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比賽爭議比賽爭議 設計產業困境多設計產業困境多

2010-05-01  記者 林忻 報導

台北捷運主辦的動畫比賽引發爭議。（圖片來源／youtube截圖）

日前由台北捷運公司所主辦的捷運心文化運動30秒動畫比賽，希望能由大專院校的學生發揮巧思
，製作30秒動畫推廣捷運中的禮節文化，但是比賽結果在四月初出爐後，獲得第一名的動畫作品
－－「捷運『心』光大道」，由於內容不但技術低劣且連聲音與配樂都沒有，整體品質不如預期
而引發軒然大波，甚至遭到外界質疑此次比賽背後是否有黑箱作業，負面聲浪四起，而緊接著這
次事件衍生而來的議題，是更多對於長久以來台灣設計產業直接而赤裸地剖析。

 

捷運動畫比賽引起爭議的第一名動畫。（資料來源／youtube）

其實這次動畫比賽爭議，一開始是以製作趣味動畫著名的部落客血多，將這次動畫事件發表在其

部落格中，文章中除了對第一名的動畫作品感到驚訝與不解外，血多也表示參賽者楊東樵的作品

「讓生命更圓滿」，內容鋪陳富巧思，具有冠軍相，卻連佳作都沒有而落選，而血多部落格的高

人氣，也讓捷運動畫比賽受到許多網友的撻伐；對於接二連三的質疑，身為評審之一的文化大學

新聞系副教授莊伯仲表示，比賽結果是由四位評審綜合總分結果，第一名的作品內容言簡意賅又

討喜，雖技巧不好但具創意，反觀落選的「讓生命更圓滿」作品，則有抄襲日本動畫青木純成品

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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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0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讓生命更圓滿」的作品被評審質疑抄襲。（資料來源／youtube
）

 

 日本青木純的動畫。（資料來源／youtube）

莊伯仲此番說法，找了一個合理的理由為評審們解套，而創意確實也是一個非常曖昧而抽象的評
量標準，民眾即使對於創意的部分不能苟同，似乎也很難找到一個明確的標準加以駁斥，但是若
撇開第一名是否具創意的爭議，將焦點轉到當時比賽網站中所明定的比賽規則〈如下圖所示〉，
可以發現第一名動畫表現的內容與情節，完全不在此八項主題中，且網站中還明確表示為避免負
面意涵，以正面表現方式為佳，但是第一名的動畫卻出現衝進快要關門的捷運中這樣的危險動作
，整體內容與比賽要求出現明顯落差。

 捷運動畫比賽規則。（圖片來源／獎金獵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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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此外，針對抄襲的部分來看，「讓生命更圓滿」的確在基本的設定上與日本青木純的動畫有相似

之處，但是整體敘事在「讓生命更圓滿」中，以相似的概念結合博愛坐的捷運文化，內容顯得更

完整，若是一個學生能將大師級的作品元素拆解後，重新包裝而巧妙運用，則評審又怎麼能夠為

了自清而把抄襲的大帽子直接扣在參賽者頭上呢？姑且不論評審是否公正，但這次的動畫比賽評

選過程中顯然出現瑕疵與漏洞。

這次捷運動畫事件在近一個月以內持續延燒，許多設計人與設計相關科系的學生，將比賽不公的

狀況歸因於長期以來，台灣整體產業環境對設計的不重視，而整個捷運動畫比賽事件，彷彿轉變

為對台灣設計環境不滿的導火線，facebook社群網站中也紛紛出現設計工作者發洩情緒的社團

，例如「台灣苦情設計師之逆襲正義聯盟」、「我不做設計，我要轉行賣雞排」……等，這些社

團或許不是正式的組織，但是卻顯示出台灣在設計的整體產業結構中仍有許多缺陷。

發展缺乏規劃發展缺乏規劃 設計產業困境設計產業困境

近年來，幾乎每年都可以看到學生憑藉著優異的成績捨棄國立大學，轉而選擇設計相關科系的新

聞，這種現象也暗示了設計產業逐漸成為現今許多年輕學子所嚮往的工作領域，但是在台灣在設

計產業整體發展仍不健全的狀態下，一批批自設計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要面臨的是更現實的生

存問題。對於台灣設計產業的困境，交通大學傳播與科計系教授許峻誠表示，台灣在產業面普遍

沒有那麼重視文化創意的部分，通常公司不願意將經費用在創意上，他們重視的是立即性的盈餘

，而創意是需要時間醞釀的，因此雖然現在政府試圖積極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但是社會上的價

值觀在短時間內無法馬上改變。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的老師黃郁升也表示，台灣只要經

濟景氣一低落，公司雖然不一定會把設計部門砍掉，但是一定會以減薪的方式降低廣告預算。「

前陣子看到一個設計師抱怨，台灣的醫師、律師、老師都很受到尊重，同樣都是師，為什麼設計

師卻不受尊重。」黃郁升無奈的表示，目前台灣的價值觀對於設計的專業其實是沒有那麼的重視

。

即使是身在台灣首屈一指的實踐設計系，被問及對未來的就業規劃，服裝設計系大三的學生謝孟

格仍然感到迷網與猶疑，「出國吧……不然就是去幫別人縫學號。」雖然是一句隨口的玩笑話，

但是卻透露出對於台灣設計產業環境的感慨，而實踐設計學院的院長安郁茜，也曾在專訪中為這

些學生發聲，她認為政府培育設計人才不能夠只是鼓勵比賽、發發獎金就了事，「我們畢竟不是

『球隊』，競賽得獎並非設計人才的終極目標！」安郁茜如此表示，論點直接明示台灣設計產業

的根本問題在於整個大環境缺乏完善規劃，並非以比賽就能將整個創意產業向上提升。

不過黃郁升與許峻誠仍不約而同地鼓勵學生多參與比賽，原因是參加比賽可以累積作品，學生除

了在課堂上所學外可以有不同的發揮，也能同時增加學生的能見度，對於就業也有幫助。雖然這

次捷運動畫比賽的結果讓許多設計系學生感到失望與不平，同時可能也開始對其他比賽評審過程

存疑，對於學生的反抗心態，黃郁升表示要用比較正向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事情，即使比賽沒有得

名，參加比賽仍然可以增加自己的歷練與作品，此外他也表示，只要有人的機制中，難免會有漏

洞或不可控制的因素，只是主辦單位未來在這個部分的處理要再謹慎一些。

一個受到爭議的動畫比賽，帶出台灣設計產業上環環相扣的議題，雖然評審過程的疏失為比賽蒙

上一層陰影，但是同時也引起更多對於台灣設計產業環境的討論與思考，即使一時三刻很難改變

一個既存的產業結構與文化觀念，但是仍然要對台灣設計產業有所期待，而這個期待中必須承擔

一些責任與行動力，若能讓社會對於其領域有多一點的重視、多一點的認同，就會對設計產業發

展有更多的信心與改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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