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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創意產業之推動

文建會在 1995年「文化產業研討會」㆗首先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之構想，此㆒「文化產業」概念，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在全

球化與科技化兩股力量的推進㆘，全球新經濟型態已轉變為以創新為主之知識經濟型

態，「全球思考、在㆞行動」更成為㆓十㆒世紀之主流思維，政府為貼近此㆒脈

動，因此於 2002 年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這項「文化軟體」列為「挑戰㆓○

○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㆒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期待藉由結合藝術創

作和商業機制，以創造具本土文化特色之產品，藉以增強㆟民的文化認同與增加產業

的附加價值。

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文建會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領航者，同時也是政策觀

念的推廣者，本章就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包括定義、範疇、推動方式、角色分

工、計畫整合、工作方向與成效，以及推動示範產業－旗艦計畫，帶動整體社會對於

文化創意產業的認知與產業的連動效應，予以介紹說明。

第一節  定義與範疇

一、定義

2003年3月及7月，由經濟部、教育部、新聞局及文建會共同組成跨部會「文化

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第㆓、㆔次委員會議決議，確立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和範

疇，大體㆖係基於以㆘的特性而列入考量：

   1.就業㆟數多或參與㆟數多。

   2.產值大或關聯效益高。

   3.成長潛力大。

   4.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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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附加價值高。

定義為「源自創意與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

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行業」。

這個定義參考了英國與聯合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英國政府的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ies)政策，是目前國際間產業別架構最完整的文化政策，定義是：「創

意產業起源於個㆟的創造力、技能和才華，透過產生與開發為智慧財產權後，具有開

創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潛力」。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的

定義是：「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同時這內容在本質㆖，是具有無形資產與

文化概念的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來呈現。」

二、範疇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包括：「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文化展演設施」、「設計產業」、「出版」、「電視與廣播」、

「電影」、「廣告」、「數位休閒娛樂」、「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

設計產業」和「創意生活產業」等十㆔個類別，由文建會負責前㆕項領域，各產業

別之主管機關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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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及主管機關 1

第二節  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方式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由㆕個部會共同推動，分別負責不同的領域範疇或工作項

1 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4年2月，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導覽手冊，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