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投稿類別：商業類 

 

 

 

 

 

 

 

 

 

 

 

篇名： 

以甲文青茶飲為起點，探討逢甲商圈近五年的變化與更迭 

 

 

 

 

 

 

作者： 

王以婕。私立曉明女中。高二乙班 

詹又嵐。私立曉明女中。高二丙班 

 

 

 

 

 

 

 

 

指導老師： 

官淑雲老師 

吳俞萱老師 

 

 

 

 

 



 以甲文青茶飲為起點，探討逢甲商圈近五年的變化與更迭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筆者於端午連假時期再訪許久未見的逢甲商圈，欲回憶繁盛的逢甲光景，經實地走訪

後，卻發現其早已不同於兒時中磨頂放踵、以創新出名的商圈樣貌。我們困惑於為何黃金

角店貼滿「租」字？本應人來人往的碧根廣場也不若以往。如今的逢甲商圈在台灣夜市中

雖依然榜上有名，然而攤開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的研究數據，不難發現其有榮景不

再的趨勢。因此，本研究藉此機會探討逢甲商圈近期的變化與更迭，並嘗試提出改善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逢甲商圈營運現況並了解其背後原因。 

（二）分析政府和民間團體之因應作為帶來的影響。 

（三）提出改善逢甲商圈現況之方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蒐集書籍、雜誌、網路與官方相關資料，進行歸納與統整。 

（二）問卷調查法：藉由 Google 表單發放問卷，再依據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研究。 

（三）訪談法：訪問逢甲商店街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甲文青茶飲創辦人王朝藝對逢甲

商圈沒落的看法，並將訪談結果加以分析。王朝藝，甲文青茶飲創辦人，現任逢

甲商圈文化協會理事長，曾任 2005 年到 2016 年（2020 年復職）台中市逢甲商店

街管理委員會主委、台中市商店街發展協會理事長、台中市政府商圈評議委員。 

（四）SWOT 分析法：透過相關資料的整理，分析台中市政府和民間因應作法的優勢 

（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五）田野調查法：實地訪查逢甲商圈，探訪當地取得關鍵資訊。 

 

貳、正文 

 

  2018 年由一群喜愛文創的藝術青年創立的「甲文青」，是一個以台灣青茶為主線發跡的

茶飲集團，品牌核心價值是創造全新飲品質感，多樣的創新，讓飲茶不再具有年齡感。而筆

者選擇以甲文青為研究素材，乃因在大環境不佳的條件下周圍店家沒落，甲文青卻能在位於

逢甲商圈的黃金店面（逢甲路與福星路交叉口的角間）屹立不搖，客源往來絡繹不絕，因此

欲探討其經營模式，期望以此作為改善商圈營運狀況的優良範本。另外，研究者欲了解自 2016

政黨輪替、高收益後逐年下滑至 2020 年五年期間，對於逢甲商圈的衝擊與改變。兼且採訪之

對象王朝藝，曾任 2005 年到 2016 年（2020 年 4 月再度任職）台中市逢甲商店街管理委員會

主委，故能比較此期間與 2016 年至 2020 年間之異同及提出改善方針之成效。 

 

一、逢甲商圈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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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來 

 

  逢甲商圈早期位於台中市郊較偏遠區域，由許多眷村組成，繁榮的轉捩點為 1963 年

逢甲工商學院（今逢甲大學）從舊址遷移到此地，帶來大量學生人潮；之後由於眷村市集

展延、攤販聚集，以及鄰近中山高中港交流道與中彰快速道路，消費人口及觀光旅客大量

增加，由原先的文華路夜市逐漸擴大規模成今日我們所見之逢甲商圈。 

 

（二）興盛時期營業額 

 

  根據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對於逢甲商圈調查的報告顯示，從 2007 開始進行逢

甲商圈發展調查以來，除了 2008 年、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危機，使整體商機分別約在 95.6

億元及 87 億元外，之後從 2013 年到 2014 年間，便從 92.4 億元一路攀升至 109.7 億元，

在 2014 年首次破百億，商圈整體消費商機高達 101.3 億元，此後皆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上。 

 

（三）現況 

 

  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從 2008 年開始進行逢甲商圈發展調查，至今已有 13 年

歷史。2017 年始，觀光客群的結構變化、整體經濟局勢不穩等因素，使整體消費商機下

滑至 93.9 億元，跌至 2009 年金融海嘯約 87 億的水平，2018 年則跌至約 85.0 億元，創 11

年來最低，2019 年甚至跌到僅剩約 73.8 億元。如圖二、圖三。 

 

 

圖一：逢甲商圈 2013 至 2019 年商機趨勢 圖二：逢甲商圈 2008 年至 2019 年人潮趨勢

（圖一、圖二資料來源：許俊揚（2020）。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 2019 年逢甲

商圈調查分析結果出爐。2020 年 8 月 23 日，取自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activity/287381.html） 

 

二、商圈變化原因 

 

  以下將根據逢甲商圈的實地走訪結果和文獻資料、問卷探討來分析逢甲商圈近五年變

化的主要因素： 

 

（一）景氣不佳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activity/287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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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均消費力低 

 

  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召集人李燊銘教授（2018）指出，觀察從 2013 年至

2018 年間調查報告，國際客的占比只在約 1.5％到 3％之間徘徊，並無明顯上升的漲

幅傾向（蘇孟娟，2019）。逢甲遊客約有 8、9 成是以大台中包括雲嘉到苗栗的遊客為

主，且仍以台中市在地消費者為大宗，因此整體遊客數與消費力下降，推估應是台灣

本國經濟大環境所致。另外，逢甲商圈人潮又以學生族群為主，消費力不強，讓價位

偏高的商家，無法順利打入此市場。 

 

2、低薪效應 

 

  娃娃機氾濫逢甲街頭是台灣人低薪最佳的寫照。會轉而追求用銅板就能得到的小

確幸，肇因於長期的「低薪」導致不敢大額消費。而「內需型經濟衰退」導致年輕人

對社會與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受限於經濟條件，薪資便無法快速成長。想多賺一點，

就只能兼差打零工，獲得額外收入，而經營娃娃機恰好符合此種獲利方式，青年也因

為台主身份，擁有創業家的經驗，其因此成為台灣年輕人在既有環境下的創業選擇 

（彭子珊，2015）。經營無人機店鋪毋須聘請員工，大大減少人力成本支出，也反映出

逢甲商圈租金高昂，一般商家無法生存而漸漸退場的問題。 

 

（二）政府政策 

 

  根據逢甲大學統計行銷研究小組（2008-2019）連續 12 年對於逢甲商圈調查的報告

中顯示，中國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旅遊，創造龐大經濟產值；觀光人數從 2009 年的 400

萬人到 103 年 991 萬人，成長超過兩倍，外匯收入突破歷史紀錄到達 4438 億元，造成

台灣旅遊業熱潮。然而，2016 年蔡政府執政後，相關對大陸地區人民旅遊限制政策使

陸客逐漸減少，帶給台灣直接且強大的衝擊，各大產業無一不受波及。 

 

1、新南向政策 

 

  根據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末推出的新南向政策，其目的為希望能以來自東南亞

之觀光人潮填補陸客減少的空缺。然而，比較東南亞及大陸地區觀光客的消費行為，

相關資料如圖三顯示，以遊客人數最高峰的 2015 年為例，新南向 18 國來台遊客總人

數只比中國高出大約 160 萬人次。然而每個國家習性不同，旅遊型態差異相當大，陸

客習慣透過旅行團，且停留時間較長，會大量購買高單價產品，消費型態以一條龍方

式串聯，迅速且大量累積消費金額；反觀東南亞各國，喜歡特色景點與住宿，選擇一

般商務旅館，且停留時間較短，消費偏好較低價的紀念品及民生產品等小額消費，故

新南向政策後仍無法填補陸客的消費缺口（蘇影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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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2～107 年新南向 18 國與中國遊客數比較 

（圖三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實驗室，2020 年 8 月 24 日，取自

https://reurl.cc/ldemg6） 

 

（三）租金高昂 

 

  逢甲商圈遊客服務中心主任委員王朝藝（2020）在訪談中指出，「逢甲大學門口有店

舖超過一年仍租不出去，大部分是因為租金問題，房東不願意降價」；昔景氣好，租金是

房東說的算，逢甲商圈店舖還是一位難求，但近兩年（2019-2020 年）來「商圈租金有很明

顯下滑的趨勢，最近很多店鋪出租，價格已出現在一坪 3 千到 8 萬之間，等同是租金銳減

三成。」（王朝藝，2020）筆者於 2020 年 7 月 17 日實際走訪逢甲商圈後也發現，現在連最

有指標性的逢甲路和文華路，至少都有五間以上閒置了 3 個月以上未租出去的店鋪。租金

高昂後續可能導致商家無法負擔高額租金而無法生存；再者，商家也可能為了支付高昂租

金，刻意壓低貨品成本，使品質與服務跟著降低，導致最後顧客不買單。 

 

圖四：與逢甲主委王朝藝之合照  圖五：逢甲商圈實地訪查待租店鋪 

             （圖四、圖五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四）夜市商品同質性高 

 

      根據訪談內容，王朝藝認為台灣觀光產業趨於一致，夜市販賣的商品高度雷同，逢甲

亦未能倖免。原先逢甲主打年輕客群和創意美食，而今卻因電商崛起及觀光客減少，導致

逢甲漸失其優勢。且統計專題逢甲商圈研究網（2016 年）也指出「商圈的成立在於消費者

的認知；他們認為商圈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名聲且商品具多樣化。」由此可知，當一個商

https://reurl.cc/ldem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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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販賣的商品和其他商圈重複性太高時，就容易失去它原本應有的特色和人潮，消費者也

會因其同質性太高而減少光顧次數。商家一窩蜂販賣時下流行，沒有記憶點就容易被取代；

這也是台灣夜市目前無法避免的一致現況（鄭兆倫, 朱浩, 謝佩玲，2015）。 

 

    （五） 商業模式改變 

  

1、宅經濟崛起 

 

  宅經濟又稱做「閒人經濟」，主要是以顧客便利性為考量，加上網路資源進步而

興起的居家消費模式。近年來，網路普及化，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針對 12 歲以上民眾的調查，近四年個人上網的人口比例維持在八成以上。

而網路的迅速發展以及行動科技的進步，也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型態。這三年來被廣

泛討論的店商平台蝦皮購物、foodpanda 以及 Uber Eats 等，正是宅經濟下的產物（李芳

齡，2016）。 

 

  在訪談中問及外送服務和電商平台興起的問題時，王朝藝也提到甲文青茶飲因為

有跟著時代風向走、不斷推陳出新，且因飲料方便外送的特性，可輕易搭上外送平台

這班車，故影響不大，在後疫時期甚至還增加三家加盟店的簽約；然而觀察逢甲周邊

商家，某些形式較難跟上外送熱潮的店家可能就很難避開宅經濟帶來的衝擊了。 

 

2、商家經營模式僵化 

 

  逢甲商圈消費者多為學生族群，因此經營業種多以年輕潮流商品為主；但其性質

上仍屬於觀光型態商圈，營收來源高度依賴觀光客。自 2016 年兩岸關係緊張開始，陸

客來台比率持續下跌；近期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觀光客人數再度銳減。2020 年 3 月

20 日逢甲商圈遊客服務中心主任委員王朝藝表示：「商圈的餐飲業者還可以透過外送

平台來支撐生計，但其他服飾店家等，失去人潮商機後，歇業的也大有人在。」 

 

  逢甲商圈的商業模式一直以來都是以配合觀光景點的營業型態為主。但稍高的觀

光景點價格，吸引不到現今消費力普遍不高的台灣居民；以及長期飆漲的巨額租金也

使攤商負荷不堪而紛紛歇業，或面臨觀光人次下降而被迫轉型。 

 

  （六）他山之石：日本商店街的社交屬性 

 

  在地業者對於逢甲商圈經濟狀況逐漸下滑提出看法中指出，在商圈具代表性的屋台街、

碧根廣場因產權問題，產權不能統合加上缺乏統一經營概念，因此失去群聚效應的優勢。

其他又如攤位街景都缺乏整體設計，較難走出特色，也是另一個令人覺得可惜的地方。 

 

  反觀日本，其商店街有鮮明的特色，店家高度集中且多元化，熱鬧的氣氛和設計完善

的建築構造，提供給消費者們舒適的休閒空間。獨一無二的商店街文化也吸引國內外旅客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4%AD%E5%85%86%E5%80%A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C%B1%E6%B5%A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C%9D%E4%BD%A9%E7%8E%B2/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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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相拜訪，如：大阪心齋橋、京都錦市場都值得台灣仿效學習。除此之外，日本商店街的

重要構成要件含有「社交屬性」，其所特有的交流、社區意識及人情溫暖都是自動化的大

型商場無法取代的。逢甲商圈甚或台灣若能好好學習善用這點，發揮大型商場所缺乏的優

勢，必能帶領台灣商店街走向下一個高峰。 

 

三、SWOT 分析台中市政府與民間因應作為 

 

面對整體人潮減少的逢甲商圈，台中市政府及民間團體也主動施行相關的應對措施，用以

改善目前的情況。研究將以 2015 年後所規劃的三個應對措施為例，並以 SWOT 分析法以及與逢

甲商圈主委王朝藝的訪談結果進行統整和分析，藉此了解逢甲商圈近年的營運現況。 

 

表二：SWOT 分析台中市政府與民間因應作為 

 文華路拓寬 台中商圈消費券 遊客服務中心 

主導者 政府和民間（逢甲大學） 政府 民間（王朝藝） 

內容 

簡述 

  台中市政府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時完成西屯區

12M-164 號（文華路）計畫

道路拓寬工程。此計畫是由

台中市政府編列 483.5 萬元

預算，將道路延長至約 100

公尺、寬度拓寬至 12 公尺

的計畫。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緣

故，台中市政府發放共 22

萬份台中商圈消費券，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為止，台中市

民只要在台中市立案輔導

的各大商圈店家（如一中商

圈、繼光街商圈、逢甲商圈

等）消費滿 200 元，即可獲

得 20 元商圈消費券。 

  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

十一時至晚上十一時，全年

無休。提供免費網路、手機

充電、化妝室及兌換外幣等

服務。 

目的 促進逢甲商圈的發展 
  帶動商圈店家經濟及

客群回流 
恢復逢甲昔日光景 

訪談 

王朝藝 

結果 

  逢甲大學非常慷慨解

囊，至於拆除費用店家得自

行吸收這部分，因為那些攤

商本來就屬違法擺攤營業，

故將之移往他處屬合情合

理。 

 

  受益其實是人民，對中

小型企業幫助不大，因面額

很大（一張二百元起跳），

照正常情況，消費者不會帶

著價值相對高的振興卷進

入逢甲這樣的商店街進行

消費，故此政策實為圖利財

團。  

  逢甲商圈受到台灣整

體大環境景氣不佳、陸客減

少導致遊客消費力下滑影

響，2016年度營業額跌破百

億元，他憂心逢甲商圈會逐

漸沒落，因此集資六百萬

元，和有志人士共同成立遊

客服務中心，希望能夠再創

昔日榮耀。 

優勢 S 

  文華路是逢甲最熱鬧

的街道之一，拓寬能增加

顧客飽和度。 

  吸引顧客在品牌間的

購買轉換，從而帶來特定

產品類的增值。 

  提供第一手資訊。 

劣勢 W   原本在逢甲大學圍牆 1.宣傳太少，知名度與使用 1.位置太過隱密（三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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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四、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一）問卷內容 

 

     在本次的研究中，我們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並且針對結果做數據統計，並詳細敘述情

形。本研究總計回收 349 則 Google 表單問卷，以下是問卷填答者之基本資料與分析的結果。 

 

（二）問卷結果分析 

 

1. 填答者之基本資料 

 

  如圖六，根據調查結果得知，去過逢甲

商圈與否並無年齡上的限制；但因 20 歲以

上的人比較有機會經歷過逢甲的繁榮時期，

故此次問卷採樣年齡主要以 20 歲以上為

主，共佔 96.6%。 

（圖六：填答者年齡）  

 

2. 填答者到逢甲的目的及消費項目 

0 20 40 60

20歲以下

30-40歲

50-60歲

您的年齡位於

邊的攤商被迫遷離。 度不高。 

2.使用期限太短，流通度

低。 

易被發現。 

2.設備老舊。 

機會 O 

1.不喜擁擠的顧客更有慾

望進入此區域購物。 

2.空間更大能容納更多顧

客進入。 

1.提供市民誘因去各大商

圈消費，促進商業繁榮。 

2.掩蓋產品可能長期降價

的訊息，利於品牌形象的

維持。 

1,兌換外幣服務吸引觀光

客與外籍工作者。 

2.化妝室、免費網路和手機

充電服務提供旅客一個

良好的休息環境。 

威脅 T 

  逢甲商圈人潮不如以

往後，文華街顯得更加空

曠。 

1.回饋少，對消費者來說誘

因不高。 

2.商家會因為不方便而拒

絕配合使用消費券。 

1.觀光客和遊客逐年減少。 

2.台灣人普遍依賴網路搜

尋系統，間接導致服務中

心使用率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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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逢甲商圈這幾年來遊客數有無減少的趨勢

是 否
0 20 40 60 80

夜市商品同質性高

景氣差導致人均消費力低

區域內未進行完善規劃

逛商圈已不符合時代潮流

政治因素(如陸客減少)

停車困難

您認為人潮減少的原因可能為

  

（圖七：到逢甲的目的） （圖八：消費項目分佈） 

  如圖七，有 60.9%的人到逢甲的目的是吃美食，40.8%的人是購物，觀光只佔 9.5%；

根據圖八，大部分人來逢甲的消費項目為餐飲小吃以及潮流服飾，分別為 91.1%及 40.9%。

由此推測逢甲的商圈組成主要是以餐飲小吃以及潮流服飾為大宗。 

 

3. 逢甲商圈近幾年變化調查 

 

 

（圖九：人潮變化） （圖十：人潮減少可能原因） 

  由圖九可知，82.1%的填答者認為逢甲和以往相比有遊客減少的趨勢；可見逢甲商圈

較無以往熱鬧。接續上文，如圖十，受訪者認為人潮減少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夜市商品同

質性高，一共佔了 64.9%；景氣差導致人均消費力低和區域內未進行完善的統籌與規劃

也佔了約 40%左右。其餘還有 33.3%的受訪者認為是政治因素導致。故可推斷現今消費

型態的轉變導致消費者逐漸厭倦相同的運作模式，商圈轉型也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    

4. 逢甲商圈人潮減少程度及運作模式需改善部分 

  

（圖十一：逢甲商圈人潮減少程度） （圖十二：運作模式需改善部分） 

  如圖十一，將長條圖區分為對沒落程度最無感的 0 到對沒落程度最無感的 5，問卷

結果顯示有 40%的受訪者認為逢甲的沒落程度有 3，且認為沒落程度為 3 到 5 的受訪者

共占 71.2%。如圖十二，占比最高前二名為租金高昂與商品同質性高且無創新性，分別為

56.8%及 79.9%。其餘的交通便利性、價格合理性等佔比較零星。 

0 20 40 60 80

閒來無事

來買東西

來吃東西

參加特定活動

觀光

其他

請問您到逢甲商圈的目的

0 20 40 60 80 100

餐飲小吃

電子配備

潮流服飾

美容美妝

文創小舖

旅館

請問您到逢甲商圈的消費項目

0

20

40

程度0 程度1 程度2 程度3 程度4 程度5

逢甲商圈和以前相比沒落程度

(程度5為最有感)

0 20 40 60 80 100

租金高昂

商品同質性高

停車問題

您認為目前逢甲商圈的運作模式有哪些

須改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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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結論 

 

一、研究結果 

 

  2000 年代時期，逢甲商圈的主要客群為學生族群，逢甲也以販賣當代最流行的時尚單品

和創新美食吸引消費者。2010 年後，陸客大量來台，其高消費力為逢甲商圈注入一番新的氣

象，逢甲也漸漸轉變成以吸引觀光為主的經營模式，整體年收入也在 2014 年達到新的巔峰。

不料，2015 年底年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迅速惡化，中國團體客被限制來台觀光旅遊。一瞬

間失去大量客群的逢甲商家未能及時轉型成功，在面對新興商業模式（例如：電商、外送平

台）的衝擊下，加上只漲不降的高額房租，店家只得調高商品價格來維持收入。但稍高的觀

光景點價格，吸引不到現今消費力普遍不高的台灣居民，商家入不敷出，最終只好被迫歇業。

根據逢甲商圈的實際走訪結果、商圈主委的訪談，以及文獻資料分析，研究者認為造成逢甲

近幾年的變化主因除了環境普遍景氣差導致消費能力降低外，新政府執政後政策改變帶來的

衝擊、令店家退卻的高昂租金，還有台灣商圈皆面臨的同質性過高等問題，都一再顯示出逢

甲商圈人潮減少的跡象。上述原因也在研究者發放共計 349 份線上問卷中被證實，且占有相

當多的比例，可見逢甲商圈的沒落並非一己之見。 

 

二、建議 

 

  經過統整小論文研究分析成果，以及逢甲商圈主委王朝藝先生在訪談中提及的改善方針，

研究者針對逢甲商圈目前經營狀況及其前景發展，提出以下幾點改善建議，期望能使逢甲商

圈發展更加蓬勃、再創繁榮奇蹟。 

 

（一）建立特色帶風向 

 

  推出之產品須具特色、行銷手法須創新，並塑造服務與商品品質差異性，才能使品

牌在消費者眼中脫穎而出。商家可以建立標誌性的品牌特色，並利用網際網路推廣、推

出獨家商品等方式，使之成為消費者心中的愛用商家。如同王朝藝先生所創立的茶飲品

牌——甲文青，結合文青主題並運用巧思發想創意口號（如：跟著文青去旅行）且善用

傳播媒體，如：加入 line app、架設文青風格網站，也販賣其他茶飲店沒有的半熟檸檬青，

成功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二）投其所好，了解並滿足消費族群需求 

 

  逢甲商圈曾舉辦逢甲鬼節、角色扮演、提供給毛小孩飼養者的特別活動。若能積極

探查各消費族群（年齡層、性別、興趣等作區別）之喜好，不但能了解該生產何種產品

及如何生產，也能藉此舉辦相關活動，增加消費者前來商圈之動機及慾望。如：為使年

輕消費者買單，邀集青少年所推崇的網紅進行宣傳活動。 

 

（三）跟著政策走、推陳出新求新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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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和政策改變了逢甲商圈消費模式及客群。以後者舉例，台灣市場早期從陸客客

源得到龐大利潤，專為其開立的商家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如：大型藥妝店。如今政策轉

變，專為陸客開設的店家因此難以生存。故研究者認為新開的商家必先跟上經濟市場，

研究市場風向並配合政府政策，再協調改善方式，與政府共同合作推出符合現況市場供

需的產品及服務。 

 

（四）改善精華區段租金高昂問題 

 

  面對逢甲商圈租金居高不下 的問題，王朝藝主委在訪談中表示，是否調漲租金為房

東之個人主義，為個人意志驅使，旁人無法直接介入。但仍可在當精華區萎縮的時候，

意即該區租金居高居不下，且租客商家無法承擔時，將之由精華區轉移至精華區與商圈

外圍交界區經營，原先的商圈外圍便可能因競爭力與需求變小而調降租金，進而有效改

善此問題。 

 

（五）同質性高、無特色商品問題之改善 

 

  研究者將一商圈的消費者對象粗分為三類：外國、外地（不同縣市）、本地。重點

在於如何增加商圈吸引力，使消費者對此商圈產生好奇心。要吸引外縣市客群，必須做

出在地特色規劃；要維持甚至增加本地客源，則須嚴加控管品質，並在切中消費者需求

的條件內力求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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