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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藝術文化館與地方產業發展之相互關係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of weapons A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林智隆、謝釗益、王志敏 

摘 要 

    為瞭解地方文化保存和擴展所面臨的困惑與解決策略，本文應用計量和定性研
究方法進行個案研究，其中包括時間序列分析，SWOT矩陣和德爾菲法，分別運用
在識別兵器文物館營運和管理的問題，以及提高營運效益的解決方案。研究結果顯
示，兵器文物館來訪遊客人數於 2005 年 6 月有結構性轉變，亦即收取門票的措施，
導致遊客顯著的減少。從 SWOT分析獲知兵器文物館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等關
鍵因素。最後經由德爾菲法整合專家的回應，從優勢與機會探討解決兵器博物館營
運短中長期的策略，明白指出創造力，市場行銷和永續發展策略，可以有效協助地
方文化保存和擴展。 

關鍵詞：博物館永續經營;德爾菲法;地方文化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specific process to analysis the perplexity of local culture preserves 

and expand, includ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y apply to case study. We employed 

time series analysis, SWOT matrix and Delphi method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f 

operation and the solution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in weapons arts 

museum. The results of study present a structural break in June 2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visitor decrease, it cause an entrance ticket of visitor in practice. SWOT 

analysis not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fying addressed by weapons 

arts museum. Finally, Delphi method provided the responses of experts in which the 

creativity, marketing and sustainability of operation that could help the weapons arts 

museum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serve 

and expand local culture.  

Keywords: sustainability of museum operation; Delphi method;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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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1994年文建會(現為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開
始陸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Empowerment or Community development)」、「閒置空
間再利用(Reuse of Unused Spaces)」等建置計畫，大力推動地方文化館的建置；2002

年至2007年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5)擬訂「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由文建會配合提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其中
子計畫之「文化資源創新活用」，旨在現有社區營造基礎上，充實地方文化館的建
置；這一波運動雖是延續前一階段的地方特色館建設，但其成長速率卻更加猛烈。
由縣、市、鄉、鎮主導設立的一系列地方文化館計畫，提出地方認同、族群自主性
重建，文化資產經營和地方產業振興等不同訴求，形成台灣博物館界一個新興的運
動，於是在這有效的文化政策引導下，多采多姿的地方文化館迅速增加，形成此一
時期的重要博物館界現象之一 (張譽騰，2007)，宣稱了台灣博物館界「地方時代」
的來臨。2008年至2013年又接續推動「磐石行動計畫」，一改過去自我社區營造及
地方文化館單獨發展的固定巢臼，形塑出更廣面向的地方文化生活圈。 

    地方文化館成立目的在於「將閒置空間再利用，發展為當地居民凝聚地方意識、
表現地方特色、述說地方故事的空間」，無論是先人流過的汗、耕耘過的痕跡，又
或許因過時而被視為「俗又有力」的傳統事物，從地方文化館的視角看出去，都是
生活底層動人的生命力。但是欲求將地方文物館層級提升為博物館級的經營模式，
甚至將地方文化保存與發展的重責大任放在一個特色文物館上，相關配套措施卻極
不周全，政府對文物館經營與定位，確實面臨需要修改的時刻。如地方文化館專業
管理能力不足(鄭人豪、賴泱瑄，2007)，蒐藏工作未能精實；在操作人力以及文物
維護等軟體資源不足，又無進修管道，影響開館營運功能；地方文化館的宗旨目的，
因政府輔導單位的過高期待而模糊不清，導致經費申請不易，連水電費都無法由補
助款支應(田瑋，2009)；即便申請到補助款項，也無法實際的用在地方館社真正能
力所在的節骨眼上；以致服務效益當然不彰，甚至索性關起門來，事先預約參觀才
開館，如此發展下去，自然一一再度閒置成為「蚊子館」。 

     台灣地方文物館數量，在 1991 年時全台只有 90 座， 2000 年迅速增加至 400 座
左右，文建會於 2006 年 7 月調查歷年輔導地方文化館共計 219 處，而全體地方文化
館平均每年開放天數達 249 天以上，約 72％以上達到自主穩定經營程度，約 26％須
加強協助，但是在 2013 年時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

登錄顯示文物館總數，卻只剩下 94 家，顯示台灣文化館凋零現象之嚴重，真可謂面
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本研究為尋求地方文化館永續經營，從量(參觀的人數)與
質(經營策略)兩方面進行分析，以郭常喜兵器藝術文物館為案例分析，建構ㄧ個分
析模式，提供其他文物館經營者或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地方文化館的概念及重要的意義 

    地方文化館源自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行政院擬訂以「地方認同」作
為文化建設的核心，展開一系列的計畫，企圖保留地方文化特色，加強地方民眾參
與，形成由下而上的社區發展模式。2002年文建會積極推動建立「地方文化館」計
畫，結合地方特色建築及利用閒置的空間，為地方、社區建立一個文化保存的據點，
也可帶動地方文化休閒觀光。在「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挑戰：2008」之子計畫「新故
鄉社區營造」計畫之後，文建會持續在2008年推動的「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協助地方文化館在既有基礎上，強化營運管理機制及提昇體質。近年來配合「觀光
客倍增計畫」，地方文化館的任務也逐漸進化，不再只是地方文化據點，已兼具對

http://www.cepd.gov.tw/encontent/dn.aspx?uid=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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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訪遊客提供旅遊資源，參訪文化館可以瞭解地方文物及風土人情，增進地方就業
機會與經濟效益，提昇觀光旅遊水準。 

 

 

 

 

 

 

 

圖1 地方文物館計畫建置歷程 

陳國寧(2008)說明文建會的地方文化館計畫，其內容包含建置硬體設施、培育
人力資源，結合在地資源，建立能夠永續經營的文化據點，藉文化館的宣傳與導覽、
發展義工組織等，引導文化產品研發，促進當地文化藝術、產業及生態景觀的發展。
隨著「地方文物館」計畫延續，陸續「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整合具有展示地方
特色的文物館，成為服務地方文化的據點。  

二、博物館使命的轉變  

    Harrison（1994）指出博物館的主要使命是蒐集、保存、研究、展示和教育，但
是這些使命是無法維持保證博物館的生存。現代博物館管理必須著眼於充分瞭解遊
客的需要，來吸引遊客來訪參觀。近年來許多現代的博物館配合城市經濟發展和旅
遊策略，已轉化並專注於尋求多元的財務來源來提高收入，尤其是使用高科技的技
術，發展完整的多媒體網絡，來提升服務品質（Tufts and Milne, 1999）。Kotler and 

Kotler（2000）不論為了什麼樣的理由需要聚焦於旅客來訪（例如，政府補貼或是增
加收入等），博物館都應與社區及教育活動緊密的連結，形成更牢固的關係。 

    林曉薇(2009)研究訪問陳國寧教授表示台灣地方文物館的定義與任務，已不同
於傳統博物館只專注於展示的功能，地方文物館已從物料管理，趨向社區營造與文
化研究保存，因此不同時期地方文化館館，因應時代需求因任務引導而有所轉變，
尤其近幾年政府推動觀光備增計畫，觀光休閒兼具文化旅遊娛樂的意涵，往往使文
化與觀光相互結合，因此地方文化館就變成具體落實觀光備增的重要推手。另外
Towse（2003）研究提到文化產業往往與種創意被視為是一體兩面，文化產業在特
定商品、活動或服務的基礎上，必需針對文化產業產品質量和消費者的需求力求創
新，在他的研究，強調博物館的運作需要專注消費者的需求在供給，加強消費體驗，
來創建一個多元化的旅遊產品。今天，博物館的首要責任是不僅是收藏品的蒐集，
它也扮演推銷員的角色，去開發潛在的遊客，並重新調整博物館的服務項目，藉以
滿足遊客的需求(Kotler and Kotler, 2000)。 

三、博物館面臨的困境與解決方案 

一般而言博物館為永久性的機構，目前國內公營博物館規模都遠大於私人地方
文物館的規模，而且台灣目前現有公立的大型博物館在行政系統、人力與資源都比
較完善的情況下，尚且無法自給自足(林曉薇，2009)，更何況去要求私人地方文物
館負擔地方文化保存與傳承，提供觀光與整服務合，並擔負營運的責任與經費，這
對私人地方文物館營運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整體而言，公私營博物館或文物館共同

     1994 -2001          2002 -2007      2008 -2013  
2008-2013

 
 

「社區總體 

營造」 

 

 

「新故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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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困境，不外乎財務開拓困難、營運不佳及行銷不易等問題。公營博物館財務
源自於政府預算，常受到政府財政狀況不佳，而造成預算刪減，有時也受到整體經
濟的衰退的影響，導致收入減少；在管理不佳則來自政府政策改變的衝擊與專業管
理人才的匱乏。而市場行銷不易則是因為人力與設備不足，無法發揮整合效果，因
此造成需求與供給失衡，以及服務品質不符合預期。在私人博物館方面，大多數也
面臨相同的困境，由於其財務收入大部分是依賴於政府的補貼，政府補貼的減少是
主要財務的風險，其他風險是來訪遊客減少，導致收入下降，另外捐款減少也是屬
於風險之一，這些風險威脅博物館的生存（Bradburne, 2001）。正如學者的研究，
博物館財務的戰略是相當脆弱，在傳統的博物館，大多數的博物館的預算，大部份
是來自政府大幅度補貼，小部分是從遊客收入和捐贈，因此，尋求財融支持， 對於
博物館的營運是一種挑戰，需要深入思考去尋求保持穩定收入，來支持博物館永續
經營。 

在國內有許多研究者針對地方文化館經營策略進行研究，對於博物館永續經營
策略，可從經營管理、公關募款、行銷、授權和開發商品等方面著手，綜合過去研
究人員提出了幾種解決方案，增加博物館(文物館)收入，總結如下： 

(一)吸引遊客到博物館參訪，可透通過積極的舉辦活動，如臨時展覽或特別活動。 

(二)由支持者人提供相關收藏品供博物館舉辦臨時展覽。 

(三)一個堅定不移的合作夥伴，可以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尤其是在財務上的
支持，夥伴們可以一起努力，並共同享受開發的利益。 

有一些博物館採用以下解決財務困境的方案，包括舉辦兼顧學習和娛樂互動活
動，改善服務的品質，並提供更多有趣的各種體驗活動，這些除了提供遊客更多元
化的旅遊經驗外，更可以增加收入，此外，這也意味未來需要更廣泛將互動科技，
應用於提昇博物館學習和娛樂的效能上（Kotler, 2001）。                          

參、研究方法 

Dominic Power (2002)提出的計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可運用在文化產業貢獻的研
究，因此本文嘗試以計量方法分析，兵器文物館的來訪遊客「如何行為」的問題，
而定性方法則被運用在解決「為什麼」的問題，經過自我檢視與專家討論，從兵器
藝術博物館具有的獨特內涵與資源進行思考，善用個人經驗與哲理，相互激盪進一
步使了解更確實的建議，提供兵器文物館可行的解決問題策略。  

一、兵器藝術博物館遊客行為的計量分析調查 

為瞭解來訪兵器藝術博物館的遊客行為，我們採用時間序列計量分析方法，分
解來訪遊客人數的數據，調查其特點並探討遊客行為變動的原因。來訪遊客時間序
列可以分解成季節性成分（seasonal component ：St），趨勢成分（trend component ：
Tt）週期性成分（cyclical component ：Ct），錯誤或不規則成分(error or irregular 

component ：It)。每個成分都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來訪遊客時間序列可以式（1）表
示： 

Multiplicative model:   ttttt ICSTY ***                    (1) 

(一)季節變化 

季節變化是一個平均的季節性指數，可以用來觀察來訪遊客的季節性的變動，研
究採用美國人口普查局的X-12季節性指數分析方法。 

ttt

t

t
I*C*T

Y
S                                  (2) 

(二)趨勢和週期的分解 

HP濾波法被運用在來訪遊客的趨勢和週期的分解，兩者可由式(3)最小化的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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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趨勢函數方程式表示 

          (3) 

Cycle              Trend      

其中 ，T是趨勢成分，C是週期性成分， 是加權因子是決定趨勢的
平滑度。低的參數值依據季節性調整的的短期波動產生一個趨勢，高的  參數值
將不會使用在短期的波動。依據Ravn and Uhlig(2002)的研究使用季的數據，λ參數設
定值為1,600。Baxter and King (1999)對於月( )和年( )的數據，建議參數設定值
為λ=10; Maravall and del Rio(2001) 則推薦年度數據，參數設定值在6-14的範圍。
而本研究使用月數據，因此參數值設定在10。 

(三)調查兵器藝術博物館來訪遊客的結構性轉變 

兵器藝術博物館來訪遊客的結構性轉變分析，採用自回歸回歸(autoregressive 

regression：AR)方法，由方程式（4）之預測模型表示：  

tit

p

i it yy    1
, pt ,.....,2,1                           (4) 

在方程式(3)之因變量(y)代表來訪遊客人數，α為截距；β為獨立變量的參數；ε

為誤差項的參數。 

如果兵器藝術博物館中的來訪者的時間序列數據顯示的結構變化，則可以兩個
方程的預測模型表示： 

tit

n

i it yy    1
, nt ,.....,2,1                           (5) 

tit

p

ni it yy    1
, pnnt ,.....,2,1                  (6) 

而在虛擬假設其方程式設定如下:  

piH ii ........,3,2,1,0,:0   . 

Chow’的虛擬假設檢驗的計算使用三個殘差的平方：分別來自方程式(4)、(5)和
方程式(6)。 Fh統計量是用來檢驗虛擬假設(H0)。如果虛擬假設被拒絕，這表明兵器
來訪遊客人數時間序列存在結構性的變化。 

二、當地的文化保存和擴大的問題定性分析  

定性研究人員使用德爾菲法(Delphi Technique)，其目的是收集兵器藝術博物館
的來訪者行為，並深入調查和瞭解的原因。為了確定兵器藝術博物館內部環境與外
部環境的現況，並制定相匹配的吸引遊客的契合策略。首先以SWOT分析來評估兵
器藝術博物館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然後用來作為德爾菲法的問卷項目進行
調查，在總結所有的答覆成為報告，回饋給問卷調查的對象，再進行答辯和最後的
決策。計量和定性研究流程顯示，詳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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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量和定性研究流程 

肆、案例研究 
本研究以郭常喜兵器藝術文物館為對象；首先對於入館參觀人數利用計量分析

法，進行循環、趨勢與季節性探討，以入館人數的不同變動特徵，提出討論，再針
對其內部進行SWOT（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分析，最後再針對上述的分析結
果，經由德菲爾法之專家討論，制訂兵器藝術文物館文化館管理經營策略。 

一、郭常喜兵器藝術文化館背景介紹 

創辦人郭常喜先生；13 歲起師承父業，以打鐵維生；他記憶力驚人，手藝靈巧，
除能製作農、魚刀具外，更能完成所有客制化之各類金屬器具，作品之精良不但遠
遠超乎前人，且受各方業者青睞，因此生意興隆，遠近馳名；他個性力求完美，追
求卓越，因此並不為此成就所拘囿，更遠赴日本學習精緻磨刀技術，與國內外學者
探研傳統刀劍積層花紋鋼製作方式，1991 年終於成功的在刀劍表面呈現夢幻炫麗的
天然花紋，技驚四眾，也使台灣的刀劍作品邁入世界級水準，達到收藏品與藝術品
境界。 

2002 年政府開始推動地方文化館建置計畫，郭先生基於對歷史文化傳承的使命
感，將其畢生積蓄獻諸社會，於高雄笳萣區成立全國第一座兵器藝術文物館，供民
眾免費參觀，同年通過文獻會諸項嚴格考評，得獲為『地方文化館』榮銜。2008 年
更以推廣傳統藝術有成，經台灣工藝研究所層層考評通過，榮獲為『台灣工藝之家』。 

館區主要分為展覽館與鍛造體驗教室二區；展覽館為一樓為『紀念品區』、『臨

第一次問卷調查 

最後總結和回饋報告 

資料與數據蒐集 

SWOT 分析 

德爾菲法 

資料彙整 

意見整合 

第二次問卷調查 

 

計量分析 

(季節性、趨勢、週期 

與結構性轉變)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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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廳』與『台灣原住民刀具常態展區』；二樓是以教育為目的，有『冷兵器藝術巡
禮區』，展出中國歷代兵器演化進程；『觸摸、體驗區』，讓觀眾親身體驗兵器、盔甲，
以及『台灣宋江陣特展區』展出郭常喜先生親手打造的全套宋江陣武具。鍛造體驗
區，位於文物館對面，配置鍛造機械、傳統開放爐、自創的高溫爐、研磨機、看台
等設備，提供同業、同好或學生團體、旅客實際體驗傳統鍛造工藝，為目前台灣唯
一兼具文化教育與技藝傳承的鋼鐵鍛造藝術平台。 

為擴大推廣效果，近十幾年來不斷與各文化、商業、學術單位合作，於全國各
地舉辦各類以兵器為主的展覽，獲得無數正面回響；同時在文物館一樓臨特展區內，
每隔一個季或一段時間，就與大專校院合作，展出各類兵器特展，有效維持文物館
觀眾之蒞館忠誠度。又由於刀劍藝術主題特色鮮明，刀劍呈現出的意象又屬另類的
冷酷之美，很獲各類媒體青睞，於是每年於靜、動態媒體上出現都有數十次之多。
近年來由於網路盛行，文物館也充分利用各類網路行銷手法，如臉書粉絲團、pchome、
yahoo 拍賣網、部落格與專業網站等，有效深入無遠弗屆之普羅大眾生活圈之中。 

為活化藝術刀劍之生命，充實刀劍藝術文化傳承之內涵，於 2004 年號召廣大兵
器藝術同好，成立「高雄市古兵器藝術研究協會」(原名高雄縣古兵器藝術研究協會)，
經常性配合文物館展覽活動，為其編寫展示說明牌、展覽緣起、特色等文字資料；
協助完成龐大的數位典藏電子資料；蒐集全世界相關圖書；不定期舉辦刀劍藝術相
關論壇、座談、演講、演示等活動；逐月舉辦刀友聚會，相互觀摩研究等；將消極
靜置待賞的藝術刀劍，帶入積極活潑主動的教育模式。 

二、兵器藝術文化館歷年參觀人數數量分析 

    兵器藝術文化館自開館以來，與其他文物館同樣面臨經費窘困的問題，伴隨而
來的就是館務人力不足，館藏數量未能確實達到預設目標，相關設施無法添置，文
物維護不易，加以輔導機構提供之教育訓練與公用配合型資源不足，影響文物館營
運功能甚鉅。因此為貼補部份固定開銷，不能免俗的開始收取門票，但也因此導致
遊客參觀意願下降，入館人數劇烈減少，基於此，為深入瞭解過去各項經營策略與
社經環境對文物館經營之影響，使用計量方法分析來館參訪人數之變化特徵。 

    研究數據自2002年10月至2012年12月共123筆月資料，分析結果將會產生許多有
效訊息，將可提供研擬文物館永續經營策略時參考。 

(一)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季節變動分析 

圖3顯示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訪旺季，在每年2月，因有春節連續假期，屬於出遊
旺季；每年3月與9月是淡季，因為各級學校開學期間，旅遊人數相形變少；暑假期
間，遊客人數略高於平均值。比較特別的是，近幾年的12月份，茄萣地區都在興達
港情人碼頭盛大舉辦「烏魚文化節」，吸引大批遊客參與，兵器館文化館濱臨情人碼
頭，訪客人數卻未因此大量增加，此種現象值得審慎思考，是否在「烏魚文化節」
或其他地方性節慶期間，應如何加強行銷與宣傳，以吸引到訪遊客的『順路』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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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季節變動分析 

(二)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趨勢與週期變動分析 

     兵器文化館參訪人數趨勢顯示如圖4，在2002年開館初期，來訪人數呈現增加
的趨勢，但在2005年6月到達高點之後，來訪人數就逐年下降，直到2010年6月來到
低點，然後緩慢回升。而兵器文化館參訪人數的週期循環並不明顯，惟獨在2012年
10月至12月期間，參訪人數有特別增多。檢視遊客人數高點轉折的原因，主要是因
為2005年6月開始收門票50元後，降低遊客參觀意願，因而人數減少。而2012年年底
遊客人數大幅度增加，是因為兵器博物館列入高雄市參觀景點之一，吸引陸客與旅
行團來訪，並且採取票票50元可以抵用購買紀念品的關係，但此一現象增加現象，
仍然需要持續觀察其未來變化。 

 

圖4 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趨勢與週期變動分析 

(三)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結構性轉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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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顯示兵器文化館參訪人數的Chow結構轉變檢定，運用CUSUM of Squares檢
定，並依據該圖形判斷結構轉變點可能的位置，在5%顯著水準下，可以發現2005

年6月有明顯結構轉變，此檢定結果與趨勢分析結果相同，皆顯示2005年6月兵器文
化館參訪人數開始轉折向下。 

 

圖5 兵器文化館遊客參觀人數結構性轉變分析 

    整體而言，近十年兵器文化館參訪人數在開館之後持續增加，而在2005年6月之
後人數則逐年減少。從季節性分析，暑假期間參訪人數只有略高於平常月份，旅客
來訪持續減少，甚至在寒暑假期間也無法獲得遊客青睞，此一現象顯示兵器文化館
已失去吸引力，必然重新制定良好的策略，恢復吸引力，使遊客有興趣蒞臨參訪。 

三、兵器文物館經營績效評估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進行的2007年度「地方文化館外部評量之研究」與林曉薇
(2009)評估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效益，使用投入每萬元可服務人次作為量化評估
指標，由經費效益觀察地方文化館計畫執行的成果，在2007年故宮博物院投入每萬
元可服務人次為36.7人、歷史博物館為37.7人、自然科學博物館為54.2人，而地方文
化館2007年為537.5人、2008年為539.7人，可是表1顯示兵器文物館2010年為23.37人、
2011年為22.67人、2012年更少為19.97人，相較於公營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服務人次
平均值，兵器文物館都遠遠低於前兩者。至於其他績效例如：人才培訓、刊物出版、
合作夥伴與成果發表等，近3年都持續努力中，並無特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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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兵器文物館2010-2012年績效分析 

年度 2010 2011 2012 

開放天數(天) 300 300 307 

年預算(萬元) 150 148 146 

參觀人數(人次) 3,500  3,400  2,996  

投入每萬元可服務人次 23.33 人 22.67 人 19.97 人 

人才培訓(次/人) 2/60 2/30 2/60 

刊物出版(式) 3 1 1 

活動推廣(場次) 3 2 5 

成果發表(場次) 3 3 3 

就業促進(人次) 3 1 2 

簽定合作夥伴(個人/團體) 0/1 0/1 1/1 

四、兵器文物館SWOT分析 

SWOT分析常運用在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本研究通過評價兵器文物館的優勢與
劣勢、競爭上的機會與威脅，對文物館進行深入且全面的分析，再以及競爭優勢的
定位，進而製定其發展策略。而SWOT分析將聚焦在如何利用優勢？如何克服劣勢？
如何利用機會？如何抵抗威脅？ 

兵器文物館之 SWOT 分析，在優勢部份：經營者具深厚專業經驗與技術，參與
競賽常獲得獎項、在資源方面與刀劍協會結合、大學校院產學合作、中國大陸相關
產業交流頻繁，形成強有力的資源系統，成為文化館之核心競爭優勢。劣勢方面：
經營者年齡已長尚無繼承人、私人經營場地與經費不足、刀劍館藏展品昂貴與稀少
取得不易、更受限於法律對刀劍管制，這些方面皆有未逮之處，不利於推廣與拓展
外貿；至於機會方面：在文化產業環境中，來台外國人與中國觀光客人數倍增，且
與興達港觀光漁市、漁人碼頭，形成一風景線，有利於開拓客源，另外國際上刀劍
藝術品已漸受重視且變成高級藝術品與收藏品，有助文化館營運發展。面對的外部
威脅則包括政府經費補助、相關法律與政策不明，鄰近台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
即將完工，兵器館藏量遠遠超過本館，民眾無法將藝術與兵器結合，購買以日常刀
具為主，無法帶來較高的收益，都可能威脅到文化館之生存。 

本研究利用上述的 SWOT 分析，研判文化館在該領域的競爭優勢，期能有助文
化館管理策略劃的修正，能知己知彼掌握大環境趨勢變化，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正
視優、缺點與面臨的潛在危機，加以改進與補強，強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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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兵器文物館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經營者具深厚專業經驗與技術，獲獎
率極高，為國內唯一能客製化製作相
關產品與展覽專業展館。 

◎文物館與刀劍協會結合具良好的資源 

◎同領域的兵器文化館極少，具特別的
地方特色。 

◎配合大學校院產學或技術專業發展。 

◎與大陸相關性產業互動頻繁。 

◎媒體曝光量為全國地方文化館之冠。   
 

Weakness 劣勢 

◎經營者年齡已長，後繼無人。 

◎私人經營，場地不夠，經費不足。 

◎館藏展品因昂貴與稀少，來之不易。 

◎受限於法律，不利於刀劍藝術的推廣
與拓展外貿。 

◎低階產品獲利不高，高階產品屬奢侈
收藏，隨經濟情勢起落。 

◎台灣刀劍製作者太少，沒有良性交流
互動，導致技術落後。 

 

Opportunity 機會 

◎緊鄰興達港觀光漁市、漁人碼頭，列
入高雄市風景線之一。 

◎來台外國人與中國觀光客人數倍增。 

◎與鄰近展館或文化館密切合作。 

◎刀劍價格不斷攀升，在國際上已漸受
重視且脫離原本殺伐的始意，變成高
級藝術品與收藏品。 

◎國內打鐵技藝逐漸失傳，因此傳統藝
術日漸受到重視，刀劍製作技術等都
嚴然成為顯學。 

 

Threat 威脅 

◎政府經費補助政策改變，相關法律與
政策不明，影響文物館發展。 

◎台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即將完
工，兵器館藏量遠遠超過本館。 

◎民眾無法將藝術與兵器結合，購買以
日常刀具為主，無法帶來較高的收益。 

◎無能力兼顧文創產業與高階刀劍收藏
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與環境。 

◎政府輔導方向偏差，地方文化館無法
主導大區域之文化整合。 

 

五、德菲爾法之專家討論與結果 

本研究在SWOT分析結果，再經由分析之焦點，訂定問題與解決策略，進行專
家問卷調查，在最後再將總結和反饋報告，提供回答者和決策者。最後在經過深刻
與反覆確認回答者的建議，對於兵器文物館對於文化保存與擴展策略。 

(一)德爾菲法彙整之維持兵器文物館永續經營之策略 

1.參與專家：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包括文物館業者、學術界、社區總體營造專家
與行政部門主管。 

表 3 參與專家與問卷發放情形 

類別 問卷發放數 問卷回收數 回收率 

文物館 

業者 

兵器文物館工作人員 4 4 

93.75% 

其他文物館經營者 3 3 

學術界 
管理專長學者 2 2 

工藝專長學者 2 2 

社區總體

營造專家 
企劃與專案管理專家 3 3 

行政部門 主管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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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問項設計 

根據本研究研究問題，開放型問卷問項設計除歸納各研究學者、經營者提出建
議之問題外，由於前一節兵器文物館來訪遊客人數變動特性實證結果指出，在 2005

年 6 月之後明顯出現來訪遊客人數減少，檢視其原因主要認為開始收取參觀門票，
造成遊客參觀意願下降，而隨著文物館開幕時間拉長，潛在有興趣來訪的遊客越來
越少，展示的文物無法吸引遊客再度光臨，討論這些個議題是複雜且動態的，因此
在以上考量，問卷調查內容設計，使用 SWOT 策略矩陣分析法，將複雜問題和對策
予以簡單要因化，係針對文物館如何吸引遊客來訪的策略為主要核心，將內部因素
與外部因素融合思考，探討如何利用優勢克服劣勢？如何利用機會抵抗威脅？以及
文物館如何永續經營等基礎下，依據表 4 之 SWOT 分析策略擬定原則，建構以下四
種構面的策略型態進行研究： 

(1)應用內部優勢爭取外部機會的（SO：Max-Max)策略：此種策略是最佳策略，文
物館內外環境能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優勢資源，取得利潤並擴大發展。 

(2)利用內部優勢避開外部威脅（ST：Max-Min)策略：此種策略是在文物館面對威脅
時，利用本身的強勢來克服威脅。 

(3)利用外部機會克服內部劣勢（WO：Min-Max)策略：此種策略是在文物館利用外
部機會，來克服本身的弱勢。 

(4)減少內部劣勢迴避外部威脅（WT：Min-Min)策略：此種策略是文物館必須改善
弱勢以降低威脅，此種策略是提供解決文物館所面臨困境時所使用。 

表4 兵器文物館SWOT分析策略擬定原則 

情境 
外部分析 

優勢(S) 劣勢(W) 

內 

部 

分 

析 

機

會 

(O) 

SO策略(Max-Max)：乘勝追擊策略 

策略擬定：充分發揮兵器文物館內

部優勢，抓住機遇 

WO策略( Min-Max)：策略聯盟策略 

策略擬定：利用外部資源來彌補兵

器文物館內部劣勢 

威

脅 

(T) 

ST策略( Max-Min)：守株待兔策略 

 

策略擬定：利用兵器文物館的優

勢，以回避或減輕外部威脅的影

響，最終將威脅轉化為機遇 

WT策略( Min-Min)：置之死地而後

生策略 

策略擬定：減少兵器文物館內部劣

勢同時回避外部環境威脅，即不正

面迎接威脅，最終置之死地而後生 

(二)分析文物館如何永續經營策略之調查結果 

本研究之專家問卷第一次回收統計後，部份受訪者之填答，存在顯著差異，因
此進行第二次問卷，並將第一次回收統計資料回饋給每位受訪者，針對差異部份重
新回應，經整理第二次問卷統計結果，詳細說明如下。 

1.SO 策略：應用內部優勢爭取外部機會的策略 

(1)善用資源、文化創新 

近年來政府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兵器文化館緊鄰興達港觀光漁市、漁人碼頭，
也被列入高雄市風景線之一。兵器文物館可利用專業經驗與技術，將知識、文化、
美學融合起來，呈現於管理、行銷，運用創意元素，塑造展覽魅力與包裝創意刀具
成為藝術禮品，另外如何與其他產業合作，例如與禮品或公仔製作公司，共同開發
設計代表文物館特色的兵器公仔，進行國內外銷售，不僅可以享受銷售利益，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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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兵器文物館的知名度。讓遊客對於刀劍文化內涵有更深層的瞭解，提昇兵器文
物館的獨特性與價值性。 

(2)把握契機、行銷國際 

行銷是地方文化產業吸引遊客的重要手段，透過媒體創造話題，可提昇兵器文
物館的知名度與附加價值，兵器文物館可把握，刀劍藝術在國際上逐漸受重視，以
及近期來台外國遊客倍增的契機，展開各種行銷策略，把兵器文物館行銷國際，依
據研究國際行銷，最有效的行銷方式為「FEMN 模式」，亦即利用節慶 (Festival )、
展覽(Exhibition)、戲劇(Movies)與網路 (Network)的四合種方式進行國際行銷(Huang, 

2010)，透過不同型態的行銷策略，將兵器文物館營造成為為兼具藝術、體驗與文化
價值，成為融合中國文化與藝術的兵器文物館。 

2. ST策略：利用內部優勢避開外部威脅的策略 

(1)建構夥伴關係、增加展示內容 

兵器文物館受限於經費不足，無法添購館藏品進行展示，但是與刀劍協會密切
的夥伴關係，因此展示的刀劍兵器，可採取多元的方式，不一定是以館藏為主，借
展的物品可來自刀劍協會的收藏者，或其他國內外兵器館館藏品，藉由輪展來增加
展示內容，如此展示內容可獲得更多遊客認同與喜愛。另外文物館內部空間重新規
劃，整理文物館擺設，去除過多的雜物，使展示精緻化是必然的方向，是個可行的
策略，「懷古、留古、講古」的一系列的模式，可為兵器文物館展覽主題館呈現，
製造吸引力，興達港製刀工廠則配合觀光漁市，朝向開放工坊的方向努力。 

(2)發揮專業技術、增加收益 

    目前文物館經費除部份來自政府補助外，所需管理、保養花費等經費開銷皆由
經營者自行負擔所有開支，經費短絀極為嚴重。為解決財物困境可以採取以下策略
增加收益。 

 收取清潔費或是文物館門票:礙於台灣人習性，收取門票將導致降低參觀意願，
因此採取門票抵用紀念品消費與兒童免費的方式可以減少衝擊。 

 販賣紀念品籌籌措經費是一最佳的方式，以郭常喜老師擁有國家技藝師的榮譽，
精湛的刀藝與淬火技術，讓許多消費者慕名而來購買刀物器具，零售銷路佳。
但郭老師講求快速製刀過程，未考慮刀物之美觀，較難提升至藝術品的境界，
因此刀物器具相關產品的升級，藉由與大學校產學合作，創意設計另類的紀念
品，藉由炒熱新聞增加文物館的知名度，增加遊客到訪人數，亦可提升紀念品
的買氣。 

3. WO策略：利用外部機會克服內部劣勢的策略－技術傳承、提升知名度 

在國內教育制度及職業教育，對於較冷門專業的刀具製作、金屬工藝等，沒有
加以重視了解，刀具製作、金屬工藝技術傳承面臨嚴重問題，連帶影響到兵器文物
館維繫與存在，幸好在國際上刀劍藝術價值不斷攀升，已漸受重視且脫離原本殺伐
的始意，變成高級藝術品與收藏品，而且國內大大師級的打鐵與金工師逐漸凋零，
技藝也逐漸失傳，所以傳統刀劍製作技術在眾多人關注下，日漸受到重視而成為顯
學，如今在此時機可以藉由郭常喜老師的知名度，積極栽培合適的徒弟，並鼓勵多
參加相關技藝競賽，提高名氣，同時提升文物館知名度形成吸引力，招募更多的生
力軍或人才投入，解決技藝傳承與文物館永續經營的困境。 

4.WT策略：減少內部劣勢迴避外部威脅的策略－資源集中整合、創造差異化 

   刀舖工廠位於興達港(圖 6)，結合觀光漁市的假日人潮，且能依照漁船所需之刀
物器具製造，零售銷路佳，但是目前刀舖工廠腹地面積不大，同時要兼具刀物之生
意買賣及製作的功能，觀光客只能觀看，並無法有效吸收刀物器具的相關知識，且
工廠內外尚未規劃完善的參觀路線，也較無法吸引觀光客前往駐足參觀。而兵器文
物館位於興達港與情人碼頭之間，展出內容為中國歷代及民俗宋江陣之兵器、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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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刀等供民眾參觀，並不定期舉辦特展及籌辦各項攸關刀劍藝術之學術研討會及
研習活動，文物館位於刀舖與情人碼頭兩者，文物館與刀舖工廠兩者相距太遠，相
互獨立運作，無法串聯有效結合，不易產生互動。許多專家都強烈建議，文物館和
舖工廠集中合併成為複合多元化的觀光工廠，效益會更佳，可為提供一個兼具觀光
休閒與教育娛樂的環境。但考量搬遷費金額之高，目前此整合成本過高，要達到一
定效益仍具困難度。 

差異化優勢是文物館實施永續經營的必要戰略，兵器文物館雖然不具備博物館
的規模，尤其是台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即將完工，兵器館藏量遠遠超過兵器文
物館，而且兵器文物館目前最大的困難點是文物館之展示區及附屬區域無法分割，
若能將附屬區域分割出來，能仿效國外博物館之創進事業引導的功能，廠商和文物
館合作複製館藏品並商品化，未來文物館與刀舖合併，展示與體驗活動結合，可以
創造與奇美新館的差異化優勢，不僅可獲得固定收益，亦可迴避奇美新館的威脅。 

 

圖 6 刀舖、兵器文化館與情人碼頭位置圖 

目前私人文物館除有企業支援的博物館(例如奇美博物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等)，可免於財務上的困窘外，幾乎都面臨入不敷出，許多私人文物館在支持館內正
常開銷的經費上都產生困難，更無法籌措經費在收藏品與展覽的場館的更新，在此
惡性循環之下，已導致許多家私人文物館關閉，僅存的文物館也在因為尚有政府經
費補助，處於茍延殘喘，基於此情況，本研究綜合的專家建議與Bradburne (2001)，
Kotler( 2001)的策略，在文物館方面，吸引遊客來訪與解決財務困境為首要目標，擬
訂短中長期的發展策略，輔以行銷與策略夥伴計畫，個別的文物館可依據其特性，
導入客製化的行銷方法，創造專屬品牌附加價值，才有可能追求永續經營的目標。

A：刀鋪 

B：兵器文物館 

C：情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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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輔導私人文物館營運方面，策略必需務實、切莫好高騖遠，要求地方文物館
主導大區域之文化整合，這是個不可能任務，惟有鬆綁法規，針對文物館特色，採
取差異化的輔導策略，才能支持地方文物館永續經營，達成地方文化的保存與擴展
的目標。 

伍、結論和未來研究建議 

一、結論 

台灣地方文物館館正處於一個重要生死存亡的轉變過程，傳統的經營方式，已
無法回應政府的新公共政策和遊客的需求，而解決財務短缺與遊客的流失的主要的
驅動力量，是以行銷為導向，尤其台灣觀光政策正以積極開放外國人與中國大陸遊
客來台，並發展多元化觀光，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內涵，文化、休閒旅遊市
場迅速擴大，在此時機正是文物館轉型的機會，綜合國內外博物館已經制定和實施
的策略與專家的建議，本研究彙整可行的策略，提供文物館管理人員參考，其策略
如下: 

•重新定義文物館任務與扮演角色 

•思考以客戶需求為核心的策略 

•設定短中長期的目標 

•投入資源支持行銷策略 

•提供遊客優質具創意的體驗活動 

•尋求財務支援，建立良好的夥伴關切 

最終行銷策略是吸引遊客的最好的方法，但是創意與提供優質的複合服務，滿
足遊客者的要求，才能維持文化館之永續經營目標。 

展望未來，文物館經營者者，除了在基本的管理行銷的架構外，應該針對文物
館特色建立更廣泛服務，去實現文物館的使命。 

因此，建議文物館在經營與管理上，應加強以下的能力與服務： 

•改善服務品質，提高遊客再訪意願，吸引潛在的遊客的來訪 

•積極的與社區結合，建立義工制度 

•確保引進的資源可以達到支援者的期待 

•配合外部變化調整文物館的經營方式 

綜上所述，文物館經營如果仍然聚焦在收藏、教育功能，與遊客的需求脫節，
未來不確定的風險將增加，長期將嚴重威脅其存在價值，而逐漸被社會淘汰，因此
文物館也必需隨著社會變遷，調整其應對策略。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兵器文物館經營為例進行分析，雖然兵器文物館遭遇得許多問
題與其他文物館相似，研究所獲得的策略亦可提供其他文物館解決所面臨的困境，
但是個別文物館還是面臨情境不同，因此未來其他文物館可以依循本研究的分析流
程，逐一針對增加收入的問題、差異化優勢以及永續經營所對應的策略，進行個案
的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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