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類文創商品使用智能自動販賣機銷售分析 

蘇展平1、楊欽鑒2、廖銘偉3 

摘要 

台南市擁有歷史文化悠久之廟宇，根據內政部民政司資料統計，截止至民國 103

年底台灣登記廟宇有 12,106間，整體大台南市地區登記在案之寺廟教堂數量為 1,613

間，為數眾多之宗教寺廟，不但豐富了台南歷史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深厚之文化

價值與歷史意義。三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看準此一市場，開發一系列宗教文化創意商

品，成功打造出自身的事業版圖。 

而三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更進一步使用自動販賣機銷售廟宇宗教文創商品，隨著

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社會狀況發生，自動販賣機銷售模式可以解決人力問題，且二十

四小時無時間限制開放性銷售，也能讓消費者隨時在廟宇購買到自己所需求之文化創

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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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1.1 研究背景 

台南市擁有歷史文化悠久之廟宇，根據內政部民政司資料統計，截止至民國

103 年底台灣登記廟宇有 12,106 間，整體大台南市地區登記在案之寺廟教堂數

量為 1,613間，眾多的廟宇，不但豐富了台南歷史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深厚

的文化價值與歷史意義。這些宗教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可以適度地透過文化觀光

來行銷。而所謂的文化觀光，絕非只是吃喝玩樂的表面觀光現象，所謂的「文化

觀光」最中心的思想，是希望能提供觀光客在娛樂休閒之餘，能夠透過旅程進一

步的陶冶性情和獲得文化新知，進一步得到精神層面上的滿足。基於此原因，如

何在觀光過程中將文化推銷出去，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三采國際開發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三采或三采公司）看準此一市場，開發一系列宗教文化創意商品，

透過宗教文化之旅的行銷管道，販售該公司的文創商品給前來寺廟觀光的香客。

由於我國民眾的旅遊習慣，傾向於在地旅遊後，幫自己或親友購買當地之紀念品

（薛雅惠，2010），因此當遊客與香客前來府城進行寺廟旅遊時，即會想購買關

於該寺廟之相關紀念品，也因此讓三采的文創商品有了立足點，成功打造出事業

版圖。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化」是一種生活型態，「產業」是一種生產行銷模式，而要將兩 

者的連接起來的就是「創意」，今日文化部正努力的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並將其定義為源自「創意」與「文化」的累積，並且透過財產的形成與運用，以

期待能達到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文

化創意產業本身著重於創意和個性，並常具備地方的傳統性、特殊性，通過知識

產權的生成與利用，加入新時代的元素，包裝和行銷推廣後，而成為具有創造財

富與就業機會潛力的產業，同時也可以提高傳統產業的價值。 

一般而言，文化創意產業可分為兩種，一種是與地方傳統、在地生活息息相

關的，可以稱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另外一種則是含括了傳播媒體與設計產業

等，具有大量生產、傳播特質的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社區型文化產業原本就是

社區營造的目標之一，而通用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則是服務業活化的另類思考。就

後者而言，『三采國際開發公司』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三采以傳統寺廟與宗教

建築文化為主題，進行宗教性文化創意商品的開發，成功打造出多樣化的文創商



 
 
 
 
 
 
 
 
 
 
 
 
 
 
 
 
 
 
 
 
 
 
 
 
 
 
 
 
 
 
 
 
 
 
 
 
 
 
 
 
 

 

品，讓宗教與文化創意設計相互結合，創造出可觀的產值。 

而三采更進一步的將廟宇商品銷售，由傳統銷售模式轉型成現代化銷售模式，

開始使用販賣機販售文創商品銷售模式，從自動販賣機的銷售模式及定價策略與

文創商品屬性等，都有更多元面相可供探討。 

1.3 研究方法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動機和目的，故本研究以『三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為

研究探討之對象，本研究預計分二個階段進行，首先針對文化創意產業設計開發

等相關文獻資料做出整理；接著將針對三采公司之宗教性文創商品的銷售模式，

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公司主管，以收集相關資料。前述二者之資料彙整後，再加

整理分析，最後得到本論文的研究結果。 

二、文獻探討 

2.1 文化創意產業的角色與功能 

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更是人類社會與藝文活動的精華表現，在邁向二十

一世紀的今日，全球化和數位化的浪潮席捲了全球，在邁向數位經濟時代的今日，

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也成為了世界各國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許多國家和民族都

將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和發展視為當前重要的施政重點，並將文化創意產業當成

拉抬國家經濟的重要助力。（韓文仁，2006） 

隨著時代的演進，文化從教育的功能逐漸加入了休閒與經濟的功能，因而在

新經濟時代的來臨之下，具文化潛力的傳統產業也急需轉型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本身代表了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特點和內涵之外，更重要的是，

「文化創意產業」是蘊含著相當高的經濟和商業價值，因而值得相關主管機關加

以重視（陳勁甫，2006）。 

以文化來提振地方經濟，可以嘗試的管道即是透過與觀光的異業結合，也就

是利用文創產業來創造觀光產值，此時運用寺廟文化活動、宗教圖騰及祭典之觀

光資源，發展出厚實的經濟潛力，就成為一條可行的途逕。 (蘇進長，2005)交

通部觀光局已將寺廟列入到我國第八類型的觀光資源，因而宗教寺廟之旅已逐漸

成為現代人休閒觀光的重要選項，這也更加的顯現出宗教在觀光休閒活動中所代

表的意義和價值。在這樣的基礎下，宗教性的文化創意商品便應該投入更多力量

進行設計開發，以因應市場之需求。 



 
 
 
 
 
 
 
 
 
 
 
 
 
 
 
 
 
 
 
 
 
 
 
 
 
 
 
 
 
 
 
 
 
 
 
 
 
 
 
 
 

 

2.2 臺灣自動販賣機市場研究 

目前在台灣的自動販賣機種類眾多，包括各種飲料類自販機、面紙機、投幣

式電動按摩椅、售票機等。只要是投幣後經由機器販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者都在自

動販賣機的範疇內。其中以飲料類自販機的台數及銷售金額為大宗。 

臺灣自動販賣機 經營困難重重，根據統計臺灣目前飲料類自販機總台數約

6萬台。統一關係企業統一速邁公司以擁有 1.4 萬台排名第一，黑松、金車各有

約 6000 台，光泉、泰山各有約 4000~5000 台，其餘如愛之味、維他露、波蜜等

知名飲料公司也都有經營自販機業務。另外，也有區域性自販機業者存在於各

地。 

而在自販機發展蓬勃的日本，其國內各廠商裝設自動販賣機總數約 608萬台，

以日本 1.3 億人口計算，平均每 20 人就擁有一台自動販賣機。臺灣以飲料類自

販機總台數約 6 萬台、2300 萬人口計算，平均每 380 人擁有 1 台自動販賣機。

若以人口數與自販機比例角度來看，臺灣自動販賣機市場似乎未達飽和，仍有龐

大發展潛力。 

三、宗廟文化創意商品設計開發之模式 

3.1 文創商品開發與設計 

三采公司成立於民國八十年，本是以印刷產品為公司經營主軸，但隨著出版

產業整體獲利率降低之影響，故三采也積極進行業務方向調整及組織擴充，並於

民國九十二年成立了創意設計團隊，期望以專人專業之服務，提供給客戶們最好

之設計服務。 

該公司以文化創意商品為轉型主軸，專注以「人文宗教、傳統藝術」為主要

之服務領域，而隨著各類專案之執行與推動，進而發展與設計出各類之複合性平

安符袋、招財金、農民曆、平安吉祥吊飾及其他宗教文化創意設計商品，因而三

采公司是少數具有如此多元化設計及研發能力之文化創意商品設計廠商。三采公

司也積極調整增加自身之服務項目，除了宗教寺廟文化創意商品之開發設計為主

要服務領域外，更提供廟宇活動設計與活動執行專案協助，期待能深入各廟宇之

需求，提供整合性設計行銷服務 

「客戶至上‧獨有創新」是三采公司之服務宗旨，三采一路走來，始終禀持

謙虛的學習態度與積極服務的精神，為宗教廟宇創造出許多經典創意商品，三采

公司楊欽鑒老闆表示，在創業之初，他是開設印刷出版業，但印刷產業在台灣整



 
 
 
 
 
 
 
 
 
 
 
 
 
 
 
 
 
 
 
 
 
 
 
 
 
 
 
 
 
 
 
 
 
 
 
 
 
 
 
 
 

 

體文化環境不景氣的影響下，一直很難經營，因而楊老闆很清楚的了解，唯有透

過轉型，公司才可以持續生存下去。一開始他首推「彩色農民曆」做為公司文創

轉型之起跑點，當時主打此「彩色農民曆」時，同為印刷出版的同業者都相當不

看好，因為當時農民曆之印刷表現方式為黑白色系，且印刷成本低廉，販售價格

也不高，整體獲利率頗低，看不出有任何市場需求，但三采之行銷設定與策略並

不是以一般民眾為重點，反而是客製化公司行號自己的特殊農民曆，三采成功的

採取了 B to B 之經營設計方式，將彩色客製化農民曆闖出了名號，透過此商品

之販售成功，讓楊老闆深深感受到台灣的廟宇文化具備有相當廣大的市場，他認

為「廟宇是千秋萬世的事業，要存活，就要吸引年輕人！」，故楊老闆以此為信

念，慢慢的透過各種行銷管道，說服許多廟方管理人員接受此新穎之設計商品與

創作觀念，不但讓傳統農民曆變身為客製化之新潮設計商品；也成功的將公司轉

型為宗教文化事業開發，並因應時代脈動及結合傳統廟宇文化與現代文明，持續

探討廟宇文化永續發展的契機，將文化創意商品融入了價值品味。 

目前三采公司在宗教文化創意的領域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三采在行銷

之初，即成功尋找到許多大規模之寺廟做為出發點，成功開發出潛在之宗教文化

創意商品市場，進而慢慢說服廟宇接受這種創新的文化商品，因而其他廟宇看到

此類商品不但具備產值，更能成功的號召與團結信徒，自然就會對三采提出採購

需求。而後更大膽地採用自動販賣機來直接銷售自家的文創商品，成功的將本來

B to B之經營銷售模式，逐步改成了 B toＣ之經營認知。 

3.2 自動販賣機的未來發展 

自動販賣事業乃順應當前科技時代的必然潮流，隨著台灣整體人口老化及少

子化的狀況之下，勞動力服務模式將改變，人力資源費用成本提高，造成銷售模

式將從商店販售轉變為無人商店之交易行為，故自動販賣機銷售模式將能妥善解

決人力問題，且販賣機可以二十四小時無時間限制開放性充分能讓消費者隨時在

廟宇購買到自己所需求之文化創意商品。 

並且政府近年來開始推動行動之付，販賣機將可以積極開發具有接受信用卡、

預付卡、紙鈔功能適合市場的機種，以期擴大產能規模。加上自動販賣機早先較

無場所限制，無遠弗屆，成為銷售商品的利器，自動販賣機在日本社會與消費者

的生活早已密結在一起，缺少它會造成生活上不便。另外，在日本自動販賣機製

造商克服了技術上的困難，使過去無法利用自動賣機來販賣的商品如冰淇淋、漢

堡、速食品等也加入了這個行列，可說是技術上一大革新。 

在商品的服務上已提供多元化選擇甚至類型也相對增加許多，但現階段台灣

的販賣機在操作面板之介面上卻無法提供如多元化商品之相關的資訊，雖然有許

多商品能夠突破以往單一的選擇，豐富使用者購買參考。如果，能讓商品藉由此

自動販賣機操作面板之介面與使用者經由人機互動傳達訊息給使用者，也能讓使



 
 
 
 
 
 
 
 
 
 
 
 
 
 
 
 
 
 
 
 
 
 
 
 
 
 
 
 
 
 
 
 
 
 
 
 
 
 
 
 
 

 

用者充分對商品產生認知增加購買慾望。 

四、結論與建議 

廟宇為可永續經營之場域，隨現代社會改變銷售模式，販售宗教文創商品，

需要有新思維，現階段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問題日趨嚴重，販賣機就是節省人力成

本的最佳方針，而新型態的物流革命所帶來的便利性，使消費者的購物習慣改變，

也促成廠商結盟的「無店舖銷售」模式。生產者得以有比批發價更高的利潤，消

費者也樂於獲得比零售價更優的折扣，也使得無店鋪銷售得以蓬勃發展。 

展望未來，自動化取代人力，已成為一種營業新模式，外來的商業模式將會

以更高科技、更完善的設備、多樣化系統自動販賣機，服務顧客，許多廠商也開

始打破對於販賣機既有固定印象，投入更多創新、結合更多種類產品的販賣機，

新型態的文創商品與各類型的販賣機，將會顛覆與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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