端)：串接多元通路，開創整合式平台，由學術單位提供

商業模式與設計、品牌經營與行銷，以及建構官方網站等。 

3.終端用戶(消費端)：可以對企業產生通路關係，或者對接一般消費者，

甚至是團購都可以。 

在平台生態系中，每個角色都有其扮演的重要性，但是在平台之中所需要的整

合，不一定都要是企業，也能夠和政府及學校來合作，可以擴大生態系，為平台生

態系達到更健全的目標。雖然說生態系的結構是不固定的，若是建立在擁有基礎架

構的平台生態系上的話，則更有機會在各種角色互動下，交換價值而演化共生下

去。 

至於平台生態系中也有將其應用十分厲害的企業，那就是大家熟悉且著名的

「淘寶網」，它是一個 C2C平台，首先在生產端的部分就至少有 700萬個商家，而

在平台中不僅提供各式各樣的產品，也會因應不同時節做出令人瘋狂的購物優惠，

例如每年 11月 11號被淘寶網作為一個節日，稱作「光棍節」，在這天的銷售額是

十分巨量且可觀的。而淘寶網在草創初期，是透過開放的態度來和許多賣家建設起

生態系，並且願意讓第三方合作者加入平台，因為這樣而吸引各行各業的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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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這樣子的作法不僅符合生態系的理念「開放性」和「共享價值」，也大力推動

了生態系的繁榮發展。 

因為淘寶網的平台發展至今已經相當健全，也不斷將大量的交易紀錄放到平台的

大數據中，並且將數據分享跟商家，使得商家對銷售趨勢瞭解，可以更快因應生產

的情況；在平台之中也加入許多夥伴企業的平台，使平台發展更為成熟且多樣化，

在龐大的交易背後，是支付寶支撐起來各種交易款項的流通，就是其中多樣平台之

一的例子，平台不斷地成長，就是一種動態演化的呈現，在這過程可能會使生態系

變得更具有競爭力，以及面對環境變遷時能夠有更強大的調適能力與保護機制。(洪

嘉蓮,2013) 

平台生態系是近幾年許多企業大廠，到學校輔助各種產業時所會採用的一種作

法，將產業視為一種生態系，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接著將許多的功能模組整合至

平台中，平台生態系的重點就是強調跨產業、互補、共生，在這個概念下就能夠創

造出最小型的平台生態系，往後的發展就是藉由生態系的共享價值、開放性與動態

演化，不斷地使生態系擴大、成熟，最後則是生態系和生態系間的合作，甚至演化

成新的大生態系，這就是在現今社會下平台生態系能達到的功能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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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規劃與分析 

3.1系統需求 

3.1.1系統需求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是一間位於達魯瑪克部落的餐廳，雖然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有

著綠色餐廳的美譽和美味的風味餐，但是由於地理位置不佳、網路上的曝光度也沒

有其他餐廳來的高，所以知名度不高。於是本研究開始計畫如何幫助餐廳來提高曝

光率，以及結合達魯瑪克部落傳統文化，讓顧客能夠在享用美食的同時，認識更多

關於達魯瑪克的故事。 

本研究開始計畫幫餐廳建構官方網站，新增宅配服務和會員制度，方便管理顧

客資料及加強促銷活動宣傳，相信可以為南島咖啡帶來不錯的收益；在官方網站的

框架中，也會適度融合魯凱族的文化特色，或者參考業主給予的想法。在官網的雛

形架構都出來後，會加入南島咖啡所設計的遊程，主軸的想法是圍繞在達魯瑪克部

落周邊的環境介紹、體驗活動等，可以更加多樣化南島咖啡提供的服務。 

3.1.2 SWOT 分析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正面要素 優勢： 

綠色餐廳、經營分店使觸及率提高 

機會： 

永續建築、新鮮當令食材 

負面要素 劣勢： 

不擅長網路行銷、目標客群範圍小 

威脅： 

同類型餐廳競爭者太多 

表 3. 1 SWOT分析表 

增加優勢的方法有很多，本研究採用的是在官網上面放上在臺東大學經營的分

店資訊，讓一些對餐廳有興趣的顧客，也能夠在同樣是觀光景點的臺東大學圖資

館，附近就能享用到美味的餐點，成功利用分店觸及率的優勢；降低劣勢中處理最

主要的網路行銷問題，所以建構官方網站是本研究的主軸，整體研究方案也會圍繞

於此；可以利用的機會有永續建築、新鮮當令食材，由於南島咖啡有著綠色餐廳的

美譽，在餐點上也貫徹使用新鮮當令食材的理念，以及搭配融合環境的永續建築，

就能創造出新的競爭優勢。透過這些優勢，就足以將威脅轉化成新的機會，便能夠

加以利用。 

3.2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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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系統模型圖 

 

圖 3. 2 系統環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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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使用個案圖 

 

圖 3. 4 瀏覽網頁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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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顧客會員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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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訂位活動圖 

 

圖 3. 7 線上訂購活動圖 

3.3系統計畫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業主與本研究相關人員討論時，有提到關於幾點目標的想

法。由於先前有提到網路曝光率不足的問題，所以先從建構官方網站開始，在網站

上呈現有關餐廳的美食以及綠意盎然的環境，結合達魯瑪克的元素，使餐廳能夠被

更多人吸引。為了讓遊客能更加瞭解餐廳，所以在官網加入菜單的功能，放上許多

令人垂涎欲滴的餐點相片，還有線上預訂的功能，能夠在心動的當下送出訂單或訂

位。 

在官網建構後，因應業主的需求，也會和業主討論遊程的部分，以及如何切入

部落產業鏈，進而用最好的做法來幫助。遊程所規劃的內容都會呈現在官網上，有

興趣的顧客也能夠在線上即時預約；至於部落產業鏈大多為農業相關的農產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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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在官網中的線上購物頁面訂購，加上會員制度，便能夠妥善地將產品宅配至顧

客手上，也藉由交易紀錄讓南島咖啡可以對於餐點或產品的投入，計算出合理的成

本及收益，對於顧客也更有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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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展示與評估 

4.1 Google Analytics 評估工具瀏覽數分析 

Google Analytics，簡稱：GA，為 Google提供免付費的「網站分析工具」，我

們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上，且安裝 Google Analytics的追蹤代碼(tracking code)，

那麼即可監測和蒐集使用者在網站上的各種行為資料，來析該網站的數據概況(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7）。 

Google Analytics為目前最廣泛的數據分析軟體，而現今使用 Google搜尋引

擎的人近乎 80%，因此也提高了 GA數據的信任度（山姆，2018）。Google 

Analytics可以追蹤訪客的來訪是從何處，涵蓋搜索引告、付費點擊網絡、電子郵

件和數位文件（楊靖山，2010）。 

因應科技的日新月異，舉凡生活中各類事項，人們大多依賴著網路搜尋，因而

獲取相關資料，我們透過 Google Analytics 可以得知訪客是藉由何種方式找到網

站，以及他們是如何瀏覽網頁的，目的蒐集訪客的瀏覽行為，利用 Google 

Analytics提供的數據，來檢視使用者的需求與操作，目的即為了善用現有的資

訊，加以改善網站的成效，間接至餐廳的績效。 

4.2 網站成效評估 

首先，本研究使用 Google Analytics 提供的四大報表進行網頁的評估，分別有：

目標對象、客戶開發、行為、轉換。透過以上四種報表就可以清楚知道，網站是否

有達到當初預期的效果，以及能夠適當的傳達南島咖啡理念，詳細報表說明將在下

節說明。 

4.2.1 目標對象 

當初本研究設定的目標對象為「對南島文化有興趣，以及被永續餐廳理念所吸

引」的顧客，透過 Google Analytics 的目標對象報表，可以幫助找出對網站有興趣的

使用者，如果網站的受眾特徵與原先設定的目標對象不同，也能夠在其中發現問題

並調整。 

本研究進行分析後，發現平均每日的人數流量為 10 至 20 人之間，大部分的訪

客來自區域是臺灣，因為目前南島咖啡的官方網站是定位給國人做使用，或者是使

用中文體系的人們，若是對南島文化有興趣，就可以藉由在網站上互動，或者親自

前往南島咖啡享用餐點，並欣賞周遭的一切。但是目前蒐集的資料尚未足夠，因此

還不能找出受眾特徵，但可以藉由其他報表來輔佐，評估這些訪客是否為當初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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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客群。 

4.2.2 客戶開發 

網站的訪客可能會透過許多管道進入網站，例如透過搜尋引擎或南島咖啡的臉

書紛絲專頁等。Google Analytics 會分析訪客從那個管道進入的比例，方便本研究掌

握每個流量管道的經營成效。 

在分析的報表中大致有 7 種常見的管道，分別是隨機搜尋、網站直連、社群、

推薦、付費搜尋、多媒體、電子郵件。在南島咖啡目前是以網站直連居多，就是提

供網站給對南島文化有興趣的人們，可以進到網站做進一步了解。 

 

圖 4. 1 進入網站的管道示意圖 

本研究還有注意報表提供的另一個資訊，就是大部分瀏覽網站是利用行動裝

置，本研究發現這是一個趨勢，也是未來改善網頁的重點之一，可能要傾向於手機

版的網頁排版為主，這樣才能使得網站帶給大部分的訪客有良好的使用體驗。 

 

圖 4. 2 裝置比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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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行為 

Google Analytics 能夠追蹤訪客在網站上的行為，例如從哪個頁面開始瀏覽、滾

動畫面次數、在頁面停留多少時間等。在行為報表中也能找到網站上表現最好的頁

面，也能知道那些頁面會造成使用者體驗不佳，這些建議都能作為日後改善網頁的

依據。 

由於在官方網站上面的各種操作也會影響事件產生，所以依照行為報表產生的

事件，能夠看出來大部分訪客在網站上的操作，大多為純粹瀏覽(page_view)，至於

頁面滾動的部分很少的原因，是因為在網站有許多地方是利用連結的部分呈現畫

面，所以使用者不太需要一直滾動畫面。 

 

圖 4. 3 事件總覽數 

所以在行為報表的部分，可以看到訪客瀏覽網頁所產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就能

幫助我們針對網頁的瀏覽流程做改造，一個良好的網站設計，甚至能夠有效傳達給

訪客南島咖啡的永續理念。 

4.2.4 轉換 

轉換就像是讓訪客實際參與網站上提供的所有活動，以南島咖啡的網站為例，

當訪客做到餐廳訂位、線上購物、參加文化體驗活動等，就是達到「轉換」的用

意。在 Google Analytics 上也提供許多自定義的轉換指標設定，能夠依照使用者的不

同需求，創造出客製化的轉換指標。 

南島咖啡的官方網站設定轉換的地方有三個，餐廳訂位、線上購物及預約文化

體驗活動，因為這三個活動是體現出實際參與南島文化相關的訪客，代表說可以透

過南島咖啡的官網，讓這些對於南島文化或永續理念有興趣的訪客，能產生實際作

為，這就是轉換的意義。但是這些活動都還尚未整備，因此無法看出實際參加的顧

客有哪些，不過可以透過前面行為的報表查詢訪客是否瀏覽過相關網頁，做出行動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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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故事行銷 

故事行銷顧名思義就是運用說故事的方式，來達到品牌或其他企業的特定目

標，可以是增加銷售量、提高名聲或是改善形象，相較其他傳統行銷方法，故事行

銷大多並不會聚焦在產品上，而是透過故事闡述品牌的價值觀及理念，可以讓顧客

加深對品牌的印象。本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夠把南島咖啡部落廚房中永續的精神及理

念，能夠簡單又直接地影響、傳達給顧客。 

在現今網路媒體十分發達，且具備快速的傳播能力的時代，本研究將會透過影

音的方式來呈現故事行銷，而 Lily姊，南島咖啡部落廚房的代表人物，會作為拍攝

的主要對象。過程藉由訪問對話的方式，探討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包含 Lily姊本

身在部落的生活經驗等，進而從她的角度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部落廚房的精神。 

4.3.2綠食餐點 

綠色永續飲食已在世界各地的先進國家為主要風向，近年在臺灣綠色飲食的意

識也逐漸開始被重視，積極推動綠生活。其中，綠色餐廳是對環境友善，且具備綠

色、環保的工餐及用餐環境。響應綠色餐廳的三大要點，一做好源頭減量，不主動

提供一次性用品；二使用在地食材，優先使用國產食材；三推行惜食點餐，提供餐

飲份量調整服務。 

在南島咖啡部落中的餐點皆為使用在地食材，不同於其他綠色餐廳，它將部落

文化融合在餐點裡面。部落廚房也在綠色餐飲指南於 2021年首度舉辦全台綠色餐飲

產業盛會上，榮獲了第一屆綠色餐飲的「本土食材創新研發獎」。把文化、在地食

材和環境永續結合在一起，以綠色永續經營的理念經營部落廚房。顧客也能夠在享

受餐點的同時，學習到永續飲食的重要性。 

 

4.3.3 部落觀光 

花東兩縣為臺灣原住民人口數數一數二的，近年來，部落遊程盛行，可以了解

這些觀光客是為了體驗部落文化，部落觀光屬於異族觀光的一環，就吸引力而言，

主要就是參訪遊客的自身感受，而發覺產生與自我生活的內涵與環境差異，以及當

地部落的獨特性（李美芬，2015）。 

原住民族觀光 (Aboriginal tourism) （Hinch and Bulter，1996）認為係指

原住民族直接參與經營觀光產業進行控制，且運用其資源為根基或以原住民族文化

表現以及生活型態為吸引遊客前來的策略。部落觀光（Notzke，1999），一詞在西

方學術界十分罕見，通常都稱異族觀光 (Ethnic tourism) 或原住民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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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iginal tourism)，所以部落觀光可以說是原住民觀光的一種重要類型。文化

資源為原住民觀光(Aboriginal tourism)的主要核心，因而產生不同的文化體驗、

活動、產品以及表演…等（吳宗瓊，2003）。 

達魯瑪克部落曾有外國使節團，像是馬紹爾群島、紐西蘭等等，部落也有在參

與社區營造，原民會也鼓勵蒞臨的邦交使節團以達魯瑪克做參考，培育這些使節團

做類似的部落觀光，除了植物、文化介紹，在多元的互動之下，除了讓外國使節團

做參考，也協助他們在產業上面的發展。 

社區營造重點是在輔導達魯瑪克的部落觀光，整套部落觀光遊程皆有部落導覽

解說員為顧客做介紹，各個領域皆有不同的解說員，而南島咖啡部落廚房主要是協

助部落觀光的飲食部分，部落觀光的遊程可以從各個窗口來做預約，預約完畢後，

社區理事會會再因應且與部落商家做溝通、安排。達魯瑪克的部落觀光遊程皆可以

給顧客做選擇，像是山林教室，可以走進山裡，去了解形形色色植物來做解說，且

讓他們了解這個植物在部落的應用為何，像是可食性，是否可以拿來料理或做飲

用、實用性，它可以拿來做什麼物品、器具或有毒的。另外，也可以選擇另一個行

程部落景點的介紹，搭乘導覽車沿路介紹，像是大南國小的文物館、學校建築，部

落裡的青年會所、老人日托站、部落體驗、部落舊址…等等。 

「水能載舟，水能覆舟」，我們可知鄉村地區往往處於弱勢狀態，然而對於部

落觀光的發展，有些人會期待能為部落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不過相對的部落也會有

人面對部落觀光持著反面的態度（吳宗瓊，2003）。 

部落觀光對於原住民產業十分重要，其中可以結合文化、飲食、山林植物等來

發展成一套部落遊程，讓參訪的顧客到部落裡，且為部落帶來錢潮以及就業機會，

讓年輕人洄遊，解決像是老人比率高、隔代教養的問題。而在這樣的經營之下當然

對部落也會有所衝擊，像是帶來髒亂、利益衝突，這些皆是部落需要正面迎對的課

題（賴兩陽，2015）。 

4.3.4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是包含「飲食教育」以及「農業教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7），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讓餐廳的顧客親自體驗摘食

材親自參與農產品從生產、處理，至烹調之完整過程，發展出簡單的耕食技能。在

食農教育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者了解食物來源、增進食物選擇能力，並促進健康飲

食習慣的養成。此外在參與農事體驗中，可增進參與者對環境、惜食觀念之建立，

進而關心環境議題（董時叡、蔡嫦娟， 2016）。 

然而，食農教育是包含「飲食教育」以及「農業教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7）。飲食教育的策略有三項，分別是飲食知能、健康飲食、飲食文化；農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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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策略有四項，分別是友善耕種、地產地銷、農業體驗、永續農業（財團法人農

村發展基金會，2018），這界定讓食農教育更加清楚明瞭。 

食農教育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要回歸生命的本體，為了健康我們透過農業教育

來推動有機農法、友善農耕、生態農法以及生機互動農法，獲取清淨的飲食，有了

健康的身體，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與學習，誠如孟子所言：暖衣，逸居而無教，

則以禽獸無異 （董信宏，2018）。 

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有鑑於此食農教育的重要性，我們讓顧客親自體驗摘採蔬果

親自參與從生產、處理，至烹調，在這過程中，除了向顧客介紹以外，也與顧客分

享各類植物蔬果的功能、應用，以及烹飪的方式，最重要授予顧客的飲食知能，尤

其是在食物選擇這一塊，南島咖啡能做最好的典範，在此用餐可以建立飲食習慣來

鼓勵家庭共食，飲食文化的部分，南島咖啡使用在地當令的食材，結合原住民文化

來發展原住民的風味餐。另外，南島咖啡也致力於永續農業，除了顧客摘採食材來

烹飪，也希望摘了之後再種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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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透過實際走訪達魯瑪克部落，也藉由跟業主溝通了解南島咖啡部落廚

房，藉此協助部落廚房架設網站，內容包含介紹業主 Lily 姊、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

故事、線上訂位及訂購資訊、宅配以及部落遊程的體驗活動資訊等功能，為的就是

增加部落廚房在網路上的便利性，也能夠讓顧客容易透過網路搜尋到部落廚房。此

外，最重要的是部落廚房的核心理念，「永續實踐」，本研究以綠食餐點、部落遊程

及食農教育作為最主要的實踐。而網站的架設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在幫助傳達永續的

精神及理念，透過網站上的介紹及故事，從業主的角度出發，除了吸引顧客的目

光，讓顧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夠了解其永續的含義。 

經過這次的研究，從溝通到實作，每一個環節都具有挑戰性，不斷地要去腦力

激盪，去找出南島咖啡部落廚房比較一般餐廳及原民料理餐廳還要更具有獨特性的

地方，從這些獨特性再去發展出如何有效傳達永續的概念。本研究也運用了社群行

銷的手法，以部落廚房本身的 Facebook ，去做分享及互動，讓其更有效地推廣。

不管是在餐廳裡面還是網站上，都是以永續精神為中心，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發展，

不只有理念的傳遞，也有讓顧客實際去體驗，從中學習到人與環境的共存方式，永

續的精神，而這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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