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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韓樂近兩年來在亞洲地區崛起，例如：【SORRY,SORRY】、【GEE】都是非常膾

炙人口的當代韓流音樂。也因為這波的韓流席捲了台灣，使得我們的日常生活產

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生活充滿了韓流音樂，走在路上聽到的

都是韓樂。 

 

現在的年輕人也著迷於所謂的韓流偶像，花美男當道，少男少女們無不沉迷於他

們的偶像魅力中，他們透過各式各樣的表演來吸引大眾的關注，並引起韓流的熱

潮，這種哈韓的現象引起了我們的興趣，促使我們研究此一主題。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一般高中學生所知道的韓流團體以及風行後所引發的效應，進

而探討此現象所隱含的意義和其所帶動的消費行為。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先上網搜尋相關資料，並閱讀雜誌及相關論文。之後再針對高中職學生進

行問卷調查，從中整理資料以作為本研究的支持論點。 

 

01.問卷調查法 

「問卷」一詞的原意是「為統計或調查的目的而設計的一種表格」，問卷是一種

研究上用來蒐集資料的工具。問卷調查的最大目的就是蒐集資料。其用處結果是

可以被量化與統計，以致成一研究成果。針對問題的性質，則可區分為「封閉式

問卷」調查和「開放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的問卷主要是採用「封閉式問卷」調查。提供數個具代表性的答案，由答

題者自行勾選的方式進行，以求初步統整答題者的看法。問卷請見於附錄。 

 

02.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 

訂定主題 

                 ↓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 



 「韓流」來襲－高中生哈韓樂現象  

 

 第 3 頁，共 11 頁  

 

資料整理 

                 ↓ 

問卷設計與調查 

                 ↓ 

問卷統計與結果分析 

                 ↓ 

結論與建議 

 

             圖一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文獻分析 

 

（一）韓國介紹 

與中國相比，南韓國土面積僅有9.93 萬平方公里，約是中國面積的百分之一；

人口也只有四千七百萬，約為中國的二十八分之一（註一）。可是這個曾經極度

落後、飽受蹂躪的東方小國，卻走在中國前頭：其經濟規模的總量近乎於中國的

一半，已居世界第十位，而其人民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近一萬五千美元，是中國

的十多倍，且於今年首度超越台灣。除經濟領域外，近十多年來，南韓在政治、

文化、電影、電視、大眾娛樂以及體育等各個領域，都有長足的進步，像龍捲風

一般的「韓流」已滾滾襲過大中華地區。民族的血淚歷史和原汁原味的儒教浸染，

讓南韓呈現出「集體主義」的「大一統」；而民主社會自由開放的空氣，又讓南

韓社會充滿多元化和創造性，儒家思想的外包裝，自由創意的精神內涵，是這波

「韓流」產生的重要原因。這波「韓流」來襲，本研究主要的探討焦點在於韓劇

及其所引發的哈韓現象。 

 

「近年來由於韓劇發燒，「哈韓」儼然已變成全民運動。這股韓潮來勢洶洶，攻

佔台灣各大市場。日常生活中可接觸的韓國貨越來越多、韓劇的周邊商品熱賣 、

韓星一波波來台宣傳造勢，以及韓國餐飲和韓國觀光，都成為哈韓族的最愛。「韓

流」經過的地方，隨處都可以見到它留下的風暴。」（註二）。 

 

上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韓國的流行歌曲、影視等作品接踵進入亞洲，被媒體形

象地稱之為「韓流」(寒流的諧音，用於表達韓國產品和文化越來越流行的新奇)，

韓流一詞最早是 1999 年一名北京記者所使用，並成為了韓國人用來宣傳本國文

化的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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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韓流」不再侷限在影視領域，而是成了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韓國

人給予了「韓流」重大的意義和使命，把韓國傳統文化、飲食、服飾、韓國產品

和旅遊等捆綁在一起，「一源多用」非常普遍。而韓國的流行文化，已經從一時

的潮流蔚然成風，在擴大韓國文化影響力的同時，也給韓國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價

值，「不但重建了韓國人的信心、韓國的國家形象，而且成為韓國產品行銷全球

的重要代言者，對亞洲人來說，韓流有很大的魅力，是生活娛樂的一部分。」（註

三）。 

 

曾在香港、菲律賓、韓國等地工作的韓國研究部主任 James Paterson 主寫的

《CLSA’S》報告預期了「這股風潮方興未艾，韓國企業的發展必然大有可為。

並指出了這股由韓劇、韓國電影、流行音樂組合以至網上形成的「韓流」風尚。  

 

（二）韓國流行音樂的興起  

 

1997 年，以酷龍、NRG、H.O.T 等為主代表韓國一線組合被少數的歌迷所認識，

雖然當時韓國音樂並不廣為大眾認同，但即使那很小的一部分「飯群」(fans)，

也使韓國音樂種下的種子小小萌芽了。 

 

「最早打入中國市場的是酷龍和高耀太，以韓國電子舞曲為主打，讓歌迷初了解

到了韓國音樂的獨特，在韓迷心中這兩個組合是有著重要代表意義的音樂前輩，

正是他們打開了韓國音樂的大門。」（註四）。  

 

韓流的爆發時代，是在 NRG、H.O.T 等青少年偶像組合的出現後，與眾不同的

音樂、舞蹈、服飾與舞台，讓青少年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之後其他公司組合也相

繼被歌迷認知，如 HIPHOP 舞蹈組合 Baby V.O.X、R&B 組合 Fin.K.L，

R&B/BLUES 美聲組合 god，風格更鮮明的組合被更多不同人群所喜歡，人氣也

逐漸累積。 

 

現在韓國流行娛樂的發展，相信許多人並不陌生，流行天團如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代等在亞洲地區所造成的風靡，也是讓人另眼相看的。 韓國音樂

進入華語樂壇為時已久，其實已經不是件新鮮事了，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至

今，我們見証了酷龍、H.O.T、到 BoA (寶兒)的一路延燒，讓韓樂站穩了台灣第

三大外語唱片的位置，而 2001 年掀起的韓劇風潮，則讓原聲帶及影音產品加入

主戰場，許多人到此才正式意識到韓樂的存在，但事實上，許多韓國熱門歌曲早

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我們的記憶，進入的方式便是「翻唱」。 

 

「韓國流行樂最初相較於日文歌曲的高接受度，在台灣占有率一直不高，語言隔

閡是最大的問題；有鑑於此，唱片公司改打『翻唱原曲』和『原聲帶』兩張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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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由華人歌手翻唱過，或電視、電影播放過，以增加熟悉度、刺激買氣。」 

（註五）。 

 

(三)韓流帶起韓式美食、化妝品造成一股狂熱  

 

隨著韓劇、韓樂的風行，韓國美食也順勢流入台灣，而「美食」當然是不可錯過

的一環，新聞媒體、美食節目紛紛報導有關韓國最新的美食資訊。韓式料理在目

前市場的反應也相當不錯，短短的幾年，在台灣開設的韓式料理店越來越多，而

國人也受韓流影響到飲食習慣稍微的改變，像是泡菜、辣年糕、韓式鍋受到了國

人喜愛。除了可以到韓式料理店吃道地的韓式料理之外，前陣子促銷的韓國「辛

拉麵」，在市場的反應熱烈，隨著哈韓風發燒，韓國商品於市場的進貨量相對提

高。  

 

亞洲國家中的日本和韓國，是大家公認最重視化妝禮儀的國家，而台灣受到韓

劇、韓星的影響，「韓式化妝法」也成為大家爭相學習的對象。韓系美妝保養品，

以 The Face Shop 為例，不到一年的時間已在全台開了二十八家分店，可見韓國

平價彩妝店的受歡迎程度之高。而近年來韓星大量為品牌服飾、彩妝代言、舉辦

見面會，更是為服飾、彩妝店帶來一波波的商機。  

 

（四）韓流偶像受到歡迎的原因 

 

市場決定一切，要打進哪個市場，自然就會為適應市場做一些調整。「中國唱片

馬小蘭認為：『聰明的歌手都會這樣考慮，畢竟中國肯定是全球最大的唱片市場，

而且發展空間相當大。當他們國內市場不景氣，他們自然會不擇手段挖掘新的市

場。』」（註六）而在專輯中加入中文歌曲，能引起更多人注意，而且討好聽眾。

如果他們來中國、台灣演出時，在台上唱中文歌，效果可想而知。 

 

東方神起在 2004 年開啟了這扇韓國人唱中文的門，緊接著是國際巨星 Rain 與華

語藝人王力宏的合作，此次合作讓樂迷引起了關注，隔年發行的單曲也讓更多人

看到 Rain 不同的一面，成功的引起華語樂迷的注意。2008 年 Super Junior-M 發

行首張華語專輯，不僅唱新歌也翻唱母團 Super Junior 的歌曲，逐漸奠定了在華

語市場的基礎。 

 

 

 

 

二、問卷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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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高中生所知道的韓國團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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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高中生所知道的韓國團體比例圖 

 

 

 

02.高中生所知道的韓國搖滾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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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高中生知道的韓國搖滾團體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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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高中生所知道的韓國個人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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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高中生知道的韓國個人藝人比例圖 

 

圖二到圖四皆是分析高中生所聽聞過的韓國藝人。團體雖熟知度較分散但每個團

體粉絲數量加起來卻非常驚人；搖滾樂團因為音樂性質特殊較容易被觀眾所記

憶，而單人藝人則都擁有強烈的個人特質。 

 

 

 

04.高中生喜歡的韓流團體類型 

樂團

11%

多人團體

20%

單一藝人

9%沒意見  

23%

都喜歡

37%

樂團 

多人團體

單一藝人

沒意見  

都喜歡

 

圖五、高中生喜歡的韓流團體類型比例圖 

 

由圖五可發現，不論是多人團體亦或是搖滾樂團都受到了高中生的青睞，相較之

下單一藝人較為弱勢。但都喜歡佔最大宗，這點須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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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高中生喜歡的音樂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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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高中生喜歡的音樂類型比例圖 

 

 

由圖六可知，無論是哪種音樂類型一般高中生都是可以接受的，簡單的音樂旋律

加上容易記憶的音樂點讓高中生愛不釋手。抒情加搖滾的比例佔了百分之六十亦

是韓國曲風的攻略。 

 

 

06.是否會購買韓流相關廠品 

會 

60%

不會

40% 會 

不會

 

圖七、購買韓流相關廠品比例圖 

 

由圖七可發現，高中生在聽完韓流音樂後會購買相關產品，故促進韓國商品的消

費額，也帶動韓貨風潮，因此可探討韓國進軍亞洲市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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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一）結論 

對於「韓流」，不論你是否沉迷其中，你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它的存在，

走在街上亦或在家看電視，時時刻刻都可以感覺到韓國音樂的存在。 

 

雖然韓樂已在台灣等地區造成了不小的韓流旋風，但經過問卷調查仍發現有些人

反對這股韓流，有些性格較偏激的人甚至發起了「抵制韓貨」的行動，其原因不

外乎是因為韓國曾經使用不好的態度對待台灣，即便如此，國人也不應停留在持

續排斥外國文化的態度，而應打開世界的窗口，想想為何是我們去喜歡他們的文

化而不是他們來接觸我們的文化？這正是因為他們有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地方，不

要只看到別人的缺點就拒絕接觸韓國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可能再衍生出新的文化

與流行因而促使進步或是增添益處，無論是哈韓還是哈日，只要以正面的心態去

面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有益而無害的。 

 

（二）建議 

 

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似乎連演藝圈都講究自己的學問及能力，比起跳舞團體創

作型歌手更容易受到歌迷的注意。韓國藝人即使沒有創作才能，公司也會培養另

一樣能力，台灣歌手則較少培植創作型的歌手。在選拔藝人方面也比韓國嚴密的

制度要薄弱。如果可以加強行銷並且配合經紀公司適度的宣傳，相信也能將台灣

藝人宣揚到國外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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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