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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独辟视角，在国内第一次以地方文化产业经营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内容包括宏观层面的理论
构架、经营思想，中观层面的环境开发、空间开发、政策制定、产权改革、地方参与和非营利组织利
用，微观层面的观光、节庆、休闲、文化商品开发、场馆经营等。
该书可以作为文化产业界人士从事相关研究和实务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大学本科开设相关课程的
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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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作为一种初级团体，其中的家庭成员有着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并且家庭也是社会化最基本
的单位，因此研究个人文化消费行为，应从家庭寻找其最初的区分机制。
　　家庭单位自形成，历经结婚、生育即养育子女、子女成年离家，终至家庭解组，其中各个阶段所
反映出的家庭人口特性、社会面、经济面的活动等，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与意义。
每个家庭的生活需求，不仅关系到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也关系到家庭人口的组成特性所反映出的整体
消费形态特征。
由此可知，由于每个家庭不同的人口特质、所得特性与生活需求，家庭背景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文
化消费类型。
　　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家庭各阶段变化过程对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学术界常用Dua11、Wells
和Gubar所划分的“家庭生命周期”（familylife cvcle）这个概念。
1966年Wells和Gubar提倡以家庭生命周期取代年龄在消费方面的研究，此后，家庭生命周期便坚固地
涵括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领域中，国内有关家庭各项行为的研究，也以家庭生命周期作为基本参考概
念。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初婚年龄的延后、不婚率、离婚率的提升、生育率降低等种种现象，打破
了以往直线性发展的家庭生命周期，以至于现今家庭组合并无一定的发展程序，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依
据也愈来愈困难。
但是由于不同人口特质、所得特性与生活需求的差异，无论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或类型如何划分，不同
的家庭生命周期都会有不同的消费行为产生。
因此，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分析消费行为，依然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参考的结果。
例如，婚姻状况即代表有无共同生活的配偶，意味着有无共同负担家用、考虑家庭生活需求及决策消
费行为的伴侣，故而在文化消费活动的参与频率上，便可能有所差异。
另外，家庭成员的职业类型与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也可能对消费活动有所影响。
　　除此之外，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也会影响其
子女对文化的辨别及爱好。
换句话说，由于家庭社会化，导致文化资本代际传承，使得上层家庭的子弟有了较多的文化资本，容
易和老师建立关系而有助于教育成就，造成代际间的教育不平等，以此再进一步维持、传承地位与权
力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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