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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為營造國內設計力推動的優質環境，全面驅動產業及社會的創新發展，

經濟部規劃 109 年成立設計研究院。經研究英國、日本、韓國及泰國等

國際設計機構之次級資料後，發現各國因設計專責機構推動與設計實踐，

確實對國家產業經濟與社會創新具實質成效。其中韓國因文創之推動，

更為該國帶來新台幣 3.3 兆元經濟效益。經查韓國其背後之主要推手為

韓國產業資源部成立之「設計振興院」(KIDP)與文化體育觀光部成立之

「內容振興院」（KOCCA），由於韓國發展模式與產業屬性與我國相近，

故規劃此次考察計畫，係希望透過實地拜會與洽談，就韓國公部門推廣

設計產業之策略與架構進行現場觀摩與體驗，供未來本部成立設計研究

院之規劃參考。 

二、本次韓國考察期間為 107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由經濟部龔次長明鑫

率工業局呂局長正華、陳副組長國軒及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張董事長基義、

宋執行長同正等相關人員一同出訪，拜訪韓國相關組織或單位，收穫豐

碩，摘述如下: 

(一)考察韓國內容振興院及設計振興院之組織架構、人力、預算、經營

等作法，並了解韓國運用設計導入公共政策、產業發展與國際連結等

策略，及培植新創公司軟硬體資源等，供我國設計研究院規劃參考。 

(二)拜訪首爾設計基金會及首爾新活用廣場，深度了解城市將設計結合

生活、經濟、觀光等多面向策略，並對台韓雙方未來之設計合作進行

討論，為未來設計合作方向打下基礎。 

(三)與韓國經濟研究院副會長、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韓國能源

儲存系統產業振興會會長等會談，並舉辦台商聯誼會座談，深度掌握

韓國政經現況，並了解台商在韓國所面臨之問題與需求等，可作為未

來台灣產業政策研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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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一、背景說明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和許多已開發國

家都已邁入「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國產業慣以科技驅

動創新，未來更應結合台灣之設計優勢，以設計力驅動產業創新，

整合科技、文化、技術及市場資源等，全面提升我國的創新能量。 

目前台灣產業急需新的成長動能，政府推出 5＋2產業創新

政策，就是要引導產業有新的發展方向。台灣過去長期培養豐沛

設計能量，正是驅動產業成長及社會創新動能的最佳軟實力。 

為營造國內設計力推動的優質環境，以利全面驅動產業及社

會的創新發展，經濟部擬推動成立設計研究院。研究包含英國、

日本、韓國及泰國等國際設計機構，重點如下： 

(一) 英國 Design Council：政府政策智庫，主導公共服務設計政策、

推動旗艦社會計畫、設計前瞻研究及產業輔導等。 

(二) 日本設計振興會(JDP)：推動日本優良設計 G-MARK 品牌形象，

另協助地方經濟發展及公共設計議題研究。 

(三) 韓國： 

(1) 設計振興院(KIDP)：規劃公部門設計政策、推動國家與企業

品牌、提供產業設計教育、設計研究等。 

(2) 內容振興院 (KOCCA )：負責流行文化、動畫、遊戲及音樂等

內容產業。 

(四) 泰國創意設計中心(TCDC)：設置於泰國總理府下，負責公共設

計政策，以創意設計作為泰國產業重要策略。 

綜上，發現各國在運用設計專責機構推動設計力的實踐，確

實在產業經濟及社會創新上創造實質成效。其中的韓國政府的產

業資源部成立「設計振興院」與文化體育觀光部成立「內容振興

院」，更為韓國文創帶來新台幣 3.3 兆元的經濟效益。其發展模

式與產業屬性與我國相近，值得就近體驗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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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韓國自 2007 年起，首爾市政府以設計作為城市發展

核心，並逐步執行「設計首爾計畫(Design Seoul Project)」；

加以韓國文創內容多年來席捲全球，打造首爾成為遠見的城市。 

韓國政府整合國家及政策、執行單位，以及舉辦相關活動和

國際推廣等相關週邊產業資源，協助發展韓國文創內容及設計服

務，這些經驗值得我國相關業務推動參考。 

 

二、計畫目標 

    本次考察重點為了解韓國推動設計及內容產業之發展策略，以

及國家級設計單位如何透過培育、活動和國際推動整合產業發展資

源。透過拜訪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韓國設計振興院及首爾設計基

金會，以作為未來籌備設計院規劃之參考。 

(一) 韓國設計推動特色 

1. 韓流影響席捲全球：韓國文創發展全球矚目，結合創意與在地

元素，推動全球化的國家品牌影響力，其產業及相關機構的作

法值得觀摩。 

2. 設計與文創內容並進：韓國發展設計振興院 KIDP、內容振興

院 KOCCA，分別負責「設計」與流行文化、動畫、遊戲及音樂

等內容產業。 

3. 設計導入公共政策發展：首爾市政府推動「設計首爾計畫」，

其設計導入公共政策之作法與發展成效。 

4. 設計推動跨機關政策整合：韓國設計相關機構推動跨部會共識，

整合政策計畫及跨領域合作，啟用設計作為政策推動工具，並

發揮規模效益。 

(二) 議題探討 

1. 設計研究院設置規劃：實際了解韓國政府成立設計振興院及內

容振興院之前期規劃及組織架構。 

2. 設計驅動產業經濟發展：了解韓國如何應用設計和文創驅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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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濟，並在鼓勵企業提升創新效率、增加產值的策略作法。 

3. 設計跨領域應用策略：韓國設計在文創內容、時尚流行等領域

的跨領域合作手法，可作為設計跨域應用的參考。 

4. 公共服務策略與作法：考察首爾設計導入公共政策以解決問題

之策略和組織架構，並學習國家品牌經營。 

5. 政策推動效能與品質：觀摩設計機構如何有效推動政策及公私

部門合作效率，落實跨部門及跨領域合作帶動國家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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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員組成 
 

一、本部成員(共 3名) 

 

 

二、台創中心及顧問(共 6名) 

項次 單位/公司名稱 職稱 姓名 

1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董事長 張基義 

2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執行長 宋同正 

3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副執行長 林鑫保 

4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組長 李瑞欽 

5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專案經理 蘇安婷 

6 交通大學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 顧問 劉惠媛 

 

 

 

 

 

 

 

  

項次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經濟部 次長 龔明鑫  

2 工業局 局長 呂正華  

3 工業局 副組長 陳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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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單位與行程 

日程 日期 行程規劃 

6月 

24 日 

(日) 

15:15- 

18:45 

台北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集合 

長榮航空 BR160 往韓國首爾仁川 

20:30 
旅館 Check-in 首爾龍山諾富特大使飯店 

首爾市龍山區青坡路 

6月 

25 日 

(一) 

10:00- 

11:00 

拜會駐韓代表處 

首爾鐘路區世宗大路 149 光化門大廈 6樓 

14:30- 

16:30 

參訪韓國內容振興院 

(Korea Culture and Content Agency, KOCCA) 

首爾市中區清溪川路 40 

18:30- 

20:30 

台商聯誼會座談 

Jinjinsura /首爾巿鍾路區鐘路 5(Tower8 大樓) 

6 月 

26 日 

(二) 

10:00- 

12:00 

參訪韓國設計振興院 

(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京畿道城南巿盆堂區良賢路 322 

15:00- 

17:00 

參訪首爾設計基金會  

(Seoul Design Foundation) 

首爾巿鍾路區憟谷路 283 

18:30- 

20:30 
與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會談 

6月 

27 日 

(三) 

10:00- 

11:00 

拜會韓國經濟研究院 

首爾市永登浦區汝矣大路 24, FKI 

11:30- 

13:00 

與韓國能源儲存系統產業振興會（KEIDA）座談 

Jinjinsura /首爾巿鍾路區鐘路 5(Tower8 大樓) 

14:30- 

16:00 

參訪首爾新活用廣場 

(Seoul Up cycling Plaza) 

首爾市城東區汽車市場 gil 49 

19:45- 

21:20 
長榮航空 BR159 班機離韓返台北桃園 

註： 

1.因行程安排，拜訪單位時間與原申請計畫略有更動。 

2.工業局呂局長另有公務，於 6月 26 日中午即前往仁川機場搭機返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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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及會議實錄 

一、駐韓台北代表處（Taipei Mission in Korea） 

時間：6月 25 日(一) 10:00-11:00 

地址：首爾鐘路區世宗大路 149 號的光化門大廈 6樓 

(一) 代表處與會人員： 

易志成公使、林春壽組長、林秘書陳洲、邱秘書玉錦 

(二) 單位介紹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Taipei Mission in Korea）是中華

民國駐大韓民國的外交代表機構，韓方的對應駐台機構為駐台

北韓國代表部。 1949年1月4日大韓民國政府正式成立4個月後，

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於大韓民國首都漢城（今

首爾）明洞設置大使館。 

    1992年8月23日韓國政府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

華民國宣布斷交。斷交後，兩國於1993年底及1994年初，分別

在台北及首爾設立「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及「駐韓國台北代表

部」，作為代表兩國政府推動雙邊實質交流合作之機構。我政

府另於2005年初在釜山設立辦事處，以加強與南部地方政府之

交流合作關係。 

(三) 參訪議程 

10:00-10:10  易公使致詞及介紹駐韓國代表處同仁 

10:10-10:20  經濟部龔政務次長致詞及介紹訪團成員 

10:20-10:25  駐韓國代表處簡介韓國政情情勢簡報 

10:25-10:45  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業務簡報 

1. 韓國經貿現況及台韓經貿關係 

2. 2017年韓國內容產業發展及展望2018   

年發展情況 

10:45-11:00  交換意見 

(四) 會談摘要 

1. 駐韓國台北代表報告本次參訪韓國各機關之沿革、執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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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業務策略等，並簡介韓國內容產業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2. 駐韓國台北代表簡報韓國因應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修訂韓美

FTA經過、韓國加入CPTPP之可能性及臺韓經貿關係之最新進展，

並對韓國近年在內政核心價值及國際內容提出說明。 

3. 龔次長與呂局長針對台韓兩國新南向政策之期許與未來合作

機會提出說明，並對5+2產業創新政策的推動與駐韓國台北代

表處進行雙向溝通。 

   

易公使向龔次長說明代表處相關業務 會後龔次長致贈易公使小禮物 

團員與易公使、林春壽組長等合影 團員與易公使於代表處大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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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內容振興院 (KOCCA) 

時間：6月 25 日(一) 14:30-16:30 

地址：CKL 企業支援中心 (首爾市中區清溪川路 40) 

(一) 韓方與會人員： 

1. Mr. Yung-Duk,KIM  -  KOCCA副院長 

2. Jung-Uck, Kim - CKL執行長 

3. Oh-Tae, Kwon - 國際事務主任 

4. Kyung-Eun, Lee - 企業加速組組長 

5. Jin-Sing, Namgung - 新創支援組組長 

6. Woo-Young, Jeon - 國際關係經理 

(二) 單位介紹 

韓國內容振興院隸屬於文化體育觀光部。為韓國創意內容產

業推動政策的最高機構。韓國政府為有效率發展振興發展文化產

業，進而強化及推廣大韓民國之文化產業，依據《文化產業振興

基本法》第31條，整合了既有的韓國廣播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

遊戲產業振興院、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文化內容中心、韓國軟

體振興院、數位化文化產業團等文化事業相關機構組織，於2009

年5月7日設立了法人機構KOCCA，統籌一切創意內容事業。KOCCA

經費由文化體育觀光部100%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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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CCA旨在整合文化領域的核心力量，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構築綜合支援體系，實現成為世界5大文化強國的偉大理想。主

動應對文化環境的整合，通過選擇與集中策略，培養綜合性文化

產業，引導世界市場的發展。  

另外，KOCCA在洛杉磯、倫敦、東京及北京皆設有辦事處，

支援企業進出海外市場，例如：在國外協辦各項展示會，幫助業

者行銷，或招攬國外業者前來韓國展示，增加國內外業者之合作

機會。 

1. 設立依據：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於 2009年5月7日依據韓國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第31條規定設立。 

2. 設立目的：提升國家競爭力，培育內容產業，涵蓋廣泛韓國

創意產業，建構內容產業所需之輔導體系，發展國家經濟。 

3. 業務督導機關: 文化體育觀光部。 

4. 設立沿革： 

2009.05 成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 
2009.06 Global Game hub 中心對外營運 

2011.04 爭端調解委員會事務局成立(驛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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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 設立內容綜合支援中心(上岩洞) 

2013.12 設置放送支援中心 

2014.05 內容 Korea Lab 1 號館開館 

2015.03 指定為內容價值評定對象機關 

2017.09 內容試演場開館 

2017.09 Studio tube 開館 

5. 職掌： 

(1)   研擬相關產業振興所需之政策、制度、研究及企劃方

案 

(2)  調查文化產業實際發展現況及統計   

(3)  養成文化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及再教育 

(4)  研發振興文化產業所需開發技術、技術推廣及標準化 

(5)  促進文化產業之製作及流通 

(6)  協助文化產業之創業、經營及出口 

(7)  輔導開發文化原型、學術資料及歷史文物等內容製作 

(8)  設置可資促進文化產業發展之設施等硬體設備。 

(9)  促進公共文化內容之保存、流通及使用。 

(10)  蒐集、保存及運用國內外之內容資料。 

(11)  協助廣播影視等媒體分階段、流通、運用及出口。 

(12)  支援廣播影視業者與國外共同製作及轉製為外國當地

語文。 

(13)  化解電玩負面形象，營造健康之電玩文化。 

(14)  促進 E sports 及促進國際交流。 

(15)  保護內容產品消費者權益。 

(16)  辦理國際內容會展。 

(17)  藉由終身學習，促進學習。 

(18)  以遠距離教學業者及教師為對象實施遠距研習活動。 

(19)  為促進內容產業之活化，輔導出版業者加入內容產業 

(20)  評定文化商品及文化技術。 

(21)  接受政府委辦業務(國家技術人員資格檢定等)。 

(22)  其他與內容振興院設立有關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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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議程 

14:30-14:35 雙方出席成員介紹 

14:35-14:37 KOCCA致歡迎詞 

14:37-14:40 經濟部致詞 

14:40-15:20 簡報KOCCA發展歷程及業務介紹 

15:20-15:50 Q&A 

15:50-16:30 參觀KOCCA 

(四) 討論議題 

1. KOCCA在韓國內容產業(Contents industry)所扮演的角色為

何?政府所賦予的政策工具有哪些? 

2. KOCCA的組織架構、人力狀況，營運與業務之經費規模與來

源? 

3. 文創產業的發展在韓國的文化觀光部、經濟部、產業通商資

源部之間如何分工? 另外在地方產業的發展，文觀部及經濟

部又如何定義分工? 

4. 跨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的推動策略為何?又突破各部門本位

主義的溝通方式為何? 

5. 韓國內容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為何?又內容產業在科技化應

用的趨勢為何?政策上如何驅動民間業者加速發展? 

(五) 會談摘要 

1. 韓國內容振興院成立於2009年5月7日，隸屬於文化體育觀光

部(簡稱文觀部)，為韓國創意內容產業推動政策的最高機構，

每年由文觀部提供內容振興院約韓元600億之經費。韓國政

府整合既有的韓國廣播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遊戲產業振興

院、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文化內容中心、韓國軟體振興院、

數位化文化產業團等文化事業相關機構所成立。 

2. 金泳德副院長表示，為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設計產業將成

為消費市場之重要關鍵，內容產業為連結與融合文化、技術

之最佳介面。2016年韓國內容產業產值已達105兆韓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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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成長1.7倍，出口值達63兆韓元，並以遊戲、動畫占產

值之最大宗(54.6%及10.2%)。 

3. 2016年韓國內容產業產值已與該國半導體產值相當，但該產

業較製造業屬知識密集型產業，所需成本較低但附加價值可

觀，雖需長期投入，但值得我國借鏡學習。韓國並利用發展

文化科技增加內容產出的質量及競爭力，以政府擁有更大力

量推動的角度，提供人才需要的新技術。 

4. 韓國不僅中央政府積極拓展內容產業外銷，大企業如LG、三

星也著手於培植新興人才與作品發表，並重視前期分析各內

容產業的優勢，進行推廣規劃。 

5. 韓國內容振興院在國際推廣方面，搭配KBEE及K Content 

Export等國際展會，結合韓國製造業、服務業、及觀光業在

海外進行宣傳，將內容產業帶進海外市場，進一步帶動韓國

之國內觀光產業發展。 

6. 韓國內容振興院策略目標及課題: 

(1) 營造公平公正及雙贏的內容產業生態，建立公平的經營環境、

提供資金共同成長。 

(2) 創造與地方共同成長的內容產業，策略擴大培育內容產業及

擴大推動內容產業計畫，並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發揮自理

自治的理想。 

(3) 創造新韓流，興盛國際韓流，永續經營內容產業。 

(4) 研擬新一波之韓流產品策略及甄選辦理機關，加強開發及經

營世界巿場之能量。 

(5) 育成新內容產業成為深化第 4 次工業革命動力，協助開發

新世代之新內容，擴大文化技術研發以融入綜合運用領域。 

(6) 以內容產業創業創造就業，開展文化創業成為提供就業之中

心。 

(7) 形成以消費者為主之良性內容產業，擴大享受文化內容空間，

營造以消費者為主之支援體系。 

(8) 成立溝通、參與及開放之專業組織，成為革新之振興內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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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振興機關，加強與外界之溝通管道。 

7. Content Korea Lab(CKL)為內容振興院旗下之創新孵化器，

整個中心以硬體設施使用及空間租賃為主，針對影視、遊戲

等重點產業，提供後製專用高階電腦、多項大型電子展示設

備包含3D螢幕試播室、產品拍照空間、錄音室、專業實驗劇

場、展區及兩層樓的出租空間。 

8. CKL中心位於市中心、樓層面積大，針對1-2年新創業者提供

優惠進駐條件，另外在外部資源的串連合作，期成為具潛力

育成園區。 

 

 

 

 

團員與Mr. Yung-Duk,KIM副會長合照 與KOCCA代表進行交流 

參觀CKL的3D影像實驗劇場 參觀CKL的實驗團體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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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商聯誼會座談 

時間：6月 25 日(一) 18:30-20:30 

地點：Jinjinsura  / 首爾巿鍾路區鐘路 5 Gil 7 B2(Tower8 大

樓) 

(一) 台商聯誼會與會人員： 

    姓 名   職 稱       公司名稱 

1  康文仁  會 長      旅韓臺商聯誼會會長(欣銓科技社長) 

2   龍志揚  社 長      陽明（韓國）株式會社 

3   黃維誠  總經理    元大證券韓國公司 

4   馬占峰  理 事      元大儲蓄銀行 

5   吳孝遂  總經理    中華航空韓國公司 

6   吳耀煌  社 長      長榮海運韓國公司 

7   許中承  副社     長 萬海航運韓國株式會社 

8   涂招文  主 任      長榮航空公司(仁川機場辦公室) 

9   何國瑋  主 任      長榮航空公司(金浦機場辦公室) 

10 張承倜  社 長      New Golden Way Co Ltd 

11 吳昕嶽  社 長      華碩韓國分公司 

12 柯博文  部 長      旺宏電子公司 

13 張群宜  社 長      喬山健康科技韓國分公司 

14 朴商隆  律 師      HANKYUL 法律事務所 

15陳國龍  主任      首爾臺灣貿易中心 

 

(二) 背景介紹： 

1. 該聯誼會為旅韓台商、華僑經營公會、我國企業投資公司

之韓籍員工、外商華籍員工或我國在韓國企業員工自由參

加。目前會員約 41 家廠商，61 人，現任會長為欣銓科技

公司社長康文仁。 

2. 台商聯誼會為聯誼及交流服務性平台，不定期舉辦韓國商

情研討會、交換旅韓生活資訊、公司營運會計及財務等相

關資訊，彼此扶持照料，開拓韓國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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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商赴韓國投資： 

(1) 投資件數及金額：依據本部投審會資料，截至 2018 年 

2 月，台商投資南韓累計件數為 223 件，累計投資金

額約 13 億 4,300 萬美元，約占對外投資總額之 

1.07%。 

(2) 投資行業：台商投資韓國產業主要為金融業、批發及零

售業、製造業等。在韓投資之知名台商：欣銓科技、日

月光、鴻海、元大金控、富邦、友嘉、陽明海運、長榮

海運、萬海航運、中華航空等。 

4. 主要臺商投資韓國情形:據我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在當地

蒐集之資料，近2年來重大投資案有富邦集團投資2億美元

認購韓國現代生命保險增資股份取得48.6%股權、元大金控

投資2.5億美元取得韓國東洋證券50.3%股權、鴻海集團以

3.6億美元取得韓國 SK 集團旗下C&C公司近 5%股權、友嘉

集團投資2,000萬美元取得韓國DMC工具機8成股權，以及投

資430萬美元取得DSK工具機公司7成股權等。 

5. 我國產業結構主要以中小企業、消費性產品為主幹，與韓

國之生產成本類似，且產品處於競爭之狀況下，企業對前

往韓國投資設廠生產之意願較低；另在韓投資台商家數少

之主要原因包括：投資成本高、市場過度保護、強勢工會

及語言障礙等。 

 

(三) 會談摘要 

1. 龔次長應邀致詞感謝韓國臺商促進臺韓兩國經濟發展

之貢獻，並向與會臺商研析2017年臺韓雙邊貿易額增加

至達316. 26億美元，臺韓雙邊互訪高達194萬人次，均

較2016年有雙位數字之成長，顯示臺韓貿易及互動越來

越密切。 

2. 依韓國內容振興院統計，向36位與會臺商代表評析2017

年韓國內容產業之產值與半導體產業產值相當，顯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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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軟性產業，包括內容或設計產業所創造之產值，與硬

體產業將不相上下，為未來臺韓最有可能合作之產業。 

3.  駐韓代表處經濟組林春壽組長另以「南北韓高峰會談與

美朝高峰會議結果對南北韓經貿發展之影響」為題，簡

報朝鮮半島統合之經濟發展趨勢；呼籲臺商密切注意最

新情勢發展，倘國際社會解除對北韓之經濟制裁，宜發

揮臺商冒險犯難之企業家精神，以高品質及價格之競爭

優勢，開拓未來市場。 
 

 

龔次長對台商代表們勉勵致詞 與會的台商代表 

團員與台商代表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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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設計振興院 (KIDP) 

時間：6月 26 日(二) 10:00-12:00 

地點：322 Yanghyeon-ro, Bundang-gu, Seongnam-si,Gyeonggi-do,  

 

(一) 韓方與會人員： 

Ju-Hyun, EUNE 院長 

Yun-Jib, KIM 執行長 

Doo-Hyun, CHO 國際事業部部長 

Eun-Joo, MAING 推廣部部長 

Dong-Jin, SHIN 研究員等 

(二) 單位介紹： 

韓國設計振興院1970年由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成立，直屬

國務總理，每年補助8成經費推動韓國整體的設計意識和能力。

其任務為推動國家設計政策、設計展覽、設計獎項、設計資源

平台、教育研究、公共關係與國際交流合作，鼓舞企業生產「設

計導向」的產品，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在國內推廣設計活

動，提升國民設計意識，進而增進人民生活水準。 

 

1. 成立依據：韓國設計振興院於 1970 年 5月19日依據韓國

產業設計振興法第 11條之規定(設置韓國設計振興院)設

立。 

2. 設立目的：開發及培育產業設計、提升振興產業效能，並

以既有系統之架構推動設計產業發展。 

3. 業務督導機關:產業通商資源部。 

4. 設立沿革: 

1970.05 設置韓國設計包裝中心 

1977.12 制定設立「設計包裝振興法」,確定韓國設計包裝中

心成立法源依據 

1991.07 改制為產業設計包裝開發院 

2001.04 依修訂產業設計振興法之規定改制為韓國產業設計



 20 

振興院 

2001.09 韓國設計中心(京畿道城南巿)完工啟用 

2015.02 未來設計融合中心(慶尚南道諒山巿)完工啟用 

5. 職掌 

(1) 研擬設計產業政策及調查研究：工業設計調查統計、服務

設計研究等。 

(2) 輔導開發設計提升製品設計競爭力及附加價值。 

(3) 開辦職業訓練課程及研習產業設計實作以培育優秀之設

計人才: D-TEC 學院、設計研究院、設計天才學院等。 

(4) 輔導設計業者開拓海外巿場及促進國際合作 : Design 

Korea、Super Design Market 設計比賽。 

(5) 辦理設計廣宣、出版、展示及提供相關資訊。 

(6) 辦理培育生活設計產業計畫。 

(7) 其他產業設計相關委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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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目標及策略 

(1)  機關任務:有系統振興、發展及輔導設計產業革新成長，

創造就業， 帶動國民的幸福時代。 

(2)  機關展望：建構設計經濟平臺（Platform Provider）

帶動未來新興之國家競爭力。 

(3)  經營目標：於 2022 年達成設計使用達成 26%，提升

設計產業巿場規模至 25兆韓元、出口設計產品 1,300 

億韓元，以及提升顧客滿足度至 95分以上。 

7. 策略目標及課題 

(1)  創造產業發展型式之擴大就業。 

 量身支援具發展潛力之企業。 

 創造設計產業之就業機會。 

 鼓勵優秀設計海外輸出。 

(2)  擴大設計產業巿場基礎 

 擴大海內外設計文化。 

 革新設計開拓海外新巿場。 

 營造公平之設計交易環境。 

(3)  帶動第 4 次工業革命及革新巿場 

 加強研究革新成長之研究。 

 開發及提供次世代之產品平台。 

 培育設計技術及跨領域之人才。 

(4)  實踐社會經營責任 

 重建經營倫理，重新獲得國民之信賴。 

 啟發設計創意，開創機關經營成效。 

 配合政府政策，執行業務。 

(三) 參訪議程 

10:00-10:05 雙方出席成員介紹 

10:05-10:07 KIDP致歡迎詞 

10:07-10:10 經濟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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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50 簡報KIDP發展歷程及業務介紹 

10:50-11:20 Q&A 

11:20-12:00 參觀KIDP 

(四) 討論議題 

1. KIDP發展已歷經多年，請問各年代的階段性任務與成效如

何?另KIDP在韓國政府政策裡的的定位與角色為何? 

2. KIDP的組織架構、人力狀況，營運與業務之經費規模與來

源? 

3. 推動設計思維導入政府政策的策略做法為何?又設計在公

共服務、地方建設等領域如何發揮影響力? 

4. 設計如何創造企業的重視，並進而成為產業創新的驅動能

量? 

5. KIDP如何打造韓國國家設計品牌形象? 

 

(五) 會談摘要 

1. 設計振興院每年由中央政府出資約 600 億韓元進行業務推

動，並業務分為研發部和事業部兩部分。設計振興院在其

他城市也有 3個設計中心，由地方政府出資，設計振興院

營運，並在梁山設立研究中心。海外中心則有中國大陸和

越南，並希望在 2020 年擴展至 6個海外中心。 

2. 設計振興院業務包含政府設計政策發展、研發、中小企業

輔導、設計教育、設計展覽及國際行銷推廣，以國家力量

與中央相關部門及設計師共同策劃，將設計帶入城市生活，

與市民共同思考解決方案，將服務設計推廣至一般市民生

活中。 

3. 設計振興院與台創中心關係密切，早於2010年曾簽署MOU，

2011 年受邀參加 IDA 台北世界設計大會。設計振興院早期

任務以振興出口為主，隨經濟發展及工業革命4.0的到來，

現則以推動 life-style 為核心，兼負公部門設計教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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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設計振興院可與台創中心合作，包括在海外駐點之資

訊交換、設計獎項相互採認等面向。 

5. 設計振興院也舉辦競賽，如 Design Competition for Youth

及 Design Korea，有關展覽部分，舉辦 Korea Design 

Exhibition，另外辦理育成中心發掘更多有潛力的新創公

司及人才，在設計振興院大樓中亦搭配展示、共創及租賃

空間，提供新創企業設計服務顧問及企業經營所需之資

源。 

6. 國際行銷方面藉由韓國館(Korean Pavilion)、快閃店和通

路擴大來做韓國設計品牌的推廣。 

7. 設計振興院整棟大樓除了辦公室之外，尚有展示韓國設計

獎獲獎作品、研發成果之空間，以及設計品商店、公共區

域設計等。 

 

與 Ju-Hyun, EUNE 院長進行討論交流 KIDP 對外出租業者之辦公及展覽空間 

團員與 Ju-Hyun, EUNE 院長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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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爾設計基金會 (SDF) 

時間：6月 26 日(二) 15:00-17:00 

地址：283 Yulgok-ro,Jongno-gu, Seoul. 

 

(一) 韓方與會人員： 

Kyung–Ran, CHOI執行長 

Goo-Hwan, CHOI策略與管理總監 

Sang-Mook, LEE國際關係組經理、

Yong-Mi, KIM 國際關係組專案經理 

Hyo-won, LEE國際關係組經理。 

(二) 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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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爾設計基金會是2009年首爾市世界設計之都計畫的執行

單位，目前其由首爾市政府 100%出資成立，冀望在全球通

用設計和服務設計的趨勢中，藉由傳播設計文化及振興設計

產業推動，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並提升首爾設計在全球之

競爭力為創辦宗旨。 

2. 近年業務重點在推廣首爾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 for 

Seoul)和設計企業(Design Business)兩項服務項目，從服

務設計對社會和企業的分析研究應用至企業協作、城市交通

等其他議題。其研究設計與社會問題在各個領域，包括經濟、

社會、環境、文化的相關性，最有代 表性的例子便是東大

門設計廣場(DDP)，而打造 DDP 未來成為全球的設計中心，

並開展國際交流的世界第一個頂級、最大的設計服務平台則

是其努力的目標。 

(三) 參訪議程 

15:00-15:05 雙方出席成員介紹 

15:05-15:07 首爾設計基金會致歡迎詞 

15:07-15:10 經濟部致詞 

15:10-15:50 簡報基金會發展歷程及業務介紹 

15:50-16:20 Q&A 

16:20-17:00 參觀東大門 

(四) 討論議題 

1. SDF 基金會與 KIDP 的差異為何?韓國政府政策上賦予的角

色與資源為何? 

2. 東大門時尚產業發展現況，韓國政府支持東大門服飾產業

的發展政策計劃有哪些? 

3. 東大門設計廣場如何經營與推廣(特別在國際上)，建立首

爾設計的品牌形象。又首爾設計中心如何運用服務設計強

化對市民的服務與品質。 

4. 首爾市服務設計產業規模、發展狀況及未來市場潛力。 

5. 服務設計如何落實於公共策略策制?是否有涉及跨部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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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合作溝通?是否需要處理法規修訂? 

(五) 會談摘要 

1. 首爾設計基金會隸屬韓國首爾市政府，2014 年起營運東大

門設計廣場(DDP)，任務係以 DDP 為平台，推動提升市民生

活品質之設計，提升東大門區域經濟發展、大首爾地區設

計產業發展，以及來訪人數增加。 

2. 首爾設計基金會將於 2018 年 9月份將啟動首爾設計雲

(Seoul Design Cloud)計畫，打造首爾新形象，建立國際/

亞洲區的設計網絡，與民眾分享設計在生活、教育及社會

的力量。整個計畫會融合設計週、時裝週，導入通用設計，

以及會議和展覽的方式呈現，並將範圍擴至亞洲及全世界。

這些活動以徵件方式收集內容，也邀請東大門周圍的廠商

共同設計 logo 及擺攤，期待成為亞洲最知名的設計展，並

建造亞洲的設計網絡，在首爾實現「以人為本」的智慧城

市。 

3. 東大門設計廣場由英國著名建築師薩哈·哈帝設計，斥資

4,840 億韓元歷經 5年建成，是世界最大規模非標準建築。

2014 年 3月 21 日正式對外開幕，希望從東大門建築、展

示內容及周邊商圈產業等，讓國際人士近距離體驗韓國文

化與流行趨勢。 

4. 東大門設計廣場總面積為 86,574 平方米，最高高度為 29

米，地下 3層、地上 4層，包括藝術廳、文化中心、設計

實驗室、創意市場和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五大場館設施。

具「設計創造產業發源地」概念的複合式文化空間，提供

國際會議、宴會、新品發表會、時裝秀、演出等文化活動

和商務及購物休閒空間於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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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次長與Kyung–Ran, CHOI執行長 本團與 SDF 代表們進行交流討論 

團員於東大門設施參觀後與 Yong-Mi, KIM 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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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韓臺國會議員親善協會會長趙慶泰會談 

時間：6月 26 日(二) 18:30-20:30 

地址：Lotte 大飯店 Carlton room 36 樓 

(一) 韓方與會人員： 

趙慶泰(조경태) / 韓台議員親善協會會長 

• 南韓國會議員 

• 盧武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助理政策，民主黨整合政

策委員會副主席 

• 釜山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 

(二) 背景介紹 

台韓於 1992 年 8 月斷交，南韓國會於 1996 年成立「韓臺國

會議員親善協會」，由當時「新政治國民會議」孫世一議員

擔任會長，會員計 28名。 

(三) 討論議題 

1. 龔次長表示2017年台韓雙邊貿易額達316.26億美元，較

2016年成長15.3%，韓國是我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僅次於

大陸、美國、日本及香港，台灣則為韓國第7大貿易夥伴。

2017年雙邊互訪高達194萬人次，較2016年成長14.79%，

台韓航班每週高達210班次，使台韓互為第3大觀光客來源

國，顯示雙邊實質關係穩定發展。 

2. 龔次長表示雖然台韓雙邊貿易結構中，有許多重複進出口

產品，兩國在ICT產業除了競爭之外，其實也有相互採購

及供應鏈關係。因此，善用雙方在全球市場所具有的不同

競爭優勢，尋找差異化的合作模式，共同進軍第三國市

場。 

3. 趙會長洽詢兩岸關係，龔次長說明蔡總統上任以來未曾挑

釁中國大陸，陸方只因我方不承認九二共識，而進行軍機

繞臺及迫使各航空公司更改對我稱謂等壓迫作為；經濟上，

陸方為發展「中國大陸製造2025」，對台灣採取複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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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人才出走、利誘年輕人等不友善措施，但台灣不會屈

服。 

4. 趙會長回復，韓國政府雖努力推動與中國大陸友好關係，

認為政治與經濟應各別處理，經濟方面中國大陸之角色固

然重要，但絕不能犧牲臺灣，韓國不苟同中國大陸以霸權

壓制其他國家之作法。 

 

 龔次長與趙慶泰會長交換禮物 趙慶泰會長與全體團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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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韓國經濟研究院(KERI) 

時間：6月 27 日(三) 10:00-11:00 

地址：46 FL, 24 Yeoui-daero, Yeongdeungpo- gu, Seoul 150-881, 

(一) 韓方與會人員： 

權信泰副會長 / 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 

嚴致成常務 / 國際合作室 

(二) 單位介紹 

1. 韓國經濟研究院(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KERI) 為韓國民間經濟智庫，成立於 1981年4 月1日。現

任院長（President）為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FKI）副

會長權泰信（Kwon Tae- Shin）。 

2. KERI 成立宗旨為協助建立有效率之自由市場經濟及培育

公司健全成長，對韓國經濟成長及發展做出貢獻。 

3. KERI 致力成為世界級智庫，該院研究人員對韓國經濟及

企業成長之長期及短期前景進行綜合研究。為執行資訊庫

功能，KERI 系統蒐集及分析國內外經濟和產業趨勢資料，

為韓國企業建立全球管理策略提供實用指導。 

4. KERI 創立原則及基本理念為「自由市場」、「自由企業」

及「自由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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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議程 

10:00-10:05 雙方出席成員介紹 

10:05-10:07 FKI 致歡迎詞 

10:07-10:10 經濟部致詞 

10:10-11:00 交換意見 

  

(四) 討論議題 

1. 韓國經濟研究院對兩韓高峰會成功舉行後兩韓經濟合作之

看法及因應做法： 

(1) 文大統領與金正恩於本(107)年4月27日在板門店和平

之家舉行兩韓高峰會並共同發表「板門店宣言」，在經

濟合作方面，雙方為均衡發展民族經濟及共同繁榮，將

積極推動2007年南北韓「10月4日宣言」相關計畫，並

於開城工業園區內設立南北韓共同聯絡辦公室。 

(2) 據媒體報導，在2018年4月兩韓高峰會成功舉行及6月12



 32 

日舉行美國北韓高峰會所營造出合作氛圍下，韓國許多

金融業者正積極為未來兩韓經濟合作進行準備工作。

FKI對未來兩韓經濟合作前景看法為何?是否已亦進行

相關準備工作? 

2. 台韓新南向(方)政策合作： 

(1) 我國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在「經貿

合作」面向，將強化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促進基礎建

設工程合作、系統整合服務輸出及金融支援；在「人才

交流」面向，將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流原則

下，藉由雙向人才培養，提升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人

才資源的互補與合作；在「資源共享」面向，將發揮醫

療、文化、觀光、科技、農業等軟實力優勢，作為我國

強化與新南向國家開展夥伴關係的利基， 爭取雙邊或

多邊合作機會；在「區域鏈結」面向，推動雙邊與多邊

制度化合作，提升雙方協商對話位階，並透過國際合作

來建立與新南向國家的夥伴關係。 

(2) 我國政府盼與貿易夥伴在新南向政策下共同開發第三

國市場商機，鑒於臺韓兩國均推動新南向(方)政策，倘

雙方交流分享相關作法及經驗，將有助推動相關合作，

請教FKI在韓國新南方政策扮演角色為何?   

3. 請問韓國2018年經濟展望如何?現階段韓國經濟面臨的主要

風險為何? 

4. 韓國去年底通過稅改方案，以增加優質就業機會及改善所得

分配為基本方向，請問目前實際推動成效如何? 

5. 韓國因應工業4.0時代的未來發展藍圖為何？台韓兩國在工

業4.0 相關領域合作的可行性如何? 

6. 近年來，全球先進國家陸續發表人工智慧相關推動策略，請

問韓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重點發展方向為何？ 

7. 面對少子高齡化課題，韓國政府主要的因應對策為何？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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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勞動參與及生產力方面，有何具體作法？ 

8. 虛實整合風潮下，韓國如何推動關鍵技術活用於文化創意產

業， 以創造人民有感的體驗經濟？ 

 

(五) 會談摘要 

1. 龔次長表示台韓均將拓展東協新興市場視為重要政策之一，

相對於台商，韓商在東協市場布局較深，未來可探討台韓產

業在新型態製造業及服務業合作的可行性。 

2. 權副會長表示中國大陸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韓方考量

陸方由政府帶動研發及AI等科技發展，速度驚人，韓國在該

領域之優勢恐將因而逐漸消失，且中國大陸因韓國部署美軍

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對在中國大陸投資之韓國企業如現

代汽車及樂天百貨等韓國企業進行抵制，韓國因而推動新南

方政策。 

3. 龔次長表示台韓面臨態勢非常類似，中國大陸過去在高科技

領域透過複製相關IPR及技術，挖人才，併購及以市場換取

技術等手段已獲得成效。目前美國針對「中國大陸製造2025」，

已採取貿易措施限制中國大陸先進產品進口，且不允許中國

大陸透過複製IPR及併購發展尖端科技。台灣積極推動5+2

產業創新政策，已與先進國家進行相關合作計畫，包括與矽

谷合作發展物聯網及AI，與美國波士頓、德國、日本等合作

生技，及與德、日合作智慧機械等，國際大廠已重新進入臺

灣。 

4. 臺灣將就5+2產業創新所發展之技術及解決方案如太陽光電、

智慧城市、AI及物聯網等，依新南向國家在生活及未來發展

需要，與相關國家合作應用於當地國。新南向國家在科技、

教育及專業能力等仍有待發展，臺灣將協助提升其專業能力

及教育水準，目前我國已與印度、印尼、菲律賓、泰國、馬

來西亞及新加坡等新南向國已建立雙邊合作機制推動相關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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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權副會長另詢及本部與創意設計關係，龔次長表示以往臺灣

產業發展著重於硬體技術及節省成本，未來大量一致性產品

生產將運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生產基地，台灣產業將朝少量

多樣化生產及創造價值發展，除增加產品功能性外，需強化

設計能量以提升價值，韓國以往已做相關努力，雙方可相互

學習。 

 

  

龔次長與權信泰副會長 龔次長與權信泰副會長互贈禮物 

團員與權信泰副會長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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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韓國能源儲存系統產業振興會（KEIDA）座談 

時間 6月 27 日(三) 11:30-13:00 

地址 Jinjinsura /首爾巿鍾路區鐘路 5(Tower8 大樓) 

 

(一) 韓方與會人員： 

1. Chang-Ho Choi, Chairman,會長 

2. Mr.Seok-Yeul Yun, Director & Chairman of Global 

Business Committee 

3. Mr.Suh, Ghang-sug, Director, Korea ESS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4. Mr.JungHyo Bae, Executive Adviser, Korea Electric 

Research Institute 

5. Mr.Goh young Moon, Vice president, Hanyang Co. Ltd 

 

(二) 單位介紹 

韓國政府 2015 年將投入 1 兆 8,300 億韓元於電動車及

能源儲存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等能源新產業領

域，預計於 2017 年創造本土規模達 4 兆 6,000 億韓元規模的

能源新產業市場、及 1 萬 4,000 個工作機會。韓國 ESS 產業振

興會(KEIDA)主要的工作任務為： 

1. ESS產業公共服務的採購改進建議 

2. 推廣特定的中小企業競爭產品 

3. 辦理ESS整合發展計畫調查與規劃 

4. 開發消費者群體ESS的服務應用 

5. 訂定「公共機構的ESS設置方針」（產業省能源部） 

6. 協助貿易，工業和能源部等單位建立ESS諮詢小組運作 

7. 韓國 ESS 產業振興會建議臺韓共同合作推動「能源儲存系

統」(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應用於能源需求管理。 

8. ESS 技術已成熟應用於能源需求管理、電力系統穩定及電動

車等領域，韓國政府現行推動之新能源事業政策亦包括 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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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9. KEIDA 擬尋求下列台灣合作夥伴共同發展 ESS 產業： 

(1)研發機構：與 KEIDA 合作研發在台灣或其他國家應用之 

ESS。 

(2)公協會：與 KEIDA 合作辦理研討會等推廣 ESS 相關業

務。 

(3)KEIDA 盼與駐韓國代表處持續合作推動台韓產業發展。 

 

(三) 會談摘要 

1. 龔次表示，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於2017年11月所提出的預測，全球能源儲存市場年

規模將在 2016 到 2030 年之間擴大為 6 倍，產業界投注

的資金將高達 1,030 億美元。台韓雙方於科技領域各有所

長，面對能源儲存這個剛起步且規模龐大的市場，也許可以

思考如何互補合作，以快速取得市場。 

2. 崔會長昌鎬表示，韓國文在寅大統領自去年5月就職以來，

全力發展新再生能源，該振興會為貫徹韓國政府訂定2025

年以前達成再生能源占整體發電來源25%之政策目標，並悉

我國儲能產業亦在起步初段，因韓方對儲能產品需求孔急，

爰建議臺韓產業技術合作，以互助互利。 

3. 龔次長亦說明我國雖尚未全力發展能源儲能裝置，但據悉我

國廠商已與日本業者於2010年積極合作開發最先進之儲能

電池產品，臺灣政府亦率先言定2025年再生能源占全體供電

量能之25％之計畫，太陽能發電量已達17GW、離岸發電為5. 

5GW，為克服太陽能、水力及風力發電不確定之因素，我國

正逐步研發儲能裝置，我國政策亦已規劃於2030年全面實施

公車電動化，另2035年前完成摩托車電力化及2040年發展汽

電共生汽車，臺灣產電池之效能已逐漸獲得提升，雖目前臺

灣業者多採用日本PANASONIC公司生產之電池，但因電池素

材的研發已見長足的發展，預計臺灣摩托車電池將可自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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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公共汽車大型車輛所需之電池仍有待加強研發。龔次

長研析電池可使用於多種之方案（solution)，我國摩托車

製造商gogoro更研發出抽換式電池，將可擴大開發印度3, 

000萬台之可觀市場。 

4. 我國有信心在技術面亦可成為日本、韓國產業之基地，以提

供我國研發之特許專利技術方式，與韓國企業合作，增加消

費者對儲能裝置之信賴。 

 

團員與 KEIDA 代表們交換名片 與 KEIDA 代表們交流討論 

會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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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駐韓代表處說明該振興院於首爾舉辦第42屆臺韓經濟聯

席會議之簡報，並邀請韓國電力研究院擘劃臺韓能源合作願

景，及該振興會於洽請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研發及洽簽

合作備忘錄事，但未獲得具體進展，龔次長建議該振興會於

臺韓經濟對話會議提請討論，將可與相關主管機關共同研議

有效之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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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首爾新活用廣場 

時間 6月 27 日(三) 14:30-16:00 

地址 49, Jadongchasijang-gil, Seongdong-gu, Seoul 

(一) 韓方與會人員： 

1. Mr. Day-young, YOON / Director, Seoul Upcycling Plaza 

Strategic Solution Division 

2. Mr. Ju-Won, CHOI / Manager , Contents Planning Team 

3. Mr. Kyung-Nam, KANG / Manager , Space Marketing Team 

(二) 單位介紹 

首爾新活用廣場（SUP)隸屬首爾設計基金會 (SDF)，由

韓國首爾市政府提撥營運資金，年度投入 50 億韓元之預算，

致力達成「首爾 2030 無廢料城市」願景：(Seoul Vision 2030 

for a Zero \Yaste City）之目標，該廣場以複合化空問展

示循環經濟體系。 

所謂「新活用(Up-cycling)」一詞，是指超越單純的回

收利用，將回收的資源給予更多的設計，讓它重新誕生成為

更有價值的產品。依據首爾 2030 無廢料城市願景(Seoul 

Vision 2030 for a Zero Waste City)，2017 年 9 月 5 日在

首爾市城東區開放了韓國最大的新活用(Up-cycling)複合文

化空間，作為循環經濟的展示、實際操作的載體。從材料捐

贈、回收到加工、生產與販售產品，新活用產業的所有過程

都在此一站式完成。建築物內、外部設計均可讓市民體驗到

新活用文化。 

 原料 

 結合新活用上下游企業，重新開發廢棄原料應用 

 原料(材質)資料庫 

 展覽 

 設計師特展 

 推廣展 

 教育 

 講座、論壇、工作室、與教育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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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議程 

14:30-14:40 雙方出席成員介紹 

14:40-15:10 簡報KIDP發展歷程及業務介紹 

15:10-16:00 參觀首爾新活用廣場 

 

(四) 會談摘要 

1. 是日由新活用廣場內容企劃組組長 Choi Jiiwon 等人負責

導覽，並介紹甄選進駐之中小企業條件，並提供專家諮詢

平臺及輔導產品商業化等一站式服務，該新活用廣場預定

於2018年9月分別在首爾東大門設計廣場及該新活用廣場

舉辦國際論壇及「新活用週」，協助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提高知名度及促進產品商品化等，供我方參考。 

2. 該廣場以複合式空間展示循環經濟體系，是韓國最大融合

展示、教學、體驗和企業培育及硬體設施的回收推廣場館。

該廣場已甄選 32 家中小企業進駐，未來將推廣回收利用產

業在「新活用」的概念。 

3. 導覽期間，新活用廣場職員介紹進駐企業使用回收材質之

創作，並介紹回收材質博物館、回收材質分類展示館、企

業作品及藝術品展示館。 

 Day-young, YOON 總監向團員簡報 參觀回收實驗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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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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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台韓兩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下，雙邊產業合作快速升溫，根據本

部國際貿易局統計，2017年台韓雙邊貿易額達316.26億美元，較2016

年成長 15.3%，韓國是我國第 5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大陸、美國、日

本及香港，我國則為韓國第 7大貿易夥伴。 

依據韓國內容振興院之資料顯示，2017 年韓國內容產業的產值

已和半導體產值相當，顯見未來台韓雙方在於設計產業與內容產業合

作上仍有非常大合作空間。 

本次韓國考察雖僅有 4日行程，但對韓國設計產業與內容產業發

展之用心有所體認，尤其從中央法令政策之支持，至軟硬體設備之投

入資源，以及推動策略架構，由國內新創紮根、拓展海外市場、促成

國際組織鏈結等一連串作為，有深刻體會，亦值得我國參考。 

韓國政府對於設計產業與內容產業推動及發展，扮演極積極角色，

以多元機制，成功幫助打造韓流風沛潮席捲世界。下列關鍵思維可供

借鏡： 

(一) 策略性選定重點，聚焦投資發展方向。 

(二) 政府扮演產業推手，搭配專業法人機構，將中央與地方資源整

合，透過輔助與行銷機制，加速產出，拓展海外。 

(三) 實施長期設計研究，收集大量數據供業界使用，以政府力量縮

短企業投入時間。 

(四) 鼓勵產業進行內容創新，帶動新風格發展。 

(五) 強化傳播媒體基礎建設及國際推廣頻率、內容強度，活絡文創

商品流通，創造國際市場影響力。 

 

此次參訪有幾個面向的收穫，其一在於藉由參訪交流，了解韓國

運用設計加值產業、城市、國家發展的實際成果，不僅為往後籌備設

計研究院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及概念，對於設計研究院應涵蓋之業務範

疇、內容及配套措施等更多認識；其二，在韓考察期間之體驗當中，

可了解台灣流行文化與韓國係有互補與學習關係，深刻體認韓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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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產業之發展動機、創意來源及擴展面向。其三，透過與台商、韓國

智庫及業者之會談與交流，對於韓國經濟發展情勢、現況及策略有更

深入認識，對未來台韓兩國產業合作方向與政策規劃更有助益。 

二、建議 

(一) 依據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設計產業健全發展，係可為

動國家經濟帶質實產業效益，而韓國透過產業資源部成立之「設

計振興院」與文化體育觀光部成立之「內容振興院」，成為韓國文

創產業發展之重要推手，更為韓國文創帶來新台幣 3.3 兆元的經

濟效益，值得借鏡。 

(二) 文化部已規劃籌設「文化內容策進院」，預計 108 年完成設立，而

本部亦規劃 109 年成立設計研究院，與韓國推動模式相似，應借

重韓國經驗，朝各自專業發展，但仍可協同並進，共同紮根台灣

文創產業發展，擴大海外推廣台灣文化，打造台灣特色品牌，並

連結國際組織，爭取國際話語權。 

(三) 本部為推動設計發展發展，已於 2003 年成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在國際組織鏈結、國際展會辦理、國際獎賽推動、設計新秀培育、

提倡設計美學與體驗等面向，已具初步成果，惟未來若該中心須

提升至設計研究院層次，須於設計研究、產業驅動、地方創生、

公共政策、國家智庫等不同面向再作強化。 

(四) 韓國文創產業發展之演進，從「文化」轉換「文化內容」，再萃取

「內容」，發展為內容產業，更利用內容作為產業升級轉型之驅動

力，而此轉換之過程，「設計」恰為轉化演譯之重要工具與手段，

依據 WEF「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台灣經濟已由「效能驅動」

進入「創新驅動」階段，台灣產業發展應藉重豐沛設計能量，打

造下一世代的高經濟價值產業，在新產品、新應用、新服務、新

商業模式，甚至新型態產業，不斷推進，提升競爭力。 

(五) 台灣與韓國在產業發展及供應鏈結構，長期雖相互競爭，但又彼

此相互互補，韓國與台灣同處於中美複雜貿易局勢，又面臨大陸

競爭壓力，韓國產業發展趨勢與因應作法，應長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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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附相關資料 

附件一：韓國經貿發展介紹 

(一) 基本經貿資料 

1. 人口：5,144萬人（2017） 

2. 面積：9萬9,720平方公里 

3. 國內生產毛額：1.53兆美元（2017） 

4. 平均國民所得：29,745 美元（2017） 

5. 經濟成長率：3.1%（2017） 

6. 失業率：3.6%（2017） 

7. 進口值(貨品) ：4,784.8 億美元（2017 年，成長 ） 

8. 出口值(貨品) ：5,736.9 億美元（2017 年，成長 ） 

9. 主要進口項目：(2017, GTA)石油原油、積體電路及微組

件、專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石油氣、煤、原油以外

之石油等、電話機、乘用汽車、自動資料處理機、錳礦石

及其精砂 

10. 主要出口項目：(2017, GTA)積體電路及微組件、乘用汽

車、原油以外之石油等、遊覽船、渡船、貨船等供載客或

載貨之船舶、8701 至8705 機動車輛零配件、燈船、消防

船、挖泥船等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船舶、電話機、液晶

顯示之顯示裝置、環烴、8525 至 8528 節之所屬器具之

零件 

11. 主要貿易夥伴：(2017) 中國大陸、美國、日本、越南、香

港、中華民國、德國、澳大利亞、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 

12. 主要出口市場：(2017) 中國大陸、美國、越南、香港、日

本、澳洲、印度、中華民國、新加坡、墨西哥 

13. 主要進口來源：(2017)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德國、沙

烏地阿拉伯、澳大利亞、中華民國、越南、俄羅斯、卡達 

(二) 對外洽簽 FTA 概況 

1. 已生效  

(1) 韓國-智利：FTA 2004.4.1 生效 



 45 

(2) 韓國-新加坡：FTA 2006.3.2 生效 

(3) 韓國-歐洲自由貿易協會(4國)（EFTA）FTA：2006.9.1

生效 

(4) 韓國-東協(10 國)（ASEAN）FTA：  

(5) 貨 品：2007.6.1生效 

(6) 服務業：2009.5.1生效（與泰國之貨品及服務業協

定於2010.1.1 生效） 

(7) 投 資：2009.9.1生效 

(8) 韓國-印度CEPA：2010.1.1生效  

(9) 韓國-歐盟(28 國)FTA：2011.7.1 暫行生效 

(10)  韓國-秘魯FTA：2011.8.1生效 

(11)  韓國-美國 FTA：2012.3.15 生效 

(12) 韓國-土耳其 FTA：基本協定及貨貿協定，2013.5.1 

生效；2015.2.26 簽署服務貿易及投資協定，尚未

生效 

(13) 韓國-澳洲 FTA：2014.12.12 生效。 

(14) 韓國-加拿大 FTA： 2015.1.1 生效。 

(15) 韓國-中國大陸 FTA：2015.12.20 生效。 

(16) 韓國-紐西蘭 FTA：2015.12.20 生效。 

(17) 韓國-越南 FTA：2015.12.20 生效。 

(18) 韓國-哥倫比亞 FTA：2016.7.15 生效。 

2. 已簽署但尚未生效  

韓國-中美洲 6 國（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多

明尼加、哥斯大黎加、巴拿馬）FTA：2017.03.10 簽署 

3. 談判中 

(1)  陸日韓 FTA：2017.04.10~04.13 於東京舉行第 12 

回合正式協商 

(2)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2017.07.24~07.28 

於印度舉行第 19 回合談判 

(3) 韓國-厄瓜多 FTA：2016.11.07~11 於基多舉行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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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談判 

(4) 韓國-以色列 FTA：2016.12.11-15 於耶路撒冷舉行

第 2次談判 

(5) 韓國-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阿根廷、巴西、

巴拉圭、烏拉圭、委內瑞拉 5 國）貿易協定(TA)：

2018年 5 月開始正式談判。 

4. 談判停滯中  

(1) 韓國-墨西哥 FTA：2008 年 6 月第 2 回合談判後

停擺，2016 年 4 月朴槿惠訪墨後重啟談判。 

(2) 韓國-海灣合作理事會（GCC） FTA：2009 年 7 月

第 3 

(3) 次回合談判 

(4) 韓國-歐亞經濟聯盟(EAEU)(俄羅斯、白俄羅斯、哈

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亞美尼亞) FTA：2016 年 

8 月完成民間共同研究 

(三) 臺韓雙邊經貿關係 

 

年(月)

別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百萬美

元) 

 

去年同

期增減

比% 

金額 

(百萬美

元) 

 

去年同

期增減

比% 

金額 

(百萬美

元) 

 

去年同

期增減

比% 

金額 

(百萬美

元) 

 

去年同

期增減

比% 

2006 22,154 15.89% 7,154 21.72% 15,000 13.30% -7,845 6.57% 

2007 22,952 3.60% 7,794 8.94% 15,158 1.06% -7,364 -6.13% 

2008 21,874 -4.70% 8,706 11.70% 13,168 -13.13% -4,463 -39.40% 

2009 17,809 -18.58% 7,303 -16.12% 10,507 -20.21% -3,204 -28.20% 

2010 26,740 50.15% 10,682 46.27% 16,059 52.84% -5,377 67.81% 

2011 30,239 13.08% 12,378 15.88% 17,860 11.22% -5,482 1.95% 

2012 26,916 -10.99% 11,842 -4.33% 15,073 -15.60% -3,231 -41.07% 

2013 27,846 3.46% 12,077 1.98% 15,768 4.61% -3,691 14.23% 

2014 27,475 -1.33% 12,685 5.03% 14,790 -6.20% -2,104 -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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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雙邊貿易概況 

 

2015 25,589 -6.86% 12,563 -0.97% 13,027 -11.92% -464 -77.95% 

2016 27,439 7.23% 12,788 1.80% 14,650 12.47% -1,862 301.36% 

2017 31,626 15.3% 14,732 15.21% 16,893 15.32% -2,159 15.98% 

2015 年臺韓貿易總額 255 億 8, 929 萬美元(衰退 6.86%) 

2016 年臺韓貿易總額 274 億 3,883 萬美元(成長 7.23%) 

2017 年臺韓貿易總額 316 億 2,667 萬美元(成長 

15.26%) 

2017 年韓國為

我第5 大貿易夥

伴，占我總貿易

額 5.486% 

2015 年我出口至韓國 125 億 6,267 萬美元(衰退 0.97%) 

2016 年我出口至韓國 127 億 8,838 萬美元(成長 1.80%) 

2017 年我出口至韓國 147 億 3,269 萬美元(成長 

15.21%) 

2017 年韓國為

我第 6 大出口

國，占我總出口 

4.644% 

2015 年我自韓進口 130 億 2,661 萬美元(衰退 11.92%) 

2016 年我自韓進口 146 億 5,045 萬美元(成長 12.47%) 

2017 年我自韓進口 168 億 9,398 萬美元(成長 15.32%) 

2017 年韓國為

我第 4 大進口

國，占我總進口 

6.516% 

我 國 主 要 出 

口 

(HS Code 4 碼) 

積體電路、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主要

用於無線電廣播或電視傳輸接受器具、監視器及投影器(第 

8525 至 8528 節所屬器具之零件)、印刷電路、渦輪噴射

引擎、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輪機 

我國主要進口 

(HS Code 4 碼) 

積體電路、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環烴、

專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

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印刷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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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單位(百萬美元) 
(五) 雙邊投資概況 

1. 我對南韓投資：根據我投審會統計，截至 2018 年 2 月，

我商赴韓投資共223 件，累積投資金額 13.43 億美元。 

2. 南韓對我投資：根據我投審會統計，截至 2018 年 2 月

韓商來台投資共1,430，累積投資金額 11.99 億美元 

(六) 雙邊重要會議及協定 

1. 重要民間會議 

(1) 第 43 屆臺韓經濟聯席會議（我國經協會與韓國企

業聯合會(FKI)舉辦）：2018 年 5 月 10 日於韓國

舉行。 

(2) 第 22 屆 TAITRA-KOTRA 聯席會議：2017 年 7 月 

4 日於韓國舉行。 

2. 雙邊經貿協定 

(3) 中韓海運協定（1983年9月19日） 

(4) 中韓空中運輸協定（1986 年11月14日） 

(5)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1990年11月，1991年7月簽署

備忘錄） 

(6) 臺韓雙邊航空協定（2004年9月1日） 

(7) 臺韓電子產證跨境交換合作備忘錄（2008年11月21

日） 

(8) 臺韓飛航安全合作備忘錄（2009年8 月11日） 

(9) 臺韓青年打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錄（2010年1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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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 臺韓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備忘錄（2015 年6月15日） 

(11) 臺韓有關工業財產資料交換及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

備忘錄（2015年6月15日） 

(12) 臺韓空運協定（2015年9月17日） 

(13) 臺韓優質企業（AEO）相互認證協議（2015年12月22

日簽署，2016年 10月 1日生效實施） 

(14) 2016-2020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合作瞭解備忘錄

(首度2012年 8月 27日簽署，2016年 8月 30日續簽 

4 年期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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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KOCCA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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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KIDP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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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首爾設計基金會簡報資料 

Public Urban Planning Project Se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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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拜訪對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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