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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台灣各地有不少酒廠開始與觀光做結合，依據本身個別優勢及特色發展出

新興的經營模式，酒廠觀光化能提升傳統產業的自身價值，將有形的產業資源轉變為無

價的觀光資產，並企圖藉由此方式為傳統酒廠找回創新的方向與商機，同時也針對體驗

活動和課程學習進而引起遊客的情感體驗並聚集人潮產生經濟效益。觀光酒廠不僅可以

發展地方文化，也可帶動地方經濟，其中的 DIY 製作、遊憩體驗，讓遊客了解到酒廠的

獨特之處，能夠吸引大量觀光客來拍照打卡，為這些觀光酒廠提高知名度。由於組員曾

經都有參觀過觀光酒廠的經驗，也有體驗過 DIY 製作活動，身體的記憶遠比口頭上的說

明來的更加清晰，可能會因為有這些體驗或是特殊活動而促使我們有再度前往的意願。 

 

    位於南投草屯的「蔡氏釀酒觀光工廠是繼台南善化與屏東龍泉後，全台第三家啤酒

觀光工廠」（假日農夫，2018）。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啤酒釀造的過程認識釀造啤酒

的原料，還可以學習到許多啤酒的相關知識，對於品酒愛好者來說蔡氏釀酒更是個不錯

的選擇，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本組決定更深入的探討蔡氏釀酒的顧客消費行為之滿意度及

重遊意願。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啤酒的歷史、名稱由來及釀造過程 

（二）探討蔡氏釀酒的特色與種類 

（三）研究蔡氏釀酒廠的 7P、五力、SWOT 分析 

（四）問卷調查顧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做出分析 

 

貳、文獻探討 

 

一、啤酒歷史 

 

    啤酒是人類最早發現的飲料，而人類最早的文明發源地中，有一地區位於近東的肥

沃土地，當地盛產野生穀類，因此人類就此發現儲藏的穀類會變成粥與酒，這就是酒的

由來。酒被發現的時間遠比文字發明的時間還早，無法準確說明酒是何時被發現，而唯

一確定的是在西元前 4000 年時，啤酒在近東地區就已經廣為流傳。 

 

    啤酒已約有 5000 年的歷史。如今啤酒已發展為世界酒類中生產量與消費量最大的

酒種，「世界上約有 165 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啤酒，世界一年啤酒生產量達 1 億多噸，世

界人均消費量 20 升以上」（中國票證網，2016），成為國際上通用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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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啤酒名稱由來 

 

    啤酒的名稱是由外語的諧音譯過來的，就拿啤酒的「啤」字來說，原本中國的文字

裡並沒有「啤」字，在中國的字典裡是不存在的。後來有人根據英語對啤酒的稱呼 Beer

的字頭發音，翻譯成中文的啤字創造這個外來語文字，又由於具有酒精，因此翻譯時用

了「啤酒」一詞，一直沿用至今。 

 

三、啤酒釀造過程 

 

    在台灣釀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地物豐饒，氣候多變卻讓酵母變化及儲存成為

難題，「啤酒就像是一場嚴謹的科學實驗，每一步驟都不能鬆懈，必須專注掌控溫度與

時間」。（劉亞涵，2020） 

 

圖 1 釀造機器 圖 2 釀造過程 

圖片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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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釀造步驟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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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蔡氏釀酒精釀酒廠介紹 

 

    蔡氏釀酒廠位於南投草屯，是目前全台唯一釀製正統英式啤酒的釀造廠，原址是一塊荒

廢數十年的保麗龍廠，創辦人蔡孝緯畢業於德國柏林釀造學院，已經擁有十年的釀造經驗，

「從 2017 年打造自己的啤酒釀造觀光工廠，在 2018 年拿下國際柏林啤酒競賽一金二銀的佳

績，更獲選為 2018 台灣年度酒廠」（May，2018），把優質的在地產品融入啤酒，帶動草屯

地區的觀光，並於當地設立具有教育意義的觀光酒廠，讓遊客們可以邊玩邊學。 

 

    蔡氏釀酒廠裝潢設計以英式風格為主題，呈現出貴族的優雅氣息與低調奢華，讓遊

客們彷彿置身於英國古堡當中，工廠內除了有啤酒生產與原料介紹外，也有規劃用餐與

放鬆的空間，「以酒水和食物為媒介，藉由香氣、溫度、外觀等元素，製作出賦予舌尖

風味變化的酒」（郭燕如，2020），空間內使用木製家具等打造，每個小角落都像是來到

霍格華茲般的神祕驚喜，工廠內將啤酒製作過程用縮小不死板的方式陳列，融合工業風

格卻又不顯剛硬，充滿質感與用心。 

 

圖 4-1 蔡氏釀酒 圖 4-2 蔡氏釀酒內部環境 

圖片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五、酒廠位置及抵達方式 

 

（一）搭公車： 

草屯轉運站→轉乘客運前往員林班車→於南

北投埔站下車→步行抵達「蔡氏釀酒—啤酒

觀光工廠」 

 

（二）自行開車： 

國道三號→草屯出口→芬草路三段→敦煌路

二段右轉→上交流道往南投前進→中投公路

→左轉碧地理位置興路一段→碧山路右轉抵

達「蔡氏釀酒—啤酒觀光工廠」 

 

圖 5 蔡氏釀酒廠 

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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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彙整、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六、產品介紹 

 

  

圖片 產品介紹 

圖 6 蔡氏燕麥司陶特

 

（一）蔡氏燕麥司陶特 Tsai's Oatmeal Stout 

酒體：黑色 

原料：Chocolate 麥芽及燕麥芽 

口感：入喉時燕麥的膠質讓這杯黑啤酒多了份滑順感，尾韻甚至 

      還帶著像是黑巧克力般的苦味。 

酒精度：5.5%  苦度：27 IBU   色度：32 SRM 

圖 7 蔡氏蘇格蘭烈愛爾

 

（二）蔡氏蘇格蘭烈愛爾 Tsai’s Wee Heavy 

酒體：紅寶石色 

原料：Crystal 麥芽、黑小麥芽、麥仔茶 

口感：入喉時酒體較厚且甘甜，有著順口香氣流口又不澀的酒精 

      感，尾韻帶有麥芽及堅果的香氣。  

酒精度：7.7%  苦度：18 IBU  色度：19 SRM 

圖 8 Low B 好多水果

 

（三）Low B 好多水果 DIPA Low Bitterness Massive Fruit DIPA  

酒體：淡黃色 

原料：鳳梨、芒果、木瓜、百香果、芭樂 

口感：入喉時有股微甜中帶有一絲酵母菌產生的酸感，讓人彷彿 

      置身於夏威夷喝熱帶水果茶的錯覺，尾韻的香味瞬間湧出 

      爆發，清爽的酒體，讓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口感。 

酒精度：8.5%  苦度：5 IBU  色度：4.5 SRM 

圖 9 Low B 馬告白啤酒

 

（四）Low B 馬告白啤酒 Low Bitterness Mountain Pepper Witbier  

酒體：橘黃色 

原料：馬告香料、檸檬、香茅 

口感：散發的新鮮馬告風味堪比瓊漿玉液，滿滿檸檬與香茅的氣 

      息，完整的取代掉了柑橘風味啤酒花的香氣地位。配上山 

      豬肉、甕窯雞、山筍炒肉、或是炸海鮮都很合適。 

酒精度：5.4%  苦度：5 IBU  色度：3 SRM 

圖 10 蔡氏白啤酒

 

（五）蔡氏白啤酒 Tsai’s Witbier 

酒體：淺黃色 

原料：香菜籽、檸檬乾皮、小麥， 

口感：帶出了柑橘及新鮮小麥麵團的香氣，配上酵母產出的獨特 

      丁香氣味以及乾爽微甜的酒液，成為了百喝不厭的經典風 

      格，是一款隨時隨地都適合暢飲的一種好酒。 

酒精度：5.0%  苦度：4.5 IBU  色度：3 SRM 

表 1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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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根據網路資料、報章雜誌等，蒐集相關資料，並加整理、分析相

關資訊。 

 

（二） 問卷調查：設計問卷並於現場發放，調查消費者對於蔡氏釀酒消費行為之滿

意度 

 

二、研究流程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市場分析 

 

       （一） 7P 行銷分析 

 

美國服務行銷學家 Bitner 和 Booms 提出 7P 服務行銷組合策略，從而將 4P 策

略擴展到了 7P 策略。7P 開始注重行銷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因此它比 4P 更加細緻

也更加具體。 

 

表 2 7P 行銷分析表 

7P 說明 

產品（product） 
1.飲品類 啤酒、黑麥汁…等 

2.食品類 炸物、披薩、千層麵…等 

價格（price） 
1.飲品類 約$50～$1200 元 

2.食品類 約$100～$3000 元 

通路（place） 
1.酒廠園區內 園區內的產品推廣中心販售各種酒廠商品 

2.實體店面 蔡氏釀酒精釀酒廠、馞咖啡-光華店 Balmy Cafe' 

擬定主題 研究目的 蒐集資料 文獻資料 問卷調查 結果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圖 11 研究流程 



觀光酒廠之顧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以蔡氏釀酒為例 

6 
 

 

促銷（promotion） 

1.網路行銷 利用臉書粉絲專業發布促銷資訊 

2.活動行銷 
因綜藝節目「飢餓遊戲」來訪，因此舉辦買一送

一的活動 

實體環境 

（physical evidence） 

酒廠內簡約時尚，還另外設置了品酒區，消費者可在現場享用各

式種餐點及酒精類飲品，環境令人感到十分舒適。 

人員服務（people） 服務人員態度親切，笑容可掬，重視消費者的感受。 

服務過程（process） 
人手充足，不論是假日或尖峰時段，都可以從容地應對消費者的

各種需求。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二）五力分析 

 

五力分析其實是 SWOT 分析的延伸，但 SWOT 分析僅限於現況及對自我本

身的描述，未明確目標或是對大環境只是有些粗略的了解。這樣的分析可能會造

成蠟燭多頭燒的情況。它是分析某一產業結構與競爭對手的一種工具，透過這五

項分析可瞭解其產業競爭強度與獲利能力。 

 

表 3 五力分析表 

分析方向 分析內容 

1.現有的競爭者 各地區的觀光酒廠。 

2.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因台灣於民國 91 年加入 WTO，導致進口酒類關稅降低，消費者選

擇範圍擴大，會導致銷售額下降、產品滯銷量增加。 

3.替代品的威脅 
在經濟自由化的潮流，菸酒開放為大勢所趨。現在市面上出現許多

酒類供消費者選購，會造成客源分散。 

4.供應商議價能力 

酒廠主要花費為裝酒的容器和原物料的收購，但因存在著不可預測

的天候狀況，果農會依據當期的採收狀況做出不一樣的定價，所以

供應商仍存在著較多的議價空間。 

5.消費者議價能力 
因為酒廠內販售的商品基本皆為固定價格，所以消費者較缺乏議價

能力，但酒廠若增加優惠活動，則能使消費者的議價能力提高。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三）SWOT 分析 

 

「SWOT 分析方法的起源，來自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由 Albert Humphrey

提出」（鄭堃斌，2010），透過客觀的內部條件分析以及找出酒廠將面臨哪些外部

環境因素的影響，進行分析並評估酒廠之狀況，且有利於對酒廠有幫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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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 4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1.廠區占地廣大 

2.人員擁有專業之解說能力 

3.產品不斷創新，因應潮流變化 

4.結合地方文化特色發展多元產品  

5.本身為供應商，因此能夠適當供應產量 

1.客群不夠廣泛 

2.入場門票偏貴 

3.交通較不便利 

4.廠區內參觀空間偏小 

5.文化遺產不足，無法呈現完整的歷史風貌 

機會 威脅 

1.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國內旅遊盛行 

2.台灣民眾興起闔家出遊的活動 

3.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4.酒廠結合地方文化 

5.消費者口味接受度偏高 

1.原物料價格波動幅度大 

2.其他國內觀光酒廠較為盛名 

3.酒駕法令限制，使遊客現場體驗酒產品的

意願受阻 

4.許多觀光酒廠紛紛仿效埔里酒廠經營方法
並創新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二、問卷調查分析 

 

本組於 2021 年 02 月 14 日，在「蔡氏釀酒精釀酒廠」園區內針對觀光客進行隨機

問卷調查。此問卷由本組自行製作，一共發放 150 份問卷，總計回收 150 份，實得有效

問卷 150 份，回收率 100%。本問卷分為遊憩體驗滿意度、受訪者基本資料兩大部分，

並使用 Excel 試算表進行統計，再依據統計結果進行圖表分析及比較，最後提出結論與

建議。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由表 5 可以得知，經本次問卷受訪者資料調查資料結果，男女性別以女性比例

較高（53.33%），年齡層以 21~40 歲為主，而職業以上班族為主，居住地則以中部

地區較多，月收入平均為 0~24,000。 

 

 

項目 樣本資料 人數 比例（%） 

性別 
男性 70 46.67% 

女性 80 53.33% 

年齡 

20 歲以下 32 24.00% 

21~40 歲 62 41.33% 

41~64 歲 46 30.67% 
65 歲以上 6 4.00% 

職業 

學生 35 23.33% 

上班族 78 52.00% 

軍公教人員 10 6.67% 
家庭主婦 23 15.33% 
其他 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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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二）消費行為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表 6 從何得知蔡氏釀酒廠 

親朋好友 社群媒體 報章雜誌 其他 

36% 42% 19.33% 2.67%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表 7 此次消費金額（未包含門票） 

未消費 1~500 元 1000~3000 元 3001~5000 元 

27.33% 35.33% 30.67% 6%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表 8 此次消費項目（含門票）---（若未消費則略過） 

蔡氏金黃愛 3.18% 蔡氏法蘭德斯紅愛爾 13.38% 

蔡氏蘇格蘭烈愛爾 8.28% 蔡氏白啤 7.64% 

蔡氏燕麥司陶特 7.64% Low B 馬告白啤酒 4.46% 

蔡氏古斯 4.46% Low B 好多水果 7.01% 

蔡氏英倫 IPA 5.73% Low B 烏梅啤酒 5.1%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居住地 

北 36 24.00% 

中 94 62.67% 

南 16 10.67% 
東 4 2.67% 

月收入 

0~24,000 56 37.33% 

24,001~40,000 元 45 30.00% 
40,001~60,000 元 39 26.00% 

60,001 元以上 10 6.67% 

圖 12 是否第一次前往                        

 

圖 13 再度重遊酒廠意願                      

 

    由圖 12、13 得知，本次問卷調查顯示第一次前往蔡氏釀酒廠的人占大多數（81.33%），表

示大部分都是新遊客，而且重遊率也偏低，所以如何吸引遊客再度參觀此地，是業者需要改善

或加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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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憩滿意度 

 

表 9 遊憩體驗滿意度 

題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酒廠整體環境 18% 55.33% 22% 3.33% 1.34% 

2.酒廠內部裝潢設計 18.67% 45.33% 31.33% 4% 0.67% 

3.酒廠參觀動線設計 8% 30.67% 46% 15.33% 0% 

4.酒廠人員的服務品質 12% 32% 40.66% 14.67% 0.67% 

5.酒場內氣氛 20.67% 32% 27.33% 20% 0% 

6.廠區內產品訂價 8.67% 26% 50% 12.67% 2.66% 

7.對於酒廠餐點 7.33% 23.33% 48% 18.67% 2.67% 

8.酒廠規劃的優惠活動 6% 30% 43.34% 19.33% 1.33% 

9.廠區整潔度 11.33% 40.67% 33.33% 14% 0.67% 

10.廠區戶外座位區設置 10% 40% 36% 12.67% 1.33% 

11.酒廠停車空間 8.67% 29.33% 43.33% 17.33% 1.33% 

12.酒廠所在位置交通便利度 8% 32.67% 43.33% 14.67% 1.33% 

13.對於酒廠內提供的相關知識 15.33% 35.33% 38% 10.67% 0.67% 

14.對於蔡氏釀酒廠的整體滿意度 14% 36% 39.34% 9.33% 1.33%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本次問卷調查顯示在遊憩體驗這部分大部份消費者滿意程度多落在滿意及普通，在動

線設計上可能需要再重新規劃及評估，讓遊客可以享有更完善的遊憩體驗，而產品訂價大

多在消費者能夠接受的範圍內，業者也可以不定時舉辦促銷折價或特殊節日活動，以吸引

更多觀光客購買廠區內產品，則餐點大多符合大眾的口味，但也可新增更加多樣化的餐

點，以吸引不同客群的消費者。 

 

    消費者對於蔡氏釀酒廠的整體滿意度大多為普通，第二次高則為滿意，雖然消費者對

於酒廠的評價偏中上，但也有些許顧客覺得不滿意，所以酒廠可以綜合以上幾點做出相關

的改進。大多數的消費者願意介紹親朋好友前往遊玩，但酒廠可藉由打卡送精美小禮物，

讓消費者在社群媒體打卡或是分享此地標來提高知名度，藉此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參觀。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組除了到蔡氏釀酒精釀酒廠實地參訪也在廠區內發放問卷調查，並在網路上查

詢有關啤酒的相關資訊。在參觀的過程中我們從遊客的角度實際體會到其他顧客參觀酒

廠的感受，也從問卷中得知其他消費者的意見。在廠區內能了解製酒的過程和各種相關

知識，而且也可以透過酒廠提供的導覽，讓遊客對酒的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一）透過問卷調查顯示遊客對蔡氏釀酒廠整體而言大致滿意，在參觀廠區時隨著

參觀路線，可以讓遊客們了解蔡氏釀酒的歷史，增加遊客對蔡氏釀酒的好感度，並

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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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氏釀酒廠生產製造流程以「透明化」的方式，也放置了許多釀造酒的各種

原物料在參觀的路徑中，可以讓遊客自己動手聞聞看、摸摸看、讓遊客能清楚了解

釀酒的幕後過程，同時增強日後對於產品的記憶點；造型獨特的產品包裝也達到了

刺激遊客的購買欲望。 

 

二、建議 

經過此次小論文的分析與調查，本組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提升離峰時段來客率 

    酒廠能和南投縣政府或是其他企業進行異業合作，像是旅行社等等的企業，舉

辦更多元化的活動，也許就能夠讓更多遊客慕名而來，提升廠區內產品的銷售量。 

     （二）重新規劃參觀動線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及本組自行前往參觀可發現，二樓廠區的動線過於狹窄，也無

明確的路線指示，讓前來的遊客無法有順序性的參觀，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走，因

此本組建議酒廠應再重新審視規劃參觀動線，讓遊客有更好的遊憩體驗。 

     （三）加強戶外座位區    

     戶外座位區有些桌椅已損壞且無整修，因此業者須重新整理戶外座位區，並

且可增設遮陽傘，也要每天固定時段清掃，使戶外區更整齊、乾淨，也讓觀光客多

了在戶外休息的選擇。 

（四）研發新產品 

    酒廠的商品中有幾項商品是在市面上就有販售，如果想要吸引消費者再回來參

觀酒廠和提升購買意願，就需要研發出新的酒類產品像是限量酒或是口味獨特，是

在市面上其他地方購買不到的，就能提升顧客再來遊玩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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