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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科技革新，網路已成為重要的媒體傳播管道，隨之而起的微電影也逐漸

被行銷人所看重。「微電影」一詞有許多解釋，確定的是其名稱源自於中國市場，

在其他國家並沒有微電影這樣的辭彙。起初，微電影是相對高成本、大製作電影

的一種嘲諷，也就是一種網路 KUSO短片；或是因其製作成本低廉，成為電影創

作者創作的新途徑；亦有人認為微電影一詞純粹是華人媒體為了商業利益創造的

新辭彙，為的是與網路上的短片及傳統電視廣告做區隔。 

目前在網路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微電影，微電影如何透過影片情節與整體氛

圍來製造龐大的商機，其中，以微電影為型式推出的廣告和傳統電視廣告有何異

同，使得微電影能夠在廣告行銷中快速的崛起。 

微電影的廣告型式提供了商品行銷的另ㄧ種選擇，甚至影響了普遍的廣告手

法，因此，本研究希望在了解微電影以及傳統電視廣告型式相異之處，並進一步

探討，微電影及傳統電視廣告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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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時代下，大眾使用網路的頻率也逐漸增高，尤

其是青少年。在傳統媒體之外，網際網路提供了另一種廣告宣傳平台。這

也使得微電影在廣告行銷中崛起，相對於廣告，微電影以短片的模式將產

品置入影片，利用影片中的演員、情節以及氛圍，更加深消費者對商品的

印象。 

二、研究目的 

    由於近年網路迅速發展，以及傳統媒體廣告多元化，使得商品廠商、

廣告廠商須以新穎的廣告方式使消費者在氾濫的廣告中留下深刻印象，微

電影即是現今市場需求下出現的新興廣告型式，許多廣告廠商利用微電影

來行銷產品，並由明星擔任影片主角，吸引更多粉絲族群注意，使商品能

受到更多消費者的注目。 

茲將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詳述如下： 

(一)瞭解微電影興起之發展背景  

         (二)瞭解微電影發展之現況與特色  

         (三)探究微電影發展之優勢與劣勢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來瞭解目前微電影的現況，並整理出吳念真電影的

作品，分析劇情設計所運用的文化特色及故事大綱；透過影片內容敘述，

是希望引起消費者對過去的人、事、物產生共鳴。 

 其中探討的微電影要素包含廣告、配樂、劇情大綱、影片時間等 4種

主要構成要素。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在確認主題與目標之後，本創作將分為以下階段作為研究方法 

        (一)透過微電影的源起及議題的關聯性，本研究欲探討上述問題並了解其

發展趨勢。 

(二)蒐集與微電影相關之報章雜誌、書籍專刊等文獻，藉以瞭解微電影興

起之背景與發展優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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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 

研究主題設定 

相關創作與文獻資料蒐集 

相關文獻研究 資料彙整 

 

影片資料 

研究目的擬定 

影片設定 內容介紹 故事大綱設定 

資料探討 

問題修正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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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微電影定義 

       微電影截至目前為止業界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例如片長、製作

成本等都沒有完整的概論。如「所謂的微電影，指的是具有完整故

事情節，但片長極短(約三十秒到三百秒)、製作時間極少(數天至數

週)、資金規模極小(數千至數萬元)，以網路為平台的原創影片。」

(林俊劭， 2011)「微電影顧名思義就是如同電影的呈現，但是時間

更為精簡，一般為 5～20 分鐘，在各種新媒體，尤其適合在移動端

展現，可以更為便利的讓觀看者在移動狀態或是片斷時間觀看。」(鄧

方希， 2012)等。 

     二、傳統電視廣告 

即以電視、廣播、雜誌、報紙、海報等具有時間和空間局限性

之平面媒體。其主要是以傳統大眾傳播方式透過上述媒介向閱聽人

發布訊息、提供教育及娛樂交流的媒體，非新興媒體（如：網路）。 

     三、廣告的定義 

廣告主透過各種媒體，對商品、勞務或創意所進行的商業訊息傳

遞，通常是付費的，並且具有說服力的。（許安琪、樊志育，2002）

廣告主即是運用廣告此特性說服特定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廣告類

型可分為：平面類、影片類、廣播類、海報類、分類廣告類、技術

類等，而各類別的媒體展現方式不大相同。 

所謂廣告，系在訊息理所明示的廣告主，向所選擇的多數人，為

了使其遵循廣告主的意圖有所行動，對商品、勞務以及創意由廣告

主負擔費用，係採非人員的形式，一種情報傳播活動。 

張柏烟（1992）曾提出廣告是廣告主以付費的方式，將訊息透過

適當的媒體，真實的傳達給訴求對象，經過系統的計畫運作過程，

達成訴求的目的，並產生預期且正面的效果。 

 

     四、微電影特徵 

微電影的長度不等，通常以不超過一個小時為限，但有些微電

影會有續集—系列微電影。微電影時間雖不如一般電影的長度，其

仍擁有完整的電影情節與故事。微電影的播放平台為網路，比起傳

統電視廣告，減少了許多廣告費用。觀眾只要擁有電腦、3G 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等能夠上網的 3C產品，便能免費收看微電影微電影

只要發佈到網路上便能永久存在，使觀眾能夠反覆觀看、隨時觀看，



 4 

這也是傳統電視廣告所缺乏的特性。 

     五、電影配樂 

電視廣告影片(commercial film)簡稱 CF，透過影像訊號與聲音

訊號將商業訊息透過雙重去「看」與「聽」等方式傳遞給消費者。

廣告影片的元素分為影像與聲音。電視廣告訊息分為兩大元素，即

是影像訊號與聲音訊號；將廣告訊息特性分為「動作」「情感」「展

示」（陳尚永、洪雅慧、蕭富峰 譯，2002）。廣告影片為一種多向度

空間與時間的一種表現藝術。 

     六、網路傳播平台發展 

Facebook、微博等社群網站的成熟，使得社群分享行為逐漸成了

網友每日的例行事務，微電影也藉此得以達到小眾傳播效應；

Youtube、優酷等視頻網站的發展，更是微電影得以發展的重要立足

點，因此能夠在網路上迅速地流傳，達到大眾傳播的效果。換言之，

社群網站與視頻網站成為促成微電影興起與傳播的重要平台，它們

的發展與普及順勢地帶動了微電影的盛行。 

     七、微時代的來臨 

             在微時代下，微電影便成了良好適應的最佳產物之一，不僅

具有精簡銳練的表達能力，更可在短時間、移動中觀看，著實符

合了微時代下人們的需求與收視心理。另外，人們對於觀看網路

視頻的偏好，也為微電影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據官方統計，Youtube

目前每天的影片點閱率是 40億次，其中行動裝置占了 1成；而根

據《第 31 次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2

年底中國網路視頻用戶已達到 3.72億。總而言之，微時代成了微

電影興起與盛行的有效助力。 

 八、微電影發展之優勢 

          微電影不僅在推銷產品，更利用劇情傳達某種精神、理念，反

映民眾生活或社會熱門話題，進而引起觀眾們的心靈共鳴。「震撼、

提醒、訊息、啟發為近期微電影需具備的要素」(蔡康永，2011)，

影片中須減少古板介紹與商業氣息、增加人文關懷和社會價值，藉

由故事傳達企業目標或展望，進而達成企業自身的品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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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研究(製作)計畫書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師專題研究（製作）計畫書 

科別姓名 廣告設計科邱建穎老師     

製作主題 
從微電影敘述結構探討情感設計的運用-以吳念真台

灣女人為例 

研究方法 
□ 問卷法 □訪問法 ▓觀察法 ▓文獻蒐集 

▉其他                

研究大綱 

1.微電影定義 

2.傳統電視廣告 

3.廣告的定義 

4.微電影特徵 

5.電影配樂 

6.網路傳播平台發展 

7.微時代的來臨 

8.微電影發展之優勢 

預期效果 

1.微電影電影敘述與發展 

2.微電影與廣告之關聯性 

3.微電影與配樂類型 

4.電影故事大綱探討 

 

其  他  

表 1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師行動研究（專題製作）計畫書 

資料來源:(本創作設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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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案例分析 

     藉由本專題將吳念真導演的台灣女人作為探究分析內容敘述台灣女

性在傳統的社會都是排在次等或是不重要的位子，台灣女性從早忙到晚無

怨無悔付出一輩子為家庭犧牲奉獻呈現台灣女性偉大的情操。 

一、 鄉下農婦分鏡圖 

分鏡 劇本 拍攝說明 

 

人:鄉下農婦 

事:農作 

時:午後 

地:鄉下農田 

物:斗笠、扁擔 

 

農田採收返回家的

途中 

 

 

人:都市婦女 

事:下班回家 

時:午後 

地:電梯 

物:旅行箱 

 

都市工作後返家的

婦女 

 

表 2.鄉下農婦分鏡圖設計 

資料來源:(本創作設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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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各地女性分鏡圖 

 

人:台灣各地的女性 

事:各行各業 

時:各種上班時段 

地:各地工作 

物:因工作需要 

 

各地婦女的照片縮

圖 

 

 

人:擺攤婦人 

事:賣衣服 

時:午後 

地:市場 

物:內衣 

 

台灣懷舊各行各業

婦女的照片播放 

 

 

人:幼稚園女童 

事:難過哭泣 

時:晚上 

地:幼稚園 

物:斗笠、扁擔 

 

在哭泣的小女孩照

片 

 

 

人:都市婦女 

事:運動 

時:午後 

地:公園 

物: 

 

街頭訪問幾位台灣

中年婦女的名字由

來 

 

 

人:鄉下農婦 

事:農作拍農藥 

時:午後 

地:鄉下農田 

物:斗笠、噴藥機 

 

採訪農婦平日的生

活與家人相處的情

況 

 

 

人:家庭主婦 

事:拖地 

時:午後 

地:客廳 

物:水桶、抹布 

台灣女人在家中拖

地洗衣，辛苦的做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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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人分鏡圖 

 

人:三代同堂 

事:吃晚餐 

時:傍晚 

地:鄉下農田 

物:斗笠、扁擔 

 

全家人一起享用晚

餐，台灣女人還在廚

房忙著做菜 

 

 

人:家庭主婦 

事:忙於家中事務 

時:晚上 

地:廚房 

物:碗筷 

 

夜晚等著家人回家

吃飯的孤獨感，呈現

勤儉持家、為家人、

小孩付出的辛勞 

 

 

人:小兒子 

事:用完餐後 

時:晚上 

地:廚房 

物:無 

 

小孩問媽媽說：媽媽

你喜歡吃魚尾巴

嗎？反映當下孩子

的無知及天真的言

語 

 

 

人:市場擺攤婦女 

事:市場工作 

時:晚上 

地:夜市攤位 

物:食物 

 

表現各行各業的女

性辛苦工作的狀況 

 

 

人：擺攤的小販 

事:擺攤 

時:晚間 

地:回家路上 

物:推車 

 

夜間販賣的小攤

販，準備獨自推著自

己工作的推車返回

家中，辛苦的奔波勞

碌 

 

 

人:父親 

事: 

時:晚上 

地:客廳 

物:斗笠、扁擔 

父親結束外面工作

後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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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描述分鏡圖 

 

人:家庭主婦 

事:整理家務 

時:晚上 

地:客廳 

物:斗笠、扁擔 

 

關心丈夫在外工作

的狀況 

 

 

人:父親、女兒 

事:夜間回家 

時:晚間 

地:家中客廳 

物:無 

 

爸爸在家中等女兒

下班，碎念女兒的穿

著不雅觀，責備媽媽

的不是，顯示出以前

年代大男人思想 

 

 

人:家庭主婦（媽媽） 

事:家務 

時:晚間 

地:家中客廳 

物:無 

 

道出女性地位的微

薄，家中男性主義的

原則，表露媽媽的無

奈與心酸 

 

 

人:父親 

事:客廳指責 

時:晚間 

地:家中客廳 

物:無 

 

畫面描述女性為了

替自己辯護，而遭受

老公的冷言及指責 

 

 

人:台灣婦女 

事:祈求 

時:午後 

地:廟宇 

物:香、祭拜 

 

說明媽媽舉香祈求

平安的總是替家

人，鮮少為自己，總

是為孩子 

 

 

人:台灣婦女 

事:回憶過去 

時:午後 

地:家中 

物:全家福 

全家福的照片，憶起

母親為家人的陪伴

與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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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母親 

事:述說女性犧牲奉獻的

精神 

時:午後 

地:家中 

物:雙手緊握 

 

述說媽媽握住孩子

的手提攜孩子女性

的堅強如何無私的

付出 

 

表 3.家庭描述 

資料來源:(本創作設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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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藉由本創作將懷舊相關題材選其中樣式，以活潑的方式進行創作，

蒐集符合主題之創媒材及相關文獻作品外，並將其各階段創作形式融入包

裝設計與圖像轉譯的結合，希望能使消費者產生共鳴同時感到包裝更具趣

味性之效果，並以「台灣女性」為主題發展出系列性片段，呈現出不同價

值觀，將傳統、過時，或是不為人知的文化、習俗，塑造台灣女性的堅強

與辛勞，藉此探討女性的生活與艱辛。 

伍、結論. 

    微電影的形式廣告商品已成為新興的趨勢。相較於傳統電視廣告，微電

影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影片長短較自由，且具有病毒式傳播的特性，若

一部微電影成功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將有機會創造出更大的廣告價值。可

知消費者相對於傳統電視廣告的傳達手法，較喜歡微電影的傳達手法，對

微電影的廣告態度亦較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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