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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九九○年代前後，隨著國內市場開放自由化及大陸勞工市場的衝擊，從事竹業的工廠紛紛外移，篁城竹簾文化館歷經

兩次的轉型存活下來成為全台灣僅存的專業竹簾工廠，甚至轉變成地方文化館。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篁城竹簾文化

館目前之運作現況，並找出自身之產業文化資產，以提供自身之發展策略參考，並提供予其它產業型文化館參考，以激盪

出產業文化創意的新出路。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收集篁城竹簾文化館早期到現在之相關文獻，分析其經營模式及策略

；再加上以專家學者、館方人員、行政機關主管、文史社團代表、志工及遊客等多元取向的深度訪談。 以上述資料為基礎

，先以SWOT 的分析呈現篁城竹簾文化館內外部環境因素，再經TOWS 矩陣分析從產業文化資產面向提出篁城竹簾文化

館未來經營之策略。 在結論中，本研究為竹東篁城竹簾文化館勾勒了如下的的經營策略藍圖： 一、短期策略規劃：私人

的產業型文化館能生存下去很重要，因為無法靠政府的補助吃飯。所以以產品開發與遊客觀光為主。 二、長期策略規劃：

要將文化價值突顯出來，並且在地化成為一個地方的榮耀。所以以產業文化資產保存及社區總體營造為主。 本研究所獲至

的結論除了可以提供竹東篁城竹簾文化館未來經營的重要參考之外，在研究過程所採用的規劃流程及步驟，也可有助於建

構國內其他產業型地方文化館在研擬經營策略時的方法學。希望藉由如此的探討能提升國內地方文化館的競爭力，達到永

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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