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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全球對知識經濟的強調，經濟的發展不再只強調傳統的工

業或製造業模式。近期崛起的文化創意產業強調文化、創意為出發，

特別著重結合在地文化及全球性市場的深層思考。文化創意產業的先

行者--英國，其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所產生的經濟效益，引起各國的注

意，也成為各國兼顧經濟與文化發展政策的重要參考對象。文建會

2002 年將文創產業列入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開始致力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今年已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第二期計畫。 

而臺北市自 2004 年設立「臺北市文化產業發展委員會」推動文

化產業以來，在推動產業化遇到的最大的瓶頸是市場規模太小，無法

有足夠的量化來支撐產業的發展，亟需政府以宏觀的視野引領這群創

意人才、企業開拓全球市場。因此，該市去年就提出「2007 兩岸城

市文創產業交流互訪系列」計畫，希望藉由「對等互惠」的辦理模式

在臺北、北京兩地舉辦文化產業論壇及相關基地參訪，讓兩地在發展

文化產業的策略、方法與實務經驗上交流觀摩，建立長遠合作機制，

進一步促成兩岸城市文化交流，內容包括：10/12~10/21「北京市文

化創意產業交流團」訪問臺北、10/13「兩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高峰

論壇臺北場」、11/1~11/10「臺北文化創意產業交流訪問團」訪問北

京、11/7「兩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高論壇北京場」、11/8~11/11「第

二屆北京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臺北主題館」等。 

2008 年延續去年的良好成果及內容，本年度兩岸互訪活動持續辦

理以維繫良好關係，並擴大「台北主題館」之規模，積極推動讓更多

台灣的文創廠商赴大陸觀摩交流。除了廠商參與，台北市政府亦邀請

國內主管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單位：文建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

文化創意推動小組、國立故宮博物院等，一同赴大陸觀摩交流。本會

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張主任秘書仁吉及本人亦奉派前往北京、天

津實地考察其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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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一、參訪天津、北京文化產業園區辦理情形。 

二、參加北京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三、參訪團員 

 

 姓名 單位 / 職稱 

1 林建元 台北市副市長 

2 李永萍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3 陳冠甫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 

4 徐孝德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化行銷處處長 

5 朱惠良 國立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副研究員 

6 張仁吉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主任秘

書 

7 蘇文憲 經濟部工業局知識服務組 組長 

8 張光民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執行長 

9 林 萍 外貿協會服務業推廣中心主任 

10 李仁芳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教授 

11 徐道義 世新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系主任 

12 邱天元 
國立政治大學 EMBA 文化創意講座主講

人 

13 邱正生 台北市文化基金會副執行長 

14 詹曼君 財團法人力晶文化基金會副執行長 

15 彭蕙仙 國家文化總會 活水雜誌總編輯 

16 李菊妹 
臺北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經濟建設組組

長 

17 林作嘉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一處二科科員 

18 劉祥甫 編審-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第一科 

19 陳嘉琳 督導-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第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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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行程 

2008 年 

時間 行程說明 

12/13 周六 晚上  王府井步行街 

12/14 周日 

上午  前往北京南站，參訪站體建設，搭乘高速列

      車，抵達天津 

考察天津城市規劃，參觀“意式風情街＂，

梁啟超故居 

下午  考察天津河西區文化產業、參觀天津博物館

      拜會天津市副市長 

12/15 週一 

上午  參訪天津政協俱樂部，與天津文化產業協會

      座談交流 

參訪廣東會館 

下午  赴車站，乘高速列車返回北京 

12/16 週二 

上午  乘三輪車遊胡同，參觀煙袋斜街，經銀錠橋

/柳蔭街，前往參觀清代規模最大保存最為

完整的和坤「恭王府」 

下午  參觀「京城百工坊」 

參觀北京城市規劃展覽館 

拜會北京市副市長 

12/17 週三 

上午  參訪故宮，由西華門進入，參觀文華殿/中

      軸線及鐘錶館 

兩岸故宮交流座談 

下午  參觀國家大劇院，瞭解舞臺設計燈光音響及

      建築風格 

出席北京文博會開幕式及開幕式晚會 

12/18 週四 

上午  北京文博會「臺北主題館」開館儀式 

兩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交流：「打造創意城

市策略論壇」 

下午  兩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交流：「兩岸城市共

同打造文創產業行銷平臺座談會」，參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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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會其他展館 

12/19 週五 

上午  參訪宋莊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考察宋莊油

畫版畫等原創藝術中心現況和發展模式，參

觀韓美林藝術館 

新城基業規劃展廳，考察運河文化的保護與

開發 

通州區領導介紹通州區文化產業概況，雙方

進行交流 

下午  考察798藝術園區中外文化藝術機構的整體

情況和管理模式，參觀臺灣畫廊及工作室 

參觀南新倉文化街：參訪「皇家糧倉」欣賞

崑曲《牡丹亭》 

12/20 週六 上午  參觀奧運場館「鳥巢」、「水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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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察報告： 

本次考察交流主要有兩大主軸，第一是參訪天津、北京文化產業

園區辦理情形，經由實地參觀及與當地官方座談，以瞭解目前大陸對

文化創意產業的認知與推動情形，又與我們推動的文化創意園區有什

麼不同？有哪些適合値得我們借鏡的地方。第二是參加北京文化創意

產業世界博覽會。該會今年已是第三屆，除了延續第二屆的參展規

模，這次更擴大「台北主題館」之規模，舉辦「打造創意城市策略論

壇」及「兩岸城市共同打造文創產業行銷平臺座談會」，希望建立兩

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 

 

一、參訪天津、北京文化產業園區辦理情形 

     本次參訪的天津屬於新開發地區，北京是比較早推動文化創產 

業園區地區，參觀地點包括天津的「義式風情街」、「天津文化產業協 

會座談交流」、北京的「798 藝術特區」及「宋莊文化創意產業聚集 

區」。 

（一）天津的「義式風情街」： 

天津市為港口城市，清末因簽訂的口岸條約，開放外國人

經商、傳道或租借，而有許多歐美國家軍民在此生活，形成許

多各國各式風格的建築遺留至今。其主要地點坐落於天津市中

心的南側，東、西向並列著成都道、重慶道、常德道、大理道、

睦南道及馬場道，天津人稱之為「五大道」，估計各式各樣的

歐陸風情洋房、建物有二百三十多幢，其中還有名人住宅五十

多座。所謂的「義式風情街」，就是其中之一部分。歷史的宿

命造就這裡的特殊建築風情，也為天津市留下寶貴的文化資

產。天津市政府將積極規劃此區，希望藉由特殊風情建築及名

人故居，引進觀光及商業投資與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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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文化產業協會座談交流 

這次訪問團由台北市政府林副市長建元帶隊，在天津政協

俱樂部(前德國俱樂部)，與天津市文化產業相關首長、協會理

事長進行經驗交流。 

會談地點：政協俱樂部(前德國俱樂部) 

會談人員： 

曹秀榮

(女) 

天津市政協十一屆、十二屆副主席、市文化產業協

會會長、市經濟社會理事會副理事長 

胡興華 
天津市文化產業協會副會長、天津市廣播電視電影

局原局長 

崔志強 
天津市政協辦公廳副主任、市文化產業協會常務理

事 

陳秀華

(女) 

天津市政協衛生文體委副主任、市文化產業協會常

務理事 

劉金剛 
天津市委宣傳部文化事業處處長、市文化產業協會

秘書長、市文化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 

李毅峰 
天津出版總社出版部部長、市文化產業協會副秘書

長 

于秀山 
天津市文化局文化產業處副處長、市文化產業協會

副秘書長 

許樹豐 天津市北新文化創意產業基地總經理、市文化產業

「義式風情街」 「義式風情街」之梁啟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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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常務理事 

蕭嘉喜 天津市交響樂團團長、市文化產業協會理事 

王振軍 天津市政協辦公廳書畫室副主任 

魏卓(女) 
天津市政協辦公廳副處級秘書、市文化產業協會副

秘書長 

 

   會談內容紀要：天津市文化發展狀況，目前有 3個濱海新區，115   

   萬人口中從事文創產業占 6.9%。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在於文化體   

   質改革，包括文化納入各級政府施政目標及預算、配合修改地方 

   性法規、提供獎勵資金、完善文化產業鏈之規劃、設立專項資金 

   並制定管理辦法及建立濱海新區文化產業示範區等等。誠如天津 

   市政協十一屆、十二屆副主席曹秀榮女士所言：「天津為工商業城 

   市，中國百年看天津」，天津市一方面擁有優良的天然與文化資 

   源，再加上政府部門的全力支持，未來發展是值得期許與觀察的。 

     

 

 

 

 

 

 

 

 

 

 

 

 

 

 

 

 

座談會交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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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談的結論由台北市林副市長建元總結如下： 

1. 非常感謝天津市的交流與接待，本次會談充分展現了天津市

的企圖心與積極作為，值得學習。 

2. 未來天津市與台北市可加強交流，包含文化交流及產業交流

兩方面，文化交流包含藝文展演活動，而產業交流包含了文

創商品交易及產業合作等。 

3. 實際的做法建議以台北市文化基金會為主要的實質交流平台

窗口，而行政部門可提供相關的協助，突破障礙，此一部分

由台北市文化局協助。 

4. 如李仁芳教授所言，政策傾斜需因勢利導，因應民眾的需求，

朝民眾的最大利益努力。 

 

（三）北京的文化創產業園區的發展，是兩岸比較早發展的地區。著

名的 798 藝術園區位於北京朝陽區酒仙橋大山子地區，總面積 23 萬

平方公尺。這原本是一片廠區，即 718 聯合廠，後來由七星集團所有，

該集團將部分產業遷出，空出之廠房吸引眾多藝術家租用改造成工作

室及展覽空間，因為這批藝術家最早進駐的區域位於 798 廠，所以被

稱為北京 798 藝術區。從藝術家住園創作、畫廊辦理展覽及開放民眾

會談後雙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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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到這兩年北京政府配合 2008 北京奧運的舉行大力投入資源在

園區的建設與宣傳，798 藝術特區已經被列為北京三大旅遊勝地之

一，與故宮、長城並列。北京市旅遊局統計，二○○五年七九八藝術

特區吸引了五十萬民眾前來。北京七九八是集觀光、創作、市場產銷

於一體的完整文化產業生態，2006 及 2007 年連續獲得中國最佳創意

園區，目前已被視為文化創業產業園區之典範模式。 

    798 園區目前進駐分為四大類：藝術中心和畫廊、綜合展示空間、

各式餐飲及創意市集店。其中綜合展示空間引進各世界知名品牌廠商

進駐，包括寶馬、奔馳、耐吉、Dior、Boss 等，展示及舉辦該品牌

推介會。知名品牌服飾商租借場地進駐，必然會為 798 園區帶來一定

集聚效果，但是商業品牌的財力大於一般藝術家或初期文創廠商，勢

必會排擠後者們的進駐空間。換句話說，798 藝術園區初期藝術家進

住、創作及展覽方式，吸引多數觀光客參訪之模式，因為配合北京奧

運之建設與營運方式的改變而面貌有所改變，是否能持續 798 藝術園

區發展或再創另一個高峰，有待觀察。 

 

 

 

 

 

 

 

 

      

 

 

（四）宋莊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 

      宋莊鎮原是位於北京通州區北部、百里長街東延長線上，  

  距天安門 24 公里的傳統農村聚落。從 1993 年開始，陸續有   

  藝術家到宋莊鎮小堡村租房創作，由於地方寬敞及租金便宜， 

  人數持續增加，到了 2006 年，規模已經達到 1000 人左右，成      

參觀 798 園區台灣策劃之畫展 參觀 798 園區綜合展示空間， 

林副市長建元與進駐廠商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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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一個藝術家聚集的區域，引起各方的注意。依相關介紹指出：    

 這些藝術家主要分佈在以小堡村為核心的疃裏、大興莊、辛店、 

 喇嘛莊、任莊、北寺、小楊莊、白廟、邢各莊等村莊之中，其 

 中小堡村居住和創作的藝術家約 230 位，約佔宋莊藝術家的 

 1/4，經過 13 年的發展，目前的宋莊已經形成了一個產值 2.5  

 億元以上，集現代藝術作品創作、展示、交易和服務為一體的 

 藝術品市場體系，相關的配套產業和服務行業，以及基礎設施 

 也呈現快速發展趨勢。 

     原來宋裝飾因為農村房舍寬敞及租金便宜吸引藝術家進 

 註，而隨者知名度提昇，這兩年政府部門單位積極介入宋莊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2008 年 1 月，北京通州區委、區政府成立 

 宋莊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管委會，負責園區內產業發展、開發 

 建設及各項相關管理工作。依宋莊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管委會 

 編印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文件匯編』，宋莊文化創意產業 

 集聚區未來發展的兩大主軸為：原創藝術展示交易及動漫產 

 業。前者已有一定之基礎；後者動漫產業雖有中國動漫龍頭的 

 三辰集團領先進駐，但在軟硬建設都尚在起步，離動漫產業聚 

 集區還有一段路要走。 

 

 

 

 

 

 

 

 

 

參觀宋庄美術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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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加第三屆北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北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是由中國大陸文化部、國家廣播 

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署、北京市政府主辦，北京市貿促會承辦。

本屆博覽會展覽場館計有 13 個主題展館，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綜合

展館、廣播電影電視展館、台北文化創意主題展館、文物及博物館相

關文化創意產品展館、國際文化創意展區、民俗文化創意展館、文化

創意產業集聚區展館、設計創意展館、文化旅遊景區與旅遊商品展

館、畫廊及藝術交易展館、新聞出版與動漫遊戲創意展館、體育產業

展館及創意禮品及工藝品交易展館等等。 

綜合各館的展覽，雖然來自大陸各省的文化產業展示，但就內容

來看，多數仍是以傳統製造業或民俗業的產品展出，實際與強調文

化、創意的產品較少。反而是「台北主題館」的九個專區：「台北形

象區」、「創意生活區」、「工藝精品區」、「博物館衍生商品區」、「時尚

設計精品區」、「原住民文化精品區」、「創意市集區」、「數位內容衍生

商品區」、「數位內容區」，可以說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一時之選，

例如「頑石創意」的故宮創意商品區、許多國寶級藝師的「台灣工藝

之家」組成的「工藝精品區」、展示台北市西門町創意市集商品的「創

意市集區」以及「數位內容區」的霹靂布袋戲。 

不過儘管各館展覽內容仍有提升的空間，但從川流的人潮，可以

看出北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受注意的程度，據展覽主辦單位北

京市貿促會的統計，第三屆北京文博會共接待 31 萬人次參觀。也可

說是大陸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相對地，台灣已在人才及創意

與精緻度上領先，應更要加強產業的行銷，開拓海外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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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布袋戲在世博會展場 世博會台北館開幕記者會 

世博會台北館一角 

世博會台北館工藝之家 

世博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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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加強兩岸文化創意產業的交流：現在兩岸都在積極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但是，如果只是透過書面或是媒體的行銷報導，

很難真正瞭解大陸發展的現況。透過實地參訪跟交流，拋開

官方制式的介紹，經由細膩的觀察，我們是可以發現彼此的

優、弱勢。而就文化創意產業的兩岸交流，除了政府部門與

學者，建議更應該邀請產業界參與。 

二、協助廠商建立行銷平台：文化創意產業因為性質、產品之間

差別較大，加上小型、個別化的特色，無法像傳統製造業容

易合作成立同業公會等團體，以團體力量向外推展行銷。所

以，在文化創意產業的行銷上，公部門有義務出面整合，建

立共同平台。以這次北京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的「台北主題

館」，除了產品的展示，最重要的是商品的推介會，依台北

主題館規劃單位統計，推介會場為參展廠商搭建商機推介的

平台，展覽期間，前 3 天總共舉辦 27 場推介會，現場交易

達一千六百萬人民幣。這樣一方面讓創意商品廠商得到安全

的保障；一方面開拓商品行銷的管道。 

三、掌握利用文化特色：各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都瞭解強調、利

用文化特色的重要性。不同的生活、環境與歷史，塑造不同

的文化。兩岸在血緣或華人文化上有部分的共通點，但是數

百年的各自發展，有許多不同的各自文化發展與特色。這次

的參訪活動中天津市介紹未來將大力推動發展的租借區，訪

問團朱惠良女士於雙方會談中提出建議：「天津的文化底蘊

深厚，其最大優勢即是曲藝、京劇及相聲，如能結合深厚的

文化底蘊，雄厚的文化資本(群聚的異國風情建築)，非常適

合發展文化旅遊，並可發展出許多衍生性文創商品」。相對

地，北京世博會台北館的霹靂布袋戲，其係從傳統布袋戲發

展出來，受到兩岸的歡迎，並創造許多商機，雖然大陸地區

也有類似的傳統布袋戲，卻沒有類似的發展。所以未來我們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應鼓勵業者掌握利用在地的文化特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