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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將是以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台灣在面對各國文化發展出現之「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浪潮中，體認到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目前，政府各部會推動的相關扶植計畫的文化創業產業仍著重於整體面及政策面的規劃，及著眼於創

意的發展及經營模式的探討等議題之上，缺乏從需求面消費者端去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向。本研究從消費者的角度

，探討不同的「生活型態」、「消費者涉入程度」、「人口統計變數」對文化創意產業工藝產品之購買行為是否有顯著的

影響。 根據研究顯示，消費者購買工藝產品之目的仍以裝飾、餽贈為多數，是以，經營者在行銷廣告策略上，似可更深入

了解消費者之購買時機，方可使產品更融入消費者的生活。同時，文化創意產業工藝產品的消費者，其購買行為深受消費

者涉入影響。也可發現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的工藝產品經營者仍缺乏整體設計、整體行銷的概念。建議文化創意產業業者除

對品質持續的專注外，更應瞭解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評估及購後滿意度等構面的衡量差異，以擬定最合適的產品行銷策

略，將有限資源，做最大利用。

關鍵詞 : 文化創意產業 ; 生活型態 ; 涉入 ; 消費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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