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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是探討夢想嘉年華活動集體行動與政治企業家的互惠關係。這個活

動是由建商蔡先生所代表的政治企業家一手發起，之後成立夢想基金會，以基金

會的名義主辦夢想嘉年華並出面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並會藉此機會，教導夢

想社區居民動手做些小型藝術品，譬如面具或布偶等。蔡先生並動用自己的人

脈，結合各地跨縣市的小型社團一同共襄盛舉。 

本文著墨較深的是政治企業家誘使民眾參加集體行動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和

所得到的收益，本文引用 Frohlich 與 Oppenheimer 對政治企業家定義，其強調

收益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非物質的，進而分析蔡先生在夢想嘉年華活動裡的付

出與回收的成本，解釋其主辦此活動的動機。 

另一方面，本文從集體行動的角度，同步檢視社區民眾參與夢想嘉年華的誘

因，以奧爾森《集體行動的邏輯》為理論基礎，分析政治企業家提供的選擇性誘

因以克服搭便車的問題。但研究者認為，夢想嘉年華的集體行動，光是有基層的

參與是難以持續六年的，故輔以資源動員論，簡扼說明組織領導人和外部資源的

重要性。 

因此，本文以「集體行動」和「政治企業家」為研究的兩條主軸，企圖分析

夢想嘉年華各為社區民眾和建商蔡先生帶來的利益，研究者假定，夢想嘉年華的

名號，提升夢想社區的藝術文化氣息，讓此區的房價居高不下，讓代表政治企業

家的建商，往後欲售此區的房屋，具有一定的名聲和維持一定的水準。對社區居

民而言，他們的房子也具保值的功效，因此，研究者假定政治企業家和集體行動

造成實質互惠，能讓集體行動成功發展的重要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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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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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在研究的過程中，根據文獻的彙整、分析、與發現後，研擬出幾項問題(見

附件一)，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與社區居民、建商、夢想基金會和夢想社

區周邊的仲介公司訪談。此研究方法將包含： 

一. 文獻分析法：資料來源主要為與集體行動和政治企業家相關的中西書籍

和論文、期刊資料，輔已有關社區的定義和起源，以及曾經研究過夢想社區

的論文和有關夢想社區的報導資料。 

二. 深度訪談法：完成文獻分析後，筆者將再對參與夢想嘉年華的人進行深

度訪談。訪談對象區分為四類：第一是建商，他是夢想嘉年華活動的核心人

物，推動整個活動的產生；第二是夢想基金會，以其名義主辦夢想嘉年華，

出面邀請國外藝術家，提供藝術家部分食宿；第三是參與夢想嘉年華的社區

居民；第四是房仲業者，了解夢想社區周邊近六年來的房價變化和對其社區

的評價。訪談內容請參見附錄一。 

訪談型式採取的是半結構式訪談，隨著實際訪談狀況調整問題順序，或

加入新的問題。訪談方向及十五位受訪者基本資料如下: 

a. 夢想社區建商，詢問舉辦夢想嘉年華的動機，付出的挫折與得到的有

形和無形收益等。 

b. 夢想基金會，詢問曾經在夢想社區辦過的活動，以及舉辦夢想嘉年華

的動機和挫折以及收穫。 

c. 夢想社區居民，了解他們對建商蔡聰明先生以及對夢想嘉年華的看

法，還有參加的動機。 

d. 房仲業者三家，了解近六年來夢想社區房價的變化，以及有無受到夢

想嘉年華的影響。 

受訪者資料及編碼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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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深度訪談受訪者基本資料及編碼一覽表 

 
訪問

編號 

編號 性別 訪問日期 住宅 

1 A1 男 2007.07.17 松原建設老闆 
2 B1 男 2006.11.28 夢想基金會 
3 C1 女 2006.10.20 青梅竹馬 
4 C2 女 2006.10.20 青梅竹馬 
5 C3 女 2006.10.21 花好月圓 
6 C4 女 2007.08.30 東湖畔 
7 C5 女 2007.08.28 東湖畔 
8 C6 女 2007.09.09 花好月圓 
9 C7 女 2007.08.29 花好月圓 
10 C8 女 2007.09.03 花好月圓 
11 C9 男 2007.08.31 花好月圓 
12 C10 男 2007.09.29 花好月圓 
13 C11 男 2007.09.18 花好月圓 
14 C12 男 2007.09.29 花好月圓 
15 C13 女 2007.09.23 青梅竹馬 
16 D1 男 2007.07.05 中信房屋 
17 D2 女 2007.07.06 有巢氏房屋 
18 D3 男 2007.07.05 東森房屋 
 

 

三. 參與觀察法：筆者實地參與 2006 年的夢想嘉年華會，試圖了解其流程，

觀察社區居民間的互動，和國外藝術家實際參與藝術創作，了解社區居民對

夢想嘉年華的喜好、對主辦人蔡聰明先生的看法以及參與活動的意願。 

第三節 效度與信度的檢測 

質性研究的信度與效度取決於幾項相關的研究因素，如蒐集高品質資料的嚴

密精確技術和方法，以及研究者的信譽等等，本節將針對這兩點在研究方法上做

說明，以增加本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一. 效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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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進分析品質的技術：研究者將加強分析中的統整性，並檢驗對立的

解釋。在本研究案中，除了訪談參與夢想嘉年華活動的社區居民之

外，也訪談一些不願意參與的民眾，得到對立的解釋，讓本研究呈現

更廣泛的面貌。 

b. 三角測定：在質的分析檢驗和實證過程中發生作用的三角測定，基本

上有四種形式:方法、來源、分析者和理論觀點的三角測定。本研究在

來源的三角測定著墨較深，藉由訪談多元的來源，比較觀察資料和訪

談資料；比較人們在公眾場合所發表的言論與他們私底下的言論；檢

驗人們不同時間對事務評價的一致性；比較不同觀點的人們的看法，

並且尋找能夠支持對方解釋的資料。 

二. 信度檢測 

a. 研究者的信譽：分析中技巧的嚴密性，成為信度主要的關鍵。研究者

居住在夢想社區六年，對訪談對象已有長期的觀察，能對夢想嘉年華

所牽連的議題獲得更全面的資訊和更深入的分析。 

b. 知識的嚴密性：研究者不段重新審視資料，查出其結構、範疇、解釋

與詮釋是否成立，以及是否真正體現了現象的本質。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詳述研究架構和研究方法與訪談對象後，此節將限縮本研究的範圍和限制。 

一.研究範圍： 

鎖定汐止夢想社區，範圍包含四部分：首先，是夢想社區的建商。因為沒有

他，整個嘉年華的活動可能無法成形；此外，建商既是住在社區中的一員，屬於

集體行動的一份子，又是活動領導者，具有政治企業家的精神，更是夢想基金會

的創辦者，目前擔任基金會董事長，角色多元。 



 6

其次，是夢想基金會，舉辦社區內各式大小藝術活動，匯集遊街力量，出面

邀請國外藝術家，提供食宿等等。研究對象第三部分是夢想社區居民，將採質化

方式訪談對藝術遊街觀感以及參與活動的動機為何。第四部份是附近的房仲業

者，了解附近的房價波動與保值效果與夢想嘉年華是否正相關。 

二:研究限制： 

1. 資料蒐集的限制：作者並沒有連續七年皆參加夢想嘉年華活動，固僅能

針對 2006、2005年的活動參與觀察。另，國內尚無社區自行「無中生有」

創造一種新文化的文獻資料。 

2. 應試者回答態度的限制：被訪談的人也許和建商特別交好或交惡，可能

間接影響到被問及對建商和其主辦的活動的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