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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近二、三十年來社會的轉型、變遷，台灣佛教隨著經濟的起飛與各主

客觀有利的條件，道場、慈善救濟，及至文化事業都大幅成長，一躍而成

全台第一宗教；1999年政府更訂定每年農曆 4月 8 日「佛誕日」為國定紀

念日，2000年首度實施，「佛誕日」更成為我國第一個宗教性的國定假日，

此更足以顯現近年來台灣佛教的努力與長足進步。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台灣的佛教隨著經濟的發達，顯得非常的活躍。信徒大量增加、

新興道場林立及絡繹不絕的各式經法會等，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除了北傳佛教禪、淨、律諸宗外，藏傳密宗、日本、南傳泰國與斯里蘭卡

的佛教也都相繼引入，台灣儼然已被公認是全中國佛教最發達的地區，不

僅佛學院與佛研所的創辦如雨後春筍，質量也益見提昇；另一方面，各佛

教團體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佛陀教育基金會等，展現雄厚實力，深

入不同人群普及社會，積極致力將佛法推向海外，跨足國際舞台，使得每

一個層面的眾生都能蒙受到佛法甘露的滋潤；此外，更還有出版品的大量

出現，形成新領導趨勢，一片生機蓬勃景象。 

以台北市為例，超過五分之四的佛教團體提供出版服務，顯見其對經

典的重視，及在文化教育與教義傳播上的努力程度（陳曼玲，1993）。藍

吉富（1999）的研究也指出︰ 

台灣光復後，日本佛教全面撤出，中國大陸僧侶及正統佛教徒大量來臺，

自此，佛學院林立、佛教刊物及佛書大量發行，就佛學院之數量、佛教典籍之

風行程度來看，中國歷史上像台灣的佛教文化這樣蓬勃的朝代，可謂難得一

見；而自民國三十六年到解嚴前夕，《大藏經》在坊間即可覓得將近十種，佛

教刊物與佛書，更是充斥到幾可謂泛濫的地步；解嚴後，佛教文化水準的大幅

度提升，也是顯而易見的，大型佛學辭典的陸續出版等現象都是前此所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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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賢（2000）的研究則指出，總計十年來，台灣佛教圖書出

版業者（含個人、政府機關）向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 CIP的統

計資料顯示：總計有 3,561 種圖書（參見表 1.1-1）取得 CIP（出版品預行

編目）資料，約佔宗教類圖書的 38.74﹪之多。因此，隨著佛教的盛行，

佛教團體的出版活動也欲趨熱絡。 

表 1.1-1 台灣地區近十年（1990至 1999年）「佛教圖書」 

申請 CIP的統計分析 

類號
類名 

220
總論 

221
經典 

222
論疏 

223
規律 

224
儀注 

225
佈教
信仰
生活 

226
宗派 

227
寺院 

228
教化
流行
史 

229
傳記 

小計 

出版
種數 

629 628 131 32 129 800 959 19 68 166 3,561 

百分
比例 

17.66 

(3) 
17.64 

(4) 
3.68 0.9 3.62 

22.47 

(2) 
26.93 

(1) 
0.53 1.91 4.66 100 

資料來源︰曾?賢（2000），「十年來台灣地區佛教圖書出版資訊的觀察研

究報告：以 ISBN/CIP資料庫為例」。2000年 11月 3 日，取自：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21-22/21-main2-1.htm 

而國外也有如此情形， Fisher 在他所著的《21 世紀宗教》（1999），

一書中指出，於 21 世紀伊始，佛教顯然已吸引了西方世界許多受過教育

人士的興趣，並舉例法國佛教書籍市場銷路廣大的情形，不難了解人們對

佛教教義的渴望程度，足顯現佛教儼然成為法國最流行的「新宗教」；同

時，他又指出在美國麻州波士頓的一家出版商，單單出版的藏傳佛教書籍

便多達五十多種，更是顯示佛教盛行，出版品也因應而生。 

再以「中書外譯」言，當其他各個領域都覺得中書外譯做的還不夠時，

而佛教在這方面是很有成績的；從 2000 年 2 月份國際書展展出的中書外

譯圖書，佛教界圖書佔相當大的部分，可以見得。然而佛教團體出版活動

如此的熱絡，是否代表著出版品也相對被廣為流通，而普種菩提道種於眾

生心田中？張元隆（2000）指出︰ 

從普及與量化的角度來說，佛教的書籍其實做得相當不錯，不只是這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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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好，從以前就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但他以目前台灣出版的書籍，能夠在

一個書店體系賣上五百、一千本書，大概就足夠擠上排行榜，不得了了的情形，

說明就佛教書籍言，不要說幾個著名的大型道場，連一般比較小型的寺廟組織，

在助印的情況下，動輒發行五千、一萬本以上，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可是雖

然佛教書籍的數量，從全國出版界的觀點來說，應該是一個相當傑出的數目，

但是長久以來，社會並沒有給予佛教書籍一個公平的對待。 

雖然近年來佛學研究蓬勃發展，並在大學教育殿堂中研究佛學似乎已

成為一門顯學，同時對於佛學的研究與相關出版品也應運此一機緣而種

類、數量日益增多，可是甚少有研究致力於對佛教出版品的推廣，如此重

生產而輕行銷，背離了九Ｏ年代以後，出版的行銷管理（經營）哲學項目

由生產、產品、銷售與行銷觀念（導向），進入了「社會行銷觀念」。在甚

少的出版行銷通路相關研究中，不是偏重在出版的經營、連鎖書店的經營

策略分析，亦或僅側重於權力平衡與衝突處理的影響，更遑論配合整體效

益而加以考慮者。 

莊耀輝（2000）發表了一篇研究，題目為「台灣佛教出版現況研究」。 

指出或以為佛教重因緣成熟，尊重個人智慧選擇，較少積極主動傳

教，難道其出版品也需要行銷嗎？宗教書籍的編輯、印製與發行，一般

都有極崇高理念與樸素動機，佛教出版品也不例外。因此，在眾多信徒

支援贊助下，佛教出版品不會有太大經濟壓力。可是只重印刷發行，忽

略行銷策略通路、不管閱讀人口、閱讀對象，閱讀品味、閱讀興趣，乃

至閱讀動機與閱讀效果，任令許多內容極佳佛書，成為一般免費流通「善

書」，不計較有沒人看，更不在乎圖書館蒐藏不蒐藏，似乎更沒有發揮出

版品應有的教化功能，不無遺憾。因此，現代的佛書出版便也要有現代

行銷觀念與手法來配合，塑造出專業品牌形象，才能相得益彰。 

桂台華（1999）指出，出版是一種商業活動，沒有掌握通路如何做出

版，而過去對於出版卻忽略了行銷的研究與開創。Cravens 等則指出，通

路之選擇及效益是組織成功與否的主要決定因子。當前出版業面對二十一

世紀，在資訊技術力量（I.T）將整個世界結合為一共同體，而形成了全球

性市場之際；佛教出版也在電腦網路的競爭下，面對更多元化的發展，出

版的腳步越來越沈重；在昔日以印經會為主的集資出版，也改一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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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的同時，更面臨著如何讓佛法豐富的知識資源通過市場將之轉變

為現實的效益，是故「掌握通路就掌握市場」之金科玉律，即在闡明此精

義；更且行銷通路之決定，亦實深深影響其他行銷決策，一組織更將因有

它之存在而與其他組織建立一份相當長期的約束（陳定國，1982）。 

如此，行銷通路良窳是出版品存續成長與得以推廣之關鍵所在；也唯

有將書送到讀者手中，打開來，閱讀了，從書中得到啟發，領受法益，才

真正完成文化弘法的工作，否則只是砍掉許多樹，浪費資源去造紙、印刷，

然後囤積在倉庫而已（釋滿觀，2000）。但台灣佛教出版現況與出版品虛

實強弱詳實為何？目前佛教團體圖書出版品採用什麼行銷通路策略？以

及各通路效益為何？有關此類的研究相當少，因而產生本研究之動機。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動機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佛教團體出版品的虛實強弱是佛教團體出版能否更上層樓、佛教團

體出版版圖是否更亮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佛教出版愈趨熱絡與

出版品更多元化的同時，如何在量的增加之際，亦兼顧質的提

升，是佛教出版所關心的重要課題。  

二、 佛教團體圖書行銷通路之適宜規劃為出版品能否有效益廣為流通

的重要因素之一，進而將佛法普及社會上每個角落，讓每一個層面

的眾生都能蒙受到佛法甘露的滋潤，並使得佛教得以繼續興盛；但

過去和現在亦甚少有文獻研究致力於對出版品的行銷研究與推廣，

即使有也是重生產而輕行銷，偏重在出版的經營、連鎖書店的經營

策略分析，亦或僅側重於權力平衡與衝突處理的影響，更遑論配合

整體效益而加以考慮者；實務上，也是只重印刷發行，忽略行銷策

略通路。而通路效益實可提供通路管理的回饋機制，以改善通路的

設計與結構，發現通路成員間關係的問題和機會，並且予以改善

（Bowersox & Cooper, 1992），達最效益。 

三、佛教團體圖書出版品最不同於其他出版品之處，在於還有助印結緣之

出版品流通，但如何使傳統助印與一般佛教出版品兩種流通管道同時

運作，不致互相干擾抵消，進而產生對社會正面而相輔相成的影響

力？以及各行銷通路與通路效益之關係為何？皆是值得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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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莊耀輝（2000）的研究指出，佛法接引我們的方式之一是出版品的

流通，我們瞭解佛法，是不能和摩訶迦葉相比的，釋尊拈花微笑，便能以

心傳心，心領神會，把佛法付囑給他了；而基本上，對於一般根器的人，

語言文字總是接引眾生的方便工具；此外，英國佛教學會會長韓福瑞

（Christmas Humphreys）大法官，在他的著作裡談到西方人接觸佛教，主

要是從佛書的閱讀而來，因此佛書是接引眾生的重要工具。是故，若欲藉

由佛教出版品讓我們接觸到佛法，真正認識佛法，進而使文字般若能開啟

眾生光明寶藏，實應致力於行銷通路的規劃。 

再者，佛教團體出版單位隨著時間的流轉，不論在技術上或讀者需求

上，都有很大的轉變，印經會或寺院等佛教機構對於佛書流通的觀念也有

新的體認，漸漸的有專責圖書的出版事業單位成立，如成立出版社，甚至

擴大組織或改為公司方式經營管理，使其體制更完備（釋自正，2000）；

如此，面對逐漸轉型為現代化的出版社之經營型態，運用現代化管理的出

版公司經營方式，有系統的規劃佛書出版，並改變佛書舊有的形象，甚而

跨足對大眾文化的生產等，將佛書轉型為具商機與市場競爭力的商品，也

促使佛教團體出版單位對行銷方式的重視。 

因此，行銷策略之規劃對於採行現代化的出版社、出版公司經營的佛

教團體出版單位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這關係著產品是否可以成功的推出

並達到預期的產品目標；而如何在創造出版品的同時，也把它的流通能量

相對地完成呢？是故「掌握通路就掌握市場」，就是成了達成此目標的金

科玉律了！ 

    然而，佛教團體出版單位在行銷通路上的努力與得到的對待，實有賴

我們再積極投入，使出版品終得以廣為流通；此外，更藉由通路管理提升

顧客服務水準，使更多讀者因之受益，讓佛教團體出版單位也能走出「經

濟學上的黑暗大陸」1，開創新局。 

                                                 
1 1962 年 4 月杜拉克在美國財星雜誌（Fortun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之標題，論點為通路管理在
提升顧客服務水準上的功能。 



 6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點： 

一、探究各佛教團體出版之現況︰ 

為確實瞭解佛教團體圖書出版品對行銷通路之影響，必須先對各佛

教團體出版之現況有詳實的瞭解，包括佛教團體出版現況與出版品

的虛實強弱等。 

二、進行各佛教團體之通路研究︰ 

為確實瞭解佛教團體圖書行銷通路與效益之關係，必須先對各佛教

團體出版單位之通路現況研究有確切的認識，以瞭解目前佛教團體

所採行通路之全貌。 

三、研析不同通路是否效益不同︰ 

有效益的為圖書出版品尋得適宜、公平之流通管道不僅可使其能廣為

流通，並可提供通路管理的回饋機制，因而本研究希望探索行銷通路

與效益之關係。 

四、根據通路效益分析提出改善之道︰ 

經由探討佛教團體圖書出版品的長短優劣、行銷通路與效益之關係

等，藉供佛教團體對目前的通路效益評估與未來規劃行銷通路策

略時修訂、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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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根據研究目的，本節將針對佛教團體出版單位、圖書出版品及行銷

通路的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一、佛教團體出版單位︰  

佛教團體教務涵蓋有寺廟、文教機構、公益事業、醫療機構等；

其中文教機構計有：佛學院、一般學校、印經會及出版社等。基

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之佛教團體出版單位，專指文教機構中之出

版社（及印經會等）。  

二、圖書出版品︰  

佛教東傳二千年後的今天，茲逢資訊科技變革的時代，出版的載體、

編輯、印刷、行銷方式及出版內容不斷改變；過去以紙為載體的圖書，

也發展為有聲多媒體、電子書等資料類型出版2。限於時間、人力與

經費等因素，本研究僅以紙本為載體的圖書（佛教圖書或佛書）為

研究主題。因此，研究對象之佛教團體出版單位界定為佛教圖書

出版單位（佛書出版單位），計有專門出版佛教圖書的佛教圖書專業

出版社及印經會等。而上述之出版單位，其圖書出版品皆須已申請

ISBN者。 

三、行銷通路︰ 

近年來，有些本土大型佛教團體之出版單位，將出版服務事業跨及海

內外，故對行銷通路的探討，本研究界定之地理範圍是以在國內行銷

的通路為主。此外，本研究於行銷通路之內涵，僅就通路的結構（通

路長度、通路密度及通路成員任務）進行研析。 

 

 

                                                 
2 編輯組（2000），「關懷佛教出版」。2000年11月3日，取自：http://www.gaya.org.tw/journal/m21-22/21-ed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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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結構 

本研究首先確定研究方向，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以設定研究目的，參

考相關理論文獻建構研究設計；之後，進行問卷調查並輔以訪談方式蒐集

實證資料以達成研究目的；最後，進行資料分析，其結果以提供結論與建

議之參考依據。詳細研究流程，如圖 1.4-1所示。 

 

 

 

 

 

 

 

圖 1.4-1 研究流程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流程，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作一界定。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藉由相關文探討，瞭

解佛教團體出版現況；其二是經由文獻的回顧與整理，以作為建構本研究

設計的基礎。 

第三章是用來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為研究之重心所在。首先

提出觀念架構，然後針對觀念架構的研究變數及衡量方法給予說明，以利

研究的進行；此外，亦將研究對象、資料蒐集方法及資料分析方法等作一

說明。 

第四章為「資料分析」；係透過一些基本的統計方法，如百分比、次

數分配⋯等，以瞭解現況，並輔以質的訪談法，用以發掘事實之真相。 

第五、六章分別是「研究發現與討論」及「結論與建議」；茲將分析

結果作一結合、討論，並對管理實務上可能的涵義加以闡述，藉供實務界

參考，最後提出可供後續研究參考之方向建議。 

確    定
研究方向 

進    行
問卷調查 

設    定
研究目的 

相關理論

文獻探討 

採   行 
訪   談 

進    行
資料分析 

討論、結論 
與建議 

構    建
研究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