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加值服務-【開創產業產值與強化商品安全】躍升計畫 

「行銷生活化 L」─微電影執行方案 

壹、方案說明 

一、背景描述 

就行政生態學觀點而言，機關是一部行政機器，而“檢驗”則如同

我們的心臟且蘊涵著動詞與名詞兩種詞性，在一般認知下”檢驗”是

由儀器與數據排列組合而成，那些生硬不帶情感甚或有些冷癖的專業

術語，如何在網路發達的時代突破資訊誘惑困境轉換成大眾化語言形

成聚焦，確實具挑戰且肩負傳達特定訊息的使命，隨著行銷手法推陳

出新，如何在彈指間遼闊視野兼具教育功能，是分局推廣業務以來一

直思索與不斷改進所在，單就傳播媒體型態，從早期進錄音室錄製總

局玩具行銷短片製作成光碟到以繪聲繪影軟體自製 7 部影片上傳 You 

Tube，無不希望透過聲音與影像傳遞訊息。 

這些經驗堆砌於今看來，似乎也是孕育分局拍攝微電影的舖陳，既是

水到渠成就沒有太多躊躇，況且微電影製造的效果是以故事為本又有

特定任務與分局業務屬性相契合，且能達到”理性檢驗;感性呈現”的

訴求，分局跨課室「業務推廣微電影拍攝工作小組」在 104 年 1 月因

應而生。 

分局錄音由總局製成光碟片 
各課室以繪聲繪影軟體錄製 7部短片

上傳 YouTube 

 

二、方案重要性 

在工作小組成立召開第 1 次會議之際，分局長即對未來執行方針建構

藍圖，如拍攝主題的設定、故事劇情的安排及設備與後製等由點到面



規劃業務推廣

微電影拍攝工

作小組成員與

運作模式 

的呈現，拍攝素材尚須考量各課室檢驗業務之特色並能彼此相互支

援，畢竟微電影與純粹的聲音與影像不同，在說故事前需要有「拆解

產品」決定要從產品的哪個點變成故事來講，而不是直接置入商品也

不是單純講一個故事，因此，如何有效”行銷機關業務；形塑機關形

象”是本次拍攝重點，也希望透過簡單的設備、有限的預算能讓更多

的人瞭解，”檢驗”不只是實驗室的儀器操作也不是檢驗報告的紙本

數據，他就如同商品的護照挹注機關對消費者安全的用心與嚴謹。 

三、執行流程圖 

 

 

 

 

 

 

 

 

 

 

 

 

 

 

 

 

 

 

 

 
影片上傳分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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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業務推廣微電

影拍攝工作小組 

二、微電影影片觀賞 

一、會議紀錄 

二、各課室撰寫劇本 

三、發函邀請

專業人士技術指導與審

查劇本撰寫 

前期製作:決定演員角

色、道具、時間、場

地、拍攝機具等 

一、分鏡表 

二、監製團隊分工表 

三、管理拍攝計畫表

實戰拍攝:場勘、收音效

果、照明光源等。 

後期製作剪輯 



貳、預期績效 
一、外部效益 

（一）藉由故事化手法讓民眾易於瞭解應施檢驗商品的標識內容與商品

安全標章及不安全商品可能造成人體危害之提醒。 

（二）以置入性行銷將場景順勢延伸至分局教育中心、電器實驗室、嘉

義辦事處卡式爐專業實驗室等，可藉此讓民眾認識分局與瞭解實

驗室檢測過程及環境。 

（三）拍攝主題貼近民眾角度而非機關立場，並透過角色詮釋來明確傳

達機關業務與定位。 

（四）跳脫制式推廣方式，將檢驗業務導入生活化劇情並藉由不同拍攝

手法吸引不同年齡層民眾。 

二、內部效益 

(一)拓展同仁視野藉由跨領域刺激思維與腦力激盪，日後或能發展 另

一專長甚至興趣，更重要的是能反饋到自身專業領域，進而跳脫窠

臼以不同心態與角度精進業務。 

(二)跨課室合作除了學習瞭解彼此業務，更能在拍攝過程中產生革命情

感凝聚向心力，尤其機關面臨改制與轉型之際，通才的培育市必要

與正視的問題，畢竟檢驗工作是經驗傳承;行政業務是幕後輔臣，

兩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廢。 

參、執行方法 

一、成立業務推廣微電影拍攝工作小組：為強化分局業務推廣徹底加強為

民服務，分局長指示可仿效「微電影」形式呈現，為此誕生工作小組

並由秘書層級主持工作進行。 

二、小組成員教育養成與培訓：為使各課室推薦之同仁能對「微電影」定

義與劇本撰寫具概念，挑選中小學自製得獎之微電影作品供小組成員

觀賞。另，為讓故事撰寫具戲劇張力，邀請現任職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之翁瑞鴻老師指導小組成員劇本寫作技巧，並就各業務課室劇本內容

進行審查同時提出其之建議與拍攝技法運用。 

三、微電影前期製作：小組成員就角色選取、場景地點、拍攝時間、攝影



裝備及道具清單等預先排定行程，必要時先召開拍攝行前會進行討

論，局外場勘部分應就四周環境產生之收音干擾與光源強度及天候併

予考量。 

四、微電影拍攝：按分鏡表進行演員走位、拍攝角度選取、運鏡及燈光光

源補強與錄音效果測試，由導演指揮調度現場，進行拍攝現場清場作

業避免演員情緒受到干擾，錄影、收音與打板及側拍等人員就定位，

每一分鏡頭拍攝過程應考量後製剪輯時影像與聲音之結合。 

五、微電影後期製作：後製如同微電影的彩粧師，從剪輯、調色、配音及

上字幕等能否在短短的時間内將完整劇情、飽滿的人物細節、深刻的

内涵寓意傳遞給觀眾，從而與觀眾形成良好的互動，是需要費思度

量，此部分對小組成員而言是另一挑戰與試煉。 

肆、實施辦法 

一、拍攝主題與方向定位： 

（一）事前準備：需評估業務屬性之商品可否以故事手法切入。 

（二）撰寫劇本：商品故事化欲呈現之效果與方式及故事內容可否完整

詮釋欲表達之訴求且避免流於說故事形態。 

二、實景拍攝： 

（一）場景佈置、演員裝扮與走位、道具位置及光源需考量前後分鏡銜

接的問題避免剪輯時需再次補鏡。 

（二）鏡頭內出現之應施檢驗商品因與機關檢驗業務攸關，劇本內容與

場拍之際要橋段舖陳妥適，包括涉及智慧財產等相關侵權行為應

先行瞭解可避免日後爭議，畢竟一旦影片上傳網路平台，會產生

加值或負面效益存在不確定風險因子。 

三、成果展現：將預計所拍攝的 5 種微電影影片上傳網路平台，並配合本

分局各種活動時播放，行銷本分局各項業務。 

伍、成果彙編： 

本執行方案完成後，除將相關成果陳核結案外，並檢討執行過程之

問題作為日後改善的依據。 

陸、經費來源： 



所需各項經費，概由本分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柒、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捌、附件〔佐證資料存主辦單位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