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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探討傳統稻米產業的創新主體及其相關要素，

用以建構產業創新系統模型。本研究整理出四項創新擴散因素與六項創新需求

因素，同時歸納出目前稻米產業中之八個創新主體。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

並使用社會網絡分析之密度與程度中心性指標分析，利用圖形理論闡釋。研究

結果分析發現，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之創新擴散因素中以時間因素的影響最顯著，

而創新需求因素則以政策獎勵因素最具影響力。此外，農會與試驗單位則是產

業創新系統中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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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稻米為國人主食，亦為國內栽培面積最廣、農戶數最多、最主要耕作

農作物，兼具糧食安全、農村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生態保育及文化傳承

等多項功能。回顧台灣稻米產業的發展史，自日據時代時為了支援國內工

業發展，而引入蓬萊米改良台灣稻種，並著手改善農田水利及設立農業實

驗中心與農業組織，推廣農業技術。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國民政府面臨物

資缺乏、生活困頓之景況，因而採取土地改革以增加糧食作物產量，並先

後透過「以穀換肥」、「隨賦購穀」、「糧食平準基金」等農業政策，提

高農民種植意願及收入，不僅提高稻作產量，亦能穩定稻穀產量，至民國

63 年首度出現產量過剩的狀況。為減緩產量過剩情況，政府於民國 66 年調

整稻米收購政策，按當期計畫收購總量，除以當期稻作面積，作為每公頃

收購量標準，並實施保證價格收購制度及管制進口等措施。

然而，以維持價格、保護農業及農民為導向之價格政策，並無法真正

依據市場需求調整種植數量，及對結構市場的變化無從體認，容易肇致在

政策保護下的農產品數量超過實際需求量，造成資源浪費及農產結構扭曲，

使價格失去調控市場資源的功能。保價政策僅能穩定稻米價格於某一程度

之水準，稻農無法進一步藉由市場機制了解消費者所需之品質與數量，亦

無法以此作為生產之依據。故為解決國內稻米市場的困境，提昇國產稻米

品質，強化競爭能力乃為政府單位努力之方向。

近年來，因全球穀物產區氣候條件惡劣致產量銳減、庫存量偏低、油

價上漲、生質燃料需求大增，及部分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使得飲食習慣改

變等因素（廖俊男，民 97），導致全球糧食短缺。對貧窮國家而言，全球

性的糧食短缺因其價格抬升將影響貧窮國家人民之生計，造成人民營養不

良之窘境。此外，食物價格上漲對一開發中國家通膨之影響更劇於已開發

國家，顯示糧食危機不僅為單一國家之問題，已成為目前全球首重之議題。

當今面臨 21 世紀全球自由化、能源短缺及溫室效應日益惡化之情勢

下，農業邁向糧食安全、生態環境與農村自立發展等多元化功能之趨勢，

台灣乃於民國 89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且自民國 99 年起研擬並已簽

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及積極與各國商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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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greement；FTA)。政府為因應現代的農業產銷環境，如何輔導農民生

產「品牌化」、「規格化」、「標準化」商品供應消費市場，乃農產品供

應端所必須面對的變化（彭作奎及謝佑立，民 97）。據此，發展科技涵量

大之產品，注重研發，並尋求重點產業輔導發展，加強兩岸農業交流與合

作，加強創新與研發，在生產專業知識、管理技術、運銷技術及衛生安全

制度等各方面發揮競爭優勢，作為國內外行銷之後盾。故將農業科技、產

業文化及地方特色之知識商品化與市場化，使農業知識的價值，真實反應

在農產品市場上，以提升農業的附加價值。

而農委會自民國 90 年起便因應產業調整需求，進一步提出五大策略，

包含 生產調整； 運銷調整； 資源調整； 防疫檢疫； 短期稻榖價

格穩定措施等。其中，生產及運銷二項策略之因應措施，除推動「水旱田

利用調整後續計畫」，並依國內需求量扣除進口量後訂定年生產目標，以

達供需平衡調降稻作生產面積，加強輔導農民輪作其他作物或辦理休耕等，

藉此維護生態地力及鼓勵擴大經營規模，以降低生產成本。

為提升國產稻米品質，強化競爭力，自民國 84 年起開始推動良質米產

銷輔導業務，配合良質米品種選育及繁殖更新，透過育苗中心培育適地適

栽之優良品種，以加速良質品種之更新推廣，促進國產米栽培管理技術與

品質之提昇。並透過「CAS 良質米工廠認證」輔導糧食業者強化原料分級

檢驗技術、製程管制與品質管制措施，建立自主品管制度，及輔導以「臺

灣好米」共同標誌行銷，提昇國產米品質及品牌穩定性，增進競爭力。臺

灣係為稻米技術大國，經政府與相關研究單位不斷研發優良的新品種之下，

逐漸拓展台灣稻米之競爭力。

近年來在農民、地方農會、農業試驗與改良單位合作下已逐步看見成

效，並開創許多知名的地方稻米品牌如池上米、富麗米、霧峰香米（台農

71 號水稻新品種）等。其中，霧峰香米於民國 94 年參加日本愛知博覽會，

並以高價打開日本市場，獲選為十大經典好米，為台灣第一個具有商業名

稱之水稻品種，更為台灣加入WTO後，最具競爭力的農作產品（柯承恩，

民 97）。本文試以台中縣霧峰鄉為研究範圍，研究目的首先探討該地區自

民國 89 年至今的稻米產業發展轉型過程，如何從傳統的稻米產業，發展成

一新的產業創新系統之過程。試圖由試驗單位、學術單位、霧峰鄉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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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產銷班等跨單位間的關係切入，從中找尋地方稻米產業如何由傳統產

業模式，透過產業內各組織間創新過程中之互動，進而形成一產業創新系

統，據此建構地方產業創新系統與網絡。

貳、產業創新系統之相關文獻

新事物或技術的出現，係為找尋問題或解決方式之起始。將問題或需

求設定清楚，經由研究找出解決之道，方能形成可滿足潛在接受者需求的

創新發展，故首先針對產業創新需求因素進行探討。然而，一創新系統必

須經由擴散，方能使新研發的事物或技術得以流傳，故須探討產業之創新

來源，進而延伸至創新擴散。本研究以社會網絡為研究工具，最後針對社

會網絡之基本理論與應用及其政策與實務意涵進行闡述。

一、產業創新需求因素

Poter(1999)認為產業的技術進化是產業的、學習、不確定性、模仿、技

術擴散規模變化，及價值活動技術創新的效果遞減等力量交互作用之結果。

產業在演進的過程中，歷經萌芽、成長、成熟到衰退等階段，因此產業分

析方式亦可透過產業生命週期模式 (industrial life cycle model)討論之。產業生

命週期始於剛起步的產業萌芽階段，一旦需求增加使產量逐漸增加，則該

產業即進入產業成長期。當產業開始成長，競爭者的數目增加後，產業將

進入成熟期；最終將因需求飽和及技術不再創新，使企業產能過剩而至衰

退期（徐作聖及陳仁帥，民 95；陳正倉等，民 93）。以稻米產業而言，由

於原有產品差異性不大，且市場呈飽和狀態，若以產業演進過程可謂進入

專業期，僅能以壓低成本與增加產量等方式進行銷售。倘若藉由掌握技術

或環境的創新因素，引入新產品或技術，仍可使進入成熟期或衰退期之產

業延長其生命週期，此技術或環境創新因素，即為產業創新需求因素(Industrial

Innovation Requirements，IIR)。

產業創新需求因素乃為產業於發展過程或創新時期之關鍵因素，故於

不同供應鏈下亦有不同需求。創新不僅只有技術和產品的改善，更包含產

業環節與生產因素的改變，亦即產業結構的變化將影響技術創新；同時，

技術創新亦將改變產業結構，更直接影響產業之競爭優勢（徐作聖及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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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民 95）。從稻米產銷過程觀之，對一供給者而言，種植、灌溉、除蟲、

維護、收成可視為生產活動。隨著收成後的儲藏、行銷、廣告，則需仰賴

價值鏈之前後推動，包括研發和品牌。

一般而言，台灣稻農成功轉型的關鍵來自於品種改良的趨勢與種植技

術的突破，而技術的研發、創新均為試驗與改良單位及學術單位所掌握，

尚透過相關單位之技術移轉，生產者方能利用新技術改善生產過程，而技

術也可視為產業價值主要之鏈結基礎。以本研究對象霧峰香米為例，透過

文獻及本研究深度訪談可將其成功發展的模式與特色歸納如下（柯承恩，

民 97；曾清山、賴明信及李長沛，民 95；陳希煌，民 90）：

研究發展與技術創新

結合產學研發團隊，經由研究人員找出控制水稻生長發育、高度、產

量、抗逆境與資源再利用等相關重要基因，且透過參與國際研究計畫精進

培育技術，並將改良育種技術銜接到台灣的水稻改良場，並結合農民種植

經驗，將新科技研究與稻米生產技術作一完整接軌，並由農民自行組織的

農事小組，將傳統的種植概念與最新的技術相互印證，並交流栽種經驗。

地方組織合作

經由農業試驗提供新興技術，另由霧峰鄉農會投資的電腦化設備控管

稻穀乾燥、低溫儲存、雜質剔除等嚴格流程製作並輔導霧峰香米獲得國際

認證。

契作輔導

農業試驗所研究員針對香米生產方式進行研究及提出改進建議，並利

用整體契作栽培的方式經營，輔導農民生產品質優良的香米，過程中研究

員須定期進行田間檢察、嚴格控管農業與肥料的施用，確保生產品質。

產銷合作，農產履歷制度

由農民製作詳細的生產紀錄，除了可累積相關經驗，將個人農業轉換

為集體合作的企業化經營；也能讓消費者參與生產過程，同時保障生產者

收益與消費者食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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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稻米價值

成立台灣第一座日式美學酒莊，擴大稻米產業的價值鏈，創造衍生性

商品。

政策引導方向

由產業觀點觀之，從資源投入經創新研發，至實際運用技術生產之產

出與行銷過程，均是政策涵蓋的範圍（徐作聖等，民 92）。政府於推行某

些新政策時，會以獎勵或強制約束之手段，以傳遞創新成果 (Rogers，2003)。

以往稻米政策取向以增產為主，稻米品質之差異並不顯著，故近來政策轉

以建立良質米、稻米產銷專區、產銷履歷制度，且有更多農民團體及組織

導入嶄新管理與銷售方式，藉由不同的產品區隔，提供消費者選擇多樣化。

經上述分析，本研究據此擬定政策獎勵、技術移轉、地方組織、產銷

合作、商品輔導及 R & D 作為稻米產業的創新需求因素，藉以探究稻米產

業在此六項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各創新主體彼此間之往來關係。

二、創新擴散

對產業而言，其發展過程中須不斷提升價值，方能增強產業之競爭力，

而此價值之提升，乃為「創新」。而經濟學家 Joseph A. Schumpeter 認為創新

(innovation)係指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包含「引入」新產品或新品質、「採

用」新生產方式、「開闢」新市場、「獲得」新供應原料或半成品以及「實

行」新的企業組織型態。故創新的範圍不僅涵蓋新的事物與技術，亦包含

原已存在的事物與技術，經過重新利用或改善後產生新用途者。當創新對

企業帶來超額利潤，必將產生強大的示範作用，引起其他企業的競相模仿，

若創新可將成果或技術進行商品化之轉換，即能促成創新的擴散（吳思華，

民 91；徐作聖等，民 92）。

Frank M. Bass(1969)提出 Bass 擴散模型 (Bass Diffusion Model)，已成為近來

新產品、新技術需求市場分析之重要分析工具。Bass 擴散模型中有三項重

要因素，分別為 m ＝市場潛力，即潛在需求總數；p ＝創新係數（外部影

響），即尚未使用該產品的人，受到大眾傳媒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開

始使用該產品的可能性；q＝模仿係數（內部影響），即尚未使用該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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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使用者的口碑影響，開始使用該產品的可能性。其公式為：

( ) ( )1
1 1 1

t
t t t t

NN N p m N q m N
m
−

− − −= + − + −

爾後Everett M. Rogers於 1983 年提出創新擴散理論 (Innovation Diffusion)，

其理論歸納擴散活動均具有創新、溝通管道、時間與社會體系等四大因素，

Rogers 認為擴散係指社會體系的成員於一定時間內，透過某些特定的溝通

管道傳遞創新成果的過程。擴散之目的乃為透過創新知識的溝通，使創新

的成果得以應用。Afuah (2000)則針對影響有效移轉的因素進行探討，得出

創新的類型、接受者與傳送者間的吸收與傳送能力、移轉時機、及接受者

與傳送者間的文化差異等因素。Schilling (2004)亦認為由於科技知識與技術

較具複雜性，且某些隱性的科技創新，尚需透過人際溝通以達到擴散的目

的；此外，即使已知這些創新科技，潛在使用者仍只會於獲取知識後方會

開始利用，導致科技創新的擴散時間較資訊擴散長。是故，創新擴散乃一

緩慢過程，其描述創新技術採用數量的擴散曲線因而呈現 S 型。

每項創新成果在擴散過程中，被擴散者透過對創新功能的認知開始，

藉由說服、形成喜好後，進而決定是否接受並執行，最終方確認對創新成

果的看法。此過程通常依時間順序出現，且須給予被擴散者反應的時間，

故時間成為影響創新決策期長短的重要因素。透過一群擁有相同意識、互

相連結之成員所構成的集合體，其體系內的成員可能是個人、各式團體組

織或企業等，彼此間為達成某些共同目標而連結或合作。因此不論是新知

識或新技術，若要融入社會系統中，都必須被社會體系內成員所採納。創

新、溝通管道、時間與社會體系等四項創新擴散因素，對創新成果擴散的

影響方式如圖 1 所示。創新成果的流動，由最早接受創新成果者的創新先

驅者，經由溝通管道傳遞給早期接受者。因早期接受者多為意見領袖，故

創新成果經由早期接受者的擴散，接受者將在極短時間內大量增加，S 型

曲線走勢亦開始快速攀升。隨著時間推移，在社會體系內的成員大都接受

後，接受者增加的速度將逐漸減緩，直至最後僅存少數落後者尚未接受

(Roger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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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創新擴散因素作用圖

資料來源：唐錦超（民 95：218）。

由產業創新歷程觀之，林娟娟與許晉龍（民 96）曾由技術、社會與個

人差異等三個面向，分析使用者對行動通訊服務的認知行為，除發現技術

面的認知外，社會規範與認知關鍵多數對行動通訊服務的使用意願，將顯

著影響使用者的意願，接受者面對科技創新的傳遞，會從開始接觸時的慢

速成長，隨著科技知識的被理解與接受後而快速攀升，並於市場飽和、採

用速度減緩後逐漸降低，而此一過程亦會產生其相對應之 S 型曲線。

於國外相關研究中，亦使用創新擴散模型對新產品進行研究，如

Christophe & Joshi(2007)使用創新擴散模型對新產品進行研究，其結果顯示，

新產品多以「病毒式」或「網絡」方式進行擴散，此兩種即成為企業於推

廣新產品時之主要工具。Marshden及 Sonnino(2008)對英國農村發展與區域狀

態進行研究，其研究發現一地區之農業發展需創新並賦予其新形態使其透

過區域網絡擴散，對於農產品而言，則需透過新的管理方式，並因應市場

需求進而導入更多創意元素，以達擴散之要件。Peres、Muller及Mahaj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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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行動電話創新擴散與新產品成長之研究中，其透過擴散模型用於了解

市場營銷之創新擴散及其生命周期。由其研究結果可知，於產品創新擴散

的過程中，皆會受其社會網絡所影響，且必須擴大其網絡，方能獨具市場

優勢。雖然擴散模型於過去 40 年已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運用，然而透過擴散

模型之相關研究可用以了解當前市場現況及未來的市場趨勢，於實務上仍

深具價值。

綜合上述對創新擴散因素之說明，產業內的創新源彼此間在傳遞創新

成果時，將受到時間、創新、溝通管道與社會體系等擴散因素之影響，故

本研究將以此創新擴散四大因素為變數，檢視我國稻米產業內的創新源，

以及創新元素如何在產業互動的網絡流動擴散，作為推論產業間創新價值

鏈互動之基礎。

三、稻米產業創新系統

產業創新過程中需建立起對創新的接受度具有共同之認知，才能藉由

創新知識的流動，進而提升產業的整體價值。徐作聖、邱奕嘉及鄭志強（民

92）透過知識的本質及擴散機制、技術的接收能力、產業網路連結性及多

樣化創新機制形成產業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的組成包括政府單位、研

究機構、大學、產業界、金融機構等。

Porter(1990)指出於特定領域中，產業透過產品或資訊流通而產生緊密連

結的狀況，即為產業群聚 (industry cluster)，該現象為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來

源。Anderson (1994)將產業群聚定義為一群廠商透過彼此間的互相依賴，以

增進各自的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因此多個互動的企業，為進行彼此間專業

化的分工協作而組成之地方生產系統，亦可視為產業群聚（王緝慈，民 90）。

伍家德及杜啟躍（民 95）以國內三個科學園區的高科技產業為研究對

象，探討創新與知識對產業群聚及競爭優勢之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創新

環境、知識發展與擴散的效果愈顯著時，將愈能促進產業群聚的形成，提

昇廠商與產業的競爭優勢。而此種區域內部產業發展環境、上下游間之聚

集與競爭行為等，都將影響整個區域的競爭優勢，且高素質人力資源、技

術基礎建設、知識資源及資本資源皆產業群聚形成之條件 (Porter，1990)。

因產業群聚具地理接近性，群落內的廠商因協調容易，而有助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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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知識的快速流動，降低蒐集資訊及交易成本的鄰近效應，並形成集體學

習與合作的氣氛，共同承擔風險的社會化效應（王緝慈，民 90）。陳坤成

及袁建中（民 97）對台灣精密機械產業之產業群聚與企業經營模式之研究

中發現，產業群聚除可增進企業在原物料供應上的便利性外，群聚內的企

業更可受惠於區域性新系統影響，進一步刺激其創新概念。

台灣農業的發展依據不同階段之進程可歸納為四大創新階段（彭作奎

及謝佑立，民 97）：一、臺灣農業生產係依據「市場力量」與「技術創

新」，克服農產品生命週期較短與資源價格快速改變之困境。臺灣「農企

業」（食品加工業、生產資材供應業、行銷業、動植物用藥業等）即對產

品及技術創新扮演重要角色。二、臺灣發展初期以「生物性」與「制度性」

創新，使「農業成長率」超過「人口成長率」，利用農業剩餘，培植工商

部門的發展，帶動整體經濟體系發展。三、臺灣政府部門擔負農業試驗研

究的工作與經費，將其成果以「準公共財」之方式，免費推廣給農民使用。

四、臺灣農業發展是農民、政府與組織結合而成的「社會力量」所促成；

故臺灣以「農民組織」之力量，維護農業產業附加價值之獲取。

國內稻米產業所涵蓋之相關主體，除實際生產稻米的稻農外，亦包括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等政府機構，農業試驗所與各地農業改良場等農業

研發單位，及大學等學術單位與農會、民間糧商、碾米廠、零售商、產銷

班等產銷單位。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主管機構，其下負責相關農業試驗

研究與改良工作之組織，包括各地區農業改良場及農業試驗所；農糧署除

負責各類農糧政策之擬定、執行與督導外，尚需處理基層農民需求及意見

反映。而為擴大經營規模，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政府農政單位採取透過「組

織」形式，以期提昇產業競爭力。從稻米生產面檢視，地方組織以農會與

稻米產銷班為主；再由稻米產銷面檢視，繳交公糧後的餘糧，多數經由農

會與民間糧商為主體的稻穀業者收購，再透過經銷與零售商銷售（余海青，

民 87）。

長期以來國產稻米的品質差異不大，且市場已呈飽和狀態，可被視為

到達產業生命週期中的專業期。此時，企業則需透過成本驅動因素與獨特

性驅動因素，發展出新的價值活動，進而形成企業之競爭優勢(Porter，1990)。

而獨特性驅動因素，有賴於價值鏈內部各組織間的鏈結，透過企業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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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將影響相關的價值活動，繼而創造滿足消費者需求

的獨特性，故唯有藉助技術創新，才能使稻米產業重新發展。

國產稻米產業的技術創新，多數依靠試驗與改良單位及學術單位之技

術移轉，方能改善生產者的生產過程。除了在生產技術尋求突破外，產銷

過程亦將影響國產稻米之競爭能力。消費者意識逐漸提升後，稻米市場已

從原有的生產者主導，轉為消費者主導。政府農政單位對產業技術創新的

推動，除透過試驗與改良單位持續研發相關技術外，由近年來所推行的稻

米產業專區與產銷履歷紀錄制度亦可得知，品質提升已取代高產量，進而

成為政策考量之主要方向。至於國產稻米產品行銷策略上，農委會除採取

強化稻米分級制度、輔導建立品牌，並加強對米食製品研究、改進加工技

術外，食米運銷通路則輔導產業界利用策略聯盟方式進行，以降低營運成本。

經上述分析，除技術創新、地方組織的良好運作、產銷與新型商品的

輔導開發、以及持續的研發 (R&D)投入均是攸關整體稻米產業發展的關鍵

因素外，相關部門之計畫與政策亦是影響稻米產業競爭力的原因之一。

四、社會網絡

網絡 (network)乃為通過一定形式，將一群節點 (nodes)連結之關係架構。

Mitchell (1969)認為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係指一群體中每個個體間特定的連

帶關係，故藉由彼此間連結關係與構成結構，可窺視該群體中個人的社會

行為。歸納其定義，社會網絡乃由「行動者 (actors)」、「關係 (relationship)」

及「連帶 (ties)」三要素所構成。

「行動者」係指社會網絡中的人、事、物等，透過彼此間互動而互相

影響，並以節點方式呈現於網絡分析圖上；網絡即為各節點間藉由連線所

構成的連結關係。「關係」乃為群體中各成員間某種型態之連結 (ties of a

specific kind)集合（Wasserman 及 Faust，1994）。「連帶」則指行動者彼此間

所形成之關係組合（Garton, Haythornthwaite 及Wellma，1997），用以表示行動

者間網絡關係之有無與其強度。

社會網絡分析之運用，可探討行動者彼此間關係體系與網絡結構的性

質，並藉由其所發展之指標，作為評估社會網絡狀況與各行動者所扮演角

色之用。藉由點與線的連結，除可表示行動者間之社會網絡結構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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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線所形成的圖形在網絡分析過程中，亦可提供研究者深入瞭解社會網

絡整體架構。此外，於社會網絡分析中使用圖形理論時，尚需配合其分析

概念及指標，而這些指標乃指衡量網絡架構中，行動者間之相互連結性質。

本研究分析採用之指標包含密度 (density)及中心性 (centrality)。密度用以

衡量網絡結構中行動者彼此間緊密的程度，密度越高，表示溝通越緊密，

各成員間之互動程度也越多；中心性指標則是指，擁有的連結與資源管道

越多者越可能位居權力中心，因此經由計算個別成員對其他成員之連結程

度，即可知道其在網絡中之地位 (Hanneman，1998)。

Freeman(1979)將中心性指標分成程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

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與緊密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等三種。由於程度中

心性指標乃利用相鄰點之數量衡量網絡之區域中心性，當相鄰點數量越多

時，代表其越具區域中心性，因此本研究將利用此一指標，找尋成員之權

力大小。

近年來，許多國外學者亦透過社會網絡方式對農業進行實務研究，如

Marshden及Sonnino(2008)透過網絡分析並結合當地農業發展之多元性，藉此

找尋促使英國農村持續發展與進步之要素。於Saether(2010)對挪威農村之研

究中，亦透過網絡方式建立區域網絡系統，藉此促進農村之發展。

本研究旨在建構稻米產業中各組織間之創新網絡，並檢核產業組織與

產業價值鏈結關係，據此擬定出政策獎勵、技術移轉、地方組織、產銷合

作、商品輔導及 R & D 作為稻米產業的創新需求因素，藉以探究稻米產業

在此六項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各創新主體彼此間之關係。故研究欲透過

社會網絡結構衡量指標，配合圖形理論，找出各創新源在網絡內之位置及

其影響程度。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目的為藉由分析創新系統模式之建立，並經實證分析對地方

經濟發展之影響，研究進行步驟如下：

蒐集有關稻米產業發展的歷程與產業發展相關文獻，以瞭解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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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透過釐清產業創新系統的本質，探討與產業發展之關係。

藉由對稻米產業結構中的上、中、下游代表性組織的訪談，配合現

有文件資料之分析，以瞭解目前產業價值鏈間的流動與運作現況。

透過創新系統模式的建立，分析稻米產業從傳統產業轉型成功的因

素，並提出最後的結論與建議，作為其他傳統產業轉型之參考。

任一產業中的創新主體與其他主體彼此間，會因創新成果的傳遞而產

生價值的移轉。Rogers (2003)認為每種創新的擴散，均受到時間 (Time)、創新

(Innovation)、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n)及社會體系 (Social system)等 TICS 四因

素之影響，故藉由 TICS 可得知社會網絡結構之整體狀況。

由於在建構地方產業創新系統的過程中，必須先探究產業內具有那些

創新源，及各創新源間之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 Rogers 所提出之創新擴散

四因素，探討產業創新過程中，個別創新源與其他創新源間，透過此創新

擴散四因素之作用而達創新擴散效果者為何，藉以描繪霧峰稻米產業創新

系統之社會網絡結構。

(SNA) 

圖 2 稻米產業創新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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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前述分析可得知，目前稻米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政策獎

勵、技術移轉、商品輔導、地方組織、產銷合作及 R & D 等因素的影響，

使各創新主體間產生價值活動，進而得出擴散創新成果，因此這些價值活

動方式即為稻米產業創新過程的要素。本研究除利用創新擴散因素找出稻

米產業創新系統之創新源及其在網絡中之位置外，並另以此六個創新需求

因素作為研究變數，用以探究各創新源彼此間的連結關係。

此外，產業內各成員間之連結架構，及成員彼此間之互動模式，均可

經由社會網絡之分析獲得驗證，故透過社會網絡觀點，可用於解釋團體層

面之現象。而這種成員間之連結架構與互動模式，乃由社會網絡要素中之

關係 (relationship)與連帶 (ties)的概念而來。亦因地方產業內各創新主體間進

行創新成果移轉的過程，均發生在此產業創新系統中，進而使產業形成一

種封閉式的創新擴散系統，且因封閉式系統內之組成份子及數量均有限，

故產業創新系統可利用完整網絡分析方式分析之。

若以 A~F 代表本研究所設定的六個創新需求因素，並以 w~z 代表四個

創新擴散因素，不同創新主體間將因創新需求因素與創新擴散因素而產生

關聯（參見圖 3）。以創新主體 1 而言，其與創新主體 2 間即因第 E 項創新

需求因素而有所連結；與創新主體 4 間則具有第 F項創新需求因素、及第 x

項之創新擴散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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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稻米產業創新需求與擴散因素網絡示意圖

創新成果的傳遞，乃為第一個創新主體開始與次一個創新主體進行溝

通的過程中，同時完成向次一創新主體擴散的目的，故將受到創新擴散因

素的影響。此外，各個創新主體間對創新成果的擴散方式，均是利用相同

的傳遞模式進行所致，且創新需求因素對整體產業創新系統之影響程度，

將因創新主體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於需求不同之情形下，不同的創新主

體間將因不同的創新需求因素與創新擴散因素而產生關聯，形成圖 3 中之

網絡關係。該圖呈現本研究不同創新主體間的創新需求與擴散因素網絡間

之關係，其研究成果顯現之網絡亦可視為稻米產業的創新系統網絡(innovation

system network)，此即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探究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各個創新主體之相關性，與彼此

在產業創新過程中之關係強度。因此藉由檢視創新擴散的四個因素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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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稻米產業創新過程的六個因素對產業內各創新主體之影響，可進一步確

認霧峰稻米產業中各創新主體間所存在之創新擴散方式，以確認稻米產業

創新系統之架構。

二、調查對象與範圍

地方稻米產業體系內各主體之實際參與者有限，肇致樣本數略嫌不足。

若從稻米生產體系而論，後端實際參與生產農民數量，遠多於前端提供相

關創新成果者，致使量化研究方式無法完整呈現各主體間之關係。因此為

解決此種情形，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進行一手資料之蒐集，

並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探討各創新源之間有無連結關係及強弱，以作為

建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之依據。

由於產業創新系統內之各主體分別為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大學、產

業界及金融機構等。對照我國稻米產業概況之分析可知，目前國內稻米產

業的主體包括農戶、政府機構、農業研發單位、學術單位、產銷單位等。

因此本研究將以稻米產業主體為範圍，依循圖 3 稻米產業創新需求與擴散

因素網絡示意圖，本研究訪談對象初步包含主管機關、研發單位、營運單

位及生產者，並以台中縣霧峰鄉稻米產業為範圍。除主管機關與研發單位

為實際參與稻米產業政策執行與技術研發單位外，生產者與營運單位則以

在該地實際經營者為限，並將屬產業創新系統主體之一的學術機構列入。

訪談前先進行稻米產業中多元開放性網絡試驗性之調查，待取得調查

結果後，從其收斂為一所有成員皆同意之封閉系統，並依據此結果引導與

進行深入訪談。其訪談對象包括：主管單位農糧署、設有與稻米產業相關

系所的大學及學術機構、農業試驗所及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等研發單位、霧

峰鄉農會和曾在霧峰鄉收購稻米之糧商等地方營運單位、以及霧峰鄉境內

一般稻農與經由農會或糧商輔導成立之稻米產銷班等生產單位代表等共 17

人。

此外，調查過程中若有原未被列入，經與不同受訪者比對確認必要列

入者，亦將其納入調查範圍，期使創新擴散系統中之創新主體更臻於齊全，

經實際調查之後，另行加入育苗場作為訪談對象之一。為瞭解稻米產業的

現況、相關創新成果的傳遞過程，與各創新主體間之互動狀況，本研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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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結構式訪談法，針對可能的創新主體之代表性人物進行訪談，用以確認

創新主體及各主體間之關係。

三、調查內容

訪談問題的研擬，則依照前述創新擴散的四項因素 (TICS)、與稻米產業

創新需求的六項因素為主軸，分別列出欲探討之議題，用以檢視創新源彼

此間之連結關係。訪談所得口語資料被逐一整理轉換成文字敘述後，將進

一步轉化成訪談互動記錄（參見表 1），再依循創新擴散因素及創新需求因

素檢視受訪者之回答內容，以 “1”代表明確指出與某些創新主體間具關聯

性、“0”則表示無關係存在之方式，形成如圖 4 之矩陣資料。接著再計算網

絡密度 (density)與中心性 (centrality)，探究產業創新系統中各創新源間之關

係，進而建構產業創新系統的網絡架構。

表 1 訪談互動紀錄範例

訪談
對象

訪談問題 回答內容

C
在新品種或技術的推廣過程中所遇到的
問題，是由哪些單位向貴單位反應？

如果有問題，農會、糧商或農民都會直
接跟我們聯繫。

D
在接受新品種或技術的過程中，貴單位
如何解決所遇到的疑問？

在推廣種植的過程中，如果農友有田間
管理等等相關問題，他們會反應到我們
這邊來，我們就會直接找農試所或改良
場反應。

G
在接受新品種或技術的過程中，貴單位
如何解決所遇到的疑問？

在推廣的過程中，若發現問題，農會是
我們主要的反應對象。

H
在接受新品種或技術的過程中，您如何
解決所遇到的疑問？

如果遇到有問題，我就去農會或是產銷
班那邊反應，農會他們就會找人來幫我
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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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G H 

C -    

D 1 -   

G 0 1 -  

H 0 1 1 - 

圖 4 資料矩陣示意圖

四、資料分析方法

為提升資料之正確度，本研究除了利用訪談議題間的交叉驗證方式，

確認受訪者回答之正確性外，在各主體間關係的認定上，則設定為同一創

新主體內的各個受訪成員，必須在同一行為上均有相同認知時，才得以接

受其回答之正確性。其次，依其回答所對應到的創新主體中，受訪之各成

員亦具相同的認定時，才視此二創新主體間產生一次關係。待完成所有社

會網絡矩陣後，利用UCINET 6 (Borgatti et al.，2002)網絡分析軟體進行社會網

絡分析中相關指標之運算。在取得運算所得之結果後，即透過網絡繪圖軟

體 NetDraw (Borgatti，2002)繪製成網絡圖。

為配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將利用社會網絡分析中之網絡密度 (density)

指標，衡量在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各創新源彼此間之互動程度。網絡密度

之計算方式為， Zij 為 i 和 j 之間所有的連結總數，N*(N-1)是指網絡中所有

可能連結的數目。其數值越接近 1，表示彼此間之關係越緊密。

*Density = ( 1)ijZ N N −∑

除了用網絡密度衡量創新源間之互動程度外，本研究將以程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指標計算出網絡內各創新源間之連結程度，用以衡量創新

源在網絡中地位與權力大小。至於程度中心性之公式為，以 CD(n*)代表網

絡中最大的中心程度，減去每個成員之中心程度 CD(ni)的值加總，再除以

此網絡組成的最大可能中心程度即得。程度中心性之值越高的創新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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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位置越在網絡中心，所擁有的權力亦越大。

* *
1 1

Degree Centrality ( ) ( ) ( ) ( )
g g

D D i D D ii i
MaxC n C n C n C n= =

= ⎡ ⎤ ⎡ ⎤− −⎣ ⎦ ⎣ ⎦∑ ∑

肆、霧峰鄉稻米產業創新實證分析

以下乃提出深入訪談質性資料的呈現，以及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的

各項指標實證分析及網絡圖的繪製。

一、稻米產業創新之現況

政策獎勵、技術移轉、商品輔導、地方組織、產銷合作及 R & D 等，

乃影響稻米產業創新過程之主要創新需求因素。霧峰鄉稻米產業創新需求

現況分析結果可知，農會是地方上最重要的基層組織，除須協助執行相關

的農業政策，亦為霧峰鄉稻米的主要銷售商。其次，由於試驗單位身負 R

& D 與創新成果推廣之責，故就霧峰鄉稻米產業在創新需求的現況觀之，

農會與試驗單位是其中最重要的二個創新主體。

「…在分工上來講，農糧署跟各改良場、農試所一樣都屬於農委會，

只是各有分工，農糧署是負責政策制定執行跟產業的輔導，比較屬於

行政面，改良場跟農試所是偏向試驗研究跟技術推廣輔導，比較偏技

術面…從稻米產業的生產面來說，我們要幫助的對象，就是稻農，輔

導稻農通常是透過農會來執行…」（農糧署代表）

「通常都是透過改良單位的研究或技術人員，我們才會知道有新的品

種…」（農會）

「農會的代表是我的好朋友，如果遇到有什麼新的訊息，他會主動告

訴我之外，每次來找我的，都是農會的推廣股的人……和農試所或改

良場那邊，也是由農會去聯繫……我如果有問題，會透過農會的理事

或我們自己的產銷班反應…」（農戶）

藉由創新擴散因素 (TICS)可分析稻米產業中，各創新主體間對創新成

果的擴散方式，用以探討創新系統中，各主體間之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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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素：

試驗單位的新品種推廣，組織包含農會與育苗場，待農會與育苗場獲

致試種成果後，再向農戶推廣栽種，亦即依時間進行的次序，創新成果係

由試驗單位向農會、育苗場與糧商擴散後，再行向農戶擴散。

「推廣有二套體系，一套是透過農糧署的新品種示範栽培，藉著各地

辦的示範栽培觀摩會推廣…另外則是透過我們認識的農會、育苗場和

個體農戶，主動提供種原給他們栽培後再推廣…大概都要一年的時

間，才會進行到示範栽培的部份；不過如果是主動推廣…通常會在命

名之後的下一個期作就開始試種…」（試驗單位）

創新因素：

霧峰鄉稻米產業對於創新成果之擴散方式，乃由試驗單位開始向外，

經由農會、糧商、育苗場及核心農戶等向週遭農戶傳遞。

「在新品種的推廣上，我們通常是透過農會、育苗場或核心農戶推廣

新品種，經過這些核心農戶或願意試種的農戶，介紹其他農民加入試

種…」（試驗單位）

「因為每個人的管理手法都不完全一樣，所以我會有幾個核心農戶，

當我認為有個新品種很不錯，就會拿一些回來，分給幾個農友去試

種，之後再看他們的結果，才會瞭解說實際的狀況到底如何」（育苗

場）

溝通管道：

試驗單位與農會的推廣人員及育苗場，均為創新成果的擴散效果之影

響要素。故若在傳遞過程中，接受者反應良好，將可加快擴散的速度。

「參與試種的農民如果遇到問題，大多會經由農會、糧商、農民甚至

是農藥商，將問題反應給我們。」（試驗單位）

「如果遇到有問題，我就去農會或是產銷班那邊反應，農會他們就會

找人來幫我們解決」（農戶）

社會體系：

就霧峰鄉稻米產業而言，除農糧署、試驗與改良單位等官僚部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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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農會、糧商、育苗場到產銷班與一般農戶間，具有地方組織間

之創新擴散效果存在。

「我們都有固定的推廣人員，至於推廣人員的選定，目前是由總幹事

依照專業程度指派特定人員，一般來說都是由農專或相關科系的人來

擔任…」（農會）

「在推廣的過程中，我們也會和固定的農民聯繫，像是產銷班中的幹

部、或是幾個對新知接受上比較積極的特定農民，都是我們聯繫的對

象。不過大部份固定會聯繫的對象，還是以育苗場、農會為主…」

（試驗單位）

經由分析可得，霧峰鄉稻米產業在創新成果的擴散上，由試驗單位開

始，經農會、糧商、育苗場等向一般農戶傳遞。而一般農戶在接受創新成

果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反饋機制，則是經由育苗場、農會或糧商再行

向試驗單位反應。因此產業內各創新主體對創新成果的擴散方式與問題的

回應過程，均影響創新成果的接受度。

二、稻米產業創新系統網絡分析

經由社會網絡分析，可以進一步分析解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內各創新

源間之關係結構，因此將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法中網絡中心性指標中之程度

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及網絡密度 (density)指標，用以衡量各創新源在網絡

中之關係。

創新擴散因素(TICS)與網絡之關係

創新擴散因素與創新需求因素實質影響各創新源在網絡中之關係，故

以網絡密度與中心性指標衡量各創新源在網絡中之關係前，先就創新擴散

因素及創新需求因素對創新擴散所產生之影響作一分析。

從圖 5 顯示，於時間因素下，試驗單位具有最多與其他創新主體間之

連接線，為時間因素下之主角；學術單位則因與其他創新主體間無任何關

聯，故被視為配角。圖 6 則說明，於創新因素、溝通管道因素與社會體系

因素下，試驗單位與農會與其他創新主體間關聯性最高；而創新成果在傳

遞過程中，並未經過農糧署與學術單位，故該兩單位不具重要性。

其次，在時間因素下，試驗單位與農會、糧商、育苗場及核心農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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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技術移轉之關係；農會與產銷班、農會與一般農戶間則存在R&D的創

新擴散關係。在創新因素下，試驗單位與稻米產業營運主體間，具有技術

移轉擴散關係。而農會與育苗場間具有政策獎勵的創新關係、與產銷班則

具有地方組織的創新關係。

在溝通管道中，試驗單位與農會、育苗場及核心農戶間，具有技術移

轉關係存在。育苗場與一般農戶、農會與產銷班、農會與育苗場、甚至農

會與非產銷班成員之一般農戶間，亦存在技術移轉關係。由問題回應的過

程觀之，農會與一般農戶、育苗場、產銷班及試驗單位間，育苗場與一般

農戶間，及糧商與試驗單位、產銷班與糧商間，均存在R&D之關係。核心

農戶與試驗單位、育苗場與試驗單位間，亦存在R&D之關係。在社會體系

因素下，試驗單位與農會、育苗場、糧商及核心農戶間具有地方組織之創

新擴散關係存在。農會與產銷班、糧商與產銷班間亦形成具備地方組織之

創新關係。農會與育苗場、育苗場與一般農戶則存在地方組織之創新關係。

圖 5 時間因素創新擴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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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創新、溝通管道、社會體系因素創新擴散圖

總體而言，稻米產業創新系統內之各創新源，在創新擴散過程中，並

不因創新擴散因素不同，而出現較大差異，顯現此創新系統已具相當穩定

之創新擴散模式。

創新需求因素與網絡之關係

本節乃在分析探討創新需求因素對創新網絡之創新源彼此間之連結關係。

政策獎勵：圖 7 顯示，於政策獎勵因素影響下，農會乃為霧峰鄉稻

米產業創新系統中重要之政策擴散散佈者，並與其他單位如農糧署、育苗

場、試驗單位、產銷班等協同政策與計畫之推廣。至於農戶、糧商與學術

單位則無實質政策創新擴散。

技術移轉：圖 8 說明在技術移轉網絡中，試驗單位提供技術開發來

源，並與其他單位分享，可視為最重要之技術擴散主體。農會與農戶屬接

受技術者並充分發揮擴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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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輔導：由圖 9 得知，在商品輔導網絡中，農糧署與農會、糧商

間具有連結關係，可視為商品輔導網絡中之主體，試驗單位、育苗場、產

銷班及農戶與其他創新主體間都沒有任何連結，則屬網絡中之配角。

地方組織：由圖 10 可得，地方組織對稻米產業創新過程的影響，農

會及試驗單位足以充分扮演地方主要推動組織之角色，至於學術單位則未

與任何創新主體產生關聯，故非扮演地方組織角色之一。

產銷合作：圖 11 顯示，農糧署、農會與糧商乃稻米產業在產銷合作

過程中主要合作成員，而學術單位、試驗單位、育苗場、產銷班、一般農

戶皆不位於產銷合作網絡內，亦不具擴散作用。

R&D：由圖 12 中可得知在R&D網絡中，試驗單位之擴散效果最為顯

著，其次為農會，顯示該兩單位扮演R&D創新之前瞻性角色。學術單位於

此網絡中，只與農糧署產生關聯，較不具重要性。

就霧峰鄉稻米產業而言，農會在政策獎勵、商品輔導、地方組織及產

銷合作等因素中最為重要。其次，由於試驗單位與農會、糧商間之關聯，

均發生在生產過程中，故試驗單位乃為技術移轉與R&D因素下最主要的角

色。農糧署則在商品輔導及產銷合作因素下，與其他創新主體具有連結。

此外，雖然學術單位在專業人員的培育與產業創新之相關學術研究方面具

有貢獻度，卻因囿於經費有限，使得創新成果無法有效傳遞至地方，學術

單位在霧峰鄉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之地位被忽略，僅提供農會產品輔導及

輔助農糧署相關政策或計畫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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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政策獎勵因素創新擴散圖

圖 8 技術移轉因素創新擴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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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商品輔導因素創新擴散圖

圖 10 地方組織因素創新擴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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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產銷合作因素創新擴散圖

圖 12 R & D 因素創新擴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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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特性

除了利用創新擴散及創新需求因素分析稻米產業創新網絡外，另採社

會網絡分析方法中之程度中心性與網絡密度等二項指標，以衡量在稻米產

業創新網絡特性。

創新擴散因素 (TICS)對稻米產業創新網絡之影響

表 2 乃稻米產業創新網絡之程度中心性指標，為創新擴散因素下之網

絡集中化程度 (network centralization)。其中以時間擴散因素之集中化程度最

高，而試驗單位及農會與其他創新源間之連結數量達到 4 個以上，且其連

結程度於 50%以上，為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因此在網絡集中化程度上，

時間因素的影響高過創新、溝通管道及社會體系等三個創新擴散因素，代

表稻米產業創新網絡在時間因素之集中程度較高；且試驗單位與農會在網

絡中之權力最大。

表 2 創新擴散因素之程度中心性指標統計表

創新擴散因素 網絡集中化程度 具影響力成員（連結數） 連結程度(%)

時間 47.62% 試驗單位 ；農會 62.5；50.0

創新 33.33% 試驗單位 ；農會 50.0；50.0

溝通管道 33.33% 試驗單位 ；農會 50.0；50.0

社會體系 33.33% 試驗單位 ；農會 50.0；50.0

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之創新需求因素的網絡密度指標如表 3 所示，該表

顯示時間因素網絡的緊密程度，略高於其餘三個創新擴散因素，顯示時間

上的集中（愈早接受移植）將可能比透過創新體系正常的溝通管道（公文

交換）或社會體系（農會組織聯誼）更容易達到快速擴散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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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創新擴散因素下網絡密度指標統計表

創新擴散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時間 0.3125 0.4635

創新 0.2813 0.4496

溝通管道 0.2813 0.4496

社會體系 0.2813 0.4496

創新需求因素對稻米產業創新網絡之影響

表 4 為各創新需求因素利用程度中心性指標所計算之結果。網絡集中

化程度最高為政策獎勵因素，地方組織及 R & D 次之，而以商品輔導及產

銷合作最低。因此政策獎勵對網絡的集中化最具影響性，且其中農會是最

具影響力之創新源。試驗單位是技術移轉與 R & D 等二個創新需求因素下

的網絡中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表 5 為產業創新需求因素的網絡密度指標

統計表。其中以地方組織與 R & D 最高，商品輔導及產銷合作最低。由此

可得，稻米產業創新網絡中，以商品輔導及產銷合作之溝通程度最低，而

以技術移轉與 R & D 之互動程度最多。

表 4 創新需求因素之程度中心性指標統計表

創新需求因素 網絡集中化程度
具影響力成員
（連結數）

連結程度(%)

政策獎勵 52.38% 農會 50.0

技術移轉 38.10% 試驗單位 50.0

商品輔導 23.81% 農糧署 ；農會 25.0；25.0

地方組織 42.86% 農會 62.5

產銷合作 23.81%
農糧署 ；農會 ；
糧商

25.0；25.0；25.0

R & D 42.86% 試驗單位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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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產業創新需求因素之網絡密度指標

創新需求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政策獎勵 0.1563 0.3631

技術移轉 0.2500 0.4330

商品輔導 0.0938 0.2915

地方組織 0.3438 0.4750

產銷合作 0.0938 0.2915

R & D 0.3438 0.4750

三、稻米產業總體創新系統模型建構

經過對稻米產業創新系統網絡的分析，得出創新擴散與創新需求因素

對稻米產業創新系統的影響，及網絡內各創新源彼此間關係後，將據此建

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

創新擴散因素影響下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

創新擴散因素影響下之霧峰鄉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如圖 13 所示。在

TICS創新擴散因素影響下，霧峰鄉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之網絡密度不強。在

創新擴散上，則以試驗單位與其他創新源間之連結度最高，農會次之，學

術單位因不具任何影響力，故與其他創新源間並無連結。農糧署、糧商與

產銷班在網絡中位置較屬邊陲，表示在網絡中較不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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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創新擴散因素影響下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

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

圖 14 為在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霧峰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農會由

於與其他創新源間均有連結，成為在創新需求因素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

最具權力之創新源，其次為試驗單位。至於學術單位與產銷班，由於與其

他創新源間之連結最少且位處邊陲，代表在網絡中較不具影響力。

經由對霧峰鄉稻米產業整體創新系統模型之建構顯示，在創新需求因

素下的網絡密集度與集中度均較TICS創新擴散因素高。農會與試驗單位乃

此系統模型中最重要之創新源，產銷班與學術單位均位於邊陲位置。以學

術單位而言，相對於創新擴散因素影響下並未與任何創新源連結，在創新

需求因素影響下，雖與農糧署及農會有所關聯，卻仍位於邊陲位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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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中不具任何影響力，亦即在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學術單位之功能

未被彰顯。

圖 14 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之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將訪談所得之資料，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法轉換並加以分析

後，建構稻米產業在創新擴散因素與創新需求因素影響下，所形成之產業

創新系統。茲將結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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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霧峰鄉稻米產業之創新源為農糧署、試驗單位、學術單位、農會、

糧商與育苗場

經訪談結果可得，霧峰地區稻米產業對於創新成果的擴散方式，乃由

負責研發之農業試驗所與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等試驗單位、及學術單位開始，

向農會、民間糧商及育苗場等組織推廣，這些組織藉由接收創新知識，再

傳遞至基層的產銷與一般稻農。因此，這些機構與組織可視為霧峰鄉稻米

產業之創新源。此外，因農糧署之功能即在政策引領，亦列為創新源之一。

由此可呼應張吉成及周談輝（民 93）所提出，產業內各主體間藉由創新的

擴散過程，不斷的累加價值，並因而形成產業創新系統之論述，亦符合徐

作聖等（民 92）對產業創新系統之組成方式之觀點。

二、農會和試驗單位是稻米產業整體創新系統中，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

經網絡分析結果顯示，農會與試驗單位在總體系統中為影響創新最大

的主體，其重要值乃由密度值推估而來。試驗單位為負責創新研發及推廣

的主角，即新資訊的傳遞，是由試驗單位開始向地方擴散。其中農會的組

織規模及其高效率的動員能力，使其成為創新擴散影響範圍最廣者。其次，

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之各主體，採取將問題回應至試驗單位以尋求解決之

作法，強化試驗單位與其他主體間之連結關係。因此就創新需求因素之程

度中心性分析可得，以農會在地方組織因素作用下、及試驗單位在 R & D

因素影響下，與其他創新源間之連結關係最密切。至於試驗單位的創新成

果透過農會，繼續向位於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最下游的一般農戶擴散，與

Rogers (2003)對創新成果流動的看法一致。因此在創新擴散因素 (TICS)影響

下，以農會和試驗單位的影響力最大。

三、產業群聚可提昇整體產業的競爭能力

由於試驗單位可提供其他創新源在人力、技術及知識等資源，並配合

農糧署在政策方面的獎勵與補助，協助產業擴大其資本資源。此外，藉由

講習與觀摩，不僅提供農民新知識的學習管道，有助於創新擴散的速度、

降低蒐集資訊的成本，更能因此提昇整體產業的競爭能力，故符合 Porter

(1990)認為只有在具有高素質人力支援、技術基礎建設、知識資源及資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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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因素兼具之情形下，方能形成高競爭力產業群聚之看法。就霧峰鄉稻

米產業而言，由農會、糧商、試驗單位、參與契作的農戶及育苗場等所形

成的產業群聚，透過農會、糧商與試驗單位的合作，提供農民參與新知識

的學習管道，除有助於創新擴散的速度與降低資訊蒐集的成本外，尚能提

昇整體產業的競爭能力。

此外，產業群聚，彼此合縱連橫形成一個堅實的合作網絡，藉由頻繁

接觸與互動的夥伴關係，可以促進資訊與情報的快速交流，進而刺激技術

的發展與創新，亦可驗證王緝慈（民 90）所提出之鄰近效應與社會化效應

之現象。此外，隨著技術移轉，拉開與競爭對手的差異性，更強化整體地

方產業群聚的競爭力，實質提昇地方品牌食用米在消費市場的知名度與產

品價格。此點符合 Porter (1990)所提出五種競爭力的強度，決定產業競爭力

之看法。

四、創新擴散因素中以時間因素影響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最顯著

經由分析發現，在創新擴散因素 (TICS)影響下，各創新源間以時間因

素下之網絡集中化程度最高，試驗單位則是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由於試

驗單位是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中，最重要的創新成果研發者，而農會、育苗

場及核心農戶等決定是否接受創新的過程的快慢，將影響後續一般農戶對

創新的接受度。因此使時間成為創新擴散因素中，對稻米產業創新系統影

響最明顯者，且可驗證Rogers (2003)認為時間因素可以從創新的決策過程、

接受創新時間的相對順序、及體系接受率等三個面向來衡量之論述。

一般而言，接觸新事物，漸漸瞭解其功能，至決定採用並養成使用習

慣通常需要一般相當長的時間，因此當地之農會、育苗場及核心農戶等創

新主體則扮演重要角色。當新事物推出時採用者不多，隨時間過去採用人

數才逐漸增多，故需藉由核心主體對創新時間之掌握，方能有效及快速達

到擴散之目的，以增加產業之競爭力。

五、適當的推廣人員有助於創新的擴散

就霧峰鄉的稻米產業創新系統而言，育苗場成為創新成果的擴散過程

中的創新先驅者，農會則為早期接受者。創新成果乃藉由育苗場與農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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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向其他接受者繼續擴散，試驗單位的推廣人員與地方組織間之關係，將

直接影響接受者對創新成果之接受度，進而影響整個體系接受創新的時間，

此發現亦符合 Afuah (2000)提出之移轉者的傳遞能力與相關知識，將影響移

轉創新成果。

六、產業創新需求因素可延長產業生命週期

若以徐作聖等（民 95）及陳正倉等（民 93）對產業生命週期之看法，

進而檢視國內稻米產業，由於近年來消費者對稻米的需求趨緩，產品價格

降低，加上進口稻米的競爭，使稻米產業已進入成熟甚至衰退階段。據此，

唯有引進產業創新需求因素，擴大差異性，才得以延長或改變產業生命週期。

七、對稻米產業各創新源影響力最高的產業創新需求因素為政策獎勵，

商品輔導與產銷合作最低

藉由分析得知，網絡集中化程度以政策獎勵因素最高，其成因在於除

了試驗單位之研究方向受到政策走向之影響外，相關政策的執行上，農糧

署乃透過農會向農民傳遞，此點符合徐作聖等（民 92）對政府單位存在功

能的看法，亦使農會成為最具影響力之創新源。此外，由於稻米產業創新

系統中，多數創新源較著重於生產過程之創新，在商品輔導與產銷合作方

面，僅有農糧署與農會或糧商參與，使其成為影響力最低之產業創新需求

因素。

八、學術單位對稻米產業創新系統之影響力最小

江昇飛（民 94）認為除了研究機構外，大學在區域產業創新系統的發

展過程中，具有關鍵性地位，然而此點與本研究之分析發現並不相符。此

乃由於農業發展的過程中，稻米生產因具糧食供應的重要角色，國家投注

資源較多，連帶對產銷亦較多掌握，學術單位著力則較為有限。

陸、建議

我國稻米產業由早期的量產進展至今，多以品質為優先，並反映在消

費市場上。據此，稻米產業內各主體應考量屏除只重視生產端意見之作法，

改以消費者需求導向，因應消費市場走向，以擴大商品間之差距，方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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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昇產品的附加價值。而就稻米產業發展過程而論，不論是政府單位、

試驗單位或學術單位，皆以稻米生產為考量方向，致使技術研發均以強化

生產端為主，表現在消費市場上，則是由生產端帶動消費端的需求，消費

者無法有較多的選擇。由於生產端所生產的稻米，並不需運用特別的行銷

手法或推廣方式，即可順利銷售。如此，不但無法擴大消費需求，稻米產

業的附加價值亦無法突顯，反應在稻米產業創新系統模型上，即是產銷合

作與商品輔導集中度較低之因素。

全球化效應下各國原物料供應緊縮，農業經營須朝向市場化、商品化、

企業化及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故農產業的發展持續創新相對重要。本文針

對創新系統的研究成果，提出未來國家總體稻米產業的管理應更著重創新

系統的前端，亦即試驗單位仍將扮演研發的尖兵，惟學術單位的有效資源

運用也是研發資源投入管理可改善之處。相關單位應有效針對稻米創新系

統的擴散，充份探討創新各階段的資源分配運用與擴散方式，搭配提出有

效管理的策略，稻米產業之創新性方能持續有效推展。

本研究以社會網絡方式對霧峰地區稻米產業進行創新擴散之研究，由

於社會網絡分析之乃對網絡內之個體行為與態度進行分析，其強調網絡內

各主體間關係之連結，及此連結關係之模式、結構與功能，並藉此了解該

地稻米產業之創新主體與擴散方式，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故無法真正了解

各主體間之互動方式，亦較難以評估創新之實質效益。此外，稻米產業實

際上並非一封閉系統，其組成份子及數量不僅限於主管單位、學術單位、

研發單位、營運單位及生產單位，其研究地區亦僅限於霧峰地區，故其結

果可能無法代表台灣其他區域之實質情況，且由於受訪者主觀認定，並受

限於受訪者所處的情境因素，取得的研究資訊，未必能完全反應真實的研

究情況，此乃本研究之限制。

據此，後續研究方向，建議可應用本分析模式於其他產業，或擴大地

域範圍對稻米產業進行全面性的探討，使建構之網絡模型更趨完善。或透

過個別主體的網絡來蒐集不同互動資料，以探討個創新源內部多元主體間

的關係及擴散，從而建構單一主體多元對象的創新次系統。此外，探討創

新擴散的過程中，可增加各創新源彼此間互動之探討分析，或是另可考量

加入時間對創新源關係影響之分析，作為觀察網絡架構在時間過程中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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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獲得更為深入之研究發現。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相當多元，只要後

續研究擴大原始資料的面向與內容，可供應用分析的指標值將可被擴大應

用並提供更廣泛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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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method, the study tries to build up an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exploring organizations’interaction in local rice industry. The
study summaries 4 innovation diffusion factors and 6 innovation demand factors as well as
8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via literature reviews. After collecting data from 17 interviews,
networking analysis, including density analysis and centrality analysis of SNA, are applied
to the study. The outcomes are illustrated via graphs and statistic outputs. The findings present
that time factor is significant to innovation diffusion of the system, while policy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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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local Famers' Association are most influent innov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Recreation, Feng Chia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Feng Chia University.
****Associate Researcher, Crop Science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he Executive Yuan.



第七十三期

sources of the system.

Keywords: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diffus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loisenNew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ArnoPro-Bold
    /ArnoPro-BoldCaption
    /ArnoPro-Bold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
    /ArnoPro-BoldItalicCaption
    /ArnoPro-BoldItalic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SmText
    /ArnoPro-BoldItalicSubhead
    /ArnoPro-BoldSmText
    /ArnoPro-BoldSubhead
    /ArnoPro-Caption
    /ArnoPro-Display
    /ArnoPro-Italic
    /ArnoPro-ItalicCaption
    /ArnoPro-ItalicDisplay
    /ArnoPro-ItalicSmText
    /ArnoPro-ItalicSubhead
    /ArnoPro-LightDisplay
    /ArnoPro-LightItalicDisplay
    /ArnoPro-Regular
    /ArnoPro-Smbd
    /ArnoPro-SmbdCaption
    /ArnoPro-Smbd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
    /ArnoPro-SmbdItalicCaption
    /ArnoPro-SmbdItalic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SmText
    /ArnoPro-SmbdItalicSubhead
    /ArnoPro-SmbdSmText
    /ArnoPro-SmbdSubhead
    /ArnoPro-SmText
    /ArnoPro-Subhead
    /Batang
    /BatangChe
    /BellGothicStd-Black
    /BellGothicStd-Bold
    /BickhamScriptPro-Bold
    /BickhamScriptPro-Regular
    /BickhamScriptPro-Semibold
    /BirchStd
    /BlackoakSt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ousungEG-Light-GB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DFKaiShu-SB-Estd-BF
    /Dotum
    /DotumChe
    /EccentricStd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FencesPlain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ramondPremrPro
    /GaramondPremrPro-It
    /GaramondPremrPro-Smbd
    /GaramondPremrPro-SmbdIt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oboStd
    /Impact
    /Kartika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Latha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Console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ngal-Regular
    /MesquiteStd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gtiEGP-Light-SJIS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Gulim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MingLiU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Raavi
    /RosewoodStd-Regular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tencilStd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rinda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