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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院於 91年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為國家發展重

點工作，以產業型態推動，明示科技與文化雙主軸並進之發展

策略。原文建會配合政策提報「文化創意產業發展（92年～96

年）計畫」，於 92年奉核定執行。 

98年 3 月本院設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院長親自

擔任召集人，並由原文建會擔任幕僚機關，負責文化創意產業

總體政策整合及協調工作。同年 5 月本院院會通過「創意臺灣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涵蓋「環境整備」與「旗艦計畫」

等 2 大主軸，執行期程自 98年至 102年。同年 10月本院核定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 2 期(97年至 102年)修正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內容包括前揭方案之 2 大主軸，惟旗艦計畫部

分該會僅負責「工藝產業發展旗艦計畫(97 年至 102年)」，爰

本計畫為前揭方案之行動計畫。 

本計畫刻正辦理第 3 次修正，第 2 次修正內容增列國立臺

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典藏庫房擴建工程計畫，第 3 次修

正因文化部鑑於部分工程無法如期竣事，乃陳報本案「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第 2 期(97年至 103年)第 3 次修正計畫」草案，並

於 103年 7月 7日奉核復：「勉予同意計畫期程展延至 103年，

其餘照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意見再行研議」。 

考量本計畫整體執行情形未能如期於 102年底完成，且 103

年 1 月至 6月執行進度或經費支用略有落後，爰於 6 月 19日、

20日及 23日辦理查證，並依查證發現撰擬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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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計畫概要 

一一一一、、、、計畫主要目標計畫主要目標計畫主要目標計畫主要目標 

(一)厚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 

透過資金挹注與產業輔導機制之建立，藉由文創產

業基礎資料之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以及國際文創產業

發展趨勢研究，建置全球文創產業情報資訊平臺，作為

擬訂政策之參考，並供業者據以進行產業研發及市場拓

展，鏈結產業發展所需之資金、研發、人才及市場流通，

厚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 

(二)建構文創產業市場拓展機制 

提供國內外文創市場資訊，協助業者參與國內外重

要文創會展，以臺灣文創精品評選方式提升國內文創相

關品牌形象，強化我國文創產業國際宣傳及能見度。協

助培訓參展後接單後續處理之專業實務及媒合駐外單

位開拓國際通路。 

(三)培育文創中介人才，促成文化創意與產業接軌 

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培育可分為感性創意人才與

理性經營人才 2大項目，在感性創意人才部分已由各領

域主管單位進行各類專業人才之培育。惟扮演協助文化

人、創意人與產業接軌之中介人才則是本計畫主要之培

育對象，透過產學合作、開設專業課程、引入國際大師

及辦理工作坊之辦理，預計培育文創中介人才 1,800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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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合區域形成產業群聚效應 

以文化部 5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基地，整合北、

中、南、東各區域環境內相關文創資源及據點，以文創

產業軸帶概念，進行產業串連並促使產業產生群聚效

應，達成資源、人力或技術互相支援、激盪創意、整合

資源。同時結合地方政府之參與，帶動地方文創產業之

發展，推動跨業別之整合，進而達成文創整體區位之發

展，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五)推動重點旗艦產業，發揮領頭羊綜效 

以文化部之工藝產業旗艦計畫作為主力發展產業

計畫，聚焦於臺灣工藝美感創新之開發及品牌形塑經

營，整合異業資源開拓產業行銷。輔導產業朝向設計、

創意與工藝的結合，發展知識密集之創意產業轉型方

向，藉由拓展行銷通路，推介優質臺灣工藝產品，提高

市占率，發揮產業領頭羊效益。 

(六) 6大旗艦產業至 102年總營業額達到 1 兆元 

透過本計畫針對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整體環境進行

建置，協助及輔導相關產業之成長，並培養 6 大旗艦產

業，至 102年 6大旗艦產業總營業額可達 1兆元。 

二二二二、、、、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 

(一)計畫期程： 97年 1 月 1 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 

(二)計畫經費 

1、核定總經費：本計畫原第 2 次修正核定 96億 6,19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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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經第 3次修正計畫調整為 75億 4,976萬 6,000

元。 

2、實際編列經費：97年至 103年計編列 75億 4,976萬 6,000

元 (分年可支用數如表 1)，其中 103年可支用預算為 6

億 7,219萬 9,000元。 

 

表 1 97年至 103年度可支用預算與執行情形        (單位：千元) 

實支數 
本年保

留數 
年度可支

用預算 
支用比 

預算執

行率 
年度 年度預算 

A B 

未保留

數 
以前年度

保留數 
C A/C （A＋B）/C 

97 785,151 559,000 136,000 90,000 0 785,151 71.20% 88.52% 

98 829,371 627,000 195,000 113,000 136,000 965,371 64.95% 85.15% 

99 1,273,728 1,254,000 148,000 19,000 195,000 1,468,728 85.38% 95.46% 

100 1,361,824 1,353,000 157,000 8,000 148,000 1,509,824 89.61% 100.01% 

101 1,662,581 1,462,000 330,000 27,000 157,000 1,819,581 80.35% 98.48% 

102 1,417,111 859,963 452,199 0 330,000 1,747,111 49.22% 75.10% 

103 220,000    452,199 672,199   

合計 7,549,766              

資料來源：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http://gpmnet.nat.gov.tw） 

三三三三、、、、103年工作項目與目標年工作項目與目標年工作項目與目標年工作項目與目標 

本計畫 103 年賡續辦理國美館現代化典藏庫房建造計

畫、臺中文化創意園區舊有建築物改建工程與區域產業串

連，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工藝研究中心）

工藝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畫。年度目標設定

如下： 

(一)國美館現代化典藏庫房硬體設施擴建達 100%。 

(二)文創產業相關展演活動 200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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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工藝創新設計展示、傳承教育及生活休閒空間工程

案進度達 100％。 

(四)文化資產局臺中文創園區(以下簡稱臺中文創園區)文創

產值經營事業單位預估收入金額 2,000萬元。 

(五)臺中文創園區遊客參訪人數 50萬人次。 

參參參參、、、、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執行概況 

本計畫包括「多元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輔導」、「市場

流通及拓展」、「人才培育及媒合」及「產業群聚效應」等 5 項

環境整備子計畫及 1 項「工藝產業旗艦計畫」，涵蓋 32項工作

或計畫，全由中央編列經費執行，除「故宮科技與人文跨域文

創環境計畫」及「打造故宮為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應用重鎮」2

項由故宮執行外，其他皆由文化部所屬之文創發展司、藝術發

展司、資訊處、文化資產局、國美館、工藝研究展中心及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分別負責推動(如附錄 1)。 

本計畫 97 年至 103 年經常門和資本門經費分別為 36 億

8,068萬 1,000元及 38億 6,908萬 5,000元，兩者約 1：1.05，

其中資本門主要運用於「子計畫四：人才培育及媒合」之現代

典藏庫房建造計畫、「子計畫五：產業群聚效應」之各文化創意

園區硬體設施改善或充實、及「子計畫六：工藝產業旗艦計畫」

之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畫。經常門經費則運用於

環境整備相關之獎(補)助行政。 

一一一一、、、、經費支用情形經費支用情形經費支用情形經費支用情形 

(一)總經費支用情形：本計畫總經費 75億 4,976萬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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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3年 7 月底止，總累計預定支用數為 70億 7,276

萬 6,000元，實際支用數為 63億 643萬 4,000元，預算

執行率 89.38％，預算達成率為 83.72％。 

(二)103 年預算支用情形：本計畫 103 年可支用預算 6 億

7,219萬 9,000元，截至 7 月底止，年累計預定支用數為

2 億 6,113萬 1,000元，實際支用數為 1 億 9,147萬 1,000

元，預算執行率 79.06％，預算達成率為 30.71％。 

二二二二、、、、具體績效具體績效具體績效具體績效 

本計畫涵蓋硬體設施充實及獎(補)助工作等，本計

畫各項工作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梗概整理如附錄 2，

主要工作績效析述如下： 

(一)厚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方面 

1. 多元資金挹注 

資金補助部分，98年至 102年計創業圓夢補助 269

件、育成 38件，聚落補助 95件、研發生產或品牌行銷

與市場拓展 130件。另補助地方政府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計畫 46件。 

融資部分，原文建會已建立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

自 99年起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經審核通過

者，得獲推薦至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擔保，如獲

金融機構同意核貸，文化部另按年利率補貼 2%利息。

截至 102年底止，共計受理申請案 159件，通過核定案

件數共計 112件。總計通過核定金額為 10 億 2,700萬



 

 7 

元。 

投資部分，國發基金 99年 5 月通過「加強投資文

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匡列 100億元辦理，由文化部成

立信託專戶方式辦理。自 100年 6 月辦理「加強投資文

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至 102年底止，實際撥款案件數

18 件；累計通過核定總金額為 5 億 9,400萬元，截至

102年底實際核撥金額為 3億 3,000萬元。 

2. 產業研發及輔導 

99 年 4 月原文建會成立「文化創意產業專案辦公

室」，協助推動各項相關事務，迄 100年底止，提供至

少 112家文創業者相關諮詢服務。另協助研擬健全文創

產業智財權保護與流通以及評價制度；規劃文創產業投

資、融資等財務融通機制；進行文創產業發展法及其子

法解說。 

101年 5月文化部成立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輔

導陪伴計畫」，透過專家一對一的輔導與長期陪伴，即

時提供文創業者必要之協助；102年提供文創業者諮詢

服務約 1,050件、主動關懷文創業者並進行臨廠專業諮

詢輔導至少 40家業者，辦理工作坊、顧問駐診及參訪

行程等活動計 28場次，診斷輔導約 136家業者，並辦

理 8 場次之巡迴說明會約 515人參與。 

文化部負責「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維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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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文創輔導資源、補助計畫、研究發展等相關資訊。99

年迄今，平臺瀏覽人次已超過 410多萬人次、1 萬 5,000

多筆產業訊息。另 97年至 102年每年出版文創產業發

展年報，並公佈於該部文化統計網站與文化創意產業推

動服務網。 

(二)建構文創產業市場拓展機制方面 

1、辦理「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自 99 年至

102年已策辦 4次，累計參展單位數達 1,906家次，

參與國家地區達57個，參與買家及民眾達32萬4,703

人次，另配合展會期間洽邀國際買家及國內企業團

體來臺參與媒合會，通路類型涵蓋博物館商店、百

貨精品、設計商店及網路平臺等，累計採購及訂單

產值為 9 億 7,230萬元(如表 2)。 

表 2  99-102年度臺灣國際文創產業博覽會參展效益統計 
年度  99 100 101 102 

單位 360 457 525 564 
參展數 

攤位 700 868 952 1,035 
國際參展國家數 9 14 15 19 

人次 6萬 4,447 7萬 1,024 8萬 7,659 10萬 4,583 
參觀人數 

成長率  10% 19% 20% 
產業效益    (元) 1億 6,531萬 2億 1,734萬 2億 5,965萬 3億 3,000萬 

2、辦理「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自 97 年至 102 年辦

理 6 次，本活動已為亞洲第二大藝術博覽會，累計

現場成交額達 49 億 6,000萬元，參展畫廊數達 720

家次（國內 359家次，國外 361家次），參與藏家及

觀眾達 28萬 2,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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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國際指標性文創展會：自 99年至 102年持續徵

選優秀文創業者以臺灣形象館參與，計徵選業者 258

家次參與 21場次展會，累計採購及訂單金額達 4億

8,800萬元(如表 3)。 

表 3  99年至 102年文創產業國際參展活動與效益統計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展會名稱 家數 展會名稱 家數 展會名稱 家數 展會名稱 家數 
倫敦 100%設

計展 
9 香港家庭

用品展 
12 東京國際禮品

採購展 
8 香港禮品展 8 

上海國際時

尚家居用品

展 

11 東京國際

居家生活

設計展 

12 巴黎家飾展 10 深圳文博會 10 

東京設計師

週 
11 倫敦 100%

設計展 
12 倫敦設計週

Tent London
展 

18 東京國際居家

生活設計展 
8 

北京國際文

博會 
18 上海國際

時尚家居

用品展 

24 上海國際時尚

家居用品展 
21 拉斯維加斯授

權展 
10 

    青島臺灣名品

博覽會 
12 巴黎家飾展 10 

    香港設計暨創

新技科展 
10 TENT London

展 
12 

      上海國際時尚

家居用品展 
12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家次家次家次家次 
49 60 79 70 

訂單訂單訂單訂單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6,00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6,668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1 億億億億 3,00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2 億億億億 3,136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三)培育文創中介人才，促成文化創意與產業接軌方面 

自 99 年起推動以補助方式辦理文創產業媒合計

畫，促成文創產品創作者與品牌行銷團隊(中介團隊)的

合作，透過以大帶小、跨業整合的產業輔導，共同研發

行銷，建構文創產業經紀市場，培育文創產業中介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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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99年度媒合計畫共核定補助 8 案；100年度媒合

計畫共核定補助 15案。 

為使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國際化，自 101年及 102年

規劃培訓文化創意產業國際人才，共計有 90 位參加。

另為培育國內文創產業所缺乏之中介及經紀人才，於

102年辦理「文創產業中介與經紀人才培育計畫」，包括

開設文創產業中介及經紀人養成專業課程，計培訓 81

名學員；引入國際文創著名專業人士來臺講座，共計 732

人次參加；辦理文創中介經紀人工作坊，共計培訓學員

68名。 

(四)藝術數位典藏價值與應用 

國美館致力於視覺藝術的推動，藉由典藏、研究臺

灣現代與當代美術發展特色，建構與亞洲現代藝術整體

之連結，並開拓藝術資產之應用，該館典藏圖像加值授

權，99年至 102年高達 69萬餘件(如表 4)。 

表 4  國美館數位內容創新加值授權成果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合計 

已使用之圖像數

(件) 
2,869 1,048 1,165 936 3,149 

衍生應用類項

(類) 
162 95 105 62 424 

衍生應用總數量 
(件、式) 

35萬 2,299 22萬 4,216 22萬 6,905 24萬 698 104萬4,118 

授權收益總額

(元) 
23萬 2,600 5萬 400 10萬 3,200 34萬 9,909 73萬 6,109 

開發應用及方式開發應用及方式開發應用及方式開發應用及方式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教育出版教育出版教育出版教育出版、、、、展覽應用展覽應用展覽應用展覽應用、、、、網路內容應用網路內容應用網路內容應用網路內容應用、、、、藝文推廣藝文推廣藝文推廣藝文推廣、、、、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創意開發創意開發創意開發創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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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合區域形成產業群聚效應方面 

文化部為厚植文創資源環境及據點，促使文創產業

能夠在地產生群聚效益，積極整修 5 大文創園區，各個

園區賦予不同的定位(如表 5)。現今除臺中園區刻由該部

文化資產局經營(按：文化部規劃該園區經營權於 106年

全面委外)，嘉義園區委由嘉義市政府代管外，餘均已委

託民間經營；另據文化部表示，臺中園區部分，該部規

劃於 106年度辦理委外。截至 102年底 5個園區營運收

入已超過 5億元(如附圖)。 

表 5  五大文化創意園區概況 
 華山園區華山園區華山園區華山園區 臺中園區臺中園區臺中園區臺中園區 花蓮園區花蓮園區花蓮園區花蓮園區 嘉義園區嘉義園區嘉義園區嘉義園區 臺南園區臺南園區臺南園區臺南園區 

定位 
文創產業、跨

界藝術與生

活美學風格 

建築、設計與

藝術展演中

心 

文化藝術產

業與觀光結

合場域 

傳統藝術創

新中心 
創意生活發

展中心 

面積 5.56公頃 5.6公頃 3.38公頃 3.99公頃 0.61公頃 

土地

撥用 
93年 96年 92年 95年 96年 

建物

概況 

古蹟 2 棟、1
處；歷史建築

2 棟、1 處；

其他 10棟 

歷史建築 16
棟、其他 28
棟 

歷史建築 22
棟、其他 4棟 

歷史建築 9
棟、其他 12
棟 

古蹟 1棟、其

他 2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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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工藝旗艦產業，發揮領頭羊綜效方面 

1. 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大致整建完畢 

已完成臺灣工藝文化(草屯)園區 4個重要館舍（工

藝設計館、工藝資訊館、工藝地方館、生活工藝館）開

放、工藝旅館（知達工藝會館）委外經營及 3處外館營

運。 

2. 培育工藝人才 

完成培訓 3,482人。後續更組成工藝研究會，進行

產品研創及行銷，目前計有 8類工藝研究會，會員 280

人，每年產值約達 2,000萬元以上。 

3. 媒合異業資源合作開發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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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媒合工藝師、設計師等跨界合作開發工藝產

品，累積至今已開發至少 688件，其中 12件工藝師與

設計師合作研發產品已申請國內外專利。 

4. 拓展行銷通路 

包括國際及兩岸（歐美地區－義大利米蘭展、德國

法蘭克福展、法國巴黎展。亞洲地區－日本東京展、大

陸地區（深圳展、 廈門展、 上海展、北京展），及國

內（電子通路、實體銷售據點、百貨精品、飯店旅館、

建築公司及各產業據點等通路，共計輔導設置常態及臨

時聚合市場共計 44處），近 3年來有關館舍營收、通路

等拓展產值逐年成長，累計約 400萬元(如表 6)。 

表 6  工藝中心歷年行銷活動產值          單位：元 
產值/年度 100 101 102 

實際產值 7 億 5,632 萬 2,000 9 億 1,114 萬 3,000 20 億 4,749 萬 1,000 

潛在商機 3,770 萬 4,000 7,617 萬 1 億 4,102 萬 5,000 

合計 7 億 9,402 萬 6,000 9 億 8,731 萬 3,000 21 億 8,851 萬 6,000 
註： 

1.實際產值：含館舍營收、人才培訓、展會、通路等、委託試驗、自慢活創新產品開發、臺

灣工藝之家年產值推估及臺灣優良工藝品產值推估等。 
2.舉例以 100年該中心各館舍及其相關活動為例，100年 1-12月份總參觀人次為 101萬 4,175
人，總營收 3087萬 2,000元，平均每人消費約 30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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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查證發現查證發現查證發現查證發現 

一一一一、、、、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效益逐年成長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效益逐年成長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效益逐年成長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效益逐年成長 

本計畫 103年截至 7 月底，分布臺灣北、中、南、

東各區 5 個文化創意園區，華山、臺南及花蓮等 3 個園

區已完成委外經營，臺中園區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經

營，嘉義文創園區刻由嘉義市政府代管，惟該兩園區亦

將推動委外。另工藝中心所在之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已正

式營運，該中心所轄 3個分館，皆已營運。 

文創園區產業經營事業單位估計收入金額由 97 年

之 2,163萬元逐年成長 102年之 5 億 4,824萬元。徵選優

秀文創業者參與國際性文創展會，訂單金額由 99 年之

6,000萬元逐年成長至 2 億 3,136萬元。另辦理臺北國際

藝術博覽會，已為亞洲第二大藝術博覽會，97 年至 102

年累計現場成交額達 49億餘元。 

二二二二、、、、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工程執行工程執行工程執行工程執行進度進度進度進度落後落後落後落後，，，，有待有待有待有待加速推動辦理加速推動辦理加速推動辦理加速推動辦理 

103年1月至7月底，本計畫年度執行進度落後10.18

個百分點，其中臺中文創園區建築物整建工程，落後達

36.1 個百分點，原訂同年底完工之計畫目標，恐無法如

期完成。 

另就本計畫執行過程而言，本計畫部分工程或因物

價漲幅過大、或因歷史建築物修復規定繁瑣、或因辦理

變更設計，致影響整體工作進度，舉例如次： 



 

 15 

(一)「市定古蹟原南海學園科教館修復再利用計畫」工作項

目(屬於前述「工藝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

畫」之工作項目之一)，原訂 103年 4 月底完工，因市

定古蹟修復審查程序繁瑣、流標及變更設計等因素，

展延至 103年 8月底完工。 

(二) 臺中文創園區建築物整建工程，因歷史性建築物之修

復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執行過程

嚴謹而繁瑣，且發生得標廠商無故不履行契約等因

素，截至 103年 7 月底止，落後達 36.1個百分點，原

訂 103年底完工之計畫，恐無法如期如質完成。 

(三)國美館保存設備建議工程案，因營造工程物價漲幅過

大，至無法依原規劃經費完成招標作業，或因工程於

96 年完成規劃設計至近年方辦理發包工作，原設計未

符最新建築或消防相關法令規定，無法取得相關建築或

消防許可，工程需變更設計致發生落後之情事。 

三三三三、、、、軟體環境整備軟體環境整備軟體環境整備軟體環境整備部分項目部分項目部分項目部分項目未如期完成計畫未如期完成計畫未如期完成計畫未如期完成計畫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如「培育文創中介人才，促成文化創意與產業接

軌」，至 102年應培育 1,800人次，惟截至 102年底僅呈

現培育計 971人次。另如「委託及鼓勵音樂創作」及「徵

選音樂作品」亦有未達年度目標之情形。 

四四四四、、、、本本本本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整體整體整體整體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效益效益效益效益尚待評估尚待評估尚待評估尚待評估 

本計畫自 97 年迄今已執行近 7 年，支用預算達 75

億餘元，惟尚未辦理整體執行效益評估。本計畫經常門

占 36 億餘元(投入產業研發輔導、市場流通拓展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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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與媒合等)，惟經檢視本計畫各項績效指標，6 個子

計畫 40項指標中，僅有「國際藝術博覽會、建築設計大

展及大獎等之產值」、「園區文創產經營事業單位預估收

入金額」、「提升文創產業產值」及「參加國際商展產值」

等 4 項屬成果性指標(如附錄 3)，餘多屬過程性指標(如

輔導件數或培訓人次)，無法彰顯本計畫整體執行效益。 

本計畫著重於整備「利於產業發展之基底環境」，以

塑造一個「促成異業結合及產業群聚」、「快速聚集有核

心能力人才」、提升「產業練各環節發展」及「民眾生活

品質」，帶動「品味生活風格」，以導引生產者「朝向重

視設計、美學及生活應用」之結構環境，並「帶動城市

創意生活圈形成，豐富市民生活、提升環境美感，增加

城市競爭力」(計畫書第 91 頁至第 95 頁)，本計畫執行

迄今，有無形成前述產業發展之結構環境及增加城市競

爭力，尚待評估；另如工藝中心所在之臺灣工藝文化園

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園區產品及服務之主要銷售活

動集中於假日，類此非城市型之園區，如何結合城市創

意生活圈，形塑有利於產業發展結構環境，帶動非城市

地區競爭力，其發展策略，亦待評估。 

五五五五、、、、文化機構文化機構文化機構文化機構維運經費自籌能力維運經費自籌能力維運經費自籌能力維運經費自籌能力仍仍仍仍有有有有大幅大幅大幅大幅拓展空間拓展空間拓展空間拓展空間    

文化部所屬文化機構如國美館、工藝中心及臺中文

創園區均有豐富之文化資產，惟拓展其商業性收入，包

括數位內容創新加值授權、文創商品販售及餐飲販售、

工藝體驗教室及旅館委外經營等，均十分有限，如國美

館相關年收入僅約 100餘萬元（含商業授權商品委託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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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如前述附表 4 及下列附表 8），在現階段政府財政困

難情況下，維運經費自籌能力仍有大幅拓展空間。 
 
表 8  國美館衍生應用商品委託銷售利益     單位：元 

100年 101年 102年 合計 

97萬 1,290 63萬 3,530 70萬 4,412 2,30萬 9,232 

六六六六、、、、文化機構與異業結合文化機構與異業結合文化機構與異業結合文化機構與異業結合有待提升有待提升有待提升有待提升 

文創館所要能積極提升能見度及附加價值，需結合

觀光行銷，吸引國內外旅客觀光與採購，惟部分館所在

觀光行銷與異業之結合仍有待努力，如工藝中心位處於

南投縣草屯鎮，如何與旅遊觀光結合，提升觀光人數，

創造文創產值，是一項待努力之課題。 

伍伍伍伍、、、、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一一一、、、、請請請請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針對執行落後項目針對執行落後項目針對執行落後項目針對執行落後項目，，，，加加加加強管控強管控強管控強管控 

請針對執行落後項目，加強控管進度，並對影響工

進者，及時究明原因，提出可行辦法，俾利鑽趕進度。

另為利爾後相關工程推動，請文化部彙整所屬機關(構)

既往工程曾遭遇之問題與對策成案例，以供往後相關計

畫之參考。 

另針對適用「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工作項目，請適

時運用非破壞性檢測工具(例如 X 光、超音波、透地雷達

等)精密掌握歷史建築物毀損情形，避免變更設計而導致

工程延宕；同時有關 97年前已完成相關規劃設計，但數

年後發包之工程，應考量建築相關法令變動及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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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波動，針對設計適法性及相關工程款項進行再次審

議，以符發包時點之實際狀況。 

二二二二、、、、請請請請賡續培育文創中介人才賡續培育文創中介人才賡續培育文創中介人才賡續培育文創中介人才，，，，滿足產業發展需求滿足產業發展需求滿足產業發展需求滿足產業發展需求    

文創中介人才在文化創意產業化的過程具有重要

之地位，請文化部持續加強推動人才培育，以滿足產業

發展需求。 

三三三三、、、、請請請請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辦理本計畫執行效益辦理本計畫執行效益辦理本計畫執行效益辦理本計畫執行效益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以供相關計畫以供相關計畫以供相關計畫以供相關計畫

執行參考執行參考執行參考執行參考    

請文化部辦理本計畫執行效益評估，瞭解計畫整體

執行成效，並檢討執行利弊得失，以供後續相關計畫執

行參考。 

四四四四、、、、請請請請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串聯整合運用串聯整合運用串聯整合運用串聯整合運用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提升文化機構維運費提升文化機構維運費提升文化機構維運費提升文化機構維運費

自籌能力自籌能力自籌能力自籌能力    

請文化部盤點所轄文化機構之文創資產，積極串連

整合運用，如國美館將數位內容授權工藝中心予以商品

化，以提升文創產品附加價值，並考量提升館、所、園

區維運費用自籌能力之可行性如發售門票，俾利館所、

園區永續經營。 

五五五五、、、、請請請請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加強與異業結合加強與異業結合加強與異業結合加強與異業結合，，，，提升文創產值提升文創產值提升文創產值提升文創產值    

請文化部協調交通部及地方政府，串接文化機構與

地區觀光資源，並加強國內外觀光旅遊宣導，以增加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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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創產業能見度，提升文創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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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查證照片 

 

 

 

 

 

                           

 

                                

   

 

 

  

 

 

 

 

工藝中心許主任簡報本計畫執行情形。 工藝中心同仁簡報工藝文化館工程執行情

況及運用規劃。 

國發會古處長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陳主任

秘書共同主持查證會議。 

臺中文化創意園區設施營運現況導覽。 

國發會古處長與國美館黃館長共同主持查

證會議。 

國美館同仁介紹該館典藏庫房擴建工程計

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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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創發展司高副司長簡報本計畫執

行情形。 

臺北市定古蹟原南海學園科教館修復再利

用為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

計分館」工程案施工情形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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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1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 97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3年公務預算編列情形年公務預算編列情形年公務預算編列情形年公務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年別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合計 

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多元資金挹注多元資金挹注多元資金挹注多元資金挹注             

1. 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計畫(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 輔助文創產業研發、生產及行銷推廣(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3. 補助縣市政府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4. 文創創業圓夢資金(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5. 投融資徵件與投後管理(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6. 精品大陸市場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會展(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經常門 26,313 38,553 101,836 120,545 162,673 140,130 0 590,050 

資本門 0 0 0 0 0 0 0 0 

小計 26,313 38,553 101,836 120,545 162,673 140,130 0 590,050 

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產業研發及輔導產業研發及輔導產業研發及輔導產業研發及輔導             

7. 設立文創專案辦公室(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8. 建置文創產業情報網(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9. 文創跨界整合研發(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10.故宮科技與人文跨域文創環境計畫(故宮)         

11.網路文化集成計畫(文化部資訊處)           

經常門 4,325 12,011 102,407 67,040 88,440 88,472 0 362,695 

資本門 11,371 7,700 41,291 28,280 28,850 24,326 0 141,818 

小計 15,696 19,711 143,698 95,320 117,290 112,798 0 504,513 

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市場流通及拓展市場流通及拓展市場流通及拓展市場流通及拓展             

12.策辦國際大獎大展(文化部藝術發展司)         

13.策辦文創產業會展(含文博會)(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14.協助開拓國際市場(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15.協助及輔助國內業者建立品牌及國際通路(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經常門 50,000 22,000 106,410 76,757 150,302 148,115 0 553,584 

資本門 0 0 0 0 0 0 0 0 

小計 50,000 22,000 106,410 76,757 150,302 148,115 0 553,584 

子計畫四子計畫四子計畫四子計畫四：：：：人才培育及媒合人才培育及媒合人才培育及媒合人才培育及媒合             

16.建置音樂創作與行銷平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7.現代化典藏庫房建造計畫現代化典藏庫房建造計畫現代化典藏庫房建造計畫現代化典藏庫房建造計畫(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103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   

18.數位藝術推展計畫(國立臺灣美術館)         

19.青年藝術家培植計畫(國立臺灣美術館)         

20.藝術數位典藏加值與應用計畫(國立臺灣美術館)       

21.推動文創中介人才與文創經紀機制(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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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合計 

經常門 25,903 52135 44,819 25,000 55,000 25,985 0 228,842 

資本門 32,463 13,850 19,988 60,053 184,000 387,653 0 698,007 

小計 58,366 65,985 64,807 85,053 239,000 413,638 0 926,849 

子計畫五子計畫五子計畫五子計畫五：：：：產業群聚效應產業群聚效應產業群聚效應產業群聚效應        

22.五大園區管理發展(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3.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4.臺中創意文化園區臺中創意文化園區臺中創意文化園區臺中創意文化園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3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     

25.花蓮創意文化園區(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6.嘉義創意文化園區(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7.臺南創意文化園區(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28.打造故宮為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應用重鎮(故宮)         

經常門 91,108 108,146 178,647 211,774 193,936 143,728 67,000 994,339 

資本門 210,005 240,765 290,088 498,943 426,354 136,875 153,000 1,956,030 

小計 301,113 348,911 468,735 710,717 620,290 280,603 220,000 2,950,369 

子計畫六子計畫六子計畫六子計畫六：：：：工藝產業旗艦計畫工藝產業旗艦計畫工藝產業旗艦計畫工藝產業旗艦計畫       

29.卓越研發行動方案(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30.產業跨業合作行動方案(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31.「大品牌」形塑行動方案(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32.創新育成中心基地創新育成中心基地創新育成中心基地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畫硬體設施整建計畫硬體設施整建計畫硬體設施整建計畫(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103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年度賡續執行）））） 

經常門 186,493 155,966 180,593 128,718 132,079 167,322 0 951,171 

資本門 147,170 178,245 207,649 144,714 240,947 154,505 0 1,073,230 

小計 333,663 334,211 388,242 273,432 373,026 321,827 0 2,024,401 

經 384,142 388,811 714,712 629,834 782,430 713,752 67,000 3,680,681 

資 401,009 440,560 559,016 731,990 880,151 703,359 153,000 3,869,085 總

計 截至 103

年度 
785,151 829,371 1,273,728 1,361,824 1,662,581 1,417,111 220,000 7,54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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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本計畫各項工作細目及本計畫各項工作細目及本計畫各項工作細目及本計畫各項工作細目及 97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彙整年辦理情形彙整年辦理情形彙整年辦理情形彙整 

子計畫 分項工作 具體內容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與成效檢討 

Ⅰ多 元

資 金

挹注 

(1)整合各部會文創產

業補助機制，提供

產業發展相關資金

補助 

 1. 99年進行跨部會業務統整，彙整各部會辦理文創產業相關計畫

執行及成果統計，並整理政府相關補助及投融資政策。相關補

助機制皆整併於「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供民眾參考。 
2. 100年印發「文創輔導資源手冊」；101及 102年搭配文創特快

車巡迴說明會，結合經濟部補助計畫印發宣導手冊。 
 (2)推動輔導藝文產業

創新育成補助計

畫： 

鼓勵學術單位及專業機構設立

文創產業創新育成中心。 
自 97 年起辦理補助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整合學術及商業資

源，提供軟、硬體設施及服務，給予藝文產業業者有關技術、知

識、資金等諮詢與協助，有效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及產值，並建置

跨業聯盟資源整合機制，媒合業者與企業的通路合作，廣闢市場

通路，增加產值；迄 102年度補助藝文產業育成中心(含大專院校

及育成機構)共計 43家次；及輔導業者共計 510家次。 
 (3)辦理補助文創產業

研發生產及行銷推

廣 

採公開徵選之方式，鼓勵文創產

業進行創新研發及市場拓展。 
1. 「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施行目的係為扶植優質及具有潛力

之文化創意產業業者，依各類申請補助重點，分為研發生產

組、品牌行銷組及市場拓展組 3組進行補助。 
2. 自 97年起辦理本項補助案，迄 102年度總計補助 130案。 

 (4)提供創業圓夢資

金，協助文創產業

化 

每年透過文創創意概念徵件與

選秀，擇優補助 500萬以下金額

之創業圓夢資金。 

自 99 年開辦以來施行迄今已協助 270 家文創業者設立公司(103
年共計 58 案通過決審，現辦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中，故尚未計

入)，文化部並配合公司成長不同的階段給予合適的補助計畫、培

育機制、陪伴關懷等一系列的扶植措施，為台灣文創產業提供具

體之服務。 
 

1、以補助

方式協

助文化

創意產

業化 

(5)鼓勵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投入地方

以「整合地方文創產業資源，建

立創意城市行銷及在地產業創

累計協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文創產業發展計畫計 57案，包含

宜蘭縣「綠色文創‧森林美學」文創產業發展計畫(包括「宜蘭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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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分項工作 具體內容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與成效檢討 

文創產業之推動 新育成之推動機制」為主題。 設計大獎」活動等)、臺南市「文創 1+1」計畫(包括建置「文創

PLUS 臺南文創中心」及新昌里閒置司法宿舍群再利用文創聚落

發展等)、臺中市「臺中文化故事創遊記」(包括推動草悟道等十大

文創街區等)、桃園市「中壢老故事新包裝文創平臺」計畫。 
 (1)強化文創產業融資

機制 
建立融資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機制，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

金投入，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文

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金。 

自 99年 12月至 102年，累計申請案件數達 159件，審核通過 111
件，核定推薦信保之貸款金額為 10億 2,794萬元。 

 (2)辦理「文化創意產

業優惠貸款」 
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9
條，由國發會匡列中長期資金

250 億元協辦；另由文化部編列

預算年度預算，辦理 2％利息補

貼業務。 

截至 102年，利息補貼總計核撥 516萬 5,310元整，確實協助文

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金，加速健全發展環境。 

 

2、建立文

創融資

與投資

機制 

(3)增辦國發基金 100
億元投資文創產業 

協調國發基金管理會通過「加強

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

匡列 100億元投資國內文化創意

產業，由本部負責執行投資業務

是受理；共同投資案申請投資金

額 1億元者以下者，則由文化部

受理審議。 

1.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於 100年 6月正式辦理文

化創意產業共同投資業務之際，參與共同投資的專業管理公司

總計 12家；101年因專業管理公司內部考量，已有 2家專業管

理公司申請提前解約，截至 102年參與文化創意產業共同投資

的專業管理公司家數共計 10家。 
2. 102年 7 月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共同投資業務辦理 2 年投資績效

檢討，共計有專業管理公司符合契約書規定通過審查、4 家專

業管理公司連續 2年投資管理績效未達預期目標 50%，通知限

期 1年內改善，被要求限期改善的 4家專業管理公司皆以配合

要求呈送新申請案辦理中。 
3. 自 100年 6 月至 102年，累計受理 34件申請案，通過投資審

議共計 23案，其中已完成撥款者共計 18案。文化部核定通過



 

 26 

子計畫 分項工作 具體內容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與成效檢討 

投資金額總計為 5 億 9,459萬 5,545元，實際投資金額則達 4
億 4,919萬 5,545元；管顧公司核定投資金額總計為 6億 9,228
萬 2,000元，實際累計投資金額達 5億 4,268萬 2,000元，確實

達成帶動民間資金挹注文創產業之目的。 
 申請投資金額逾 1億元者，由文

化部轉介至國發基金辦理。 
自 100年 6 月至 102年，尚未有資金需求逾 1 億元的申請案，故

尚未有轉介至國發基金辦理之案件；未來若遇申請投資金額超過

1議員之案件，將協助廠商向國發基金申請直接投資業務。 
 (4)推動無形資產評價

機制 
由政府相關部門修正、推動無形

資產評價機制，以整合服務機制

協助建立無形資產評價管理配

套制度、訂定智慧資本評價制度

及準則。  

1. 99年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研擬「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

與流通以及評價制度報告」，以了解文化創意發展較先進的國

家如何將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轉化成具體市場價值與

利潤，以吸引資金挹注用以產業發展，提供我國未來建立文化

智慧財產權評價制度之借鏡。 
2. 102年為建立可行的評價機制，文化部比照產創條例主管機關

經濟部之作法，以評價準則第 7號公報內容作為制定「文化創

意產業無形資產之評價服務基準」的依據，並於 102年年底完

成該評價基準之研究。 
Ⅱ產 業

研 發

及 輔

導 計

畫 

1、諮詢輔

導與制

度建立 

(1)提供文創產業諮詢

輔導 
成立文創產業專案辦公室，負責

跨部會推動組織之會議議事及

幕僚作業。協調研擬各項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策略及措施、彙整文

化創意產業相關統計資料及整

合文化創意產業推廣宣導等業

務。 

1. 為落實推動「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建立跨部

會、跨領域之整合平台，原文建會自 99年 4月至 100年 12月
止以勞務採購方式成立「文化創意產業專案辦公室」，協助推

動各項相關事務，總計提供至少 112家文創業者相關諮詢服務。 
2. 文化部成立後，即檢討改為「文化創意產業輔導陪伴計畫」，

主要內容為透過專家一對一的輔導與長期陪伴，深入瞭解需

求，即時提供文創業者必要之協助，期能提供符合文創業者需

求之實務輔導與諮詢服務，以提升企業之創作能量及產品價

值，加速文創產業之發展。102 年共提供文創業者諮詢服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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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件、主動關懷文創業者並進行臨廠專業諮詢輔導至少 40
家業者，辦理工作坊、顧問駐診及參訪行程等活動，診斷輔導

約 136家業者，並辦理 8場次之巡迴說明會約 515人參與。 
  (2)受理文創投融資貸

款申請 
提供經營管理、財務管理、法令

稅務、研發設計、市場行銷等諮

詢及專案輔導服務。 

1. 為提供文創事業完整的財務輔導、投融資問題諮詢等專業服

務，100年~103年係由文創產業投融資專案辦公室協助辦理。 
2. 自 99年 12月至 102年為止，提供文創廠商投融資相關問題諮

詢服務共計 731件；針對廠商營運模式、財會制度建立等提供

之財務診斷，共計 272件；此外，為了協助文創廠商善加運用

各項資源，共計印製 1 萬 5,000份文創產業投、融資機制推廣

文宣品，有效協助產業運用政府資源並順利取得資金挹注。 
 (1)文創基本資料調查

統計分析 
針對文創產業發展現況與特

性，提供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

與經濟部之營業項目代碼的重

新規劃建議。辦理台灣文創產業

結構基本資料調查與研究分析。 

97-99年由文創專案辦公室承包年報編印等工作，100年文化部掛

牌成立後，100-102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皆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委外編印。102年由臺經院編印之年報繪製文創產業鏈，

充分分析文創產業上下游的產業特性，以求更精準之分析。 

 進行國際創意產業發展趨勢之

研究。 
已完成國內視覺藝術產品在美、日、中國大陸遭遇之競爭情形及

行銷模式可行性研究等 5 項專題研究，另完成紐、澳、馬、泰等

4國文創產業國際策略之研析。 
 鼓勵建立虛擬跨國之創意聚落

交流機制。 
完成委託馬泰紐澳等 4 國文創產業國際策略之研析，其中澳洲政

府推動有關「增強創意內容與服務」之策略包括探究彈性商業模

式及倡導合作網路與空間，均是透過運用科技技術，建立虛擬跨

國創意交流平臺，值得參考。 
 

2、建立文

創產業

情報網 

(2)國際文創產業發展

趨勢研究 

針對中國推動文創產業之相關

政策發展資訊與產業供應鏈資

源之研究。 

完成兩岸文創產業合作交流策略分析及兩岸文創產業談判策略研

擬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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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網際網路之資訊平臺，提

供查詢服務。 
2. 發行文化創意產業年報。 
3. 整合文創產業相關政策計

畫、法令、研發、行銷、支持

體系、人才與產業鏈資源。 

1. 維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提供文創輔導資源、補助

計畫、研究發展等相關資訊。99年迄今，平臺瀏覽人次已超過

410多萬人次、1萬 5,000多筆產業訊息。 
2. 97-102每年出版之文創產業年報皆公佈於文化部文化統計網站

與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 
3. 97-102年持續編印文創產業發展年報，每年印製 500本供各界

參考。 
4. 99年進行跨部會業務統整，彙整各部會辦理文創產業相關計畫

執行及成果統計，並整理政府相關補助及投融資政策。相關補

助機制皆整併於「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供民眾參考。 

 
 
 

2、建立文

創產業

情報網 

(3)建立文創產業情報

網與數位資料庫 

1. 建置數位資料庫，提供登錄、

識別、展示、授權、媒合及諮

詢服務。 
2. 建立數位素材審查作業機

制，提供線上文化商品展示。 
3. 建立行銷推廣數位創意銀行

資訊平臺。 

1. 97年進行數位創意資訊平臺建置，完成「創意媒合王」網站建

置及上線，已匯入數位創意素材 3 萬 1,588件，促進藝文數位

物件加值運用。 
2. 完成文化消費園區網站，並開始進行電子商務平臺營運與推廣

行銷與專業級數位素材徵集工作。提供各類諮詢服務，目前有

超過 2,300件以上商品，超過 500筆商家資訊。本網站營運以

來，網頁瀏覽數超過 45萬 3,000頁，並已募集超過 3 萬 3,000
筆素材，皆透過 web2.0網友自行上傳及簽約方式取得合法授

權。 
3. 97年建置完成數位創意銀行資訊平臺，系統功能有會員互動、

文創咨詢服務、素材管理、多元網路付款、訂單管理、商品管

理、商店管理、訂單管理與物流管理等項。98年已完成蒐集登

錄多樣化文創商品 ，計有 721筆居家生活商品、335筆工藝商

品、397筆出版書籍、320筆仕女用品 與 120筆紳士用品 等
商品，同時公開徵求與蒐集創意素材計有有 8,634筆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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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6,337筆美術創作素材、4,681筆建築景觀素材 、3,203
筆社會人文素材 與 3,150筆工藝器物素材等。 

 促成與設計、時尚、創意生活等

各產業結合，辦理跨產業行銷相

關活動。 

1. 媒合及建構工藝家與飯店及其他行銷據點合作機會，假佛光緣

美術館台中分館、雲品飯店(日月潭)、臺華窯(概念館店)、臺中

文化創意園區「設計點 S01」、知達會館、屏東美術館、高雄駁

二藝文特區等，辦理 11 餘檔次大小型展覽活動，提昇藝文參

與人口數，帶動工藝銷售市場。 
2. 協助業者拓展行銷據點，於電子通路、實體銷售據點、百貨精

品、飯店旅館通路及政府機關、各產業據點等銷售，得獎廠商

自有銷售點 60處、其他銷售點 148處、網路銷售點 33處，推

估年產值約可達 1億元。 
3. 工藝人才培育結訓後續扶持專業工藝人才共同研創，組成研究

會，強化合作組織，進行新材質或新議題主題產品的開發，新

通路或新模式的展售行銷，永續品牌經營等的實戰培訓，促使

民間能自立並朝新型態工藝產業發展，至 102年止計有 8個研

究會，會員合計約 260人，開發新產品 1,200組以上，辦理不

同展售活動 24場，102年度總產值為 405萬元。 
4. Hand in Hand台法國際合作案自 100 年與法國設計師合作研

創，3年多來共計研創法國風格台灣工藝作品，超過 40件，並

陸續在法國相關展會曝光。102年及 103年計畫成果皆獲得巴

黎設計師週主辦單位邀請， 101年與瑞典設計師合作研創，進

行不同媒材漆藝產品研創，2年多來合作研創 20件作品。 
 

(4)推動文創跨界整合

計畫 

透過育成中心或鼓勵民間促成

跨領域行銷合作交流。 
1. 文化部自 97 年以來陸續透過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協

助育成之業者與知名企業合作聯展、跨業聯盟資源整合，

媒合企業間跨界合作，以發揮資源互補效益、促進企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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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2. 崑山科大藝文育成中心於 101年協助「張萬春洋傘店」媒

合與奇緯光電洽談展場傘面浮空投影合作事宜；及協助

「藝姿舞集」媒合信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舞台雷射設備)
與信暘科技公司(LED 零件)，與崑山科大程式美學實驗室

多媒體投影技術，針對舞團發表之新舞作－【花朝】進行

設備之贊助與技術指導合作。 
3. 臺藝大學育成中心於 102年媒合王美玲珠寶工作室之囍歡手

作與舊振南之跨界合作，共同開發「手工喜月瓷杯中秋禮

盒」。 
4. 成功大學文創育成中心於102年媒合永豐餘紙業與米索空

間設計公司，進行瓦楞紙椅工作坊，並於北師美術館展出。 
 3、數位科

技與文

化創意

產業整

合 發

展—提

供故宮

科技與

人文跨

域文創

環境 

利用數位典藏資料

庫，發展典藏文物衍

生文化產品形象再

造，同時透過產、官、

學界交流機會分享給

大衆。 

提供人文與科技跨領域文創樂

趣欣賞，促進文創科技產學合作

及轉移。 
 

1. 導入展場跨域多媒體展示，於國內外舉辦各式數位文創展覽，

99-102年吸引超過 119萬 2,000萬人參觀，透過新科技及新媒

體的運用，突破博物館實體的藩籬，使故宮精美的文物及教育

資源貼近人群，走向世界。 
2. 設置書畫多媒體室，以高互動的教育媒材，深度呈現故宮書畫

之美，觀眾可動手與文物互動，探索國寶名萃的細部與巧妙，

或觀賞模擬的動畫，想像畫中的故事情節，建立博物館主動學

習的嶄新模式，每年超過 100萬人次參觀。 
3. 為使社會各界更易利用本院典藏資源，同時與專家學者、一般

民眾、學生等不同群體互動、交流，透過開放資料庫、舉辦巡

迴講座及參與研討會等，推廣故宮數位典藏經驗及其應用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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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文創影片等數位內容，推廣

本院典藏文物蘊含之文創能量。 
 
 

99-102年以典藏文物為創作元素，製作完成「國寶娃娃歷險記」、

「再現．同安船」、「悠遊古今．品味生活」、「山水合璧—黃公望

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影片」等總計 14支數位文創影片，提供博物館

虛實互補之教育經驗，並屢獲美國休士頓 WorldFest獨立製片與國

際影片影展等國內外獎項肯定。 
   發展全球資訊網觀光及提升國

民美學素養，建構友善網站環

境。 

99-102年故宮博物院全球資訊網參觀人數達 1,029萬 7,000萬人

次。配合各項展覽、教育活動及服務空間的推出與開放，製作主

題導覽網站共計 120款，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將最新的博

物館服務資訊提供予民眾，成為民眾觀展前的線上參觀指南、觀

展時的數位導覽服務資源及觀展後的線上延伸學習資源，讓民眾

快速的、輕鬆的悠遊於博物館優質的網路服務中，享受文化美學

終身學習的樂趣。 
Ⅲ市 場

流 通

及 拓

展 

(1)策辦國際大獎及大

展 
本計畫包含辦理臺北國際藝術

博覽會及輔導國內視覺藝術產

業(含法人、獨資或合夥之事業

體、個人等)，集結國內藝術家或

藝術團隊，參加國際藝術展會。 

1. 自 97 年至 102年辦理 6 次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已為亞洲第

二大藝術博覽會，累計現場成交額達新臺幣 49億 6,000萬元，

參展畫廊數達 720家次（國內 359家次，國外 361家次），參

與藏家及觀眾達 28萬 2,000人次。 
2. 另依據 101年訂定之「文化部補助視覺藝術產業辦理或參加國

際藝術展會作業要點」，自 101年至 102年共核定補助 24案，

累計輔導 43 家國內視覺藝術業者參加國際藝術展會，所參加

之展會包括指標型的核心藝博會，如 Art Basel HK、Miami 
Scope、Art Asia Miami、Context Art Miami等，及推廣型之週

邊藝博會，如 Art Toronto、上海藝術博覽會、北京國際藝術博

覽會、韓國釜山藝術博覽會、亞洲當代藝術展（香港）、Hong 
Kong亞洲飯店型藝術博覽會、上海城市藝術博覽會。 

 

1、打造臺

灣文化

創意品

牌 

(2)舉辦或協助業者參 辦理臺灣文創精品評選。 配合臺灣文博會辦理 4 屆文創精品獎選拔，累計 4 屆參與評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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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創新服務提案計 1,149件，共選出 90件優質文創商品、10件
創新服務提案。 

與國內外文創產業

相關競賽與獎項 

辦理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精品意

象行銷宣傳。 
配合臺灣文博會辦理 4 屆文創精品獎選拔，提高優質文創產品及

創新服務品牌知名度，獲獎作品除每年於臺灣文博會展出，並協

助獲選業者赴海外進行品牌行銷，99 年集結 28 件得獎作品參與

北京文博會，100 年集結 25 件得獎作品參與上海時尚家居用品

展，101年集結 24件作品參與上海時尚家居用品展、杭州文博會，

102年整合 23件作品參與香港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另亦於以主

題展形式於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等空間公開展示增加曝光，

亦另與商業周刊買物精選平臺合作，打造文創精品館開放線上販

售(為期一年)，創造實質拓銷商機。 
 (1)每年定期舉辦臺灣

國際文化創意產業

博覽會 

每年定期舉辦臺灣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會展，提供文創業者行銷

與展售之通路，同時整合國內外

文化創意產業各類資源，檢視與

展示政策執行之成果。 

自 99年至 102年策辦 4 次臺灣文博會，累計參展單位數達 1,906
家次，參與國家地區達 57 個次，參與買家及民眾達 32 萬 4,703
人次，另配合展會期間洽邀國際買家及國內企業團體來台參與媒

合會，通路類型涵蓋博物館商店、百貨精品、設計商店及網路平

臺等，累計 4年展會採購及訂單產值為 9億 7,230萬元。 
 (2)參與中國大陸重要

文創產業博覽會 
針對中國各地文博會之特色提

供業者不同的協助。 
自 99年至 102年持續徵選優秀文創業者以臺灣形象館參與 21場

次展會國際指標性文創展會，包含 2010 北京國際文博會、2013
深圳文博會、2011至 2013持續參加上海時尚家居用品展等。 

 

2、整合資

源開拓

海內外

市場 

(3)建立兩岸文創產業

合作及市場開發機

制 

調查研究大陸文創產業市場情

報資訊及相關法令政策。對文化

創意產業相關資金、人才交流、

市場拓展、政府與民間資源之整

合等給予實際作業協助。 

101年完成「兩岸文化創意產業交流策略委託研究案」，除界定釐

清兩岸文創產業範疇及差異，並由市場角度評估及建議中國大陸

文創市場中較具有吸引力及發展前景的子產業，分析優先子產業

的產業鏈和合作模式，並提出兩岸文創產業交流策略建議，作為

文創產業政策研擬及台灣文創產業赴中國大陸交流合作與投資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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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業者就涉及之智慧財產權

等相關法令及權益問題，進行談

判或簽訂互惠協定。 

以上述研究成果及情報資訊，適時提供經濟部有關智財權談判或

簽訂協定建議參考。 

 結合資源協助文創輸出：市場行

銷拓展專案服務、文創國際市場

商情研討、實務研習班。 

針對臺灣文博會參展單位及國際拓展計畫參展規劃需要，依業者

需求安排講座課程，包含展覽布置、商務洽談、授權、議約技巧

等主題，協助業者強化國際拓展相關知識技能，累計 4年辦理 34
場次。 

 

(4)拓展文創產業國際

通路 

整合駐外單位開拓國際通路。 於參與國際展會期間運用駐外單位資源，加強當地媒體曝光，累

計國際媒體報導 637則，提升參展業者國際市場能見度。 
 協助參與國際文創相關會展。 自 99年至 102年持續徵選優秀文創業者以臺灣形象館參與國際指

標性文創展會，計徵選業者 258家次參與倫敦 100%設計展、TENT 
London展、巴黎家飾展、拉斯維加斯授權展、東京設計師周、東

京國際居家生活設計展、上海國際時尚家居用品展、北京文博會、

深圳文博會、香港家庭用品展、香港設計暨創新技科展、香港禮

品展等 21場次展會，累計採購及訂單金額達 4億 8,800萬元。 
 

(5)協助文創業者參與

國際重要會展 

文創產業置入跨領域重要展覽。 100年以「Charming Taiwan」主題集結 12家蚊創業者參與「2011
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展現文創觀光跨界及異業合作多元可能，

促成民眾有機會認識臺灣文創產業。 
 透過文創產業情報網連結國內

外相關文創組織與協會，舉辦相

關主題研討會建立跨國技術合

作及交流機制，發展臺灣文創產

業與國際合作。 

配合臺灣文博會舉辦期間，自 101年起洽邀國際文創產業包含百

貨、零售、代理、博物館商店、電子商務等不同類型買家，及國

際展會策展人、設計領域指標性公協會等國際組織來臺觀展及與

產業界進行交流，累計邀請 45位國際文創產業組織及通路買家來

台，遴選 60文創業者家次辦理 7場次國際交流媒合會；辦理 9場

次文創趨勢論壇，計 1,288人次參與。 
  

(6)鏈結國際文創相關

組織建立跨國技術

合作及交流機制 

輔導業者參加文創產業之競 自 99年至 102年持續徵選優秀文創業者以臺灣形象館參與國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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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商展、觀摩展等，參與國際

文創組織。 
標性文創展會，計徵選業者 258家次參與倫敦 100%設計展、TENT 
London展、巴黎家飾展、拉斯維加斯授權展、東京設計師周、東

京國際居家生活設計展、上海國際時尚家居用品展、北京文博會、

深圳文博會、香港家庭用品展、香港設計暨創新技科展、香港禮

品展等 21場次展會，累計採購及訂單金額達 4億 8,800萬元。 
Ⅳ人 才

培 育

及 媒

合 

1、扶持文

創 新

秀—建

置音樂

創作與

行銷平

臺 

 委託國內知名作曲家創作樂曲

或邀請國內中生代作曲家提出

中長期創作計畫；或以青少年作

曲家為對象，由評審團遴選優秀

作品。製作發行作品平面與有聲

資料，作為藝術市場的交易產

品，透過產品向民間企業介紹藝

術家與作品，促進主辦單位、民

間企業與藝術家之合作機會。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自 97 年起除委託國內知名作曲家為本團量身

創作，亦鼓勵臺灣中生代及新生代作曲家創作，提升臺灣音樂原

創作品的質與量，成果卓著，97-100年每年皆辦理公開徵曲活動，

至今成果豐碩--委託創作 25 部、鼓勵原創作品 27 部、公開徵曲

16部、樂譜出版 25套(含 30部作品)、影音光碟出版品 13套、音

樂會 25場次，世界首演作品達 68部，已成為臺灣作曲家近年來

發表新作的重要平臺，達到培育臺灣優秀作曲人才，提升台灣音

樂創作水準，開拓原創音樂的藝術性與多元性，厚植實力，俾向

國際舞臺發聲。 
 2、視覺藝

術創意

推廣計

畫 

(1)國美館現代化典藏

庫房建造計畫 
主要工作項目含「典藏庫擴建」

與「現代化典藏保存設備充實」

2 項子計畫，包括工程總樓地板

面積 1 萬 1,187平方公尺、地下

二層 SRC 構造之新擴建典藏

庫，其空間設施與設備之整建與

擴充，原預估期程為 100 年至

102年，惟須延至 103年，預算

包括典藏庫擴建計畫 4 億 8,687
萬 8,000元及現代化典藏保存設

備充實計畫 1 億 1,482萬 8,000

因應藝術資產保存需要，增設更具現代化、科技化之專業保存維

護設施和充裕的存放空間之典藏庫房；本計畫於 100年納入「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計畫」辦理，目前已完成包括典藏庫主體

工程、典藏庫隔震工程及相關設備建置案、公共藝術設置案、戶

外景觀綠美化等相關工程；刻正積極掌控進度，辦理修護室保存

維護設備建置案、保存設備建置（室內裝修）工程、氮氣氣體槽

及設備採購案、典藏庫周邊設施銜接工程、典藏管理 RFID 應用

系統建置案等相關作業，預計於 103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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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總經費約需 6 億 0,170 萬

6,000元。 
 (2)數位藝術推展計畫 以「數位創意資源中心」為基

地，辦理：(a) 數位藝術跨域媒

合； (b) 數位創意資源中心維

運；(c) 數位藝術人才培育；(d) 
普及科技藝術創新成果。 

本計畫以「數位藝術方舟－數位創意資源中心」為基地，辦理跨

領域數位藝術創作案、各類型數位藝術展演、系列性工作坊、講

座、網站維運等，持續推動台灣數位藝術創作植根工程，從基礎

培養數位藝術創意的種籽： 
1. 推動媒合跨領域共同創作，辦理各類型數位藝術展演及活動，

包括與中國醫藥大學合作辦理「感官之維－互動藝術中的人性

體驗」展，推動數位藝術與醫療的跨領域結合；與台東大學合

作運用數位科技產品，帶領身心障礙者進行創作發表；與精密

機械中心合作「機器人說故事」活動，展現數位藝術與科技產

業結合之成果。並辦理「急凍醫世代-2009 醫療與科技藝術國

際展」、「未來通行證展｣、「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等共 25
檔次之大型國際數位展覽及「曼陀羅響樂展」、「成為賽伯格

展」、「陌生人」等共 46檔次之其他數位創作藝術展。 
2. 營運「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網站和「數位藝術方舟」

創意互動網站，連結國際網路，建構完整之數位藝術創作交流

平台。 
3. 辦理「U15數位藝術體驗營」、「十大創意十大妙方互動媒體藝

術工作坊」、｢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藝術家論壇｣等共 72場次

之數位藝術教育推廣活動，以培養數位藝術人才，普及科技創

新成果。 
 (3)青年藝術家培植計

畫 
為鼓勵及扶持更多青年藝術工

作者創作與促進當代藝術交易

的活絡，同時結合推動文化創意

本計畫以購藏、展覽和推廣行銷的方式推介與支持藝術家持續於

藝術創作，促進臺灣當代藝術的蓬勃發展： 
1. 辦理「青年藝術家作品購藏」：每年採公開徵件、及配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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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相關示範性計畫，藉以激發

當代藝術的發展與累積文化創

意產業的能量及流通，主要工作

包括：(a)作品購藏；(b)展覽推

介；(c)交流推廣；(d)產業媒合。 

國際藝術博覽會評選之方式購藏青年藝術家作品。本計畫頗受

藝術界與年輕藝術家重視，對於鼓勵年輕人藝術創作與畫廊產

業對於年輕藝術家作品經營的投入，具有正面意義。自 97 年

起至 102年止，歷年累計共購藏 332件青年藝術家作品。 
2. 以青年藝術家作品參與或辦理「後青春」展、台灣雙年展、「標

新立意—館藏青年藝術家作品展」、赴韓國「複語‧腹語－台

灣當代藝術展」等共 17檔各項國內外交流展覽。 
3. 建置「青年藝術家作品影像典藏之美網站」，並結合媒體辦理

相關人才培育與推廣活動，包括「青春‧樂園－空中遇見青

年」、「青年起飛─與青年藝術家相遇」及「美的手創」等行銷

推廣活動；另與異業結合，辦理青年藝術家作品推介及文創品

之衍生開發。 
 數位內容創新加值：針對國美館

典藏藝術品之數位內容之創新

應用的模式深入研究，建立機

制。並針對數位內容應用所衍生

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取得與再授

權，及可行性和應用範疇，建立

一套授權取得、應用、利潤分享

與權利機制模式。 

辦理典藏品數位圖像之授權使用，提升各界應用典藏數位內容的

機會與廣度。並公告「國立臺灣美術館數位典藏內容授權作業要

點」，作為典藏品數位圖像對外授權依據，以提升各界應用典藏數

位內容的機會與廣度。 

 

(4)藝術數位典藏加值

與應用計畫 

數位內容應用開發：媒合藝術

家、設計師、科技人才及製造

商、雙品牌策略聯盟等跨領域合

作，帶動文化創意經濟產值。 

以典藏品為元素，透過藏品之數位應用，結合工藝家或設計師進

行品牌合作，開發製作文創衍生加值產品，歷年累計共開發 43件
文創品，並在精品店展售，分享民眾收藏，推廣生活美學；另藉

由參與「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及「巴黎國際家具用品

展」等國內外之會展，行銷文創品與美術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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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生活美學推廣：將本計畫之

成果行銷國際，辦理各項生活美

學推廣活動、建置數位內容應用

推廣資訊網站，及串聯網路與媒

體行銷等。 

建置並營運「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之美網站」，藉由藝術數位應

用服務之全球資訊網絡與推廣活動，延伸創意與知識至民眾的日

常生活之中。辦理藝術最前線、藝術尋版、尋找台灣美術地圖、

空中美育廣播等各項行銷活動以及刊登活動行銷宣傳廣告。 

 (1)培養文創中介人才 透過產學合作、開設專業課程、

辦理工作坊及座談會等方式，培

養具跨界整合能力之文創中介

人才，並建立文創人才培育之訊

息整合平臺，提供公部門及民間

之相關資訊予業界參考。 

原文建會自 99 年推動「培植文創中介人才及推動經紀制度」，針

對文創產業中介人才缺口及職能進行初步調查，並以補助方式辦

理文創產業媒合計畫，促成文創產品創作者與品牌行銷團隊(中介

團隊)的合作，透過以大帶小、跨業整合的產業輔導，共同研發行

銷，建構文創產業經紀市場。又為培育國內文創產業所缺乏之中

介及經紀人才，並為產業蓄積人才能量，建立符合台灣文創產業

生態之經紀制度，102 年藉由開設文創產業中介及經紀人養成專

業課程、引入國際文創著名專業人士來臺講座、辦理文創中介經

紀人培訓工作坊(研習營)等方式，培養具跨界整合能力之文創中介

及經紀人才，以促進文創人與市場有效鍊結，102 年參與人數共

計 881人。 
 

3、推動文

創經紀

機制 

(2)推動文創經紀機制 研究國外文創經紀及證照制度

之推動背景、施行方式及影響，

並透過調查、座談及諮詢等方

式，瞭解台灣各文創產業範疇對

於建立及完善經紀制度的需求

及想法，藉以訂定與國際接軌、

且符合臺灣產業生態之經紀制

度，並建置交易平臺及研擬相關

配套方案。 

1. 102年文化部透過調查或訪談方式，探索各界對我國建立完善

文創產業經紀制度的需求及想法，作為該部制定相關政策之參

考。 
2. 同年該部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18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

定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規定辦理文創產業職能基

準建置計畫，以因應產業需要及提升產業人才素質，並期以所

訂定之職能基準為依據，應用發展出職能導向課程及專業人才

能力鑑定或認證制度。 



 

 38 

子計畫 分項工作 具體內容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與成效檢討 

Ⅴ產 業

集 聚

效 應

計畫 

(1)五大園區綜合發展

業務 
延攬專業人才，使從事計畫研

擬、市場瞭解及行政業務之推動

等，擔任行政協調及園區與廠商

間、園區與園區間之管理及聯繫

窗口，並扮演文創產業經紀媒合

及活動企劃角色。 

招募專案人員從事計畫研擬、市場瞭解及行政業務推動作業，並

擔任行政協調及與民間機構間之履約管理窗口。 

 

1、五大園

區管理

發展 

(2)更新五大園區資訊

網站及維運計畫 
更新並維運文創產業專屬網站

及五大創意文化園區之入口網

站，以文化創意產業虛擬空間之

網網串聯，打造五大園區之品牌

形象。 

於委外營運前架設五大園區網站，並於完成各園區委外營運作業

後，改由各營運團隊自行架設園區專屬網站。 

 2、華山文

化創意

產業園

區 

定位：「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藝術展現與生活美學風格塑

造」，以”酷”(時尚、前衛、實驗)與”玩”(玩樂、享樂、娛

樂)為規劃主軸。 
1. 園區整體開發及維護 

訂定相關規範法令及考核機制，透過橫向溝通協調促

進整體發展。主要工作包括：華山各項委外促參案件

（OT、ROT、BOT 案）之年度營運績效評估、財務

分析及法律諮詢；辦理華山園區古蹟、歷史建築、既

有建物及景觀等規劃設計、整建修繕及鑑定評估、華

山藝文公園景觀改善工程等；園區未交付廠商營運空

間之使用及管理、保全及清潔維護等；策劃華山藝創

節、舊酒廠文物保存、文創產業活動推廣及網站維護

計畫等。 
2. 產業集聚效應之推展： 

1. 營運管理 
(1)完成園區 BOT案委外招商作業。 
(2)華山電影藝術館於 101年 11月 8日正式開館。 
(3)持續辦理園區 ROT案履約管理及績效評估等作業。 
(4)辦理「華山季節風」(97、98 年)、「文化創意產業論壇暨設

計達人競賽與展覽」(97年)及「華山藝術生活節」(99年~102
年)等文創相關展演活動，其中「華山藝術生活節」邀請國

內外策展人與國內表演團體進行接觸，另自 100年度以「票

房獎勵補助」方式，徵選齣劇碼進行售票演出，活動期間吸

引眾多人潮參與，奠定「華山」表演藝術產業交易所的品牌

形象風格。  
2. 工程 

(1)完成園區一、二期基礎工程案。 
(2)完成電影藝術館空間及設備整建工程、華山中央藝文公園景



 

 39 

子計畫 分項工作 具體內容 97年至 102年辦理情形與成效檢討 

(1)舉辦年度創意生活主題活動或競賽。 
(2)形塑台北文創產業軸帶。 
(3)辦理「華山藝術生活節」。 
(4)辦理有償撥用台灣鐵路管理局台北市中正區成功

段一小段 7、7-1、7-2等三筆土地。 

觀改善工程、紅樓區建築修復再利用與景觀工程等 6 項工

程。 
(3)完成園區旁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 7、7-1、7-2等三筆

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作業。  

 3、臺中創

意文化

園區 

定位：「台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以建築、設

計與藝術為主體，以促成台灣與世界建築設計產業之接

軌。另藉由文化資產局設置於園區的地域優勢，推動文

化資產與文創產業的緊密結合。 
1. 園區整體開發推廣： 

園區於96年(第二期)著重在其餘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

整備工作、基礎電機工程建置、公共服務設施建置及

建築、設計展覽館建置等。至 101年度完成「設計．

點」－臺中店、TADA 方舟音樂展演空間及祥瀧藝文

展覽館等三個館舍委託經營管理，並規劃辦理「A＋

創意季」及「創意生活節」等文創展演相關活動及人

才培訓，補助民間團體學校相關系所共同辦理園區展

演活動。 
2. 經營管理計畫：擬定園區相關空間引入民間參與投資

研究計畫、自行營運業務推展及執行評估的規劃工

作。 
3. 建築及設計產業推廣及人才育成 

(1)結合全國設計、建築等相關系所之大專院校辦理創

意設計市集，並邀請國際建築設計工作者進行經驗

分享。 

1.營運管理 
(1)辦理「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B03、S01藝文展覽館營運移

轉案」總顧問案、「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全區委外前置規

劃作業計畫(B03及S01除外)」、「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S01
文創產品旗鑑店委外營運」以及「B01歷史建築委託民間參

與營運管理案」等委託民間參與營運管理可行性評估作業。 
(2)完成「TADA 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祥瀧藝文展覽館」、

「設計．點」及「台灣菸酒展示服務區」等 4個館舍委託營

運管理。  
(3)舉辦「A＋創意季」、「創意生活節」等文創展演活動。  

2. 工程 
完成園區 B09五連棟倉庫歷史建築修復工程、TADA CENTER
全區景觀及基礎設施工程等 26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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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策辦國際研討會。 
(3)參加及爭取主辦建築、設計國際年會。 
(4)舉辦或協助相關團體於本園區辦理設計、建築與藝

術國際展覽、競賽等活動。 
(5)辦理園區文宣、行銷與出版，配合相關展覽與研

究，出版期刊及專輯等。 
(6)辦理園區義工召募與培訓。 
(7)輔導相關團體舉辦創新設計與數位建築文化創意

產業推廣及教育工作，補助並協助地方團體舉辦設

計與建築文創產業推廣及教育活動。 
4. 文創產業區域整合及集聚計畫 

(1)規劃主題，邀請設計創作者集聚，扶植創意產業，

形塑文創品牌與企業形象能見度。並與地方資源串

聯，結合地方特色與競爭力，辦理【創意生活節】。 
(2)打造台灣中部國際級設計中心。 
(3)推動中部文化圈整合行銷推廣畫。 
(4)建置專屬行銷宣傳品平台。 
(5)每年依不同主題辦理中部文化圈年度博覽會、競

賽、藝術展演等活動。 
 4、花蓮文

化創意

產業園

區 

定位：「文化藝術產業與觀光結合之實驗場域」，強調「生

態」、「生產」及「生活」並重的「東部文化櫥窗」。 
1. 環境整備計畫：辦理園區歷史建物修繕工程。 
2. 經營管理計畫： 

(1)已整修完成區域，以採購法委託專業團隊常態經

營，於 96年 6月正式開園；98年辦理引入民間促

1.營運管理 
(1)辦理園區引入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並依促

參法規定完成園區委外招商(ROT)作業；民間機構已於 101
年 1 月進駐辦理整建作業，同時於 101年 10月展開最小規

模營運。 
(2)以勞務採購方式委託專業團隊進駐營運管理(98、99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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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2)配合園區歷史建築修復工程，委託學術單位以文字

及照片完整記錄修復過程，另同步進行影像拍攝。 
(3)舉辦東部文學季、海洋樂舞季、生態旅遊季、體驗

藝術季，每季活動期程約 3個月，各依主題舉辦各

項地區與國際研談會、工作營、演唱會、創藝節等

活動，促進文化與觀光產業之密切結合。 
(4)規劃人文深度旅遊行程套餐，以園區為出發點，並

與花蓮園區周邊觀光旅遊業者組成策略聯盟。 
3. 文創產業區域整合及集聚計畫 

串聯與整合交通部觀光局、花蓮縣政府、農委會等

公、私部門與觀光旅遊業者等資源，強化東部地區文

化創意產業、文化觀光、文化體驗、地方特色產業之

發展，以行銷東部地區整體文創產業形象，帶動地方

文化經濟之發展。 

辦理「生活創意市集」、「原聲音樂節」等各式文創展演活動。 
(3)辦理「紀念品創意設計比賽」暨「夜生活節」(97 年)、「原

聲音樂節」(98、101、102年)等文創展演活動。  
2.工程 

(1)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2)完成園區原料倉庫、鍋爐室、半製品調和室及澄清室、紹興

酒發酵工廠等歷史建築修復工程、園區空調工程等 8 項工

程；完成全區 26棟建物（其中 22棟屬歷史建築）修繕及基

礎設施工程。  

 5、嘉義文

化創意

產業園

區 

定位：「傳統藝術創新」為主軸，結合酒文化產業為基

礎，實踐傳統技藝與傳統技術之轉型及創新。 
1. 園區建物整建工程：以分期、分階段整建原則，逐年

推動各棟建物之修復再利用工程。 
2. 經營管理計畫： 

(1)於完成整建工程後，引進民間機構參與營運管理。 
(2)結合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及民間組織等相關單位，舉

辦例行性、定期性傳統藝術創新及文創相關展覽及

推廣活動。 
3. 文創產業區域整合及集聚計畫 

1.營運管理 
(1)辦理園區引進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 
(2)辦理「南方醉舒服」(97 年)、「來嘉傳新藝」(99 年)、「傳統

藝術創新節」(98、102 年)、「親子藝術節」(101 年)等文創

展演活動。 
(3)委託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代管園區開放區域。 
(4)訂頒「文化部協助文化創意事業運用嘉義及臺南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申請作業要點」，並據以辦理園區招商作業。  
2. 工程 

完成園區第一期第一階段歷史建築整修及再利用工程、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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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區域性及在地特色為基礎，串連嘉義境內以工

藝、創意生活及木家具設計、視覺藝術及音樂為主

之諸多藝文資源，結合在地文化觀光資源，期望達

到文化創意產業整體區位發展之效。 
(2)結合在地學術研究資源，建置嘉義區域產學合作機

制。 
(3)每年度選定區域內具有產業發展潛力之產業，挹注

開發創新資金，形塑品牌形象，推介國內外市場。 
(4)每年度籌辦嘉義區域聯合傳統藝術加值應用商展

及相關節慶活動。 

第二階段工程、第二期工程等 6 項整建工程；完成全區 21 棟

建物（歷史建築 9棟、一般建築 12棟）修繕工程。  

 6、臺南文

化創意

產業園

區 

定位：「台南創意生活媒體中心」，發展「文化生活與

產業環境之整合創新平台」。經可行性評估結果，有鑑

於台南發展創意生活產業，故將本園區拉升為「臺灣創

意生活產業發展中心」，以「創意生活產業」及「產品

設計產業」等為主體產業，透過園區三個經營核心（「創

意生活發展中心」、「創意生活體驗中心」及「生活美

學育成中心」）。 
1. 園區整體開發推廣：進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辦

理園區內古蹟修復再利用工程、L 棟倉庫及行政室整

修工程、景觀美化及基礎設施整備、廢棄老舊建物拆

除及相關設備與環境改善等。 
2. 經營管理計畫： 

(1)推動民間參與投資、委託營運管理團隊。 
(2)策辦有關嘗試將臺南文化轉譯為新的與國際化的

臺灣風格生活潮流、及嘗試將園區提供作為新興風

1.營運管理 
(1)辦理園區引進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作業及招商作

業。 
(2)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協助文化創意事業運用嘉義及

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申請作業要點」辦理招商作業，並於

102年 11月與最優申請人完成簽約作業。 
(3)辦理國際動漫交流大展(98年)、園區測試性活動(100年)、創

意生活節(102年)等文創展演活動。  
2.工程 

(1)完成園區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2)完成園區內市定古蹟台南出張所修復再利用工程、L 棟倉庫

整修(含園區景觀)工程、行政棟整修工程等 3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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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生活產業實驗與初步市場考驗場域、以及嘗試作

為國內風格生活產品交流場所與展現體驗櫥窗等

之臺灣風格生活產業相關活動。 
3. 文創產業區域整合及集聚計畫 

發展具臺南獨特氛圍之臺灣創意生活與設計相關產

業，未來將以其區位及資源可及性等優勢，作為展銷

通路及加值交流平臺，串連臺南境內以時尚、設計及

數位內容產業為主之園區作為共生支援體系，並納入

在地歷史文化、傳統工藝、觀光節慶、歷史特色街區、

與近來具創新的新庶民文化能量等優勢資源，以及結

合文化部附屬機關館舍與區域內典藏豐富的文化館

舍、多元充沛的學術人才（設計與數位內容）、在地

文創業者與非營利組織等，共同建構南部區域之臺灣

風格生活魅力品牌與美感設計，促進南區文創產業之

有效提昇。 
 7、打造故

宮成為

全球文

化創意

產業應

用重鎮 

1、形塑中華文化特色之文化創意設計基地，催生台灣文

創人才 
2、匯聚台灣文化創意商品之展示聚落，激發台灣設計創

作靈感 
3、促進數位內容授權營運，扮演媒合平臺 
4、善用故宮文物資源、文化魅力和國際知名度優勢，提

高「台灣製造」商品的精緻度、附加價值和競爭力 

(一)99年度 
1. 舉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 

(1)第一、二屆總計培訓維渥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6家團隊，

學員 123人，研習週數總計 48週（總研習時數達 279小時），

合計聘請院內、院外師資有 51人。(註：第一屆文創營於 98
年度試辦)。 

(2)第一、二屆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總計提出以故宮文物為元素

的文創商品設計成果約 187件（第一屆 126件、第二屆 61
件）。 

(3)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展」(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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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3至 26日於故宮博物院如意館)。 
2. 建置「故宮文創資源網站」：以故宮文化創意發展歷程為概念，

透過故宮文物元素，結合故宮各項授權業務、故宮文創商品開

發歷程案例分享、文創產業發展研習人才培育課程等資訊，以

提供文創產業界人士或設計師等，在博物館商品開發上獲得更

多元的資訊管道。 
3. 辦理各項文創議題研討會、座談會等 

(1)各大專院校、博物館界等文創議題相關座談會，包括臺灣師

大美研所、世新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共約 50人參加。 
(2)辦理「日本文物數位攝影工作坊」(99年 11月 15、16日)，

邀請日本文物攝影專家來院教授專業文物數位攝影技術，約

培訓 10人。 
(3)舉辦「兩岸博物館共同提升智慧財產權法務工作論壇」(99

年 12 月 17 日)，參與人員包括法律及文創各界，人數超過

170人，反應熱烈。 
(4)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跨界論壇」(99年 12月

25 日本院正館 B1 多媒體室)，邀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產、

官、學業界代表，分就文創政策發展與創新設計進行交流座

談。透過公共論壇，擴大全民參與，以理論、實質並進，開

拓文創產業發展新紀元，共計約 300人參加。 
4. 促進數位內容創新應用文創商品設計成果：配合故宮該年 10

月「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辦理「故宮文藝紹興

（南宋大展）文物衍生產品與包裝設計及打樣」服務案決標金

額 1,92萬元，得標廠商共計設計 3系列（含居家生活用品、生

活飾品、文具用品）共 39件商品，其中有 23件通過審查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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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架販售。 
5. 參加「2010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99年 11月 11日

至 14日)：除展示外，亦邀請 6家故宮合作之品牌廠商（大洋、

維渥特、三麗歐、皇室、禾禮、印傑）共同參展，並於現場接

受訂單或洽詢等，積極帶動本院合作廠商向外拓展知名度並共

創更多文創產值。 
 (二)100年度 
1. 舉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 

(1)第 3 屆培訓 18家團隊、69名學員，共計 24週(總研習時數

達 144小時)。 
(2)辦理第 3屆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展(100年 11月 12日至

25日於故宮如意館)。 
2. 「故宮文創資源網站」維運及後續擴充：提供文創營學員或文

創產業相關工作者獲得故宮文創資源、合作機制和訊息的平

臺。 
3. 參加 2011年「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除展示外，亦

邀請 8家合作廠商參展，共展出相關產品近百件。展出重點為

推介故宮出版品及文創成果，展現博物館相對於文化創意產業

之互動與相互交流，同時藉由本院品牌授權產品結合展示空間

達到形象推廣及拓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雙贏契機。 
4. 配合建國一百年「精彩 100．國寶總動員」特展舉辦第 2屆「精

彩 100．國寶總動員」文創衍生商品設計競賽及美學解析講座

等系列活動：以涵蓋器物、書畫、文獻等館藏珍品為文創衍生

商品之發想主題，共計 186件作品參賽，決選結果選出金、銀、

銅獎各 1 名，以及佳作 8 名共 11位得獎者，於 100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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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行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講座內容則包含國寶展文物

介紹、博物館商品設計、開發、博物館商品及行銷等議

題，共 225人與會。 
5. 宋畫全集正片數位化：故宮為提升文物圖像多元運用及因應數

位科技，辦理「宋畫全集 8×10正片數位化」，掃描 650件。 
5. 故宮衍生性文創商品推廣行銷服務案：故宮典藏青銅器原型

（模具）設計採購案，相關模具（純手工代木雕刻）開發約 47
件商品。另，開發製作文創商品一批（宗 食器、廚房用具轉

心瓶）。 
6. eDM行銷活動暨顧客問卷蒐集計畫：以電子郵件行銷（eDM）、

實體問卷調查，以及關鍵字廣告等三項 CRM 行銷專業工具，

針對潛力消費族群之購物行為、模式、需求進行市場開發訪

問，並持續蒐集顧客個人資料，以利確實掌握後續潛力商品開

發業務。 
(三)民國 101年度 
1. 舉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 

(1)第四屆培訓 15家團隊、55名學員，共計 24週(總研習時數

達 144小時)。 
(2)辦理第四屆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展(101年 11月 16日至

29日於故宮如意館)。 
(3)「故宮文創資源網站」維運及後續擴充：提供文創營學員或

文創產業相關工作者獲得故宮文創資源、合作機制和訊息的

平臺。 
(四)102年度 
1. 舉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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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屆培訓 13家團隊、53名學員，共計 24週(總研習時數

達 144小時)。 
(2)辦理第五屆(含歷屆)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展：為近一步

宣傳研習營成果至中南部地區及拓展參觀人潮，本年度分別

於 5月 25日至 7月 14日於台中港區藝術中心以及 8月 3日

至 10月 6 日於彰化員林演藝廳辦理「故宮潮．當國寶遇上

設計」，規劃「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展區，兩場展覽

總計參觀人數達 3 萬 9,481人。102年 12月 21日至 103年
2 月 16 日於苗北藝文中心辦理文創成果展，參觀總人數為

5,263人，展示內容更增加本院 102年度國寶衍生商品設計

競賽及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第五屆等最新設計成。 
2. 「故宮文創資源網站」維運及後續擴充：提供文創營學員或文

創產業相關工作者獲得故宮文創資源、合作機制和訊息的平

臺。截至目前為止，文創資源網的造訪已突破 66 萬人次，約

87%為國內人士其他地區包括香港、中國大陸、美國、英國、

日本、韓國、法國等亦有造訪者。 
3. 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成果專輯」：期以

各角度呈現本活動的理念和過程、各領域參訓團隊親身闡述參

加本活動所獲得的成效和感想，以及本院辦理之 know-how、
經驗與成果分析等與社會各界分享。 

(五)持續追蹤歷屆「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參訓團

隊與該院合作實績：歷屆文創研習營之培訓團隊於結訓後亦

有陸續透過相關機制與該院進行品牌授權、合作開發或圖像

授權等合作，第一至五屆 72 家廠商中，目前計有 10 家與該

院進行品牌合作、16 家為該院合作開發廠商、另有 7 家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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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授權方式與該院合作。 
Ⅵ工 藝

產 業

旗 艦

計畫 

 1. 臺灣工藝文化園區

已大致整建完畢 
1. 臺灣工藝文化園區之定位為

一具多元、全方位功能之專業

服務園區，結合創新育成與休

閒產業之策略與經營模式，並

藉由園區即為聚合市集之概

念，營造結合創新研發、技術

訓練、市場行銷、產業聚落、

文化服務、休閒產業等面向，

服務照應不同階層觀眾與專

業人士多元需求之服務平臺

型園區。 
 

1. 目前已完成草屯園區 4個重要館舍（工藝設計館、工藝資訊館、

工藝地方館、生活工藝館）開放、工藝旅館（知達工藝會館）

委外經營及 3處外館營運，除提供對外參訪，更成為臺灣工藝

教育最重要之基地，每年參訪超過百萬人次。 
2. 透過園區營運維護及創意市集的辦理，進行園區環境美化、提

升民眾遊園品質、增加遊客數並提升民眾對工藝品的接受度與

生活工藝的推廣。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及各項活動達 1,096萬參

觀人次。 
 
備註：本案原為 97-100年四年計畫，98年 5月行政院核定將工藝

產業納為六大旗艦計畫之一，並修正為 97-102年的六年期

程，以「強化創新研發設計」及「拓展行銷通路」之二大

策略，三大行動方案（包含卓越研發行動方案、產業跨業

合作行動方案、「大品牌」形塑行動方案）及 11 項重點計

畫執行，亦同時進行「工藝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

建計畫」，以加速工藝產業精質化的歷程，並讓臺灣工藝產

品優質設計與品質，行銷國內外、提高市佔，提升國家形

象及文化競爭力。 
  2. 積極拓展行銷通路 

 
積極帶領工藝業者參與國內外

重要商展，並以接單及增加台灣

精品工藝於國際市場的曝光度

為主，落實拓展國際工藝市場拓

展。 

1. 國際及兩岸部分：如歐美地區－義大利米蘭展、德國法蘭克福

展、法國巴黎展。亞洲地區－日本東京展、大陸地區（深圳展、 
廈門展、 上海展、 北京展）等。共參加國際商展產值共計約

9億 2千 5百萬元。 
2. 國內部分：包含電子通路、實體銷售據點、百貨精品、飯店旅

館、建築公司及各產業據點等通路，共計輔導設置常態及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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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市場共計 44處。 
  3. 媒合異業資源合作

開發案數 
 

媒合設計界、工藝師及產業三方

結合，共同完成產品研發量產 
每年均媒合工藝師、設計師等跨界合作開發工藝產品，累積至今

已開發至少 688件，其中 12件工藝師與設計師合作研發產品已申

請國內外專利。 
  4. 培育工藝卓越人才 進行各項專業工藝人才培訓計

畫，致力於推動臺灣工藝教育，

提供工藝業者在職進修及大專

院校學生學習工藝及研發工藝

產品之機會，未來將成為地方產

業之工藝種子教師，目前朝向學

校、社區、技藝人才訓練等進行

推廣 

已完成培訓至少 3,482 人。後續更組成工藝研究會，進行產品研

創及行銷，目前計有 8 類工藝研究會，會員 280人，每年產值約

達 2,000萬元以上。 

  5.「臺灣工藝之家」徵

選及輔導計畫 
為建立工藝發展機制，肯定優秀

工藝家之卓越表現，自 2004 年

開始舉辦臺灣工藝之家甄選，至

目前(2014)為止舉辦五屆評選，

選拔出 145 位臺灣工藝之家授

證。為了強化工藝之家之多方面

品質提升，除輔導其組成「台灣

工藝之家協會」外，亦制定整體

多元輔導措施，從個人、工作坊

及產品品牌形象等「點、線」的

改善，至建構整體工藝之家優質

聯合牌品「面」的型塑。 

1. 為形塑「臺灣工藝之家」優質品牌價值，陸續推動相關輔導及

行銷計畫，完成工藝家品牌形塑案共計 111案，創造空間場所

設施協調美感與美化表現機制，有如小型博物館，97-102年完

成三期空間改善示範點共計有 37處。完成後相關效益包含： 
(1)觀光及校外參訪民眾人數：每個工坊從每年平均約 3萬人，

增加為 4萬人～8萬人。 
(2)觀光及校外參訪民眾停留時間：從每次平均 1小時，增加為

1.5小時～2小時。 
(3)參與工藝體驗活動(DIY)人數：平均每個工坊每年從 30團，

增至 36團～80團，約增加 1,080～2,600人。 
(4)整體總銷售金額：每個工坊平均年銷售額約 400萬元，提升

至 520萬元～2000萬元。 
2. 99~102年連續 4年參與臺灣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共計邀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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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藝之家展出，累計銷售額約 1,520萬元、後續訂單及效益

約 5,280萬元，合作通路約 100家以上。 
3.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參與 4場次兩岸工藝展會，現場銷售額

1,128 萬元，後續與萬仟堂、進昀等藝品行銷通路等，後訂單

達 5,779萬元。 
3. 完成 1～5 屆 145臺灣工藝針對經營方式、行銷概況電訪，整

體年平均約達 5億元以上。 
4. 補助臺灣工藝之家辦理災害及意 外傷害救(補)助申請 37 人，

資深工藝師 13人，補助金額共計 134萬 5,000萬元。 
5. 輔導 29 位臺灣工藝之家，執行品牌識別體係設計、品牌導入

包裝社計及品牌行銷策略規劃。出版北、中、南、東 4冊旅遊

專書「藝遊趣」，規劃優質工藝旅遊路線 25條，同時結合社區

發展、地方特色景點與文化觀光資源整體行銷工藝之家。4 款

旅遊專書累計出版 2萬本。 
6. 規畫北、中部共 5 梯次 13 處之工藝主題體驗旅遊，邀請旅遊

作家、記者、旅遊業者等 139人共同體驗推介，平面媒體露出

共有 52則，網路平臺露出 3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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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97年年年年~102年本計畫各項工作績效達成情形年本計畫各項工作績效達成情形年本計畫各項工作績效達成情形年本計畫各項工作績效達成情形 
年度 

97 98 99 100 101 102 子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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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成立文創產業育成中心 個 4 5 4 4 5 7 5 7 6 10 6 10 

補助縣市政府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件 5 10 8 8 8 8 8 8 8 11 8 12 

補助藝文產業研發生產及行銷推廣 件 10 11 10 14 10 30 10 49 10 33 10 26 

多元

資金

挹注 

以種子資金補助創業家數 家 -- -- -- -- 10 53 10 42 10 100 10 75 

產業諮詢診斷及輔導 件 -- -- -- -- 20 30 30 49 50 33 50 120 

補助業者出國參展參賽 件 -- -- -- -- 5 49 10 60 10 79 10 70 

文創產業情報網資料建置 筆 -- -- -- -- 10,000 9,578 5,000 7,976 5,000 2,005 5,000 5,459 

建立數位創意元件 筆 10,000 10,528 5,000 33,000 5,000 33,000 -- -- -- -- -- -- 

開發數位創意商品 件 12 508 12 2,300 12 2,600 -- -- -- -- -- -- 

預定獲得獎項 項 -- -- -- -- 3 3 3 6 3 4 3 7 

欣賞「人文與科技結合」樂趣之文

創作品 
萬人次 -- -- -- -- 62 105 62 65 63 66 63 83 

全球資訊網臺灣以外訪客 萬人次 -- -- -- -- 62 73 62 82 63 74 63 83 

產業

研發

及輔

導 

擴大故宮網路會員人數 千人 -- -- -- -- 10 13 10 15 10 16 1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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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際（含大陸地區）網友瀏覽

故宮全球資訊網比例 
％ -- -- -- -- 7 16 12 17 16 23 20 23 

國際藝術博覽會、建築設計大展及

大獎等之產值 
億元 2 7.5 2 4.6 2 5.5 2 10 2 11 2 11 

市場

流通

及拓

展 參與文創博覽會廠商家數 家 -- -- -- -- 100 360 100 457 100 525 100 550 

委託及鼓勵音樂創作 部 13 6 14 11 13 19 14 9 -- -- -- -- 

徵選音樂作品 部 6 3 5 4 7 4 6 3 -- -- -- -- 

音樂作品實踐與工作坊 部 10 9 12 18 14 14 16 16 -- -- -- -- 

文創人才培育課程及研習 人次 -- -- -- -- 300 300 450 455 450 615 600 933 

藝術創意加值與推廣（衍生產品產

出） 
件 -- -- -- -- 8 11 10 11 12 14 7 7 

青年藝術家作品購藏計畫 件 50 50 50 59 50 59 50 40 50 78 50 46 

人才

培育

及媒

合 

青年藝術家作品流通行銷計畫 人/件 30/30-50 30/30 30/30-50 30/32 30/30-50 32/45 30/30-50 37/37 30/30-50 30/30 30/30-50 30/30 

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投資廠商回

饋展演活動 
場 25 90 25 85 25 73 25 48 25 162 25 77 

產業

集聚

效應 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遊客參訪總

人數 
人 120,000 489,685 200,000 1,013,884 250,000 1,210,541 300,000 1,266,000 350,000 2,307,900 400,000 2,68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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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文創產業相

關展演活動 
場 5 585 5 603 5 1,116 5 1,281 5 1,922 5 3,241 

園區文創產經營事業單位預估收入

金額 
萬元 1,000 2,163 2,000 5,300 2,500 18,854 2,700 25,547 3,000 34,608 3,500 54,824 

培訓文創人才參與人數 人 -- -- -- -- 300 1,353 300 714 300 800 300 44,744 

典藏圖像創意應用成果發表 家 -- -- -- -- 100 226 100 286 100 230 100 236 

培訓頂尖國際設計人才 人 -- -- -- -- 12 58 12 69 12 55 12 53 

提升文創產業產值 萬元 -- -- -- -- 60,000 110,000 60,000 110,000 60,000 80,000 60,000 61,239 

完成育成諮詢輔導件數 件 30 36 30 61 40 105 50 92 60 62 60 136 

培育工藝卓越人才 人 250 376 300 407 350 477 400 641 400 842 400 739 

媒合異業資源合作開發案數 件 10 95 12 26 15 138 18 67 18 180 18 182 

工藝園區與工藝之家體驗美學人次 萬人次 60 72 60 89 60-80 99 80-100 112 80-100 254 80-100 470 

輔導工藝之家 家 25 104 25 99 25 51 25 86 25 26 25 51 

完成工藝家品牌形塑案 件 5 14 5 14 5 11 10 12 10 32 10 28 

參加國際展覽及競賽 次 2至 3 7 2至 3 5 2至 5 7 2至 10 3 2至 10 7 2至 10 6 

參加國際商展產值 萬元 7,000 17,561 7,000 14,656 8,000 15,585 9,000 7,939 9,000 2,939 10,000 33,825 

工藝

產業

旗艦

計畫 

輔導設置常態及臨時聚合市場 個 1 1 1至 2 2 1至 2 2 1至 4 4 1至 4 24 1至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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