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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犀利人妻　還是犀利廣告是犀利人妻　還是犀利廣告

2012-09-29  記者 林芷瑩 文

以「小三」為主題而爆紅的偶像劇《犀利人妻》在今年暑假八月時，終於將結局拍攝成電影《犀

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躍然於大螢幕上，並且創下亮眼的票房成績，但在這部讓人又哭

又笑的電影中，不只有感動人心的劇情，卻有著更多知名品牌商品的廣告，也就是所謂的置入性

行銷，在電影中隨處可見。

置入性行銷　充斥生活中置入性行銷　充斥生活中

近年來，不論是浪漫愛情的偶像劇還是讓人哈哈大笑的談話性節目，隨處都可以看見置入性行銷

，尤其是已成為台灣人精神糧食的偶像劇最為明顯，偶像劇中帥氣男主角所開的車是什麼牌子？

美麗女主角所穿的衣著又是哪家的？男女主角上班的地點、公司，這些品牌和商品在每周的偶像

劇中大量曝光之下都成為觀眾們開始追逐的焦點，也間接地在替這些品牌做促銷，讓他們的銷售

率有所提高。而在談話性節目中，凡是藝人與專家所使用過並大力推薦的化妝品、保養品或者減

肥產品，都會在藝人的背書與代言之下，立刻都翻身成為女性必定要購買的聖品。更甚至連一向

要求公正的新聞也開始充斥著廣告，在新聞中常常看到的美食介紹，也是種置入性行銷的手法，

存在於媒體的這一種現象使得置入性行銷存在於你我身邊，讓廣告隨處隨時可見。

透過談話性節目來介紹產品，也是常見的行銷手法。（影片來源／YouTube）

置入性行銷　取決拍攝手法置入性行銷　取決拍攝手法

拍攝電影時，動輒花費都要上億元，台灣國片目前的環境仍然艱辛，由此可知，許多電影在拍攝

時為了籌備資金，都會答應資助商讓其品牌出現在電影中，也就是在電影中替這些品牌打廣告、

提升知名度，這種手法其實在電影中屢見不鮮也是無可厚非的，置入性行銷是將產品融入劇情於

無形，讓觀眾群在使用這些產品的時候，不但覺得自己離心儀的明星更加貼近之外，還會讓自己

更像電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樣，自然而然觀眾就會想去購買這些產品，而這樣也就達到資助商的目

標。

犀利人妻電影版，如同一般的電影一樣，有著各大品牌的廣告，偶爾穿插的置入性行銷是可以接

受的，但其表現的手法太過赤裸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更甚至直接特寫產品，太過於明顯的

置入性行銷會影響到觀眾看電影的心情。《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中的置入性行銷大

量的從男女主角食衣住行育樂上表現出，女主角謝安真 （隋棠飾）所開的車、喝的牛奶、工作的

飯店……等等都出現在電影中，連台詞都套入產品名稱，溫瑞萱（胡盈禎飾）在銷售汽車時的台

詞包括了車款型號，電影中也出現許多與劇情無關的情節，如藍天蔚（王宥勝飾）乘坐飛機的橋

段跟電影劇情毫無關係，只是單純的在介紹航空公司，毫無意義的將鏡頭停留在商品上過久，如

同銷售員一般的台詞或是硬塞入劇情中的場景，都太過於商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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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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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
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
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劇照中，女主角安真背景為台灣著名便利商店，讓此品牌有更多曝光機會。

（圖片來源／奇摩電影）

許多電影都有置入性行銷，有無置入性行銷並非是決定電影好壞的關鍵，而是拍攝手法才是電影

的決勝點，只要能拍出感動，拍的自然，置入性行銷便有形融於無形中，台灣許多國片，也都有

置入性行銷置入其中，但卻不會讓觀眾群明顯地感覺出在打廣告，商品能夠和電影劇情融為一體

，就不容易被察覺出在替商品做廣告，而且觀眾對於適當的置入性行銷是有著一定的好感。置入

性行銷在台灣拍攝電影的大環境下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商品或多或少一定會

入鏡，而為了回饋贊助商而讓產品曝光也是必須的，但重要的是拍攝手法與層級的高低，商品入

鏡和劇情息息相關還是刻意唐突的硬塞入劇情中，相信是能夠被判斷出來的。

電影中女主角的小女兒萌萌所喝的飲料品牌、樣式皆被清楚拍攝出來。

（圖片來源／奇摩電影）

養大廠商胃口　原創電影艱辛養大廠商胃口　原創電影艱辛

但在《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這部電影中，商品出現的時間和次數快要與演員們一樣

多，過長的時間與過量的曝光，已經養大了廠商的胃口，以往出現在電影上的置入性行銷都不同

於犀利人妻的表現手法，太過於大量的置入性行銷容易破壞整體畫面和劇情美感。反觀以贊助商

的角度來看待，看到自家的品牌與商品多次數、長時間的出現在螢光幕上，一定會肯定自己的資

助是有所回饋的，商品清楚的露面，頻頻的出現讓觀眾印象深刻，這樣的成效一定會讓廠商們大

呼這次真的是值回票價了。然而電影並非只是拍給企業大老闆所觀賞，也有許多花了兩、三百元

進入電影院觀賞的民眾們，如果花了錢，看廣告比看劇情多，是否會讓觀眾多花了冤枉錢呢？是

否會讓人直呼不值得不需要花錢去看呢？

而企業大老闆下次也會期待他所贊助的每部電影都能給出一樣的效果，倘若以後台灣原創電影在

向廠商爭取贊助時，無法達到像《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一樣的商品曝光率，是否就

會開始影響台灣電影的發展？原創電影爭取廠商贊助是否更加不容易？恐怕當這樣的的置入性行

銷成為一種趨勢，廣告開始佔據電影篇幅後，台灣電影環境是否會被商業電影所獨霸？進而導致

原創電影邊緣化？是否也會間接的影響企業投資國片的意願？這些都是值得去我們去深思的問題

，別讓台灣電影產業開倒車，讓付錢進戲院的民眾有動力繼續支持日益活絡起來的國片市場，放

入置入性行銷的手法對了自然了，不但留得住觀眾，更能留住贊助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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