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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一中街為台中市知名的消費好去處，尤其是對學生及年輕族群來說，是逛街娛

樂的好選擇。身為學生的我們也經常來往一中街，在消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

有趣的現象，當我們購買晚餐時，發現附近也有許多餐飲業；購買服飾時，發現服

飾店也是在同一區域內，使我們可以就近比較價格，方便選購。身為消費者的我

們，不僅感到十分便利，且有更多元的選擇，此一現象引起我們的好奇心，不禁想

了解商家的觀點和考量，並進一步對一中商圈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以一中商圈的美髮業為實例，站在商家立場來了解同業間競爭合作的關係，

探討產業聚集的原因及影響。 

三、研究方法 

 

     

 

 

 

 

 

 

 

 

貳●正文 

   

一、聚集經濟效應 

   

（一）定義 

決定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 

統整、分析資料 

決定內容架構 

結論 

一手資料 

二手資料 

於一中街美髮店發放問卷 

實地走訪一中街進行觀察 

書籍資料 

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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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領域中，有地理上集中現象，同時競爭、合作，有交互關連性的企

業，相關的產業廠商及相關的機構。」（吳濟華、李亭林、陳協勝、何柏正，

2012）「聚集經濟」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學者阿爾弗雷德˙韋

伯（Alfred Weber）在其工業區位理論中所提出。由於把企業、商店是按某種方式

與規模，聚集於同一地區內來經營，因此在會在生產或者銷售的層面帶來利益，

「在不同產業間由於投入產出的關聯，空間集中會創造許多集中的利益，如運費

的節省、管理的方便。」（林金祥，2002） 

 

（二）影響 

   

  １、正面影響 

   

  「產業間緊密連結在一起，透過產品或資訊流通，使彼此的利益能

夠互補。」（陳家聲、劉志興、馮輝毅，2010）商店的聚集對於消費者有

很大的拉力，原因在於消費者可以在小範圍區域內完成「貨比三家」，當

提到該特定商品時，消費者即會聯想該商店聚集區，因而前往此區消費，

間接打造該區商家知名度。而對於商家來說，彼此間若能互相合作、良性

競爭，在商家之間的接觸，能夠達到彼此學習與交流交換自己經營的心得，

使商家改進自己的缺點、提高服務品質，使各商家能更進步，那商家聚集此

一現象，即能為商家及消費者打造雙贏的局面。 

   

  ２、負面影響 

   

  因商家間同質性高，若無法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並取得穩定的客源，將

造成客源的分散，為挽回客源，將可能引起削價競爭等不良發展，造成同

業間關係緊張、互相猜忌，對於此區商家與消費者皆有不良之影響。因此

聚集經濟有可能帶來過大的競爭壓力，導致某些商家無法適應如此高壓的

環境，終致走向經營失敗之路。 

   

  （三）成功案例 

    １、台中市三民路婚紗街 

 

  三民路上聚集了許多家婚紗店聚集成一特定區域，此區不斷發展

擴大，還吸引了婚禮周邊產業如喜餅店、珠寶店等產業進駐三民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AD%B8%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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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樣的連帶性及多選擇性，增加新人會前往此區為婚禮做準備的機

會。 

 

２、一中商圈 

 

  一中商圈也有許多同性質商店聚集的現象，如育才街上有數十家

眼鏡店、水利大樓內的多家補習班，以及中友百貨對面有美髮業聚集

等，顯示出一中商圈是聚集經濟良性互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也能利

用此項優勢，成功吸引顧客，帶來蓬勃的商機。 

 

二、台中人的百寶箱—一中商圈 

   

  （一）現今範圍 

   

  「一中商圈」為台中市政府依據「商店街區管理輔導條例」、由民間提出

申請成立的，同時也是台中市第八個輔導立案的商店街區。一中商圈位於國立

台中第一高級中學、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等校，以及補

習班聚集的水利大樓周圍（如圖一）。而台中中友百貨、益民建設的「益民一

中商圈」、銳豐建設的「銳豐一中街」以及沅林建設的「一中西門町」的興起

使近十年來商圈的龐大商機備受看好，並持續發展中。  

               

        圖一：一中商圈區域圖   

 (圖一資料來源：Google Map 截圖，研究者繪製。2014 年 9 月 14 日)  

   

（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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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街商圈距離台中火車站約為１.７公里，開車只需五到七分鐘，如此

便捷的交通，有助於整個商圈的發展和擴大。而一中商圈附近密度高、班次多

的公車運輸網，也使在台中各地的民眾能方便且快速前往。 

  

  （三）商圈特色 

 

  一中商圈平日人潮聚集約是下午五點後，大多為下課的高中生以及為補習

而來的學生們，因為學生消費能力所限，商家大多主打學生消費得起的平民小  

吃，由以「量多、便宜」者為特色。假日的商圈則呈現另一種風貌，因為知名

度高，外地觀光客多，成為台中知名的觀光景點，使單價高的服飾、餐飲業，

亦有相當數量。 

 

  （四）一中街產業聚集的現象   

 

    １、美髮業：三民路三段 

 

    ２、單價較高的餐廳：一中街較接近育才北路口的路段 

 

    ３、單價較低的小吃：一中街較接近育才街的路段（水利大樓對面） 

 

    ４、眼鏡行：育才街 

 

    ５、運動用品：太平路 

 

    ６、美妝店：三民路三段接近育才街的路段（台中科技大學對面） 

 

      一中商圈的主體，以水利大樓前的「一中街」為核心向外擴展。在發 

    展其中，有許多商家因特定因素而聚集（如圖二）： 

 



聚集魔「髮」—淺析一中商圈美髮業的聚集現象 

5 

 

 

圖二：一中街商店聚集現象示意圖 

（圖二資料來源：Google Map截圖，研究者繪製。2014年9月14日) 

 

三、 問卷與訪談調查分析 

    

（一）選擇美髮業的理由 

 

 我們選擇美髮業的理由為提供商品（服務）同質性最為接近，不同於餐 

  飲業種類繁多，如：大腸麵線與雞排對不同消費者有不同的吸引力。所以選 

  擇以美髮業做為此次問卷調查對象，能夠得到較為精確的結果。 

 

  （二）調查結果和分析 

     

    我們以一中商圈內的美髮業商家作為問卷調查之對象，訪問店家共 11 

  家，來了解商家選擇在此地開業的理由及考量因素。以下為問卷調查之結果統 

  計與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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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是否在一中街以外之地點開過店 在一中街開業時間長短 

 

 

 

 

 

結果 

 

 

 

      圖(三) 

 

       圖(四) 

 

 

 

分析 

  由圖(三)可知大多數的店家並

無在其他地方開店的經驗，顯示一

中商圈具有能夠吸引初次開業的業

者前來的誘因，有可能為一中商圈

較有名氣，使首次開店的商家慕名

而來，可推論出商家覺得一中商圈

可為他們帶來較高的利潤。 

  由圖(四)可推斷一中商圈的店家

可能具有較高的汰換率，因此許多店

家的開業時間還相當的短；但同時開

業五年以上的店家卻也占了４６％，

顯示仍有不少店家能夠適應一中商圈

的環境而繼續生存下去。 

 

問題 在一中商圈開店的理由 在此開店的缺點 

 

 

 

 

結果 

 

     圖（五） 

 

    圖（六） 

 

 

分析 

 

 

  由圖（五）可知多數店家認為

一中街廣大的人潮是其吸引在此商

圈開店的主要誘因，其次是一中街

的名氣有助於店家打造其知名度，

同業間的互助則亦是其原因之一。 

  由圖（六）可得知多數店家認為

在此是有缺點的，包括競爭壓力及高

店租。由此可知雖然同業聚集能打造

知名度，但同時也使該區的店租上漲

且造成店家彼此間的競爭。 

36%

0%18%

46%

一年以下
一年~三年
三年~五年

0 5 10

人潮多

一中街有名氣

店租低

同業聚集可彼此

互助

0 5 10

競爭壓力大

店租高

27%

7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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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店裡主要的消費客群 

 

 

 

 

 

 

結果 

 

 

 

 

 

 

 

圖（七） 

分析   由圖(七)可知其消費年齡層主要是以年輕人為主，即使是美髮業這種

各年齡通吃的產業，在一中街仍可展現此商圈以年輕人為主流的特色。 

  

問題 是否會想繼續把店開在一中街 

結果 

   

              圖(八) 

分析   由圖（八）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店家有要在這邊繼續營運的想法。藉

此看出在一中商圈經營環境對美髮業商家來說仍具有吸引力，而同業聚

集這樣的經營型態顯然也有它的優點和利益。 

    

  綜合以上的問題，美髮業者看準年輕族群對自我外觀的重視度較高，前往

美髮店消費的次數也較高，而一中商圈正好是以年輕族群為消費主流，商家設

於此地，可擁有較穩定的客源。因為此項原因，使商家紛紛進駐，而商家聚集

的結果也成功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打造了他們的知名度。但同時同業聚集也有

它的缺點，如問卷所示，商家的聚集雖建立了該區的知名度，但隨之而來的即

0 2 4 6 8 10

12歲以

下

12~20
歲

20~30
歲

30歲以

上

82%

0% 18% 是

否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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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店租的上漲以及龐大的競爭壓力，無法克服此項缺點的店家即被市場淘汰，

但若能善加利用本身優勢，找出自己的特色，則能長久經營，由此可說明開業

時間產生兩極化結果的原因。最後由問卷結果我們可得知，同業商家聚集雖然

有利有弊，但從上述訪查商家的觀點來看，留在一中商圈的利益仍較大。 

 

參●結論 

 

  經過這次的主題探討，從一開始對一中商圈的觀察進而提出問題，到後來深入

店家進行問卷調查，過程中讓我們對一中商圈有了更深的認識和了解：我們發現一

中商圈最大的特色即在於其消費年齡層皆屬於年輕族群，其原因或許來自周圍學校

帶來的學生人潮，而這項特色也促使店家推出的商品或服務多半是以年輕人的喜好

和需求作為考量，例如：販賣商品新潮、商品多走平價路線…等，無形中促使此商

圈建立了年輕、活潑、潮流的形象，就店家的經營方式與行銷策略可清楚看見其特

色的展現。 

 

  就一中街的同類商家聚集現象而言，我們認為以年輕人為消費主流的特色是導

致其現象的因素之一。因為年輕學生相較於一般上班族，多半有更多的時間和逛街

的興致，加上學生或年輕人的經濟能力限制，促使他們往往會進行更多商品的比

較，花更多的時間進行選購，因此商家的聚集將為他們帶來更大的便利性並使其購

買意願提高，而為商家帶來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商家聚集還能夠促使其市場範

圍擴大，而為此區域帶來繁榮及更高的知名度，其所帶來的龐大消費力也將促使商

家間的競爭較量，商家將更努力發展自身特色並找出商機來吸引顧客，對整體經濟

的帶動和進步有著正面的影響，對消費者來說選擇也將更為豐富多元。就商家本身

而言，聚集所帶來得好處更包括彼此間合作所帶來的成本節省，例如：同類商品一

同批貨以節省運費、設備的共同出資、技術的交流…等。 

   

  經過我們實地調查過一中街的美髮業商家後，我們發現此經營策略仍有其不足

之處，像是店家間若無法建立良好關係，彼此間所提供的商品服務同質性又太高，

將無法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並造成惡性的競爭使經營走向失敗，而聚集所帶來的名氣

也會使該地段的店租上漲，成本提高的結果若反應在商品價格上，也將無法確定消

費者是否買單，尤其在一中商圈這樣主打平價的銷售環境中，更會為其經營帶來莫

大的困難。綜合以上，商家聚集的利益與否並非絕對，還必須考量該區的特色狀況

並做出因應的調整，但不可否認的是，商家若能具備適應的能力並想出自己的求生

戰略，同類商家聚集將是一種吸引更多人潮和帶來利潤的方法之一。 

 

  實地訪查時，礙於商家要隨時注意店面的情況及兼顧店內消費的客人，我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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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行長時間的訪談，或許也礙於問卷選項限制，商家不能正確地傳達他所想表達

的訊息，由於以上因素限制，我們希望以增加受訪商家的數量及問卷選項的多樣性

以提供更加多元的選擇，來將誤差降至最低。由另一方面來說，本次研究是由商家

的立場及角度來分析聚集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及利與弊，相對忽略了消費者的觀點及

不同的消費意願產生的原因，畢竟經濟市場是不斷變動的，不論是消費者或商家其

中一方改變了其消費或銷售的行為模式及觀點，都可能為自由的經濟市場帶來變

動，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曾說市場上的供應及需求是由「一隻無形的手」所控

制，消費者和供給者之間會取得平衡，使彼此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在變動頻繁的

現代社會，不管是科技技術、流行文化形成、經濟變動、產業結構乃至於知識的更

新，我們每天迎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革新，我們期許自己能有迎接挑戰的勇氣、敏

銳的觀察能力迎向變遷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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