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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設置源起於 1980年代，歐美國家都市再生空間

政策及以藝術為主導之都市發展政策，目的是以園區為據點，做為都市

創意階層的培育基地，以獎勵、租稅優惠或補助政策，鼓勵藝文團體、

創意工坊或特色產業進駐，並以此園區為核心，帶動周邊支援或關聯產

業群聚，而形成一產業鏈發展，最終達成城市生機再造及區域經濟再生

之目標。 

中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發展，係其國務院於 2006年發布「國

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以建設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城市為

核心，形成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三大文化產業帶，加

快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使之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孵化器後，始有較

長足發展。 

2012年，中國大陸文化部又根據「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制定「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畫」，提出文化產業

增加值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高於 20%，2015年比 2010年至少翻一番，實

現倍增。該計畫主要任務之一是要「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包括鼓勵

集聚發展，以建設 10家左右為起點、規模化、代表國家水準和未來發展

方向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和一批集聚效應明顯的文化產業示範

基地。 

二、 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行政院於民國 91年，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 2008：國家

重點發展計畫」推動項目之ㄧ，本部(前身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基

於「創意文化專用區」可發揮集聚、擴散、示範與文化設施等多項功能，

將台灣菸酒公司減資繳回國家之臺北、花蓮、臺中、嘉義等酒廠舊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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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倉庫群等五個閒置空間規劃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華山、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

關規定招商，目前已由民間單位進駐經營；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由本

部文化資產局自行經管，部分空間採 OT、公開標租或逕予出租方式，由

民間單位進駐經營；台南、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則由本部依據《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12條規定，訂頒「文化部協助文化創意事業運用嘉

義及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申請作業要點」辦理招商，其中，台南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已於 102年 11月與最優申請人完成簽約，嘉義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現正辦理第三次招商公告，預定至 103年 1月 6日截止。 

三、 參訪緣由與目的 

由於近年來，大陸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增

加值年均增長 25%，2012年，全市增加值達 367億人民幣，佔 GDP比重

5.1%，文化創意產業已經初步成為南京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連續 3年

在江蘇省全省文化績效考核中排名第 1，在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最近公

布的 2013年「兩岸城市文創競爭力」名列第 5。 

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發展迅速，在大陸各省會城市中屬發

展速度最快、數量最多的城市，各園區依託南京特色文化，主要分為綜

合創意產業園（基地）、當代藝術創意園、網路遊戲與動漫創意產業園、

影視創作基地、傳統書畫藝術創意基地、民間工藝創意市集和地域文化

品牌基地等 10個類別。目前，全市各類建成和在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近

60個，占地面積近 1.5萬畝，建築面積約 300萬平方米，入駐企業達到

2,000多家。現有國家級文化產業基地 9個，省級重點園區 5個，市級重

點園區 8個。此外，在「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綱要」中，亦提出加快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動漫產業基地建設，努力建

成在全大陸有影響的文化創意中心城市。故本次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考察擇定南京市，期了解南京市文創園區之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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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 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會晤對象 

10月 28日 
(星期一) 

12:10 
14:00 
17:00 
 

搭乘東方航空前往南京 
抵達南京祿口國際機場 
抵達金陵大廈飯店 
參訪地及行程確認 
 

焦蘊華(南京市文化
廣電新聞出版局 副
巡視員) 
紀鵬飛 (南京市文
化廣電新聞局副處
長) 
許可(南京市文化廣
電新聞出版局主任
科員) 

10月 29日 
(星期二) 

上午 
下午 

創意中央產業園 
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 
 

紀鵬飛 (南京市文
化廣電新聞局副處
長) 
王康(南京創意中央
營運中心總監) 
李谷(現代快報藝+
周刊主編) 
俞前進(江蘇凡德文
化投資有限公司總
經理) 

10月 30日 
(星期三) 

上午 
 
下午 

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
基地 
國家廣告產業園 
 

紀鵬飛 (南京市文
化廣電新聞局副處
長) 
任璇(南京雲錦研究
所股份有限公司 所
長助理) 
賀超兵(中國廣告協
會副會長；大賀集團
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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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 
(星期四) 

上午 
下午 

智谷文創園區 
揚州工藝美術博物館 

紀鵬飛 (南京市文
化廣電新聞局副處
長) 
高副科(揚州市文化
廣電新聞局 副主任
科員) 

智谷文創園區 
吳曉萍(揚州市工藝
美術館刺繡高級工
藝師) 
陳付權(揚州工藝美
術館執行董事) 

11月 01日 
(星期五) 

上午 
16:35 

老門東歷史街區 
搭乘東方航空返回臺北 
抵達桃園 

紀鵬飛 (南京市文
化廣電新聞局副處
長) 
焦蘊華(南京市港澳
台文化交流處副巡
視員) 
許可(南京市文化廣
電新聞出版局主任
科員) 
蔣曉芬(南京市文化
廣電新聞出版局副
局長) 

 

二、 參訪議題及內容 

  (一)文化部參訪團員計有 6人 

 
姓名 單位 職稱 備註 

朱砡瑩 文創發展司 簡任研究員 領隊 

李長龍 文創發展司 科長  

曾巧芸 文創發展司 專員  

陳美蘭 文創發展司 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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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玲 文化交流司 科員  

楊家華 文創發展司 聘用副編審  

    

(二)參訪議題及內容 

本次參訪團參觀中國大陸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相關單位，計有創意

中央產業園、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國家

廣告產業園、智谷文創園區、揚州工藝美術博物館及老門東歷史街區等，雖然，

南京的文化產業似乎是一片榮景，且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

仍處於起創初期，相形之下，台灣已有初步發展規模，如果能建構兩岸文化產

業的合作平台，相信文化創意產業能在整個華人市場中，占有重要商機。 

       第ㄧ天抵達時，已是傍晚時分，故行程自第二天開始。 

 

第二天參訪行程-創意中央產業園、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 

1.創意中央產業園 

該園前身係為南京油嘴油泵廠（國有企業），建立於 1952年，廠房因搬遷

閒置多年後，於 2009年，轉型為創意產業園，由政府引入民營企業─南京垠

坤投資實業有限公司，由其成立創意中央運營中心進行營運，並負責整修，經

費由營運單位出資，擁有 15年的使用權利，每年需提供政府 1000萬人民幣租

金，而本園區主要定位為企業育成基地。 

園區位於南京市玄武區，東臨玄武湖，北邊為神策門公園，占地約 3萬

6000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約 4萬平方公尺，目前已進駐的企業共有 119家，

其中，文化企業占 68家，科技企業占 51家，園區已租賃面積占建築面積約

98%，其中，包含新浪微博、人民網等著名大企業進駐，營運單位至目前為止，

已投入 7000萬人民幣（約 3.5億台幣）於園區的運作，每年營收約 3000萬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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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目前共分為 4大區塊，分別為文化創意區、科技研發區、產業配套區

及商業配套區，進駐廠商主要來自營運單位主動邀請或自行加入，營運單位提

供園區企業專業輔導活動，如：企業投融資引薦、企業著作權知識講座、文創

人才（企業）精英交流會、法律公益講堂及企業政府資源對接等，因此，營運

單位不僅租借場地給予民間企業進駐，更具有育成企業成長的功能。 

實地走訪園區，該園區的建築風格與本部所主管之五大創意文化園區類似，

均為舊廠房的磚瓦建築物，建物均已完成修繕作業，整體景觀配置佳，可以從

細節中發覺修繕的細膩，例如：園區建築為達節能隔熱效果，在受光面較強的

外牆增加沖孔鋁版，可兼顧美觀；園區道路舖面設計園區 logo的人孔蓋，並

將建物立面倒影於平面舖面，更增添活潑及趣味性。 

 

 

 

 

 

 

我們並且造訪了園區的主要建物，其中，園區公共展覽空間的參觀動線流

暢，室內光源配置充足，並引入自然光源；而南京錦盒藝術包裝公司（文創業

者）室內空間雖不大，主要展示作品是禮品包裝盒，此處為其客戶接待中心。

因園區內主要進駐廠商以公司為主，故展售的文創商品較少，與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所進駐的文創業者以展售商品為重點，似有較大的差異。 

經由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局紀先生的引介，營運單位為本部人員進行完整

的園區簡報，在交流座談過程中，讓本部參訪人員了解大陸官方及民間，對於

經營文創園區之分工；座談會上，本部參訪人員也分享本部推動文創產業的作

圖 1 創意中央產業園區-立面倒影為舖面 圖 2 創意中央產業園區-南京錦盒藝術包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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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文創園區經營現況，並邀請其參與本部所舉辦的文博會，營運單位表示，

有機會將會訪臺及參訪華山文創園區。 

 

  

  

   

 

 

 

2.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 

南京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前身是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於 1865年創建

的金陵機器製造局，之後，該局搬遷至華東軍械總廠，而將該基地改為創意產

業園。園區位於南京市秦淮區，北臨秦淮河，南邊為雨花台風景區，與明城墻

隔河相望，園區西北角是金陵大報恩寺遺址公園，占地約 21萬平方公尺，總

建築面積約 10萬平方公尺，園區內有 9棟清朝建築、19棟民國建築、26棟建

國後建築，目前已進駐的企業共有 200多家，其中，文化創意企業占 85%，全

園區每年納稅金額約 1億人民幣。 

園區目前由晨光集團及秦淮區政府共同經營，管委會係為政府、管理廠商

及商會共同組成，園區僅提供租賃使用。大約有 5000人在園區內工作，並有

3間旅館，但僅開放供園區相關人員使用，未對外開放。另提供 2棟廠房供微

型企業進駐。欲進駐園區內之清朝建築者，需先經過古蹟審核程序後，始得進

場修繕及進駐。園區松樹林立，區內建築風格因建築年代的不同，呈現不同的

面貌，有很多棟房舍都尚未開放使用或修繕中，故至全園區開放使用，恐尚需

一段時間。 

圖 3 創意中央產業園區-營運廠商簡介營運狀況 圖 4 創意中央產業園區-芥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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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且造訪了園區的部分企業:永銀責任有限公司，為製造紀念幣的公

司；大士茶亭，為專業文化館；凡德藝術街區，係為提升園區主要產值的區塊；

唯晶科技，為科技動畫的台商；因園區內主要進駐廠商有公司、也有文創商品

及古物販售，風格與定位與創意中央產業園有較大的差異。 

 

 

 

  

   

 

進入台商唯晶科技公司，辦公室之大讓人ㄧ驚，在寛闊的辦公空間中，約

有近 300人正埋頭工作，與台灣的動畫廠商為小型公司甚具差異性，且大多數

員工的年齡約為 25歲上下，該公司並製作台灣的宣導短片，其大陸員工亦可

感受到台灣之美。 

 

 

 

 

 

 

該園區中，規劃ㄧ條藝術街區(凡德藝術街區)，經由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

局紀先生的協助，本部參訪人員與該街區管理廠商俞前進總經理，有機會相互

圖 5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區-營運廠商簡介營運狀況 圖 6 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區-展售店家 

圖 7 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區-清代槍砲製造工廠 圖 8 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區-凡德藝術街區 



11 

 

溝通了解，如該街區與園區如何運作、經營理念等，俞總經理表示，今年十一

月將來台參與本部所舉辦的文博會，且將參訪華山文創產業園區，本部參訪人

員，亦表示可協助引薦，並探詢未來合作之可能性。 

第三天參訪行程-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國家廣告產業園 

1. 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雲錦是南京生產的提花絲織錦緞的總稱，以因圖案典雅優美、色彩炫麗莊

重，宛如天上的雲霞而得名。南京雲錦已有近 700年的皇家御用歷史，成為中

國大陸的一項重要文化遺產。為了恢復並發展瀕臨消失的南京雲錦，1957年，

江蘇省政府批准成立南京雲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工藝

美術類研究所，也是中國唯一一家集研究、生產、展示、銷售於一體的雲錦專

業機構，2012年，中國大陸文化部將之命名為第五批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我們在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局紀鵬飛先生及南京雲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

司所長助理任璇先生的帶領下，走入該公司所設立的「南京雲錦博物館」，一

樓為展示區，展現南京雲錦文化歷史並介紹歷任傳承人，並設有展售大廳，販

售相關產品；二樓則為雲錦製造展示館，包含古代絲綢歷史的說明、絲織品介

紹、古代絲織文物精品 (龍袍、王族衣飾…等)及織機的陳列，當場亦有工藝

師操作織機，製作織布的情景；另外也在任先生的帶領下參觀雲錦傳承人-郭

浚大師的工作室。 

                                        

 

 

 

 

圖 9 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圖 10 雲錦園區內展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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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解說員的說明，我們瞭解到，擁有多年歷史的雲錦於解放初期，一

度瀕臨消亡，當時僅剩下 4台織機、3位傳承人，該研究所成立的目的，即在

於恢復此一純粹手工製作之文化遺產，並因應現代化的腳步，除了傳承外更進

行創新，進行跨界發展，以進行產業之轉型。該研究所係一民營經構，故係以

企業化經營方式進行各項工作，並參與多項政府之指定活動。2006年底，獲

中國大陸商務部評定為首批「中華老字號」稱號；2006年 5月，南京雲錦木

機妝花手工織造技藝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其所設計生

產的「吉祥牌」雲錦，獲「中國馳名商標」。2009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並成為中國大陸工業旅遊示範點，通過

ISO9001國際品質管制體系認證和 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係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產業，藉由生產至

銷售之產業鏈展售方式，向消費者宣導雲錦文化歷史，雖屬民營性質，但卻透

過相關政府的共同宣傳計畫宣傳此一產業。 

 

 

 

 

 

 

 

 

 

 

 

2. 南京廣告產業園 

南京廣告產業園是中國大陸 9個國家級廣告園區之ㄧ，位處南京市的新城

科技園內，是經中國大陸工商總局批准的首批國家廣告產業園試點基地。該園

區於 2003年開始營運，規劃建設包含廣告總部區、廣告企業創業區、廣告企

圖 11 2位師傅仍於現場以古法操作織機 圖 12 雲錦織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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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區、廣告媒體區、公共服務區及廣告主題公園等「五區一園」之整體產

業園，並預計於 2015年完工。惟目前附近正進行地下鐵興建，交通尚不甚便

利。 

 整體計畫規劃約 80萬平方米，提供城市設計、工業設計、動漫、傳媒、

環境藝術、廣告設計等文化創意產業之企業，以租賃或購置方式進駐，重點在

打造廣告創意設計、廣告製作、廣告傳媒等企業集聚之產業鏈，以推動廣告企

業與二、三產業的跨業發展，目標在構築一流的廣告內容，著力吸引和培育一

批較強競爭力的創意產業及龍頭企業。 

該園區已建構完成約 10萬平方米的廣告產業先導區，並已陸續與相關的

廣告企業進行溝通和洽談，故當日透過南京市政府安排，參訪已進駐之兩家廠

商，包含經營電子商務的新力傳媒及以戶外廣告起家，進而發展大眾傳媒、金

融服務等跨領域業務項目之大賀集團。透過該二公司的說明除瞭解其營運方向

及目標，也發現兩家公司進駐至此園區的目的，為透過產業園之資源，來擴展

公司之營運及發展。 

 參訪此兩家公司後，我們進而參觀該產業先導區的展示廳，進一步瞭解

此產業園之發展模式。其以國家設定計畫目標後提供土地方式，委由民間企業

開發及執行營運、招租事宜，設立宗旨則在於成為中國大陸長江三角創新創意

中心、華東地區廣告資源交流中心、南京都市圈廣告企業集聚中心及廣告人才

培訓中心。 

  

 

 

 

 

 

 

 

 圖 13 南京廣告產業園 圖 14南京廣告產業園全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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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參訪行程-智谷文創園區、揚州工藝美術博物館 

 

1. 江蘇(揚州)智谷文化創意園區 

「智谷文化創意園區」（中國大陸稱為「揚州智谷文化産業園」）係國家級

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基地，也是目前揚州 5大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基地之一，據揚

州市政府官員表示，除智谷文化創意園區之外，揚州目前另有 3個省級與 24

個市級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13年，中國大陸「蘇政辦」（江蘇省政府辦公廳）

發布政策指導文件：「省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文化産業園區（基地）建

設的意見」中，整合開發「特色文化園區」被列為重點任務，「智谷文化創意

園區」與無錫吳文化主題公園、常州環球動漫嬉戲谷，被點名列為重點任務對

象(江蘇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文件，2013)。 

該園區自 2009年起建設並招商，同時，輔以前幾年免租稅之優惠條件，

至今已頗具成效，已吸引 73家大型企業進駐，進駐率達六成，其中包括全球

知名的 B2B電子商務品牌阿里巴巴（揚州服務中心）、中國最大電子商務支付

平台支付寶（揚州服務協作提供商）、笛莎公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江蘇笛莎

公主創意產業有限公司）等。園區現依產業屬性區分為動漫、影視、電子商務

等區域。揚州市政府並協助本團安排參觀其中一家標竿企業—「江蘇笛莎公主

創意產業有限公司」之電子商務部門辦公處所。 

江蘇笛莎公主創意產業有限公司係「笛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進駐於江蘇

智谷文化創意園區之分公司，包括銷售中心、設計中心等部門。母公司「笛莎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要製造、生產並行銷女童服飾與玩具商品，其特色在於

結合動畫設計與實體商品，並透過中國大陸淘寶、微博、QQ等網路行銷擴大

經營規模。 

「笛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要客戶係 3至 12歲孩童，英文品牌名稱為

Deesha，源自創始人李定（Andy Lee）女兒的英文名字，而中文名稱「笛莎」

則來自於英文的 Design，意為「設計、製造」，目前是中國女童服飾配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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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該公司的設計以「每個女孩在父母的心目中都是最最美麗的小公主」為

訴求，把「父母對女兒宛如公主般濃濃的疼愛與呵護」化為設計靈感，從動畫

角色出發，打造女童玩具、衣服、鞋帽等各款商品。 

 

 

 

 

 

 

 

 

揚州工藝美術博物館 

揚州市歷經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邗溝、筑邗城起，發展至今已有 2500年

歷史，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內涵，促使揚州成為中國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

化名城之一，揚州市的發展也成為重要政策方向，官方並以「打造文化揚州」

為其發展路線定調。前江蘇省揚州市委書記季建業表示：「我們認為文化本身

是一種資源，是一種品牌，……。打造文化揚州，可以充分挖掘揚州文化資源

的潛在價值，展示揚州城市的個性。打造文化揚州還可以提升、發揮揚州的文

化資源優勢，把文化滲透到經濟之中，形成城市的個性和競爭力。」(季建業，

2006) 

在此政策框架下，揚州計有 15種傳統工藝被列入中國大陸國家級、省級、

市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揚州晚報，2010)，其中漆器、玉器、刺繡、

剪紙等傳統工藝被稱為「揚州傳統工藝四大件」，本團參訪之「揚州工藝美術

館」是揚州傳統工藝之代表性展示空間。  

圖 15 揚州文化創意產業園 圖 16笛莎傳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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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工藝展演推廣空間，「揚州工藝美術館」的特色是開闢「大師

工作室」，此處共有 10間「大師工作室」，除了提供工藝師創作與教學（育成

人才）的場地之外，也因為這些工作室的對外隔間皆係透明玻璃，也作為工藝

的表演展示空間，展出的工藝種類包括漆器、玉器、剪紙、刺繡、通草花等。

館方與工藝大師之間，則是館方給付固定薪資酬勞予工藝大師的方式，維持近

似民間企業雇主與員工的關係，並要求工藝大師需帶領學徒以為傳承。 

 

此次拜會之「工藝大師」簡介如下： 

(1) 剪紙工藝大師張慕莉：中國大陸著名剪紙藝術大師張永壽的女兒，也是

揚州市第四屆、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政協常委。曾受邀在日本、法

國與臺灣表演，並獲得東方剪紙藝術大賽、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精品獎。 

 

 

 

 

 

圖 17揚州工藝美術博物館大師工作室區 圖 18剪紙大師張慕莉（右）與徒弟（左）。 

圖 19 通草花工藝大師戴春富 圖 20剪紙大師張慕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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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草花工藝大師戴春富：1958年起，進入揚州製花廠從事通草花製作，

已有 50多年的製作經驗，曾與師傅錢宏才共同為中國人民大會堂、中

南海紫光閣創作盆景擺飾，作品亦曾在法國展出，曾獲中國工藝美術大

師作品暨國際藝術精品博覽會銀獎。 

(3) 刺繡工藝大師吳曉平：習藝逾 30年，擅長揚州水墨寫意繡與仿古山水

繡。本身除了是工藝大師，也是揚州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曾獲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作品暨工藝美術精品博覽會金獎。 

 

 

參觀完大師工作室之後，隨即參觀「揚州工藝美術館」收藏作品展區，「揚

州工藝美術館」館於 2010年擴建完成，面積約 538坪（1780平方公尺），共

分為漆器、玉器、刺繡、剪紙及其他民間工藝精品等 5個展區，共展出 200

餘件工藝大師作品，部分展出作品來自於駐在該館「大師工作室」的工藝大師。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博物館並非對一般民眾開放之公眾博物館，參觀者必須

預約才能入館參觀。 

 

圖 21 刺繡工藝大師吳曉平（左）與正在進行中的作品（中）、已完成的作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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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參訪行程-老門東街區 

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位於南京市秦淮區老城南地區，東接轉龍巷，南臨明

城牆，西起上江考棚，北連剪子巷，以箍桶巷為中軸線，於外秦淮河北側，明

城牆以內，佔地面積 15萬平方公尺，地上建築面積約 13萬平方公尺，102年

9月 28日首期示範街區開始營業。 

 

  

   

  

 

 

中華門古城堡、夫子廟、白鷺洲公園、大報恩寺等歷史文化遺址皆位於老

城南，南京文化發源於老城南。老城南被譽為「南京之根」，以中華門為核心，

以明城牆為輪廓、十里秦淮為紐帶，組起門東、門南兩大片區域，自古即為南

京經濟、文化最繁華鼎盛之所在。而老門東是南京老城南地區的古地名，位於

圖 24 老門東街區 圖 25老門東街區全區圖 

圖 22 杭州工藝美術館外觀 圖 23杭州工藝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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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夫子廟箍桶巷南側附近，現今按照傳統樣式復建傳統中式木質建築、馬頭

牆，集中展示傳統文化，再現老城南原貌，街區內分為「藝術市集、3D燈光

秀、酒店、客棧、精品零售、特色酒吧、精緻美食、文化會所、演藝場館、休

閒茶飲及一院兩館」等複合式場館，係為一綜合觀光街區。 

園區內秦淮民居群（三條營古建築），為晚清南京著名富商蔣壽山的舊居，

係屬省級文化古蹟，建於清光緒 4年，二路七進，青磚黑瓦，綿延百里，民間

俗稱九十九間半，展示「明清傳統民居」風貌，現為展覽館，採用「鑲嵌式」

的設計手法植入新建築，目前僅修復一進，並開放作展覽使用。歷史街巷主要

包括三條營、中營、邊營、上江考棚、雙塘園和箍桶巷，街區內現存有較多的

其他構築物與古樹，共計石刻 4處、古井 11口、古樹及大樹 28棵，同時，雲

錦、扎花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 

 

 

 

 

 

 

該街區保護規劃定位兼顧博覽展示、文化旅遊、休閒娛樂、服務配套等功

能的明清傳統民居類的歷史文化街區，並引進說書之行業，以及茶行，重現南

京的老時光。 

 

參、 參訪心得 

一、參訪地相關政策分析 

(一)規劃面 

圖 26 老門東仿舊街景 圖 27老門東街區以古法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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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基金為文創政策之ㄧ 

江蘇省自 2009年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發展重點，推出「一攬子」文化體

制改革方案與配套政策，包括：設立人民幣 20億元的文化產業投資初始基金、

制定文化改革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成立文化市場綜合

執法機構等(人民日報，2009)。其中，規模約合新臺幣 100億元（人民幣 20

億元以匯率 1：5概估）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係採股權投資和項目投資方

式，重點投資演藝娛樂、動漫遊戲、影視製作和發行放映、出版發行、文化會

展、網絡信息（網際網路）傳媒等文化創意產業領域。 

與資金投入搭配之「文化產業園區」硬體建設也在同年度迅速展開，包括：

南京江蘇未來影視文化產業園、丹陽江蘇科技文化產業園、淮安清河文化產業

園，昆山（周莊）文化創意產業園等。 

2. 各項優惠措施作為配套 

南京目前對於文創園區的政策(南京市發展文化產業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

2011)是優惠政策、土地支持政策、財政配套政策。「制定優惠政策」，優化發

展環境，對於進駐南京的文化企業及其配套企業，除了享受優惠政策以外，根

據公司本身性質和營利情形進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等扶持政策，對於物流與商業

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準公共服務業給予稅收的優惠政策。「土地支持政策」，

推動文化企業進入創意園區，實行集聚化發展，閒置空間優先用於文化企業配

套招商，提高土地資源產出效益，帶動經濟結構優化，對土地開發涉及的土地

增值稅、土地交易費用等稅費爭取支持政策，適當減免土地稅金。「財政配套

政策」，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扶持中小文化企業的發展，撥付一定數量資金，

幫助經營性文化企業減少改制成本，對市場前景好、品牌效益和社會效益高的

文化產品的生產與經營給予財政補貼。對於重大文化設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

實行地方配套資金補貼和項目前期經費補助。 

3. 保障文化發展經費最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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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文化發展經費」是指文化建設增長比例不低於當年財政預算增長幅

度的 1.5%，對重大的文化保護項目投入專項資金，加強對基層公共文化設施

的扶持，對新建基層文化設施，省、市、區給予補貼資金。「拓寬融資渠道」

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產業發展投融資體系，促進金融部門對文化企業及其配套

企業的信貸支持。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通過股票上市、企

業債券、資產重組、股權置換等方式籌措資金。鼓勵上市公司以資產重組或增

發新股等方式進入文化產業；擴大文化產業利用外資規模，積極探索利用外資

新方式，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文化企業的改造重組。 

(二)執行面 

1.多以歷史或閒置空間發展不同定位文化園區 

本次參訪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係創意中央產業園區、晨光 1865創意產業

園、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國家廣告產業園、智谷文創園區、揚州

工藝美術博物館及老門東歷史街區，其中「創意中央產業園區、晨光 1865創

意產業園、老門東歷史街區」皆是由古蹟及歷史建物改建作文化創意產業使用，

而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係為傳統文化產業，藉由生產至銷售之產業

鏈展售方式向民眾宣導清代傳統的帝王穿著之編織服飾。 

創意中央科技文化園區依不同屬性分為文化創意區、科技研發區、產業配

套區及商業配套區等 4大區塊，且文化企業占 68家，建物均已完成修繕作業，

園區整體景觀配置佳，相當值得肯定。由政府引入民營企業營運，整修經費由

營運單位出資，並有 15年的使用權利，營運單位每年需提供政府 1,000萬人

民幣租金，政府限制進駐單位需有60%的文創業進駐，其餘皆由營運單位執行；

營運單位並提供相關企業助長活動，不僅提供了場地給予民間企業進駐，更具

有孵化及教育企業成長的功能，充分發揮園區進駐最大功效。 

晨光 1865創意產業園－園區內建築風格因建築年代不同別有一番特色，

惟很多棟房舍都尚未開放使用，且業者進駐比率較創意中央科技文化園低，雖

占有先天條件，但規劃上仍需加強。由晨光集團及秦淮區政府共同經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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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尚未成熟，但其園區內之清朝建築使用時，需先經過古蹟審核程序後，

始得進場修繕及進駐；而園區內凡德藝術街區經管單位的遠見，相當值得肯

定。 

國家廣告產業園及智谷文創園區皆為新興的文創園區，其產業分別以廣告

及服裝設計為主，預計將來引進科技等產業充實產業內容。其實中國大陸的文

創園區進駐廠商以多媒體為主，比較偏像台灣的科學園區。 

智谷園區之管理，是由揚州市邗江區政府與邗江區政府招商局下設之服務

業發展局等單位共同建立園區經營管理發展平台「揚州智谷投資有限公司」共

同派員進駐，派駐人員皆為政府公務員，負責園區之日常營運與發展，建置各

項配套，同時也扮演企業與政府的溝通橋樑，特別是進駐企業與中國大陸文化

創意產業之更上層管理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簡稱改革委）之間的溝通

管道，提供政策優惠。至於進駐企業之營運，管理平台並不干涉。該園區自

2009年起建設並招商進駐，同時輔以前幾年免租稅之優惠條件，至今已頗具

成效，已吸引 73家大型企業進駐，進駐率達六成，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 B2B

（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品牌阿里巴巴（揚州服務中心）、中國最大電子商務

支付平台支付寶（揚州服務協作提供商）、笛莎公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江蘇

笛莎公主創意產業有限公司）等。園區現依產業屬性區分動漫、影視、電子商

務等區域。 

2.電子商務興起 

本團參訪時發現牆上掛著「距離 11.11還有 11天」海報，經詢問得知，

11月 11日在中國大陸稱為「雙十一」，又稱「光棍節」，是電子商務界一年一

度最大的促銷檔期。近年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人民消費能力提升，加上網

路購物興起，各網路購物業者為爭取業績亦紛紛加入折扣戰促銷，如今「雙十

一」已成為網路購物大戰的戰場。 

「雙十一」源起於 2009年，由中國大陸知名購物網站淘寶商城推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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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次推出即引起話題，隔年淘寶商城再以「全場五折」的折扣促銷手法，創

下單日人民幣 10億元的銷售紀錄；自此之後天貓、京東、當當、亞馬遜等中

國大陸 13家電子商務平台亦先後推出全場五折優惠，「雙十一」演變成為電子

商務大戰，據統計，去（2012）年「雙十一」檔期，中國最大電子商務支付平

台「支付寶」支付額創下成交量 191億元的驚人紀錄，今（2013）年再創全球

網路購物單日銷售紀錄，成交額近人民幣 350億元（約新台幣 1750億元），年

增逾 60%(聯合新聞網，2013)。 

3.政府補助帶動師徒制 

「揚州工藝美術館」的 10間「大師工作室」除提供工藝師創作與教學，

也作為工藝的表演展示空間，展出的工藝種類包括漆器、玉器、剪紙、刺繡、

通草花等，係由政府經營。館方給付固定薪資酬勞予工藝大師，每招收一學徒，

就增加部分獎金給工藝大師，以獎金方式鼓勵工藝大師招收學徒，可將這些獨

特的技藝保存且留傳，經訪問工藝大師表示，這些技藝都是祖傳的手藝，但是

現在已經沒有年輕人想學，因為耗時費事，而揚州工藝美術館提供了一個平台

保留這些傳統技藝以及傳承。 

4.研發傳承雲錦技術但未量產 

南京雲錦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其實是全由民間經營，而政府處於輔導的

角色，並沒有特別給予資金或租稅的幫助，其以傳承南京雲錦此一傳統工藝為

主要宗旨，搭以現代化的公司營運模式來進行舊文化的傳承及推廣。於參訪時

會發現，相關之技藝是以其工藝的特性來進行全面的分工，少有人才是完全能

從頭到尾完成雲錦的製作，例如從繪圖、染布、分線、操作機器…等，皆係由

不同的工藝師進行，究其原因係在企業營運模式下開始注重智慧財產，以此方

式一方面兼顧傳統技藝保存，另一方面亦避免智慧財產外洩之因應之道。 

國家廣告產業園，則是以提供城市設計、工業設計、動漫、傳媒、環境藝

術、廣告設計等文化創意產業之企業以租賃或購置方式進駐，由國家提供土地，

委由企業進行規劃及招租營運，重點在打造廣告創意設計、廣告製作、廣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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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等產業鏈企業集聚，以推動廣告企業與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藉以塑造整

體品牌，故其著力於吸引和培育一批較強競爭力的創意產業及龍頭企業，以促

進產業的高端集聚發展。就其執行，原則上係為我國科學園區之概念，以群聚

的概念設置滿足廣告人才的空間佈局，同時配套展示交易、資訊發佈、教育培

訓、技術支撐、生活服務、休閒娛樂等功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具有生存和拓

展能力的園區。但其目前尚處於初階招商階段，且整體園區亦尚未建置完全，

但以其現階段的規劃及願景若能持續完成，未來應能讓南京廣告產業產生豐厚

的產值。 

(三)效益面-園區內容多元有待區隔 

綜觀本次參訪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實人文的氣氛並不濃厚，大陸文化

產業的問題，如香港學者徐中孟所言，包括技術和人才的匱乏、東西部的文化

產業發展失衡等等。徐中孟指出：大陸政經體制改革落後，導致文化產品的生

產和供給能力低於民眾的文化消費需求。中國大陸的產業園區並未引入文化活

動，產業多為科技及軟體之多媒體產業，產值的部分因包含科技軟體類，因此

較本部五大園區之產值高(楊渡，2009)。與其說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實比

較類似於台灣的科技園區，並沒有統合的廠商串連園區內各廠商，辦理文化交

流活動，在園區內經營的廠商各做各的，各自招攬各自的生意，較缺乏統合性

的活動，以及缺乏聚集效應。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能在台灣的五大園區施行，

讓民眾認識，其實有很大的原因是文創活動，而南京的園區卻缺乏辦理相關活

動的廠商，甚至是願意參與的民眾，導致產業園區少了人文氣息。惟本次參訪

行程，深刻感受到中國大陸在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動之企圖心，透過其土地、

人力及各項資源優勢，以打造良好硬體環境及先進之設備為基礎，創造經濟產

值。 

 

二、與我國相關政策之比較分析 

(一)兩岸政策不同導致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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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文創產業之政策，可見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其相關法規中，亦

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之相關規定配套措施。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

國內是採用促參法，而中國大陸是採用黨政的力量成立民間公司經營文創園區，

或是引入民間公司以降低稅賦的方式扶持民間文創產業，經與南京地區的文化

廣電新聞局人員洽詢，在當地，文化創意產業的政府預算相對於其他局處是最

低的，推動也較不容易，這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起飛，但是相對的人文素質仍

未提升，人文素養跟不上經濟起飛的腳步，相對於台灣的人文素質而言，民眾

自小接觸文化展演活動，也願意掏錢購票，參與文化展演及文化創意產業之相

關活動，甚至是演唱會及影視活動等，這是台灣的優勢。 

(二)中國大陸園區具有深遠歷史底蘊 

其次是中國大陸的硬體設備，古蹟及歷史建物都具有相當的文化底蘊，並

以明清時代的古建築為主，部分建築改制為博物館，進入古建物內參觀時，除

可感受其時代背景及故事性，並可體驗古代生活，這部分硬體在台灣較為欠缺，

在古蹟及歷史建物內辦理傳統技藝的展示，別有一番風味;而本部的五大園區

係以酒廠改建再利用，偏向於閒置空間再利用，雖也屬古蹟及歷史建物，但較

欠缺故事性及時代背景的歷史感，此部分國內各園區可以再補強。 

而揚州工藝美術館的培育人才及保留傳統手工藝的方式，相當值得我們借

鏡，如果台灣也能參考大陸的方式，培育下一代傳統手工藝人才及傳承，相信

可以將文創事業發展得更好。 

 

肆、 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因地制宜-發展各園區特色 

大陸的造鎮計畫，跟台灣的文創園區是不同的，可以單純的靠一個產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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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廣告、多媒體產業)生存，訂定發展方向，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很大，而台灣

的市場雖然不如大陸，但是台灣人很有生意頭腦，到大陸發展的台商也不在少

數，台灣人獨特的人情味、地方及人文特色，是很多觀光客難以忘懷的，可以

藉由台灣的這種特質發展獨特的文化創意產業，例如華山的複合式經營有其獨

特的美，也應教育民眾不要因為大陸的園區看起來好，就一昧的希望政府盲從，

雖然，文創園區很多，但是各地的文化產生的氛圍及活動，都是獨一無二的，

文化創意不應該隨著全球化而變成相同的東西，建議各個園區都能發展自己獨

特的魅力，創造經濟奇蹟，建議短期內與台商、駐外代表結合向大陸及世界各

地推廣台灣文化創意。 

 (二)積極扶植文化創意產業 

文創產業的培育並不容易，文創產業中的微型產業，一直以來都是受文化

部及其他政府單位所補助的單位，要期待這些剛萌芽的產業立刻有產業效應，

其實相當不容易，另外，針對文創園區的比較，其實台灣的園區採用的是促參

的方式委外，每年不但政府不需要編列預算，而廠商還需要繳交土地租金及權

利金給政府，就公部門節省公帑的想法，為國庫帶來了不少收益，相對於每年

需要編列預算的大陸文創園區而言，節省了公帑，而又有做出文創的效果，其

實是政府跟民間的雙贏。目前的台灣文創園區透過辦理活動，在民眾的心理有

「表演基地」的產生，雖然需要附屬設施維持財務的平衡，但是在民間可以自

給自足的狀態下，仍有文化的表演及氛圍，是相當難得的，且複合式的經營，

兼容並蓄，但富有原創性，偶爾的晚上，在華山裡，會看到成群的踢踏舞者練

舞，也會看到很多 cosplay的朋友，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華山穿梭，這不就是

文化創意嗎? 

短期可以以欣賞藝文表演方式激發民眾多文化的不同想像，長期可以深耕

的教育方式，培育下一代的文化創意品味，進而發展為產業，亦可請學校及國

內各園區提供手作課程，讓學校學生可以親身參與，並了解傳統技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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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文化創意產業產值化  

綜觀國內各文創產業及各縣市文創園區之經營現況，我國文創產業普遍有

國際化不足、產值較低落之弱點，整體而言，文創產業要達到永續發展的願景，

其落實的途逕之一在於創造廣大的市場，以獲取高額產值，支撐文創產業上、

中、下游從業人才進行創意開發及通路之擴展，但臺灣市場規模較小，文創產

業產值有限，若可以台灣為基礎點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之平台，向大陸進軍推廣，

相信台灣人的創意足以放眼全世界，未來建議有系統的培育文創產業國際化人

才，以提高國際化程度，擴展國際市場，提升文創產業產值。 

建議與其他世界各園區舉辦合作活動，發展台灣的文化創意，並重新融合

中華文化及原住民文化，發展兩個面向的文化創意產業，鼓勵創作者參與比賽，

提高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在世界的能見度。 

 (二)促進兩岸園區相互交流  

建議政府與民間基金會合作，文化部與教育部合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自

小學開始激發孩童的創意，並請各級學校多安排文化課程，例如,參觀故宮博

物院、聆聽演唱會或是欣賞劇場表演，培養文化品味及創意，以多元化的文化

內容激發國人的創意。 

中國大陸各文化園區之大，雖非台灣可比較，但其定位與內容之豐富性，

似仍處於草創階段，但因其產業規模大，產值也大，就產業化而言，兩岸園區

可相互交流，建立合作基礎，同時，藉由兩岸園區平台，亦可搭建舉辦活動的

橋樑。而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園區眾多，屬性亦不同，未來，應選擇重點產業與

園區進行合作或參訪，長期耕耘方能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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