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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參加 2012 年 12 月 19 日至 20 日，於杭州西溪賓館舉辦「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

論壇主題為「共創兩岸文創產業的未來」，討論的議題有:(1)文化遺產傳承與產業的結合、

(2)自主品牌創立與產業競爭力提升、(3)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與產業發展、(4)兩岸文創產

業交流與合作機制等四項；並於 20 日下午參加杭州文創園區等活動。經本次論壇活動

對各項議題的探討，提出(1)攜手振興中華文創產業、(2)推進兩岸文創產業合作機制化、

(3)建立兩岸文創產業發展的資本平台、(4)支援設立兩岸文創產業合作基地、(5)加強兩岸

文創產業的專案合作等倡議，作為推動兩岸文創產業合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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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以下依時程逐一記錄出國目的與論壇內容。 

目的  

    本次「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有來自海峽兩岸 100 多位文創界企業領袖與專家

學者參加，其討論的議題為:文化遺產傳承與產業的結合、自主品牌創立與產業競爭力

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與產業發展、兩岸文創產業交流與合作機制等四項。參加此

論壇活動可理解兩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現況、兩岸文創產業合作的倡議、及建立未來

兩岸文創產業交流合作的管道，為本次出國的目的。 

 

時程 

12 月 18 日(二) 搭機前往大陸杭州  

12 月 19 日(三) 參加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 

12 月 20 日(四) 參加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與參訪活動 

12 月 21 日(五) 回國 

 

出國人員 

本校設計學院李傳房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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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二）出發 

    當天搭 12:20 CA150 班機，於 14:00 順利抵達杭州蕭山場機。傍晚向主辦單位報到，

入住杭州西溪賓館，晚上參加歡迎會與晚宴。 

 

12 月 19 日（三）參加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 

09：00 - 12：00 會議開幕 

    會議開幕由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理事會籌委會召集人王春正先生主持。從浙江省陳加

元副省長的致辭的內容可以理解，目前大陸推動文創產業是想利用高科技達到產業轉型，

將文化融入生活，提升文化的價值，使浙江省由資源小省邁向民營、開放與經濟的大省。

尤其杭州為大陸的文化與旅遊重點城市，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文創產值佔杭州的

12.3%，希望能成為全大陸文化創意中心。 

    中華文化總會劉吉人副會長致辭，說明台灣具有中華文化、東西方文化、原住民文

化與東南亞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蘊底；近年政府制定文創法的政策，以產業為舞台，積極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為國內六大新興產業之一。 

    國藝基金會施振榮董事長在致辭中說明，文化創意是其他產業加值的優質元素，未

來應著重在人文創新；強調企業需創造價值、利益平衡、永續經營與不斷創新的王道文

化，為企業經營的核心；而創新需從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現在和未來等六個面向

思考，兼顧各面向的發展，才能創造企業經營的最高價值。為下一代著想，企業需創造

價值，希望有更多人參與創新，提昇華人的優質生活。 

    國民黨蔣孝嚴副主席致辭時，說明近年兩岸交流持續改變，從 2005 年著重經濟交

流，2008 年著重文化交流，2012 年重視兩岸合作。大陸十二五計畫重視文創產業推動，

台灣推動黃金十年也包含文化創意產業，由民間帶動創意，使文化透過創意形成產業，

具有經濟產值。文化創意發展型態有市場導向(如美國)、資本導向(歐洲)、政策導向(如

日、韓)、大陸有政策與市場，兩岸文創產業合作，可以共同開創文化創意產業，彰顯

中華文化的偉大。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王毅主任致辭，說明杭州是文化人的天堂，文化與產業的

結合，可為文化插上翅膀飛的更遠，為產業注入靈魂。兩岸文創產業合作可提升兩岸經

濟交流的層次，促進經濟轉型，攜手加強兩岸軟實力，提升影響力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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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貴賓致辭的內容可體會，兩岸文創產業合作，台灣有技術、行銷與人才，大陸有

市場可提供文化創意平台，發揮各自優勢，可共創兩岸雙贏的文化創意產業。 

 

14：00 - 15：30  論壇議題一：文化遺產傳承與產業的結合 

    主持人為臺灣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史欽泰教授，引言說明文化創意產業需創造

讓消費者感動的價值，利益均衡的價值鏈，與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從文化到產業的推動，要避免陷入死亡之谷；如杭州市政府保護西湖周邊的景觀不

被破壞，讓市民參與當地的文創產業，將相關的城市建設移往他處，以確保西湖的文化

遺產不被破壞，並成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所以，文化遺產需有尊嚴的被保護，文化遺

產需融入經濟社會發展，文化遺產要讓民眾有感。 

    法藍瓷陳立恆總裁認為，文創商品必須打動人心，文化服務力可提升商品的價值，

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關鍵；其硬實力佔 15%，軟實力佔 85%。須重視文化資源與文化

市場。打造品牌須具備「三度、三力」，三度即文化的內涵度、知識度、融合度；三力

為文化的創造力、發展力、影響力。 

    臺北故宮博物院文創行銷蘇文憲處長，說明典藏文物應用可透過數位化、授權機制、

品牌授權與出版、合作開發等方式，進行文化創意商品開發。須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人

才培育，藝術與科技結合，文創商品與地方文化產業結合。 

 

15：55 - 17：20 議題二：自主品牌創立與產業競爭力提升 

    主持人為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引言說明品牌代表品質保證、持續創新、形塑品味。

品牌層次分為企業(機構)、商品、各元素(作者、設計師、演員、人物...等)，此論壇議題

應著重：如何創造品牌、如何保護品牌、如何延伸品牌。 

    華誼兄弟傳媒集團王中軍董事長，說明其集團經營理念，再論及華人電影不易進入

國際市場，如何克服地域性與智財權為重要的議題。 

    雲門舞集文教基金會葉芠芠執行總監，闡述雲門舞集的經營理念，說明好作品是表

演藝術品牌化的基礎，表演藝術要產業化，要先「培基固本」，創造表演藝術的健康生

態。有了好藝術家、好團隊、好作品，才能談延伸性的產業。強調雲門舞集為表演藝術

團體，需面對面表演，不可複製。雲門舞集以專業的態度，透過舞蹈和藝術創作與活動

力，豐富社會的精神生活。 

    如何跨界組合，持續創新，形塑新的商品，方能建立品牌。文創商品如何行銷於國

際，須了解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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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四）參加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 

08：30 - 10：00  論壇議題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與產業發展 

    主持人為北京大學工學院研究員馬克先生，引言說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即聯

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可保護崑曲、京劇、漢字、傳統木

結構..等非物質文化遺產。 

    成都文旅集團張婷副總經理以成都燈會為例，說明燈會始於漢朝，目前成都燈會仍

保留瓷器燈、糖燈與水晶燈等三絕的傳統工藝技術，另加上互動科技，使成都燈會已成

為成都旅遊的品牌。強調非物質文化必須在傳承中創新，創新中發展，才能永續發展；

並將成都燈會打造成城市文化旅遊的品牌。 

    接著由打開聯合文創公司主持人劉國滄先生，以策劃 2012 年鹿港燈會為例，說明

台灣燈會有 23 年歷史，每年在不同的縣市舉辦，由地方政府與民間人士共同參與，也

成為知名的節慶品牌。尤其，2012 年鹿港燈會結合區域聚落，發揮現代藝術與傳統文化

的特色，使傳統聚落再活化，策動年輕人參與，發揮規劃力、美術力、感動力與經濟力

的能量，讓鹿港燈會活動創造非常高的經濟價值；也期待每年舉辦台灣燈會的縣市，皆

能透過燈會活動的舉辦建立各縣市的文化特色。 

 

10：00 - 11：30 論壇議題四：兩岸文創產業交流與合作機制 

    主持人為國台辦經濟局局長徐莽先生。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范周院長論及兩岸文創政策為(1)高層設計、政策推動

資源整合；(2)加大融資力度、推動資金支持；(3)制定產業標準、推動科學化運行；(4)

加大科技比重、推動跨界融合；(5)利用集聚優勢、推動園區建設。建議文創產業合作與

交流需常態化、產業化與深入化。范院長也介紹「海峽兩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聯盟

論壇」，目前台灣有六所學校參與該研究聯盟論壇。 

    台北藝術大學朱忠慶校長說明文化不一定可以產業化，但文化可為產業加值，帶動

產業發展。須深入了解文化蘊底，繼而培養與轉化，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提出智慧

財產保護為建置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的關鍵。 

  臺灣文創一號股份有限公司方國健總經理說明，該公司的經營現況與投資策略，並

提出與大陸合作有(1)交換演出、(2)導演與主角等重要元素維持原創、(3)次要元素在地化

等方式，可降低演出(如舞台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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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閉幕式 

    閉幕式時，會議提出以下倡議：(節錄於「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倡議」資料) 

    一、攜手振興中華文創產業。著眼於兩岸文創產業的未來發展，應善用中華文化資

源，利用現代科學技術加強互利合作，共同打造文創產業鏈，共創全球中華品牌，以增

強兩岸文創產業在世界上的競爭力和影響力。 

    二、推進兩岸文創產業合作機制化。為強化兩岸文創產業的交流合作，搭建兩岸文

創產業交流平台，建議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每年輪流在大陸及台灣舉辦，並規劃成立

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理事會及其秘書處。在正式成立理事會之前，將先設立理事會籌委會，

並分別由大陸方面的王春正先生和台灣方面的施振榮先生擔任共同召集人，設立臨時秘

書處。 

    三、建立兩岸文創產業發展的資本平台，雙方並將進一步研究支持文創產業發展有

效的投資及融資方式。 

    四、支援設立兩岸文創產業合作基地。為探索兩岸文創產業合作的方法與途徑，建

議在兩岸具備條件的地區設立兩岸文創產業合作試驗區。與會代表認為，杭州市等城市

發展文創產業方面具有優勢，建議大陸方面積極研究推動創建兩岸文創產業合作試驗區。

同時也建議在台灣各縣市積極評估成立相當的試驗區。 

    五、加強兩岸文創產業的專案合作。推動兩岸在文創人才培養、理論研究、知識產

權保護等方面加強合作。 

 

20 日下午 參訪活動  

    參訪之江文創園區與西溪創意產業園區，了解當地文創園區的經營與現況。例如西

溪創意產業園區位於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內，提供優渥的條件吸引 20 位知名的藝術大師

與 27 家影視企業進駐，已發展成為文學藝術與影視產業的文創園區。之江文創園區原

是水泥廠房，經整修後，提供文創產業進駐，標榜以科技與藝術為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

集聚區；並與中國美術學院合作，成為文創人才培訓的基地。 

 

12 月 21 日（五）回國 

    當天搭 9:30 CA149 班機，於 11:20 順利抵達桃園國際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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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此行參加「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活動，在國藝基金會的安排與協助之下，使所

有論壇與參訪活動圓滿達成，心得如下： 

1. 文化創意產業需創造讓消費者感動的價值，利益均衡的價值鏈，與永續經營的商業

模式；即以王道文化為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的核心。 

2. 文化不一定可以產業化，但文化可以發揮軟實力，為產業加值與帶動產業發展。尤

其，文化創意是其他產業加值的優質元素，未來應著重在人文創新。 

3. 文創商品有區域性，如何跨出區域進入國際市場，為華人文創商品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外，了解國際間不同國家的生活型態與建立完整的智慧財產保護為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的關鍵。 

4. 台灣有技術、行銷與人才，大陸有市場可提供文化創意平台，發揮各自優勢，可共

創兩岸雙贏的文化創意產業。  

5. 目前兩岸的文化創意產業正在發展之中，如何將文化特色發展成產業，必須越過死

亡之谷。如論壇的倡議，兩岸應加強雙方的實質合作，如建立合作平台與機制、或

專案合作，推動兩岸在文創人才培育、知識產權保護、及探索兩岸文創產業合作的

方法與途徑等面向。 

6. 規劃參與下屆「海峽兩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聯盟論壇」活動，有助於本校與大

陸高校的交流與合作。 

 

建議事項 

1. 持續參與「兩岸文創產業合作論壇」活動：大陸在發展文創產業有政策引導與廣大

的內需市場，透過此論壇活動可以理解大陸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概況；尤其企業

的參與、及文創園區的設置，應持續關注和參與，作為兩岸合作的參考。 

2. 積極建立本校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特色，作為推動與大陸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設

計院校實質交流的籌碼：近年，大陸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科系；本院積極

加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並成為學院的特色，有助於

提升校院的聲譽及學術交流的推動(含大陸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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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 論壇會場                                 ↑ 蔣孝嚴副主席致辭 

 

 

      
 ↑ 施振榮董事長宣讀論壇倡議                 ↑ 劉吉人副會長致辭 

 

 

       
 ↑ 攝於會場                                 ↑ 攝於之江文化園區的法藍瓷展示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