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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影產業國際化關鍵成功之因素，藉由分析文獻與歸納專家觀點以及訪談電影產業相關之公部門、產業界

及學術界等專家，建立出電影產業國際化關鍵成功因素的構面及評估指標，透過專家問卷的方式，進行「電影產業國際化

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並使用Expert Choice 2000程式計算，以層級分析法(AHP)求出各構面及評估指標的權重值。本研

究結論如下： 一、產、官、學等專家中，產業界的認知和其他二者有明顯不同，其認為「政府支持」最重 要，而公部門

及學術界則認為「產業環境」最重要。 二、整體而言，「電影產業國際化關鍵成功因素」之主要構面的權重分配，其權重

排序分別為 政府支持、產業環境、國際行銷策略。其中以「政府支持」最為重要。 三、在「電影產業國際化關鍵成功因

素」之十二個評估指標中，供應鏈整合、電影美學教育、 成立電影委員會、人才培育及加強院線通路是所有十二個評估指

標中最重要的前五項，而 其中「政府支持」構面就囊括了三項，可見「政府支持」至為重要。 以上結論，可做為政府或

民間團體推動我國電影產業國際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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