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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個好生意



文化是甚麼

文化是一種 生活方式

文化是代代累積沉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過年發紅包 Trick or Treat



文化產業

「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的形式與運用，具有
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昇的行業」

文化產業的定義

產業範疇

文建會 視覺設計、音樂與表演藝術、工藝、展演設施(如博物館)

新聞局 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含平面與唱片出版)

經濟部 工業設計、品牌時尚設計(服裝設計)、商業設計(廣告)、
建築設計、數位休閒娛樂、創意生活。



文化產業發展現況

1. 2001年文化創意產業產值為4,400億元

2. 2004年文化創意產業產值為5,500億元

國 家 產值占ＧＤＰ比重 就業人口比重

台 灣 ( 2004 ) 2.85 1.75

美 國 ( 2002 ) 5.98 4.02

英 國 ( 2003 ) 5.00 4.43

韓 國 ( 2003 ) 5.43 2.06

澳 洲 ( 2000 ) 3.30 3.80

紐西蘭 ( 2000 ) 1.70 3.50

香 港 ( 2001 ) 3.44 4.10

文化創意產業之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 文建會



文化創意產品的價值因素

• 原創性：產品的新穎設計、結構或概念

• 價值感：表達程度具理解性及效果，能刺激消費者的

視覺或情感

• 整體性：具備原創與價值

範例: 琉園(tittot)

• 原創性：領先性、稀有性、獨特性

• 價值感：文化性、時尚性、價值性、意義性

• 整體性





文化創意的實例說明

„電影悲情城市造就九份的觀光



以影視為代表的文化產業成為韓國經濟的重要支點。
韓國影視在國內市場取得成功後，即著眼海外市場，
推廣韓國文化，獲取經濟收益，並迅速打開了海外市
場。

據統計，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經在世界市場上占
到3.5%的份額，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

據拍攝《大長今》的韓國文化放送電視臺介紹，
他們出口影視劇作品時，不僅局限在一次性收益
上，而是通過各種途徑，獲取二次甚至多次收益，
逐步形成以影視劇為龍頭，包括旅遊、文化產業
在內的一條“商業鏈”。

在《大長今》的示範效應下，今年到韓國的遊客
人數增加了15%以上。

文化產業實例說明



阿里山茶文化價值創意產品

創造力三要素 具體的表現

原創性 專業性 阿里山特有之高山茶

獨特性 台灣的創作音樂

價值感 文化性 台灣的文化表現

現代性 用新穎的包裝設計吸引年青的市場

意義性 阿里山的視覺、味覺與聽覺的組合

整體感 透過產品表達對台灣的情感



茶與音樂



產業現況

天仁茗茶 風潮唱片

•2006年茶葉內銷市場約100億
(不含茶飲料)

•天仁市佔率10 %

•2006年天仁業務營業比重

產品 比重%

茶葉 68.9%

茶具 2.09%

餐飲 20.14%

其他 8.87%

合計 100.00

•2006年實體唱片市場約40億

•風潮市佔率約5%

•非主流音樂市場約6億

•風潮市佔率約35%

•自行製作的音樂佔業務比重
約80%



天仁 vs. 風潮

• 1961年成立第一家天仁茗茶

• 眼看他高樓塌了

• 再見他起高樓

• 重登茶業霸主

• 找到生命中永不被擊敗的點
• 夢想的三輪車
• 櫻花雨

風潮唱片與楊錦聰天仁茗茶 華人茶王─李瑞河



經營理念

„音樂榮耀我們的生命

„不變的音樂堅持在風潮

„風潮音樂，感動全世界

風潮唱片天仁茗茶

„天然

„健康

„人情味



天仁茶世界

„天仁茗茶

„天仁喫茶趣

„天福茗茶

„天仁茶文化館

„陸羽茶藝中心

„財團法人天仁茶藝文化基金會

„天福茶博物院

„天福茶學院



發現台灣的聲音

„聽見大自然

„馬修連恩系列

„台灣囝仔歌系列

„台灣原住民音樂

„客家音樂

„…



行銷據點與市場分析

• 全省超過100個行銷據點

• 參予各種展覽的展銷活動

• 美國分公司

• 產品經銷馬來西亞、德國、
澳洲….

• 網路試聽與銷售

天仁茗茶 風潮唱片

• 海內外直營及加盟店共136家

• 全球加盟：紐約天仁；馬里蘭天仁；
洛杉磯天仁；舊金山天仁；馬來西
亞天仁；澳大利亞天仁；Uncle 

Lees Tea；名古屋天仁喫茶趣….共
58家

• 大陸天福茗茶超過720家直營連鎖
店

• 天仁購物網



品牌異業合作–天仁 + 風潮



異業合作目標

1加1大於2
目的吸引及強化客戶忠誠利潤增加

茶產業+音樂產業

品牌價值結合與形象提昇

強化臺灣茶品牌價值
的國家代表性

音樂與生活的結合

創意文化產業



銷售「美好體驗」

•飲茶不只是飲茶。
•可享受台灣茶香與音樂的「好所在」。
•行銷「感覺」。
•銷售好茶與音樂

文化觸動心靈，感動產生價值

銷售體驗



目標客群的結合

一、國內客群：

(消費能力強+對新事物的接受度高+對生活品味的要求)

目標「喝茶族」與「自然音樂」愛好者

二、國外客群：觀光客、海外華人



產品選擇的第一步 : 就是這個味

台灣茶：阿里山高山茶

台灣樂：台灣的聲音、自然音樂、心靈音樂

就是這個味

台灣味 ! !



創意合作案



台灣茶

台灣是世界上最大的半發酵茶產區， 150 年前
Formosa Oolong Tea 即暢銷全世界，「椪風茶」還被
英國女皇御賜「東方美人」的名號。

台灣各茶區的特色茶共有 40 多種，從北部的文山
包種茶到最南端的屏東港口茶，每一種茶有其特殊的
口感與茶香。台灣茶的種植與製作，堪稱世界一流。

台灣可產製綠茶、包種茶、烏龍茶和紅茶等…



台灣茶葉及其製品進出口資料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進口 (公噸)

進口 (k USD)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出口 (噸)

出口  (k USD)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委會



台灣茶葉進出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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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茶葉主要出口國家
(2006/11~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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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茶葉主要進口國家
(2006/11~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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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 (公噸) 進口 (k USD) 

越　南 18636 19814

中國大陸 3249 5560

斯里蘭卡 1597 3791

印　尼 861 1941

泰　國 431 713

以紅茶為主

以綠茶, 紅茶為主

以普洱茶為主

以紅茶為主

以部分發酵茶為主



行銷提案

„行銷目標 – 純淨 幸福 生活

–體驗

„Lifestyle & Experience 

„氣氛+茶具+茶葉+音樂+風景+生態

–組合式創意商品

„代表國家印象的文化禮品

„伴手一份禮 心意傳千里



Awareness -> Knowledge -> Linking -> Preference -> Conviction -> Purchase

知曉 ->       了解 ->     喜愛 ->      偏好 ->      信服 ->     購買

傳播目標



知曉 -> 了解 -> 喜愛: 把餅做大

„文化產業的推廣

„茶知識的傳遞

„台灣特有茶文化推廣

„紀錄片、旅遊景點節目、
電影的播放



茶業發展推廣方向

„穩定的品質與包裝

–鑑證制度與方法

„阿里山高山茶 vs. 阿里山種植生產的高山茶?

„重金屬, 農藥殘留?

„茶葉市場的秩序

–批發 vs. 零售

–茶葉包裝與標示

–茶葉產地 vs. 茶葉通路

„茶葉質量的提升

„茶文化



新茶文化趨勢?
• 休閒, 輕鬆

– 西方花果茶, 日本綠茶, 英式下午茶/紅茶
– 茶葉星巴克, 新式茶主題茶館

• 傳統茶業市場的創新, 新式行銷
– 網路, 宅配 …

• 文化觀光搭台, 經濟唱戲 – 茶文化與商業結合
– 電視電影

• 以科技為現代茶文化的推手
– 聲光音效, 現代電子設備

•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 活動與產品,市場需要什麼, 就生產什麼

• 以民族文化為內涵
– 仿古格局, 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 民族音樂



什麼是好茶?

„ 一般評茶項目大致可分為外觀(形狀、色澤) 、湯質(水色、香氣、
滋味)及葉底等

„ 識別:

–標明茶葉原產地

–推動茶葉生產履歷

–建立茶葉標章制度

„ 與行政院農委會, 農糧局合作, 杜絕仿冒茶

–建立台灣茶樹品種的DNA圖譜資料庫

–建立台灣各茶產區茶葉的微量元素、兒茶素類含量等化學成
分, 藉此判別原產地

–優良品牌信譽的製茶廠或茶農的公佈

–茶葉鑑定技術的研發



範例:以科技設計為推手

咖啡融入汽車美學，BMW操刀Starbucks Sirena咖啡機設計



範例:以文化設計為推手

法藍瓷與國立故宮博物院
再度攜手合作，以瓷器重
新詮釋故宮典藏名畫，推
出法藍瓷故宮系列---「櫻
桃嬉春」作品。

法藍瓷再度以關懷鄉土之情為
主題，推出「八色鳥系列」。
八色鳥是亞洲瀕臨絕種的鳥類，
而台灣地區的八色鳥數量居亞
洲之冠，是台灣大自然最重要
的寶藏之一。



傳統再出發



偏好 ->  信服 -> 購買: 休閒放輕鬆
Lifestyle & Experience

• 目的:享受輕鬆喝茶聽音樂的愉悅

• 開設

– 主題餐廳,茶館

– 庭園景觀餐廳,茶館

– 主題音樂會

– 休閒觀光茶園

• 透過媒體以旅遊景點節目、電影電視介紹來增加知名度



範例: 文化與商業結合



茶的五境之美 - 茶葉 茶水 火候 茶具 環境

文化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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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茶 - 齊白石

茶具 - 齊白石

談茶事 發現新鮮事

喝茶也可以很輕鬆



就是這個味

• 造國家專屬的情感，代表國家印象的文化禮品

– 阿里山系列 - 高山茶 + 音樂 + 風景

• 活動概念

– 可以帶回家的視覺, 味覺, 聽覺享受

– 阿里山之旅

– 阿里山仲夏夜音樂會

– 茶的故事/品茗…



阿里山的故事

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探查隊伍在阿里山發現檜木森林。於是此地的拓墾又進

入另一個階段。阿里山從日據時代起就已經是重要的旅遊風景區。七○年代，

觀光旅遊更成為重要的資源。阿里山五奇等豐富而瑰麗的自然景觀，不僅是

國人必遊的景點，也成為海內外知名的旅遊勝地。八○年代，阿里山公路通

車後，阿里山更成為台灣最為熱門的旅遊路線。2001 年，觀光局成立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範圍涵蓋了過去的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周遭瑞里、豐山、太和

等漢人村落，以及鄒族的達邦、山美、茶山等部落，除了拓展阿里山自然風

景和人文風物的內容，同時亦希望藉由更多旅遊景點的開發，讓國人看到阿

里山更多元多樣的風貌  



阿里山是台灣八大觀光旗艦之一



阿里山種植生產的高山茶



阿里山常見的茶文化之一
聊天、 話家常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茶區 

 

 茶區         高度      茶種 

================================================= 

 龍美、隙頂地區    1200      烏龍、金萱 

 石棹地區      1200-1500    珠露、金萱 

 奮起湖地區     1200-1500    珠露、金萱 

 樂野地區       1400      珠露、金萱 

 太和、樟樹湖地區   1200      烏龍、金萱 

 光華地區       1000      烏龍、金萱 

 梅山、太平地區    1000      烏龍、金萱 

 瑞里地區       1200       龍珠 

 達邦、里佳地區    1200       烏龍 

 豐山地區       1000       烏龍 

 山美地區       1000       烏龍 

 茶山地區       1200       烏龍 

 來吉地區       1000       烏龍 



概念
可以帶回家的視覺,味覺,聽覺饗宴

• 視覺(包裝)

– 風景(明信片/照片/書籤/拼圖)

– 景色映象/當地生活(DVD)

– 旅遊書

• 味覺 (嗅覺)

– 阿里山高山茶

– 茶點

• 聽覺

– 自然生態的聲音

– 鄒族音樂

– …



實際商品的結合

„ 產品包裝/產品故事/紀念商品

– 天仁: 開發茶產品

– 風潮: 開發音樂

– 新茶文化的故事



鄒族之歌 與 茶



阿里山風景明信片 與 音樂



櫻花雨 與 茶



阿里山美景DVD 與 茶



“慢 品茶音樂集”與 茶



行銷通路規劃

„體驗
–天仁茗茶博物館
–喫茶趣
–陸羽茶藝
–景觀茶坊/庭園式茶坊
–都市人的休閒茶館

„產品販售
–天仁門市
–網路, 宅配
–飯店, 免稅店, 機場
–博物館
–國家劇院, 音樂廳



結語

文化是個好生意

賺錢是藝術

工作是藝術

好的生意是最好的藝術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