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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傳統產業的轉型困境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竹南蛇窯為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科技日新月異，讓人們的生活變的越來越便利，但相對的隨著時間的流逝，許

多傳統的產業技術漸漸被機器取代甚至是被人類淡忘。就拿陀螺來說，以前它曾是

大人小孩們人手一個的玩具，而現在卻已成為了大人們的回憶。不過有些經營傳統

產業的人們以轉型的方式將傳統產業變成了一種傳統文化，好讓只有在過去看得到

或找得到的技術及事物能在現今時代下呈現。就像「竹南蛇窯」，從小生長在苗栗都

不知道有這個地方，直到有次聽長輩說才對它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我們想對其做

研究，來了解一群努力推廣創新的人們要如何讓傳統陶窯文化能在現代持續發展。

二、研究目的

(1) 探討傳統產業轉型的策略

(2) 研究「竹南蛇窯」的轉型過程

(3) 探討與分析「竹南蛇窯」的永續經營策略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調查法，及實地考察「竹南蛇窯」，並採訪經營者，最後彙整各

項資料並進行經營策略分析，就「竹南蛇窯」的經營模式進行 SWOT 及五力分析，

並提出我們的看法與結論，請參考圖(一)為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圖。

圖(一) 研究流程圖(本組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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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傳統產業的轉型困境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竹南蛇窯為例

貳●正文

一、傳統產業的轉型策略

產業轉型指的是「通過特定的產業、財政、金融等政策措施，對現在產業結構進

行直接或間接的調整」 (註 1)。讓該產業能跟上時代的變化，更能讓其產業朝向多角

化、多元化甚至是國際化發展。轉型的方向又因產業的不同、轉型的目標不同可分為

許多類型。請參考表(一)，為本組自行規納整理之傳統產業轉型策略。

表(一)  傳統產業的轉型策略(本組整理自製)

轉型方式 說　　　　　　　　　明

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 「簡稱文創產業」 (註 2)。這種轉型方向多出現在一些傳統

工藝、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等產業。我國文化部也有

訂定相關補助計畫或活動來推廣此類產業。

轉型為親子觀光產業 此種轉型產業通常具有觀光教育性質，因為現代人懂得

休閒的重要，而這種方法不僅能讓自身產業活絡，更能將

其推廣出去。「這兩年，「逛觀光工廠」成為時興的親子活動，

工廠不再是兒童止步的危險重地，而是寓教於樂的另類學

校。」 (註 3)。

轉型為現代化產業 這種產業多出現在一些工業產業上，如金屬機械工業、化

學工業、民生工業等。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朝向智慧化、環

保化、綠能化...的方向發展。「依據行政院 100年 5 月 9 日核

定之產業發展綱領，擬定經濟部 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

(註 4)列出三大發展政策的主軸。

1. 傳統產業全面升級

2. 新興產業加速推動

3. 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科技化

轉型為國際化產業 能將產業朝國際化發展的產業通常因為本身具有獨特性等

優勢，而利用其較特別的產業向外推廣有助於提升產業價

值，讓自身產業能在國外重新找到新方向得以持續發展。

綜合型轉型 此轉型方式是結合多種不一樣的方向來轉型，其實大多

數產業都會選擇其方法，因為多方的發展更能創造出更大

的效果。而本組的研究對象「竹南蛇窯」也是屬於此類轉型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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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傳統產業的轉型困境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竹南蛇窯為例

二、「竹南蛇窯」的轉型策略

(一)歷史介紹

「竹南蛇窯」是由老陶藝師林添福於民國六十一年間，帶領九位師父及一頭牛，

花了整整九天的時間，日以繼夜，辛苦建造出長達二十三公尺長的傳統蛇窯。是目

前台灣少有，且為「苗栗縣唯一僅存的傳統蛇窯。」 (註 5)，「竹南蛇窯」古名為「恆發

陶瓷工廠」，是一間主要生產花瓶的陶廠。在民國七十年初，由於製作花瓶的新興材

料－塑膠的出現，導致工廠的營運面臨了相當大的難題，再加上附近幾家大型瓷

磚工廠也在同時擴大招募員工，工人紛紛離開，尋找其他的出路，因此林師傅只好

暫時將恆發陶瓷工廠歇業。

 

這對當時已經年過半百的林師傅來說，是他製陶生涯裡一個相當大的打擊，為

此師傅灰心了好一陣子。但，在停工的這段日子中，師傅雖然難過，卻一點也沒放

棄製陶，而是憑藉著對製陶的那一股熱忱，開始重新設計，並製作一些民俗陶或

精緻且有著美麗浮雕的大型觀賞陶，後又隨著泡茶文化發展出以其為主的生活實

用陶，重新摸索出一條自己在陶藝創作上的新方向。這時，兒子林瑞華也為了鼓勵

父親創作，辭去在外地的工作，回老家一同與父親摸索將傳統產業轉型的新目標。

到了民國七十八年，林添福師傅和兒子、媳婦一同開發出新的生活工藝陶，如陶瓷

桌椅搭配上造型獨特的茶壺、茶盤。「林添福燒陶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轉型，作品豐

富多元，保有傳統技藝並將陶文化發揚光大」(註 6)

 

「民國 83 年，台灣省陶藝學會在竹南蛇窯舉辦「重燃古窯柴燒」活動」(註 7)，並

請燒窯經驗豐富的林師傅指導燒窯技藝，使得因為現代科技發達而少見的高溫柴燒

技術，在陶藝界興起一股新熱潮。該次活動結束後，他們決定將工廠名稱更名為「竹

南蛇窯」。「民國 90年獲選為文建會全國歷史建築百景之一，也被登錄為苗栗縣

的歷史建築。」(註 8)。

(二)轉型過程研究

為了更深入了解「竹南蛇窯」的發展及探討其轉型策略，我們前往「竹南蛇窯」進

行實地採訪，訪問第二代窯主鄧淑慧女士，請參考表(二)所示為「竹南蛇窯」轉型歷

程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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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傳統產業的轉型困境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竹南蛇窯為例

表(二)  「竹南蛇窯」轉型歷程訪談結果(本組自製)

過程 問題 回答

轉型前 請問您在甚麼機緣下接觸此

傳統產業的?目前已接觸多久

了?

鄧淑惠女士是在有次帶著才藝班的學生

去蛇窯參觀，因緣際會下開始接觸古窯

文化目前已接觸大約十年了。

請問您的經營理念是甚麼？

希望帶給遊客甚麼樣的感受？

他們推廣的是以不過度觀光的方式(以傳

承為主，觀光為輔)來傳承傳統原始技藝，

保有地方的生活型態，希望帶給由各地

來的遊客具有深度旅遊的感受。

是甚麼樣的原因讓您把窯場

轉型成古窯生態博物館？

在民國 70年初左右，製作花瓶的新興材

料－塑膠的出現，導致陶製花瓶需求下

滑，使得工廠的營運面臨了很大的難題

當時甚至歇業了一陣子。民國 83年和台

灣省陶藝創意協會合辦重燃古窯的活動

遇到一位貴人蔡榮佑老師，他說了一句

話「最漂亮的不是作品，而是窯內壁上的

窯汗(古窯內壁因高溫而產生的結晶體)。」

點醒了他們重新思考古窯的重要性。

轉型中 在轉型的過程中有遇過甚麼

樣的難題嗎？

(1)設備老舊需要整修或換新的，因此需

花費很多的時間和費用。

(2)向政府申請經費，須定時交上成果報

告書過程繁瑣，且需要另找人員來幫忙

撰寫因此在人事方面便增加支出。

(3)起初剛從窯廠轉為開放空間供遊客參

觀時有諸多不習慣和要注意的部分，例

如：遊客如果有帶小孩需要注意，怕他

們會碰撞到園區的陶製品。

請問在轉型時的面貌和轉型

前的期望有所出入嗎?

其實竹南蛇窯在過去的 10年間嘗試不同

方式的轉型，並不是一開始很成功。至今

都還是持續地在改變。期間包括工藝陶時

期、生活陶時期等。雖然在轉型過程中遇

到了些之前沒想過的問題，但每年訂定

不同的目標讓竹南蛇窯靠著經驗跟摸索

來了解下一步該如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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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傳統產業的轉型困境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竹南蛇窯為例

轉型後 竹南蛇窯有對社區帶來甚麼

樣得影響或貢獻？

在蛇窯周圍有許多住家，燒窯時會排煙

可能造成社區環境汙染，為解決此問題，

目前已推廣環保柴燒並且和社區合作舉

辦教學並成為社區的特色文化，且帶動

居民生活美學。例如：2012/09/18 創意拼

圖美化公館社區河堤利用淘汰磁磚回收

再利用當天活動邀請竹南蛇窯第二代窯

主林瑞華先生、古窯藝術總監鄧淑慧老師

蒞臨指導。

為了延續傳統技術，蛇窯也會定期舉辦

蓋窯大賽，讓國內外有興趣的人來一同

參加，互相學習，切磋技藝。此外蛇窯對

於公益活動也進了一分心力，利用認養

及彩繪吉祥物貓頭鷹的愛心撲滿來鼓勵

大家存錢，將愛心傳播出去。

請問您對竹南蛇窯的未來有

甚麼期許？

竹南蛇窯對未來的期許是希望把產業活

絡、推廣苗栗地方文化、地方深根，讓更

多人知道甚至能多與國際交流。

透過訪問的過程，我們了解為何在現代生活方便資訊發展迅速的時代下，會

有一群人不放棄傳統技術的精神，因為它固然有它的重要性，就如前苗栗縣長傅

學鵬說的:「陶瓷為文明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而「窯」可以說是孕育出陶瓷文化的母

親。」(註 9)。就像我們做事一樣，雖然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最重要的卻是我們努力

的過程。

三、同業經營模式比較(「竹南蛇窯」vs「水里蛇窯」)

    本組會選擇南投「水里蛇窯」與苗栗「竹南蛇窯」做比較是因為「水里蛇窯」目前為

「竹南蛇窯」的最大競爭者，且「水里蛇窯」在台灣富有相當大的知名度，請參考表

(三)為「竹南蛇窯」與「水里蛇窯」經營模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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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竹南蛇窯」與「水里蛇窯」經營模式比較(本組整理自製)

竹南蛇窯 水里蛇窯

成立時間 民國 61年 民國 16年

費用 清潔費： 150元/人

優惠價(學生、小孩、老人)： 50

元/人

DIY體驗： 250元/件

全票：150/人

優惠票(110cm 以上學生.兒童.七十歲

以上老人)：120/人

團體票(30 人以上)：120/人

團體優惠價：(110cm 以上學生.兒童.

七十歲以上老人 30 人以上)：100/人

免費:水里鄉人士.110cm 以下孩童.殘

障人士

DIY體驗:280/件

營業時間 周三到周日(09:00~17:00) 全年無休(8：00～ 17：30)

園區規劃 傳統蛇窯歷史建築、消失的古窯

重建、林添福常設展、十一學陶

藝教室、高溫柴燒窯、苗栗陶、吉

祥貓頭鷹

蛇窯文物館、陶藝教室、千禧雙口瓶 、

921紀念館、多媒體視廳室、蛇窯咖啡

館、成型區、產品展售部

蛇窯長度 23公尺(現僅 19公尺) 數百餘台尺

未來展望 產業活絡、推廣苗栗地方文化、

地方深根、多與國際交流、傳統

文化資產保存及永續發展

朝文化產業方向，歷史建築物的保存

與觀光業做協調，以活躍基層地方社

團共同舉辦活動，增進地方凝聚力。

各代窯主 第一代窯主：林添福

第二代窯主：林瑞華、鄧淑慧

第一代窯主：林江松

第二代窯主：林木倉

第三代要主：林國隆(將工廠轉型觀

光的第一人)

官方網站

語言

中文、英文、日文 中文、英文

(參考彙整竹南蛇窯(註 10)及水里蛇窯(註 11)官方網站)

四、「竹南蛇窯」的經營策略分析

(一)SWOT 分析

經由文獻蒐集與實地採訪的資料，我們將「竹南蛇窯」的 SWOT 結果整理如表

(四)所示。經過討論，將「竹南蛇窯」的 SWOT 進行交叉分析整理如表(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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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竹南蛇窯」SWOT 彙整表(本組自製)

優勢

（S）

1.有出版相關書籍。

2.DIY 實作讓民眾了解製陶過程。

3.保有傳統窯爐，延續傳統產業文化。

4.專業解說員讓遊客更能深入了解。

5.入選為全國歷史百景。

劣勢

（W）

1.傳承問題。

2.知名度不高導致觀光客不多。

3.部分設備還須改善。

4.園區過於偏僻，缺乏指標，可能導致遊客找不到。

機會

（O）

1.報章雜誌採訪，讓更多人了解。

2.成為社區特有文化。

3.與政府或社區合辦活動。

4.國外陶藝師對於現代少有的傳統柴燒窯有極大的興趣。

威脅

（T）

1.通往竹南蛇窯的公車路線班次較不多。

2.同業競爭(如:水里蛇窯)。

3.向政府申請金費較繁瑣。

4.新型窯爐的出現(如:瓦斯窯) 。

表(五)  「竹南蛇窯」SWOT交叉分析表(本組自製)

內部因素

優勢（Ｓ） 劣勢（W）

外
部
因
素

機會

（O

）

SO (增長性策略) WO (多元化策略)

竹南蛇窯本身有出書再加上報章雜

誌採訪及與政府社區合辦活動讓竹

南蛇窯能夠讓社會大眾看到並使其

在與社區聯繫方面加大力度，甚至

朝向國際化發展。

竹南蛇窯雖然有與政府及社區

一同舉辦活動，但本身卻還存

在著傳承等問題，所以他們藉

由更多元化的方式(如:國際化)，

尋找對蛇窯有熱誠的同好或觀

光客來解決問題。

威脅

（T

）

ST (扭轉性策略) WT (防禦性策略)

竹南蛇窯利用出書讓民眾更了解傳

統窯爐，讓其不被新型窯爐的出現

影響。而對於向政府申請金費問題，

可改向其他有興趣企業合作或基金

會募款的方式來解決。

竹南蛇窯因知名度不高且有同

業威脅緣故，而利用不斷創新

等方式，並改善設備不良問題，

加上每年訂定新目標，讓他們

能跟上現代社會快速改變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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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從上述 SWOT 分析及交叉分析可得知「竹南蛇窯」需不斷創新並把握現有的優

勢及機會，改善原有的劣勢，並對抗外部的威脅，才能有助於提升自身價值，並在

永續經營方面也才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二)五力分析

為了分析「竹南蛇窯」所處的產業結構，以及「竹南蛇窯」在此產業中的競爭地位，

我們採用五力分析評估「竹南蛇窯」在產業中的各項競爭力，請參考表(六)所示的評

估結果，我們可依此優劣勢重新定位「竹南蛇窯」在產業中的地位，並擬定相關的改

善方案與調整經營策略，使「竹南蛇窯」能永續發展並經營下去。

表(六) 「竹南蛇窯」五力分析評估表(本組自製)

五力 評估 分析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低 因為購買者的數量不少，且現代有很多人

因環保意識抬頭，喜愛使用陶製的生活用

品，例如：碗、盤、馬克杯。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中 早期都是自行找土和砌磚，做陶及蓋窯。

現在都是向專門賣土或磚的廠商訂購，故

存在了一些供應商的議價空間。

潛在進入的威脅 低 因為竹南蛇窯是屬於傳統產業，目前也只

剩少數幾家在經營，故對於新進入者較無

太大的威脅性。

替代品的威脅 中 雖然傳統柴燒窯已漸漸被許多現代窯爐取

代，但由於傳統柴燒窯所燒出的成品跟能

大量產出產品的現代窯爐還是有所差別，

故因此他還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高 現有的競爭者主要為南投水里蛇窯，但因

為水里蛇窯的觀光規劃較為完善，所以目

前較於劣勢。

(三)風險評估

企業需要進行風險的評估是因為風險評估可以讓管理者在發生事情前先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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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決方案，讓其危害達到最小，請參考表(七)所示，為本組對「竹南蛇窯」所做的

風險評估分析表。

表(七) 「竹南蛇窯」風險評估分析表(本組自製)

風險 評估 分析

內
部
風
險

資金風險 中 雖然竹南蛇窯的土地是窯主自有的，沒有租金問

題，但他們仍然有部分設備老舊需要整修。

合夥風險 低 竹南蛇窯主要是由家族自行經營。

技術風險 中 雖然林添福先生已有豐富的燒窯經驗及技術，但

在現代科技發達的時代下，容易被現代機器所取

代。

經營風險 低 因竹南蛇窯每年目標不同，靠著經驗及摸索前進。

外
部
風
險

市場風險 高 雖然傳統柴燒窯燒出的成品有自身價值，但對於

一般廠商需求，使用瓦斯窯等新興窯爐能大量製

造，減少生產成本。

災害風險 中 雖然竹南蛇窯並非位於山區，因此遇到災害時不

會太嚴重，但設備有些老舊難免會因為天災而些

微損壞。

参●結論

1、 為了不被現今社會淘汰及取代，傳統產業被迫進行轉型，轉型中充滿著困難，

包括政府對產業的輔助政策仍然有許多限制條件，本組認為政府應在各方面

多支持具有傳統文化之產業，讓傳統文化能延續傳承。

2、 「水里蛇窯」相對「竹南蛇窯」較有名氣是因為「水里蛇窯」的觀光較為「現代化」

及「創新化」，讓整個傳統產業與現代休閒生活做連結；而「竹南蛇窯」的經營

理念則以「不過度觀光」較著重「傳承傳統原始技藝」為核心，時常舉辦營隊或

蓋窯大賽來傳承，由此可知兩個地方吸引的觀光族群有明顯的不同。

3、 「竹南蛇窯」園區位置較為偏僻路標不明顯容易讓人找不到路，在無形中可能

會流失掉許多客人，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積極改善的地方。

4、 雖然「竹南蛇窯」的觀光效果不如「水里蛇窯」，但「竹南蛇窯」目前已利用自身

的優勢，逐漸將「傳統高溫柴燒窯」的技藝朝向國際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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