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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緣起 

     

    一個文化事件的觀察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第 59 屆「歐洲歌唱大賽」中，

25 歲的奧地利男歌手托馬斯·萊維斯以「變裝皇后」的驚艷造型登場，在一曲高亢

細膩的《Rise Like a Phoenix》歌聲中，以絕對優勢風光奪冠，也為奧地利贏得 49

年來首次冠軍。他精心設計的個人風格與強烈營造的視覺衝擊1，成為本屆大賽中

最受關注和爭議的焦點。 

    比賽舞臺雖已落下帷幕，餘音卻仍繞樑不已。據報導，全球約有 1.8 億觀眾

收看了這場音樂盛典，當晚，社交網絡因而沸騰。在媒體爭相報導下，興起了一

股追逐肯奇塔·沃斯特〈萊維斯的藝名〉的風潮，他正如鳳凰升起。 

    萊維斯，以其主修時尚設計的專業審美觀為創意基礎，打下前衛而獨特的造

型，並營造別具一格的舞台魅力。然而，做為一個被結構化的歌手，因緣際會於

此時空背景中2，在國家機關的動員下3，展示歌者的創意自我並宣示自由人本的哲

學觀4，這正是行動者互為建構的結果。 

    許多大型的國際活動或區域競賽，經常隱含著參與國家的政治企圖與經濟目

的，對主辦國家而言，此現象更為彰顯。一年一度的歐洲歌唱大賽開始於 1956

年，參賽國派一個歌手或樂團演出，冠軍代表的國家自動成為下屆決賽的東道主。

                                                 
1
決賽中，長髮飄飄，塗口紅、戴著濃濃的假睫毛和大大的耳環，身著白底金色花紋緊身禮服，踩

著高跟鞋登臺，嫵媚不已。在鮮明女性化的身體設計下，他刻意保留了滿臉絡腮鬍鬚的男性本質。 
2
在文化創意蔚為全球化風潮的當代，此一文化事件發生於「創意之都」哥本哈根，有其特定的時

空與人文背景。丹麥有著豐富的文化和知識遺產，在藝術上成就頗高，除知名童話作家安徒生外，

在文學、音樂、電影等領域也有許多國際知名的創作者。政府致力發展文化產業，是各國競相學

習的指標，文建會於推動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初，亦曾前往取經。 
3
 根據報導，奧地利國家廣播機構 ORF 特意為他修改選拔辦法，讓他得以代表奧地利參加 2014

年歐洲歌唱大賽。 
4
萊維斯在上臺領獎時，眼含淚水激動地說：「我終於夢想成真，今晚獻給相信未來有和平和自由

的每一個人。你們清楚自己是誰，我們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勢不可擋。」 

http://wpl.youthwant.com.tw/light/birthpet7.php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25963&leve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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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一向以古典音樂國度聞名於世，產生過許多著名的作曲家。從參與本屆「歐

洲歌唱大賽」的運籌帷幄中，隱含爭奪流行音樂產業利益的經濟盤算，以及藉由

音樂產業提升「國家品牌」的政治操作5。 

  萊維斯特立獨行的裝扮引起去年立法禁止宣傳同性戀的俄羅斯以及部分東歐

國家抵制，這些國家要求「歐洲歌唱大賽」禁止萊維斯參賽。不過這些爭議反倒

成就了萊維斯。據報導，萊維斯竟是俄羅斯觀眾第三支持的歌手。 

    解構本屆「歐洲歌唱大賽」饒富興味。看全球化下的文化創意如何風行，看

社會菁英如何動員向世人展現主流社會文化價值，看歐洲政治社會如何藉此向俄

羅斯破壞區域秩序的惡勢力噓聲。而靜觀其內在意涵，則文化創意產業全球化、

民主化、科技化的特性，表露無遺。 

    若反觀此時的臺灣，流行音樂向來在華語樂壇占有龍頭地位，隨著大陸市場

崛起，兩岸形勢易位，華語樂壇龍頭地位早已鬆動，連臺灣引以為傲的文化創意

產業也充滿危機，面臨中國化的挑戰。 

     

    當下臺灣時事的剪影 

    將媒體鏡頭拉到 2014 年 5 月的臺灣，在馬英九總統第二任第三年的伊始，也

是文化部成立二週年之際，臺灣社會的政經環境與人文風貌，又該如何呈現？  

    在國際政經上，面對中美俄關係發展而形成的新冷戰局勢；在內部政經上，

面臨公民運動興起的挑戰。而眾所期待的馬總統就職演說，似乎困於三月以來的

學運效應，並未展示出對臺灣發展的因應策略。龍應台部長則借助媒體分享政策

成果，也暢談未來展望與困境。對內面對服貿問題引起的出版業爭議，對外則面

對兩岸官方文化交流的限制。台灣面對兩岸競合的挑戰，正在深思自己的利益所

                                                 
5
相關研究指出，文化創意產業所帶來的龐大經濟現象，與概念層面所創造出的鉅觀「國家形象」

意義，對國家「競爭力」具有極大影響力。其中又以「音樂產業」對「國家品牌」的提升幫助最

大。〈陳姝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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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找最佳定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亦是如此。在國藝會推動下的「兩岸文

創產業合作論壇」，正以此思維努力突破發展困局。 

    此際，媒體更為關注的文化事件則是故宮文物赴日展出，此行預定於 2014

年 6 月由總統夫人周美青率團前往。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對岸經濟發展與文化正

統的競爭下，此次展出從策展起即引起各方討論。 

 

 

二、問題意識 

時間倒回 2002 年 5 月的臺灣，在眾聲喧譁中，「文化創意產業」鬧熱登場。

十二年來風起雲湧，「文化創意產業」躍為顯學，「文創」亦成為爭相探討的熱門

話題。   

    此時，回顧沈默的歷史，著手除卻風裡雲裡的意象描述，反身探照波湧的時

光長河深處，捕捉幽微顯現的台灣人文面貌，及穿梭交織在台灣社會筋脈的生活

系絡。政治的遞移、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遷演、文化的綿延，盡蘊其中。 

    過往是無窮盡的複雜，它由各種或大或小、無法估算的事件組成。歷史學家

塑造過去的一個方式，就是區分成若干時期，如果每個時期能被一個略述其精神

的詞彙冠上名號，就能強化印象且易於領會。 

    回顧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簡史：2002 年文化創意產業列入國家發展 10

項核心計畫；2009 年，名列政府 6 大新興產業之一，被賦予帶動我國未來經濟發

展的重任；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通過施行，更使文創產業從行政院

的行動方案納入國家重要政策立法層次。2012 文化部成立，臺灣的文化事權首度

整合。檢視其內含與特質，試以歷史脈絡延續中的斷代， 區分為醞釀時期、開展

時期以及轉型時期三個時期。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醞釀、開展以及轉型三個時期，均反映出各時

期所隱含的特定偏差(bias) 以及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bias)。此處所謂的偏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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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現行特定的時空背景一個特定利益關係的分配狀態；因應政經脈絡的變遷，

而隨著人、時在變化 (蕭全政，1997：11)。 而偏差動員，即每一個理性行為者，

為了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都會因應不同的政經變遷，利用各種可能形塑特定政

策、法規或組織、制度等行為，以體現對其有利的特定利害得失關係模式，而透

過行動或動員以形塑某種特定偏差(蕭全政，1997:5-7)。 

    文化創意產業醞釀時期，始自 1981 年文建會成立時。 

    在 1980 年代，正是臺灣政經社文發展的關鍵年代，在各方面產生結構性的變

化。在國際上，中共政權取得外交的優勢，臺灣在尋求國際突破上屢遭挫折，創

造新的國際角色已成為不得不然的抉擇；中期以後，在政治上，隨著解嚴，黨禁

及報禁的開放，政治民主化與多元化，給予臺灣文化發展較大的空間；在經濟上，

經濟環境的改善與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給予臺灣文化發展較多的資源；尤其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社會力大量釋放，種種抗爭出現、本土化運動與自主風潮的興

起，以及國會全面改選和民選總統的實現，臺灣整體環境產生了結構轉型，政治

的民主與開放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視文化建設的推動。 

    因此在戒嚴後期成立的文建會，引進現代主義的風潮，雖然是以服務藝術專

業工作者，以及具備藝術鑑賞能力，掌握特定藝術資本的社會菁英階層；在此同

時，漸漸可以觀察到文化社會力的興起，民間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以及本土意

識的萌芽。 

    1993 年文建會與各縣市政府開始辦理「全國文藝季」，即是文化產業化的重

要政策之一。「全國文藝季」的誕生與當時國家政策有關，80 及 90 年代初期台

灣急速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結構與社會倫理的崩解，文建會身負重任匡正社會

風氣，因此展開以重建社區共同意識的在地作為。 

    1994 年立即推行「社區總體營造」社會活化計畫，並與各地方政府合作辦理

各區域「文藝季」(文建會)。初期社區總體營造與文藝季主要以振興社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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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意識為首要工作，然而，實際效益卻大於預期，尤其是地方政府由被動轉為

主動角色。 

    「社區總體營造」及「文藝季」的辦理，從政策擬定到執行細節都逐漸下放

到各地方政府：此過程不只協助地方挖掘、發展、建構各區域文化差異與特色，

另一方面更協助社區、地方整合各類資源、凝聚社區共同意識。地方靈活的文化

策略無形中建立出區域獨特的在地文化特質，間接帶動區域小規模經濟之成長。 

    1995 年文建會所提出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文化政策，「文化產

業化」的目標是希望透過「文化」與「藝術」兩造的相關產品建立為地方可以發

展之產業；也就是說，同時以舊有的在地元素為基底，揉合新開展的藝文活動，

用以進行社區營造，進而刺激區域、社區的相關經濟活動，除了重視原有文化藝

術的推廣範疇外，更著重於文化藝術所帶來的附加價值及周邊商業效益。 

    文化創意產業開展時期，其驅力則是來自政黨輪替。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為臺灣首度政黨輪替。因政治經濟環境受到全球

不景氣及快速變動的衝擊，當時台灣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為彌補因全球化、兩岸特

殊政治關係而邊緣化的台灣經濟。當時傳統製造業無論於產能及產值上都遭逢瓶

頸，故發展「知識經濟」、「文化經濟」以取代台灣「高勞力密集經濟」的結構。 

    「知識經濟」與「文化經濟」的理念雖然動人，但當時的行政團隊卻未於第

一時間內掌握傳統產業轉換至文化創意產業的各銜接事項，包含上、中、下游各

環節的相關配套措施與作為。政府相關施政措施皆已加入國際性組織為考量，文

化與產業相關政策的相悖也就隨處可見。 

    2001、2002 年文建會為加入世界關貿總協 WTO 的專題演講，討論的議題著

重於加入國際組織後的衝擊與影響。其實，早在歐盟締結之前，成員國內部就以

「文化免議」的文化財概念保護各國境內的文化產業，直接去除文化產業、藝術

產業被分割、被破壞的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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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5 月台灣陸續成立「挑戰 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政策小組」及「促

進創意文化產業計畫」工作小組，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與發展方向大致底定。緊

接而來，即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分權與各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 

    台灣長期行政部門事權分散、公部門行政態度與效率不彰，都是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建構文化產業友善環境，應當優先克服之基本工作。2002 和 2003 年由

文建會、經濟部、教育部、新聞部等四個單位組成跨部會工作小組，積極籌辦跨

部會會議、提報文創發展專案計畫、邀請英國文化媒體部等國際文創專業人員來

台交流，終於使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所欲發展內容方向及分責，作一明確的定義與

劃分。歷經 2001 年的「文化資產年」後，「文化創意產業」與「新故鄉社區營造

計畫」正式成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培植「軟實力」的重要計畫(張瓊慧，2003)。 

    文化創意產業轉型時期，其轉折則是來自政黨再次輪替。 

    2008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面對中國的磁吸效應，2009 年提出「創意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將 2009 至 2013 年列為第二期計畫，主要針對台灣當前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優勢、潛力、困境及產業需求，提出推動策略。目標在「以

臺灣為基地，拓展華文市場，進軍國際，打造臺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

心。」之願景。 

    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通過施行。面臨中國和平崛起的對岸經濟

發展與文化正統的競爭下，尤其是 2012 年以來大陸推動的「十二五」文化產業倍

增計畫，已捲起千堆浪頭席捲而來。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所隱含的意涵、在地

化全球化及多元文化主義，如族群多元性及外來移民等議題，益發重要。 

    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主要規劃、推動的計畫範圍涵蓋：文化創意

產業人才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環境整備、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扶植，並協助文化產

業融資、投資與貸款等事項。同時可觀察到台灣整體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

分別設計了近程、中程、及遠程三階段目標。近程目標以整備文創環境、設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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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培養人才；中程主要以行銷台灣國際品牌、開展市場與通路；最終的遠程目

標乃是讓台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交流中心、東西文化的中介角色。 

    本論文探討重點在於何以文化創意產業能夠在台灣社會產生？其本身所具的

特質為何？和台灣既存的政經社文環境要做何種的連結？台灣政治經濟結構體的

主要特徵與其相應特定發展系絡為何？因此，提問：產業與政治經濟體將依循著

何種路徑進行演化與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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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檢討 

 

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文獻，著作浩繁，可謂嘉言紛郁。若以 2014 年 5 月查詢

國家圖書館的「全國碩博士論文」為例，以「論文名稱」查詢計 401 筆資料，若

以 「關鍵詞」查詢更多達 703 資料。除碩博士論文外，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包

括專書著作、期刊論文與相關議題之專業網站資料。 

這些文獻對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泰半集中於下列四個面向：一、探

究造成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原因；二、對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定義與範圍問

題的討論；三、有關他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介紹；四、提出對於臺灣文化

創意產業輔導與政策上因應之道。這四個面向整合起來看，可說是相當應用性的

取向，而其研究目的主要也是作為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參考。 

本研究係為釐清在宏觀的歷史脈絡結構變遷與相關因果關係影響下，臺灣在

各時期的文化政策所展現的風貌；探討的議題，分別以臺灣政經社文變遷研究各

面向，以及在歷史脈絡下，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之分期探討。 

依本研究寫作目的而參採之主要文獻，分述及探討如下： 

 

一、探究造成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原因 

    陳郁秀指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受到全球化與科技化兩股力量的推

動。( 陳郁秀，2003 ) 

    吳漢中認為：論述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做為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其「文化民主

化」、提高「文化接近性」、文化政策去中心化與呼應行政文化化的政策理念，

與臺灣文化政策的理想及「社區營造」政策理念相呼應。(吳漢中，2003 ) 

 

二、對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定義與範圍問題的討論 

    有關「文化」、「創意」、「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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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文獻資料相當豐富，卻人言人殊。林炎旦將各國對於文化或創意產業的定義

作一彙整比較，可供概覽。(林炎旦，2012 )如表 1-1。 

 

國家/機構 名詞  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 

文化產業 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同時這內容在本質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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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 

貿發會議

(UNCTAD) 

創意產業 創意與知識資本的投入，由一套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構

成，包含產品與服務的創作、生產和銷售的循環過程，生產具

有創意內容、經濟價值與市場目標的智力或藝術服務。 

英國 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起源於個人的創造力、技術和才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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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 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涵蓋文化產業，包括許多廣泛認可的文化活動，更具

體的指出，創意產業利用象徵性的知識和技能，透過附加價值、

商品化、分配和銷售，來創造經濟效益。 

芬蘭 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是奠基在一個意義內容上的產業，範圍從傳統產業、

服裝或是商業品牌都涵蓋在其中。狹義的說法則一定是強調文

化企業家精神，尤其是強調商品化價值創造的部分，並且對於

交換商品的意義性特別強調。 

香港 創意產業 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

創造財富及就業潛力的行業。 

韓國 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是文化商品的生產、分配、消費相關的產業及與此有

關的產業，又把文化商品規定為因文化內容內在而能生產經濟

性附加價值的有形無形的財貨、服務和與此有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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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文化產業 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

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 

臺灣 文化創意 

產業 

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

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

境提升之產業。 

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比較表(林炎旦整理) 

     

夏學理則指出就實務面而論，用詞、定義或界定範圍上的不盡相同，其實並

不十分礙事。畢竟，因時因地的差異，或各地在基本文化環境優劣條件下的不甚

相似，都會導致發展目的、焦點、方法、任務、對象、策略上有所不同。然而這

些差異，無論是浮現在名詞的選用上，還是落腳在定義的鋪陳上，其以「文化」

為基礎、利用「創意」去活化產業的概念卻必須是一致，而且最終都不能背離「市

場」與「法律」二要件。(夏學理，2011 ) 

文化創意產業定義與範圍問題的討論，並非本研究探討重點，惟就臺灣文化

創意產業制訂之初，有關定義與範圍的動員，方為本研究關注之處。 

 

三、有關他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介紹 

    董思齊指出，在民主轉型之前，韓國並不存在「文化產業」的概念，而伴隨

內部民主化的發展與外在全球化的壓力，韓國對文化的理解則有著從「文化＝藝

術」到「文化＝產業」再到「文化＝內容」的轉變過程，並有著越來越偏重其經

濟效應的路徑依循性格。( 董思齊，2013 ) 

    大陸「十二五」文化產業引人注目。蕭夏勇指出，大陸政府在重視發展公益

性文化事業的同時，早已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繼 2006 年訂定第一個文化發展

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列九個重點發展的文化產

業類別。復於 2009 年 7 月提出《文化產業振興規畫》。( 蕭夏勇，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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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題意識及分析架構來檢視現有的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文獻，可說是相

對不足的。這個不足一方面是對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比較深入而且有系統的研究

並不多見，另一方面是這些文獻對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泰半集中於應用

性的取向，而其研究目的主要也是作為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參考。換言之，針對臺

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經濟論述與產業政策等技術性問題的討論居多，而較少觸及臺

灣文化創意產業所賴以發展的社會基質，更遑論能由此而開展出對於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政經特質的分析。 

雖然許多學者以不同面向來檢視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的發展及內涵，可供研

究者參考，但難以對宏觀的歷史脈絡結構及相關因果關係的影響，作一個全面性

的解析，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整個歷史架構下，檢討醞釀時期、開展時期及轉型

時期三個重要的時期，結合國內外政經社文環境的變遷、兩岸關係、全球化趨勢，

進行歷史結構性的探討，並前瞻文化文化創意產業所面臨的問題，提供對策及建

議，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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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分析架構 

     

    本論文所探討的問題焦點是：2000 年後的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形塑的社會機制

為何？臺灣的文創發展過程，是鑲嵌在怎樣的制度環境與集體行動系統關係脈絡

中？ 

    本論文理論的整合脈絡：是從政治經濟觀，掌握國家、市場、社區底層菁英

與公民等多元建構的力量，其文化資本使用邏輯，有日常生活文化、網絡基礎。

透過宏觀制度面與微觀集體行動系統的結合，掌握「結構鑲嵌性」概念予以開展。 

 

一、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關係 

    柯亨(Jean L. Cohen)和阿拉托(Andrew Arato)，依據國家公權力的有無，將

現代國家的內部分為國家機關及民間社會兩部分；民間社會又劃分為公民社會、

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三個部分(蕭全政，2001；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

1992)。國家機關運用其公權力治理國家；而政治社會、經濟社會與公民社會是

除了國家機關外，涉及民眾生活與生計最密切且重要的公共領域。國家機關通常

由行政權威所領導；政治社會則指涉政黨、政治性組織和政治性的公眾；經濟社

會主要是包括從事生產和分配的組織，通常指公司、合作社；而公民社會則是指

包括民間團體、社團、社會運動等各種公共溝通形式的組織(蕭全政，2001；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1992)。 

    國家機關運在民間社會之上，且基於國家公權力的賦予，從民間社會汲取資

源，並利用此資源去創造、支持它的行政性和強制性機關組織(蕭全政，2001；

Skocpol，1979)。國家機關通常會在不引起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或資本

累積危機(accumulation crisis)，或為化解此兩種危機，而對民間社會採取各種汲

取性、保護性或生產性的措施，以確保其自身和整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蕭全政，

1988；Block，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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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從國家理論，以政治經濟的分析和立論角度，藉由時間演進探討國

家機關與民間社會，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情形；並分析相關文

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推動，對文化經濟意識和國家機關與民間關係形塑的作用和影

響。 

 

二、歷史結構觀點 

    歷史的發展有其客觀的因果關係，並在不同時空下展現特定的形式與潮流(蕭

全政，1997)，不同的時空背景對政策的推動有其必然的影響力。歷史本身是個

複雜的結構，包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影響國內政經的國際變遷；而其

演變過程是一個能動體，由人與非人因素互動而成，因此，歷史的變並非預先設

定，而是由因果關係所決定。歷史結構研究，就在掌握時空實存的動態因果關係，

並重新認識非人因素及這些非人因素與人的因素間，因為互動而產生的歷史特殊

性。(蕭全政，1991)。  

    國家機關在歷史的脈絡中，不同時空面臨不同的國內社會與國際情勢，展現

出特定的角色、功能與政策，並影響國家內部的結構與發展。而國家機關與民間

社會的關係，又與國際政經網路，形成結構性的關係，彼此影響與變遷。台灣的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結構與關係，由於威權轉型與民主化的特殊歷史與文化脈

動，有其特殊的演進過程與影響；而台灣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又鑲嵌在

經濟區域與國際政經情勢變遷結構之中。在探討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必須

追溯政策提出與演變過程的國內外政經關係，從歷史的發展脈動中研析其各種影

響因素與因果關係，方能完整的了解整體結構所衍發的影響與效應。 

    本研究將探究文化創意產業推動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彼此間的

影響作用，進而從文化深化和國家發展的角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運作模式和未

來發展可供參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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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章節安排 

     

本論文章節共分為五章，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問題意識、研究目的，並回顧相關文獻，提出主要研究 

觀點與分析架構，做為各章論述的基礎，最後說明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探討文化創意產業醞釀時期，自威權體制後期之 1981 年文建會成立

至 1987 年解除戒嚴間的政經變遷，文化政策的運作及變遷；在國內外環境的改變

及社會力的湧現下，民間與官方各行為者在文化政策上的影響及展現。繼而探討

威權轉型時期即 1987 年解除戒嚴至 2000 年政黨輪替時期，在民主化思潮下，文

化政策在國內外的劇烈變遷之下，主政者因應國內外政經環境，建構臺灣主體性

的核心理念、形塑以臺灣主體為主軸的國家認同，期望以此來化解內部矛盾、統

獨與政爭所引發的衝突，以及其它行為者的相關配合及衝突的作為。 

    第三章探討文化創意開展時期，即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文化政策規劃之爭議及

問題。這個時期主要是探討國家機關如何在全球化浪潮及經濟優勢不再之下，引

進產業的觀念並大力推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緣由及相關因素。 

    第四章探討轉型時期，即 2008 年政黨再次輪替至 2012 年文化部成立後迄今，

文化創意產業檢討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之下，政府在此情勢下推展的國際化的相

關政策來對抗民間及兩岸的爭議。。 

    第五章為結論及建議，針對各階段文化創意產業形塑、運作及變遷的過程，

歸納並探討現今文化創意產業所面臨的問題，作為未來加強的方向與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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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細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分析架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化創意產業的醞釀期〈~2000〉 

  文化設施建設階段〈1981~1994〉 

  民主化下的文化概念〈1987 ~〉 

地方文化產業與社區總體營造〈1994~2000〉 

第三章  文化創意產業開展時期〈2000~2008〉 

  政黨輪替後的國內外政經情勢 

  全球化趨勢下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 

  面對中國政經崛起的文化經濟論述 

第四章  文化創意產業的轉型期〈2008~〉 

  政黨再次輪替後的國內外政經情勢 

  文化創意產業目的之轉變 

  中國文創崛起與兩岸資源競合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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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更新日期:2012/05/19 17:21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22451 號總統令制定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建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

環境，運用科技與創新研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並積極開發國內外市

場，特制定本法。  

      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規定較本法更有利

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應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

技結合，注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特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及促進

文化藝術普及，以符合國際潮流。 

第三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

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

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  

      一、視覺藝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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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四、工藝產業。  

      五、電影產業。  

      六、廣播電視產業。  

      七、出版產業。  

      八、廣告產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四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事業，指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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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 

第五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並每四年檢討修正，

報請行政院核定，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政策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統

計，並每年出版文化創意產業年報。  

第七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研究院；其設置條例另定之。 

第八條   政府應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 

第九條   國家發展基金應提撥一定比例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前項投資之審核、撥款機制與績效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政府應推廣文化創意有價之觀念，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

並落實於相關政策。  

      政府用於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支出，經濟效用年限達二年以

上者，應劃編為資本門經費預算。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項獎勵或輔導措施，以協助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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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企業及文化創意事業，將創意成果及文化創意資產，轉化為實際之生產或運用。  

第十一條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人力資

源，整合各種教學與研究資源，鼓勵文化創意產業進行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

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文化創意事業充實文化創意人

才，並鼓勵其建置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進行創意開發、

實驗、創作與展演。  

 

第二章   協助及獎補助機制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下列事項，對文化創意事業

給予適當之協助、獎勵或補助：  

      一、法人化及相關稅籍登記。  

      二、產品或服務之創作或研究發展。  

      三、創業育成。  

      四、健全經紀人制度。  

      五、無形資產流通運用。  

      六、提升經營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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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運用資訊科技。  

      八、培訓專業人才及招攬國際人才。  

      九、促進投資招商。  

      十、事業互助合作。  

      十一、市場拓展。  

      十二、國際合作及交流。  

      十三、參與國內外競賽。  

      十四、產業群聚。  

      十五、運用公有不動產。  

      十六、蒐集產業及市場資訊。  

      十七、推廣宣導優良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  

      十八、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運用。  

      十九、協助活化文化創意事業產品及服務。  

      二十、其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事項。  

      前項協助、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申請程序、審查

基準、撤銷、廢止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為提升國民美學素養及培養文化創意活動人口，政府應於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提供美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辦理相關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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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

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  

      前項補助、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為發展本國文化創意產業，政府應鼓勵文化創意事業以優惠之價格

提供原創產品或服務；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  

      前項原創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定與補助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六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勵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設置各類

型創作、育成、展演等設施，以提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  

      前項獎勵或補助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政府機關辦理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採購，其採公開評選方式者，

得將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創意、美學列為評選項目。  

第十八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留該場站或

相關設施一定比率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

用；其比率及使用費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構）、金融機構、信用保證機

構，建立文化創意事業投資、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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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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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鼓勵企業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促成跨領域經營策略與管理經

驗之交流。  

第二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鼓勵文化創意事業建立自有品牌，並積極

開拓國際市場，得協調各駐外機構，協助文化創意事業塑造國際品牌形象，參加

知名國際展演、競賽、博覽會、文化藝術節慶等活動，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拓展

及推廣銷售之協助。  

第二十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

供其管理之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但不得違反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理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

有文化創意資產造冊，並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管理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收益，得保留部分作為管理維護、技

術研發與人才培育之費用，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

規定之限制。  

      利用人係為非營利目的而使用公有文化創意資產時，管理機關得採

優惠計價方式辦理。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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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為協助文化創意事業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

所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動產管理機關得逕予

出租，不受國有財產法 

      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相關出租方式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以文化創意產業產生之著作財產權為標的之質權，其設定、讓與、

變更、消滅或處分之限制，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善

意第三人。但因混同、著作財產權或擔保債權之消滅而質權消滅者，不在此限。  

      前項登記內容，任何人均得申請查閱。  

      第一項登記及前項查閱之辦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專責機關得將第一項及第二項業務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

理。  

第二十四條 利用人為製作文化創意產品，已盡一切努力，就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因著作財產權人不明或其所在不明致無法取得授權時，經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釋明

無法取得授權之情形，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再查證後，經許可授權並提存使用報

酬者，得於許可範圍內利用該著作。  

      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前項授權許可，應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刊登

政府公報。  

      第一項使用報酬之金額應與一般著作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理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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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報酬相當。  

      依第一項規定獲得授權許可完成之文化創意產品重製物，應註明著

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日期、文號及許可利用之條件與範圍。  

      第一項申請許可、使用報酬之詳細計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發現其申請有不實情事者，著作

權專責機關應撤銷其許可。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未依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之方式

利用著作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二十五條 政府應協助設置文化創意聚落，並優先輔導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

進駐，透過群聚效益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  

 

第三章   租稅優惠  

 

第二十六條 營利事業之下列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

之十之額度內，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

關、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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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研究與發展及人才

培訓支出金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第二十八條 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未製造者，免徵進口稅捐。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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