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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文創產業 未來如何定義？未來如何定義？

2011-11-12  記者 劉啟禾 報導

近年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似乎越來越興盛，「台灣軟實力」口號震耳欲聾，包括國際級的2010

年台北花博、2011世界博覽會及正在申辦的2016世界設計之都；針對國內民眾的華山藝術生活

節與形形色色表驗藝術演出等，顯示文創產業在台灣逐漸形成一門「好生意」。然而，這門生意

的定位依然模糊，政府、表演藝術工作者、投資方與民間仍在摸索最適合台灣的發展方式。

現在這些政府資金投注的嘉年華式文創成績發表以「點」為主，辦好一次次的活動引來刺激，但

這些刺激尚未與其他文創活動延續成「線」，甚至與大眾、表演藝術團隊和資方一同建構出文創

產業的立體視角。擔任政府與民間溝通角色的表演藝術聯盟秘書長于國華說，現在政府法律最矛

盾的地方，就是政府不只需為提升社會整體文化氛圍負責，連產業面的發展都需要政府一再投資

。

于國華說，台灣文創產業最大的問題是整體社會氛圍仍不成熟。（圖片來源／藝術人生涯）

 

支持文創　政府應準確切入支持文創　政府應準確切入 

各界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與期望不同，引來許多對政府「錢沒有花在刀口上」的批評。于國華

說，台灣各界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至少有三種期待：第一種是「培基固本」，第二種是

「創造產值」，第三種是「社會福利」。會存在以文化創意產業帶動社會福利的理想，因為台灣

在政府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之前，先有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的「文化產業」，目的是挽

求偏鄉因人口外移或產業變遷造成的經濟衰落。而根據2010年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定

義，文創產業是「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及運用，據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

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之素養，使國民環境生活提升之產業。」顯然台灣文創產希望同時業

兼具這三種特質。

台灣目前與文化相關的重要法規有三項：《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及《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各有不同的目的。前二者著眼於文化藝術的保存和創新，《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則寄望產業與文化發展並重。政府方面的當務之急是釐清政策目標，將工具用在對的方向

。

就文化發展面來看，表演藝術實扮演提升整體民眾生活素質的重要角色，但若要維持表演藝術的

藝術性與社會意義，單靠票房不可能回收現場演出的高成本。于國華說，2005年曾經統計表演藝

術團隊的營收與支出，受調查的266個團隊一共虧損台幣三億多元。為什麼這個產業在這樣的條

件下還可以存在？于國華說，大多是因為從業者的熱情：「很多人兼差或做其他工作，拿那邊賺

的錢來補表演藝術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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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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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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活出自我「不留白」，小麥膚色的宣言。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如台北設計師週一般的大型文創活動，提供新刺激之餘應想辦法永續發展。（圖片來源／BoNNiE）

 

文創產業的難題　資金與人才文創產業的難題　資金與人才        

純粹著眼提升整體社會文化氛圍無法收支平衡，但如果將重點放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產業」面

，台灣也面臨挑戰，其中最大的問題仍是資金。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市場極難預測，

可能投入少量資金即取得收益，但也可能一瞬間將大筆資金付諸流水。因此站在資方的角度，是

否大筆投資文創產業仍須再觀察，誠如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所言，「不清楚對象的創新創作，

對經營而言是很危險的事。」若將文創產業作為一產業來經營，一定要做好市場區隔與成本管控

。

無論著眼於文化或產業，于國華認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目前最大問題，是台灣社會環境對藝術生

活的成熟度不夠。台灣社會環境還沒有培養出足夠的市場，支持有創意的人才走向文化創意產業

。根據他自身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任教的經驗，藝術相關科系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與所學經常沒有

關係。社會對文化藝術價值的認同度高，但對於藝文消費卻相當陌生疏離。表演藝術聯盟專案經

理趙智漢說，台灣現在藝術產業幾乎都是藝術家自己在管理，行政管理人才相當缺乏；而藝術家

必須專注在創作，對於經營管理這類瑣事比較陌生，也造成產業發展的困難。

內需市場不夠，台灣需要放眼世界，將文創產業推向國際。台灣發展文創產業最大優勢，在於文

創產業的核心（即文化）保有相當的多元性。台灣的文化多元性不在於「多」而在於「加乘」，

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原住民、漢人、新移民加上傳播媒體帶來的歐美文化，相互激盪產生

多元的創意結晶。台灣另一優勢，在於對中華文化保存的細膩與完整，若能從中找出新的感動，

亦能在世界上得到注目。

文化創意產業的矛盾點在於它既是文化、又是產業，不論著重於哪一塊都容易遭受批評。但對台

灣來說，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機會點也在於這種雙重特性。當台灣已具備多元文化底藴、並面臨

產業轉型壓力時，資金投入高附加價值的文化創意產業，或許是創造台灣經濟與文化雙贏的契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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