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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研究探討彰化縣私人陶藝工坊之經營策略，並以陶藝家葉志誠先生所創立之「田中窯」為例。經由搜集與主題

範圍或對象有關的資料，以田野調查為基礎與研究分析，舉出工坊之經營策略。根據前人文獻、研究論述與曾經展覽、比

賽的文件資料加以分析，以了解「田中窯」的發展歷程與現今的發展經營特色。例如柴燒、加入工藝之家、參與社區營造

、推廣陶藝教育並深耕校園、與異業結合等。經由分析各種策略對陶藝工坊的影響，以及工坊行銷與其他經營策略所帶來

之經濟效益，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提供陶藝工作室在經營策略上另一思考與發展空間。由研究結果發現：一、善用公

家與異業的資源可使彌補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使發展更多元。二、營造特色、建立品牌讓產品的附加價質提高。三、創

意商品的不斷研發使工坊更具有競爭力。而陶藝環境的改善有賴政府、業者與社會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面對，除了要以

文化來豐富產業內涵外，更要具備創意與國際觀。

關鍵詞 : 陶藝工坊、經營策略、田中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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