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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一個Giant的品牌社群為研究對象，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兩種方式蒐集資料，探討焦點顧客與顧客的人際關係

對社群整體關係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實體品牌社群的維繫必須以人際關係為基礎。品牌社群的界線其實是不清楚的，在

品牌社群中隊品牌的認同是有階段性的，所以品牌社群對於品牌商不一定是必須的也非絕對有益的，對於經銷商反而是最

大的贏家。 最後本研究所提出之結論與建議，希望可以提供品牌社群經營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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