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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快速的外部環境變遷及其引發的各項挑戰，高等教育正迎向全球化、國際化、大眾化與市場化等變遷

趨勢。其中高等教育市場化更是主導當前甚多國家大學發展之潮流，不僅改變高等教育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改變高等教

育的理念與形貌。高等教育在招生、增設系所、經費籌措與行政管理等方面有更多自主空間，強調運用經營管理方法提升

學校競爭力，發展學校特色，成為消費者心目中的優先選擇，乃是學校的首要任務。 本研究以任職於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者

為對象，運用文獻的蒐集分析發展出問卷，探討影響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自有品牌商品之因素及及自有品牌商品發展意願。

經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1.學校類型、學校性質與受訪者之服務年資對是否贊成學校販售或建立自有品牌商品有顯著差

異。 2.受訪者任職之學校性質、創校歷史與受訪者之服務年資對於是否贊成學校自行研發自有品牌商品有顯著差異。 3.發

展自有品牌商品關鍵因素為能夠提高學校知名度、將學校團體具體形象化、創造學校特色、獲得品牌專利權 4.發展自有品

牌商品重要性因素則：高階主管發展願意、商品差異化程度、商品販賣價格、商品特色定位、是否會提高高等教育機構之

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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