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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2021年的臺灣，⾛到巷⼝的超市就能看到來⾃世界各地的產品，歐洲、美洲、⽇本⋯⋯，產地各
異的商品⼀起被擺在貨架上的情況對臺灣⼈來說早就屢⾒不鮮。

地處國際貿易樞紐的臺灣，傳統產業從古⾄今都不斷地與進⼝產品競爭，在地商品的產品替代性強，
「產業轉型」早已成為臺灣傳統產業的必經道路，若是不這麼做必定會被市場淘汰。本文將會透過實
際案例說明設計、科技與文化對傳統產業的影響，帶領讀者⼀窺飄香百年的「李亭香糕餅舖」與傳承
文化香火的「初⼀⼗五Blessing Day⼿⼯⾦紙電商」在轉型中的改變。

傳統產業想在21世紀⽣存，設計、科技與文化缺⼀不可
嗎？
以作者⾃⼰過去幾年在南部⽣活的經驗為例。當時住家附近的街上有兩間距離相隔不遠的麵
店，每當在⽤餐時間經過那條街時，A麵店常常只有零星幾個客⼈，⽽B麵店則是⾼朋滿座，
騎樓排滿等著吃飯的⺠眾。同樣都是麵店，為何銷售情形的差距會如此⼤？如果實際光顧這兩
間店，其實不難猜出答案。兩間店的麵食種類與⼝味相差不⼤，但是B麵店的室內裝潢和使⽤
的餐具、菜單有經過特別設計，整體風格規劃成⺠國50年代臺灣的樣貌，店內牆上也貼有麵店
歷史、轉型歷程的介紹；網路的評價資訊⾴⾯也有特別整理，甚⾄會回覆每個顧客評論。相比
A麵店的經營⽅法，B麵店很明顯採取相對有計畫性跟創意性的⾏銷⼿法。

B麵店運⽤店⾯設計、社群網路⾏銷和店⾯文化的推廣進⾏傳統麵店的轉型，使得來⾃不同族
群的消費者更願意到該店家消費，同時也和麵店產⽣不同的連結，讓「吃麵不只是吃麵」，更
是⼀種體驗或價值觀的體現。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設計、科技和文化分別在麵店轉型的過程
中展現了不同的效⽤，但具體⽽⾔，他們各⾃在轉型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以及造成了
哪些影響？



▲ 麵店⽰意圖。（圖片來源／Flickr）

設計與文化在傳統產業的轉型中扮演什麼樣的⾓⾊？
現代臺灣的市場既國際化⼜多元，商業競爭激烈。過去的消費者可以選擇的商品種類不多，傳
統產業的產品受到的同業競爭也相對得少，隨著時代變遷，進出貿易成本下降，國⺠的平均收
入普遍也有提升，消費者有能⼒且願意做出不⼀樣的選擇與考量。在這種市場環境下，傳統產
業需要提升產品競爭⼒與獨特性避免被市場淘汰，於是，許多傳統產業便開始著⼿改良⾃家產
品並發展出品牌特⾊。

⼀個產品最容易被看⾒的改變就是產品的外包裝，重新設計的包裝能在第⼀時間吸引消費者的
⽬光。然⽽，當這個做法在市場上被普遍的運⽤時，真的能抓緊消費者的⽬光嗎？同時，把產
品的理念元素放到包裝上是否真的有辦法讓消費者更深入了解產品背後的文化脈絡，以便達到
推廣產品文化價值的⽬的？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dyous/11849571414/in/photolist-j479Kq-izSB7d-izT88V-eUfz9L-6N6UXi-22dkGju-5sxcqT-TcCFeq-hbicX1-2mhUqJz-2mv7Ro6-2mBJ9QN-8dttjo-c3yysd-hbidkq-cVWTTj-rtRbS6-d7rxAC-6f2s3g-dAHdV7-YgW928-PsVx1L-67BKvo-67BQuq-sWsuAX-8dttkU-dtz2Wj-hbi4WR-QqR2iE-PwtwRR-c2Rosb-be7En-hbidSC-hbi3kp-hbjtzt-hbjszH-2ja6kYG-y2BPec-hbicLs-6f2Ctc-6f2wC6-MePUfj-hbieGU-uwEbhf-KpL35X-hbifoU-KhS41v-KhS67V-KftzDU-MAJs2C


▲  李亭香平安⿔禮盒。（圖片來源／李亭香提供）

「產品外包裝的改變是最簡單的，通常都是改變禮盒的外觀就解決了。那這樣⼦改變的深度，
還有觸動消費者的⼼情，我覺得太流於形式。」李亭香餅店的經營者李佳陽表⽰，光是改變產
品的外包裝難以將產品本⾝的價值和文化價值傳遞給消費者，導致品牌、產品很難和消費者產
⽣連結。李佳陽說：「我們最招牌的商品就是平安⿔，烏⿔造型的花⽣糖，要放在餅模裡⾯然
後⽤⼒敲出來，這個是我們糕餅師的⽇常，他每天就是這樣⽤⼒的敲出要販售的商品，可是⼀
般的消費者可能不清楚。」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bcDgha6LsQVZEBGadiQLvFrW-86aa35c9-256b-4dfb-882d-9b26a614dd97.jpg?ssl=1


▲  李亭香位於⼤稻城的店⾯。（圖片來源／李亭香提供）

眼看著李亭香作為飄香百年的餅店卻和消費者越⾛越遠，於是李佳陽決定讓消費者⾃⼰⾛進李
亭香的世界。「我們做了⼀個體驗活動，把我們的⽇常很歡樂⼜⾃然的傳遞給對我們不熟悉的
消費者，不管是什麼類型的消費者，親⼦的或年輕族群的消費者，我們都想要透過這樣玩樂和
歡樂的性質去傳遞。」，透過定期舉辦實體體驗活動，消費者能更直接接觸和了解到糕餅師傅
的⼯作內容和環境，進⽽加深消費者和產品間的連結並達到文化推廣的效果。李佳陽說：「⼩
朋友在這個體驗活動中怎麼⼤⼒或⼤聲敲餅都不會被家⻑責備，對⼩朋友來説已經有⼀個每年
都要來李亭香敲餅的印象。」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247b93502314944ef5768e49282dbb64_double.jpg?ssl=1


▲ 平安⿔敲敲樂x⼤同親⼦館。（圖片來源／李亭香提供）

傳統產業的轉型可以從科技⽅⾯獲得什麼樣的助⼒？
科技與社會的進步讓⾏銷的⼿法變得更加多元，以往常⾒的產品⾏銷⽅式不外乎就是在電視或
曝光度⾼的地⽅買廣告，但⾃從⼿機和⾏動網路普及後，廣告的⾨檻越來越低，⾏銷產品不⽤
砸⼤錢也能買到很多曝光度。網路除了是⼀種新興的⾏銷⼿法外，更是時下買賣商品的主要渠
道之⼀，消費者能透過網路了解產品、購買產品，進⼀步創造了「電商平台」的盛⾏。

「有⼀個海外的客⼾，他是在影⾳平台上看到介紹台灣⼿⼯⾦紙的節⽬，進⽽找上我們。另外
就是⼩店和連鎖店通常選品都會有⼀些侷限，蠻多客⼈因為附近的實體⾦紙店沒有在賣某些品
項，變成要上網找產品，就會找到我們，還蠻多這樣⼦的客⼈。」經營⾦紙電商平台初⼀⼗五
Blessing Day的Ryan將親戚⼿⼯製作的⾦銀紙放在網路平台上銷售，讓⻑輩們⽤⼼⼿⼯製作的
⾦銀紙能透過更多的通路銷售，不僅成功觸及來⾃全台各地和海外的買家，也讓傳統文化得以
被推廣與傳承。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34646808_2071063249589106_7245840682844160000_n.jpg?ssl=1


▲  ⼿⼯⾦紙製作過程上⾊，後續可以製作刈⾦或壽⾦。（圖片來源／初⼀⼗五提供）

「早期廟是不會放⾦紙的，都是給⼈家⾃⼰在外⾯買，這幾年這個消費習慣轉變，變成廟⽅有
提供這些東⻄，在巷弄間的⼩店收掉的也是蠻多的。」，Ryan表⽰，因為消費習慣、文化觀念
的轉變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導致現在品質好的⼿⼯⾦紙不僅銷量降低，同時⾯臨被其他種類⾦
紙取代的窘境。Ryan也提到，近年⾃海外進⼝不明來源的⾦銀紙也是影響傳統⼿⼯⾦紙銷量的
原因之⼀。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E6%89%8B%E5%B7%A5%E9%87%91%E7%B4%99-%E4%B8%8A%E8%89%B2-1.jpg?ssl=1


▲ ⼿⼯⾦紙的特⾊之⼀是側邊有雕版蓋印，跟現在市⾯常⾒印台灣⾦紙有很⼤差異。（圖片來源／初⼀⼗五提供）

Ryan也提到科技⾏銷除了增加銷售通路和觸及率以外，其實有更重要的使命，「透過網路比較
能夠向顧客解釋說為什麼要去⽤⼿⼯製作的⾦紙？意義是什麼？這些背後的脈絡比較有辦法透
過網路去說明。」，初⼀⼗五透過網⾴整理資訊和社交媒體的宣傳，讓更多⼈能夠了解儀式和
節⽇背後的脈絡，使得傳統文化的儀式不會因為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流於形式，文化本⾝也
得已被傳承。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E6%89%8B%E5%B7%A5%E9%87%91%E7%B4%99-%E5%A3%BD%E9%87%91.jpg?ssl=1


▲  初⼀⼗五⼿⼯⾦紙。（圖片來源／初⼀⼗五提供）

關於傳統產業轉型，不只是改變外表的結果，⽽是⼀個
產品產出的過程
比起⼀般的產業轉型，傳統產業轉型也必須保留產業本⾝的文化特⾊。傳統產業就像是連接過
去和現在的橋樑，它不只是單純存在於市場中的商品⽽已。無論是李亭香糕餅舖或是初⼀⼗五
的產品，它本⾝的文化價值有時甚⾄多過於商業價值，但在市場中，比起文化價值，商業價值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12/248540926_2874514116099148_2531546470955564424_n.jpg?ssl=1


通常更被重視。正因如此，傳統產業的產品若不隨著時代變遷提升商業價值，很容易就會被新
興科技、批量產品給取代，難逃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李亭香和初⼀⼗五在傳統產業轉型上做的努⼒和成果，不僅向這個市場展⽰了傳統產業堅韌的
⽣命⼒，更向眾⼈證明傳統產業被時代和市場淘汰不是必經之路，透過規劃重新設計產品、聰
明運⽤科技⾏銷，讓產品的文化價值得以被看⾒和認同，是所有傳統產業在國際化的現在必須
⼀起⾯臨的挑戰。
©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更多文章

 臺灣設計X科技X文化⼒

https://castnet.dcat.nycu.edu.tw/home/%e5%b0%88%e9%a1%8c%e9%a0%81%e9%9d%a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