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搖滾音樂演唱會：「Say Yes to Taiwan」在文化行銷中所呈現的諸

種面向，包含了行銷模式分析與音樂的社會功能之文化論述。「Say Yes to Taiwan」

為台灣目前負載公共議題訴求音樂活動之翹楚，不但規模已臻成熟，自2000年以來

每年持續地舉辦也形成了活動自身的歷史，其與政治、社會運動之間的關連性更

是台灣其他流行音樂所缺乏的，故值得作為音樂展演文化分析的對象。依照黃葳

威(2003)對文化行銷所下之定義：「依據國家原生文化的取向設定宗旨任務，而進行

特定族群藝文教育、知識的推廣，及特定族群文化產品與相關服務的提供，以期

達成傳承與交流特定族群文化的理想」我們可知，「Say Yes to Taiwan」以一個不收

費的音樂演唱會藝文活動，來推動台灣主體性理念之活動宗旨，並進行本土搖滾

創作音樂的推廣，以其達到促使年輕群眾關心公共議題的目標等等，的確是符合

文化行銷的定義。同時，藉以分析這個帶有政治理念訴求的「音樂社會運動」，不

難看出其中音樂與政治動員的連帶關係，音樂自此跳脫了純美學討論的範疇，進

而介入了社會與政治的實際運作，音樂以其「創造認同、經驗感情、組織時間」

的獨特社會功能，對於群眾的動員與社會變革產生了可能的影響，因此，藉由對

音樂演唱會活動的文化行銷模式分析為起點，發現活動背後深層的文化意涵，是

本研究的論述方向。 

 

根據Costa and Bamossy在1995年時提出一個關於分析文化行銷的模式，探討國家

原生文化對於文化行銷所可能產生的層級影響，以及多重目標、關鍵決策人士與

多元行銷區塊的文化行銷架構，本研究首先發現，在台灣目前國族認同斷裂、分

歧的現況下，「Say Yes to Taiwan」活動亟欲「再現」一個台灣本土性認同之原生文

化意識實踐，在這個大原則的指導下，對於文化行銷層級所產生的影響：無不以

鞏固台灣主體定位為優先；在任務定位方面，是推動認同台灣、邀請國外樂團參

以期達到影響國際視聽之效，另外並進一步促使年輕族群關心公共議題的討論與

促進地方音樂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繁榮發展；在對藝文教育與知識的態度方面，則

是幫助一般觀眾了解與欣賞台灣的創作音樂，並且鼓勵從台灣本土角度出發進行

的藝術創作；在活動與節目內容、服務相關零售紀念品和行銷的態度上，則是選

擇與認同台灣意識的藝人、企業、組織單位合作；在對所訴求參與觀眾的定位上，

則是鎖定年輕人作為目標群眾，希望將台灣認同的理念、關心公共議題的素養推



廣至年輕人身上。由此可見「認同台灣」的國家原生文化的意識形態實踐對於「Say 

Yes to Taiwan」文化行銷的總體性層級影響。 

 

接著，本研究根據多重目標、關鍵決策人士與多元行銷區塊的文化行銷架構

模式分析發現各區塊的文化行銷特色與矛盾，並分析出多元區塊間彼此的矛盾與

衝突之處，包括：爭取贊助單位資源之經濟目標與推廣本土創作音樂的教育、知

識推廣目標產生了衝突，贊助單位希望邀請主流藝人演出以求取悅大眾，但主辦

單位卻希望維持推廣創作搖滾樂團的教育目的，以及關鍵決策人士之間，由於彼

此的年齡代溝，而有對此一流行文化活動看法不同的角色衝突存在，老一輩的關

鍵決策者心儀古典菁英音樂文化，對於年輕關鍵決策者所力持的流行文化搖滾樂

抱持懷疑態度。至於在關鍵行銷區塊方面，可分為針對觀眾與贊助單位所作的行

銷，又可分為下列細項：年輕搖滾音樂愛好者的核心觀眾、喜愛音樂的一般潛在

觀眾、關心政治議題的潛在觀眾、民間政治團體贊助單位、政府相關部門贊助單

位、企業贊助單位以及媒體贊助單位。而想要在同一個活動中同時攘括年輕搖滾

音樂愛好者的核心觀眾，與喜愛流行音樂的一般潛在觀眾，這兩種在社群本質特

色上相衝突的關鍵行銷區塊，可能會產生活動本質錯亂的危險，於是在年輕搖滾

音樂愛好者的核心觀眾、與喜愛音樂的一般潛在觀眾這兩個關鍵行銷區塊之間，

便產生了潛在相衝突的可能。 

 

於是在SYTT文化行銷模式中所出現的「SWOT」與多元區塊間的衝突，本研究力

求從文化面分析中來為其找出解答與改善建議，包括：應重視評估計畫的重要——

以適於活動組織本身規模與負擔的現場問卷調查，輔以影音、文字記錄來作為評

估計畫研究進行的資料蒐集法，並交由組織內部專職或外部專門人員加以分析；

發展細緻的理性論述——將文字論述重點轉移至對台灣內部的關心和反省，以及

將活動定位由台灣與中國間的「政治」問題提升至反對中國對台灣武力壓迫的「反

戰」問題，以求獲得國際視聽的認同；發展音樂演唱會以外，與本身音樂活動相

關的組織性活動；維護搖滾音樂的品牌識別性；與贊助單位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以培養長久的贊助關係以及發展多元資源來源，其中包括——以影音複製品的販

賣以求增加營收，並選擇適合自身特色，且能動性高的另類媒介作為活動訊息的

宣傳管道；最後一點則是活動焦點往台灣內部轉向與擴展。透過以上建議的提出，

希望能對「Say Yes to Taiwan」的文化行銷分析作出實質的幫助。 

 



在前一部份較為「微觀」的文化行銷模式細部分析之後，本研究最後擬將此

一研究主題放置於「鉅觀」的整體社會、政治結構互動關係中來作文化性的整合

討論，藉以深化文化行銷分析的論述。文中以搖滾樂的「創造認同、經驗感情、

組織時間」的音樂社會功能為起點，以及與群眾「一體」的社群力量，得以成為

群眾發聲的代言媒介，接連分析音樂如何介入政治動員的可能，與發展社會運動

新型態的功能。當然音樂不是革命，也許無法真正實際地去影響政治與社會變革，

但它的次文化社群召喚性卻可輕易地促使我們開始注意並關心公共議題，造成思

想上的質變，尤其是它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其所形成的與論與關心力量，足以對

國家機構施加變革壓力，使國家機構無法輕忽人民心聲，相信這是音樂對於政治

與社會變革的實際實踐作為之所在。搖滾音樂演唱會，諸如此處的「Say Yes to 

Taiwan」，以其號召力激發後續的背負公共議題理念的演唱會活動出現，等於是促

使連續不止的公共領域出現，成為理性對談語言的寄存所，於是搖滾音樂或搖滾

音樂演唱會這種相對另類的媒體，對於推動公共議題理念的文化行銷與傳播功

效，的確是不容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