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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課我有印象的兩堂課分別為東方線上執行長蔡鴻賢與景觀學系郭維倫

教授之演講，  其中蔡鴻賢執行長在於台灣的消費與未來型態有非常深入

的探討，在演講前半段探討目前台灣社會的系統在重構並且世代上的合作

較為薄弱，台灣社會因手機網路的普及，各平台都與其他平台相串聯並提

供價值，而提供價值同時亦創造其他平台的服務價值，從中便互相形成ㄧ

個消費的生態圈，ㄧ個網狀結構 ;而另ㄧ方面，也是令我覺得特別的是，

台灣的世代合作薄弱，高年齡群不只掌握經濟更掌握了科技，以往認為高

年齡群的科技使用能力會較年輕族群低，並且習慣新事物也較慢，然而事

實上反而是現在的高年齡群把握著社會很多的資源與科技實力，也因此，

台灣的年輕族群握有的資源相對較少，也因此無法做更長遠的規畫。而目

前因疫情影響，台灣也有很多社會架構從過去根本改變，如 YouTube 的

黏著度漸漸變弱，並且 Podcast 漸漸崛起，又或者因疫情在家工作關係，

家庭的壓力也有所增加，如收入減少與三餐準備，並且亦重構出消費排

序，過去逛百貨又或買包包等奢侈性較高活動漸漸轉向生活上的刺激體驗

與家人相處。台灣是ㄧ個喜歡驚喜與不確定的國家，只要有人敢提並被社

會接受便能有創造價值的能力。演講後半段，探討台灣未來的消費者之想

像與品牌關係，台灣社會的消費在 CP 值的定義上從原本的擁有價變為使

用價，也開始購買即時性商品與必需品，而不在有太多奢侈品或需大量時

間成本才能購買的商品，漸漸以能馬上兌換之商品為主;另外也產生ㄧ個

名為新貧族群的人們，其定義為無數位能力之人，並且賣自身時間，則其

變會注定貧窮;另外台灣社會也漸漸開始工作娛樂無分化，在工作地方娛

樂，在咖啡廳消費時工作 :最後飲食上，台灣的消費也會改變，從原本注

中的食品安全(Clean food)演變成 healthy food 最後會變為高微量營養食

物(super food)。台灣未來會是與現在不同的消費形態，而品牌會是ㄧ個新

的平台，其品牌也必需重視多元文化，且跨產業的連結也會增多，消費者

買的商品也不ㄧ定再是ㄧ樣物品而有可能會是ㄧ種體驗，在台灣的消費環

境上，越是有驚喜與不確定性的商品，越是能獲得消費者以更高的價格去

購買與參與。我在此演講所提的問題是其東方線上集團是否有對攤販做調

查，我詢問的原因是台灣攤販是台灣ㄧ個很龐大的產業，而執行長的回答

為台灣的攤販有 30 萬多個，其調查方式則為現場調查，這種調查方式實

為有毅力與精細度，而另個問題為台灣的電子化社會是否可以實現，執行

者則表示台灣有實力，然而還有法律等眾多約束。  

而另外郭維倫教授的日台韓商店街的比較上，台灣在空間設計與使用上因

為偏向機能性，所有空間皆有重複使用並且填滿，也因此雖然與日本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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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較亂不美觀，但卻也較為豐富，而日本的空間設計則以優雅與禪的

思維影響，空間會有空下而不塞滿的情況，這在台灣反而是難以看到的設

計，然而，台灣特色的騎樓雖然看起來較亂，但卻間接使治安較為良好，

而相較其他國家，如歐美，因將房子與街道做了隔絕，反而有增加治安問

題的情況。另外還有介紹日本的ㄧ套地址系統，其類似榻榻米排列，順時

針式的排序，這在未來在日本找地址是很實用的知識。關於此演講，我提

出的ㄧ個問題便是對於祭典或是日本的廟會是否有設計的情況，而郭教授

的回答則是並不會以美觀為主而是會以安全性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