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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風華再現	

摘要	
	

	

		講到「大稻埕」你會想到什麼？對於織品系學生的我們可能只會想到永樂市場，而

對於一般的民眾可能會想到年貨大街，但大稻埕不只是這樣而已。一百多年前，大稻埕

曾是臺北最繁華的地方，而現在雖然依舊猶有過去的榮光，但人潮卻沒有過往那麼多

了。本企劃將傳統的文化創新與應用織物，透過與在地協會「台北迪化商圈發展促進

會」及「永樂商圈發展協會」合作，執行在地活動企劃「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將大稻埕在地文化：布業、漢藥、茶葉、月老繪成圖案，透過絹印孔版印刷，讓民眾手

作體驗，將圖騰印刷在能重複使用的提袋，同時輕易了解大稻埕著名特色文化及景點；

和「潮補冬」——結合當地傳統店家，將中藥南北貨融入在調飲麵點中，及製作專屬方

巾提供民眾在現場用餐時可作使用，也可帶回家再利用，讓民眾在將近立冬時體驗到不

同的「補冬」方式，使大稻埕中藥南北貨年輕化，也為補冬蘊含的藥膳文化創造新話

題，本企劃以創意新潮的方式，將傳統文化融入生活，透過記者媒體的報導，提升大稻

埕商圈及文化知名度，並進行社群行銷，讓更多人知道大稻埕新的商業模式、街區品

牌，同時為大稻埕帶來更廣的族群。	

	

	

關鍵字：大稻埕、文化創新、推廣特色商圈、社群行銷、在地協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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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及動機	

一百多年前，大稻埕曾是臺北最繁華的地方，而現在雖然依就猶有過去的榮

光，但人潮卻沒有過往那麼多了。在台北這樣現代化與節奏快速的城市裡，我們

希望發揚大稻埕這樣的文化，在新舊交融中散發獨有的生命力。我們希望能夠推

廣大稻埕商圈，透過我們的力量讓更多人知道大稻埕商圈新的商業模式、街區品

牌，同時為大稻埕帶來更廣的族群。	

第二節	企劃目的	
l 增加大稻埕人潮，提升在地產業知名度	

以創意新潮的方式，將傳統文化融入生活，並透過記者媒體的報導，提升

大稻埕商圈及文化知名度，同時進行社群行銷，以增加大稻埕人潮。	

l 傳統文化創新	
與在地協會、行銷整合公司合作，執行活動企劃，結合當地傳統店家，將

大稻埕中藥南北貨年輕化，為補冬蘊含的藥膳文化創造新話題。	

l 用織物推廣大稻埕	
與在地協會合作，執行在地活動企劃，將大稻埕文化轉換成圖騰，透過絹

印讓民眾手作體驗，輕鬆了解大稻埕著名特色文化及景點。	

第二章	環境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	市場競爭狀況分析	
l STP行銷策略分析	

	 大稻埕商圈	

市場區隔	

l 產品豐富、多樣化	
l 具歷史意義背景	
l 近年文創產業盛行（大稻埕創意街區、大稻埕碼頭）	

目標市場	

l 對於文創產業、文創活動有興趣之年輕族群	
l 喜愛南北貨、漢藥、茶葉、織品布料消費者	
l 每年必逛年貨大街，採買年貨的大台北民眾	
l 對手作、訂製傳統服飾有興趣的觀光客	
l 經濟能力好消費族群、固定批發之客源	

市場定位	
l 中高價位	
l 文創及傳統產業之融合	

表2-1-1：大稻埕商圈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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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提案優勢分析	
l SWOT分析	

優

勢	

1. 豐富歷史文化背景特色	
2. 大規模年貨大街	
3. 許多知名傳統小吃店鋪	
4. 過年人潮眾多	
5. 知名景點	
6. 傳統產業文化	

劣

勢	

1. 年後為淡季	
2. 商家產品性質相似	
3. 環境髒亂	
4. 公設不足	
5. 交通壅塞	

機

會	

1. 交通便捷	
2. 復古潮流興盛	
3. 大稻埕活動眾多	
4. 社群媒體打卡景點	

威

脅	

1. 外來業者的競爭	
2. 傳統產業沒落	
3. 電商崛起	
4. 疫情之下觀光人潮減少	

表2-2-1：SWOT環境分析圖	

第三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	

大稻埕商圈分析→發現問題→訂定企劃方向→規劃企劃內容→執行企劃

內容→效益評估及企劃檢討修正→成果發表	

第二節	執行架構	
問題發現：	

普羅大眾對大稻埕的印象皆停留在農曆年前熙熙攘攘的年貨大街，以及堆滿

南北貨、藥材的商家，而如今大稻埕有自己的商業模式，引入了新型態的書店、

茶館、咖啡廳、手作、民藝、選品等風格小店，為舊有的街區添加了新活力，但

多數的年輕人並不知道大稻埕有新型的商業模式，所以希望透過我們的推廣與力

量，將更廣的族群帶入大稻埕商圈。	

我們製作了網路表單問卷，總共蒐集374份有效的市場問卷調查，經整理後有

幾個發現：	

一、 35歲以下的民眾有接近五成沒有去過大稻埕。	

																	 														 	
圖3-2-1：35歲以下是否有聽過、去過大稻埕	

4.1% 

41.7% 
54.2% 

去過 

 有聽過，沒有去過 

 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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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也透過網路表單問卷調查了民眾對於大稻埕舉辦活動參與度的意願：	

二、 民眾對於舉辦「市集」、「找名人」、「主題派對」、「手作活動」

等活動較有興趣。	

	
圖3-2-2：在大稻埕舉辦什麼類型的活動會提高參加的意願 

 

三、 民眾對於本草相關的物品、食物有將近八成的興趣。	

	
圖3-2-3：對於本草相關的物品、食物是否有興趣 

	

第三節	執行方案	

綜合上一節執行架構中的問卷調查結果後，首先我們主辦了大稻埕·風華再

現地方特色行銷競賽，由永樂商圈發展協會協辦，透過比賽，集結全國各地大專

院校學生的新穎想法，使我們對於推廣大稻埕商圈有了更多創新的不同想法，進

而與時常執行大稻埕在地活動的行銷整合公司「發現故事」產學合作，經過多次

提案及討論後，我們與業界學習及共同策劃「大稻埕潮補冬」活動、社群以及同

為公司所協辦之中藥本草文化節的社群行銷來推廣大稻埕的在地文化，合作內容

包含活動執行、社群媒體推廣等，最後我們將此次大稻埕潮補冬活動所學以及綜

合參考大稻埕風華再現地方特色行銷競賽的企劃為靈感，再次與永樂商圈發展協

會合作，實際應用在永樂商圈發展協會主辦的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持續將大

稻埕的在地文化推廣給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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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狀圖：	

	

	

	

	

	

	

	

	

	

	

	

	

	

	

	

	

	

圖3-3-1：活動組織圖 

一、 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	
自清治時期至今，隨著時代變遷及商業型態的轉變，大稻埕商圈的繁華已不

如以往，為活化大稻埕商圈及推廣在地特色產業，我們舉辦此競賽來讓大專院校

的學生們運用在校所學並以創新的企劃，以「行銷大稻埕特色產業」為核心，將

產業的特色及在地之人文、歷史、環境、文化、風俗、民情、美食、娛樂、習

俗、文化產業及產品等融入結合，吸引更多年輕人的目光並注入新活力，使大稻

埕商圈的風華時光再次重現。	

為推廣大稻埕在地特色產業，希望能透過這個比賽發掘並培育地方產業再造

的人才。本競賽廣邀大專院校青年學子運用在校所學，以創新及創意的企劃，為

大稻埕商圈注入新活力，賦予地方特色產業新面貌。	

二、 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產學合作：	
1.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在探索有關大稻埕的故事及在地活動時，我們注意到了發現故事有限公司

與在地協會合作，經常在大稻埕商圈與在地商家聯合舉辦活動，於是此次我們

大稻埕·風華再現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	

中藥本草文化節	

社群行銷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社群行銷	

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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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共同協辦「大稻埕潮補冬」，於永樂廣場舉連續兩個週末

的快閃活動。此次活動與統一大補帖碗麵、調酒品牌Co&J、調香品牌P.Seve

n、芙稻果室及胭脂食品社聯名合作，將大稻埕的中藥南北貨與時下深受年輕

人喜愛的碗麵、調酒及香氛結合，推出創意麵點、特調及茶香水酒精噴瓶，讓

大稻埕的傳統食補文化以創新的方式讓大家看見。我們不僅實際規劃與執行整

體活動，更進一步提案想將大稻埕傳統文化之一的「布業」加入此次活動中，

與在地刺繡店家「小花園」合作，製作出活動專屬方巾結合餐具與創意麵點的

組合，以及設計整體餐點視覺規劃，使民眾有更完整的餐飲體驗。並透過與在

地店家的合作，以消費滿額兌換的方式，吸引民眾支持購買在地店家的商品。	

2. 社群：	
l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社群行銷：	

由於「大稻埕潮補冬」無創立官方社群帳號的計畫，於是我們提案針

對各社群平台的屬性（Dcard,	Facebook社團,	Line社群）及年齡差異，擬定

不同的行銷策略及發文方針。藉由在社群平台不同的社團及看板（美食、

旅遊與景點等），以不同的文案內容宣傳此次活動，進而達到議題延伸等

互動行為，增加討論度。並且規劃連續一週的發文排程，以滾動的宣傳方

式使活動資訊在網路上發酵。同時利用hashtag來觸及不同年齡層的用戶，

增加觸及率，吸引更多民眾前來一同參與創新的食補文化及體驗活動。	

l 「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行銷：	
「中藥本草文化節」同樣也是發現故事有限公司所承辦的活動之一，

邀請全國中藥相關產業以漢方中藥結合各式日常生活用品，舉辦本草市集

及各式活動，有本草講堂、本草流水席及本草走讀等，透過與民眾的互動

活動，為不僅是大稻埕更為全台各地的傳統中藥文化進行推廣。於是我們

提案希望透過官方社群媒體的行銷，推廣更多傳統中藥與日常生活的結合

給民眾。並藉由議題趣味化、活潑化，提高民眾對議題、活動及商家的了

解，並透過活動現場的串連活動，促進民眾分享、留言及打卡，使互動加

成、效益提升。	

三、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透過執行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合作的大稻埕潮補冬活動後，我們認為大稻埕

還有許多特色文化值得被大家看見，因此參與了2022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以絹

印手作活動來讓大人及小孩一同實際動手體驗流傳已久的古代工藝。絹印圖中四

大圖案分別為大稻埕在地著名特色文化：布業、月老、茶葉及漢藥，以手繪圖案

讓來體驗的大人小孩能夠輕易了解大稻埕的特色，製作過程中我們也會特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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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圖案個別的意義及小故事，讓大家更了解「絹印」以及「大稻埕」，絹印後

的提袋、零錢包等也能帶回家重複利用，不僅能讓民眾對大稻埕特色文化印象深

刻，同時也能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	企劃執行項目	
此次以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產學合作及永

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來完成整個企劃。	

大稻埕·風華再現	

大稻埕·風華再現地方特色行銷競賽	
·永樂商圈發展協會協辦	

·比賽主辦	

·海報設計	

發現故事有限公司	
·籌劃、舉辦2022大稻埕潮補冬	

·執行大稻埕潮補冬活動社群行銷推廣	

·協助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行銷文案發想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永樂商圈發展協會主辦	

·手作絹印體驗活動	

表3-3-1：企劃執行項目細節	

➢	預期效益	

項目	 預計曝光人次	

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	 初賽報名15組，約90人	

總效益	 報名15組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包含方巾兌換數量、媒體曝光、其他

協會社群分享、民眾打卡分享）	

觸及人數達30,000人以上	

大稻埕潮補冬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觸及人數5,000人次以上	

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觸及人數15,000人次以上	

總效益	 觸及人數50,000人以上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體驗	50	個提袋	

總效益	 體驗	50	個提袋	

表3-3-2：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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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劃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成果	

	
圖4-1-1：「大稻埕·風華再現」活動主視覺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效益成果：	

	 初賽	

總報名人數	 16組	

總效益	 報名組數16組（達成率達107％）	

表4-1-1：「大稻埕·風華再現」行銷競賽效益成果	

第二節	與發現故事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成果	

l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於永樂廣場舉辦為期兩週末（10/22、10/23、10/29、10/30）的「大稻埕潮補

冬」活動，此次活動與統一大補帖碗麵、調酒品牌Co&J、調香品牌P.Seven、芙稻

果室及胭脂食品社聯名合作，推出創意麵點、特調、甜點及茶香水酒精噴瓶，透

過與在地店家的合作，以消費滿額免費兌換上述四項產品，讓傳統食補文化以創

新的方式讓大家看見。	

活動前參與專屬方巾製作過程	

	
圖4-2-1,	4-2-2：到小花園挑選布料及方巾打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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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大稻埕潮補冬」活動海報	

圖4-2-4	~	4-2-5：「大稻埕潮補冬」兌換券及商品圖	

此活動也廣受各大媒體（ETtoday新聞雲、聯合報、台北旅遊網、民視新聞網及JU

SKY街星等）、美食宣傳帳號及KOL爭相報導與宣傳。	

	

	

	

	

	

	

 

 

圖4-2-6~4-2-10：「大稻埕潮補冬」活動媒體報導及KOL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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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民眾打卡分享結果	

	
圖4-2-11、4-2-12：「大稻埕潮補冬」民眾打卡分享	

活動效益成果：	

	 媒體報導	
其他相關協會

社群分享	
民眾分享	 方巾兌換	

第一週	 37則	 26則	 117則	 152份	

第二週	 x	 x	 132則	 214份	

總數	 共37則	 共26則	 共249則	 共366份	

觸及人數	 約33,527	 約600人	 約300人	 約400人	

總效益	 觸及人數達34,827人（達成率達116	％）	

表4-2-1：「大稻埕潮補冬」合作專案活動效益成果	

	

l 大稻埕潮補冬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於活動前一週排程於各社群平台上發文，發文首日以Dcard上的美食版、旅遊

版、閒聊版及輔仁大學校版上發文，次日由Facebook社團及Line社群接續發文至活

動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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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3：「大稻埕潮補冬」Dcard	輔仁大學版及美食版	

圖4-2-14：「大稻埕潮補冬」Facebook社團及line社群宣傳	

大稻埕潮補冬社群媒體行銷效益成果：	

	 Dcard	 Facebook社團	 LINE社群	

第一週按讚、留言及已讀人數	 54	 66	 2,487	

第二週按讚、留言及已讀人數	 25	 84	 2,832	

總效益	 觸及人數達5,548人（達成率達110％）	

表4-2-2：「大稻埕潮補冬」社群媒體行銷效益成果	

l 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於本草中藥文化節開始前兩週開始於官方社群發布活動資訊，例如：活動攤

販介紹、手作體驗、講堂等活動宣傳、以及線上抽獎活動等。	

	
圖4-2-15~4-2-18	「中藥本草文化節」官方貼文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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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行銷效益成果：	

	 10/21抽獎文	 10/28抽獎文	 其他共16篇貼文	

貼文按讚及留言人數	 2,170	 1,981	 1,210	

貼文觸及人數	 6,462	 5,524	 5,842	

貼文曝光次數	 7,734	 6,610	 6,766	

總效益	 觸及人數達17,828人（達成率達118％）	

表4-2-3：「中藥本草文化節」社群行銷效益成果	

第三節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成果	

					於永樂廣場舉辦為期兩天（11/12～11/13）的「2022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活動，將大稻埕在地文化：布業、漢藥、茶葉、月老繪成圖案，透過絹印孔版印

刷，讓大人及小孩一同體驗，把圖騰印刷在手提袋、飲料袋、束口袋及零錢包，

在製作過程中會與民眾分享絹印的故事、大稻埕的文化歷史，用簡單的方式，吸

引大人帶小孩來體驗，輕鬆了解大稻埕著名特色文化，同時也將印製的提袋帶回

家當作紀念品，並進行民眾體驗後之回饋問卷調查。	

                 
圖4-3-1：印刷在袋子上之設計圖騰											圖4-3-2：實際印刷在袋子上 

	
圖4-3-3：與主辦方「永樂商圈發展協會」周會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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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圖4-3-5：「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民眾體驗、民眾作品	

絹印手作體驗效益成果：	

	 11/12	 11/13	

售出/體驗提袋數	 24個	 28個	

總效益	 總售出/體驗	52個提袋（達成率達104％）	

表4-3-1：「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效益成果	

第四節	企劃成果總效益	

本企劃活動成果實際達成率都高於100%。	

活動	 預計曝光人次	 實際觸及人次	 實際達成率	

大稻埕·風華再現	

地方特色行銷競賽	
15組	 16組	 107%	

大稻埕潮補冬活動	 30,000人次以上	 34,827人	 116%	

大稻埕潮補冬	

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5,000人次以上	 5,548人	 110%	

中藥本草文化節	

社群媒體行銷推廣	
15,000人次以上	 17,828人	 118%	

	
總人數	

50,000人次以上	

總人數	

58,203人	

總達成率	

116%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	 50個提袋	 52個提袋	 104%	

表4-4-1：企劃總效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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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企劃結論	

首先從產學合作企劃簽訂前就開始規劃「大稻埕風華再現行銷競賽」，希望

以此競賽讓更多年輕人關注大稻埕，此外也邀請「大稻埕創意街區」與「永樂商

圈發展協會」會長擔任評審，使競賽與大稻埕連結得更緊密。	

而後與「發現故事」簽訂產學合作，共同合作了「中藥本草文化節」與「大

稻埕潮補冬」兩個活動，前者以協助社群媒體行銷的方式進行推廣，後者則是協

辦策劃實體活動、設計活動贈品及社群媒體行銷，把在地傳統文化中藥補冬創

新，兩者活動在民眾與媒體反饋上皆獲得廣大的迴響，且增加大稻埕的人潮，且

提高在地產業知名度	

「永樂商圈漫遊老城市集」，此活動以大稻埕在地產業文化作為出發點設計

圖案，透過絹印印刷在織品上，結合了織品系與大稻埕兩者，用織物推廣大稻

程，且在執行上我們結合上述三個活動所學之經驗為參考，讓我們此次活動更為

順暢。從透過上述四個活動達成企劃三大目的增加大稻埕的人潮，提高在地產業

知名度、傳統文化創新、用織物推廣大稻程。上述活動，與企劃三大目的『提升

在地文化知名度與增加人潮、傳統文化創新與織物推廣大稻埕』吻合且成功執

行，目前發現故事有限公司與大稻埕之協會皆對本專題企劃執行，抱持肯定之態

度，而我們也在上述活動中，學習面對各種困難與挑戰。	

第二節	企劃檢討與建議	

此次企劃中，我們從構思至實際執行，皆面對不同壓力與挫折，尤其因疫

情，規劃與執行都有很大的變動調整，因此時程非常緊迫，對於我們而言是一大

挑戰與難題，但最終都在組員們通力合作之下，順利完成。	

								本次產學合作對象發現故事與大稻埕之協會，皆高度肯定本校師生之表現，

且期盼未來本系可多運用產學合作之機會，讓學生實際參與，將所學運用在執行

上，累積實質經驗，與業界共創雙贏之持續競爭力，創造更好的大稻埕商圈，讓

大稻埕風華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