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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文化創意商品非經濟價值關鍵性因素，將其分為6構面，分別為美學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

值、象徵價值、真實價值，構面共有22項因素。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挑選學界專家進行德爾菲問卷初步確認架構，以德爾菲

問卷結果確立文化創意商品非經濟價值關鍵性因素，再設計層級分析法(AHP)問卷發放至消費者，問卷回收後以Expert

Choice 11.0版軟體計算權重。 問卷發放方式採電子郵件及親自交付問卷，選定五位學界專家發放二階段德爾菲問卷。以此

階段德爾菲專家問卷結果建立架構，發展層級分析法(AHP)問卷發放至有購買文化創意商品經驗之消費者，共回收32份，

層級分析法問卷基於一致性檢定剔除不適用問卷後，僅留11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排序權重。結果顯示：文化創意商品非經

濟價值關鍵性因素6大構面權重依序為象徵價值、美學價值、精神價值、真實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顯示出消費者

最重視文化創意商品是否含有象徵意義。整體因素共有22項，結果顯示權重排序最高為傳達作品意義(W=.103)；其次具有

欣賞、收藏、增值等特色(W=.091)；第三為文化傳承與延續(W=.091)；最不重視則為了解社會情境(W=.016)。

關鍵詞 : 文化創意商品、非經濟價值、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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