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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前告別式近幾年逐漸在海內外興起，透過生前告別式，可以讓世人意識到：關於死亡，其實可以更坦然。

本研究篩選 15 位高雄市楠梓區某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為研究對象

為研究對象，以 AHP 法進行專家問卷。經由文獻探討、結合研究者實務經驗篩選關鍵因素，整理推動生前告別式

成功關鍵評選模式有三大構面及九項準則。 

問卷結果顯示，在第一層級的三大構面中，「理念推廣」最為重要，其次依序是「顧客自主選擇主題」及「行

銷策略」。在第二層級的九項評估準則中，依重要性排序前面五項分別以「敘述生命的故事」為考量之最關鍵因素，

其次為「表達愛的方式」的影響，第三「有準備的告別」、第四「規劃服務」、第五「錄製專屬回憶錄」。 

關鍵字：生前個別式、理念推廣、顧客自選主題、分析層級程序法 

Key words: Living Individual Style, Concept Promotion, Customer Choice Them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1.  緒論 

本章節共分為四個章節，分別依序探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架構、研究流程茲依序分述於

下列各節。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內政部的表示，隨著人口的高齡化和死亡人數的增加，台灣的喪葬禮俗觀念正在轉變。為了符合現代化

的需求和環保的精神，內政部推動各項殯葬設施管理的現代化，除了持續推動公墓墓基輪葬制度和遺體火化後的骨

灰存放設施，內政部還積極推廣樹葬、海葬等環保自然葬的方式。全國已經有 36 個地點可以實施環保自然葬，這

些措施不僅符合慎終追遠的傳統觀念，同時也兼顧了環境保護的考量。這些舉措的目的是讓國人有更多元的選擇，

同時減少對土地和環境的負擔。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和環保意識的提高，環保自然葬也逐漸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和接受。 

殯葬服務業除了承辦身後的殯葬服務之外，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運用在悲傷關懷服務，很多面臨到臨終

的病人，不管是對於身理或心理在這個病程中對於臨終病人都是一大考驗，對於臨終關懷的對象不僅侷限於患者本

身，也包含照顧患者的家屬，對於這些對象的關懷有分為生理需求及心理需求，其中生理需求主要在臨終患者上的

是疼痛控制，而在心理需求上有正式表示個人表達意願的僅有「預立醫療決定書」。 

 如果在身後的規劃中能夠像預立醫療決定書這樣的抉擇，選擇的類別有風格的規劃、音樂的選擇、布置的樣

式等選項作為一個舞台的風格，在生前的告別裡不論您是想用哪一種方式出場都可以自己決定。在舉辦生前告別式

裡，不僅可以滿足心裡需求，也可以扮演最想回到人生的階段角色，或是以未來最想要扮演的角色當作出場，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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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親友們分享在這場告別式中，想跟他們說的話，想敘述的故事，為什麼在經歷某一個人生階段中會有不同的

想法。 

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數量與年齡結構在短期內或許看不出太大的變化，

但卻可產生長期深遠的影響。當前我國所面臨之人口少子高齡化趨勢。臺灣於 2019 年底人口數達到最高峰的

2,360.31 萬。但自 2020 年起底人口數首度呈現負成長， 

➢ 我國在 1993 年已經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成高齡社會，推算估計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比例將持續提高，預估在 2039 年突破 30%，至 2070 年將達到 43.6%。 

顯示老年人口比例和死亡人口數逐年攀升，因此許多高齡照顧政策及殯葬措施應更具完善。對殯葬產業及市

場經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圖 1 高齡化時程 

本研究將以生前告別式為例來探討殯葬業之創新，針對結果提出建議，惠予殯葬業者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分析消費者如何在對於談論死亡這種嚴肅之事的時候能夠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對，將身後的

告別奠禮儀式哀傷的情感，轉換成生前溫馨、歡樂的告白。 

故本研究著於利用層級分析層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進行以生前告別式策略導入殯葬產業成功

因素分析:以達成下列目的： 

一、 文獻探討影響對於，可能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 

二、 生前告別式變革成效的因素 

三、 對殯葬業相關從業人員提出建議 

1.3 研究流程 

與本研究相關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列，首要於界定研究目標，後執行生前告別式變革的相關文獻蒐集，再

進一步完成文獻整理與探討。 

下一個步驟為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完成研究架構的建立與問卷調查之執行。對每個關

鍵因素執行實證研究，計算出各層級關鍵因素權重，以達到每一個關鍵因素的重要性，最後進行分析與討論便獲得

最後關鍵成功的因素產出結果與建議。 

 

 

 

 

 

 

 

 

 

768



 

 

圖 2  研究流程圖 

 

2.文獻探討 

2.1 生前告別式介紹 

生前告別式源於西方的「生命禮儀學」（Thanatology），這是一門研究死亡和儀式的學問，探討如何以最適當的

方式表達哀悼和尊重，以及如何透過儀式來慶祝和紀念逝者的生命。生前告別式是在逝者還活著的時候，舉辦一個

類似於追思會或告別式的儀式，目的是讓逝者自己參與其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價值觀和感受，讓家人和朋友

更深刻地了解逝者的生命和人格，同時也讓逝者能夠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感受到關愛和尊重。最早開始舉行生前告別

式起源於美國，最初被稱為「生命慶祝」（Life Celebrations），後來演變為「生前告別式」（Pre-Funeral）或「生命告

別式」（Celebration of Life），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背景下也有不同的名稱和形式。生前告別式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

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在逝者還活著的時候，舉辦一個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儀式，可以讓生命更有意義和價

值。死亡不單是死後的事情，對現代人來說，生死教育變得愈來愈重要。生前告別式打破了我們對於死亡的禁忌，

把死亡直接帶到大家面前。它提供了一個適當的時機，讓每個人都能清楚地談論死亡，讓當事人有機會聆聽這些敘

述，讓親朋好友得以表達他們的情感。 

與傳統的制式喪禮相比，生前告別式以當事人為主角，更能容納個人的想法。在這樣的告別式中，從流程開

始，場地到服裝都可以按照個人的意願進行。在告別式的過程中首要的是，與承辦單位討論整體細節，從主題的選

擇、音樂風格、布置樣式、背景音樂，撰擬出整個活動的流程規劃，角色定位完成後執行，會由一個主持整體會場

流程的主持人，以簡短的介紹歡迎本場主角出場，例如:傅達仁主播是以新書發表會的形式，作為整體生前告別式

的主軸，通知所有的親朋好友在這場發表會上除了要告訴大家他出了一本新書，也順便在這場會上與親朋好友，他

如果蒙主恩召的時候他會靜靜地走，所以到那個時候，我的朋友有沒有來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在這場生前告別式

中，你們來不來沒關係，我都看到了。 

存在主義大師 Irvin Yalom 在《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e the Fear of Death》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

他指出，假使一個人在生活中沒有真正認真地活過，那麼他在面對死亡時所感受到的焦慮就會更加強烈。他認為，

若一個人無法好好地體驗和感受生活，他就會對死亡感到害怕。生前告別式的精神正是建立在這樣的理念上。不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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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事人還是參與者，生前告別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在這裡我們可以交換彼此的生命經驗。通過分享和聆聽，

我們能夠更深刻地理解和體會生命的價值，並將這些經驗應用於我們自己的挑戰之中。生前告別式有助於把即將對

死亡的恐懼轉成為對認真生活的動力。當我們正視死亡的存在並積極面對它時，我們會意識到生命的脆弱和有限

性。這種意識激發了我們去珍惜每一刻，追求我們真正渴望的事物，並以更有意義和目的地活著。 

2.2 理念推廣 

在傳統的漢人社會中，喪禮通常在式場舉行，並主要是奠祭禮儀，這些儀式受到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影響，近代

隨著火葬的普及，也開始在奠禮式場進行主要儀式。這些儀式通常由禮生（司儀）負責，主導整個流程。目前我國

殯葬發展的趨勢，土葬由於受到土地利用的限制，可用的土葬墓地越來越難取得，因此往生者的遺體處理方式趨向

以火化處理。儒家儀式強調對祖先和家族的尊敬，以及對逝者的悼念。奠祭禮儀中的香、酒、花、果等物品，被認

為是對祖先的供奉，以示敬意和感恩。這些儀式反映了傳統漢人社會對於家族和家庭觀念的重視，並強調對長輩和

祖先的孝順。 

近年來，無論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為了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環保團體和政府開始推行「環保自然葬」的概

念。這種方式與傳統的土葬或靈骨塔等方式有所不同。環保自然葬指的是將遺骸進行火化，後經過骨灰研磨再處理，

最後將遺骸下葬在政府規劃的特定地區，而在這個過程中不會立碑、設墳，也不會記錄亡者的姓名。，在經過一段

時間後回歸於大自然(郭慧娟，2009)。 

民國 82 年遺體火化率只有 45.71%，尚不足當年死亡人數的一半。民國 109 年全年火化率達到 98.02%，未

利用火化處理的遺體數已經不到 2%，這 20 幾年之間火化率成長了 2 倍以上。 

 

 

 

 

 

 

 

圖3  我國近年遺體火化率變化趨勢 

林高永(2021)現今台灣實施的環保葬法分別有：1.樹葬 2.花葬 3.灑葬 4.植存 5.海葬。使用美麗的自然景觀作為

葬地，可以替代傳統的石碑墓園，營造出更為和諧與自然的環境。這樣的做法不僅符合環境保護的理念，也能保持

自然生態的循環，讓我們在往後的時光中與大自然保持更緊密的聯繫。相較於傳統的葬禮方式，環保自然葬也能夠

減少繁文縟節所帶來的開銷。傳統葬禮往往需要許多繁瑣的程序和昂貴的墓碑設施，而環保自然葬則更簡潔、節省

成本。這樣的葬禮方式也使得家屬能夠更專注於對往生者的敬愛和重視，而不必過於注重繁瑣的事務安排。環保自

然葬的儀式過程中，家屬能夠感受到對往生者的敬愛和重視。這樣的葬禮方式不僅關注自然環境，同時也關懷家屬

的心理和情感需求。在未來的掃墓時，家屬可以以更輕鬆和愉快的心情與摯愛相聚，感受到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連結，

而不僅僅是沉浸在痛苦和悲傷之中。 

橘色設計，也被稱為 Orange design，以人性化為核心價值，重視對人的關懷，並致力於提供產品和服務，以

維護個人尊嚴。橘色設計著重於健康、溫馨、安全、體貼等相關原則，以確保使用者的福祉和舒適。這種設計理念

強調人與產品之間的情感連結，追求符合人類需求的設計，並創造出積極、正面的使用體驗。(李榮顯，張雅娟，

2011)。 

對於死亡，其實不用看得太嚴肅，那只是生命必定的終點，死亡是人生必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應該學會以正

確的方式來面對它。這樣的態度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理解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並以更積極的方式來度過我們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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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敘述生命的故事 

故事是有生命的，如果不把它說出來，那麼故事將會死亡，將會永遠消失。(唐甫光，2012)。經過整理後紀錄

下來，生命故事是將我們的人生經歷、事件、感受和想法以及人生座右銘等呈現出來。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獨一

無二的生命故事。人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經歷著一系列的發展階段，從兒童到青少年、成人、中年和老年。這些階

段代表著個人的生命旅程和成長過程。在每個人的發展階段，社會對他們有相應的期望和要求。有些人在很早的時

候就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開始努力奮鬥；而有些人則按照既定的教育體系順利完成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甚至

繼續攻讀研究所，然後進入職場展開個人的生活(徐婕善，2022)。「懷緬是一種回憶和追思的過程，它讓我們能夠重

新體驗和反思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通過懷緬，我們可以重新連結過去的情感和經驗，並從中獲得深刻的教益和智

慧。」(Mclnnis-Dittrich, 2005)。如果我們去思考死亡所代表的意義，那麼死亡會將我與過去的生命以及未來的聲明

連結在一起(Pinar,1922)。 

故事的述說確實具有將生命中每一個被察覺的部分組合起來的能力，使其成為一個相互連貫、有意義的整體。

透過故事的建構，我們可以尋找和創造個人的意義、價值和情感，並在事件之間的關係和時間的順序中形成一個在

時空之間落實的脈絡。(吳建豪，1998)。透過故事，我們可以掌握個體在生命中流轉的發展主題。故事作為一種表

達方式，可以將個人的經歷、情感和價值觀傳達出來，同時反映出個體在生命旅程中所經歷的發展和轉變。 

小結：敘述生命的故事對於生前告別式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和記得已故親人或朋友的

生命。透過講述逝者的生命故事，人們可以更好地回憶他們的成長、成就、價值觀和特別的回憶。這樣可以幫助參

與告別式的人更加真切地了解和懷念已故者，也可以讓他們在悲傷和痛苦中找到一些安慰和力量。此外，敘述生命

故事還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理解逝者對於家庭、朋友和社會的貢獻。通過這樣的回顧和紀念，人們可以更好地了解

逝者的價值和意義，並以一種更深刻的方式來懷念他們。 

2.2.2 表達愛的方式 

愛的表達除了語言、兩人之間的眼神接觸、一點笑容、握緊的雙手、雙臂環抱等，這些都是人們的親密時刻與

微妙情感，都是表達的一種方式。溝通表達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s)是把需要傳遞的訊息用適當的方式編碼(例如:

語言、非語言表達或者是第二種語言)、依照需要與情況調整訊息的內容，並且能夠監控訊息是否有成功的傳達出

去，被溝通的夥伴接收與理解(錡寶香，2006)。 

「語言」此抽象性、象徵性的符號是被認為具有社會、心理的雙重價值(Bier，2015)。作為「社交」工具，語

言使個體可以與他人互動，同時也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過程，如同溝通、知識分享、知識發展等等(Bier，2015)。

「想法」(Swain，2000；Bier，2015)。在變成語言的過程，在個體本身與自己的心理過程中，中介著自己本來就了

解的語言、符號跟從社交過程而內化的語言符號，並且對此詮釋或創造意義，最後透過語言的表達方式將此跟他人

溝通、交流(王雅旻，2022)。 

語言，是最直接的表達方式，利用語調、音量、詞彙，敘述出最符合當下的狀況，從出生我們的父母就開始用

模仿的方式教導我們簡單的詞彙，一直到了小學開始接受正規的語言訓練，在學習的過程中每個教導的人，只會告

訴你這個詞怎麼說，而不會告訴你怎麼好好說，要用什麼樣的語調、音量形容你所要表達的話。要能夠好好地說話，

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需要擁有足夠的同理心與觀察力，讓表達出來的語言能夠使聽的人感受到溫暖。 

小結：表達愛的方式對於生前告別式非常重要，因為這可以讓已故者在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感受到最真誠的

愛和關懷。通過表達愛的方式，人們可以向逝者表達他們的感激、愛和尊重，這樣可以幫助逝者在他們生命的最後

階段感受到最真實和溫暖的情感。 

2.2.3  有準備的告別 

要如何好好的告別，不管是對生命末期病人或家屬都是重要課題，落葉歸根，許多人仍然渴望能在自己最熟

悉的環境中離去。如果今天就是生命的盡頭，你將如何去選擇？死亡會離我們很遠嗎？淨界法師弘法時說：「棺材

是用來裝死人，不是用來裝老人的。」 

奠禮是一個人生命最後的舞台，也稱之為「告別式」，常在葬禮之前舉行，讓家屬和親友有機會向逝者告別。

奠禮包含家奠、公奠和出殯等主要儀式。奠禮在喪禮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平台，讓家屬、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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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區成員共同參與，並表達對逝者的敬意和哀悼之情。這些儀式的舉行有助於家屬和親友面對逝者的離去，同時

也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支持和關懷。奠禮的舉行是一種對逝者的尊重和告別的方式，對於家屬和親友來說，它具有

特別的意義和重要性。 

各個民族和文化都非常重視生命中各個階段的禮俗，包括誕生、成年、結婚、生育和死亡等。這些禮俗的重要

性在於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同時迎接下一個階段的到來。不同社會文化的信仰和習俗形成了各種多樣的生命禮

俗。生命禮俗在各個文化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標誌著生命不同階段的過渡，並反映了個體在社會中的身份

和地位的轉變。這些禮俗的傳承和實踐有助於維護社會的連結和凝聚力，同時也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和重視。透過

喪禮，人們能夠共同參與和分享對逝者的回憶，彼此支持和安慰，同時也將逝者的生命價值和故事傳承下來，成為

一種集體的文化內涵。「善終」是「病人的期望與需要皆得到滿足的狀態」(Mak & Clinton，1999)。「每個人都知道

自己有一天會經歷死亡，但沒有人把這回事當真。」──《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小結：在告別的儀式中，可以選擇一些有意義的方式來表達敬意和感激。例如，播放病人喜歡的音樂、分享他

們的回憶和故事、發表一份感謝信等等。在最後的告別階段，家屬和親友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他們可以提供情感上

的支持和安慰，幫助病人渡過這個艱難的時刻。除了陪伴病人外，家屬和親友也可以協助處理後事和安排喪禮。在

告別階段，也許我們可以回憶起病人的生命中的美好時刻和貢獻，並向他們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同時，

也可以透過這個過程來體會生命的脆弱和珍貴，並思考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和使命。 

2.3 顧客自選主題 

需要舉行一場活動需要考量五個要素，人、事、時、地、物，人:舉辦這場儀式的主角要以什麼樣的角色站在

台上，事:用什麼方式出場，時:在一個別具意義的日子，地:成長的地方或是具有代表性的地點，物:使用的設備，軟

體、硬體，想展示給來參加賓客的影片、照片。 (梁崇偉，2017)。 

2.3.1 規劃服務 

在社會化的演變過程中，消費者越來越要求產品獨特性，供應者也必須具備相對的能力滿足顧客的需求，方

能有效率的創造自我的競爭優勢(潘昇陽，2019)。規劃自己的喪禮都是一個表達自主權和掌握生命的重要步驟。這

是你為自己留下的一個深刻而有意義的紀念，同時也為家人和朋友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共同紀念你的生命。 

死後的喪禮是給别人看的，只有生前的生活才是自己的，規劃服務是以服務為出發的起點，利用創新的想法

跟具體落實；它是，持續不中斷之間的過程，必須要持續相對的時間與資源，並且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可以依循(潘

昇陽，2019)。服務創新包括「不同的服務概念、全新的顧客介面、技術選項等構面」；新的服務概念，意指高度無

形服務創新；新的顧客介面，它指的是現有的顧客需求，進而改善提供消費者現有的服務方法，將現有的客戶跟潛

在的客戶聯繫起來(Den Hertog and Bliderbeek，2000；郭姿吟，2014)。 

小結：客製化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對於產品獨特性的需求，而在生前告別式上也可以適用此觀念。透過提供不

同的選項，例如傳統宗教儀式或是個人化小型儀式等，以及開放式或限定入場等方式，讓消費者能夠選擇最符合自

己需求的方式來進行告別式。同時，透過服務創新，包括提供不同的服務概念、改善現有的顧客介面、應用資訊科

技等方式，提高服務品質與效率，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提升競爭優勢。 

2.3.2 音樂選擇 

我們人一生不可或缺的東西很多，其中一個就是音樂，不論結婚喜慶、派對活動等都會出現，那麼人離世也是

人生的一部份，喪禮上自然該需要有音樂伴隨，且在告別式上播放音樂也能撫慰親朋好友的心靈，透過歌曲一同緬

懷逝者。 

現今告別式曲風多樣化，不再只有嗩吶誦經文，大部分人對於喪禮音樂印象多為嗩吶吹奏、佛經、或其他較悲

傷難過的曲風，但其實告別式歌曲可以很多樣！如：1.溫馨、安靜、文明的現代曲或古典樂 2. 快節奏動感的電音舞

曲，生前告別式的音樂選擇上來說，與一般傳統的生後告別式的差異在於生後告別式以離別、感恩等…較為悲傷的

曲風作為背景音樂，而生前告別式以個人選擇取向有溫馨的、開心的、搖滾的、浪漫的等等曲風。 

如果自己能提前在生前規劃在自己的告別式上的音樂 1. 讓彼此有共鳴的歌曲 2. 能夠宣洩情緒、撫慰人心的

歌曲 3. 屬於自己或家人的主題曲。會是個美好的回憶。人對音樂的感受是一個個體化的體驗，受到社會環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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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個人認知和情緒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使得音樂成為一種豐富而多樣化的藝術形式，能夠在不同的人群中

引起共鳴和情感共鳴(林志翰，2012)。 

小結：音樂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在喪禮上。音樂類別已細分到超過一萬種以上，且音樂風格的定義

是相當主觀的。現今告別式曲風多樣化，不再只有嗩吶誦經文。如果自己能提前在生前規劃在自己的告別式上的音

樂，會是個美好的回憶。每個人對於音樂的感受會因為社會環境、文化背景與音樂的觀念所影響。音量的大小與能

量也會影響人耳聽覺的感知。人類的情緒感情是相當多變化的，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針對情緒分類問題提出情緒模

型。 

2.3.3 布置樣式 

將生命的一個事件置入一個可看見或是可感受的領域(王聖閎，2020)。因為人類有感官跟反應系統，人類的行

為可以解釋成簡單的過程，過程是因為外在刺激而產生出的行為反應，進而使消費者產生消費行為(余宛蓁，2015)。

提供與創造出良好的顧客價值給客戶，且要站在消費者的立場來提供商品價值、屬性、品牌以及支援服務(Slywotzky, 

1996；Strauss and Frost, 2001)。諸多學者已經研究分析出人的生理會對色彩產生心理效果，並且發現人格特質對於

色彩偏好的影響也有諸多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林佳燕，2001；沈冠伶，2008）。人類的情緒將會受到色彩喜好的

影響（林書堯，1983）。 

小結:對於不同對象的消費者，只要主角本身提出需求，就能夠針對需要的項目作調整、協助，市場上只要是

用服務作為主要項目的職業，都可以依照消費者的需求提供最適化的商品服務，對於生前告別式的主體選擇，有關

係到每個人的喜好，依據個人主觀喜好作為主軸，讓前來參與的親友一走進會場，就能感受到主角的個人特色。 

2.4  行銷策略 

故事行銷，所指的是企業透過說故事的方式進行傳遞，將企業的經營、信念或者產品內容轉成簡單易懂訊息，

除了利用故事本身具有傳染力的與傳送性質，更可以與顧客的生活經驗相互連結，以達到產生感動與共鳴來提升銷

售業績(Escalas，1998)。行銷是一種社會與管理過程，經由此過程，個人和群體經由創造出來並且與其他人互換產

品和價值得到他們所需要和所求者(Kotler，1994)。將思想賣的好的辦法就是「行銷」，消費者與企業兩方都滿意者

就是行銷的關鍵(林炳東，2019)。策略指的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換一種說法，是為了達成企業的目標而採取的行動

(林炳東，2019)。身為組織需要創造穩健的品牌關係，需要透過消費者自我實現體驗，以服務為主要舞台、商品為

道具，發展出感官、思考、情感、行動與關聯等五大體驗行銷型式，創造出令消費者難忘的活動。因此，體驗來自

個人的親身參與與經歷，不光是生活特質的一部分，更是創造生活價值的來源(Schmitt，1999)。 

小結：故事行銷是企業透過說故事的方式進行傳遞，將企業的經營、信念或者產品內容轉成簡單易懂訊息。行

銷是一種社會和管理的過程，個人和群體經過創造並且與其他人交換產品與價值得到他們所需要和所求者。策略指

的是達成目標的手段。行銷是一種透過商品與服務需求產生倍預期、被擴大與被滿足的經濟結構。體驗行銷多用於

在消費者實際體驗有關係的產業，例如文化產業與服務業。體驗是針對消費者內在進行的行銷手段，加強品牌與消

費者的認知或情感連結。對於生前告別式最好的行銷策略來說，就是以不同的場次的特色主題，開放對生前告別式

好奇、有興趣的觀眾一同參觀。 

2.4.1 製作件綠片 

個人紀錄片指的是以某個人物為主或是以人物生活相關的紀錄片，如電影明星傳記或是有名的政治人物傳記

等，這類型的紀錄片對傳 統的紀錄片創作者來說，沒有任何存在意義，但並非所有的個人紀錄片都是以吃 喝玩樂

荒誕生活為主，也有一些是有關於生活省思，或尋找自我、提升自我意識 等相關的作品（李道明，2013）。 

一開始的「紀錄片」僅指「旅遊片」，後來「紀錄片」從單純紀錄旅遊風光發展到具有劇情結構，約翰‧格里遜

認為可以「是否使用自然素材製作的影片」為基準，劃分出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異，提出了關於紀錄片的三項首要

原則（Grierson，1966）。『紀錄片』不是一個東西，而是與影片之間的一種主觀性的關係，是觀眾的意思最後決定

了影片對象的類型(Sobchack，1999)。 攝影機便是眼睛，反對人為的安排及角色扮演，認為應該要捕捉生活原始樣

子才是最真實的（Nelmes，2006）。創作者或者作品標示的本身要讓觀眾相信這種相關性，影片也還需要具有「見

證人」與「敘事」(Brian Winston，2019)。蒙太奇手法是現代電影常用的重要鏡頭轉換方式，用於一個時空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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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時間敘述兩件事或更多，讓觀眾產生時空錯覺，後再將故事連接起來，可以達到壓縮時間的效果，同時也會

提高影片的節奏(王樂，2017) 

如果說紀錄片是一個複雜的傳達過程，透過敘事的行為發出創作者的「聲音」，表達躲在攝影機後方的創作者

對世界的看法，就是一次傳送權利的使用行為，而傳播權立論基礎恰好是社群主義，即是傳播而論，人是屬於群居

動物，群居的生活必定會有傳播行為，因此可以說是人在本質上也算是傳播的動物(陳頌，2022)。 

小結：紀錄片的特點包括捕捉生活的原始樣貌，攝影機充當眼睛的角色，反對人為安排和角色扮演。紀錄片需

要具備見證人和敘事元素，以建立觀眾與影片之間的關聯。在剪輯技巧方面，情緒剪輯、節奏剪輯和景別剪輯都是

考慮的要素。紀錄片是一個複雜的傳達過程，透過敘事表達創作者對世界的看法。紀錄片是創作者傳達聲音和傳送

權利的方式，基於社群主義的傳播權立論，認為人類是群居動物，傳播行為是其本質。在生前告別式的紀錄片裡，

可以做為個人收藏或是以專輯的方式錄製販售。 

2.4.2 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使用的過程中，使用者往往不僅僅執行單一的行為，而是進行多種不同的活動和互動(Brandtzaeg，

2012)。自 1994 年 Geocities 成立以來，社群媒體的發展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和成長。社群媒體不僅成為人們社交和互

動的重要平台，還扮演著傳播資訊的重要角色，與傳統媒體如電視和報紙相互補充(羅立峰，2021)。根據英國皇家

公共衛生局的心智狀態調查，社群媒體在自我認同、自我表達、社群建設和情感支持等方面確實受到了正向的評價。

這意味著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可以建立自己的身份，表達個人觀點和情感，建立社交關係並獲得情感上的支持(The 

New Lens，2017)。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交關係的一部分已經轉移到了社群媒體平台上。在社群媒體的多樣性環境中，不同的使

用者會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社群媒體使用風格(Vitak＆Kim，2014)。跨/多社群媒體的使用也正好提供使用者抒發不同

的情緒，不同的社群特徵、使用功能上的差異，使得使用者在跨/多社群媒體環境裡，有不同的情緒展演，透過平台

之間的相互轉換，讓使用者得以表達不同的情緒表現(Marwick＆Boyd，2011)。 

小結：社群媒體的使用可以帶來正面的自我認同、自我表達、社群建設和情感支持。在數位化的時代，人們在

社群媒體上展現自己的行為分為「前台」和「後台」，前台是面向他人的展示，而後台則是不對外展示的一面。社

群媒體提供了更高的匿名性，使得人們更樂於在社群媒體上展現自己，並且展現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網際網路提

供了打造自我形象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社群媒體上的關係不再局限於少數友人和熟人，而是擁有

成千上萬的網絡關係。 

2.4.3體驗評論 

體驗價值源自於顧客價值的概念，在市場上如果需要保持領先的優勢，就必須要創造體驗的價值(Kotler and 

Armstrong，2000)。評論價鍵是在於消費者隱含在網路中，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偏好資訊(Duan et al.,2008)。體驗行銷

的方式能夠帶來無限大的商機，不過體驗行銷中的缺點，就是成本高昂，在規劃體驗行銷之前，店家往往要考慮成

本問題，體驗行銷中會加入許多消費者體驗環節，與其他行銷手法比較之下，體驗行銷於人事與禮品方面支出會相

對較高，因此執行體驗行銷之前，公司要對於成本壓力做好考量，對公司來說才能減低體驗行銷帶來的負面影響(林

玥彤，2022)。 

小結：體驗價值和評論價鍵對於市場的競爭優勢和消費者行為具有重要影響。為了保持領先優勢，企業需要

創造具有體驗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並注意消費者在網路中隱含的偏好資訊。體驗行銷的成本較高，因此企業在規劃

體驗行銷策略時需要考慮成本壓力，特別是人事和禮品方面的支出。有效地控制成本可以減低體驗行銷帶來的負面

影響。體驗行銷可以降低消費者的選擇困難，提升對產品或服務的感受度，但企業需要在成本控制上謹慎考慮，以

確保體驗行銷的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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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使用研究辦法，分析層級程序法(AHP)進行相關研究，包括確認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結合研究者實務

經驗，確認層級架構、建立專家問卷對各層級間屬性的相對重要性以建立相對權重、建立成對矩陣並計算特徵值與

特徵向量、驗證一致性確認信度。制定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圖4 AHP 法的步驟流程圖(郭信霖，2011) 

3.1.1 層級分析法 

AHP 的目的是將複雜問題系統化，由不同的層面給予分解，並透過量化的方法，尋得脈絡後綜合及交叉評估，

進而對方案排序擇優。 

Ramanathan(2001)認為層級分析法包含下列四個步驟來處理決策問題: 

(1) 將決策問題建構成階層(hierarchy)模式 

(2) 藉由程度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獲得判斷矩陣 

(3) 求算矩陣本身之優先順序(priority)及一致性(consistency) 

(4) 整合各階層求算出順序(相對權重)，以求出各可選擇方案的綜合相對權重，作為選取最適方案的基準。 

3.1.2 建立層級架構 

建立流程為第一要決策的問題，第二評估目標標的，第三評估標的的準則，最後評估方案決策的層級的架構，

層級多或少將影響其複雜性及研究問過程中，問卷者填寫能否順利完成或準確性提高，都應周全考量。需注意：1.

層級一是代表要評估的總目標。2.同一層級放重要且相近的要素。3 層級的各要素應具獨立性 4. 最低層級要素即為

替代方案。如圖所示: 

 

 

 

 

 

 

 

 

 

圖5 AHP 基本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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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AHP 的評估就是在同一個層級內，各個因素要兩兩互相比較，進而確認因素間的相對重要性。其評估尺度分

為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和絕對重要，以 1、3、5、7、9 為衡量值，另衡量值 2、4、6、8 代表重

要性介於相鄰兩尺度之中間值，如表所示: 

表1 層級分析比較法之評比尺度 

 

 

 

 

 

 

 

 

 

 

 

 

 

 

 

建立成對矩陣是依據專家問卷調查的結果，將問卷結果之因素衡量數值置於成對比較矩陣 A 的上三角部分，

代表準則 1 相對於準則 2 的相對重要性，而下三角部分的數值為上三角相對位置數值的倒數， 

亦即𝑎21 = 1/𝑎12。主要對角線的區域為指標自己與自己比較，也就是𝑎11,𝑎22,….𝑎𝑛𝑛的衡量值皆為 1。 

n 個屬性彼此評比之成對比較矩陣，如下（3.1）圖示，（簡禎富，2005）。 

 

                                  (3.1) 

                                             

 

一、取特徵值和特徵向量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後，使用數據分析中常用之特徵（eigenvalue）解法，求出特徵向量( Priority vector )。依據

數值分析理論，假設矩陣 A 為一個的一致性矩陣時， A 的特徵向量 X 和特徵值 λ 和矩陣 A 的關係如下（圖 3-

2）所示，（簡禎富，2005）。 

                                      (3.2) 

                                                                 (3.3)                                                                                  

層級分析法(AHP)因為理論簡單、邏輯明確及具有實用性，所以受到學者廣泛應用，透過系統化的分析將各個

問題構面與因素準則進行層級化的架構組織，此層級式架構組織有助於決策者對於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整體的瞭解，

在工作進行時也易於檢視進度與目標的達成。 

式(3.4) 中特徵向量 X 必須為非零向量，且 det(A -λI) = 0。將行列式解開後，即可求得矩陣 A 的 n 個特徵

值 λ，其中最大特徵值標記為𝜆𝑚𝑎𝑥。如式(3.1)所示，𝑎𝑖𝑗為屬性𝐴𝑖之權重，並定義𝑎𝑖𝑗 =
𝜔𝑖

𝑊𝑗
，則成對比較矩陣可以改

寫如式(3.4)所示，（簡禎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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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令 W 為 n 個屬性的權重向量，也就是                                        則則成對比較矩陣 A 與權重向量 W 內積可

得式(3.5)，（簡禎富，2005）。 

           

                                           

 

                           (3.5) 

 

依據式(3.2)對特徵向量之定義，可發現式(3.5)中權重向量 W 恰為成對比較矩陣 A 之特徵向量，且 n 為特徵

值的其中之一，故式(3.5)可改寫為式(3.6)，（簡禎富，2005）。 

A‧W = 𝜆𝑚𝑎𝑥‧W              (3.6) 

 

由於權重向量 W 為非零向量，並滿足𝑤1 + 𝑤2 ...+ 𝑤𝑛  ━ 1，而成對比較矩陣 A 於式(3.6)得出，因此可依

數值分析理論求解最大特徵值𝜆𝑚𝑎𝑥與特徵向量，也就是權重向量 W。 

四、 一致性檢定 

理性決策者的偏好架構應該滿足遞移律(transitivity)，理想上成對比較的結果應該滿足遞移率。舉例，若 A：

B＝3：1 且 B：C＝3：1 則 A：C＝9：1。然而，不容易完全依照遞移率，因此容許遞移性稍微降低，但需測試一

致性程度。一致性依然是指決策者在評估過程中所做的判斷是合理的，無明顯之前後矛盾（簡禎富，2005）。 

                          

 

                       

 

                                                                                    

                                                      (3.8)                                                       

根據 Saaty(1980)之建議，以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  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 ) 來檢

定一致性，說明如下： 

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 

指最大特徵值(λmax)與階數(n)兩者之差異程度，可作為判斷一致性高低的評量準則。而計算公式為 C.I.= 

(λmax-n) / n-1，假使 C.I.值愈小，則一致性愈高；若 C.I.≦0.1，則表示成對比較矩陣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 

2. 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C.R.) 

C.R.的大小會受到矩陣階數及評比尺度數之影響，即 C.R.=C.I./R.I.。所謂 R.I.是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 R.I.)，

經由隨機產生的正倒值矩陣而來。R.I.值隨矩陣階數的增加越大，假如 C.R.≦0.1，則表示成對比較矩陣中之評比數

值具有可接受性。各階層比較項目數 n 及其相對隨機指標 R.I.值則如表 3-2 所示。 

表 1  AHP 中各階層比較項目數 n 及其相對隨機指標 R.I.值 

   

 

 

資料來源：Saaty（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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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準則權重之計算 

一致性計算完成後，便可決定層級二(構面)及層級三(準則)的優勢權重，優勢權重大者，表示該方案越重要，

每個構面下的準則也可以因此而排序，或全部準則一起排序來做決定方案的優先順序。 

3.2  研究構面與準則平選+ 

本研究指標是依照生前告別式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為研究對象，經由文獻探討、結合

研究者本身實務經驗以 AHP 法進行問卷。 

3.2.1理念推廣 

理念推廣中針對生前告別式整體過程，透過文化的創新來將生前告別式轉變成一場更加正向的儀式，讓人們

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並且讓更多人對生前告別式這個文化傳統有更深刻的認識。 

3.2.2 顧客自由選擇主題 

提供生前告別式主角本身的自主選擇，從整體式場規劃出能夠凸顯出個人特色的風格，讓主角本能有實現一

種願望，或是將個人表達出如果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我想以甚麼樣的角色作為結尾。 

3.2.3 行銷策略 

現代資訊爆炸的時代，企業除了追求經濟效益外，也應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透過傳遞正確的訊息，企業能

夠提供更多元的知識和資訊，讓消費者得到更好的教育和認知。在殯葬業這個特殊的行業中，透過行銷策略將生前

告別式重新定位，除了能夠拓展市場，也能夠讓大眾重新認識殯葬業的價值和意義，並進一步了解這個行業對於社

會的重要性。因此，企業應該透過各種方式，承擔起教育的責任，並且讓大眾更加了解自己所從事的產業，以達到

提高消費者認知和滿意度的效果。 

綜上所述，建構出本研究之架構圖及彙整出殯葬產業之創新：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時，所重視的三大

構面，分別為「理念推廣」、「顧客自由選擇主題」及「行銷策略」，而各個構面所屬之重要衡量因素的評選準則，

如下說明: 

 

 

 

 

 

 

 

 

 

 

 

 

圖6 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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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評鑑指標定義 

主評選 

指標 
次評選指標  指標定義 

理念推廣 

敘述生命故事 
藉由述說生命的故事，來實踐這些故事中所隱藏的自我期望，始得自己逐漸變成當下

所呈現的樣子，我的故事還在持續中。 

表達愛的方式 把愛說出口，用最直接的語言表達心中的想法。 

有準備的告別 舉辦葬禮是喚起家庭歷史和記憶的場合，所以無論是什麼形式，其價值都不會改變。 

顧客自主選擇主

題 

規劃服務 
自己規劃的喪禮以終為始是一種獨特而意義深遠的方式，讓您能夠在生命的結束之際

主導自己的人生。 

音樂選擇 告別式上播放音樂也能撫慰親朋好友的心靈，透過歌曲一同緬懷逝者。 

布置樣式 針對主角定位布置出最符合的風格 

行銷策略 

錄製專屬的回憶

錄 

針對個人紀錄專屬的回憶錄 

社群媒體 在社群平台上，公開承辦案例 

體驗評論 開放參與民眾於社群平台公開評論 

3.3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以可能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並進行訪談意見蒐集，預計發放 15

份。問卷內容為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並予以歸納整理為本研究之殯葬產業之創新：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

因素之評估構面及準則。  

殯葬產業之創新：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的建構分兩個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經由相關文獻探討以確認城及架構，第二階段、對確認後的層級架構內各個層級兩兩屬性成對比

較之問卷，以計算出相對權重。第二階段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問卷調查對象可能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

式的客戶群 

4.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章依第三章研究方法所得內容與架構，運用層級分析法探討殯葬產業之創新生前告別式的關鍵因素。第一

節說明資料來源與內容分析，第二節為依據問卷結果進行層級分析法之權重分析。 

4.1資料來源與內容分析 

本研究發放問卷對象以高雄市楠梓區某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醫療院所跟殯葬服務公司進行合作關係，可

以有效提高整個社會對生死的認識和理解，並透過邀請可能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我們希望

能夠協助進行評估指標相對重要性比較的問卷調查。在此次調查中，我們總共發放了 15 份問卷，並成功回收了全

部 15 份，達到了 100%的回收率。 

以性別分析，所佔比率女性（80%）高於男性（20.5%）；而年齡層分析，41~50 歲最多（40%）。 

AHP 之層級架構運用專家問卷，主要探討主題『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為目標，分為二個

層級說明，主層級為三個構面及次層級為九個準則，進行兩兩指標互相比較其重要性，建立成對矩陣，計算優先向

量與求取最大特徵值，並以此優先向量進行一致性檢定，當 C.I.≦0.1 及 C.R.≦0.1 為指標驗證其符合兩兩比較之

前後，並且表示可以接受成對比較矩陣之一致性程度。經驗證其一致性，結果全數收回之專家問卷均符合一致性，

亦即 C.I.≦0.1 及 C.R.≦0.1。因此，本研究將以 15 份能之潛在客戶或會使用到生前告別式的客戶群進行權重分析。 

4.2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決策工具軟體 Power Choice 計算，求出各構面及準則之相對權重及排序，進行殯葬業服務創新-

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及權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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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構面衡量分析 

第一層級是以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為主題，相關因素分別為理念推廣、顧客自選主題、行

銷策略等三個構面。根據表 4 得知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構面衡量分析，依重要性順序分為理念

推廣(0.405190)＞顧客自主選擇主題(0.26694) ＞ 行銷策略(0.298856) 。其 C.I.0.003=<0.1；C.R.0.0005=<0.1，表示

判斷符合一致性。 

表4 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構面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4.2.2 準則分析 

第二層級是以理念推廣、顧客自選主題、行銷策略三個構面，其影響因素分別為敘述生命故事、表達愛的方

式、有準備的告別、規劃服務、音樂選擇、布置樣式、錄製專屬的回憶錄、社群媒體、體驗評論、等九個準則。根

據第一層級之構面的整體評選準則衡量分析結果，依序重要性順序進行分析如下： 

(一)「理念推廣」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 

由表 5 得知在理念推廣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依重要性順序分別為敘述生命的故事(0.160634)＞表達愛的

方式(0.134088)＞有準備的告別(0.110425)。其 C.I.= 0.00201 <0.1；C.R.=0.0034<0.1，表示判斷符合一致性。 

表5 理念推廣構面之評估準則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二)「顧客自選主題」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 

由表 6 得知在顧客自選主題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依重要性順序分別為規劃服務(0.109003)＞音樂選擇

(0.088603)＞布置樣式(0.099875)。其 C.I.=0.00065<0.1；C.R.=0.00113<0.1，表示判斷符合一致性。 

  

構面 理念推廣 顧客自選主題 行銷策略 

理念推廣 1 1.4004 1.3251 

顧客自選主題 0.7140 1 1.0204 

行銷策略 0.7546 0.9799 1 

局部權重 0.45190903 0.2966942895 0.2981562201 

重要性順序 1 3 2 

λmax=3.00063          C.I.=0.0032       C.R.=0.00055 

構面 敘述生命故事 表達愛的方式 有準備的告別 

敘述生命故事 1 1.1247 1.5505 

表達愛的方式 0.8890 1 0.1400 

有準備的告別 0.64492 0.8771 1 

局部權重 0.39648 0.33096 0.27255 

重要性順序 1 2 3 

λmax=3.00401         C.I.=0.00201        C.R.=0.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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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顧客自選主題構面之評估準則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三)「行銷策略」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 

由表 7 得知在行銷策略構面之準則評選衡量分析，依重要性順序分別為錄製專屬回憶錄(0.10772298)＞社群

媒體(0.10109637)＞體驗評論(0.08933686)。其 C.I.=0.00250<0.1；C.R.=0.00431<0.1，表示判斷符合一致性。 

表7 行銷策略構面之評估準則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4.2.3整體權重分析結果 

在構面項下計算出各準則之權數比重後，需再評估各準則在整體所代表之權重，透過計算綜合權重，可比較

在各項構面下的準則其重要性排序結果。根據上述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之結果分析，並依

據評選三個構面及九項準則之重要性順序，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構面 規劃服務 音樂選擇 布置樣式 

規劃服務 1 1.18661 1.140658 

音樂選擇 0.842734 1 0.862377 

布置樣式 0.876686 1.159585 1 

局部權重 0.367391 0.298636 0.333971 

重要性順序 1 3 2 

λmax=3.0013        C.I.=0.00065      C.R.=0.00113 

構面 錄製專屬的回憶錄 社群媒體 體驗評論 

錄製專屬的回憶錄 1 1.143766 1.123815 

社群媒體 0.874304 1 1.214806 

體驗評論 0.8898261 0.8231764 1 

局部權重 0.361297 0.339071 0.299631 

重要性順序 1 2 3 

λmax=3.00500        C.I.=0.00250      C.R.=0.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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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估準則之整體權重結果分析 

本研究架構九項評估準則的整體權重分析結果，根據表 8 依重要性排序，前面五項分別以「敘述生命的故事」

為考量之最關鍵因素，其次為「表達愛的方式」的影響，第三「有準備的告別」、第四「規劃服務」、第五「錄製專

屬回憶錄」。此外，專家認為在九項評估準則，重要性排序較後者的項目為「布置樣式」、「體驗評論」、「音樂選擇」，

三者整體權重皆小於 0.1，其結果表示專家認為在進行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項目決策時，此

三項評估準則被考量之比重相對較低與其他評估準則作比較時。 

 

5.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整合第四章之研究結果進行完整的論述，共分三節說明，第一節、研究結論；第二節、管理意涵；第三

節、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5.1 研究結論 

生前告別式在近年來逐漸在海內外興起，不僅提供了當事者與親朋好友告別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當事者能

夠表達內心複雜的感受，並找到對內心疑惑的答案。這樣的告別式有助於跨越內心的障礙，讓當事者能夠更好地釐

清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生前告別式還能讓親友們從其他角度認識當事者。當其他親友討論著彼此相處的點滴時，他

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原來他也有這樣的一面！」這樣的告別式使親友對當事者的認識更加豐富和多元化。生前告

別式不僅是當事者告別的場合，更是一個讓當事者表達內心感受、釐清疑惑、與親友深入交流的機會。同時，它也

豐富了親友對當事者的認識，讓彼此更加連結和理解。這樣的告別式在促進情感交流和人際關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

義。當我們面對人生的終點時，我們常常會意識到生命中的重要性和珍貴性。在規劃自己的喪禮過程中，我們開始

重新評估我們與親友之間的關係，並深刻體會到彼此之間的連結和情感。 

生前告別式是一種特殊的儀式，讓當事人能夠在自己還在世時參與自己的告別過程。這樣的儀式可以讓當事

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說再見，並在告別的過程中保有尊嚴和自主權。相較於一般的告別式，生前告別式能夠避免當

事人離世後所產生的灰色地帶。當事人有機會在生前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告別世界，並在親友心中保留著特定的

形象。這樣的儀式能夠讓當事人在親友心中留下一個美好而真實的形象，而非僵硬蠟黃的形象，生前告別式提供了

一個獨特的空間，讓當事人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和時間告別這個世界。這樣的儀式不僅讓當事人感到安心和尊重，也

給予了親友們機會去理解和接納當事人的選擇。這種自主權和尊嚴的保留對於當事人和其所愛的人們來說都是非常

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規劃生前告別式時，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和價值觀。這樣的儀式需要謹慎地籌劃和組織，

構面排序 構面 準則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理念推廣 

敘述生命故事 0.160634 1 

表達愛的方式 0.134088 2 

有準備的告別 0.110425 3 

2 顧客自選主題 

規劃服務 0.109003 4 

音樂選擇 0.088603 9 

布置樣式 0.099088 7 

3 行銷策略 

錄製專屬的回憶錄 0.107722 5 

社群媒體 0.101096 6 

體驗評論 0.08933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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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當事人能夠在舒適和尊重的環境中進行告別。同時，也需要與家人和親友溝通，讓他們理解並支持當事人的選

擇。生前告別式可以為當事人帶來心靈的平靜和滿足感，同時也能為親友們提供一個珍貴的機會，與當事人共同參

與並見證這個重要時刻。這樣的儀式讓當事人能夠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人生，並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在所

愛的人們心中。 

生前告別式確實在於其精神和意義。透過這樣的儀式，無論是當事人還是參與者們，都有機會分享彼此的生

命歷程，並重新面對屬於自己的挑戰。這樣的儀式不僅讓人們面對死亡的恐懼，更重要的是將它轉化為活著的動力。

它提醒我們要珍惜每一天，活出真實和有意義的生活。同時，生前告別式也能夠幫助我們轉變那些對於死亡所帶來

的遺憾和無奈，將其轉化為一種溫暖和力量，繼續前行。這樣的轉化過程讓我們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

目標，並更加認真地去生活。它提醒著我們生命的脆弱和有限，同時也激勵著我們活出最好的自己，追求自己真正

渴望的事物。生前告別式是一個特殊的機會，讓我們在生命的終點站之前，回顧自己的人生，反思過去的經歷，並

與親友分享這段旅程。它提醒著我們生活中的重要價值和人際關係，讓我們更加珍惜並感恩所擁有的一切。這樣的

儀式帶給我們更深層的體悟和覺醒，並成為我們在人生旅程中的指南和引領。它讓我們能夠以更有意義和有目標的

方式生活，並持續前進，無論面對多少困難和挑戰。因此，生前告別式的精神不僅在於告別，更在於重新理解生命

的價值，並將這份意識轉化為行動和積極的生活態度。透過這樣的轉變，我們能夠以更豐富、有意義和充滿希望的

方式度過自己的有限時光。 

一、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之結果分析，並依據評選三個構面、九個準則，經分析層級

程序法(AHP)得到驗證其一致性結果均符合 C.I.≦0.1 及 C.R.≦0.1，由此可知已經達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

之關鍵因素篩選指標。 

二、根據表 8 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估準則之整體權重結果分析，並依據評選三個構面及

各項準則重要性順序，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 三個構面以理念推廣最為重要，推廣生前告別式重視的一環，關係到殯葬業服務創新-生前告別式。其中敘

述生命的故事最為重要，故事是有生命的，如果不把它說出來，那麼故事將會死亡，將會永遠消失(唐甫光，2012)。 

2. 在顧客自選主題構面方面，以規劃服務最為重要。規劃服務是以服務為出發的起點，利用創新的想法跟具

體落實。當事人有權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安排喪葬禮俗，這可以為當事人和親友提供一個更加個性化和有意義的告

別經歷。無論是選擇一個簡單而私密的儀式，還是舉辦一場盛大而慶祝的儀式，都可以讓當事人在人生的終點以自

己喜愛的方式告別世界。 

3. 在行銷策略主題構面方面，以錄製專屬的回憶錄最為重要，把追思的影片製作成典藏回憶、化作永恆。 

4.最不重要的項目為體驗評論與音樂選擇，對於受訪者表示，首先要舉辦這場生前告別式的決定已經是對於現

今的文化造成衝擊，要說服舉辦者辦理一場屬於自己的生前告別式時，要先說明理念，讓理念能夠被接受材會走到，

後續選擇是否將這場的體驗評論於其他人，而音樂的選擇一定是先有規劃才會將整體規劃的風格形式，選擇適合的

音樂風格。 

5.2 管理意涵 

本研究所建構殯葬產業創新並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模式，根據實證結果分析，殯葬產業創新推動

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在我國一般大眾鮮少知道，是以本研究成果對於我國殯葬產業之創新與突破，能給予大眾

與殯葬業者做為新興的服務方式。對於殯葬業者理念推廣選項為首要選擇的項目。 

(1) 在自主權角度來看:生前告別式提供了個人主動參與自己告別儀式的機會。人們可以表達對他們自己生

命的意義和價值的方式，選擇合適的音樂、讀詩或分享個人故事。這種自主權使人們在生前能夠以他們認為最適合

的方式告別親友。 

(2)紀念價值角度來看: 生前告別式還有助於創造一個更有紀念價值的葬禮。通過個人化的元素和活動，例如

通過個人化的元素和活動，例如展示個人照片、影片或回顧生平重要時刻的活動，生前告別式可以創造一個更具紀

念價值的葬禮。這樣的紀念活動可以幫助親友更深入地了解和慶祝逝者的生活，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一個共同回憶和

紀念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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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對於人際之間和諧的角度來看: 生前告別式為家人和朋友之間的和諧關係提供了機會。當人們能夠清楚

地表達他們的希望和願望時，可以減少因葬禮安排而引起的家庭糾紛或不和諧。此外，家人和朋友知道他們正按照

他們摯愛的意願來進行告別，可以帶來一種平靜和安慰感。 

5.3 研究限制級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儘量要求客觀與完整但基於資源因素限制之下，在研究探討的過程仍有下列限制，提出以下建議給

後續研究者參考。 

5.3.1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與範圍之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力及資源等因素，問卷調查對象僅為高雄區高雄市楠梓區某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

並沒有包含國內所有地區的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所以有效專家問卷樣本數量尚無法反映台灣所有各地區之醫

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的實際狀況，可能使本研究結論受到限制。 

(二) 研究工具之限制 

本研究採用了分析層級程序法(AHP)作為研究方法。這個方法結合了相關文獻的探討和專家訪談，確認了研究

的層級結構。在問卷設計方面，我們力求使用簡單明瞭的用詞，以確保受測者能夠清楚理解問題。受測者可能會受

到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干擾，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填答問卷的品質和內在信度。這些因素可能導致受測者對問卷中的認

知存在差異，進而對結果的真實性產生影響。為了盡量降低這些干擾因素的影響，我們在問卷設計上儘可能考慮了

各種潛在因素，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這包括適當的說明和引導，以及對受測者提供清晰的問題指引。同時，我們

也採取了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以確保對問卷數據進行可靠的分析和解釋。 

5.3.2 後續研究建議 

(一) 研究對象之擴展 

本研究之對象為高雄市楠梓區某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高雄楠梓區之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所面對的問

題與其他各地區的醫療服務人員，所遇到的問題可能不盡相同，使評選指標之間權重結果會有所不同，因此，建議

後續研究探討可以擴大發展至高雄其他各地區醫院從事醫療服務人員，，可比較差異對在不同階層別或產業別做更

進一步探討，求出不同權重系統或將推動生前告別式在不同產業別之發展系統。 

(二) 後續研究參考本研究提出的關鍵因素評選模式 

台灣在殯葬產業中，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之結果分析的關鍵因素為理念推廣，針對此關鍵議題本

研究未再更進一步探討，對於未來研究者建議可延續此議題深入分析，著重於推動生前告別式之關鍵因素評選指

標。 

(三)依據研究結果，對於推動生前告別式提供以下策略 

1.提供教育資訊:許多人對生前告別式的行式可能不太了解，或者對 

於主動參與自己葬禮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可以透過舉辦網路講座，撰寫相關文章來提供教育資訊。 

2.強調個人自主權:生前告別式的核心價值在於尊重個人的自主權和 

意願。在推廣的過程中，著重強調這一點，讓人明白可以依照自己的 

方式與風格來規劃告別儀式，這樣可以更好的表達個人的價值和意義。 

3.提供案例分享和個人故事:案例的分享與個人故事的敘述對這種陌生的形式來說，是非常有力的推廣工具，

邀請那些曾經參與或自己曾經有位自己辦過生前告別式的經驗與感受，讓其他人能夠由這些人真實的故事中獲得啟

發和信心。 

4.建立合作夥伴關係:與醫療機構、老年福利組織、社區團體等建立合作伙伴關係，可以提高議題曝光度和影

響力。共同舉辦活動、提供相關資源互相交流推廣，可以擴大目標受眾，促進議題推廣和接受度。 

5.聯繫社區和宗教組織:社區和宗教組織在推廣生前告別式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這些團體合作，舉辦

有關生前告別式的工作室、研討會或宣傳活動，凝聚地方重要社團，可以達到更廣泛的影響和接觸目標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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