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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強老師 

一、何謂族裔企業？試以「族群經濟」論點申論之。以族裔企業而言，臺灣客家企業家需具備那些族

群文化特色？試舉一個案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主要是考客家企業家族群文化特色，並加以舉例。 

【擬答】 

族裔企業： 

依族裔多樣性和族裔性格所形成的企業型態，可經由各種族裔機制，在集資、勞力、技術

創新等面向運用族裔人際網絡，促使族裔業主開展事業、進而強化整體社區、城市、國家

的商業競爭力，因個別族裔和所在處而異。依族裔網絡結構的大小、位置、資源多寡等也

會因為遷移模式、性別年齡之人口趨勢，以及遷移的原因和方式而有所差別。 

臺灣客家企業家需具備那些族群文化特色： 

進取中的保守傾向：多數華人企業家，常有表現積極進取、勤奮創業的性格，客家人也

不例外，但客家企業家在進取中常有保守的傾向，表現在： 

用人方面的保守性：基於節儉心理，雇用人力方面比較節省，甚至較常以自家人或親

戚朋友為主，侷限於「小圈子」中。 

資本形成或資金籌措的保守性：一些客家商人，其資金籌措來自親友的比例，高於閩

籍商人，即使向他人或銀行貸款，其自有資金比例也較高，貸款成數較低，因為他們

擔心會負擔太多利息或將來無力償還。 

技術創新的保守性：現代企業講求的是技術創新，但由於受到「客家文化」元素的影

響，在「維持傳統」與「技術創新」之間，客家人選擇保有較多的傳統。 

誠樸中的執著傾向：現代企業講究誠信、誠懇與實在，其實客家企業家普遍都有這些特

質，但有時候也有其執著的一面，會有不知變通的死板心態，這對從事商業活動而言比

較不利。 

成就需求中的失敗恐懼心理：客家商人所表現的「成就需求」雖然強烈，但對於「害怕

失敗」的恐懼更甚。所以客家人從事教職、公務員的比例一向甚高；而經商需要承擔的

風險，並非客家人心理上所能長期負荷的。對多數客家人而言，採取穩紮穩打的方式，

總比冒險犯難、成敗轉頭空，來的實在些。 

個案說明：企業界知名客籍人士中：如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仁春先生。 

萬家香醬園：成立：1945 年，董事長：吳仁春，資本額：3850 萬元，主要業務：純釀造

醬油、調味醬料等。 

萬家香一直以來不斷追求市場區隔和品質第一，才有今天市占約三成、台灣醬油第一品

牌成績。 

從萬家香第一代、吳仁春父親吳文華創業，由「腳踏車隊」業務挨家挨戶推銷自家醬油

開始，至少歷經三次市場先行的重要產品升級：一九七五年率先生產不含防腐劑的醬

油、二○○四年推動生產線全產品「純釀造化」，向化學及調和製成的醬油說不、一四

年再推出非基因改造黃豆醬油……。 

「做第一比較好！」：勇於創新穩坐醬油龍頭。 

「做第一比較好！」吳仁春這樣解釋萬家香何以每次都敢於挑戰市場先行，「不要讓

消費者有疑慮，乾脆第一個做，所以食安問題我們也沒上報，產品都很安全。」 

目前萬家香在台灣、中國、美國都有工廠，屏東廠產品更出口到全球逾四十國，讓台

灣純釀造醬油飄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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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它不行的幸福」：堅守品質用單純進軍海外。  

但要做到台灣業界第一，不是沒有代價。以非基改醬油為例，非基改黃豆成本不只比

基改黃豆高三、四成，加上醬油釀造時間至少要六個月，當年全廠區決定全部換為非

基改生產線，同步去化市面上的舊產品，因此至少忍受長達一年新舊品並陳，成本上

漲、售價卻無法同步調漲的時間差。 

「做出好的品質是在服務社會，很穩定的一個東西，沒它不行的幸福。」這是吳仁

春、吳如洋父子口中醬油的意義。下階段，父子倆正繼續朝著讓台灣純釀造醬油進軍

全世界、斬獲更多市占的目標，大步前進。1 

 
 

二、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振興客庄經濟，在 2020 年推動「浪

漫客庄旅遊券專案」，以及 2021 年配合振興五倍券加碼措施「客庄券 2.0 專案」，請從專案的

回應性評估（responsiveevaluation）觀點，申論其對於客庄發揮的效益與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回應性評估是第二次考題出現，疫情的時勢性題目。 

【擬答】 

客庄產業振興辦法： 

業於 109 年 3 月 12 日發布訂定「客家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振興辦法」。 

「浪漫客庄遊」專案，「浪漫客庄遊指定店」參與辦法：申請資格：須位於全國 11 個縣

市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且具稅籍之優質餐廳、零售商店、旅宿業、伴手禮等業

者（不包括電商平臺、百貨公司、量販店及全國性連鎖商店）。使用方式：持浪漫客庄

旅遊券者可至全臺 11 縣市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張貼「浪漫客庄遊指定店」標章之

餐飲、伴手禮等零售商店及民宿業者消費使用。 

辦理展售、市集等行銷推廣活動：規劃辦理在地農民市集等促銷活動，邀請客庄地區在

地農民及業者參加，透過展售客庄在地商品，並加強媒體通路行銷推廣，以打開商品知

名度，活絡客家產業發展。 

專案的回應性評估觀點，產業振興對客庄發揮的效益與影響： 

效能(effectiveness)：指某一政策方案能否產生有價值的行動結果，這個結果通常以提供

的產品數量或服務單位來衡量。在推行客庄旅遊券的過程裡，有部分媒體批評客庄旅遊

 
1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16/post/201909040035/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考三級） 

共7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券沒有限制在客家文化相關產業使用，補助店家和客家文化無關。2020 年是配合疫後的

紓困振興，在經濟部的振興措施下另外推行客家地區的加碼；在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推行客庄旅遊券，目標是振興在地與社區經濟，所以不以業別為目標，但有排除全國

性的大型連鎖店和百貨公司等；這是一個社區經濟的概念，因為在地店家賺的錢也會使

用於在地消費。 

效率(efficiency)：指產生某一效能水準所需要付出努力的程度，通常以單位成本或以每

一單位成本所能產生的總財貨量或提供的總服務單位為衡量基準。凡是能夠以最小成本

獲取最大效果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本次客庄遊電子票券，提供電子核銷方式辦理，

民眾當月消費，合作店家次月即可收到銷售款項，對商家資金運用及帶動數位客庄產業

經濟具正面效應。 

充分性(adequacy)：某一效能水準能夠滿足問題的需要、價值或機會之程度，通常它表示

政策方案與有價值後果之間的關係強度，如果關係強度愈密切，就表示充分性愈高。客

庄券與其他振興補助不同，最初就是「超額發放」，立基於過去秋冬遊的經驗，最後核

銷約 6 成左右，因盼更多民眾到客庄消費，才發放預算金額的 2 倍份數；預估到截止日

會超過預算約 3000 萬元，從目前已使用金額觀察，還在合理範圍內。超過預算的部分，

可從因疫情而停下來的相關獎補助預算移緩濟急，「不會讓民眾和商家的權益受損」，

歡迎持有客庄券但尚未使用完畢的民眾在 12 月底前使用。 

公平性(equity)：指政策資源、成本或利益是否公平分配於不同標的團體的情形；一個公

平的政策必然是一個政策資源、成本或利益都能公平分布的政策。客庄券發出共 28 萬

份，以每人 800 元計算，預算應為 2 億多元，但卻僅編列 1.32 億元預算的電子旅遊券。

當初預算編列是根據客委會相關經驗推估，但今年情況特別，客庄券預算超過的部分，

可從相關獎補助預算以緩濟急，並強調符合一定比例和規定，在疫情期間研擬「客庄產

業振興計畫」，編列預算約 1 億 5000 萬元，並辦理「369 浪漫客庄遊」專案計畫，其中

1 億 3200 萬發放每人 800 元的電子旅遊券，鼓勵民眾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等商家消

費，藉此活絡客庄經濟。 

回應性(responsiveness)：指政策可以滿足某一特定團體的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度。一

個具有滿足效能、效率、充份性、公平性的政策建議，如果不能回應某些特殊團體的需

求與期望，仍然不是好的政策。本專案執行迄今尚符合預期目標，經調查，民眾消費遍

及全國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並以桃、竹、苗、高屏及花東傳統客家重鎮為主。此

外，有 71.29%民眾選擇一次性使用旅遊券，28.71%的民眾則採分批使用。在消費類型

上，民眾消費選擇包含食、宿、遊、購等類，並以「食」、「購」為大宗占 94.85%，其

中客庄傳統小吃美食及伴手禮頗受民眾青睞，另具口碑、交通便捷、複合式遊憩體驗兼

販售伴手禮之店家，也很受民眾歡迎。 

適當性(appropriateness)：一個適當性的政策就是同時滿足效能、效率、充分性、公平性

與回應性五項標準。客庄券推出以來累計 17 萬消費人次，1.3 億消費金額，對 369 客庄

產業振興措施辦理情形進行出，針對疫情，編列預算約 1 億 5000 萬元推出「客庄旅遊

券」，執行迄今成效良好，累計消費人次達 17 萬人次，總金額為 1 億 3536 萬 6800 元。 

 

三、「客語為通行語地區」是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範圍，保障居民使用客語之語言權利，並將通

行語地區內之政府機關（構）及民間企業等納入規範。請從法制、傳播以及教育面向，申論如何

實踐客語語言政策？另外，許多客家人居住於「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何落實保障居住於

都會地區客家人所應享有之客語權利保障？（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主要是如何使用傳播推廣客家語言政策及保障都會客家客語權利。 

【擬答】 

依法制傳播以及教育面向實踐客語語言政策： 

密不可分的關係：客家基本法第 18 條：「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

會，辦理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等傳播事項；其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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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 1 項)政府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第

2 項)」，觀此可知客家語言文化振興與媒體傳播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積極的運用客家語言媒體近用： 

語言政策需要透過媒體的運用才更容易達到效果，戰後至解嚴前的語言政策，在媒體

的頻道中往往限制方言的出現可見一斑。現階段的客語政策關於提升客家傳播質量，

傳遞客庄在地能量方面，提出「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推動跨族群文化傳

播」及推動成立「客家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以建立完善族群媒體發展環境。因現行

客家電視頻道屬委託經營性質，如能規劃設立「全國性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

以推廣客家文化、語言等的優質節目製播在更多的專屬頻道(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

專屬頻道)，就能更積極推廣客語及客家文化。 

客家電視頻道已在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在廣播電臺方面，2017 年 6 月 23 日「講客

廣播電臺」開播，其係是第 1 個全國頻道之客家廣播電臺，是落實歷任總統之客家政

見及鄉親期待，也是文化多樣性的具體實踐 。「講客廣播電臺」目前係由客委會依

《廣播電視法》第 5 條法申辦及規劃經營，為肩負語言傳承及文化分享的「公營廣播

電台」。 

客家族群既是語言弱勢族群，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依法規劃設立全國

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亦屬必要，以保障客家族群傳播權，並傳承、創新客家

語言文化，實踐客語成為臺灣主流通行語言。 

客家語言的政策實踐，除了客語的傳承、教學、保存、推廣外，更應以文化的載體看

待客語，亦即語言是文化的具體實現，唯有提升語言到文化層面，以文化的推廣來落

實語言的推廣，透過更多元的客家文化、美食、旅遊、文學等節目，將許多美好的客

家故事透過媒體近用的傳播，才能讓更多人領略客家語言之美和客家文化的好。 

整合傳播行銷與藝文發展，翻轉客家印象2： 

結合多元傳播建構客家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彰顯客語平等地位、翻轉客家刻板印

象。 

優化「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稽核監督效能，保障客家族群媒體近用權。 

強化族群行銷傳播動能，提升客家語言聲望。 

擴大多元文化主流化潛勢，強化客家媒體再現。 

落實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之執行：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內之政府機關（構）、學校對外提供公共服務時，應具備以客語提

供公共服務之能力。(第 5 條)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內之公用事業、政府特許行業對外提供公共服務時，應具備以客語

提供公共服務之能力。(第 6 條)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內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地方廣播電台，於公用或公益頻道製播客

家語言及文化相關主題電視或廣播節目，並於各項活動廣告、宣傳、製播客語版本

時，各級政府應予以獎勵。(第 7 條)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之學前及國民基本教育之學校及幼兒園，應保障學童以客語作為學

習及教學語言之權利，並積極進用客語師資。(第 9 條)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之政府機關（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以客家文字書寫公文

書、設置客語通行語及傳統名稱之標示。(第 10 條) 

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人所應享有之客家權利保障： 

客語政策應擴大其他族群參與層面：客語政策係從語言復振和推廣保存開始，但如要擴

大客語政策服務的對象，就要有更廣闊的思維來規劃客語政策。如果客語學習服務對象

只是讓客家族裔子弟或客家鄉親接觸，服務的範圍太過狹隘，這樣等同讓同樣的客家族

群鄉親能互相對話，操持著其他人不懂的語言，有著族群溝通的密碼，僅只達到客語保

存傳承功能。《客家基本法》第 2 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客家人：指具有客

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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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

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以將客家人定義為最寬廣

的定義，且客語腔調多元，客語政策在推動時應秉持讓全民(認同客家文化、喜歡客家文

化、欣賞客家多元文化面貌的人)一起來學習客語，擴大客語學習的點、線、面，不同族

群互相學習客語，把學客語當作是學另一種國際語言一般看待，這樣自然能擴大客語學

習的族群層面，有愈多人認同欣賞客家語言文化，自然就能達到語言復振的境界。 

形塑講客語榮譽感與場域環境，為語言薪傳注入新活力3： 

強化客語向下扎根力度，豐富幼兒學習教材與數位資源。 

厚植學校客語教學環境，讓客語融入日常生活。 

善用獎勵措施強化薪傳力道，培育客語師資以充實客語傳承量能。 

推動客家語文基礎建設，讓客語迎上時代潮流，奠定數位化應用基石。 

擴大通行客語使用場域，結合民間單位、組織營造客語友善環境，重建母語普及的客

家社區。 

 
 

四、臺灣為多元文化的社會，而族群議題對於臺灣民主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意涵，苗栗縣南庄鄉為

「客原複合行政區」的背景，對於族群關係，會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南庄地區客原關係演

變，如何由族群競合邁向多元文化？而政府資源的分配對南庄族群關係的影響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出於本篇文章，客家與平地原住民族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以苗栗

縣南庄鄉為例。如未曾看過此文章不易回答。 

【擬答】 

苗栗南庄為「客原複合行政區」對於族群關係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4： 

族群位階與權力資源分配： 

原住民族運動近 30 年來，縱使政府回應了原住民族的需求，設立的族群代表性機關、

立法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且投注了相當的資源於原住民族相關政策，但社會上對於原

住民族長期以來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以及原住民族在漢人的強勢文化之浸潤下，原住

民族的處境相較於漢人，仍處於弱勢地位，顯見政策不足以彌補社會落差。 

不論是從哪一個族群的角度來看，資源配置一直以來都有偏頗不均的現象，尤其在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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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與平地原住民族複合行政區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以苗栗縣南庄鄉為例，陳定銘、徐郁雯、彭蕙妤、黃勤真，思與

言：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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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主導的經濟運作之下，政府如何引導資源的妥善分配，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在資源

把注方面，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族均認為原住民族獲得的資源，相較於漢人是較多且

較容易的，也破除了一般來說漢人掌控資源的既定印象。 

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在多元文化概念的興起之下，雖然不同族群之間能夠相互尊重對方的文化，但仍難掩在

政策施行，各族群對於自我利益的保護。尤其政府所提出的保障措施，反而造成族群間

的誤解與紛爭，以爭議已久的原住民族升學保障措施即可窺見一二。在自利與利他之間

的拉扯，也會讓族群之間產生矛盾情結。 

多元文化影響因素： 

在多元文化的發展，由於族群與族群的互相接觸，會形成不同的產物，南庄地區亦有

諸多因素影響多元文化，分別為透過環境影響、透過教育培養、透過領養關係與透過

族群通婚。而南庄地區因為擁有多元的族群，因此，族群通婚比例頗高，但也因為通

婚的關係南庄地區的族群關係屬於和諧與融洽，並且互相學習雙方的語言。 

南庄地區由於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以及族群之間的接觸，在語言與信仰上出現了特殊

的現象，當地的客家人會說原住民族語，原住民族也會說客家話，或是原住民族拜伯

公等多元文化下的產物。 

南庄在族群多元的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間透過經濟交易、通婚關係等方式，促進了族

群間的文化交流，並在多元文化的意識之下能夠尊重彼此。但原住民族對於本身認同

感的弱化也有危機意識，特別是在政治場域中，一旦產生與政治、資源及利益相關的

議題時，仍容易產生族群對立的情形，透過訪談可知原住民族對於生活中的文化交流

現象是予以尊重的看待與接受，但仍希望能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實質、非實

質的管道與外界有所連結，並喚起原住民族青年對自我族群的認同，且在尊重多元文

化的前提之下，提升原住民族的族群意識與認同。 

多元族群文化活動： 

南庄地區擁有豐富的族群代表性，有客家人、賽夏族、泰雅族、閩南人，以及新住

民。因此，在文化活動方面，透過公共事務的共通關係和彼此生活空間的互相往來與

資源共享，甚至是節慶活動彼此的參與和結合，呈現出多元的樣貌，其中南庄地區最

能夠代表多元族群文化的活動即是「新夏泰客」。 

多元族群與文化深植於南庄，公部門及當地社團在辦理活動時，都會將族群因素納入

考量，並參採在地民眾的建議，盡量呈現多元文化與族群的面貌，但若是屬於特定族

群的活動與節日時，則會相互地去參與，尊重各族群文化的本體性。 

多元文化產業： 

2003 年 2 月，行政院正式核定將南庄鄉所有版圖納入獅頭山國家風景區，南庄鄉的觀

光產業也因此進入新的里程碑，開始蓬勃發展，而休閒產業數量也迅速增加，由於南

庄為害原複合行政區，在農業的部分，以地緣關係較靠山的原住民族種植適合的作

物，如甜肺等；而在淺山區的客家族群則種植桂竹筍等。 

在飲食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發展，皆會有客家與原住民族的元素留下的文化痕跡，形

成多元文化下的印記。而隨著外來移民的影響，豐富了南庄地區的產業，如今南庄地

區不再只有客家與原住民族特色，還能體會新住民的原味。 

南庄地區儘管為客原複合行政區的代表性地區，但是客家與原住民族族群所呈現的族

群意象卻有不同程度，南庄地區的族群文化活動以原住民族的文化較明顯，而南庄地

區的產業方面，卻是以客家產業較鮮明，所以如何使產業文化化，亦即讓產業能夠與

族群文化結合，是南庄發展的方向。 

要推動產業與文化的結合，仍應回歸以文化為主體，目前南庄之產業發展以商業利潤

為導向，在文化意象的呈現及結合方面仍尚薄弱，未來在規畫產業發展的同時，應回

歸以文化為基本面，商業利潤為利基與誘因，推廣活動與行銷策略為方法。 

綜言之，在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方面，雖然長期以來原住民族與漢人之間的位階關係

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但隨著多元文化概念的興起，不同族群之間逐漸地學習尊重彼

此之間的差異與和平共存，並在長時間的互動之下產生新型態的文化樣貌。在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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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方面，不同的族群均積極參與其中，除了凸顯多元文化特色之外，亦能夠尊重彼此

的特殊文化，更進一步地願意去參與不同族群的文化慶典與活動。在產業發展方面，

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生產地域不同，重疊衝突的情形較少，但以客家族群之產業較

為突出，因此，未來的產業發展如何積極地回應南庄地區的多元文化，則是各相關單

位應深入思考的。 

南庄地區客原關係演變，由族群競合邁向多元文化5： 

南庄地區由於地處近山位置，在土地資源的開發方面較平地遲緩，且在日治政府對質易

的管制之下，經濟發展多受宿制與隔絕，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族與漢人的關係在漢

人進入近山地區的開發時，引起原漢之間的衝突。 

臺灣北部地區的近山開墾又以客家族群佔居主要地位，因此，當時的原住民族與客家族

群間的關係多成對立衝突。然而，苗栗縣人口以客家族群為大宗，南庄周遭鄰近鄉鎮如

北埔鄉、三灣鄉、獅潭鄉，均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隨著兩個族群接觸頻率漸增之

下，又由於客語在南庄與鄰近地區為強勢語言，使得原住民族學習客家族群的語言以達

到初步溝通的功能，並能夠進行小額交易的活動，在對於彼此更加熟唸並建立信任關係

之後，更進一步地有通婚的現象產生，拉近了兩族群間的文化距離。 

在政治民主化之下，原住民族意識初步掘起期間，雖然產生了族群之間比較多的摩擦與

衝突。畢竟相較於以往原住民族聲量較小時，公共政策議題多由漢人主導，而當原住民

族開始為自己權益發聲、開始強調要彰顯原住民族意象時，使得原本掌握主導權的族群

難以適應與接納。而隨著全球化潮流及多元文化意識的帶動之下，透過時間的淳鍊，以

及族群之間相互的理解與包容，逐步朝著互利共生、共存共榮的多元文化邁進。 

政府資源的分配對南庄族群關係的影響為何6： 

自 1990 年代起，陸續有許多族群運動發起，主要為了爭取族群自我權益，以及社會平

等位階，而政府也對相關議題做出回應，包括設立族群型代表性機關與相關法規之制

定，在資源分配方面也盡可能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但資源的描注對於族群之間仍引起

了化學反應。 

以南庄來看，除了一般原住民族共同具備的相關保障及優惠措施之外，對於原住民族的

資源，大多投入在硬體建設方面，並側重於族群意象的展現，相對於客家族群之資源，

大多把注於大型活動及產業發展等軟體方面，即使資源配置上有朝著客家產業傾斜的情

況，客家族群仍難兔對於資源配置之公平性會有所質疑。 

雖然兩個族群的資源不具互斥性，但仍會造成族群之間的誤解與紛爭，即使在日常生活

中，兩個族群在長期接觸下能夠對彼此有相互的認識與理解，也藉由小額貿易與通婚拉

近彼此的距離，但在政治場域中，面臨政治資源的分配時，也會產生族群對立的情形。 

政府各部門也由於機關專業性的不同，對於資源的運用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因此，除了

須審慎考量配置均衡的問題之外，也應匯聚各部門的專業，整合相關資源，以減少因政

策而產生的負面效果。 

總而言之，政府資源的配置對於南庄地區來說，並沒有造成族群之間此消彼長的情況，

而是在相互制衡的狀態下達成多元文化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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