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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中縣豐原市的舊地名「葫蘆墩」，是綠豆椪「台式月餅」的創始地，所以豐原葫蘆墩擁有「糕餅之鄉」的美譽。因台灣

產業近年來，受到政府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的衝擊，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已逐漸改變，台灣傳統糕餅產業面臨西式糕點及

速食文化的入侵，己逐漸式微，是急需要提升的傳統產業。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以豐原葫蘆墩地區的百年老店：崑派餅

店、吉興餅行、犁記餅行、老雪花齋餅行，並對照大甲的先麥食品公司，藉由文化產業的商業機制，發展創意生活產業的

可行性，探討創意經營糕餅業的特質差異。 本研究發現台灣傳統糕餅業是結合宗教信仰的產業，及善於創意經營者的領導

特質，必須具備有：強烈的自信心和毅力、也要有充沛的體力和專業敏感度、還要有追求利潤和權力慾望的企圖心。創意

經營行銷的特質有四項：1.結合在地節慶、2.結合在地特產、3.結合歷史價值、4.結合政府政策。百年老店也有三個不必創

新的特質：1.歷史品牌，2.古老技術，3.懷舊價值。上述之研究得到有關於理論與實務的相關結論，並提出建議。

關鍵詞 : 文化創意、創意生活、領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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