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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台灣文創 

台灣的「文創」怎麼來的？ 

台灣的大眾熟悉的「文創」指的是「文化創意產業」，最早由行政院於 2002

年 5月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

畫」所提出定名。根據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目前定義，是指「源自

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

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是由英國所定義的「創意產業」前又再加上了

「文化」。把「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結合成一體，而台灣的文創模型是以澳洲學者大衛˙索斯比

（David Throsby）所提出同心圓模型為基礎（concentric circles model）。

(放圖) 大衛˙索斯比（David Throsby）他將文化創意產業劃分為 3圈同心

圓。最內圈的「核心產業」為具有創造性藝術的產業，如：音樂、舞蹈、文學

等；向外擴展的是藝術成分較低但具有高度文化意志的「支援性產業」，如書籍

及雜誌出版、電視及廣播等；最外圈則是「週邊性產業」，如廣告、觀光等。 

 

台灣文化部從 2003年開始將台北、花蓮、台中、嘉義等酒廠舊址及台南倉

庫群 5個閒置空間規劃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並提出幾項遠景：表演藝術產

業化、多元創意的開發、經濟利益的形成、華語生活圈的藝術生產地，在 2009

年，台灣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政府 6大新興產業之一，並且提出「文化創

意產業旗艦計畫」，期望推動產業創新的力量。其重心放在政府拔尖（如旗艦計

畫）與友善環境的塑造上，試圖由上而下以政府的力量，推動文創產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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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符合台灣文創的類型 

表格 1 台灣文創類型 

產業類別 內容及範圍 

視覺藝術 
指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創作、藝術品拍賣零售、修復、經紀代

理、公正鑒價、展覽等。 

視覺傳達 

設計 

指從事企業識別系統、品牌形象、平面視覺、網頁多媒體、商業

包裝設計等。 

音樂及 

表演藝術 

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等創作、訓練、表演等相關業務、表演

藝術軟硬體、設計服務、經濟、藝術節經營等 

工藝產業 
指從事工藝創作、設計、模具製作、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展

售流通、鑑定等。 

電影產業 
指從事電影片製作、發行、映演、及提供器材、設施、技術等相

關輔助電影完成之產業。 

出版產業 
指從事新聞、雜誌、圖書等紙本或數位方式創作、氣化編輯、發

行流通等。 

產品設計 
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計、機構設計、人機介

面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包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 

創意生活 
指從事結合創意及生活知識，提供具有深度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

業，如飲食文化、生活教育、自然生態、流行時尚體驗等。 

建築設計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 

設計 

品牌時尚 

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尤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顧問、製

造、流通等行業。 

數位內容 
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科技加以數

位化、整合之相關技術、產品、服務等行業。 

廣告產業 
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型、製作、裝置

等，獨立經營分送廣告、招攬廣告、廣告設計等行業。 

廣播電視 
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或其他廣播電視平台，從事節目播送、

製作、發行等行業。 

流行音樂 
指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特色之音樂及文化創作、出版、發行、

展演、經濟及周邊產製技術等行業。 

文化資產及

展演設施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 

指定 

指從事中央主管機關依下列指標指定之其他文化創意產業: 

A. 產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劇表達性價值及功用性價值。 

B. 產業具成長潛力，如營業收入、就業人口數、出口值或產值

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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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 聚落產業發展現況  

長久以來，「文化產業群聚」容易受到國內之經濟政策所忽略。 然而，文

化的發展與市民的生活，無法以統計數字控管或評鑑，因為文化所創造出的不

只是經濟效益，還包括無形的附加價值，為此，文建會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

核心概念上， 即以「人才培育」、「環境整備」及「文化創意產業扶植」等三方

面為主軸，蘊含著軟體 和硬體雙軌同行。 實際上，文建會長久以來都在積極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其推動的有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台北 舊酒廠、台中舊酒

廠、嘉義舊酒廠、花蓮舊酒廠、台南北門倉庫群）以上園區，皆是以目前使用

情況、利用地域資源和文化環境特色，策略性扶植表演藝術、政府推動 

 

二、 政府推廣 

近年來政府非常大力地推廣 OTOP 地方特色產業。OTOP 意指“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鎮一特產。此構想引自日本 OVOP(one village one 

product)一村一品運動，概念是 1979 年由日本大分縣前知事平松守彥博士提

出，旨每個鄉鎮結合當地特色，發展具有區隔性手工藝或食品特產的產業。 

 

三、 屏東文創 

屏東縣政府為響應政府，並且振興地方文化發展、吸引觀光人潮、創造商

機，以及提升本地知名度等以以上幾點為原由，企圖打造出具文化特色之地方

主題聚落。將凝聚人文藝術、歷史特色、自然觀光 資源，培養地方研發設計有

形創意商品與無形加值服務之能力，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強化本地競爭力，

發展新一代的台灣地方型特色聚落，但是效果卻不慎理想，為此，本研究選定

「屏東文創園區」做初步產業狀況調查。由於屏東部分地區雖然歷史悠久、文

化、古蹟也眾多，但是長久以來政府對於文創產業的宣導度似乎不佳，導致屏

東地區的整體文創產業並沒有非常突出的表現。本團隊為調查屏東文創產業，

期望透過實地進入文創園區進行觀察與訪談，了解屏東地方文創聚落與地方產

業的特性，找出園區現況的不足，並提出個體與整體實務性發展策略，用以做

為日後協助地方文創產業執行的參考依據，本研究將以屏東市勝利星村園區作

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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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探討此研究主題之研究動機及目的，再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分

析，藉以設計問卷並確定調查對象，接著發放問卷並進行回收，再由調查結過

加以分析探討。最後撰寫出結論及建議。 

 

  

研究動機及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確定研究對象

使用觀察法、訪
談法進行探討

7P研究

SWOT分析

結論

圖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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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一、 非結構式訪談 

眾所周知的便是「深度訪談」﹔建構「訪談綱要」以指導訪談

之進行，而訪談綱要並未詳列問題，訪問者在訪問過程中自由規劃

其問題。 

 

二、 實地觀察法 

指研究者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綱或觀察表，用自己的

感官和輔助工具去直接觀察被研究對象，從而獲得資料的一種方

法。 科學的觀察具有目的性和計劃性、系統性和可重覆性。 

 

三、 店家訪談 

1. 本革工場 

 

Q1：主要產品及服務有哪些? 

大部分都是生活上會用到的物品，例如手機套、皮夾、皮帶、吊飾。

藝術類的就比較少做，例如布置品就偏少，如果興致來時就會做出來當擺

飾。 

消費者購買之後，因為產品是屬於消耗品，如果有什麼損壞的問題，

可以拿回去送修。 

 

Q2：產品價格設定？有折扣或優惠？ 

最低一百多，也有顧客會買到八九百至兩千多，算中低價不算高單

價。 

像最近母親節剛過，所以通常會在特別的節慶，例如聖誕節、過年等

等，就會有優惠。折扣的部分很少，因為手做的耗時間又產能不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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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沒有很高。 

 

Q3：哪些消費族群為多？ 

消費族群都有，只不過年齡層較低(國小國中)和較高(老年)的族群比

較少，居多的就是年輕族群(高中以上)和社會人士。 

 

Q4：除了直接前往實體店面購買，還有什麼管道可以讓消費者買到產品? 

有架設幾個比較不一樣網路平台，像是蝦皮、Pinkoi、Creema，就看

實際銷售好不好。 

Q5：你們是如何宣傳自己的產品讓更多消費者可以看到並且購買? 

基本上就是 FB粉絲專業、Instagram，都是潛在的消費能力，就是透

過這兩個去做宣傳促銷，打廣告就比較少。 

 

Q6：人力組成? 

員工大部分都是自己人，例如太太、姊姊、弟弟、家裡的小朋友，有

外聘一位負責管理網路平台的小編。 

 

Q7：顧客來臨的服務過程？製作流程?有沒有 DIY的活動? 

針對顧客提出的需求及問題進行協助，例如像是打電話接訂單， 

看顧客想訂做什麼。但是並沒有經營維修(如果拿別家的品牌)這部

分。 

因為剛進駐半年，一直在忙出貨、忙製作，所以就沒有時間安排課

程，但是在未來會規劃 DIY。 

 

Q8：進駐園區有什麼規定、或是福利嗎？ 

進駐園區的規定要寫企劃案或專案，然後交給文化處去審核，審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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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就是面試，面試之後才會有營運企劃、裝修企劃。勝利星村不是營

利單位，相對私人機構的租金，勝利星村比較低，土地坪數又大，對

一般店家的開銷能減少很多，算是福利的一種。 

 

Q9：店內有任何事物與勝利星村相應和嗎？（例如：產品、裝潢） 

進駐之前，園區就已經全部整理翻修好了，所以就直接進來，但園區

規定不能落釘、整修。通常會在店面放一些老物件給消費者有一個復

古的氣氛。 

 

Q10：畢竟是古蹟，平時環境是如何維護的呢？ 

環境維護就是每天都會固定打掃，另外文化部的人會在公休日前來維

護古蹟。 

 

 

2. 一二食肆 
 

Q1：主要產品及服務有哪些? 

主要是美式和義式，而且產品有分不同時段的，例如下午主要是賣下午茶之類

的餐點，像是咖啡、蛋糕、餅乾等等，晚上就屬於正餐的部分，像是漢堡、義

大利麵，另外也有設置調酒吧台。 

 

Q2：產品價格設定？有折扣或優惠？ 

下午茶的蛋糕、咖啡的價位是位在 100~200 元之間。晚上正餐的部分，漢堡、

義大利麵的價位是位在 200~300元之間，優惠的話，生日會送小點心，晚間福

利則是送調酒。 

 

Q3：哪些消費族群為多？ 

基本上都是年輕族群，情侶或是上班族，偶爾也會有親子聚餐。 

 

Q4：除了直接前往實體店面購買，還有什麼管道可以讓消費者買到產品? 

目前以實體店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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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你們是如何宣傳自己的產品讓更多消費者可以看到並且購買? 

基本上以部落客、IG還有臉書去打廣告。 

Q6：人力組成? 

雖有自家的人員協助，但還是有外聘員工，總共 4名，內場 2位外場 2位。 

 

Q7：顧客來臨的服務過程？ 

基本上就是抱持著服務熱忱，盡力的完成顧客的需求，通常顧客都蠻 nice的，

幾乎沒遇到過奧客，整體來說顧客的評價都不錯。 

 

Q8：進駐園區有什麼規定、或是福利嗎？ 

園區規定店家一周最多只能店休兩天，又他們固定在禮拜二休園做維護，我們

必須配合。 

 

Q9：店內有任何事物與勝利星村相應和嗎？（例如：產品、裝潢） 

基本上就是維持原有的復古的風格，再另外增添一些擺飾。 

 

Q10：畢竟是古蹟，平時環境是如何維護的呢？ 

每天都會打掃周遭，另外文化部的人也會在周二公休日時，前來維護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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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勝利星村介紹 

一、 歷史沿革 

勝利星村前身為日據時代，日軍飛行員的官舍，戰後國軍接收為國軍眷

村，有著濃厚的眷村文化風情。區內有勝利新村與崇仁眷村成功區，約有 69 棟

房舍建築群，年代橫跨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而空置多年後由屏東縣政府進行

修復，並以保存文化為前提，將其改革成為文創園區，並命名為「勝利星村創

意生活園區」。 

 

二、 地理位置 

勝利星村位於屏東縣屏東市青島街 106 號，以下以圖示做為參考 

 

圖 2 勝利星村地理位置 



10 
 

三、 進入門檻 

1. 申請資格 

A.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B. 依我國公司法成立之公司或其他依法申請設立之行號店家。 

C.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以生活創意、工藝推廣、社會設計、藝術跨界、風格通路之品牌、社會企

業、公益單位、文化藝術、展覽策劃等個人或公司等類型為優先。 

  

為符合公眾利益及整體園區發展策略，若為以下相關產業及營業項目者，

恕不接受申請： 

A. 特種行業 

B. 有妨害風化疑慮之營業項目 

C. 涉及宗教、政治之運作 

D. 涉及傳直銷營業項目 

E. 主辦單位認為有違法、違背公眾利益之疑慮的營業項目及產業 

F. 需要通過書審以及面審才有資格 

 

2. 委託經營期限 

2.1 旗艦型標的物 

自簽約日起共計 5 年。惟申請者於經營期間經主辦單位依其契約評定其營運績

效至少 4 年為良好（80 分以上）且 5 年平均分數為 80 分以上者，得向主辦

機關申請優先續約，續約次數以 1 次為限，續約期間 4 年。 

若申請人欲申請主要營業項目為旅宿業，適用此方案。 

2.2 風格型標的物 

自簽約日起共計 3 年。申請者於經營期間經主辦單位依其契約評定其營運績

效。 

至少 2 年為良好（80 分以上）且 3 年平均分數為 80 分以上者，得向主辦機

關申請優先續約，續約次數以 1 次為限，續約期間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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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甄選流程 

 

圖 3 以 110年三月徵選為例 

4. 營運費用 

4.1 房地租金與固定權利金 

4.1.1 房地租金 

 

依據：「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規定計收房地年租金，房地年租金＝土

地年租金＋房屋年租金。 

(1) 土地年租金＝公告地價×使用面積×5% 

(2) 房屋年租金＝房屋課稅現值×10%×（委託經營面積/課稅面積） 

4.1.2 固定權利金 

 

依據「屏東縣縣有古蹟及歷史建築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屏東縣縣有歷史建築委外經營管理規劃書」權利金底價計算。 

(1) 縣府投資成本＝（建築成本/總土地面積）*標的物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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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段權利金 

 勝利路 180,000 元/年 

 永勝巷、必勝巷、勝義巷 24,000 元/年 

 康定街 72,000 元/年 

 青島街 120,000 元/年 

(3) 三角窗權利金 

 臨中山路的康定街三角窗  36,000 元/年 

 臨中山路的勝義巷三角窗  18,000 元/年 

4.2 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以每季 

為鼓勵文創產業的進駐，申請人欲申請標的物若主要營運項目占總營業項目之

70%，且為旅宿業或符合文創法第 3 條所規範的文化創意產業類別或經評審委

員認定需扶植的產業，免收路段權利金。 

每季租金及履約保證金採四捨五入法計算。 

4.3 其他相關費用 

A. 水電費 : 應依獨立專設水電錶支付水電費用。 

B. 自行裝設之電話、網路、空調設備等相關費用需自行負擔。 

C. 入選者應負擔營運衍生之裝修、各項稅捐（房屋稅、營業稅）、人事、規

費、維護、清潔、保養、修繕、保管、保險、保全等費用。 

 

5. 空間營運之義務 

5.1 營業時間 

A. 營業時間為 11:00-21:00，惟依店家營業性質差異，得於營運計畫書

中提出店家希望營業時間及敘明理由，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得執行，

但營業時間須至少為 8 小時。 

B. 園區公定休假日為週二，若店家評估需要休至 2 日者，得於營運計畫

書中提出並敘明理由，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得執行，但另一休假日需

為週一或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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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配合 

 

1.申請人應無條件配合主辧單位於園區內辦理之各項活動。 

2.園區為維護古蹟防火安全及文化資產之承載，歷史建築內禁止吸及

使用任何形式之明火（噴燈、瓦斯、打火機、蠟燭等），若有違反之情事，

屢勸不聽情節重大者，主辦單位得終止申請單位場地使用權，因而衍生之

一切責任、損失與賠償，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3.歷史建築體均禁止釘、敲、槌、漆等任何形式破壞或外形改變及顏

色變更，若發現有上述之行為，將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移送主管機關處

理；申請人應遵守附件的營運計畫書及園區管理規章。 

 

四、 園區介紹 

 

圖 4 將軍之屋 

將軍之屋，樓半的日治時期官舍建築座落在屏東市青島街角，台灣傳統泥牆搭

上室內的日式走廊， 室內陳列各項舊時將軍文物，園區將此處設為營運管理中

心，服務時間為每日 09：00-21：00/週二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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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旗袍租借 

旗袍租借，讓旅客深入其境，體驗當地風情，並盡情拍照。 

 

圖 6 勝利 139 飛行故事館-家的記憶 

「勝利 139飛行故事館-家的記憶」展覽，結合三家在地品牌的「勝利星選快閃

店」，尋訪飛行故事歷史場景，感受屏東的文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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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飛行故事館 

 

圖 8 介紹將軍村 

 

圖 9 日式將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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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日治時代的服裝 

 

圖 11 勝利星村特色牆 1 

 

圖 12 勝利星村特色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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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問題分析 

一、 人口組成高齡化  

目前屏東地區人口的老化度其實非常嚴重，尤其是在受到人口高齡化

及少子化的衝擊之後，導致人口成長減緩、成年人口數外移嚴重，導致生

產力降低，並且直接衝擊到屏東整體的經濟發展與市政稅收。此情形在傳

統手工藝技術與傳統文創產業上特別顯著，由於人口的組成偏向高齡化，

青壯年人口流失，加上越來越少的成年人口願意學習傳統技藝與文創，這

將會導致產生文化斷層、傳統工藝技遺失等等，造成文化傳承上莫大的損

失。  

 

二、 文化容易被遺忘  

現今社會大眾普遍對於屏東的印象幾乎還停留在墾丁海邊、萬巒豬

腳、小琉球等，許多的報章雜誌報導以及旅遊節目介紹也不外乎，而在傳

統文創方面便時常遭到大眾所忽略。其實屏東地區也有許多具有獨特性之

傳統文創，例如眷村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等，素材與產品型式非

常多樣化。 

 

三、 政府政策 

由於新冠病毒，造成出遊人群銳減，客流量瞬間減少，又台灣政府頒

布新政策，全面禁止內用，這對餐飲業無疑是一種重創，畢竟不是任何餐

點都適合外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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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缺乏創造價值的能力 

勝利星村是以日治時期所留下的遺址為背景，但就其他層面來說，勝

利星村除了遺址外也無其他特色，相較於其他園區，無法令人印象深刻，

又所謂文創產業，即是以文化創造產業價值，勝利星村在保存文化這方面

來說的確做得很好，但是卻缺乏了創造經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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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7P 行銷組合及 SWOT 分析 

一、 7P 行銷組合 

1. 何謂 7P行銷組合 

 
傳統行銷組合 4P係由 McCarthy（1960）所提出，包括產品、價格、通

路、促銷。隨著行銷觀念逐漸應用至社會行銷、地區行銷、非營利組織、服務

行銷各領域，因此除了傳統的 4P之外，實務界也提出 6Ps、7Ps、8Ps 等相關

論述，其主要目的仍在於協助行銷者分析行銷過程中可能涉及的變數，以有利

於行銷分析之運用。本研究以文化創園區為研究主體，因此採用 Lovelock and 

Wirtz（2011）於服務行銷中主張之 7P 行銷組合，除原 4P之外，再加上實體

環境、人員及流程針對該園區逐項檢視與分析。 

2. 勝利星村 7P 

 
產品：勝利星村為文化園區，前身為飛行員眷村，經過政府接收後，改革成為

文化園區，提供民眾前往免費參觀，並派遣導覽員，使民眾更加了解當地文

化，且區內開放商家進駐以供旅客消費。 

 

價格：屏東縣政府將其設置為免費入場園區，區內地租因為非營利組織，故將

租金設定較低。 

 

通路：勝利星村文化園區設有官方網站，並且縣政府文化處也積極向媒體宣傳

例如：電視廣告、粉絲團等。 

 

促銷：勝利星村園區為免費入園，內部表演免費參觀、特殊節日舉辦活動。 

 

展示：勝利園區為舊眷村，經過縣政府修復後，仍可見到歷史留下的足跡，許

多當時的遺址都被保存良好，遊客可以自行參觀。 

人員：屏東縣文化處定期派人至園區進行環境整潔及古蹟維護、配置導覽員，

向遊客介紹園區故事、設有遊客中心，為遊客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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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勝利星村文化園區是開放式園區，遊客可以依照園區提供的 DM、路牌指

示自行參觀園區。 

 

 
圖 13 勝利星村園區分佈圖 

 
圖 14 園區風景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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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園區風景圖 2 

 
圖 16 園區風景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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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家 7P 

本團隊為更了解文化園區，挑選了兩家商店進行 7P調查 

 

3.1 本革工坊  

 
本革工場為一間工藝品手作坊，由 48歲屏東在地人陳世楊先生於 2002年

創辦，早期因為本科及自身興趣便開了一間路邊的小販，後來因勝利星村開放

商家進駐，於是在 2021年將工作室設置於園區內部，主要販售手工皮革製品。 

 

 

產品：各種皮革製品，例如：鑰匙圈、背包、手機套、皮夾、皮帶、吊飾等，

另外還提供客製化服務，售後維修等，產品主打實用性。 

 

價格：因應不同產品有不同價格，從百元至萬元價格不等，定價方式主要以工

時、製作難度及皮料成本而定， 

 

通路：除園區內實體店面外，有自己的本革工坊官方網站，也在網上設有虛擬

賣場，蝦皮、Pinkoi、Creema等提供顧客更多的的購買渠道。 

 

促銷：經營社群網站：臉書、ＩＧ不定期更新資訊，並且在特殊節日提供優

惠，例如母親節、情人節、畢業季等 

 

展示：勝利星村所提供的營業場所因為是古蹟所以不能裝潢，但是內部擺設可

以由自己決定，本革工坊創辦人表示，除了應和場所本身的復古風情，擺放個

人收藏品、自製擺飾外，也想帶給消費者輕鬆的氛圍，故店內以輕音樂為主，

氣氛相當舒適。 

人員：本革工坊為家族經營，從製作商品到販售，都是由自家人一手辦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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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另外聘一名網站管理員。 

 

過程：顧客入內自行挑選製成品，或是請店家為其進行客製化服務。 

 

 
圖 17 本革工坊 1 

 
圖 18 本革工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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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本革工坊 3 

 

 

圖 20 本革工坊皮夾 

 

 

圖 21 本革工坊熱銷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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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革工坊的主打商品 

 

 
圖 23 本革工坊與學生們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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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二食肆 

 

一二食肆為一家餐酒館，由 27歲吳佩穎吳小姐創立，原為一設計師，後因

興趣自行創業，於今年 2021年三月份至勝利星村文化園區入駐，主要以義式料

理及美式料理為主，另外設有調酒區，店內氣氛相當雅致。 

 

店家雖然有自家的員工，但還是會雇用員工，總共 4位員工，內場 2位外

場 2位。但因為疫情期間內場會再增加 1個。 

 

當初會選擇勝利星村是因為勝利星村是日治時期背景的歷史古蹟且覺得是

屏東市中心，店家位置是心目中的理想地點，對面是勝利街大馬路，旁邊又有

汽機車停車場，是適合家庭聚餐、或者學生族群都很方便，客流量大部分都是

觀光客或者是上班族下班後來用餐，會希望說未來可以吸引到學生族群，餐點

的部分有分時段，像是下午茶的蛋糕、咖啡的價位是位在 100~200元之間。晚

上正餐的部分，漢堡、義大利麵的價位是位在 200~300元之間。如果有節日的

時候，促銷的方面是以部落客、IG還有臉書去打廣告、生日時送調酒或者拍照

送蛋糕，給予舒適的用餐環境，廚房是透明的讓顧客可以吃得安心。 

 

店內的布置就是日式風格，例如店內就有放置武士頭盔等等的日式物品。

園區會在禮拜二都會休園做維護，一二食肆在禮拜二和禮拜六才會店休。在園

區的店家一個禮拜最多可以休店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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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午間以下午茶為主，如：咖啡、蛋糕、餅乾等，晚間以主食漢堡、義大

利麵等為主。 

 

價格：點心類價位約在１００至２００元間，主餐價位約在２００至３００間 

 

通路：現以園區內實體餐廳為主，地址為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 147號 

 

促銷：生日送小點心，若在晚間招待一杯調酒、母親節、畢業季等特殊節日有

打折或送小點心、另有經營 FACEBOOK、IG、部落客等進行廣告行銷。 

 

人員：除了創業者外，另聘有４名員工分別為內場３人，外場１人 

 

展示：勝利星村是日治時期背景的歷史古蹟，因無法擅自改變店內裝潢，故將

其店面布置得更有日式風格，像是放置武士頭盔等日式物品。 

過程：於顧客入內開始，帶位、點餐、出餐，以親切的服務態度，帶給顧客良

好的感受。 

 

 

圖 24一二食肆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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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一二食肆 1 

 
圖 26 一二食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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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一二食肆蛋糕 

 

 

圖 28 一二食肆主餐義大利麵 

 



30 
 

 

圖 29 一二食肆菜單 

 

 

圖 30 一二食肆因應疫情外帶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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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WOT分析 

1. S 優勢 

當地特有日治時代遺址及眷村文化 

縣政府協助，每年提撥廣告費 

位於市區人口較為密集處 

租金較私人土地低 

停車方便 

 

2. 機會 

文創產業興起 

文化意識提高 

外送產業興起 

3. W 劣勢 

區內特色不夠凸顯，沒有記憶點 

商家除了裝潢，其餘商品與園區並無特別的相關，以至於不像園區，

反而像是一個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市集。 

合約有續約次數限定，商家無法長駐 

4. T 威脅 

新冠病毒，人群減少外出 

競爭者六堆文化園區活動內容較勝利星村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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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解決方案 

一、 人口組成高齡化，人口外流嚴重  

近幾年屏東縣的生育率逐漸下降，青壯年人口外移的現象也未顯趨緩，要

想解決人口問題，以提高生育率為目標，那是挺困難的，畢竟現在的教育程度

普遍較高，人們對於物質的要求也是逐漸提升，要培養一個孩子的花費根本無

從估量，短期內要提高生育率，簡直天方夜譚，為此，我們能夠做出提高屏東

人口的方式，便只有讓那些在外地打拼的人們回流屏東，具體怎麼做呢? 

步入社會的人們，幾乎想著要北漂至台北打拼，因為那裡大公司多，機會

多，可是相對的，越往北部，人口越密集，各項開銷也越高，例如:房租、店

租、畢竟地狹人稠的地方，勢必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均、供不應求的狀況，光是

這兩樣租金，就足以讓食衣住方面的開銷產生莫大的變化，這就是北部市場以

達到飽和的一種狀態，若是屏東縣政府，能夠率先拋出橄欖枝，提供創業者良

好的就業機會，那麼在外地工作的浪子，回流的機會就會大幅增加。 

 

二、 文化容易被遺忘 

一程不變的古蹟文化，重複欣賞肯定是會膩的，若是園區方能夠結合 

遊戲，讓遊客更能切身體會當代的風情，如此一來，遊客不僅能吸收到知識、

更能從中體會樂趣，正所謂寓教於樂。 

 

三、 政府政策 

恰逢新冠病毒，許多餐廳紛紛歇業，盡力配合政府政策，但若疫情並未趨

緩，那些實體店面面臨的問題及是無收入，卻還要繳交租金，本團隊的研究對

象二食肆表示：開店到現在基本上是虧錢的，沒有了內用真的很難生存。 

現今外送行業的興起、無接觸服務，可以說是近期餐飲業的一塊漂流木，

雖然有些料理吃的是氣氛、但非常時期，只能稍微妥協了，在這段時間，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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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每一件外送的產品，因為這也是讓顧客喜歡上的一個機會，更別說可以順便

打廣告。 

 

四、 缺乏創造價值的能力 

屏東縣政府致力於文化遺址保存，以及吸引觀光客前來欣賞，但這僅僅站

在文化保留的角度，既然屏東縣政府初衷是為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那麼!文化

有了，產業還看不到太大的成果，就本團隊的研究及觀察發現，園區除了舊

址，能感受到眷村文化外，其餘並無其他特殊的亮點。 

而入內進駐的商家，除了是自身喜歡復古風格外，也有是看準園區遊客，

將其定為目標客群的想法等，但是光是蹭遺址的熱度，是不行的，本團隊認

為，既然是園區，那麼商家方應該更是發展相關產品，例如餐飲業，餐點完全

是可以嘗試該園區文化的相關產品，不論是從形狀、味道(老一輩傳承下來的手

藝)等等，讓遊客更能感覺、並且將其旅遊經歷、深深的記憶在腦海裡，這是一

種雙贏的做法，如同本團隊前文所提到，園區及商家是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

園區帶給商家更多的消費者，而店家則是能夠販買區內相關的周邊品，可以從

外觀、傳統美食、紀念品下手。 

 

  



34 
 

第九章. 結論 

屏東縣政府改革勝利星村為文創園區，仍有許多可以加強的地方，就本團

隊研究發現，園區內商家所販售之商品，除了擺設，幾乎沒有其他與園區主題

相關的產品，相當可惜，因為園區本身的歷史痕跡就是一個很好的素材，建議

商家可以多多利用。 

 

再者，屏東縣文化部雖將勝利星村，從無人知曉，且即將荒廢的眷村，改

革成為現在充滿生氣的地方，但仍舊有許多價值尚未體現出來，就商機這件

事，文化部除了定期提撥廣告費外，更可以整合商家，讓商家更像園區的一份

子，如此一來，當遊客進入園區後，更能融入當地風情，也能讓園區整體更有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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