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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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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博物館開發與販售商品，是近年來十分風行的潮

流；然而究竟何者為「好的博物館商品」？這個博物

館不得不思考的基本與重要問題，仍是未有定論且

眾說紛紜；有鑑於此，本文匯聚臺灣現階段討論博

物館商品議題的文獻案例之看法，以尋求答案。

一、緣起

開發與販售商品，已是國外博物館行之有年的作

法，知名博物館學者漢寶德（2000）即曾指出國外著

名博物館中的商店與其販售的商品是博物館主要的

收入來源，而這股博物館商品風潮散播到了臺灣之

後，其理念也逐步獲得認同，「現今博物館商店已經

成為博物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國內博物館如何突

破瓶頸開發觀眾與經濟增長點、轉型並創造新的趨

勢，來確實發揮博物館宣揚歷史文化精神，達到教

育的目的，進一步讓觀眾產生精神層面的共鳴，是

目前極需要被重視的。」（鄧佩芸，2005）

除了理念層面的認同外，故宮博物院衍生性商品

的販售業績躍上多家媒體版面後，「目前故宮文創商

品已累積逾4,000種，經常性販售的2,400種商品

中，⋯⋯，單是去年就創下新臺幣 7 .5億元營業

額。」（自由時報，2013），也讓國內許多博物館紛紛

效尤，開始嘗試投入商品的開發與販售，並致力於

開發出好的博物館商品，以便為博物館帶來利潤與

名聲。

當博物館在開發設計階段面對著琳瑯滿目的商品

選擇時，總是希望能在其中挑選出好的商品構想，

然而究竟何者為「好的博物館商品」？是最吸引人目

光的手機吊飾？還是製作得最精美的縮小積木？亦

或設計得最巧妙的隨身碟？在筆者從事的博物館實

務工作中即面臨了如此的疑問，而在文獻的查考中

更進一步發現，這個對於許多致力於推動商品開發

的博物館來說，雖是個不得不思考的基本問題，卻

仍未有定論且眾說紛紜；有鑑於此，本文將收集臺

灣現階段討論博物館商品議題的文獻案例之看法，

以系統化的內容分析法進行剖析與歸納，希望能匯

聚多年來眾多研究的發現，為這個重要的問題找出

可能的解答。

二、何謂博物館商品

博物館商品，顧名思義乃是「博物館」所開發與販

賣的「商品」；而究其所指為何物，以下從其發展源

流談起。

博物館販售商品的起源始於服務台旁設置的明信片

販售架，而逐漸演變成今日擁有獨立空間的商

店。1955年時有24個博物館商店的代表齊聚紐約，成

立了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性組織─博物館商店協會

（Museum Store Association, MSA），來促進博物館產

業之間的資訊交流，以及有效整合博物館商店產業的

專業經營，在1980~1988年之間，加入的會員突增3

倍以上（鄧佩芸，2005）。時至今日，商品與商店已成

4、精選商品：引進外界所開發、但是仍與博物館主

題有所關聯的商品，如，美術館商店販賣藝術家

的手工藝品。

在此四大類商品類型中，洪紫娟與陳國政討論與

著墨最多者乃是陳國政所提出之「衍生性商品」，亦

即洪紫娟所指之紀念品，而其他更多的研究者，包

括：鄧佩芸（2005）、徐嘉莉（2006）、朱珮瑄（2008）、

林俊佑（2011）、胡維桓（2011）、張慧娟（2013）等

等，所探討之對象亦是此類型商品；至於重視之原

因，陳國政（2005）則指出：相較於價格高昂的文物

複製品，透過設計之轉化後，衍生性商品較複製品

更能與大眾生活貼近，符合時代流行風潮與生活美

學，同時價格更為低廉而廣為大眾接受。

除了理論的緣由外，觀察臺灣博物館的實際現

象，衍生性商品乃是這一波博物館商品熱潮中的主

角；不論是故宮博物院這幾年與外界合作推出的各

種商品，亦或是其他館所，如國立歷史博物館、黃

圖1 博物館商店貨架一景，上方有對於衍生性商品的說明。

為博物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觀眾在參觀結束後，常

有延續參觀記憶與經驗分享的需求，透過商店成立與

商品的銷售，博物館不僅是提供觀眾知識，也滿足其

欲分享與購物的額外需求（陳珮文，2010）。

相較於歐美等博物館先進國家來說，臺灣博物館

商店之起步晚了許多，早期的商店往往只是「販賣

部」，而不受到博物館重視。博物館商店與其商品受

到普遍的重視，就臺灣博物館實務狀況觀察之，約

是近十多年來的現象，例如，以臺灣博物館界的龍

頭故宮博物院來說，乃是從14年前開始自行開發設

計衍生性商品，至於相關學術性研究紛紛出現，則

是近十年來的現象。

研究者洪紫娟（2001）將在博物館商店中販賣的商

品，通稱之為博物館文化商品，依其商品性質可分

為：典藏品、紀念品和出版品三種：

1、典藏品：以典藏或展出文物為藍本所製作的複製

品。

2、紀念品：來自博物館蒐藏或展示品所衍生而成的

博物館商品。

3、出版品：博物館理念之宣傳品或研究成果的展

現，具有強烈的教育意涵及目的。

另一位研究者陳國政（2005）則將其歸納成四大類：

1、典藏複製品：以典藏或展出文物為藍本所製作的

複製品。

2、出版品：旨在宣傳博物館教育理念、或研究、展

出成果的印刷品，以及光碟軟體、影片等。

3、衍生性商品：以博物館典藏文物、展示、特色等為

發想來源，加上創意設計、生活美學、流行風潮等

因子，所開發出來之博物館紀念品，通常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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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副館長潘欣欣（2006），在探討博物館商品店的文

獻中亦提出增加收入乃是應有功能。其他持相同觀

點者包括：鄧佩芸（2005）在探討歷史類博物館商店

之商品設計策略時，指出「博物館新的經濟增長

點」乃是開發商品的效益之一；陳珮文（2010）亦同，

顯見仰賴商品增加博物館的營收，已是普遍共識。

就博物館觀點而言，商品能夠增加營收，而就觀

眾的角度來說，博物館商品則能「延續參觀展覽的

經驗」；例如陳珮文（2010）指出：對觀眾而言，參

觀結束後常會有延續參觀記憶與經驗分享的需求，

透過商店成立與博物館商品的銷售，博物館不僅提

供觀眾知識，也滿足其欲分享的需求。另，陳欽育

（1999）在討論經常推出大批衍生性商品的超級展覽

時，即指出所販售的商品乃是肩負著延續參觀展覽

的特殊經驗。 

更進一步思考，依據張慧娟（2013）所言，「目前

國內外博物館，皆積極以自身特色，開發文化創意

商品，商品本身即是博物館在品牌行銷上重要的載

體，博物館可以透過商品與大眾產生連結，進而達

到教育的使命，並使大眾從中建立對博物館的品牌

形象」；顯然博物館商品可透過「行銷」來「宣揚理

念」而達成「塑造形象」。持類似看法者包括推出許多

博物館商品的奇美博物館副館長潘欣欣（2006）；另

外兩位來自於推出許多商品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研

究者，即周進智、林志峰（2002）亦指出：可因商品

的世界流通，將博物館的教育理念與館藏特色等，

金博物園區、臺灣鹽博物館、多所地方文化館等等，

以及教育部從94年起每年辦理之博物館商品設計競

賽，都可發現衍生性商品已成為博物館商品的代名

詞；因此本文討論將聚焦於此類衍生性商品。

至於名稱用語，其實並未有統一之說法，例如有

媒體稱之為「創意商品」（吳垠慧，2008），或是其他

研究者稱之「文化創意商品」（徐嘉莉，2006），「展示

衍生商品」（李芊緰，2009），亦有研究者稱之為「博

物館文化商品」（陳鈺欣，2008；黃元清，2006），或

是「博物館文化創意商品」（張慧娟，2013），「博物館

文創商品」（林俊佑，2011；胡維桓，2011）；有鑑於

近兩三年來文創一詞成為流行用語，相關的新聞見

報時則多被稱為文創商品（李鴻典，2013），為了便

於探討，本文統稱之為「博物館商品」，以強調出其

以博物館為特色之本質。

三、博物館開發商品之目的

博物館本為非營利機構，然而卻從事販售商品營

利作為，似乎有矛盾之處，不過此乃因博物館有其

需面對之困境與挑戰；在相關文獻中，博物館開發

文創商品的首要目標，也是最常被提及與強調的乃

是「增加營收」，其原因正如周進智與林志峰（2002）

所提及，在1990年到2002年間臺灣博物館急遽成

長至200座左右，公立博物館已趨飽和，私人博物

館的數量也快速成長，而在組織經營上有著相當可

觀的競爭現象，促使原本由國家補助的公立博物館

也不得不在政府補助緊縮，社會捐款降低的影響

下，開始重新重視博物館營運經費的籌募。至於私

人博物館之態度，臺灣私立博物館的龍頭奇美博物

透過商品傳達給不同時空的觀眾；研究歷史類博物

館商店的鄧佩芸（2005）亦指出：博物館商品是博物

館傳播歷史文化的新途徑。從前述看法中可以發

現：顯然博物館商品可被視為是種載具，它承載著

博物館的理念與訊息，透過商品的流通，將博物館

的訊息傳遞到博物館外的世界中，讓無緣前來博物

館參訪的社會大眾，亦可親近與了解博物館的理念

與訊息，同時藉此建立起博物館良好的社會形象。

從增加博物館營收，到延續觀眾參觀展覽的經

驗，以及成為承載博物館理念與訊息的載具，將博

物館的理念與訊息傳遞到廣大的館外世界中，博物

館商品的影響範圍從館內擴散到館外，而其最終要

達成的目標乃是：博物館教育使命的完成；正如張

慧娟（2013）所指：博物館可透過商品與大眾產生連

結，進而達到教育的使命。

四、博物館商品的品質屬性

何謂好的博物館商品？簡而言之，若能達到上一

章節所歸納之各項目的，包括增加營收，延續觀展

經驗，以及成為承載博物館理念的外延載具，則可

視其為好的博物館商品；然而，如此敘述仍相當抽

象，對於博物館與實務工作者來說，需要更為務實

而具體的描述。當以此動機檢視眾多文獻時可以發

現：研究者在總結時多會提出對於好的博物館商品

之見解，以作為其研究發現與結論，

舉例而言，在李芊緰（2009）針對博

物館青年觀眾對於博物館商品的訪

談研究結論中，即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商品與展示的關連度需要加

強，須掌握博物館的特色，以及商品所蘊含之訊息

需是正確的；又如，在林俊佑（2011）探討企業博物

館商品設計的研究結論中，即指出需兼具內涵、創

意、經濟、美感這4個重要元素。這些來自於文獻的

建議、見解與看法，具體描述出好的博物館商品應

具有的品質，以及開發設計時應設定的屬性，且為

多位研究者之發現，若能收集與分析，則當可解答

本文之疑問；因此本文稱之為品質屬性，以利於後

續探討。

若更進一步檢視，則可發現研究者所列舉之各項

品質屬性，乃是來自於不同面向的關照，此又可區

分為3大類別，包括：靈感來源、設計特性、以及消

費對象，以下分述之。

所謂靈感來源，意指博物館商品開發設計時所擷

取之博物館元素或知識，例如，以典藏名畫為靈感

來源所製作出的資料夾，以展出的骨董機器為靈感

來源所開發出的機械玩具；由於靈感來源乃是文創

商品開發設計構想之所本，也是博物館商品意義的

來源，因此許多研究者均會針對其提出見解。次之

為設計特性，一件博物館商品的形成過程中，必定

有各種設計特性的設定，例如需品質精美，需具實

用性，應具有美感等，這些設計特性構築出商品的

外觀與功能，使其具備某些異於其他商品的性質，

所以釐清商品之設計特性，有助於開發設計時進行

之商品定位。再次之為消費對象，

在文獻檢視中可發現許多研究者均

針對特定消費對象之喜好與感受進

行探討，此乃因博物館商品是為消

費對象所購買，亦為消費對象所使

圖2 博物館商品設計競賽的得獎作品之一「水壺」，壺身印著展示的內容「人
體的組成有65％是水份」。

圖3 靈感來源為「臺灣早期公用電話」的
微型積木電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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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品若要發揮其功能，更需吸引消費對象的喜

愛，因此探討博物館商品之開發設計時，自不能忽

略其與消費對象關係的探討。

承上述探討，這些文獻中所提出的品質屬性，具體

的描述出理想中的博物館商品所應具有的條件，也清

楚指出博物館商品「好」的特質，因此若能擷取現有文

獻中眾多研究者針對不同面向的結論，從中分析、比

較、彙整與歸納，亦即等同匯聚眾多研究者的研究發

現，以尋求到「何謂好的博物館商品」之答案。

五、文獻整理與分析

翻閱相關文獻可以發現，臺灣對於博物館商品的

探討約莫始自20年前，近10年來則因此議題的逐漸

受到重視，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為了匯聚

眾多臺灣研究者的智慧以尋求問題的答案，本文收

集了臺灣地區近20年來探討博物館商品的論文或文

章，擷取其中對於「好的博物館商品」的看法或見

解，以內容分析法進行探討，實施方式如下：

◎研究對象的抽樣

以博物館商品（依據本文第二章節之定義）為探討

對象的學術性論文或一般性文章，空間範圍以臺灣

地區的期刊或論文為主，時間範圍則以近20年之文

章。來源則為國家圖書館所登錄與保存之期刊與相

關論文。

◎研究單位與類目的訂定

研究單位設定為擷取一篇論文或文章的結論中，

對於良好博物館商品所認為之應有的品質屬性，不

同意義的品質屬性再區

分開來，例如一篇文章

中會提出：精緻、價格合宜、吸引兒童觀眾，則區分

為3個單位。至於類目，為利於比較與歸納，承上述

探討而區分為3個面向，即：靈感來源、設計特性、

以及消費對象，分析整理後簡要呈現如右頁列表。

圖4 彰顯黃金博物館礦業特色的鑰
匙圈。

項次 作者 類目 單位內容

1 王慧珍，公營博物館文創賣店的設置與營運 設計特性 賣店商品應正確傳達博物館教育理念與使命

2 洪紫娟，觀眾在博物館賣店內之消費行為與
顧客滿意度之研究

消費對象 家庭觀眾是最大的購買者

3 李芊緰，從展示衍生商品談博物館青年觀眾
之回憶與學習

靈感來源 展示衍生商品與展示的關聯度需加強

設計特性
品質加強

需掌握博物館的特色性以創意結合商品

4 李如菁、何明泉，博物館文化商品的再思考
靈感來源 運用文化商品創造使用者的經驗

設計特性 為文化商品的使用經驗創造意義

5 李如菁，臺灣博物館文化商品評析

靈感來源
商品意義的擷取上應兼顧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觀點

擷取溝通意義的標準應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設計特性
文化商品造型的選擇應考慮溝通意義之內涵

應尋求意義與文化商品造型關聯模式的多層次

6 李蘭婷，博物館專賣店之消費需求與服務品
質之研究

設計特性
觀眾最期待創意類型的商品

購買時最重視的因素是商品的品質

7 李采靈，臺灣公立美術館賣店的經營與文化
商品之研究

靈感來源 開發文化商品應注意智慧財產權

8 李嘉欣，產品訊息強度與消費對象喜好度之
關連探討

設計特性 受訪者購買博物館商品原因多為紀念品且重視造形美觀

9 李嘉琴，博物館賣店觀眾消費行為及滿意度
之研究

設計特性 觀眾的建言以商品選擇性不足為最，應加強商品的多元化及創意性的產品

消費對象
.女性比男性較常從事文化消費活動，因此應加強男性目標市場，以提昇兩性在文化中一同成長

消費對象之間具有異質性，依據不同屬性的群體設計出符合他們需求的商品或提供服務

10 林媛婉，博物館教育與商品開發設計 設計特性 應是具有博物館歷史意涵的文化教育產品

11 林俊佑，從消費對象生活型態探討企業博物
館文創商品設計之研究

設計特性
普遍消費對象的文化消費習性尚未成熟時，要以生活實用性為設計的首要考量條件

文創商品在設計時需兼具內涵、創意、經濟、美感這四個重要元素

12 林崇宏，博物館文化如何融入民眾生活
設計特性

商品造型結合傳統意象與現代生活美感

給予舒適的使用感

簡單易於操作

消費對象 給予消費對象感官上的愉悅、美感上的享受和情緒上的反應

13 周進智、林志峰，成功地在博物館裡敲響收
銀機

設計特性 發掘每件商品傳達教育的機會

14 胡維桓，佛教博物館文創商品之開發研究
設計特性 需要反映文物本身的深刻內涵，讓使用者體認文化本身的精神性。

消費對象 但更重要的是要回歸到使用者的層面，且深刻體驗本質設計，以完成最佳化的設計

15 徐嘉莉、李億勳，臺灣公立博物館文化創新
設計商品造型初探

設計特性
需與流行文化作結合

揉合教育性、現代性與實用性

16 陳欽育，大型借展文物之展覽行銷 設計特性 延續參觀展覽的特殊經驗，因此強調其商品的教育功能

17 陳鈺欣，博物館文化商品設計之探討 靈感來源
以北投溫泉博物館意象為主體

舊照片、圖騰加以授權運用

18 陳國政，臺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
研究

設計特性 自行建立其風格與定位

19 黃元清，文化商品轉換研究與概念設計 靈感來源 將故事中的精神文化訊息透過適宜的轉換呈現在商品上

20 黃光男a，博物館行銷策略 設計特性 一個良好的博物館商品經營，是一種具有極大力量的行銷傳達媒介

21 黃光男b，詠物成金─文化創意產業析論
靈感來源

文創產品必須有與博物館典藏品有關的元素

應以文物特色作為衍生的依據

設計特性 文創品的品質，均力求文化內容與符合博物館藏品的準確性

22 黃旭，博物館裡的文化商品 設計特性 紀念品和展示，似乎互相強化、互相支援它們可轉變為市場價值的權威性

23 秦裕傑，博物館行銷 設計特性 博物館文化商品視為旅遊的紀念品

24 鄧佩芸，歷史類博物館商店之商品設計策略 設計特性 以整體系列化開發方式，賦予商品教育功能

25 蔡怡怡，公營博物館之自營商店政策探討
靈感來源 文創商品應與博物館本身類別及館藏特色有關聯

設計特性 要能傳達博物館的形象

26 劉真吟，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形象建立及品
牌商品開發創意

靈感來源
在符號消費的風潮下，賣店可以以市面上的監獄符號商品來作為開發的依據，被符號化的商品，
更能有品牌識別差異

27 Newcomb, Kahleen K，博物館賣店的組織和
銷售技巧

設計特性 博物館應該擁有自己形象的商品

28 Sekers, D.，博物館賣店的教育潛能 設計特性 優良商品的販賣可以提供資訊並獲得良好的回饋，而自教育的角度來看都頗有助益

六、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靈感來源面向

以下依據前述所區分的3個類目，即：靈感來

源、設計特性、以及消費對象，與上一章節之分析

歸納結果，分別進行討論。首先，針對「靈感來

源」總共收集到九個見解，而這些看法中可歸納出

3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商品應與博物館本身的類別、特色

及館藏有關聯，且關聯度需強化之。所謂關聯，意

指：商品必須傳達出博物館的形象、意義與訊息；

由於消費市場上商品種類繁多，以馬克杯為例即有

成千上萬種，如何讓博物館開發設計的馬克杯有特

別的形貌與意義，不會被淹沒在一般商品的紅海

中，強烈的呈現出博物館的特色，就有賴商品與博

物館關聯的建立，例如，印上蒙娜麗莎肖像的馬克

杯，一看即知是羅浮宮的商品，翠玉白菜的吊飾乃

是故宮博物院的商品。 

更進一步探討，參照李嘉欣（2006）針對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植物園與雲科大共同設計開發的商品所進

行的實證研究，其結果指出：增強商品所傳達的訊息

有助於購買者對該商品的理解，且理解程度越高者對

該商品的喜好度也越高；綜合上述兩份研究的結果，

可以歸納：當商品與博物館的關聯度越高時，則越能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與喜愛，例如，一件針對博物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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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築物所設計出來的鑰匙圈，當然會比一般的鑰匙

圈更佳，而一組附上典藏文物說明的文物照片拼圖，

會較單獨販售的拼圖更能吸引消費者。

第二個重點是在創造商品與博物館之關聯時，應

兼顧有形與無形價值的觀點，並可適度擴大其符號

範圍。在李如菁（2010）探討臺灣博物館商品之現況

研究中即指出：現有商品在建立與博物館的關聯時

多從有形的文物、建築、圖像著手，而忽略了無形

的博物館精神、價值、故事、文化等，例如：典藏

品背後所代表的傳統技術、歷史名人激勵人心的人

生故事、族群的特殊生活方式等，若能擴大擷取關

聯的觀點，則可更完整的傳達出博物館不同面向之

意義與訊息。

至於擴大符號範圍，徐嘉莉（2006）曾指出：文化

創意商品的特性是使用性降低，而符號價值提升；

所謂符號價值提升，從語意學觀點來看意指：文創

商品所涵帶訊息的重要性，高過於其實際使用功

能，此時文創商品不再被視為僅是一個工具或物

品，而成為象徵博物館的一個符號，而文創商品的

開發設計，也可視為是一種創造符號與運用符號的

過程。在劉真吟（2010）探討嘉義舊監博物館之品牌

商品開發時，指出：可以市面上的監獄符號商品來

作為開發的依據，舉例而言，黑白條紋的囚衣雖然

並非是嘉義舊監的人犯所穿，但因其「監獄」意象已

深植人心，因此取其意象符號來開發商品亦是相當

適當。同理推論，一所科學博物館雖然沒有化學相

關展示主題，但因化學記號與分子模型之科學意象

已深植人心，因此亦可適度的使用之於博物館商品

的開發設計上；若能循此模式，則博物館在開發設

計商品時，除了專注於發掘自身的特色外，更可參

照社會中已成共識的種種象徵符號，結合兩者創造

出讓人印象深刻的鮮明關聯，從而建立起博物館商

品的品牌形象。

第三個重點是應注意博物館商品的智慧財產

權。由於博物館商品的開發經常會使用歷史影像、

傳統圖騰、一般圖案、古物照片、建築物外觀、風景

圖像等等，為避免引發爭議或是觸法，在使用之前

應確實釐清其版權歸屬，或是簽定授權協議，以確

保博物館的權益。

（二）設計特性面向

其次，針對「設計特性」總計收集到30個見解，而

這些看法中可歸納出5個重點。

首先是：應重視博物館商品的教育功能。計有7

個來自不同觀點的見解，提出對於博物館商品教

育功能的重視，包括：從商品最主要的銷售點─

博物館的商店來看，在王慧珍（2013）探討博物館

商店的設置與營運之研究中即指出：商店的商品

應正確傳達博物館「教育理念與使命」；若從博物

館開發商品最主要的目標─增加營收的觀點來看，

博物館商店要同時兼顧教育的功能和營利的目標，

就必須「發掘每件商品傳達教育的機會」（周進智、

林志峰，2002），這也是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而

從觀眾參觀展覽的效益來看，「延續參觀展覽的特

殊經驗，因此強調其商品的教育功能」（陳欽育，

1999）。歸納上述研究之見解，可說呼應了先前所

探討之博物館商品最終目標，即博物館教育使命

的完成，因此可界定教育功能應是博物館商品的

首要屬性。

圖6 參觀者可透過食用特製的礦工便當，來懷想當年挖礦工作情景。

至於文創商品「實用性」的內涵，在林崇宏（2011）

探討以博物館商品作為博物館與民眾對話之媒介的

研究中，透過作者的設計專長，給予實用性進一步

的註解，包括「給予舒適的使用感」以及「簡單易於

操作」。而在李如菁、何明泉（2009）針對博物館商品

的研究中則對實用性做了更深入的詮釋，該文指出

應「運用商品創造使用者的經驗」，且「為商品的使用

經驗創造意義」；舉例而言，一個感知到熱度而變色

的馬克杯，隨著使用者每次加熱水到杯中而變色

時，會不斷提醒使用者地球溫度升高的危機，又如

防疫主題的展示廳推出保持清潔的洗手乳，當消費

者每次使用洗手乳時，可將展示所欲傳達的訊息再

次加強，同時讓這瓶洗手乳有特殊意義，而不同於

其他的洗手乳。若循此觀點進行設計，則博物館商

品的實用性會成為加深商品訊息傳達的手段，提升

使用者對於商品的喜愛度，從而有效提升博物館商

品所欲達到的效益。

第四個重點則是博物館商品的美感應得到重

視。商品消費者最直接的心聲，來自於李嘉欣

（2006）在探討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文化商品

設計時，消費者調查結論所指出：「受訪者購買博物

館商品原因多為紀念品且重視造形美觀」；而在林俊

佑（2011）探討企業博物館商品設計之研究中，其結

論亦指出：商品在設計時需兼具內涵、創意、經濟、

「美感」這四個重要元素。持相同論點的還有林崇宏

（2011），在他探討博物館文化如何融入民眾生活之

圖5 博物館商品設計競賽的得獎作品，名
人嘉言的月曆。

第二個重點是對於博物館商品創意性的重視。在

李如菁（2010）綜覽臺灣博物館現有文化商品的評析

中，總結問題點之一即為：商品的造型限於成本與

風險之考量，經常陷入刻板而重複的選擇中；另在

李嘉琴（2007）針對故宮博物院商店中觀眾消費行為

之問卷調查結果中，亦指出：觀眾的建言以商品選

擇性不足為最，應加強商品的多元化及「創意性的

產品」。而從李嘉琴的調查結果中還可推論，若連全

臺博物館商品類別最多的故宮博物院商店商品都有

創意不足問題時，則其它博物館很有可能亦面對相

同問題。呼應此觀點的還有其他研究結果，包括李

蘭婷（2006）探討兒童博物館商店之消費需求的研究

結論，以及李芊緰（2009）針對博物館青年觀眾對於

博物館商品的訪談研究結論，這些面對第一線消費

者的研究調查均指出：觀眾對於創意類型商品的重

視與渴望，顯然這是目前臺灣博物館商品開發設計

時亟待重視的問題。

第三個重點則是應重視博物館商品之實用性。在

林俊佑（2011）探討企業博物館商品設計的研究中，

透過調查來了解消費民眾對商品的看法，以重新釐

清商品的設計要點與定位，其結論指出：在普遍消

費對象的文化消費習性尚未成熟時，要以生活「實

用性」為設計的首要考量條件；而在徐嘉莉、李億

勳（2006）針對臺灣公立博物館文化創新設計商品

之造型所進行的理論研究中，則指出博物館商品需

揉合教育性、現代性與「實用性」。綜合上述研究結

論可以發現：博物館商品的實用性是一項值得注意

的品質屬性，因其會成為吸引消費者購買的重要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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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結論主張：「商品造型結合傳統意象與現代

生活美感」；綜合上述研究之看法，可以發現博物館

商品之美感確實有其重要性。

第五個重點則是應重視博物館商品的品質。若從

商品消費者之觀點來看，在李蘭婷（2006）討論博物

館專商店之消費需求與服務品質的研究中，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消費者購買時最重視的因素是「商品

的品質」，由此可佐證博物館商品之品質的重要

性。而現有博物館商品的品質是否令消費者滿意

呢？在李芊緰（2009）從展示衍生商品談博物館青年

觀眾之回憶與學習的研究結論中，即指出：青年觀

眾並不滿意現有商品的品質，而認為品質應加強；

顯然現有博物館商品的品質有其待改進之處。然

而，商品的品質與售價息息相關，品質不可能無限

提升，因此在合理售價的範圍內，商品品質究竟應

加強到何種「適當的程度」呢？資深博物館人黃光男

（2013）對此提出見解：「文創品的品質，均力求文化

內容與符合博物館藏品的準確性」，舉例而言，以精

緻文物收藏為特色的博物館，其商品自應有精緻之

品質，又如，以普羅大眾為主的科學博物館，其商

品的品質則達到一般水準即可。

（三）消費對象面向

針對「消費對象」總計有4個見解，重點有一：博

物館商品的開發設計應回歸到使用者的角度。首

先，商品設計時應以使用者為念，包括：胡維桓

（2011）針對佛教博物館商品開發

所進行之研究中，結論指出：「更

重要的是要回歸到使用者的層

面，且深刻體驗本質設計，以完

成最佳化的設計」；而林崇宏（2011）則更進一步詮

釋，當藉由博物館商品作為博物館與民眾對話之媒

介時，應「給予消費對象感官上的愉悅、美感上的享

受和情緒上的反應」。

其次，應針對不同消費族群的屬性進行不同的設

計，例如吸引女性使用的提袋，即與男性使用提袋

不同；而博物館商店的消費者亦有其主要消費族

群，如洪紫娟（2001）調查科工館商店觀眾之消費行

為時即發現：家庭觀眾是該館最大的購買者；李嘉

琴（2007）針對故宮博物院商店之觀眾消費行為所進

行的調查結果中則發現：「女性比男性較常從事文化

消費活動」，因此其研究結論指出：「消費對象之間

具有異質性，依據不同屬性的群體設計出符合他們

需求的商品或提供服務」，顯然博物館商品的開發設

計亦應呼應一般市場中分眾消費的現況，以提升商

品對於不同觀眾族群的吸引力。

七、結語

本文的探討起點始自個人對於博物館商品現況的

觀察與疑問，透過對於商品定義的釐清，確認探討

對象，之後再藉由商品開發目標的檢視，讓本文所

探討之博物館商品有清楚的立足點；而後透過有系

統的檢視、比對、分析與歸納臺灣現有探討博物館

商品的文獻內容，彙整研究者所列舉的各項理想之

品質屬性，從靈感來源、設計特性、以及消費對象

等3個面向，追尋「何謂好的博

物館商品？」問題的答案，本文的

發現有 3項結論，分別說明如

下：

第一個結論乃是針對靈感來源

之面向，好的博物館商品為了成

為延伸博物館參觀活動的工具，

以及承載博物館理念與訊息的載

具，必須傳達出博物館的形象、

意義與訊息；而實務的作法即是

在重視智慧財產權的情形之下，

讓商品與博物館本身的類別、特色及館藏有一定的

關聯程度，且關聯之建立應兼顧有形文化資產與無

形文化資產的觀點，完整呈現博物館特色的各個面

向，同時參照社會中已成共識的種種象徵符號，結

合博物館特色與社會共識，創造出讓人印象深刻的

鮮明關聯，從而建立起博物館商品的品牌形象；故

宮博物院所推出而熱賣的「朕知道了」紙膠帶，應可

說是近年來最鮮明的案例，其巧妙的擷取典藏文物

中看似平常的片段，並結合紙膠帶的功能轉變成為

人人皆可使用的文具，饒富寓意的作法掀起熱潮，

也讓故宮商品聲名大噪。

第二個結論乃是針對設計特性之面向，作為訊息

載具的博物館商品，為達成博物館的教育使命，應

運用創意性的設計，使商品具有適當的品質與美

感，並以舒適的使用感以及簡單易於操作的特性，

讓商品的實用性，成為吸引消費者購買的重要誘

因；更進一步則應運用博物館商品創造消費者的經

驗，透過消費者與商品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商品的

使用經驗創造意義，從而深化商品的訊息傳達，藉

此提升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喜愛，以及對於商品之訊

息的理解與吸收，例如，臺灣鹽

博物館曾推出在地日曬鹽所組成

的沐浴鹽組，讓消費者藉由使用

在地鹽來洗浴的經驗，而理解到

臺灣鹽產業的歷史傳承與辛勤成

果，此種文創商品引領觀眾邁向

更加深刻的體會與經驗。

第三個結論乃是針對消費對象之面向，好的文創商

品應回歸到使用者的角度，商品設計以使用者為念，

呼應市場中各式各樣消費族群的現況，針對不同屬性

的消費對象，開發設計出符合他們需求的商品，以提

升商品對於不同消費族群的吸引力，促進消費對象的

購買率與滿意率；例如，博物館針對女性推出絲巾與

提包，針對兒童推出玩具與撲克牌，針對男性推出帽

子與領帶，此種作法可使消費對象更樂於購買與使用

文創商品，最終則讓博物館商品可以具體實現博物館

的理想，即：隨著文創商品的流通，讓博物館的理念

散播到各地。

本文匯聚了臺灣眾多研究者之發現，嘗試尋求好

的博物館商品應有品質屬性的答案，最終針對博物

館商品設計之靈感來源、設計特性與消費對象等三

個面向，提出詳實且務實的結論，提供博物館商品

開發設計的實務者與研究者之思考架構與重要參

考；最後謹希望本文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

的博物館人重視博物館商品此一議題的發展，同時

推出真正良好的商品，讓博物館的教育使命能透過

商品的銷售與流傳而有效達成。 

圖7 大英博物館與廠商合作推出的食玩商品，以
其典藏為靈感來源。

圖8 在地日曬鹽所組成的沐浴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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