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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發展與藝品店空間區位關係研究

—以花蓮縣為例

黃明利　吳連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摘  要

本文觀察到地方、文化、觀光、經濟彼此間，存在不易凝聚的問題，藉由

聚焦花蓮藝品店數量規模與分布異常的急速擴張與消退現象，透過闡述觀光為

花蓮帶來的遊客量，與藝品市場供需關係變化面向研究，討論營運規模與市場

區位的空間分布相關性，最後運用區位商數 LQ，分析三種不同空間分布地的

商店營運，剖析不同生產與供應鏈的競爭取向與平衡。發現，不同時期進入與

減少的觀光客群差異背景，引導藝品店的生產規模與市場分布，差異導向的市

場不同，面對觀光衝擊因素的結果亦不同。不同的觀光人口差異消費因子需求，

刺激產品的生產結構、銷售與特定供應轉向。當特定消費市場新型態藝品的產

業鏈結，隨著主要消費結構消失，面臨只有生產而無消費的經濟體生產過剩，

導致短短不到幾年期間呈現泡沫化現象，特定規模與市場分布的藝品店迅速消

失。相關單位、生產者與支援供應者需重新思考，應以合乎市場完善歷程的生

產與交換互利觀點，需對應 Crang（1997）所提觀光消費形式等，既是文化性

又是經濟性的彼此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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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民國 92年走入花蓮生活視覺是極其衝突的，完全異於高屏地區原生環

境的空間映像，聽說花蓮土地很黏，來過深度感受的人，就會受到大自然的美

聲美色觸動而停下來，果然至今，花蓮地區用最原始的色彩與最簡單的環境，

表現了產業與生活，迴異全台維生方式，而以觀光遊憩與鑿石開礦作為轉換經

濟的來源，呈現花蓮特有的經濟模式。經濟地理學（economic geography）是

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學問，是以掌握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為核心，並了解其分

布差異和影響，透過空間關係及區位預測。再結合地方社會文化脈絡與地方商

品文化空間的經濟化，可能成為當代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與策略。近年台

灣藝文環境的提升，轉向花蓮豐富藝術產品與變質岩環境尋寶，使馳名世界賞

石文化與石雕藝術，紛紛走向地方文化與經濟轉向，乃有一夜致富的尋寶夢想

絡繹不絕地在當地創生。儘管強大的夢想仍受到市場多項的考驗，花蓮地區在

歷經台灣休旅文化提升，兩岸關係急速升溫變化，與世界疫情流行影響，每階

段均對花蓮產生大幅人口消費異動的影響，依然不減其豐富迷人的觀光與藝術

產業特色，地方仍深藏體現藝術旅遊與文化瑰寶，但也在自民國 94年來，面

對突如其來的旅遊人口的劇烈變化，對藝石產業的衝擊應變不及下，導致文化、

經濟態度亦應有所調整。本文即以觀光主導對花蓮觀光路線形成的藝品店分

布、消費人口與市場區位的交互變動下，討論花蓮藝品店在面對上述衝擊歷程，

如何透過經濟決策理論，探究規避過度商業化的文化與經濟間的風險，致使引

發遊憩活動負面效應的「遊憩衝擊」，造成對環境資源及社會急速改變調適，

如面臨過度消耗與短瞬間膨脹的經濟等，需深入醒思永續性問題、不正義的市

場經濟、與如何重建穩健的文化—經濟。面對花蓮在全臺居冠的觀光遊憩活動，

主導當地的藝術產業發展，在大大打開交通性的地理阻隔後，能培植如何納入

地方居民與全球，對花蓮的獨特藝石文創藝術，能深度聚焦乃至擴及全球需 

求，故本文研究目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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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一）探討觀光遊憩對花蓮石藝創意產業的影響。

（二）討論觀光人潮對不同時期的藝石產業分布差異意義。

貳、文獻回顧

與本文研究概念文化與經濟地景、地方觀光效應、零售市場、區位、空

間分布有關研究面向，Crang（1997）將地景詮釋為由人群的活力與實踐所塑

造，以符合其文化，關係到人群、地景與時間，並且認為，不能忽略了交易

得以運作之空間的關鍵角色。Neil（2013:63-64）討論在全球經濟下，地方產

業的環境資源與經濟發展課題。鍾湘芸等（2006:23-37）則從全球與地方，看

美濃地方在全球資本植入產業，仍力求植基地方農業與文化生根方向。倪進誠

（2013:54-55）認為影響觀光發展空間辯證作用，主要影響力來自涵蓋自然環

境、公部門、私部門業者、地方社群、遊客等作用者。洪廣冀（2004:51-97）

透過新竹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發展民族誌分析、觀光地景維繫與遊憩設施經營，

討論在資本主義經濟與世界宗教連結下，司馬庫斯部落的適應。及從本土出發

的張朝勝（2016:63-68）從文化與自然觀點探究台灣閃玉礦業，在花蓮地區的

應用與挑戰，並試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建立礦物藏種分布資料庫。再

以探討台灣閃玉可更以表現當地的文化精神。人文地理學在論述此面向科學，

受到極大研究標的物客體上認知的斷層，礦物、非礦物、性質、經濟性等辨識

上的障礙。本研究石藝商業標的物，以台灣地區出產的寶石或半寶石類礦石，

主要有台灣閃玉、薔薇輝石、藍玉髓、及東海岸藍玉髓附屬圍岩共生礦石、與

澎湖文石等為代表，除文石產地在澎湖外，其他大理石、蛇紋岩產地及花崗岩

加工地區多集中花東地區，或由世界各地加工完成輸入的各種石材工藝品，

形成當地獨特並眾多的零售石藝商業，與大理石等建材加工製造業。以Mike 

Crang（1997）的角度看東部的文化想像，第一個聯想到，此處是一個以觀光

為導向的地區。由於地形的隔絕，東部堪稱台灣的一片淨土，較少受到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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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加上此地的原住民，人口比例較高，多數人對原住文化，抱持一種好奇

與欲深入了解的態度，所以吸引無數人潮到東部觀光。地方政府為帶動經濟的

發展，積極塑造地方特色，希望觀光成為永續發展的經濟來源。並以花蓮太魯

閣國家公園為例，「太魯閣國際馬拉松與峽谷音樂季」，號稱是在最美的地區

舉辦的馬拉松比賽與峽谷賞樂；再以國際石雕展，結合運用當地的大理石雕刻，

加值塑造藝術的氛圍，談到大理石，多數人聯想到的是與環保脫節的水泥工業

產業；加以具文化開發背景的每年金針山與赤柯山，夏天盛開的金針花季體驗、

與多元豐富的原住民豐年祭……等，皆希望遊客不僅止一次、兩次造訪花蓮的

好山好水，而是極力建立不同時節，花蓮均有吸引人們前來觀光的魅力；由

此可見東部以觀光為導向的特色，亦是文化與經濟相互影響的例證。Dedeǒglu

（2019）討論遊客通過 DSQ目的地服務質量與 DNQ目的地自然品質，評量

參與和感知價值的重要性，強調觀光目的地形象感之四點要素：目的地宏觀的

自然質量優良，與目的地細微觀點服務質量高，高參與度群體與高社會價值感

認知滿意，具顯著積極影響觀光客重遊的意願（Dedeǒglu 2019:105-117）。確

認客觀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品質意象，影響旅遊動線流量，具影響市場與商

品銷售到遊客購買量，此路線產生的「市場」創造了同時現身互動空間，亦即

消費過程各方之間，面對面的相遇在這種狀況下，通常會有互動所需的細緻角

色與規則，每一方很可能依照暗中腳本的演出（王志弘、涂佳玲、方淑惠，

2003:160; Crang, 1997）。使沿線兩側空間為最佳展演廣場，後續隨著需求增

加，形成高度商業化的石藝零售經濟，因此 Tânia R., et al.（2017:102-116）特

別取向討論在零售區位中心地研究，用古典區位理論研究葡萄牙食品零售業區

位，利用相關性、線性回歸分析與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揭示零售業變量，其中

距離、中心性、消費者人口密度、競爭者位置等相關性，具有最重要的概念。

點出店面選址因素，是關係到消費者接近商店消費的雙向途徑，即是最容易買

到銷售專賣店的機會下，考量區位變化性而選址。張儷馨（2006）運用區位商

數法得知花蓮市零售業空間分布因素，零售業性質與人口發展、都市計畫、交



JOURNAL OF 
URBANOLOGY

45

城
市
學
學
刊通動線、與慈濟園區遷入對人口分布地點有關，為重要基礎概念。黃仲由，賴

世剛（2015）提到 Lösch認為，影響個別企業區位最終和唯一的決定因素，應

是損益結果—淨利（net profit）（成本與收入的平衡結果），因此正確區位選擇

應在最大淨利處，而非一味地追求或受限於最小成本原則（黃仲由、賴世剛，

2015; Lösch, 1954:17-36）。

參、理論與研究方法

一、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基礎與調查取向

本文課題與一般商業研究資訊的斷裂性，需具不同面向的知識建構，對商

品的區辨能力，如地質性基礎、岩性種類價值、材料與成品的市場意義、高價

石藝商品在當代社會與市場的意義、開礦成本與礦石在商品的意義，以及驟

升的商品價格與數量等，均須在商品銷售實踐過程相當涉略，以建構完整經驗

現象，得釐清流動其間的訊息。本篇涉略所需的概念性指引，如諸多地質作用

產出的有價礦石，在市場中發揮了原料產地區位優勢，商業運作包含商品性質

與名稱，其中採販售與鑑定業界慣用名稱，與輔以當地市場商業名稱，較接近

本篇的實務，也是礦石礦物與非礦石礦物，在人文社會經濟透過商業化運作予

以千變萬化結果。調查方法採用田野實察、社會行動網絡式的業者訪談與融入

當地社會，藉由觀察居民實踐與商業具象觀點，深入辨識真實社會的運作，思

維當地從業者的商業思維，解析當地產業的循環，以及以新興區域地理學的生

產連結關係（a renewed regional geography），與看待花蓮地區的社會生產關係

（Thrift, 1983:23-57）。Erick（2015）論述澳洲採礦與社區關係，澳洲礦業城鎮，

存在地質性質和城鎮發展連結特色。透過理解三個關鍵面向，一為地質，二為

共時下的經濟和社會特點，第三，產業界的社會關係並沒有限制在城市的邊 

界，特定地區是深受當地經濟和地質現實的影響，對創造財富經濟利益下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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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運風險的商業，均視為大於工業，個人，文化和環境水平的風險。Javier 

et al.（2018）則揭示對工業區位活動，市場規模與易達性，具有高度相關性。

與戴安蕙（2003）研究桃園市製造業的結構與空間分布，採用官方資料分

析成長與區位商數法帶入的空間資訊不同。在同時這樣的空間尺度觀點，本研

究主要參考 Lösch的市場區位理論：以市場需求變化作為空間區位變數對市場

區位體系的解釋，認為在產業佈局問題是一個經濟單位互動過程，找出各經濟

單位佈局的相互關係，就要尋求整個區位系統的平衡，這種市場需求變化作為

空間區位變數，提供本研究商業地景空間分布理論基礎。另一跟隨 Lösch研究

者 Takatoshi（2009）嘗試 Lösch市場最大利潤觀點，分析了市場中零售企業

的動態，通過分析獲得在市中心商業或邊緣的數量、規模和位置，中介的是距 

離、體積、種類、價格變項界定變化差異。故採用 Takatoshi研究 Lösch概念，

揭示藝品店市場的數量，規模、地點和中心性距離，作為本研究調查的內涵。

地租（land rent）與市場（market）可能成為本研究地點（locations）項目中重

要概念。並且在「規模」與「市場」取向觀察，採店面地景的販售型態、礦物、

非礦物商品種類項目與來源、產品加工製造、商店的中心性與距離，以及企業

資本額度等概念，作為分類的參考，並且所觀察的分類取向調查標的性內容，

根據 Gilles（2015）對城市貿易與交通路段間商品調查研究，道路可能轉換商

品性質及所關注產品的數量（product group）、價值（value）、重量（weight）、

單位重量的價值（weight / value）、路線（routes）、輸出品（exporters）、輸入

品（importers）、總量（total）與距離（distance）等（Gilles, 2015:18），作為

調查花蓮地區各路段，相當重要的商業貿易區位與交通關係，顯示主要觀光路

線與非觀光路線型態差異。歸納諸類藝品店，不僅商品種類變化、工藝變化、

店空間擺設變化等，也是猛烈真實反應市場變化的有形可觀察標的，除意識上

的判斷外，最真實的對照就是商品的來源多樣式，是組成市場商品變化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當中扮演影響遊客數量變化的觀光遊憩路線，人口數量極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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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和環境風險的水平。花蓮地區在常面對影響經濟環境的變動中，遊客

社經背景的數量與消費差異，將深深影響花蓮地區藝品店地景商品種類，與商

店種類的各類變化與消長趨向，人口社經背景與數量差異，將如何影響與形塑

花蓮地區的石藝關聯產業。在此指標下採檢驗標識花東玉石產業商店廠址的

「產業地景狀態數量觀察」，從區位走向空間觀點的市場規模差異研究，與商

品價格升幅的背後意涵，陳述著一段花蓮觀光史與地域特定經濟活動關係，觀

光人口消費差異，對近代花東產業經濟與對外流動強度關係，有著密切的關聯。

（二）研究區的時、空範圍

研究範圍主要以近二十年內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為主的石藝加工，與

花蓮港進出口相關連鎖與支援產業空間配置。研究時間軸，則以花蓮石藝歷經

幾段不同的經濟波動，人口社經背景差異對消費差異，與不同旅遊人口數差異

移動，均對石藝經營的成本與產出，產生多變的因素。需探討成本、人口、距

離等在時間軸對影響商品的變化。主要有民國 90年以來經歷台灣經濟奇蹟、

日本經濟泡沫化、國民週休與開放大陸觀光以來，差異的背景與人口數量，均

對花蓮地區石藝商業產生一定的影響機制，故以此時期可觀察的資料、商業地

景出現與消失，作為可辨識性基礎。本研究採駐地研究，自民國 92年駐新城

北埔學術研究至今民國 110年，跨越近 20年田野經驗及岩礦知識建構，與案

例業主實務實踐，並見證藝品產業市場顯著表現在地景的空間變遷，花費 19

年以上歷程得以呈現見證無法預測的經驗過程。相關研究數據取得與參考，民

國 92年商業家數，以張儷馨（2006）花蓮零售業的空間分布為數據基礎，民

國 96年、民 106年至民國 110年則以實察為主，並以觀光路線、非觀光路線

與美崙工業區（美崙石藝創意園區），調查石藝商品店與一般商業家數分布，

未在調查分布範圍則不予以計入家數，故與實際花蓮地區總商業家數，仍有一

定數值差異，調查方法與路線如圖一與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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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不同時期的主要中心商業區分布，與一般工商行政服務類商店調

查，一般商業家數僅以數量位置呈現不分類，自中央路與中山路口經花蓮新站

鐵路、商校街、林森路口過中正路口、中華路口到溝仔尾市場，經石藝大街賣

場與左側六期廣場，共測得左右兩邊商店數約 750家數。中華路與中山路自美

崙溪南起數經中原路、德安街口至中華路底，兩側商店家數測得 350家，中正

路美崙溪起經中山路到和平路、中和街、中順街、吉安街至吉安溪商店漸漸消

失，此路段測得兩側商店家數 450間上下。和平路上自原南濱公園，今改為太

平洋公園起到和平路底陸橋止，測得家數 170家。其他路段商街商店集中性較

低或非主要道，以主要道路不含巷弄除外而言，兩側商店性大都少於 100間以

下。

圖一　田野實察科學研究方法大綱

資料來源： Schumm 1999 (An outline of a 
scientific method).

圖二　研究區調查路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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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經不同年度田野實察，調查標的藝品商店地景與販售商品，實際調查市街

出現礦物製品，各種商店種類與數量。研究發現概況，該商業種類具有居住功

能型態，與自行加工製造能力比例居多，販賣商品越靠近中山路、中華路、中

正路交會處市中心地，種類越豐富並且價格取向越高，商業分布強烈受到特定

區位機能影響，在區位的選擇上皆以觀光動線為重要考量，呈現笨重商品多遠

離市中心性，並佔據較大空間展售，市中心商店對使用商業空間頗具精緻規劃。

商業的空間分布亦受到花蓮地區港口工業區、觀光區位與岩礦原料產地影響，

形塑著工藝商業地景的位置與變化，不僅具有機能與區位上意義，也在現有條

件制約中呈現都市的產業空間結構，與對外關係亦規範著地景時空分布的意

義。

二、數量分布與分期指標

使用空間發展型態分期，各種分期的分類指標，有以貿易市場、腹地變

化劃分研究，如張炳楠（1968:1-15）相關鹿港貿易圈的腹地變化；林玉茹

（1996:20-30）藉由港口規模、數量、大小、出現與消失變化等指標，依據分

類港口不同時期。在本區以觀光盛行的經濟與文化問題，產生的內部變化為標

的，則從可觀察藝品店的地景擴張，如樓地板面積增加、與中心區距離變化、

店數量與商品種類規模、停滯與消退的變化等。牽涉消長的人潮牽動經濟轉變

影響區位因素，與顯現市場如何重新結構。這類膨脹性的市場在質量上的異常

變化，除數量增加外，店數規模、商品種類亦增加。單純從藝品店的量變質變

方面，可觀察觀光人口對經濟的注入與抽離影響，過於異常的市場膨脹背後，

存在觀光經濟與政治因素的市場風險，乃至觀察到今正處不勝唏噓的藝品店經

濟困境。再從 Javier B.,et al.（2018:1-13）研究生產規模與市場的分布相關性，

呈現正相關性的比率，顯示市場區位正向影響產品選址分布，說明市場的活動

規模強度與關聯性高，將導引分布的可能性。花蓮地區藝石商店，在民 90年

至民 109年不到二十年內歷經劇烈的成長、擴張，後來因兩岸因素陸客潮消失，

致使市場急速下降變動。此二十年內劇烈的膨脹歷程是如何表現的一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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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區位因素中，本時期所受各主要因素為何？又如何辨識與劃分？乃以營

業商店廠址規模，考察商品價值性變化，與 Gills（2015:177-188）討論都市貿

易與交通，使用的分類調查與數量、規模、種類、價值、距離依據等，產生調

查商店種類變化上的客觀數量，作為異動時期變化的指標（表一）。使得本研

究與部落觀光研究、都市文化治理的空間設施研究（王志弘，高郁婷，2019:1-

31），其討論文化資產到經濟的部落觀光面向，及文化治理由公私部門主導面

向不同。在此則為具有文化面向的差異，觀光與文化商品上的經濟變動，不僅

止是藝文場所的延伸。地方、文化、觀光、經濟所形成外部因素，得進一步討

論分布與需求下的區位型態，及不同時期變動（表二）（圖三）。民國 92年前

零售業資料分布，張儷馨（2006）運用零售業空間分布資料，透過不同時間向

度與區位商數，研究花蓮市零售業數量空間分布及變遷之情形，已有主計處民

國 75年、90年（1986、2001）的工商普查空間資料為主，以主要調查道路與

零售業兩樣數值史料輔助參考，具有當代零售業形塑區位客觀的因素，與後續

出現前所未有的觀光人潮與消費性質，為不同結構面向課題。

表一　研究方法、材料與應用

材料 應用

資料建構編碼 a1、營運種類、商品標的如豐田玉、加工生產模式如裁切、規模
資料建構編碼型態 如中央路段、販賣型態、岩礦類種用、標的製造、距離資本估略

指標 資料的尺度、分類問題與依據

花蓮港統計要覽 非金屬礦物與石材來源與應用

花蓮縣統計要覽 理解花蓮地區經濟的活動與變動

田野調查 不同時期空間分布地點：調查商店的分布與消失位置 locations
花蓮地價現值公告 地租的中心性與商店分布各種連結

質訪與社會行動 業者產業經驗與實踐了解產業鏈結

研究區駐地研究 商業網絡

分布路段商品解析 現有商業的空間經濟：規模、大小、對內、對外形態

商店規模與位置 每一種礦藝礦材商品在空間分布的區位意義

結構 揭示花蓮地區石藝商業地景特定的空間形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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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二　不同年度觀光路線、非觀光路線與美崙工業區一般商店營業場所調查家數

觀光路線 96年 106年 109年

中山路到重慶路石藝大街右側   15   35   40

中山路到重慶路石藝大街左側   10   25   30

中山路自中央路起到地下道北側   75 100   80

中山路自中央路起到地下道南側   80 105 100

地下道起至中山路溝仔尾底北側 185 236 200

地下道起至中山路溝仔尾底南側 175 240 195

中央路自中山路起到崇德路段右側 100 130 100

中央路自中山路起到崇德路段左側 150 230 180

非觀光路線 96年 106年 109年

中華路自中山路起到中央路右側 155 175 160

中華路自中山路起到中央路左側 110 146 135

中正路過中山路到和平路右側   60   80   70

中正路過中山路到和平路左側   60   75   73

和平路太平洋公園到中央路右側   65   85   88

和平路太平洋公園到中央路左側   60   75   70

自和平路口右側到中和街口   35   48   40

自和平路口左側到中和街口   30   45   38

中和街口到吉安街右側   70   85   80

中和街口到吉安街左側   68   80   75

美崙工業區（美崙石藝創意園區） 96年 106年 109年

美崙工業區營業單位總數 110 125 139

中美路自來水廠起到花蓮港右側   81 120 115

中美路自來水廠起到花蓮港左側   90 138 145

府前路自華西路至中美路右側   45   40   35

府前路自華西路至中美路左側   40   45   30

化道路接中美路口右側   35   31   25

化道路接中美路口左側   25   30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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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旅遊人口變化影響藝品經濟的轉變

對民國 85年後相繼實施周休二日，旅遊時程擴增，蓬勃發展的觀光產業

所引入的人潮，外縣市遊客進入本地與旅遊太魯閣國家公園驟增，與民國 98

年大陸開放來台觀光陸續進入的大陸觀光客，語言文化一致的背景，更影響與

觸及在台灣旅遊消費。Kang et al.,（2020:9-22）研究非洲經濟曲線模式受中國

貿易需求變化，中國經濟力實證會影響港口物資與人口貿易區域經濟變化，具

明顯影響消費力與特定性商品消費差異。產生顯現與本地台灣遊客仍以餐飲、

旅宿、遊憩為主不同，未啟動兩岸旅遊時，此時期台灣閃玉貓眼、藍玉髓、薔

薇輝石、紅珊瑚主流商品等消費變化，均未呈現市場炒作，價格也無明顯浮動，

甚至呈滑落趨勢，乏人問津，市場現象具大量存貨，並且品項精美價格實際，

未大量進口石材，在地性墨玉仍以蛇紋石名稱出現，西伯利亞貓眼石亦未大量

進入市場。普遍因加工成本高或市場價格不優的零售業者，通常家中儲有數十

或數百公斤豐田玉與薔薇輝石礦材，或近千顆大小不等豐田產貓眼閃玉。及四

處可見薔薇輝石專賣店，商品表現色彩鮮豔、變化豐富、體積、重量等級水準

高，但均因停滯的市場勉強零賣，未有大量批發商出現。

圖三　石藝商店與工廠分布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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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一、影響旅遊花蓮人口的變數與消費

直至民 94年後開始田野訪查見證批發市場的活絡時，當地與各地批發投

資客，後續常拖行裝滿現金的旅行袋，進入花蓮專業加工製造批發地區購賣。

大盤西伯利亞貓眼石交易，以一次購 100顆 15~25克拉交易總額，每顆單價

6,000元，選計粒、線、眼，為透、閃、直較好的 20顆，每顆 12,000元，單顆

則 30,000元，市場熱銷由此顯現。此類市場交易原屬機密，一般底價是不為外

人學習仿製探知，仍屬市場商業運作機密。再以該時期台產三棧溪薔薇輝石，

80公斤原石打磨交易完成價達 44萬元高檔實價，可想市場熱絡美石高價難求，

業者點石成金，使不同市場經濟的加工製造業，有了展貨新平台。延伸至人口

差異消費力對市場區位影響，不僅擴大利潤，使原有市場規模擴大與鬆動原有

的台灣客群市場箝制現象，大陸新客群的需求曲線，設置與營運距離種類更出

現新投資選擇。根據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登記，民國 64年至民

國 85年紀錄個別名勝風景區數量，可取得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次數，次

年民國 88年後至民國 109年資料，則改成僅紀錄台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總

人數，根據每一年總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推估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數，與經

比較實際數值比例，約佔全台灣風景區遊客量之 4%，主要依據較完整數據之

民國 79年與民國 85年，主要名勝風景區遊客總數次總和，約花蓮縣總遊客次

數，佔全總遊客遊憩量次約 4%而得。以此推估花蓮縣總遊客次數，所佔台灣

全年總遊客量各年變化百分比，而概略顯示合理推估遊客總數次，但為求更客

觀研究數據要求，改由相關官方單位花蓮縣觀光課與花蓮縣警察局住宿統計，

提供實際花蓮旅遊人口次數與陸客住宿團客數。

進入與影響花蓮地區人口次數，數字來源主要有二種，（一）為台灣地區

主要風景區遊客人數，（二）為來台旅客入境分析，民 97年前大抵在 3,845,187

人次以下，民 98年劇增為 4,395,004人次，因民國 98年起來台旅客經港口入

境人數大幅增加，係因民國 98年 3月 5日起，中國大陸開放人民經由金門小

三通來台旅遊（交通統計年報，2019:468），截至民國 104年達 10,439,7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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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達千萬以上。相對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自民國 97年遊憩區總遊客數

148,222,806人次，到民 98年驟增為 170,249,020人次，再到民國 104年增為

285,231,356人次，在極短時間內台灣遊憩區總遊客人數，大幅上升增加一億人

次以上（表三）。這種強勢對地方增加的人口數，使原本供需平衡已久的市場

經濟運作，對相關產業無不產生席捲式的需求刺激風潮。據交通部觀光統計進

入台灣與花蓮縣人口次數，花蓮地區民國 92年到民國 109年主要進入花蓮縣

觀光遊憩人數，自 6,172,598人次到民國 109年達 14,330,593人次（表四 a），

陸客過宿團數與遊客人次數則由民國 101年 48,258團 1,235,442人次，到民國

103~104年達到最高峰 68,489團與 71,225團，1,677,966人及 1,656,898人次，

具客觀變化在民國 105年後則明顯下降到團數 47,115，人次數 1,106,777人，

並且高速率下降到民國 108年僅剩 30,312團 675,429人次，民國 109年 2月後

則無陸客團，以上為花蓮縣警局住宿統計本轄不含路過及自由行（表四 b）。

花蓮依山傍海時空距離長，郊區並無滿足生活機能要件，所以旅宿餐飲機能必

須透過省道台 9線回到花蓮市區，市中心區或近郊市區方具有足量的承載餐飲

旅宿機能數量，於隔日間出發太魯閣國家公園或前往宜蘭，乃因花蓮地處中央

山脈與海岸山脈，兩大狹長山脈間的花東縱谷平原，往南需 200公里方能南下

臺東市，往北交通不便，需搭乘鐵路與公路交通，路況嚴峻無比的蘇花公路清

水斷崖與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在蘇花改善道路與國道 5號蔣渭水高速公路未

建立通車前，層層山巒與緊靠太平洋曲折的海岸線，將花蓮阻絕在一日遊難以

成行的化外之境。一般常人很難完成行駛蘇花公路與北宜公路單日來回，即進

入臺北市後，又能當日從北宜公路接蘇花公路駛回花蓮地區，如當進入冬季後，

東北季風盛行冬季的花蓮，會長時間天候不佳，動輒封閉蘇花公路或僅能單向

通行或整點放行，大大限制南北進出花蓮縣市的人口移動，人口遷移數量是區

域發展重要影響因子。可能造成一地的擴散與反吸，相對受龐大人數輸出入影

響的產業亦如此，受浮動因子變成或長或短、膨脹或萎縮體狀態，產業據此走

向多面向差異變化，遑論深受觀光與人口消費力數量左右的藝石產業，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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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討論大環境的變動宰制花蓮石藝經濟的命脈此一現象，如何產生對內部與外部

的影響與變動。此類施為並對市場產品價格的實踐力產生何種轉變，將在時間

軸中，討論前所未有的陸客潮觀光對產業所引導，石藝空間經濟如何變革及其

變因為何？

表三　民國 88年 ~民國 108年臺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88 88,029,343 94 136,691,863 100 213,199,153 106 10,739,601
90 100,074,839 95 150,409,263 101 274,392,314 107 11,066,707
91 102,336,517 96 149,786,910 102 268,542,920 108 1,186,4105
92 118,430,670 97 148,222,806 103 288,074,468 - -
93 136,256,598 98 170,249,020 104 285,231,356 - -
94 136,691,863 99 183,309,284 105   10,690,279 - -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1999-2019。

表四 a　民國 92年 ~民國 110年花蓮縣觀光遊客次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年度 總數

92   6,172,598 100   7,508,913 104 10,882,781 108 10,956,540
94   7,414,755 101   8,907,462 105   9,614,906 109 14,330,593
96   7,529,778 102   8,900,546 106 10,518,449 110   6,982,715
98 10,503,326 103 10,431,057 107   9,282,689 - -

資料來源： 花蓮縣遊客次數花蓮縣政府觀光課現場提供，檢索於花蓮縣政府觀光課 110/10/ 
19。

表四 b　民國 92年 ~民國 110年花蓮縣觀光遊客陸客團次數與變化

年度 陸客總數 團數 年度 陸客總數 團數

101 1,235,442 48,258 106 707,115 31,727
102 1,201,238 47,616 107 558,121 25,405
103 1,677,966 68,489 108 675,429 30,312
104 1,656,898 71,225 109   17,850      900
105 1,106,777 47,159

資料來源： 陸客團數與人數花蓮縣警察局提供，索於花蓮縣警察局（住宿本轄不含自由行）
數值為統計參考值 1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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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消費型態差異對藝品店商業差異影響

（一）百萬到億萬投資歷程—獨特工藝經濟與流動

投入漫長的田野實察與對案例業者的社會行動網絡歷程，根據訪察與學習

當地專業藝品專賣店案例，提供的相關產業鏈結過程（表五），薔薇輝石為主

要商品，來源分大陸與台灣花蓮，大陸則分為原礦進口及大陸設廠，加工後運

至花蓮，批發零售給大盤商中下游相關業者或散客。開採大陸原礦石入工廠後，

依其條件差異設計不同產品，黑色擠壓氧化線紋多者運台後，以切片裱褙設計

商品，顏色嬌豔粉紅，則以原石整粒打磨與雕刻為主，價格以原石打磨價位較

高。台產薔薇輝石（玫瑰石）因原礦在花蓮產地就已高價，普遍採用原石打磨

或噴砂工法，製成色、景、形、意境更優美的觀賞石鏈最為多數消費市場接受，

也是花蓮巨大的石藝產業風行不膩的普羅美感。該業者產業模式，也是眾多業

者產業鏈加工製造模式相仿的標的之一，本案例業者於民 92年投資時借貸的

100萬資本，經由生產器具的購取，原石自動化裁切、木條裁切、專業玻璃切

割、成品實踐，開創初期缺乏本土原料的困境，到加工製造技術限制，工藝師

傅的刁難，初期販賣營業額低落，直到更進一步到現今獲得上億的資產，是因

具有眾多專業技術基礎知識與不斷升級，也是具備致富的關鍵性知識與市場驅

動完成下方能達成的。在民國 80年該家族已是花蓮最大裱褙供應商，因當年

資金周轉失敗告終，乃將專業知識引入大陸投資設廠，重新開採陸產薔薇輝石，

因大陸工資低、廠租便宜，加工成本低、利潤高，並將原礦與產品在民國 91

年運至案例業者銷售，初期營業額約在 30~50萬元，產品以藝石裱褙為主，員

工數與夫妻共 3人，購買對象為台灣散客居多；民國 95年到民國 105年商品

則具多樣性，花蓮陸客潮暴增，並且為供應市場需求，以大陸產薔薇輝石雕刻、

打磨、切片裱褙書畫、西伯利亞貓眼石為主，員工數增為 13人，1人為業務，

主要批發供應大盤，為進入北埔嘉里到三棧路段，出現更專業性的陸客銷售，

專營進口製造販賣藝品廣場，並有獨立專業販賣店面，此段整排店面屬性增多，

有具多間格局的一條龍展售博物館場，並且不接待台灣旅客或與大陸旅客團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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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售環境切割。本時期每月營業額持續均在 200~300萬元，堪稱花蓮藝品產業的

最活絡時期；至民國 106年到民 110期間，陸客數量與中大型藝品廣場訂貨量，

突然消失，除夫妻外員工數為 1人，同儕資深業務因無法再適應粗重切片裱褙

工作而離職，營業額每月為 20萬元僅供開銷，原石、雕刻、裱褙、西伯利亞

貓眼與珊瑚，在此時期均乏人問津，該業者自我銘言，景氣好時努力賺錢，景

氣過去了，努力學功夫，意指工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專業條件）。並且業

者觀點對兩岸關係頗有微詞，認為政府應當能更和善，處理衍生僵化的經濟問

題。透過該業者案例製造與銷售鏈概念，清晰了解花蓮石藝產業鏈二十年變革

（表五）（圖四 ~圖五）。

花蓮市區到太魯閣國家公園路線兩側，此段整排藝品店面從少量到增多的

不同屬性，有具多間格局的一條龍展售博物館場，出現聚集效果且高檔專業進

口，本土台灣玉、薔薇輝石、紅珊瑚、大型雕刻品專業性買賣商店數增加，在

主要對外道路旁，已可窺見花東當地展售藝品的多數種類，且也出現礦石藝品

財團為主的工廠，員工數增加、場所面積與產業鏈涵蓋面也增加，本位址正是

表五　提供花蓮地區主要裱褙工廠營運訪談問題樣式

影響市場導向營運因子 實際營運問題

生產與再生產
主要商品為何、銷售商品種類比例為何、再生產投資商品為

何、商品利潤比為何

市場性

台灣旅客對產品的消費力如何、陸團客對產品消費力如何、陸

客數量影響業績為何、銷售價格四 P策略為何、銷售價格市
場變化接受度如何

商轉資金 創業資金來源、不同時期影響廠租人事因素成本比例為何

原料鏈結 薔薇輝石貓眼石台灣藍玉髓材料來源、廠商材料供貨來源為何

技術來源
為何選擇藝品業、產業知識來源、裱褙書畫寫字作家為何、天

候對營運障礙為何

產業鏈結
當地外地產品批發零售的目的為何、與其它藝品業者提供同業

服務為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記錄案例業者訪談營運大綱（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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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天候與季節對藝品業影響

資料來源：同表五，攝於 94/7/19。
說　　明： 天候與季節對案例業者影響，觀光客無法進入花蓮降低消費強度，圖為海棠颱風

侵襲北埔地區，當地博物館大型廣告壓垮案例業者加工廠製造設備與資材，經協

調補償損害設施，但造成短期間無法正常製造，本圖親自攝於民國 94年 7月 19
日，為部份圖片。

圖五　案例業者不同時期主要收益來源

   資料來源：案例業者質訪繪製。



JOURNAL OF 
URBANOLOGY

59

城
市
學
學
刊花蓮市區與郊區的漸近範圍，房價與地租已漸漸高升。轉至北埔進入花蓮市最

寬闊的道路中央路至中山路口間，可見一整排礦石藝品加工製造販賣商店，原

礦與機器加工混和的店面，規模甚大，極具資本，可猜測非一般小資營運型態，

具有展現全球性進口材料鏈結的產業特性。進入中山路後，出現首家紅珊瑚專

營店，紅珊瑚是陸客最喜愛的有機寶石，也是開放陸客後才大量出現的專業商

店，陸客認為配戴紅珊瑚會有帶來吉祥之意。陳盈如等（2016）等調查大陸遊

客來台旅遊意願，知名的觀光景點仍為較喜歡的景點，並以全台免稅商店商

品，珊瑚、玉石、鑽石及鐘錶作為調查，較受到大陸地區遊客偏好（陳盈如等 

2016:30-52），所以指定購賣有機寶石台灣紅珊瑚，因寶石特點單價高、利潤好

獲利性優，不過該種商品價格，對台灣本地消費水平過高與喜好度迴異，主要

市場仍鎖定中國大陸來台觀光客群為主。花蓮地區的非經常消費人口主要來自

入境觀光業，扣除遷移出人口，與主要分布在花蓮市與吉安鄉，當地常住人口

官方數據約36萬人（黃玉翎 2002:18-25）。花蓮地區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奇異、

冒險、宏偉意象自早就遠近馳名，從立霧溪所切穿的峽谷峭壁、宏偉壯觀、溪

床巨石耀目，早先歐美日是主要前往太魯閣的旅遊人口，林晏州等（2008:42-

56）認為東部區域發展又與太魯閣國家公園永續經營息息相關。這類人口遊憩

消費與之後台人周休二日花蓮國民旅遊，以及兩岸開放來臺觀光所引入的人

潮，對花蓮商業與藝品市場，產生不同型態的刺激與消費。花蓮藝品原料商材

特性，主要取自當地的台灣玉、閃玉貓眼、薔薇輝石、東海岸火山熱液形成的

藍玉髓及共生圍岩、及引進印尼為主與世界各地半寶石、非寶石原料石材的成

品為主。早期歐美日人前來消費藝品項目與訂單，多為台灣玉與閃玉貓眼，這

類藝品在資本經濟變動上，價格最容易體現通貨膨脹的標的，當供需強烈時便

會迅速竄升價格策略，以期在市場獲取最大利潤。如民國 60年代臺灣玉後續

消失市場訂單，曾經歷家庭即工廠，達數十家加工切磨貓眼石的聲音地景此起

彼落到消失，價格也飛速調降，主要因開採技術落後造成礦體破碎品相不良，

經後續其他地區如加拿大、西伯利亞亦發現類似閃玉種類取代，與來自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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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光客數至花蓮減少而沒落。不過，台灣玉產業加工分布，仍以豐田地區為

主並未擴充至其他區外，商業僅結合花蓮市商業區街道零星穿插的零售店。國

人在旅遊時程無法單日完成前提，購買藝品量與觀光人數又退至原先零星數，

人口無法進入與外國旅遊人潮消費消失，藝品受長時間小規模因子塑造。

討論後續影響二十年進入花蓮遊憩主要有三個因素，進入花蓮的交通便利

性、國人旅遊時程轉變、大量來自大陸地區旅遊人口，明顯在二十年間促使商

店在數量、規模、種類與空間分布，讓縮影在花蓮藝品表現的文化藝術精神，

達到前所未有的輝煌與產生重大變革。交通因子影響主要重大建設有，雪山隧

道開通、北宜公路與蘇花改善道路計畫、北迴鐵路電氣化等陸續完成。時間因

子則為政策性修改，針對提倡國人觀光採週休二日等，時間與空間優勢，對北

部區域進入花蓮壓縮原本交通不易性，局部性納花蓮市為北部生活圈一環。民

88年後花蓮市場出現的藝品、種類供應大抵以國民旅遊為主，藝品市場物美價

廉，國人賞石素養提升與生活物價水平大致相近，其中旅遊至花蓮不購買石材

藝品因素多為奢侈品、攜帶不便或沒興趣，沒有過多文化背景吸引因素，如特

別認同花蓮石藝文化、購買藝品為旅遊必要經驗一環等。國人至花蓮旅遊與藝

品市場的消費能力及市場價格型態，從商品種類、規格與價格屬性，大抵可見

市場群落。周休二日促進對花蓮的國民旅遊，無論對北北基與南高屏，對花蓮

旅遊行程，仍存在相當嚴峻與難以負荷的，對未落實建設改善道路工程前，南

迴、南橫、中橫、蘇花、北宜公路等，峰迴路轉、山路綿延彎曲，動則常有落

石坍塌，阻礙交通，以致除鐵路及先前花蓮郵輪外，鮮少能在道路不良等限制

前提下，能大量進出花蓮旅遊。當然多少也促使當地，更能避免濃濃的在地文

化被外地快速稀釋，商品供應對居民或商販仍是供需平衡為主。必經的當地太

魯閣崇德部落地區，藝石紀念品市場的兼營打磨與供應，民眾均採兼營製造提

供販售為主，對生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四季維生，森林打獵採集與四季海

邊魩仔魚、鰻苗、洄游漁撈，半夜常逐魚而岸居，等待魚群靠岸賺取差強人意

的溫飽。遇颱風或暴雨則吸引部落族人群至三棧溪、立霧溪口海灘，等待撿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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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沖刷而下的薔薇輝石等半寶石種，因此時大浪能將比重較重的美石拍打上岸，

如巧遇拾得可換取或賣出以貼補家用津資，而且僅撿拾色彩鮮豔、粒頭大、變

化豐富的寶石類石種帶回家，更有其他欣賞人士慕名而來，前往家中議商早先

收藏的半寶石種。該時期市場結構，以國民旅遊消費力水平作為定價與投資依

據，也為臺灣市場所接受，在民國 80年股價崩跌時期，也無意間降低了花蓮

藝品市場供給量，此時市場的價格結構與空間型態，反應台灣經濟變化，後續

民國 80到民 90年間藝品市場漸漸趨於穩定，主要以市區分布與居家兼營為主

的商業模式，形成此市場結構與背景機制。以崇德最大規模家營專業薔薇輝石

店面營商，在民國 88年至民國 96年間，單月鮮少會出售交易價 30萬元級以

上薔薇輝石，均只有寥寥幾月才出售一顆，在店擺售近百顆商品，每顆均為色

彩鮮豔、粒頭大、景緻優美、業主自退伍後自家門前市打磨，並擺設銷售多年

的薔薇輝石藝術精品，難以想像在民國 97年至民國 105年間，出現全店 30萬

到 100萬元銷售價格美石，均已銷售一空的強烈對比，觀察現今代之而起的商

品等級與先前品相相去甚遠，並且價格升幅巨大，兩岸旅遊高峰期多被進口商

轉購出口大陸，獲取利潤等同於相同的人民幣價格。

三、急速變異的消費市場與空間經濟型態

民國 94年前後期間，綜合先前開放大陸探親、金門小三通、大陸開放進

入台灣觀光旅遊人數，在彼此旅遊增溫下，滯留台灣觀光人數急速竄升，且特

別顯示台灣世界名勝太魯閣國家公園為必遊目的地，大量旅宿花蓮市需求應此

而生。陳盈如等（2016:30-52）特別提到大陸團客特別喜歡到知名地點旅遊，

更強烈活絡花蓮地區觀光與藝品市場，對從未經歷遊客群大量且偏愛當地藝品

的消費潮，同文同種的遊客背景使市場經濟起了各種新經驗作用，如同倪進誠

（2013）研究觀光發展之演變例證，借取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以「機會」與 

「命運」為隱喻，指稱觀光空間的發展有不可確定之要素，利用空間三元論想

法，演繹位於山區道路端點觀光地之獨特空間生產建構，以及利用自然環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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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的主導角色，來達成空間軸線的辯證（倪進誠，2013:43-68）。民國 94至

民國 105年間，觀察至花蓮的大陸遊客社經背景，在實務市場經驗過程，蜂擁

而至的熱潮型態，消費偏好與本土相對消費習慣，產生市場供需的消費差異型

態。市場經濟開始刺激為因應此類客群的購買特性，衍生新藝品種類如珠寶等

級藝石珠寶、半寶石類的紅珊瑚、閃玉貓眼石、台灣藍玉髓、台灣玉、薔薇輝

石等圍岩、及屬新大型類雕刻藝石類產品，使原未出現在市場的紅珊瑚專營店、

中大型藝品店，敏銳追逐陸客群所好（圖六）（表六），產生各種新營業據點捕

捉新高利潤市場，誕生的陸客群市場，前所未有的強大消費力與偏好，大大刺

激本時期藝品店種類表現、數量、數倍增升的價格、規模面積、分布，員工數

供應鏈亦產生強大變動。以致顯現受陸客市場影響，產生藝品營運「分布性」、

「規模性」與「商品性」特質。

（一）涉及到三種面向，「分布性」為空間課題，分布性取向特定路線集

中現象，首要理解花蓮消費地理與空間結構性質，生活百貨零售業分布在一般

消費需求生活圈，市場需求與人潮相關，呈現特定路段基於經濟活動，道路活

動性質與商業傾向，將漸漸影響商品性質。張儷馨（2006）探討零售業分布，

資料反應當期發展最外圍路段，中央路經慈濟醫學大學設址因此而發展。相對

圖六　民國 93年台灣藍玉髓與紅珊瑚玉精品市場參考價格

資料來源：台灣工藝研究所 93：4-5。
說　　明：（1）台灣藍玉髓（台灣藍寶）10克拉 K金戒指參考價格 100,000元。
　　　　　（2）紅珊瑚玉幸運草耳環參考售價 1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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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 9線花蓮機場嘉里路到崇德沿線，商店數仍舊稀少，並且兩側沿線多為農

產攤商，檳榔攤、簡易小吃餐飲、零星土產店等。陸客潮出現後，一條龍與中

大型藝品店外，薔薇輝石類玉石零售批發、兼營代工、混合式經營與直播店商，

大量集中鎖定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兩側消費的陸客潮。今最大消失路段，亦出

現在本路段，顯示本路段消費市場經歷巨大振幅。其他非觀光路段家數總數落

差不大，觀光路線藝品店家數變化，為民 93年囊括石藝大街廣場為 140間，

民 106年為最高峰 208家，至民 109年急速下降為僅剩 80家。

（二）「規模性」為資本與市場尺度問題，民國 93年期間，觀光路線到崇

德地區，大抵僅有光隆博物館、北埔玉石加工複合餐飲廣場、三棧溪橋北面彎

道大型藝品店，與新城鉅城中大型藝品專賣等。以及北埔該專業裁切裱褙工廠，

為在地服務為主，除博物館具有縣府輔助，其餘為自資籌備營運。這類資金涉

及的營運模式，具有強烈市場需求風險，受到消費等級與驅動更廣大市場限制，

中大型藝品廣場、一條龍廣場、博物館或複合式餐飲博物館等，地租與人事商

品管銷，具有極大負荷壓力，此時期均未大量出現，顯現受到市場抑制。並且

此後此類規格與販售服務對象，均以大陸團客為主，採區隔市場，不接待當地

表六　花蓮地區主流商品價格原礦原株與加工精品近 30年變化

商品

年度

薔薇輝石 閃玉貓眼 臺灣藍玉髓 紅珊瑚

原礦 加工成品 原礦 加工成品 原礦 加工成品 原礦 加工成品

75~80 1,200 2,000 15,000 28,000 300,000 150,000 - -

80~85 1,000 2,000 10,000 15,000 150,000 100,000 - -

85~90    800 2,500   4,000 12,000 100,000   75,000 - -

90~95 1,500 3,000   5,000   7,000 300,000 150,000 200,000 100,000

95~105 2,000 5,000 50,000 36,000 500,000 250,000 500,000 200,000

資料來源： 參考花蓮市場調查 92-109、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93:4-33、石藝大街薔薇輝石專
賣商店王姓業者（92-109）、高雄珠寶展珊瑚業者報價（107/4/28）、益洲寶石工
藝社蕭姓業者（92-109）、花蓮主要進口薔薇輝石切片裱褙與西伯利亞貓眼專營
業者（92-109）、中央路薔薇輝石豐田玉專賣張姓業者（92-109）、鯉魚潭薔薇輝
石王姓業者（92-109）質訪、市場採購經驗價格（9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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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旅遊客。民 104年與大陸最高峰旅遊潮時，總增加數 15間中大型藝品廣場，

集中營運在北埔到崇德台 9線兩側，該類強烈依附在大陸團客市場，又於民

109年迅速消失，地景呈現廣場密鎖，僅剩原 5家營運，印證這類規模藝品廣

場與陸客市場消失，具有一致性現象，因為臺國民旅遊數量並未有大幅異動，

卻從店家銷售對象也未見臺旅客替代。

（三）「商品性」則為玉石種類選擇與原商品性質，在市場經過特定因

素的浮動與轉變。中國經濟力實證會影響港口物資與人口貿易區域經濟變化

（Kang et al., 2020:9-22），具明顯影響消費力與消費商品特定性差異，也在此

應驗其特定商品需求，商品性在營運過程，能獲取更大利潤性質選擇結果，產

生幾種達珠寶等級有機寶石與天然玉石，受到市場極強烈供給需求現象。以藍

玉髓類，在民 94年市場仍較接受來自臺灣產地，印尼產地藍玉髓尚未被市場

大量接受，普遍批發價格每克拉在 600元上下。臺產地藍玉髓，因受地質擠壓

與成礦條件不足，販售品項不佳，促使印尼產地材料充足精美替代臺產地。受

人民幣消費等級型態影響，一直在台灣市場表現不佳的印尼產藍玉髓，並與紅

珊瑚、貓眼石、薔薇輝石等幾類強勁商品，使原當地市場久久方能交易一顆現

象，出現於旅遊潮期間，該類商品呈現供不應求，商品性質轉成陸客潮的消費

結構。脫離原地方消費水平，取向大陸銷售型態，成為與地方文化—經濟的消

費不再一致現象，亦即成為不再以地方收入，生活水平為考量的商品（圖七 a~

圖七 b）。

所需思維為何僅有這些商品價格高幅上揚，在於每種岩石商品價格均可上

揚，而是僅有藍玉髓，紅珊瑚、貓眼石與薔薇輝石，在高價狀態仍為旅遊潮市

場接受，成為旅遊結構區隔上的需求。而均植基於市場規模基礎，連帶促使陸

客消費結構消失時，使市場規模亦有所調整，反向連動呈現現階段，在當地回

歸理性參與市場後，會出現大量滯銷狀態的必然性（表七）。一般藝品類市場

客群不易誕生，因藝術文創類商品消費，對象本身須具備成熟的欣賞、消費、

滿意、回流等完整的鑑賞經驗，再回到新刺激與消費歷程。來自大陸新進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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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消費心理型態偏向單一喜愛意象，並無前端歷程。透過一車一車旅遊而至的

人潮，業者閃電點燃藝品商業的急速備貨，因應與價格策略，轉眼間在不到 5

年內，台灣貓眼玉價格驟升，一石難求，花蓮產貓眼石、西伯利亞貓眼石、紅

圖七 a  藝品店觀光路線與非觀光路線
相對分布

資料來源： 根據調查藝品店分布路段總數而

得。

圖七 b  中大型藝品店觀光路線與非觀光路
線相對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調查中大型藝品店分布而得。

表七　民國 90年 ~民國 109年受陸客型市場影響商品種類、營運模式、 

規模家數變化

店種

年度

紅珊瑚

專賣店

一條龍

專營廣場

中型藝品店 貓眼珊瑚玉藍

玉髓藝石專賣

中山路六期起 0.5~1.5Km 3~10Km 3~10Km 0.5~3.0Km

85~90年   0   0 20   50

90~95年   3   2 25   68

95~105年  15 10 35 123

105~109年   8   3 15 110

資料來源：田野實察紀錄（92-109）。
說　　明：（1） 紅珊瑚專賣店營運僅在中山路，靠六期東大門附近與國聯路眾多旅宿家數

的地段。

　　　　　（2） 一條龍專營廣場僅剩光隆博物館、天億寶石廣場、福園旅宿仍具備營運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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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印尼產台灣藍玉髓、薔薇輝石、俗稱蛇紋石為墨玉的雕刻類精品，與國

外大型各類雕件製品等，進入市場量產新供需型態（圖七 a~圖七 b）。應此，

產生對花蓮藝石商品席捲式空間需求的三種消費來源，（一）為不僅僅只在當

地旅遊消費交易人潮，（二）為台灣西部盤商也到花蓮批貨，販賣給到西部旅

遊的陸客市場精品商；（三）為批購轉往大陸地區設點展示銷售，本時期花蓮

藝品如日當中的經濟盛況，正處藝術表現中的百家爭鳴時刻（圖八 a~圖八 c）。

四、潛在曲解的市場經驗與變化

為了符合大量陸客群需求，市場在未考量過度擴張，與資本市場本就具有

高度風險下，提供與再生產了該類需大量永續消費，才能持續支撐高消費性商

品的市場規模，缺少規避空間生產過剩的風險，如陸客群不確定性的增加或減

少風險，均可能大量阻絕人潮再進入花蓮，排除了任何形成一種龐大卻未穩定

的市場崩解機制，如疫情、政策因素造成本地或國外均無法進入花蓮，將產生

消費停止，無法負擔營運的支出倒閉。況且歷經十幾年藝品異常飆漲，符合人

圖八 a  民國 92年主要藝
品市場

圖八 b  民國 97~105年主
要藝品市場

圖八 c  民國 107年後藝品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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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a　主流商品價格薔薇輝石價格與商品參考對照

     資料來源：同表六。

圖九 b　主流商品價格紅珊瑚價格與商品參考對照

          資料來源：同表六。

圖九 c　閃玉貓眼價格與商品參考對照

      資料來源：同表六。

圖九 d　花蓮主流商品價格藍玉髓價格與商品參考對照

資料來源：同表六。

說　　明：左上白玉髓染色戒指充當台灣都蘭產地天然藍玉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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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市場價位，長期以陸客作為消費結構的型態，已非普遍臺灣生活水平能大

數量消費市場，過度生產與乏人問津，既不符消費也難認定其價值吸引台灣客

群購買。陸客群對臺形成的觀光市場，湧入的人口與消費力，創造花蓮地區前

所未有的消費供應成長，造成花蓮堪稱極致的空前榮景，無論當地人口就業維

生模式，均受整體生產體系的引導，增幅了專營職業的加入與再生產，當然後

續消費消失，連帶陸客觀光所形成的市場消失後，大大打擊此類市場投資平衡，

與營運負債負值越來越高，基於人事成本、商轉成本、借貸租賃成本等，各類

基礎支出下壓垮一度輝煌的石藝經濟（圖十）。

主要風險來自於 Dedeǒglu（2019）通過 DSQ目的地服務質量與 DNQ目的

地自然品質，評量參與和感知價值的重要性，以及藝術商品的非生活性食用消

費水平，需透過長時間與社會整體消費市場的同質性能力相關。花蓮地區長久

透過地方、文化、多元環境提供觀光服務興起的石藝經濟，具有特定的經濟結

圖十　主要觀光路線擴增與生產消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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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市場形構因素來自供需平衡的結果，陸客團購買行為模式掩蓋實際市場

行情，漸漸形成對原有市場消費水平的切割，看似陸客團行為卻肇因於業者對

市場意識的轉向，逐漸升高的藝術商品「時價」，脫離原地方、文化、經濟水

平培育起的商業型態，調整經濟轉向的商業意識定位，走向與在地文化—經濟

斷裂。

藝品業呈現不同於一般均勻分布的生活機能，與向外圍遞減，而是強烈依

附其市場需求規模等級（圖十一）。市場需求規模等級亦解釋為，乘載藝品店

規模與數量的消費環境，使市場消費強度，直接解釋為能平衡多少藝品店的地

租與收益。往太魯閣國家公園觀光路線性質與強勁陸客潮，起到不同規模藝品

市場與空間運作需求。使藝品營運「分布性」、「規模性」與「商品性」影響，

表現在不同時間層，特定空間分布數量增減差異結果。即為民 96年地方市場

需求尺度，與民國 105年為市場擴張最大規模尺度，僅隔 3年至民國 109年，

陸團市場相關消費急速消失，回到僅能支撐地租與收益能平衡的單位，或市場

機能取向差異的砂石場、建材、田園造景石、居家自營與支撐中的博物館（表

八）。

圖十一　民國 96年、民國 105年、民國 109年石藝產業地景中心地理論與 
實際分布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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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差異化與分期

在整個過程觀察出，強大的消費需求，誘使生產者增加在地投資與在地更

專業化轉向，使藝品業結構轉向店型態數量、規模種類、分布、資金來源、營

商大幅提升、商品種類由小而大、本地石材到全球、本土工藝與世界工藝匯聚

等等，並大幅提升人力投入，更專業與產出，從出現的花蓮市到太魯閣國家公

園兩側觀光路線分布，均可清晰聽聞打磨裁切石材的聲音地景，除原有水泥、

大理石材加工，技術設備也輔助供應花蓮藝品業，進入不同的物質生產勞動下

表八　藝品店主要市場經營態勢表

年度 民 80-94年 民 94-106年 民 107年 -迄今

來源
西部北中南都市 西部北中南都市、大陸、

花蓮。

西部與大陸客群急速消

失、當地零星交易。

消費種類

貓眼石、台灣藍玉

髓、薔薇輝石類、

工藝品。

進口紅珊瑚、西伯利亞貓

眼石、印尼產台灣藍玉

髓、薔薇輝石類、各地區

產大型工藝品墨玉蛇紋藝

石。

急速下降、銷售急凍、大

型工藝品市場消失、僅薔

薇輝石類與零星交易工藝

商品。

商品屬性

原物料便宜、台灣

產地與低開發國家

礦區為主、旅遊中

低消費為主。

短時間高價原料商品進

口、高價商品琳瑯滿目、

種類多樣、少台灣客群消

費、主要消費客群大陸、

商品價格高昂。

與台灣市場消費群消費力

斷層、物價過高、台陸客

群均消失、投資失利難回

收、造成店商倒閉潮、積

欠貨款。

店種數量

供需市場平衡與市

區經營年期長店商

為主、居家經營型

態居多、大型工藝

品種類少。

藝品店數投資增加、紅珊

瑚、貓眼石、藍玉髓、

薔薇輝石專賣店驟增、大

型藝品廣場、新石種類增

加、一條龍模式、藝品與

餐飲複合式模式。

首受衝擊一條龍、中、大

型廣場、紅珊瑚專營店商

大型藝品廣場、一條龍藝

品與餐飲複合式、市區外

陸客新投資區隔型店商均

歇業關閉居多、藝品價格

均居高不下。

職業傷害

專營者量力、而兼

營者利用閒暇工

作，依山海而居。

過度切磨石材聽力受損與

磨貓眼石視力受創、過度

吸入毒性石粉、酗酒、入

山採拾供應風險暴增。

乏人問津回歸平淡再出

發、待業、原從事緊湊爆

量加工生產人員多為休養

生息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田野實察紀錄 9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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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社會關係。國民旅遊與花蓮藝品業的社會生產關係，漸為陸客群消費模式所

取代，無論品相、價格、數量、種類、規格、銷售速率、利潤積累，轉換成了

與本地對應的生活水準、收入所得、消費模式漸行漸遠，斷裂成往後如今面對

的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與消費停止問題，極盛時期藝品商，採用了完全以針對

大陸客群背景的產品價格策略，訂定的價格 4P全面高幅提升產品與價格，無

疑對島內與大陸地區來源客，做出市場區隔，短時間內在重要產品、種類、價

格，做出市場回應，在十年間竄升的人潮，吸引藝品商重新定義藝品業的生產

與消費，導向與島內市場的消費分裂。① 形成主要市場商業結構差異化，茲分

期分述如下﹕

1、以小型住商兼營、在地消費型態性質為主時期

商品種類消費以台旅遊為主，紀念品性質取向。並分布商業中心，中山路

近中正路居多，達到溝仔尾地區，其他次之，部分以薔薇輝石為主的省道台 9

線藝品店，及部分是加工製造機能的展售專業工廠，此時極少出現大型藝品廣

場，均以大理石建材製造裁切為主的工業建材廠居多，專業精品商店銷售商品，

鮮少外地到此再大量批發零購轉售用（圖十二 a）。

2、陸遊客強化的觀光路線與市場區隔轉移時期

小三通與大量陸客潮，形成花蓮市中山路、中正路商店門庭若市，主要商

業中心到太魯閣路線兩側成主要觀光路線，大量出現以往鮮有的紅珊瑚專賣

店，與台 9線機場段到新城的中大型藝品廣場、一條龍接待廣場，再加上原本

石材加工製造，與當地兼營玫瑰石展售家營商店，從製造業用的建材加工廠，

① 例如以 5~10公斤三棧溪產薔薇輝石，市商業區定價 12萬元，幾近一公斤一萬元等級，
明顯捨棄島內生活市場的考量，期間藝品業者售出黃龍玉一百公斤九龍雕刻品 800萬元，
與臺灣玉大型風景山水擺件 2,600萬元，在臺灣市場中均前所未見，更有一公斤 5萬元西
伯利亞貓眼料，研磨後售出產值達 300萬元極高利潤值，這類銷售額顯然是針對新市場
的必然價格策略所得的利潤數值而設定（田野實察 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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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觀光屬性的商業展售，商品種類規格變化幾乎連成一氣。散布自商業中心小

型為主的半寶石類紀念品，紅珊瑚、閃玉、藍玉髓、薔薇輝石、世界礦石加工

品等，到中央路進口印尼藍玉髓礦石群及水晶製造專賣廠，與嘉里路段薔薇輝

石藝品混合世界雕刻品進口商，及陸資一條龍解說展示廣場，到新城亞泥廠的

分布，包含居家專營的各類中大型新出現的進口商品，與當地蛇紋石、薔薇輝

石、豐田玉為主的豐富藝術，強力展現本時期進入花蓮石藝創作達到前所未有

的高峰。各類推廣當地石藝與人文的影音活動更此起彼落。石材利用產生極大

化與極小化現象，極大化為更高昂的定價，極小化為裁切剩餘後的小原料仍能

轉化為現金商品，同時價格不斷走向脫離本土消費水平，並有大量來自中北部

盤商到花蓮批發貓眼石工藝精品，漸以陸遊客作為市場結構趨向，脫離原有台

旅遊市場（圖十二 b）。②

3、陸客新市場消失與原有台灣市場解離時期

面對不可測的外部因素與內部重構結果，現今產業共同遭遇，支持大量大

型工藝商品店的消費人口，異常的在短時期迅速褪減，這突如其來的變革，即

使市場一片觀望，終究沒能轉變到來的風險，三年內幾乎完全消失的陸遊客潮，

不僅打擊應此而生的特定市場運作，原初期的兼營專業藝品店也捨棄原有價格

消費結構，全力獲取陸市場型態，造成商品性質、規格、種類轉變，價格上的

數倍升幅，缺少文化—經濟共生的思索，走向近完全商業取向，對比鍾湘芸

等（2006）美濃面對全球—地方依舊思考在地文化的價值課題應對，本時期受

到陸遊客潮消失與疫情影響，即便大量西部人潮湧往花蓮旅遊，與陸客旅遊足

② 大型藝品，以當時或現有售價，普遍均有五十到百萬元等級，價格策略顯著區隔原有的
台灣市場，即以相同或差異不大的共同商品性，前後價格差異極大，但原料成本並未相

對飆升，藝品商採用的第一個區位經濟，低原料成本，製成高利潤商品，大量在整個經

濟策略與銷售表現下，形成商品性質、種類、品相、價值、攜帶性，擺售均會受到特定

限定，而形成今日藝品店的時空分布，存在非常精細考量各種因子而形成的具地方意義

的空間結構，若策略評估風險失誤鮮少能存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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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a　民國 92年藝品店主要 
空間分布

圖十二 b　民國 105年藝品店主
要空間分布與擴張

圖十二 c　民國 109年藝品店主要
空間分布與退縮

圖十二 d　觀光路線與主要空間
分布擴張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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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即使一致，仍無法對曾經輝煌的藝石店起到振興的作用。因為即使注入的人 

潮，對這些石藝商品在長期欣賞、價值認知、素養不足，與缺乏購買欲望前提

下，無法起到商品被國民旅遊市場需求的關鍵作用。實必要重新往下紮根與重

新耕耘，需透過相關當局、業者與培訓單位，重新培育建立鑑賞這一份台灣東

部文化認同與支持。③ 對照陳坤宏（2004）安平街道商店研究，顯然安平地區

未產生花蓮藝品店課題，其當地價值與文化，在面對極高市場取向的價值時，

並未妥協於經濟取向。

在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要交通系統中，觀光路線旅遊人口密集度、中心

與商店吸引力，就相對位置、距離涉及選址的考量及分布的問題，出現的移動

觀光人口數量變化，被涉及為消費人口密集度變化重要考量，也是成為主要道

路系統兩側商店種類、數量、選址出現，隨市場變化系統性變化的成因。對比

克氏中心地理論均質分布與無方向性現象，在此顯示藝品店分布呈現特定路線

方向與非均質分布消長，不同一般零售商業消費呈現人口均勻空間分布性質差

異（張儷馨，2006）（參見圖十一），乃是商品異質性與特定消費性質活動，

產生市場不一致變動，集中由中心商業區市區觀光路線，導向太魯閣國家公園

路線兩側客觀的分布，再透過案例業者商業實踐歷程呈現，大幅資金、商品、

營運鏈結均以陸客團銷售端導向的中大型藝品廣場相關，與陸客進入花蓮旅遊

人潮具高強度的鏈結關係，商業活動性質亦與人口活動性質有關，致使藝品業

性質與一般生活機能商業，漸漸透過區隔市場表現在差異化的方向，塑造差異

的結構因子不同，使異質性商品的分布亦不同，藝品店選址強烈依附市場分布，

高人口流量次數的觀光路線，強化市場機能（圖十二 a~圖十二 d），是 Javier 

③ 透過田野實察，本時期台灣遊客對藝品相當無感的觀察，從近兩年花蓮縣政府輔導規劃
全花蓮夜市集中東大門統一管理，陸客消失後對台旅客東大門市集消費離散程度，同一

時間遊客出現的所有市集場域，均僅活動在夜市商販的範圍，僅對街之隔的石藝廣場，

從 130家數今減少為剩不足 40家，即使對面市集常溢滿的人潮，石藝廣場人數仍寥寥無
幾，不知全盛時期的石藝廣場，是花蓮乃至全台最豐盛的石藝文化創作與商品展售極為

多樣的展場（108/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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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et al.（2018）所揭讓消費者易於購得商品性的考量，與市場性的形成具有客觀

方向的基礎（圖十三）。但反思陸客消費型態與消費產品在市場的水平，長久

以來異常的商品價格，雖說價格由市場與需求定義，但根據團客的消費行為判

定，購買行為歷程常處在人為干擾的非正常市場程序，特別簡略購買經驗參考、

欣賞、滿意、再購意願等，更忽略 Dedeǒglu（2019）顯現對未來回流的旅遊再

購意願塑造排除在外。使長期中大盤價格銷售經驗，也起到零售商藝品價格上

揚，藝品廣場與文化中心均曾售出千萬石藝藝術商品，遠超過本土類似商品通

常的購買經驗水平，文化意象商品高度走向經濟利益轉向，預告將與文化的在

地性（locality）脫節。

（二）�三種區位商數的差異變化意義：一般商店數量與石材銷售取向差異

轉向

1. 美崙工業區與人口消費對商圈的影響

美崙工業區（美崙石藝創意園區）位花蓮港中美路起，自北興路往空軍機

場華西路原花蓮師範學院相鄰，在華西路同處花師商圈。民國 100年前後，花

師與壽豐東華大學併校，並將原校教職員生遷至壽豐校區，受到人口遷移消

費人潮消失，原華西商圈商業家數大幅消失，影響所及達府前路、尚志路、華

西路商家，花師華西商圈因此消失。但美崙工業區廠商家數則完全不受影響，

即使在大陸遊客進入花蓮，主要觀光路線各類型藝石產業家數劇增，石藝創意

工業園區數量仍舊維持一定家數，乃至後續大陸觀光潮消失，其市場營運標的

主要為建材的差異取向，在地二次大量消費人口異動，因消費結構取向差異家

數均不受波及，可以區位商數討論非農部門與產業特性具有特定市場區位的取

向。

王志弘（2012）早期對消費地方與空間的探討，或謂消費地理學（geography 

of consumption），多是在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及空間互動模型下，

掌握消費區位或消費空間層級結構的嘗試，但是這種理論過於靜態，偏向於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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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空間層級分佈，難以掌握動態趨勢，也忽略了消費「中地」層級和鄰近地區

的關係等因素的互動（王志弘，2012:4；王鴻楷、陳坤宏，1989:3）。張儷馨

（2006）運用空間分布資料，透過時間向度與區位商數，研究花蓮市零售業在

空間分布及變遷之情形，檢視花蓮市零售業在空間分布及變遷之情形，探究影

響零售業空間分布及變遷之因素。影響的因素有：一、都市計畫。都市擴張會

影響零售業在空間的分布及變遷。二、人口發展。人口分布會影響零售業在空

間的分布及變遷。三、交通發展。商店大多聚集在中山、中華、中正路交會成

之三角區域。四、慈濟園區。快速集中的醫療產業人口，造成此區的快速發展。

最後運用區位商數法得知零售業分布，民國 75、90年（1986、2001），食品什

貨零售業集中本市四區。民國 90年（2001），綜合商品零售業聚集在主要道路

旁，交通便利，人群多的地方。民國75年（1986），燃料零售業集中在美崙地區，

民國 90年（2001），集中在美崙地區及西部地區，聚集在本市的主要道路旁。

以此觀念檢視藝品零售業與市場人口活動消費性質，可檢驗石藝產業集中變化

程度，如太魯閣國家公園觀光路線遊客眾多，具有因觀光影響的市場區位潛力。

區位商數（Location Quotient，簡稱 LQ）是指一個地區特定部門的產值，在該

地區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與全國該部門產值在全國總產值中所佔比重方面的比

率，顯示更能精確與強烈對照三區特殊功能（胡序勇，陳聞君 2011:4-8；陳國

川，1988:133；黃玉翎，2002:123；張儷馨，2006：1-5）。LQ>1表示產品有剩

餘可輸出，LQ<1表示產品不能滿足需求要輸入，LQ=1表示產品自給自足，以

區位商數法計算基本部門比例的公式是：〔（ei/e）/（Ei/E）〕；式中 ei：某市區 i

行業就業人口數佔該市總就業人口數的百分比；Ei：全國 i行業就業人口數佔

全國總就業人口數的百分比；所謂「區位商數」，就是「一地區某種產業活動

人數佔該地區全部就業人數之比例」，與「全國該種產業活動人數佔全國就業

人數比例」之比值，本指數以商店數換算，LQ區位商數比值為「調查地區特

定商業數 ei在調查地區 e所佔比重」與「全花蓮特定商業數 Ei在全花蓮商業

數 E所佔比重」上的比率。即「調查路段石藝商業家數總數 ei在調查路段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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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商業家數總數 e比重」與「花蓮地區石藝商業家數總數 Ei在花蓮地區全部商業

家數總數 E比重」上的比率，公式為 LQ = (ei / e) / (Ei / E)相同。

透過零售業空間分布區位商數法與礦業產業研究，相關產業經濟研究胡序

勇，陳聞君（2011）運用 LQ區位商數研究新疆礦業為優勢產業，並且屬於開

採與作為原料用的商業取向較為具競爭力，以此判斷產業與特定商業在特定地

區的競爭力高低，常為區域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常用的指標，也用來衡量一個

區域的特定產業重要程度（胡序勇，陳聞君，2011:4-8）。調查路段中山路到太

魯閣屬觀光路線，比較與美崙石材工業區區位商數變化（圖十三），及非觀光

路線的和平路、建國路、中正路與中華路非交會商業區到郊區路段，顯示三種

數值的差異變化（表九）。主要太魯閣國家公園觀光路線區位商數，由民國 92

年原本已具備的區位商數 1.2基礎，在 15年之間急速成長到達民國 105年 1.9

為最高峰，之後就於短短數年至民 110年急速下降為 1.0，表示區位特定機能

急速消失。主要以陸客潮直接造成的觀光路線，市場區位因素升高相關，非觀

光路線與美崙石材工業區則與此無關。觀察現今觀光路線所留存的石材商業家

數機能，發現以大理石建材加工，與住商兼營功能小型藝品店、無人田園展售

圖十三  生產規模與市場的分布相關性比率呈現

資料來源： Javier et al. 2018:11 (Ratio of relative 
shares of production to market, λi

*/Ɵi, all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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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美崙工業區（美崙石藝創意園區）廠商配置圖

資料來源： 改繪自廠商配置圖，美崙工業區管理服務中心現場提供，
索於管理中心 110/10/20。

說　　明： 「 」表石材工廠，「 」表其他廠房，包含物流、機械、

餐飲、酒廠、客運、塑膠、紡織。

造景石等商業，仍舊在此類衝擊後留存延續。非觀光路線地區，本就以一般商

業機能為主，民 92年到民國 110年間區位商數 0.1到 0.2，明顯表示非屬石藝

類商品的商業，整體變動細微。美崙工業區區位商數民國 92年 2.8到民國 110

年 3.5，均無太大變動，並且高專業現象完全不受影響，顯示本工業區機能與

產業鏈方向，與具觀光興盛、消費人潮與否較無直接關係，間接說明工業區的

市場定位，為建材製造商業市場供應鏈，與影響中心商業區到太魯閣觀光路線

區位商數因子，觀光人口的數量與背景差異不同，三者空間經濟是極具差異的

市場定位（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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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九　觀光路線、非觀光路段、美崙工業區民國 92年到民國 110年 

區位商數變化比較

觀光路線 /全數一般 
商店

92年 96年 105年 110年

觀光路線石材商品 /一
般商店

85/450=0.19 110/550=0.2 235/850=0.25 85/950=0.09

全境石材商品 /花蓮一
般商店

160/1450=0.11 210/1585=0.13 340/2050=0.13 170/1950=0.09

太魯閣路線區位商數 1.2 1.5 1.9 1.0

美崙工業區商品 /美崙
一般商店

80/210=0.31 90/240=0.38 105/300=0.35 102/320=0.32

全境石材商品 /花蓮一
般商店

160/1450=0.11 210/1585=0.13 340/2050=0.13 170/1950=0.09

美崙工業區區位商數 2.8 2.9 2.7 3.5

非觀光路線 /全數一般
商店

14/750=0.02 18/850=0.02 25/980=0.026 15/950=0.016

全境石材商品 /花蓮一
般商店

160/1450=0.11 210/1585=0.13 340/2050=0.13 170/1950=0.09

非觀光路線區位商數 0.19 0.15 0.15 0.1

資料來源： 張儷馨（2006）、田野實察彙整（2003~2021）、美崙工業區管理服務中心
（2021/10/19）。

說　　明：（1） 觀光路線主要以市區石藝大街廣場出發，至太魯閣國家公園所經交通路段
為主，主要經過有自重慶路、中山路、台 9線中央路經嘉里路，到三棧溪
後崇德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地區亞泥廠為主；非主要路段則為建國路、和平

路、自強路、中正路、中華路到吉安鄉地區路段；美崙工業區則以美崙附 
 近，府前路、中美路兩側商圈整體商業數為主。

　　　　　（2） 石藝大街廣場商店數量變化，自民國 92年全區皆有攤位數約 120攤，至民
國 100年約為 100攤數，民國 106年為 90攤數，今 110年僅剩 35攤數上下。

　　　　　（3） 美崙工業區緊鄰花蓮港為石材儲放處與加工地，工業區廠商多數已營運多
年，並且規模大非一般市井小民財力所能出資，地景呈現建材高專業化加

工區特色，該處管控中心主要為美崙工業區管理服務中心。

　　　　　（4） 呈現家數減少變動數地點，主要在中心商業區與台 9線觀光路線兩側分布，
與石藝大街攤數大幅減少剩約 35攤數，未營業建築已拆除整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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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綜觀工業區與藝品店在花蓮地區的聚集水平，工業區在花蓮已建立深

基，是台灣主要水泥石材輸出與聚集地；藝品店聚集狀態，則以中心商業區珠

寶精品聚集，次中心區以販賣來自國內外藝品商品聚集為主，在次中心外的聯

外道路線，則以地域性石材藝品兼家居機能店的專營型態，與中大型一條龍藝

品廣場散落兩側道路為主，卻非均勻成同心圓分布，也是本研究聚焦具象表現

的觀察重點。

圖十五　三種市場機能取向差異的空間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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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現

透過觀察標的物藝品店地景，以豐富石藝創造經濟的最大值，與小吃餐飲

零售業、工商服務業同為花蓮觀光中重要的經濟特色。研究發現，即使以觀光

所形成的藝術創作石藝商品市場，亦受到市場機制與區位的強烈制約，花蓮

觀光與實質的遊憩人口消費行為，建立長久以來的供銷與消長關係，從花蓮藝

石商店的分布看市場經濟，靜止的商業空間，卻敏銳在瞬息萬變的市場，至今

全球疫情期間，仍有絡繹不絕大量台灣人口旅遊至花蓮地區，卻不僅未見藝

品市場曙光，倒閉潮仍強烈緊迫中，顯示看見失去本地支持的文化經濟，須

重新思考全面資本取向的文化經濟，是否是一種文化淘空，一味迎合市場利

潤的文化經濟，不應捨棄文化根源所在，必須符合 Crang（1997）認為的觀光

消費形式等既是文化性也是經濟性，須彼此結合文化產業的差異性（aesthetic 

reflectivity），服務性的對話（talk of services），勿讓資本主義剝奪地方文化的

自主性，藝品商業經營者釋出每一單位的細微轉變，均影響整體結構的變化訊

息。調查藝品店市場的數量，規模、地點和中心性距離關係的內涵下，藝品店

隨著市場的增減，在市場變動下，商店分布的數量，規模、地點和市場交叉影

響下商品內涵同時變化，使區位（locations）對應市場變動因子上，在此觀點

下是具意義的動態因素。花蓮市如此結構化的產業分布，投資者與住民的商業

想像創造了現有的地景，乃對應整個長久以來產業結構與變動的結果，有其市

場消費結構化的基礎，短時期的移入人潮與消失，終究與市場規模對應層級式

一致，日漸結構化的現有花蓮產業以此形成脈絡，與在對外經濟臍帶活動中，

也間接形塑礦藝商店的商業地景與空間分布規律性，漸形成特定地點選擇性的

投射地景，乃感受強烈的市場機制下，文化不應受到經濟過度支配。

藝術商品的非生活性食用消費水平，需透過長時間與社會整體消費市場的

同質性能力相關，花蓮地區長久透過地方、文化、多元環境提供觀光服務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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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藝經濟，具有特定的經濟結構因素，特別高成本營運規模與商品僅佔市場

特定比例。乃陳售商品的空間受到地租與成本影響，與市場形構因素供需平衡

的結果，陸客團購買消費模式與在地實際市場行情不一致，漸漸形成與原有市

場消費水平的脫節，看似陸客團消費行為，卻肇因於業者對市場意識的轉向，

升高藝術商品「時價」，脫離原地方、文化、經濟水平培育起的商業型態，不

再考慮在地性、文化性、經濟性，透過現有商業高利潤性，視為大於工業，個

人，文化和環境風險的水平，而漸漸調整經濟轉向的商業意識定位，藝品銷售

取向，走向與在地文化—經濟斷裂的異常現象。

二、研究建議

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幾個建議給相關單位參考，（一）對相關石藝體驗

活動，應建立更周全的官方宣傳資訊，也在有效培養具備石藝欣賞訪客的數量，

讓不間斷的訊息持續建立存在潛在客群的視覺化的生活脈絡中，不斷提高對花

蓮藝術工藝美學期待前往的意念。（二）對封閉性的花蓮旅宿與交通易達性阻

隔，是一個客觀的衝擊因素，相關單位必須更積極改善交通對體驗者造成的不

便，交通是都市發展的重要機制，對屬性亦似觀光的無煙囪工業的工藝體驗，

必須更積極提升交通。（三）則為工藝的靈魂與支柱，有必要培育更寬廣的工

藝人才，與深耕台灣在地石藝文化美學的鑑賞市場族群，紮實文化經濟，創作

石藝永續的良性增益，藉由對藝術的認同轉而對地方文化石藝商品的認同。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範圍主要以花蓮市地區經濟環境與吉安鄉、新城鄉為主的商業點為

主，在歷時不短的取得更詳細有效數據前，尚有更深入查訪的空間，在缺乏官

方資源支持下，仍需大量校正與重複檢驗調查客觀性，期待對調查材料內容能

有效達到最精確與應用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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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四、後續研究

本文建議後續研究可朝三方向討論，一為討論觀光地區商品銷售，對遊客

的正確認知態度建構方向，對玉石商品性建立較深入消費者觀點的探討；二為

建立跨領域研究的合作與對話，玉石商品常強烈歸類在地質學與礦物學領域，

相關研究具偏向商品性質討論，使商品與經濟性認知仍難以一致，導致販售商

品均已普遍下，仍不易與人文社會整合，呈現「消費者不知道在買什麼」現象，

藉以延伸幫助建立整合消費平台研究；最後則為玉石商品資訊整合研究，花蓮

地區從封閉性地理到資訊社會過程，未完全資訊化產業，無法發揮商品的獨特

性以建構市場。期待透過建立健全構件依據，使消費者、業者、管理單位具備

市場管理與評估機制，得以在永續環境資源利用基礎，融貫地方文化與經濟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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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Art Stores: 
The case of Hualien County

Ming-Li Huang and Lien-Shang Wu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there are hard-to-resolve problems between location, 
culture, tourism, and economy. By focusing on the rapid expansion and decling of 
the abnorm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Hualien art stores, an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brought to Hualien for sightseeing purpos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the art marke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peration scal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ket 
locations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operation scale of stores in three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places by using the location quotient (LQ) to analyze the operating scale 
of the stores in three different spatially distributed stores, and analyze the competitive 
orientation and balance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It is found that the 
flow of tourists has provided the main consumer market of the art industry by a large 
margin, and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ourist groups have led to the production 
scale and market distribution of art stores. The results of tourism impact factors are 
also dissimilar in differently oriented markets. Different tourist populations have 
different consumption factor demands, which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sales, and supply of products. When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new art products in a 
specific consumer market disappears along with the main consumption structure, 
it faces overproduction with only production remaining and no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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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production in economies with no consumption has led to a bubble phenomenon 
in very few years, and art shops with specific scales and market distributions have 
quickly disappeared. Relevant units, producers, and support providers need to rethink 
their approaches. They should adopt a mutually beneficial viewpoint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n line with the market`s improvement. Over-expansion of the market 
should be avoided, and consumption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form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mentioned in Crang (1997), which are ideal combinations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pects.

Keywords:　 Hualien City, art stores, tourism, con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