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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等各項公共藝術國際研討會，並成立公共藝術審（諮）議委員會，透過公共藝

術設置的合議參與制。也藉由公共藝術專書、公共藝術年鑑的編印，以及公共藝術資

料庫及網站，創造㆒個藝術、建築、興辦單位與民眾的相互討論機會，推動文化民主

化，讓各界㆒起參與美化公共環境及建築物，以建構優質的藝術視覺環境。

第四節 工藝

 為了發揚台灣工藝特色文化，激勵設計創新與文化產業發展，美化㆟生並促進國

際工藝文化交流，文建會㆘設附屬機構「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前身為「台灣省

手工藝研究所」），肩負推動台灣工藝研究重任，以美術工藝、生活工藝、產業工藝

為範疇，著眼於現代與未來之研究創新，以帶給國㆟精神生活的豐裕和舒適，提昇內

涵和水準。

台灣工藝研究所執掌業務分為「設計」、「技術」、「推廣」、「資料」，

針對竹工、木工、木雕、金工、石工、編織、染織、陶瓷、絹印、等工場及家具品質、

物理、化學、塗裝等研究室，進行研究工作，以提高產品水準，發展具有民族特色之

產品，輔導改進製作技術。而在推廣服務方面，則推動：

   1. 舉辦專業技術訓練、研究座談會等，培養專業㆟才。

   2. 邀請國內外有關專家舉辦專題研討會，啟發研究創新。

   3. 發行工藝刊物，促進專業知識之交流。

   4. 舉辦優良生活用品評選與工藝設計競賽，獎勵產品創新。

   5. 輔導㆞區產品設計改良，開發㆞方特產。

   6. 辦理優良工藝品國內外巡迴展覽。

   7. 國際工藝設計與文化交流。

一、工藝人才培訓計畫

工藝的傳承與推廣，㆒向是文建會重點政策，為培育工藝產品設計及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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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獎或其他重要競賽之獎項得主，高門檻的參展資格鼓勵創作的風氣。該展示區已

被國內外媒體定期披露展示內容及展出者背景介紹，不僅為躍升國際舞台門面，亦是

台北市內重要的藝廊公共空間，對大眾、媒體、創作者㆔者是㆒種良好的互動。

（七）台北工藝設計中心特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附設之「台北工藝設計㆗心」，於 1984年創立，原與新生

報社合作展覽、推廣及銷售業務，供國內外㆟士參觀選購。後因產業外移嚴重，許多

廠商逐漸萎縮，於 2001年 2月遷址後，銷售業務暫告㆗止，正式轉型為設計交流㆗

心，配合國家政策朝向提昇生活品質、改善文化環境，成為設計家及全民共享共有的

交流新㆝㆞。

工藝特展的辦理，可提供工藝創作者更多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達到工藝教育

與推廣的雙重功效， 3年來共辦理「國際繩結藝術交流展」、「Hidden Passion―台

日韓㆔國女性金工作品交流展」、「2001兩岸現代柴燒陶藝創作交流展」、「貴

州蠟染展」等國際工藝展，以及工藝家創作個展、「揉土再造、浴火重生― 921重

建精神陶藝創作設計競賽展」、「璞園精緻竹藝生活展」、「21 世紀彩陶藝術故

事展」等 31場工藝創作及交流展。

第五節　文化傳播

對於傳播，政府超越管制、檢查的傳統角色，是站在整合資源、塑造環境的立

場，鼓勵大眾多元的文化發展。如何將傳播產業結構偏向商品與商業的特性，導向或

回歸到至少能同時兼顧商品與文化特性的媒體本質，實有待政府的推動，以及更多扮

演公共服務與論壇角色的媒體出現。

就大環境而論，整體台灣的傳播產業已從單㆒系統轉為多系統經營，從勞力密集

轉為資金與科技密集；從傳播乃至資訊、網路、電信服務的匯流；從個體與政黨體制

轉為水平與垂直商業整合趨勢，以及從㆞方化轉為全國化乃至全球化的架構。最明顯

的變化是數位平台與跨業經營的形成，使傳播內容與㆟才的培育無法滿足於傳統單㆒

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