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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2025產業願景系列 (4)

綜覽臺灣 生活型態先驅者 之發展

所謂「生活型態」，從行銷學觀點來看，即是指個人

依據自我偏好、興趣，以及主觀意見等，將其所擁有

的時間、金錢等資源加以分配，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若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解讀，則是指涉個人或群體因受

到內在人格特質與價值觀、外在環境等兩部分的影響，

在生活方式以及行為上所展現出的各種態度、信念、

意見、期望、畏懼、偏見等特質，進而決定對於時間、

精力及金錢等等資源的支配方式。

1999年 Pine II與 Gilmore於《體驗經濟時代》一書，

訴求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運用服務內容、程序，以

及相配搭的實體產品為腳本及道具，服務人員為配合

演出者，在精心打造出相襯氛圍的場域空間中，讓消

費者親自進行唯一一場只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表

係指企業或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群體，有能力和意願主

動在自有的產品或服務設計、技術開發上，回應如高

齡少子、氣候變遷、食品或生活安全等具備全球共通

性的議題，並率先將該產品／服務／技術，落實在與

大眾民生攸關的各種食、衣、住、行、育、樂等行為

活動中，帶動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全球趨勢接軌；或是

企業或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群體，因妥善與臺灣在地特

有之自然條件、人文風俗、歷史傳統與風格意識等連

結，而產生出在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獨特

的生活方式，進而吸引不同地區或國家的個人與團

體，願意主動與重複地蒞臨體驗，甚至進行長短期的

生活居留，皆屬於「生活型態先驅者」的表現範疇。

而能充分掌握「生活型態先驅者」要素特質的企業或

產業群體，更因為擁有對瞬息萬變的趨勢脈動之掌控

能耐，進而保有能長期改變個人或團體對時間、精

瞭解願景概念之後，透過臺灣代表性企業實務上的經

營策略，亦是認識生活型態先驅者具體表現的一種方

法。此處，將列舉「悠遊卡」、「天仁茗茶」的案例，

來進一步說明生活型態先驅者的內涵與價值創造。

對於十多年前的臺灣人來說，大概很難想像，出門不

必帶錢包，只憑著一張輕薄短小的塑膠卡片，就能輕

鬆支付一天所需之交通、餐飲、購物、娛樂等費用，

在不知不覺之中，悠遊卡已經從捷運開始導入的交通

票證支付方式，拓展到國人日常生活的各種消費應用

中，許多人的生活中，已經不能沒有「它」。

以講求高效率、安全、便捷的臺北捷運系統工程，於

1988年開始陸續運轉，隨著捷運搭乘量已達穩定高

峰後，為改善購票的便利性，並加強交通票證一卡

化，將捷運、公車、路邊停車格、及公有停車場的票

證支付整合在一起，且考慮到交通流量取得的精準

性，悠遊卡便應運而生。

2000年，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大眾捷運公司合作，加

演，並從中獲得自我滿足感與值得典藏的回憶，進而

願意為此經驗支付費用，甚至以口碑講述推薦他人採

用，或重複消費。這樣的體驗經濟概念，讓大眾和企

業家對生活型態所能創造的商業價值有了新的體認。

若欲順利地布局出在地體驗的時空氛圍，讓體驗流程

毫無缺漏地順暢進行，最終達成各種感動人心的體驗

觀感，皆須仰賴大量相配套的軟、硬體設計，以及服

務人員做為媒介；故在引導消費者體驗的過程中，自

然也產生了大量產品以及服務消費的需求，更重要的

是：它創造出人員就業的機會、創新的服務模式與新

科技的運用空間，振興既有產業的同時，也催生新興

產業的發展。

依循上述所言，所謂「生活型態先驅者」（表 1），

力、金錢等資源支配使用方式的致勝秘訣，具體建構

出難以被模仿或替代的複合競爭力。

若回顧臺灣內需市場的主力消費項目，可以發現已經

從過去著重食品、飲料、衣著鞋襪等服飾與相關實體

用品的「製造業」消費，轉向以娛樂、教育文化、運

輸交通及通訊等較高層次「服務業」消費為主的生活

型態，創造出臺灣在地如：故宮、雲門、誠品等諸多

對觀光旅遊、美食文化、數位內容、影視遊戲、藝文

展演、時裝設計、工藝精品設計等體驗商品的消費需

求。種種生活行為上的變化，皆顯示臺灣企業與產業

發展的未來，在學習如何從日常生活中去彰顯體驗的

價值、生活的意涵，並配合當前重要的全球議題，成

為率先提倡某種普世皆可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吸引

他國居民前來取經的發展方向，逐漸地受到重視。

上 13家臺北市縣公車業者，結合銀行業者及設備建

置團隊，聯合組成「臺北智慧卡票證公司（2008年

更名為悠遊卡公司）」，隨後於 2002年正式推出全

臺首張運用 RFID技術的非接觸式 IC交通智慧卡，

命名為「悠遊卡（EasyCard）」，讓臺北市成為全

球第 7個在「智慧交通生活」上與國際接軌的先進

城市。

持卡人以預付儲值的形式，重複加值使用悠遊卡，不

需逐次購票，只要將卡片接近讀卡機，僅花費0.4秒，

就可輕鬆通關。因為有著高度便利性，悠遊卡在推出

的半年後，已有約 60%的捷運乘客與約 30%的公

車乘客選擇使用。時至今日，大臺北大眾交通運輸工

具使用悠遊卡比例更高達 92%以上，不僅開啟了臺

灣民眾對交通相關運輸票證的支付方式，更從「實體

貨幣」跨入「電子貨幣」應用的時代。無可諱言的，

悠遊卡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一種新型態貨幣形式的出

現，它對於個人、團體在生活的各種層面，都帶來巨

經濟部自啟動「2015年臺灣產業與科技整合研究計畫（2006－ 2008）」以及「臺灣產業科技前瞻
研究計畫（2009－ 2011）」，師法先進國家開展前瞻研究工作迄今，已凝聚產、政、學、研各界
之共識。在同時滿足經濟成長、社會公義、環境永續等發展準則的前提下，以「全球資源整合者」、

「產業技術領導者」、「軟性經濟創意者」及「生活型態先驅者」四大願景路線做為臺灣未來產業

發展之依歸。2011年，「全球資源整合者」、「產業技術領導者」與「軟性經濟創意者」更被寫入
行政院核定頒布之《產業發展綱領》，成為臺灣產業未來十年的發展策略與依循方向。究竟這四大

願景意味著什麼？讓我們透過本系列報導來認識它們。

認識 2025產業願景系列 (4)

什麼是生活型態先驅者？

生活型態先驅者的代表企業：悠遊卡、天仁茗茶

表 1.生活型態先驅者之願景內涵與價值

特色內涵

價值創造

1. 能回應全球性趨勢議題，率先實踐各種表現在食、衣、住、行、育、樂等行為的生活方式 
2.  或推廣在地特有之自然條件、人文風俗、歷史傳統與風格意識等產生的獨特生活方式，吸引不同地
區或國家的個人與團體，重複地蒞臨體驗，甚至進行長短期的生活居留

以能長期改變個人或團體對時間、精力、金錢等資源支配使用方式之巨大影響力，建構難以被模仿與

替代的複合競爭力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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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年臺灣「生活型態先驅者」之指標項目表現分析

註 1：  上表之「優勢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遠高於 59個比
較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相當優異的指標。

註 2：  上表之「中等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稍優於 59個比
較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比平均狀態為佳的指標。

註 3：  上表之「落後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低於 59個比較
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不佳的項目。

優勢指標 中等指標 落後指標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2年 11月

大的變化，小小的一張卡片，改變了大眾「消費的方

式」，也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而天仁茗茶的營運方式，也可被視為是另一種生活型

態先驅者的表現，但與悠遊卡公司不同的是，它並非

去創造一個新的事物（譬如：電子貨幣），而是嘗試

給予「傳統」一個新的「包裝」。

品茗，為華人自古以來的傳統。天仁茗茶是臺灣唯一

上市的茶業專業公司，成立以來，便致力於在產品中

融入華人古典的「茶文化」，帶動了大眾品茗風潮，

讓消費者得以享受到高品質、且富有文化的茶飲。然

而，天仁茗茶發現，茶飲雖然有龐大的需求與市場，

但是卻未形成如同咖啡連鎖店的強烈文化氛圍。

為了形塑茶飲的文化風格，天仁首先在茶葉本身的包

裝下了功夫。2011年，天仁旗下產品便獲得了「2010

年臺灣視覺設計金獎」，該年 7月獲得德國「紅點

Red Dot設計獎」，透過設計，讓消費者獲得超越於

茶飲味覺之外的感受，延伸到了視覺，甚至是觸覺的

層次。除茶葉本身的包裝，天仁亦開發出能與茶飲配

為評估臺灣在發展生活型態先驅者所需要具備的要

素與條件，本研究團隊在廣泛蒐集與整理專家意見之

後，除為生活型態先驅者理出 36個發展要素，亦進

一步進行各項要素的發展程度評價。

如表 2所示，在與其他 58個海外國家的發展表現相

較之下，臺灣目前在「醫療基礎建設滿足社會需求之

程度」、「ICT對促進公民基礎服務之助益」、「人

民之於工作狀態下的生活品質」、「國際音樂競賽表

現」等 7個項目的發展上，表現領先國際平均水準

的態勢。顯示臺灣社會，相當有機會在良好資通訊基

礎建設架構，以及醫療領域等環境或創新模式上，催

生出引領國際風範的新型態生活模式。

反之，目前表現低於國際水平的指標，則包含「生態

臺灣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的開放，對於民主自由

以及多元風格的生活意識之追求，日益熱切與強化，

而具備高度開放與兼容並蓄的心態，也使得民生經濟

逐漸步入穩定的臺灣，得以在全球化互動往來的過程

中，同步依循國際趨勢來調整生活步調，卻又不失對

在地傳統文化特色與人文風情的內涵的探索。

在臺灣深耕的企業主亦是如此，臺灣的企業家不僅時

時關注影響全球的熱門議題（譬如：慢活、樂活、環

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等生活風格以及意識），更能適時

將這樣的價值觀引入企業的經營模式之中，進而透過

產品或服務，跳脫單純銷售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向全

臺灣人民推廣這些生活概念、風格，甚至推廣至其他

國家市場，吸引他國人民，更能認同與瞭解臺灣特有

的生活風格風潮（或形成仿效的風潮），除為企業本

身帶來利潤之外，亦可提升國家整體的形象。

然而，未來的臺灣要與全球先進國在競爭或發展上並

駕齊驅，除了維持前述既有優勢之外，更須同步在環

境保護、觀光推廣、產業發展的三軸之中取得平衡，

嘗試吸引更多有利於本土生活價值傳遞的國際學生、

國際企業來臺交流與投資，並且在此一過程中，豐富

臺灣這片土地上的多元特性。尤其應趁勢掌握中國崛

起以及世界華語熱潮，除了教育品質、人民友善、社

會治安、交通便利與生活品質之外，發揮臺灣在華人

市場，服務創新之重要試點區的優勢，強化國際人士

來臺的美好體驗，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與知名度，對

於臺灣來說必然具全面的效益。

此外，臺灣高齡化的嚴重性已居世界之首，加上長期

依賴進口能源的情況，必須盡速對高齡化以及綠色能

源提出解決與未來發展之思維與規劃，以利臺灣的生

活型態不只能與全球接軌，更能具備回過頭來引領全

球的力量，成就生活型態先驅者之國的前瞻理想。

合的茶點、餐點，這樣的作法除了可以吸引沒有喝茶

習慣的消費者，亦可透過產品類型的增加，增加茶飲

文化的推廣力度，進而形塑文化氛圍。

天仁致力於將茶飲注入於生活中，還體現在一些具體

行銷策略之中，譬如：在實體的餐飲之外，天仁結合

原有的門市，成立「喫茶趣 ToGo」，根據門市附近

區位之特質，鎖定上班族客群，以原有品牌提供外帶

服務，讓消費者可以用非常便利的方式享受到高品質

的茶飲；此外，天仁還會針對各種時事或季節，推出

不同的商品，如配合中秋節慶，與各家知名月餅廠商

共同合作推出「茶月餅」等相關產品，逐漸將產品鑲

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天仁不僅販賣茶

葉，還販賣一種生活的樣態，將茶飲融入於生活中的

結果，不僅為自身帶來豐厚營收，也為傳統的茶藝文

化向下紮根與推廣做出了努力，此種同時創造出新型

態的商業模式，推廣在地文化的特徵，便是生活型態

先驅者重要的特色內涵之一。

足跡之大小」、「保護區面積」、「自然環境維持之

品質」、「水資源取得與運用效率」、「可再生能源

供應程度」此類等等與自然環境與能源使用相關的指

標表現較落後，此外，在「企業經營不受健康問題影

響之程度」、「人均醫療支出總額」、「經濟發展不

受高齡化影響之程度」等社會與勞動層面的表現亦需

要進一步改善，這也意味臺灣若要進一步朝向生活型

態先驅者邁進，必須對自然環境與資源利用更為友

善，並且須建構良好的能源使用計畫，更重要的是，

對社會與人民的健康與安全議題，也必須加以重視，

這些問題，縱然未於眼前成患，但最終都可能成為臺

灣能否邁向生活型態先驅者的關鍵所在。

臺灣發展軟性經濟創意者的要素表現 結語

●   醫療基礎建設滿足社會需求之程度
●   ICT對促進公民基礎服務之助益
●   人民於工作狀態下的生活品質
●   企業領導人肩負社會責任之程度
●   企業價值觀包容員工觀點之程度
●   社會凝聚力之發展
●   國際音樂競賽表現

●   未來能源之供給保障
●   收入分配之公平性─吉尼係數
●   行銷活動與品牌吸引觀光客的效能
●   政府對發展觀光旅遊業的優先性
●   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   能源基礎建設發展與使用效益
●   國外學生至國內就讀比率
●   國家海外形象對商業之助益
●   國際體育競賽表現
●   國際觀光旅遊收益占 GDP百分比
●   農業政策成本
●   預期的平均健康餘命
●   競爭力不因遵行環境法規而受影響之程度

●   觀光旅遊業發展的永續性
●   企業經營不受健康問題影響之程度
●   保護區面積
●   人民對外籍觀光客的友善程度
●   人均醫療支出總額
●   自然環境維持之品質
●   經濟發展不受高齡化影響之程度
●   女性地位之平等
●   水資源取得與運用效率
●   生態足跡之大小
●   道路交通意外發生件數
●   運動場可容納之人數
●   外人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占 GDP百分比
●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外人簽證便利性
●   可再生能源供應程度

未來的臺灣要與全球先進國在競爭

或發展上並駕齊驅，除了維持前述

既有優勢之外，更須同步在環境保

護、觀光推廣、產業發展的三軸之

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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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年臺灣「生活型態先驅者」之指標項目表現分析

註 1：  上表之「優勢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遠高於 59個比
較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相當優異的指標。

註 2：  上表之「中等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稍優於 59個比
較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比平均狀態為佳的指標。

註 3：  上表之「落後指標」，即表示該指標的轉換分數低於 59個比較
國的總體平均值，屬於表現程度不佳的項目。

優勢指標 中等指標 落後指標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2年 11月

大的變化，小小的一張卡片，改變了大眾「消費的方

式」，也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而天仁茗茶的營運方式，也可被視為是另一種生活型

態先驅者的表現，但與悠遊卡公司不同的是，它並非

去創造一個新的事物（譬如：電子貨幣），而是嘗試

給予「傳統」一個新的「包裝」。

品茗，為華人自古以來的傳統。天仁茗茶是臺灣唯一

上市的茶業專業公司，成立以來，便致力於在產品中

融入華人古典的「茶文化」，帶動了大眾品茗風潮，

讓消費者得以享受到高品質、且富有文化的茶飲。然

而，天仁茗茶發現，茶飲雖然有龐大的需求與市場，

但是卻未形成如同咖啡連鎖店的強烈文化氛圍。

為了形塑茶飲的文化風格，天仁首先在茶葉本身的包

裝下了功夫。2011年，天仁旗下產品便獲得了「2010

年臺灣視覺設計金獎」，該年 7月獲得德國「紅點

Red Dot設計獎」，透過設計，讓消費者獲得超越於

茶飲味覺之外的感受，延伸到了視覺，甚至是觸覺的

層次。除茶葉本身的包裝，天仁亦開發出能與茶飲配

為評估臺灣在發展生活型態先驅者所需要具備的要

素與條件，本研究團隊在廣泛蒐集與整理專家意見之

後，除為生活型態先驅者理出 36個發展要素，亦進

一步進行各項要素的發展程度評價。

如表 2所示，在與其他 58個海外國家的發展表現相

較之下，臺灣目前在「醫療基礎建設滿足社會需求之

程度」、「ICT對促進公民基礎服務之助益」、「人

民之於工作狀態下的生活品質」、「國際音樂競賽表

現」等 7個項目的發展上，表現領先國際平均水準

的態勢。顯示臺灣社會，相當有機會在良好資通訊基

礎建設架構，以及醫療領域等環境或創新模式上，催

生出引領國際風範的新型態生活模式。

反之，目前表現低於國際水平的指標，則包含「生態

臺灣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的開放，對於民主自由

以及多元風格的生活意識之追求，日益熱切與強化，

而具備高度開放與兼容並蓄的心態，也使得民生經濟

逐漸步入穩定的臺灣，得以在全球化互動往來的過程

中，同步依循國際趨勢來調整生活步調，卻又不失對

在地傳統文化特色與人文風情的內涵的探索。

在臺灣深耕的企業主亦是如此，臺灣的企業家不僅時

時關注影響全球的熱門議題（譬如：慢活、樂活、環

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等生活風格以及意識），更能適時

將這樣的價值觀引入企業的經營模式之中，進而透過

產品或服務，跳脫單純銷售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向全

臺灣人民推廣這些生活概念、風格，甚至推廣至其他

國家市場，吸引他國人民，更能認同與瞭解臺灣特有

的生活風格風潮（或形成仿效的風潮），除為企業本

身帶來利潤之外，亦可提升國家整體的形象。

然而，未來的臺灣要與全球先進國在競爭或發展上並

駕齊驅，除了維持前述既有優勢之外，更須同步在環

境保護、觀光推廣、產業發展的三軸之中取得平衡，

嘗試吸引更多有利於本土生活價值傳遞的國際學生、

國際企業來臺交流與投資，並且在此一過程中，豐富

臺灣這片土地上的多元特性。尤其應趁勢掌握中國崛

起以及世界華語熱潮，除了教育品質、人民友善、社

會治安、交通便利與生活品質之外，發揮臺灣在華人

市場，服務創新之重要試點區的優勢，強化國際人士

來臺的美好體驗，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與知名度，對

於臺灣來說必然具全面的效益。

此外，臺灣高齡化的嚴重性已居世界之首，加上長期

依賴進口能源的情況，必須盡速對高齡化以及綠色能

源提出解決與未來發展之思維與規劃，以利臺灣的生

活型態不只能與全球接軌，更能具備回過頭來引領全

球的力量，成就生活型態先驅者之國的前瞻理想。

合的茶點、餐點，這樣的作法除了可以吸引沒有喝茶

習慣的消費者，亦可透過產品類型的增加，增加茶飲

文化的推廣力度，進而形塑文化氛圍。

天仁致力於將茶飲注入於生活中，還體現在一些具體

行銷策略之中，譬如：在實體的餐飲之外，天仁結合

原有的門市，成立「喫茶趣 ToGo」，根據門市附近

區位之特質，鎖定上班族客群，以原有品牌提供外帶

服務，讓消費者可以用非常便利的方式享受到高品質

的茶飲；此外，天仁還會針對各種時事或季節，推出

不同的商品，如配合中秋節慶，與各家知名月餅廠商

共同合作推出「茶月餅」等相關產品，逐漸將產品鑲

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天仁不僅販賣茶

葉，還販賣一種生活的樣態，將茶飲融入於生活中的

結果，不僅為自身帶來豐厚營收，也為傳統的茶藝文

化向下紮根與推廣做出了努力，此種同時創造出新型

態的商業模式，推廣在地文化的特徵，便是生活型態

先驅者重要的特色內涵之一。

足跡之大小」、「保護區面積」、「自然環境維持之

品質」、「水資源取得與運用效率」、「可再生能源

供應程度」此類等等與自然環境與能源使用相關的指

標表現較落後，此外，在「企業經營不受健康問題影

響之程度」、「人均醫療支出總額」、「經濟發展不

受高齡化影響之程度」等社會與勞動層面的表現亦需

要進一步改善，這也意味臺灣若要進一步朝向生活型

態先驅者邁進，必須對自然環境與資源利用更為友

善，並且須建構良好的能源使用計畫，更重要的是，

對社會與人民的健康與安全議題，也必須加以重視，

這些問題，縱然未於眼前成患，但最終都可能成為臺

灣能否邁向生活型態先驅者的關鍵所在。

臺灣發展軟性經濟創意者的要素表現 結語

●   醫療基礎建設滿足社會需求之程度
●   ICT對促進公民基礎服務之助益
●   人民於工作狀態下的生活品質
●   企業領導人肩負社會責任之程度
●   企業價值觀包容員工觀點之程度
●   社會凝聚力之發展
●   國際音樂競賽表現

●   未來能源之供給保障
●   收入分配之公平性─吉尼係數
●   行銷活動與品牌吸引觀光客的效能
●   政府對發展觀光旅遊業的優先性
●   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   能源基礎建設發展與使用效益
●   國外學生至國內就讀比率
●   國家海外形象對商業之助益
●   國際體育競賽表現
●   國際觀光旅遊收益占 GDP百分比
●   農業政策成本
●   預期的平均健康餘命
●   競爭力不因遵行環境法規而受影響之程度

●   觀光旅遊業發展的永續性
●   企業經營不受健康問題影響之程度
●   保護區面積
●   人民對外籍觀光客的友善程度
●   人均醫療支出總額
●   自然環境維持之品質
●   經濟發展不受高齡化影響之程度
●   女性地位之平等
●   水資源取得與運用效率
●   生態足跡之大小
●   道路交通意外發生件數
●   運動場可容納之人數
●   外人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占 GDP百分比
●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外人簽證便利性
●   可再生能源供應程度

未來的臺灣要與全球先進國在競爭

或發展上並駕齊驅，除了維持前述

既有優勢之外，更須同步在環境保

護、觀光推廣、產業發展的三軸之

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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