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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化經濟是一門相當新穎的領域，經濟學者與文化學者之間對於文化經濟的

理念與價值尚未有完整的共識（張維倫等譯，2003），也尚未建構出一完整且普

遍被認同的基本理論模型。電視劇身為一種文化商品，具有文化經濟之特質，與

一般商品經濟不同。因此，在本章節的理論探討中，將依研究目的需要，剖析文

化產業經濟諸多面向，以文化產業具備的經濟及文化特質，論述戲劇節目如何針

對所具備的文化產品特性，進行產銷方面的變革，以因應創造文化經濟的目的，

並兼論韓國發展影視節目產業的做法，以結合理論與實務的探究，提供具體可行

之建議。 

 

在文獻探討方面，內容包含探究文化產業興起的原因，以便針對其生成條

件，研擬出文化商品具備的內容特質；繼之，探討文化產業的經濟特質，以了解

文化產業與一般產業經濟相異之處；掌握了文化經濟的特點之後，據此特點，擬

定文化投資策略，規劃出適切的市場策略。綜合前述各節的探討，以求了解我國

戲劇節目在產銷方面，應如何針對文化產業經濟之特質，實施適切的策略性變

革，以因應出口海外市場，創造文化經濟的目的。 

 

下節首先討論文化產業興起之背景，透過對文化產業興起因素之了解，了解

人民對於文化產品需求提升的歷史因素與內在因素為何，進而掌握文化產品需求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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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化產業的興起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時代意義，在於當代資本主義產生體質上的變化，使文

化經濟成為主要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興盛，尤其自 1960

年代起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等國家陸續面臨了資本主義發

展的危機（獲利率的下降），導致先前產業結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面臨轉型的

必要，因而出現經濟體制再結構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以文化為核心

的經濟發展模式（劉維公，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 

 

文化產業興起的時代背景，顯示文化產業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結構體制下的

產業經濟發生危機有關，為因應社會轉型的變遷，國家產業經濟體制也必須轉

型，以切合新產業結構的發展。以下為本研究蒐集整理相關文獻後，歸納出文化

產業興起之條件構面。 

 

壹、人民經濟收入增加，需求改變 

   

人民經濟情況獲得提升後，導致需求結構的改變，進而刺激文化產業的發

展。隨著所得的增加，人民的消費重心開始轉向教育、科技、旅遊及各種精神產

品領域移動，人民也愈渴望獲得休閒娛樂，文化商品所創造的經濟價值，獲得長

足的增加。而媒介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無論是電影、電視、音樂、雜誌、網路等，

均扮演提供人民資訊娛樂的休閒功能，因此，在經濟結構改變下，人民消費支出

的層面也從基礎生理需求轉而追求心靈、精神層面的滿足。以中國為例，其近年

來的經濟成長，便讓當地的人民將吃穿類的消費額，轉往教育、娛樂、文化類的

消費額。 

 

  就中國影視市場來說，中國地區依賴台灣的影視節目與偶像明星的輸入，對

我國的綜藝與戲劇節目接受度頗高，輔以台灣與中國在歷史、文化上具有若干共

通性，為其他國家所不能及，如何利用這樣的文化相近優勢，進入眾所覬覦的中

國市場，是未來重要的發展關鍵。 

 

另一方面，由於人民收入增加，花費在文化娛樂領域支出的比重也日益增加

之故，文化消費時間也大幅成長，因此文化消費總量隨之提高，人民對文化產品

的選擇要求變得更繁多。文化產業為了滿足人民日益增長的精神、文化、娛樂需

求，必須持續生產多種類、多層次，多類型的文化產品及服務，才能以多數量、

高質量、多樣化的文化產品（服務）滿足人民的多元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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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這股文化產品需求提升之趨勢，台灣如何在區域市場，甚或全球市場

中佔有一席之地，將視我國有何代表性的產品。以韓國而言，韓劇起飛後，韓國

電影也陸續輸出海外；日本的動畫、漫畫等也成為當地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商

品。除了內容上需具吸引力之外，如何將文化產品做到內容上的去地化、尋找共

通情感元素、以及國際行銷管道的流通，也都將是影響文化產品輸出的關鍵。 

 

  除了上述人民需求結構的改變提升文化產品需求外，各種新式技術不斷地創

新研發，及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的設備，也增加人民消費慾望。然，技術的日新

月異促使內容播出的管道增加，相對的也需要有內容（軟體）的提供。 

 

貳、技術創新 

   

高科技對傳統文化的支配與滲透使文化發展產生變動，文化產業即是在新技

術與文化兩相結合下加速萌發，從二十世紀開始，廣播電視電影、網路傳輸技術

及內容、電信產業等各式承載內容的載具（硬體）問世，促成了對內容（軟體）

的大量需要，為了應付龐大的文化產品需求，大量複製、重組、切割、傳輸的技

術開始在文化領域廣泛使用，使文化產品可以量產，也由於為了符合廣大消費者

對文化產品的需求，益加開發各種多元化的商品以滿足分眾化的需求，因此文化

的生產活動規模擴大、產品種類多樣化、消費文化產品之金額及時間的提高，促

使文化益加朝產業化發展。 

   

  由於文化商品具有與科技結合的技術特性、大量迅速複製特性及商品化特

性，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韓永進，2002：70）。近年來討論熱烈的數位

技術，更為文化產業帶來新發展契機，強調以數位技術融合文化內容之數位內容

產業，不僅在許多國家受到重視，我國也成立了「數位內容產業辦公室」，企求

提升數位內容產業的競爭力，其他諸如數位出版典藏、數位影音創作、數位動畫、

數位遊戲等產業的出現，在在都增加了對文化內容本身的需求。 

 

  韓國的文化內容產業亦強調文化內容產業即是結合文化與科技，見圖 2-1。

韓國所發展的文化產業名為「文化內容產業」，其強調文化與技術的結合，藉由

高科技技術的使用來生產、處理、分配文化素材，使其成為可資消費的文化內容

商品，文化內容與科技的結合，是文化內容生產、處理、分配、及消費的必要程

序，製造端需要藉由科技技術來產製商品，接收端的消費者也同樣需要符於技術

規格的硬體設備來消費文化內容商品，由此可知，文化產業的興起無疑地與科技

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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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韓國文化內容產業示意圖 

資料來源：韓國文化內容產業振興院網站 http://www.kocca.or.kr/e/culture/2.jsp 

 

  但數位技術為一種方式、一種管道，其被市場接受與否，需視所承載的內容

物。文化依賴技術作多種形式的轉變，而技術也融合了文化內容，在發展數位技

術應用的同時，應去省思我們的文化內容為何，可用的文化素材為何，這個問題

也是我國在產製電視劇面臨的重要難題之一。 

 

  科技技術複製移轉快速，與貿易全球化貿趨勢深深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不

單在某些國家嶄露頭角，隨著貿易全球化，使文化產業的發展也逐漸受到愈來愈

多國家的重視，以下討論國際發展趨勢如何影響文化產業的興起。 

參、國際發展趨勢 

  邁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後，金融自由化、貿易國際化的趨勢更加明顯，國與國

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互動得更加頻繁，國家發展也深受國際脈動

影響。除了上述的國際趨勢驅使外，文化創意產業創造的產值，更是吸引許多國

家開始推動文化產業的重要因素，文化產業發展受到重視，也是因為其被認為是

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品質提升的重要關鍵因素（劉維公，文化創意產業專屬

網站），尤其在經濟普遍不景氣當中，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擴張率反而急速成長，

未若其他產業萎縮，眼見國際間愈來愈多以文化創造財富的案例，文化產業似乎

有「錢」途可期，各國更加提高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意願。 

  雖然全球化讓國家間互動更頻繁緊密，但在另一方面，有愈來愈多國家在反

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認清一個事實，在對抗大型企業獨占市場的重要對策之一，在

於打造自有品牌，透過國內獨特文化內容、文化品味、藝術特質的方式，改變強

勢國家文化霸權壟斷市場的情形（吳密察，2003）。 

  韓國的影視文化產業即讓韓國走出亞洲金融風暴的陰霾，並成為強勢的亞洲

流行文化，更重要的是，韓劇的起飛，代表了亞洲替代文化需求的日漸增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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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消費者需要西方文化產品以外的選擇，因為長期以來，亞洲國家不論中國、

日本、越南或台灣，除了本土娛樂節目，多數觀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娛樂節目（蔡

翼擎，2004），但如今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的發達，讓以往居於影視龍頭地位的美

國，不再具有絕對優勢。這股對於亞洲替代文化日益增強的需求，也提供了我國

影視文化產業進軍海外的良好契機，尤其台灣過去為華人影視文化圈的風向球，

具有影視節目策略運籌帷幄的經驗與能力，如何對韓國急起直追，可從韓劇的發

展軌跡中，獲得寶貴的經驗。 

 

特別的是，「韓流」一開始是由為韓劇帶動，而現今所謂的韓流包含更多其

他文化相關領域，諸如流行音樂、電影、電玩遊戲、動畫等，韓劇扮演的就是韓

國影視流行文化工業火車頭的角色，有鑑於此，台灣在發展十三項文化創意產業

領域時，也應當去檢視我國較具競爭力的產業為何，以挑選出重點發展領域，分

配較多資金與資源，使其能帶動其他相關或非相關產業的發展，而不是將資金等

分，製造齊頭式的平等，卻抑制了競爭力高的產業發展。 

 

   從上述討論，不僅了解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並可察覺文化產品的需求不僅

向上提升、且具有國際市場導向。文化產品需求的提升為我國促進電視劇節目出

口立下良好契機；數位技術大量迅速重組、複製、切割等便利性，更讓我們去思

考我國可用的文化素材為何；國際市場導向的文化產品供需，則讓我們意識到打

造自有品牌，才是影視產業永續經營的方法。 

下節將對文化產業經濟特徵進行討論，藉由了解文化經濟與一般產品經濟不

同之處，以掌握文化產品的內涵，進而能規劃影視產品發展策略，以求在對文化

產業投資時，有正確的市場眼光，進行市場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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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經濟特質 

壹、文化商品具有文化與經濟雙重價值   

    

「文化商品包含或產生了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兩方面，而『普通的』經濟商

品只產生經濟價值。」（張維倫等譯，2003：200），這句話指出文化經濟與其他

產業經濟最相異之處，乃是由於文化產品同時涉及了經濟學與文化兩種價值層

面。 

 

從經濟學的價值理論研究文化商品價值，多聚焦在文化商品的經濟價值層

面，然文化本身的定義包含了人類社會全體的生活方式，且人類生存在社會中必

然與環境產生互動，因此，全然以經濟理論分析文化商品具有的價值會忽視了文

化商品真正具有的價值，尚須從文化的角度剖析文化商品潛在的價值。 

 

  對文化產品生產者而言，文化消費不僅具有眼前可見的經濟收益，還有長期

無形的文化說服效益所能帶來的後續消費行為；對消費者而言，文化消費除了可

獲得商品（服務）外，又得到附屬的消費經驗等無形收穫，此一文化的消費可解

釋為一種過程，它所能帶來的，不僅包括當下的滿足，也能對未來的消費知識經

驗有所貢獻，因此，當我們在評估文化商品時，必須同時注重其經濟與文化價值。

文化產業要能永續經營，也有賴於同時注重這兩種價值。了解文化經濟具有經濟

與文化雙重價值之後，以下繼續探析這兩者間的關係為何。 

 

貳、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關聯 

  

  以台灣地方傳統戲曲表演為例，實地到現場觀看的觀眾人數雖有限，所能獲

取的經濟價值較低，但其保存了台灣早期傳統社會中樸實且具地方特色的文物歷

史，文化價值高；反觀現今八點檔中收視率表現突出的鄉土劇，雖然吸引眾多閱

聽眾，獲得高收視率表現，並創造高經濟收益，但其所彰顯的文化價值有限，閱

聽眾對其評價也不高。因此，雖就一般而言，當文化產品在文化意義上的評價愈

高，人們願意付出的經濟代價也愈高，但是並非所有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間的關

係都是呈現正相關的對應，文化商品所產出的經濟與文化價值間的關係，能是一

致、對立、或是不相關（張維倫等譯，2003：200）。 

 

  因此，必須在文化商品創作決策過程中，預先設定追求目標，以獲取預期得

到的經濟及文化價值。以我國商業電視台來說，大多以所得極大化為首要目標，

然而如此炒短線的操作模式，將導致業者無法以永續經營的方式落實對影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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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深耕，文化價值能創造經濟價值的特質也容易被忽視。 

 

  我國電視劇的產製多著重在短期可見的經濟效益上，如果能將市場目標放在

國際市場上，則其應同時注重共通文化價值的傳遞，我國鄉土劇雖在台灣有不錯

的收視表現，甚至成為現今八點檔收視率的主流，但跳脫台灣這狹小的市場，其

海外市場接受度相當有限，所能創造的經濟效益或文化效益也有限。其實戲劇商

品可作為文化傳統及創意等的結合，散露出更多的價值理念及文化特色，如果能

將此與戲劇本身相互結合，則戲劇商品能給予閱聽眾的就不僅是短期消費罷了，

而是更深入的文化分享，進而吸引閱聽人後續消費，利用文化價值創造經濟價值。 

 

參、文化價值創造經濟價值   

   

  Thorsby 提出文化價值可產生經濟價值（張維倫等譯，2003：58）。亦即，

文化價值具有創造後續消費的能力。就韓劇而言，韓劇藉由外銷到海外市場創造

了鉅大的經濟價值，同時也讓海外的閱聽人獲得了對韓國的好感，並對韓國的文

化事物展開了解，藉由韓劇文本中蘊含的文化，傳遞韓國文化價值，帶動閱聽眾

對韓劇的再度消費及其他韓國影視文化商品消費，進而創造經濟收益。韓國文化

產品扮演的就是此一推動功能，利用韓劇帶動國內整體的旅遊觀光業，所創造的

經濟效益更大。 

 

  因此，有需多產業開始利用「文化」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在台灣，地方性

的文化產業也與觀光業結合，並利用文化、觀光、娛樂此三項元素的交互作用，

使文化價值創造經濟價值，例如近年來年年舉辦的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貢寮海

洋音樂祭等，其以文化核心（童玩、音樂）為基礎，向外輻射發展，帶動文化價

值的傳遞與共享、增添娛樂效果、帶動周邊商業發展，並形成地方特色，為原本

無顯著觀光價值的地區，創造了曝光度及行銷話題，除直接的經濟產值外，並衍

生出外部經濟。 

 

就影視文化產業而言，其可透過與消費性產業的結合，提供企業主達到產品

置入性行銷的目的，並藉此達到製作經費預算的提升，這樣的異業結盟案例在電

視劇來說相當多。電視劇置入性行銷不僅有助於提升節目製作經費，更可利用廣

告商品創造行銷話題，引發流行效應，更加提升電視劇本身的話題性。 

 

文化商品產生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會形成交互循環，經濟價值可帶動文化

價值的傳遞，文化價值的共享也有助於創造後續的商品消費，進而創造經濟價

值，並再度衍生文化價值，如此循環不息。藉由本節了解文化經濟的特質後，以

下續對文化產業投資要點進行探討，以掌握文化產品發展時應有的投資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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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投資 

    

  文化投資即為向文化產業領域投入可以獲取利潤的經濟量。文化投資以「向

文化產業領域」，「以營利為目的」，以及「投入經濟量」作為與其他產業主要區

別。文化投資的過程中所浥注的投入，就是文化生產力生成元素（2003：12-17）。 

壹、文化投資特點 

    了解文化投資的定義後，續對文化投資的特徵探討，學者花建（2003：12-17）

提出文化投資主要有三項特點。 

一、文化價值可以反覆地使用，使文化投資形成延伸的回收鏈條 

文化商品能透過不同的載體轉換各種形式，重複販售同樣的文化內容，藉由

這些不同形式的產品創造多層次的收入，極大化「文化」的利用價值，有別於一

般民生消費品等一次性消耗品，因此文化投資的回收通常不只是一次性的銷售，

而是在一延伸的產品鏈條上，透過分段的型式轉變和銷售獲得回收，也因此創造

了文化投資回收的廣闊空間。 

以韓劇而言，其所開發的周邊商品創造相當可觀的收益，由於韓劇善於透 

過包裝藝人，整合行銷衍生性商品（VCD、DVD、小說等戲劇周邊商品），藉此

創造數以倍計的收視價值，而不僅靠節目版權收益為主要收入來源。風靡日本的

「冬季戀歌」一劇，即為播出該劇的 NHK 電視台創造豐碩的盈餘，該公司推出之

相關周邊產品，就為 NHK 電視台賺進 35 億日幣之多，其中「冬季戀歌」的 DVD

創下約 7.5 億台幣的銷售量，相關的雜誌書籍銷量則約達約 3億台幣，音樂原聲

帶、相關書籍等均造成熱賣（林曉娟，2004）。 

 

由此可見，文化產品可以反覆地使用，使文化投資形成延伸的回收鏈條，並

透過不同的載體轉換各種形式，重複販售同樣的文化內容，此即為文化投資特徵

中的第一項，韓劇即透過不同載體承載商品內容的方式，延長產品生命週期，創

造多重利潤。韓劇帶來的文化威力及商業影響力相當大，也讓我們發現文化商品

衍生多重價值的特性，因為文化商品的特有性質不僅讓消費者進行短期的文本消

費，更會帶動其餘相關商品的連帶消費。 

 

 因此，如何建立戲劇的品牌形象相當重要，韓流先藉由韓劇打出名聲之後，

再有計畫地陸續推動其他文化內容產品或民生消費商品，韓國即是在一連串的整

體市場規劃下，創造出文化經濟效益。再者，由於文化價值得以反覆利用，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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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文化產品的形式可作千變萬化的呈現，因此文化投資者可利用與異業結合

的方式，擴大產品獲利的可能，將單一的文本作多重價值的體現，然而如何妥善

延長產品生命週期、規劃周邊商品的設計及發行，尚有賴於對投資的長遠預測及

正確的市場眼光。 

二、消費者對文化內容判斷具多義性，文化投資市場回收受社會評價影響鉅大 

不同的團體往往會因其生活環境而孕育出不同的價值觀、信仰、生活習慣、

風俗文化等，因此不同的團體對文化內容的詮釋，會受到其固有的文化傳統所影

響，並以其本身具有的文化框架來詮釋事物。如果兩種文化間相似度高，則文化

接近性高，文化落差也較小，能有效將低文化隔閡，也有助於文化產品順利融入

消費者的文化框架。然由於文化產品必須被放在市場上接受考驗，需視消費者是

否能接受決定其生存，意即由消費者來決定文化內容的價值、意義，而不是由文

化生產者來定義。 

  因此，文化投資需要對目標市場進行測試及了解，了解目標市場與本身的文

化相近程度，利用文化優勢成為進入他國市場的敲門磚，也唯有透過了解目標市

場的文化詮釋特質，才能針對目標市場文化需求量身打造滿足其喜好的產品，這

樣的了解，來自於對文化產品的研究與分析，方能找尋出成功元素。 

本研究分析從以往日劇引發的哈日風潮，到現今韓劇引發的哈韓風，可以 

發現具有文化相近性與異國文化想像的亞洲文化，給予國人既熟悉卻又帶有文化

距離的文化芳香，這正產生於文化距離。日、韓等其他國家的戲劇，與我國都有

文化距離，但相較之下，與我國較具文化接近性的亞洲國家，反而能產生一種既

類似又不盡相同的特別感覺，既滿足閱聽眾對異國文化芳香的期待，也符合閱聽

眾對類似文化的接收習慣（粱旭明，2003）。台灣的節目對海外市場而言，同樣

也具有所謂的文化芳香，加上中國經濟的起飛，其經濟水準與文化產業同時發

展，其人民對於文化產品的需求，也同樣是台灣未來影視產業發展的契機。 

 

  再者，亞洲地區的文化產品需求不僅日益增加，而且強調「亞洲」的文化需

求，更是近年來亞洲國家的重要流行文化，這樣的大環境條件，提供了台灣創意

文化產業擴展海外市場的良好條件。台灣與韓國一樣均強調出口經濟，因此，無

論政府或電視台業者必須有同樣的共識，共同促進文化產品出口，才能改善國內

影視產業結構造成的弊病。 

 

  有這樣的共識後，必須了解如何促進電視劇的出口。過去，傳播學者研究有

關國際電視節目流通的議題，發現「文化相近性」是影響閱聽眾選擇節目來源地

的重要指標，亦即節目輸出國與節目輸入國的社會文化或語言背景愈相近，輸出

國的節目愈能被節目輸入國的觀眾所接受（Biltereyst， 1992; Cantor & Ca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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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Dupagne & Waterman， 1998; Straubhaar， 1991b， 1997）。 
 

我國擁有與其他亞洲國家相近的文化特性，與中國更具有類似的的文化、語

言等淵源，為相當重要且獨一無二的優勢。與韓劇相比，我國具備的優勢，即在

於使用中文，可廣泛發行到全世界的華人區，具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強大競爭

力。再者，由於媒體業者在選擇國外節目來源時，會考慮到產品內容是否有過多

的地方性（李政忠，2003），因此，在節目內容面，應強調與其他國家共通的文

化傳統、價值觀、風俗特色等，以達到內容上的去地化，擴大潛在市場規模。 

 

內容上的去地化，有助於節目在海外市場的流通，藉著這股亞洲替代文化需

求增強的風潮，台灣不可忽視本身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文化相近性，此一優勢不僅

難以被取代，也是進軍海外市場的文化利器。  

 

而如何在面對全球化龐大市場的競爭，創造出具有人類共同情感的文化內

容，並在全球規模下尋求文化商品的主流化，使自己的產品能與目標市場的文化

傳統相融合接軌，依賴準確的文化眼光和市場判斷，這樣的文化眼光和市場判斷

也來自於對市場長久的累積與觀察，如何能擷取外銷市場與本地市場文化相通的

元素組合，利用產品成功的基調來發展，也成為文化投資成功與否的關鍵。 

三、文化投資回收具有間接延伸性，並透過多種形式展現 

該項特徵與文化本身具有的文化精神價值有關，由於文化產品在消費過程中

不僅只有當下的消費感受，還會產生消費後的體驗，成為消費後的產物，而這樣

的消費體驗會以多樣態的型式回饋給文化投資者，例如價值意念上的共享、帶動

後續的消費行為、提出消費後的感想等，而這樣的回饋對文化投資者未來在進行

文化產業的投資、產製、銷售等都會有所助益。 

文化投資回收的型式眾多，台灣各地舉辦的節慶活動如古坑咖啡嘉年華、宜

蘭冬山河親水活動、屏東東港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等，不僅有助於當地旅遊觀光人

數的增加，間接帶動周邊商家發展，對於當地活動的參與，更有助於地方特色的

傳佈，及正面形象的提升，雖未必是實質的經濟收入，也未必是當下直接的回饋，

但卻可透過不同型式產生回饋。 

  以韓劇而言，韓劇在亞洲掀起一股韓流後，除帶動相關文化內容產業及非相

關產業如韓國旅遊觀光、民生消費商品收益增加外，還包含了韓劇為韓國帶來正

面印象的行銷效果，並促進國外交流等，這樣的績效雖難量化估計，但文化的交

流比政治、經濟的交流方式更具有說服力。因此在發展文化產業時，除了重視其

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及文化價值時，不能忽略文化產業帶動其他相關或非相關產業



 

 24

發展的潛力。也由於文化產品具有這樣的特質，因此可利用這樣的優勢，吸引其

他企業的投資，以異業結盟的方式增加經費的投入。 

貳、吸引其他企業的文化投資 

    

了解文化投資的特點之後，企業單位必須針對這些特質研擬出適切的投資策

略，而政府亦必須制定文化投資相關政策，以吸引業界對文化產業的投資。韓國

政府政策立法，以減稅或提供低利率的優惠方式，鼓勵企業投資拍片，韓國大型

企業三星、LG 均以投資的方式參與戲劇電影的製作，對企業主來說此舉可讓企

業產品達到置入性行銷的目的，並可賺到豐厚利潤，對產業而言其更投入了我國

影視節目最欠缺的資金，徹底地活絡市場運作。以韓國電影業來說，其利用創投

公司的投資，活絡製片資金，在締造優異票房成績後，又陸續吸引更多創投公司

的加入，形成一良性循環，不需單靠政府的補助，不僅不會造成財政負擔，也能

落實民間發展。 

 

在台灣，創投公司參與影視業之製作並不活躍，因為投資風險過高，且在沒

有一成功投資獲利案例出現前，想要以創投投資為拍攝資金來源尚有一定難度。

而一般企業對影視節目的投資，以偶像劇來說，近幾年下來，企業投入資金已經

愈來愈難獲得，造成電視劇之製作財源受限於電視台本身預算。 

 

如今文化投資不再只是增加政府額外支出的公共負擔，或是不事生產的消耗

性支出，而是有鉅大產值潛能的經濟體，但如何在眾多領域中選出重點發展部門

投入較高資金，並根據投資報酬率的估算進行生產，是經營文化產業的重要課

題，尤其人們對文化需求的消費量大增，相對地也為文化投資者創造了廣大的發

展空間，因此業者對於文化投資要有立足台灣，放眼全球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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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於文化產業興起，文化投資也成為新興領域，文化產品的生命週期可作延

伸，以各種不同載體的型式展現文化內容，創造多層次的銷售，發展相關周邊商

品，也由於文化內容的意義與價值需接受市場檢視，因此必須對目標市場進行測

試及了解，才能針對目標市場需求，打造滿足其喜好的產品。 

 

此外，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的競爭，如何能創造出具有人類共同情感的文化內

容，使產品能與目標市場的文化傳統相融合，依賴對市場長久的累積與觀察。更

重要的是，文化產業的投資所帶來的回收，並非均以經濟產值，為唯一的回饋型

式，需同時評估直接效益與間接效益。韓國針對電視劇的經營，不僅僅重視直接

的海外版權銷售收益，尚能針對文化產品的外部經濟特質，評估韓劇潛在的間接

效益，帶動文化相關產業如電影、音樂、動畫產業，甚至非相關產業如觀光、手

機、民生消費商品等的連帶發展。 

 

韓劇的成功順勢帶動了韓國電影、韓國消費性產品、觀光旅遊等活動的興

起。文化產業經濟潛在的價值創造能力驚人，台灣的電視戲劇節目如何在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計畫中成功轉型，韓劇的發展是個可供思考的例子，最重要的是要掌

握永續經營文化產業的心態，將這樣的理念落實於產品規劃與製作，改變以往炒

短線的操作模式。  

 

韓劇的經營秉持永續發展的理念，藉由韓劇文本傳遞文化價值，灌輸海外閱

聽眾韓國文化特色，產生涵化效果，亦即藉由經濟價值及文化價值的循環，帶動

後續消費的可能，使的韓流發展得以綿綿不絕，持續以高額成本的投入、專業的

製作團隊，產製優秀的作品，並藉由與其他產業的相互配合，締造韓流的最大效

益。 

 

    總體而言，必須以體系的觀點看待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劉維公，2003），

業界對戲劇節目的革新也需以體系的觀點一以貫徹之，所謂的體系不僅包含創

作、生產、流通、到消費部門，尚包含融資財務活動、人才培育、產製環境調配、

發行流通管道、產銷理念等，革新整體產業價值鏈的運作環節，方能真正革新影

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弊病。 

 

文化經濟的諸多特質在韓劇發展案例中獲得印證，台灣如何掌握這些發展原

則進行全盤性的規劃，深關我國影視文化產業未來發展 

 

  本章以理論與案例探討的方式交互進行，但對於韓劇與我國電視劇的發展仍



 

 26

有許多方面有待釐清。下一章將進行韓國與台灣電視劇之比較分析，從兩者之電

視生態、節目製播相關法規、產銷體系、文本特色、經濟效益等層面進行探討，

藉以發掘我國電視劇之缺失，並找尋可向韓國取經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