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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研究者所制定之研究主題，乃是由於本身是韓劇迷，收看眾多韓劇後，發現

其無論是在內容取材、畫面呈現、演員詮釋技巧、配樂的使用、行銷包裝手法等，

都有一定的水準，並不斷地進步，也逐漸建立起一套韓劇的劇情模式。姑且不論

韓劇近年來在亞洲地區國家，甚或遠至埃及、中東等地造成之熱潮，韓劇在台早

已成為不可忽視的重要外來劇種。 

 

然而，作為一位台灣的傳播研究者，我不僅開始反思，韓劇為何能造就如此

成功，其背後是否隱含某種發展的動機？因此，研究者開始探究韓國的廣電生

態、輔助韓劇發展之文化產業政策，與政府所設之相關配套措施、節目特色、創

造的產值與效益等。對韓劇的發展脈絡有相當程度上的了解後，基於一個台灣傳

播研究生的立場，我認為，必須將研究關注焦點，轉回台灣本土電視劇的發展。 

 

   因為，我相信身為一位「台灣」的傳播研究者，對於韓劇不該是一味的欣然

接受，或是一味的反制，而是要去分析他人優點，參考、學習可向之取經的做法，

我相信這是韓劇大舉進入台灣市場後，台灣最需要作的。基於這樣的理念，本研

究以韓劇作為研究導引，然而最終的研究目的，仍是回歸到台灣本土電視劇的發

展與革新上。 

 

   承接以上的論述，本章第一節將詳述研究緣起，以使讀者了解本研究研究動

機所在，再從前述討論中，制定第二節之研究目的，第三節則根據前述內容，擬

定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問題，並依據研究問題，選定適用的研究工具與研究方

法，按照本研究的討論核心，制定出研究架構，最後依照討論程序，發展出研究

流程，明示各章節欲討論的重點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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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韓國，對台灣，甚或亞洲各地來說，曾經是陌生的，雖然與台灣在地理上相

近，在歷史上也同樣屬於漢字文化圈，並共同渡過日本殖民時期，但在過去，國

人對韓國的認知並不深刻，然而仔細觀察現今的流行文化現象即可發現，在亞洲

各地引領流行風潮的，就是韓國，並掀起所謂的「韓流」。 

   

從消費者日常生活中可見的電視劇、電影、網路動畫、線上遊戲、手機電子

消費品等，都可見到韓國產品的蹤影，從韓劇在台灣屢次締造的高收視率，就可

窺知韓劇受歡迎的程度、韓國的 on-line game 吸引許多網路遊戲玩家、韓系手

機也繼歐美各大廠牌之後成為熱門選擇、韓國演藝明星頻頻訪台、媒體另闢篇幅

報導韓國演藝新聞，甚至有所謂「哈韓族」的產生，所以你可能看過「大長今」，

聽過「我的野蠻女友」，也玩過「天堂」。上述此一整套文化包裹式的「韓流風」，

令研究者不禁好奇，韓國的流行文化商品為何在台灣變得如此受歡迎呢？ 

   

不僅韓國的流行文化商品在台灣受歡迎，亞洲各地諸如中國、香港、日本、

新加坡、馬來西亞等亦相繼掀起韓劇熱潮。就台灣的情況而言，現在佔據無線及

有線電視台的主要外來戲劇亦為韓劇，即使每集單價從以往的幾千美金，上漲到

現在一萬美金以上，業者還是搶購，其中又以有線電視頻道中的八大戲劇台及緯

來戲劇台，以經營韓劇為主，韓劇也在這些有線電視的持續引進下，逐步佔據台

灣電視媒體市場。 

 

因此，即便台灣演藝工會曾於 2001 年集結走上街頭，抗議電視台大量播出

外片，使台灣傳播工作者喪失生存空間，又於 2004 年進而要求電視台禁止韓劇

在黃金時段播出，以免失去影視創意文化的競爭力（吳光中，2004），但電視業

者在韓劇不斷締造驚人收視率的現實利益考量下（台視播出的「醫道」、「玻璃鞋」

收視率分別達 2.89、5.82；八大戲劇台播出的「浪漫滿屋」、「大長今」、「背叛

愛情」、「巴黎戀人」收視率達 6.09、5.79、3.81、3.60），韓劇在台的播出數量

並未減少。這使得原本對韓國陌生的觀眾，藉由韓國影視節目展開了異國文化的

想像，開始接受韓國的其他文化商品，也開啟了研究者對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的好

奇。 

 

究竟曾遭受金融風暴重擊的韓國如何從製造導向的國家轉型成功？並如何

藉由韓劇這種文化商品形成的「韓流現象」，帶動其他流行文化產品的出口？其

背後是否有深層的動機存在？而從韓國發展影視產業的經驗中，是否能提供同為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範疇之一的電視產業一些思考方向，以革新我國在戲劇節目產

銷上遭遇的困境，並發展具國際市場價值的文化產品，以創造文化經濟，此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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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的深層動機所在。 

 

本研究以積極看待韓劇進入台灣市場的態度，仔細審視韓劇背後具有的發展

意義，並從韓劇發展的軌跡中獲取經驗，以期提供建議，解決台灣電視產業的深

層問題，而非僅消極地進口韓劇，或是企求電視業者減少進口數量，也唯有藉此，

方能從韓劇身上，淬取值得我國政府及傳播業者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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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港劇、日劇、大陸劇、韓劇等外來節目陸續佔領台灣電視頻道時段可發

現，近年來台灣電視產業一個相當顯著的改變就是頻道數目劇增，但是頻道數目

增加的同時，卻沒有為閱聽人帶來更多元的服務及選擇，反而是業者在成本效益

的考量下，選擇以規避風險的做法、購買及播出外國節目，取代自製節目的高風

險及高成本，從樂觀的角度來看，閱聽人雖可接收來自世界各地的文本，然而若

以批判的角度觀之，就短期來講，將養成閱聽眾收看外片的習慣，並可能被外來

文本涵化，致使本土傳播演藝相關工作者減少工作機會；就長期來看的話，更將

使習於輸入異國節目的電視台，有降低本國影視節目製作能力之虞。 

    

影視娛樂業其實是台灣在科技產業之外，另一個相當具有活力的產業，同時

也是台灣經濟轉型、發產創意內容的重要一角，因為台灣是全亞洲流行音樂及影

視產業的風向球，但台灣卻沒看到自己的價值（吳光中，2004），致使台灣電視

產業似乎扮演播放平台的角色甚於製作。特別的是，台灣近年來出現一相當顯著

的自製戲劇類型，即鄉土劇，這些戲劇展現了台灣本土的草根性，也創造許多工

作機會，但由於品質較為粗糙、集數過長、使用閩南話等因素，致使節目無法廣

泛銷售到海外市場，創造多層次效益。台灣的戲劇節目如果僅供應國內狹小的市

場，則將可能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廣大市場下將失去競爭能力，因為我們沒有可

以拿到國際市場上與他國競爭的產品，更會失去創意內容產銷能力的累積。 

 

  因為意識到文化創意危機將導致台灣逐漸失去國際競爭力，政府大力推展文

化創意產業的生成與培植，在政府規劃的文化創意產業範疇中，電視產業亦列為

其中之一，然而台灣的電視產業處於不甚健全的傳播生態下，傳播政策法規又未

保障國內傳播產業發展、加上業者成本利益的考量、國內廣電市場過於狹小等因

素下，如何為電視產業找到出路，提升我國電視劇節目之產量，並將節目銷售到

海外市場、延長戲劇產品的生命週期，即為本研究亟欲探討之處。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本研究希冀提出對本國戲劇節目產銷革新方

面之建議。此外，有鑑於韓劇近年來在亞洲地區造成收視熱潮，並帶動其他文化

產業的連帶發展。因此，本研究將以文化經濟的理論，剖析文化產業經濟之特質，

以了解文化產品蘊藏之內涵，繼之，探究韓劇的發展軌跡，藉由韓國發展影視文

化產業的經驗，提供台灣業者在戲劇節目產銷上的變革方向及建議，從政策法規

的制定、節目產銷流程的管理、針對國際市場需求，以及與其他相關的整體配套

措施等，規劃出一完善的改革方針。也唯有提升本國戲劇節目自製率，才能將本

國節目外銷，並成功創造文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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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論文的研究目的為： 

 

壹、檢視我國電視劇產銷環境之現況，找出電視劇在產製層面遭遇之困境與難  

  題，以深入了解電視台業者經營電視劇之實際情況。   

 

貳、剖析韓劇發展模式，了解韓國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的經驗，找尋可供我國取

經之處。 

 

參、綜合韓劇的發展經驗，與訪談電視台從業人員的結果，從中找出我國電視   

   劇在產銷方面應實施之變革，並提出具體建議，以創造文化經濟。 

 

我國正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其中之一領域為電視產業，然近年在廣電政策不

明、市場競爭結構不健全、及人才專業素質有待提升等因素下，致使電視產業的

發展面臨諸多弊病與考驗，如何革新我國電視劇，即為本研究希冀能提供建議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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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在以創造文化經濟的前提下，探析台灣電視劇當前面臨之困境，並根

據本土電視劇當今所面臨之環境因素與條件因素，建議應當實施的策略性變革。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首先將從鉅觀的層面，分

析台灣電視劇節目當前所處的產業結構、政府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等，再就節目

本身特色與其創造之文化與經濟效益進行探討。 

 

了解環境因素與條件因素後，再根據這樣的前提，分析如何提升我國自製電

視劇之品質與數量，並加強戲劇節目的出口，以創造文化經濟效益，具體研究問

題如下所示： 

 

壹、台灣電視劇當前面臨的產業結構為何？在產銷層面遭遇到哪些困境與難題？ 

政府針對電視產業發展所訂定之政策與相關配套措施為何？台灣當前主流

電視劇類型為何？節目特色為何？其經濟效益與生命週期表現如何？ 

 

貳、韓劇的產製模式中有何特點，可作為革新我國電視劇之建議：從解析其電視  

  結構、電視節目製播法規、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特色、經濟效益等，發掘韓  

  劇背後發展的動機與成功因素為何。 

 

參、綜合問題壹與問題貳的發現，我國政府與傳播業者，應當實施哪些策略性變  

  革，以提升我國自製電視劇的產量與品質？以及如何促進我國戲劇節目出   

  口？ 

 

肆、綜合以上所述，我國電視劇應實施哪些整體革新以創造文化經濟？ 

 

 

 

 

 

 

 

 

 

 

 

 



 

 7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檢視我國電視劇產銷環境之現況，並找出頻道業者經

營電視劇的做法與遭遇之困境，透過對電視台業者深度訪談的方式，深入了解業

者經營電視劇之實際情況。此外並擷取韓劇發展模式的成功經驗，提供台灣業界

作參考，綜合以上兩者，從中找出我國電視劇在產銷方面應實施之整體變革，提

出具體建議，以創造文化經濟。 

 

  易言之，本研究以台灣電視劇發展作為探討主體，輔以韓國電視劇發展模式

作為參考學習對象，因此，根據上述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將包含台灣與韓國兩部

分。韓劇發展之相關文獻探討，由於限於地理距離因素，及資料可得性的考量，

該部份將以文獻整理與分析的方式處理。 

 

  在分析台灣電視劇當前面臨之環境等部份，將同時以文獻探討、次級資料分

析法與深度訪談三種研究方式進行。次級資料分析法主要針對韓劇發展經驗與韓

劇面臨之環境因素與條件因素等，該部份資料限於語言的因素，多數需要透過韓

國網站方面取得或是從現有資料加以分析。文獻探討的部份則主要針對文化產業

經濟理論的探討，與台灣電視劇與韓國電視劇的比較。此外，為求能深入了解本

土劇產銷現況，該部分將以深度訪談的方式，對負責製播電視劇的電視台業者進

行訪談，以求能深入電視台經營核心，獲得經營現狀資料，與對未來之規劃。在

深度訪談部分，關於訪談問題的擬定、訪談對象的選取、訪談進行的方式、訪談

資料記錄與整理的方式等，將根據第一、二、三章之論述核心，進行規劃與設計，

具體執行過程與方式，將於第四章「訪談設計」論述。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對象 

文獻探討 1 台灣電視劇面臨之環境因素與條件因素 

2 文化產業經濟理論 

次級資料分析 韓劇發展經驗與韓劇面臨之環境因素與條件因素 

深度訪談 製播本土戲劇節目之電視台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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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蒐集 

 

本研究採用深度訪談、文獻探討與次級資料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文獻整理與

次級資料分析的部分，文獻資料蒐集範圍包含論文、書籍、期刊、研討會論文集、

雜誌、報紙、網路、電子報、BBS 韓劇討論版等。藉由多元且廣泛的資料取材，

深入了解台灣與韓國電視劇之差異，並找尋我國可向韓劇取經之處。資料來源包

含台灣、中國、韓國、香港、美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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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推演出研究問題之核心，並以文獻

整理、次級資料分與深度訪談三種研究方式，蒐集相關資料，以觀察並探討電視

劇產業實務面的環境現況與發展條件。在理論架構部分，本研究以文化經濟的角

度論述電視劇作為「文化產品」的內涵，透過對文化產品本質的認識，從文化產

業經濟興起的背景、特質、文化產業投資等面向加以論述。除了理論的探討，本

論文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台灣與韓國電視劇產業環境與發展條件，並希冀能從韓劇

發展經驗中，擷取可供我國自製電視劇改革的部分。 

 

綜合前述三部分的內容，本論文希冀提出台灣電視劇節目提升產品與品質、

以及促進節目出口以創造文化經濟的建議。透過以下研究架構圖 1-1，使本研究

之脈絡更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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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文化經濟之內涵與特質 電視劇具備之文化經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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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提升台灣電視劇產量與品質之建議 

貳、促進電視劇出口之建議 

參、在創造文化經濟前提下，革新台灣電視劇之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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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流程 

   

  第一章的研究緒論詳述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目的、問題、方法、架構等。

承接第一章的論述，在以創造文化經濟為前提下，第二章開始，將介紹文化產業

發展與文化經濟理論相關論述，以對文化經濟有清晰概念，以文化產業興起原

因、文化經濟之特質、文化投資策略等面向掌握文化經濟之特徵，透過對文化產

品特徵之掌握，方能擁有戲劇節目產銷體系實施變革之正確思維。 

 

而為了從韓劇發展經驗上獲得參考，將在第三章中，比較與分析我國與韓國

電視劇的發展概況，透過對電視結構、節目製播相關法規、文化產業政策與配套

措施、節目特色、經濟效益等面向之探討，剖析我國電視劇發展之困境與難題，

並找尋我國可向韓劇取經之處。第四章則為深度訪談研究設計，由於本研究需對

電視從業人員進行訪談，由其提供資訊，了解我國在戲劇節目產銷上面臨之困

境，與業者認為可改變之方向與措施，訪談部份將針對前述章節探討核心，研擬

訪談問題。 

 

第五章則為對電視台業者訪談結果的分析與討論，並綜合對韓劇的分析，藉

由對現狀的探討，找出我國電視台經營戲劇節目之現況與面臨的難題，進而提出

提高我國戲劇節目自製率、及促進戲劇節目外銷之具體建議。第六章首先就與電

視台業者訪談內容作結論，再就以創造文化經濟為前提下，提出我國自製電視劇

整體改革之道，最後並對未來的研究提出建議。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流

程如圖 1-2 所示。 



 

 12
 

第一章、緒論 

緣
起
之
確
立 

研
究
背
景
與 

研
究
動
機
：

立
研
究
方
向 

研
究
目
的
：
確 

第三章、韓國與台灣電視劇產製條件之比較與分析 

了
解
文
化
產
業
背
景 

文
化
產
業
興
起
原
因
： 

文
化
投
資 

文
化
經
濟
特
質 
第二章、文獻探討 

文
核
心
議
題 

研
究
方
法
：
本 

研
究
問
題
與

關
法
規 

電
視
節
目
製
播
相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文
化
產
業
政
策
與

效
益 

文
本
特
色
與
經
濟

提
供
方
式 

電
視
生
態
與
節
目

究
進
行
流
程 

研
究
架
構
：
研 

文
化
經
濟
綜
合
討
論 



 

 13

    

 

  

圖 1-2：研究流程圖 

 

以上為本研究進行之研究順序，後續章節將依此研究流程作相關論述。下一

章節的文獻探討將以文化產業經濟為討論核心，依序將從文化產業之興起因素、

文化經濟特質、文化產業投資等層面探析，並結合韓劇的實際案例，作交互探討，

藉由理論與實務層面的討論，了解文化經濟的本質與特質，並利用此一本質與特

質，提出我國電視劇節目產銷體系應實施之策略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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