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國際行銷策略之研究 : 以十鼓文化村為例

戴妏如、胡瓊元

E-mail: 980084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以顧客價值形塑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競爭優勢，以擬定國際行銷策略。依文獻資料，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文化資

本將是台灣經濟的新契機。顧客價值是下一波組織競爭優勢的來源，全球化下，文化創意產業必然發展國際行銷。本研究

選定中國鼓樂優秀團隊所創建之十鼓文化村為研究的個案。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和問卷兩種方式進行，選定個案創辦人

謝十老師為訪談對象，釐清經營者提供給顧客的價值構面，並作為問卷依據，構面包含有三：「表演與劇場的感受」、「

展示館的感受」以及「戶外景點的感受」。選定十鼓文化村參觀者為問卷對象，以分析個案顧客價值的表現，將分析結果

建構個案國際行銷策略。總發放585份問卷，有效問卷共538份，回收率為92%。 本量化研究結果，個案的顧客價值依次在

「表演與劇場的感受」、「展示館的感受」等問項，達到Woodruff顧客價值理論「屬性、結果與目標」三個層級的滿意度

；在「戶外景點的感受」則未達到，顯示前二個問項為本研究個案的核心價值。希望此研究方法與結果，可以提供個案企

業和其他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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