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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活美學產業 
 
壹●前言 
 
日前在報紙上閱讀到一系列有關台灣生活美學產業的報導（註一），訝然發現生

活美學的概念是如此迅速的浸染我們的生活。從愛樂電台說服現代人應培養的優

雅音樂興趣；到「生活工場」每季變化的主題式自產商品，編織居家生活的夢想；

以及別緻的複合式餐廳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結合香草園藝或雜誌閱讀，許諾一

段悠閒時光。這些林林總總被稱之為生活美學產業。一種追求生活中心靈感受的

美的慾望在此時夾帶著廣告和置入性行銷進入社會主流價值中，令我們甘願接

受，甚而形成消費趨勢。因此，我想藉由此次小論文研究這樣台灣近年來急速竄

紅的產業。針對幾方面做探討：一、生活美學產業的定義、範圍。二、生活美學

產業的台灣經驗。三、援引成功生活美學產業為例，淺析此產業發展要素及必須

具備的條件，並介紹他們的經營模式。期許能從其中看出未來生活產業的動向及

社會消費型態的轉變。 
 
貳●正文 
 
一、簡述生活美學產業 
 
現代社會中，人們在忙碌之虞開始注重心靈、感官的享受，或是對於品質與美有

較高的要求，於是許多強調「心靈行銷」、「生活品質」等的各式行業出現。在充

斥單一化、高同質性以及強調實用方便的大量工業產品中形成特別的「生活/美
學經濟」，統稱為生活美學產業（文化創意產業）。他們較傳統更注重結合品牌與

行銷，部分甚而企圖營造對於幸福和質感的共同價值，形成消費的新趨勢。而能

搶佔市場先機的暢銷商品，須是會說故事的產品（註二）-商品不僅於交換性的
需求，功能性的滿足，而朝向更具符號價值（也就是產品需求超出維持基本生活

水準，開始加入感性、文化的元素）。 
 
生活美學產業具體可分為幾類：一、凡有關藝術創作、買賣或展演或是建築、商

品設計皆是。二、媒體相關，如電影、廣告、出版業。三、創意生活理念像 spa
美容、露天咖啡或複合式經營等。（註三） 
 
美學/文化經濟為開拓文化創意領域，將美感生活與產業發展相結合的產業活
動。美學經濟的成敗關鍵在於大眾對精緻、文化、藝術等的素養及認同，並能對

消費者推銷美好的生活，使之產生心靈共鳴。因以講求美學作為消費的策略性工

具，將市場區隔開來，則產品必為多樣化、小型化，分散化，但對環境和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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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有極深的影響，也對人民就業有重大幫助。不論是地方產業、社區產業，或是

工業化產品，只要能加入美學成份，用美學所創造的形象、感知的方式、內容，

來提升顧客價值，便能捉住美學經濟的精髓，開展美學經濟商機（註四）。以地

方工藝為例，善用當地人才和政府規劃行銷，便有機會轉型為特色生活美學產業。 
 
二、生活美學產業的台灣經驗 
 
01.台灣具有發展生活美學產業的潛能 
 
從這幾年「台灣部分產業的深度化與美學化，顯示台灣其實也是一個極有潛力的

美學展現舞台」（註六）。觀光景點的優美民宿、四處可見結合花草園藝或閱讀

環境等的高雅複合式餐廳、下午茶。可見民眾在有富裕的生活條件後，對生活美

學的需求大量產生。固台灣具有發展生活美學產業的潛能。 
 
然而台灣生活美學產業的範圍仍屬狹隘，極少能擴展到企業規模。而台灣的企業

仍多數偏向傳統，少有美學文化的概念。因此如果「結合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及財

務、行銷的控管專業能力，以及藝術家的美學素養，可望在每個經營領域增強文

化內涵，進而強化競爭力」（註七）。其成功範例可見於個案淺析中法藍瓷的經

營，即為企業管理概念和產銷練掌控的良性結合。 
 
然而文化精緻度高、人民生活品質高，為生活美學產業高度發展的條件。而台灣

民眾距離此水準仍相去甚遠。「提升本地的美學素養，除了時間與經濟能力外，

能引領風潮者的倡導，將更為重要」（註八）。除了教育上、政府推廣宣傳上的

引入美學、文化欣賞教養。能再配合實際政策如現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目標增加就業人口、產值，並在華文世界建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先地位。） 
確實執行已作倡導；或民間生活美學產業本身自我推廣行銷、建立形象並引導潮

流。像是誠品書店/商場，在娛樂性中也帶有教化功能。 
 
02.台灣生活美學產業個案淺析 
 
A.誠品（註九） 
 
新聞局對外介紹台灣的文宣品，屢屢以誠品書店為推介焦點，誠品書店的經營格

局已超越其他國際連鎖書店，以人文的、精緻的品質建立了獨特的品牌形象，躍

昇為新聞局、外交部向國賓、國外使節等介紹台北文化面的一個重要參觀點。 
 

a.品牌發展簡述 

一開始，誠品的第一家店以空間設計典雅舒適，專業書類繁多，並引進豐富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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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籍。確立兼顧書、讀書環境、閱讀延伸的創意的經營方向，藝文界人士為主

要客層。接著拓殖出書店的藝文空間加入多元的藝文活動，奠定開創性的書店文

化，及誠品本身文化互動參與的角色。誠品的分店則依照區域需求，發展各異其

趣的書籍內容及陳設風格，所有在地的人士，都是訴求的對象。有的為結合

設計精品、視聽產品、餐飲文化的複合式商場如西門町店；有的為專門書店，如

科博館的自然科學書店。雖也因拓展速度超過台灣人的閱讀需求而面臨分店倒

閉、財務危機，但在十五年後終於開始獲利。目前三大走向為：積極設店、走

向海外華人市場及商品多元化並拓展網路書店。  

b.經營理念 

誠品的標誌－以三個方塊所組成的圖形，三個方塊分別是木、金、石。木，代表

著自然的產物；金，象徵高度的可塑性；而石，則表示堅定的理念。因此結合人

文、創意、藝術及生活。確立了兼顧「書」、「讀書環境」及「閱讀延伸的創意」

的經營方向，期望能實現愛書人的「夢想書店」。此外書店本身即為終生學習的

場所，民眾可以在誠品，對於所聽、所學之事物應用體驗，有所見證。 

c.小結 

相信高度經濟發展的台灣有知識、文化消費的潛力，對所謂的「品味」有嚮往之

心。強調舒適的文化環境與人之間的互動，並結合了複合式商場。成功地在民眾

心中築起高雅而可觸及的誠品印象。 

誠品作為先驅者的角色，先在專業區域內立起口碑，再一步步拓展向文化萬象博

覽空間，使民眾對於其所創造的「品質生活」價值的認同。優雅的視覺印象、多

樣藝文產品和活動、紙類宣傳品的藝術風格是成功的推銷手法。 

而誠品本身常舉辦或出界場地供給文化展演團體。不啻也給予國內文化工作者莫

大創作動力，開放民眾參與也對整個藝術文化風氣有莫大助益。 

A.法藍瓷（註十） 

2002年 6月，正式推出以蝴蝶為設計主題的法藍瓷系列產品，參加美國各大秀
展，獲得好評，在紐約禮品展中被票選為「最佳禮品收藏獎」。 
在歐洲已經成為精緻藝術的代名詞，也成為陳總統出訪友邦的體面禮品。 

a. 品牌發展簡述 
 
總裁陳立恆的公司本來不做設計，他接替兄長的工廠，在 20多年前，他做的是

禮品代工，接德國耶誕節飾品的訂單，拼命趕工以求利潤。但他十分清楚代工的

有限，而決心以此作基礎發展自創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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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25年中累積下來，對歐洲美國的人文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變遷都很瞭解。他
建立人脈也逐漸了解市場，甚至找到值得開發的新領域：因為歐美日工資昂貴，

設計越來越簡化，於是陳立恆選擇歐洲 19世紀末風格的線條與裝飾，以繁複的
純手工推出法藍瓷。 
 
海暢集團 2001年在美國成立了法藍瓷公司，作為推展自有品牌的美國行銷營運
總部。在美國藝品界獲得肯定、順利取得市場切入點之後，法藍瓷才於 2003年
6月回台首賣。不到四年的光景，以精緻細膩的瓷器藝品法藍瓷全球銷售據點，
已經突破 4,000個。未來，針對不同材質的產品，發展不同品牌路線，將是海暢
集團的中長期目標。 
 
b.經營理念 

經營法藍瓷，是以創造一個新瓷器時代為願景，期許法藍瓷能將 Franz品牌形象、
產品製作的等級，做到與歐美國際瓷器品同等級的水準。 

「台灣研發，大陸生產，歐美行銷，全球佈點。」充分發揮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

法藍瓷將生產線放在大陸，降低人力成本因而能壓低價格，使其為同樣頂級瓷器

英國Wedgewood或日本 Noritake的三到五分之一。再加上總裁陳立恆的「微笑
理論」：健全的財務、持續的創新產品、創意的行銷、贏的策略（想從以往的代

工，跨足自有品牌的領域，必須與原有的合作顧客保持好的代工關係）和對產銷

鏈的掌握。讓法藍瓷名利雙收。 

c.小結 
 
以企業經營概念領導手工瓷器品牌。並跳脫傳統精緻手工藝業思維，以使產品價

低而質優的國際專業分工方式，攫住世人目光。從禮品代工成功轉型，一直以來，

成功的要因為老闆始終清楚堅持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也細心抓住每個累積實力的

機會，使品牌能掌握並保證產銷練運作流暢，與原有的禮品代工合作顧客仍保持

好的代工關係。 
 
此外，法藍瓷總裁所提及的創意行銷也是生活美學產業成敗關鍵。藉突顯差異喚

起市場消費者的注意力，需經審慎的市場觀察、評估才能做到。 
 
長遠的目光和規劃造就成功的法藍瓷，從模仿到自創設計，結合文化、科技、行

銷、研發專利，不失為台灣許多正面臨轉型危機的傳統產業可效法之處。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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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知識經濟走向的社會中，以「創意」為核心的生產領域（包含以藝術、美

學、文化為基本概念發展出的產業）將成為先進國家的主要競爭來源。去除高科

技產業，人們善變動的價值觀以及高漲的消費慾望和能力，成為生活美學產業之

大有可為處。 
 
民眾因有普遍美學素養和經濟能力而進行美學消費，如政府引導台灣民眾日常生

活消費的各文化產業，走向精緻化，加入美學元素。不論時裝、工藝、電影、電

視、設計、建築、電玩、出版、休閒旅遊等產業，都可以以美學來提升內涵與品

質，落實藝文品味於大眾生活之中。 
 
而生活美學產業產品或商場的創意概念和行銷包裝為致勝關鍵，如同個案列舉中

不約而同一再強調的，創意行銷和品牌塑型、產品的符號價值為生活美學產業的

趨勢及成功必備條件。 
 
在國內的生活美學產業如大眾化並形成特色便可行銷國外，創意產業的貢獻度，

超越金融服務業並非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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