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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文化館因政府補助經費有限，缺乏專業行銷人員，面臨館舍存續之困境，地方文化館計畫強調地方經營理念之自主性

，運用在地資源發展地方特色，配合行銷方法加以推廣；故期望藉由本研究了解地方文化館其經營自主性、行銷方法與經

營效益之關係，使地方文化館之經營效益得以提升，因而成為本研究動機。 本研究以2007年申請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通

過之館舍為研究對象，共發放265份問卷，有效回收問卷為133份。主要資料分析方法包括信度檢驗、描述性統計、獨立樣

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等。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地方文化館大多由館內人員自行撰寫計畫書

；補助經費愈充足，就愈有能力舉辦活動；通路行銷、事件行銷及聯合促銷是地方文化館最常使用之行銷方法；民眾對地

方文化的認同是地方文化館最主要之經營效益；館舍地點和館舍類型不同，其行銷方法和經營效益不同；經營自主性、行

銷方法與經營效益大部份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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