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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做為依據，藉由檢核產業中之產值、設計與製造的方法流程以及消費者的反應，

剖析目前以桐花意象設計開發文化產品之成效，研究範圍包括（1）桐花意象應用於產品設計開發之成效、（2）桐花意象

對於產品與品牌價值提升之影響、（3）桐花意象對於客家文化之識別與評價程度。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包括：1.桐花意象

對產品加值影響之效果：（1）桐花意象已成為客家文化共同記憶、（2）設計感為產品價值之主要來源、（3）桐花意象

加入產品設計有其獨特性與價值、（4）知名設計師與工藝師、具有品牌與獲得知名獎項或特定標章會增加消費者之購買

意願、（5）價格與設計感為消費者購買考量之主要因素、（6）情境體驗的記憶性與意義性促進購買意願、（7）客家文

化識別與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整體滿意度有顯著關聯；2.客家特色文化產業推動之探討：（1）利用教育深耕文化，提升文

化意識、（2）長期穩定之政策與行銷推廣協助、（3）持續教育訓練與多面向之異業結盟、（4）創新設計產品避免只是

季節性之紀念品，而是長銷性之生活日用品、（5）從設計輔導轉向行銷輔導，方向正確但須考量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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