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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以下簡稱文博會)於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於廈門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活動係由我方「亞太文化創意產業

協會」與大陸廈門市政府承辦，該活動自 2008 年創辦以來，現已成為海峽兩岸

文化交流、合作及投資貿易重要平台，今年更進一步推動文化產業與科技、金融、

旅遊等行業融合，拓展文創產業跨界合作商機。為促進兩岸影視交流及拓展台灣

影視產業大陸市場，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自前(2012)年起即邀請我電影業者

參與文博會，今年亦組團參展，於會場設置台灣電影館，並與廈門當地「第五屆

M.T.青年電影季」活動合作，展映包含《縱行囝仔》、《小騎士闖通關》等多部金

穗獎得獎作品，將台灣優秀的影像作品推廣週知。 

    為瞭解大陸電影市場現況及掌握本次參展活動宣傳推廣成效，本局指派電影

產業組鄭科員梅君，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隨團參加本屆文博會，並參加

海峽兩岸閩南語電影文化研討會等系列活動，以做為未來規劃推廣大陸市場相關

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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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屆文博會於大陸廈門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總展覽面積達 5 萬平

方公尺，參展業者總數計 1583 家，其中台灣參展企業家數為 657 家，亦

有韓國、荷蘭和印度等 8 國業者參與展覽活動。主屆展覽活動分為「工藝

藝術」、「數字(位)內容」、「創意設計」、「文創旅遊」四大領域，並有「兩

岸文創商業對接會」、「海峽兩岸數字(位)內容產業大會」、「海峽兩岸大學

生創意文化節」、「兩岸文博大講堂」等系列活動，活動期間另於廈門當地

21 個分會場辦理周邊展覽、交流會、行銷活動，及結合當地 30 多間畫廊、

酒店、文創園區展出兩岸知名藝術家作品，可謂兩岸文化產業界一大盛會。

據主辦單位統計，本屆文博會參觀人數高達 26 萬，投資簽約項目共 140

個，簽約總金額達 387.7 億人民幣。(註 1) 

     為協助台灣電影開拓海外市場，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自 2012 年

起即組團參展，今年更與廈門當地「第五屆 M.T.青年電影季」活動首次合

作，於會展中心展映《縱行囝仔》、《小騎士闖通關》、《光之塔》、《情深大

地》、《落番》、《小夏天》等金穗獎得獎作品，活動期間吸引眾多民眾觀影。 

本局電影產業組科員鄭梅君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參加本屆文博會

及周邊活動，以察訪本次「台灣電影館」參展活動辦理情形及推廣成效，

並瞭解大陸電影市場現況及建立產業人脈，為後續協助我國業者拓展大陸

市場及辦理兩岸相關交流活動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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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10 月 24 日 

當日中午抵達廈門，下午前往文博會現場。 

(一) 台灣電影館參展概況(10 月 24 日至 27 日) 

    本屆文博會台灣電影館占地300平方公尺，位於R廳(數位內容展區)，

周邊鄰近福建電影、福州動漫遊戲產業館等，因展位設於主要通道旁，且

為人潮匯流區域，位置較上屆更為理想，有效吸引來往民眾佇足參觀。 

    台灣電影館主視覺以黑白色系為主，正前方及側邊皆露出「台灣電影

館」大型字樣，並於展區內搭設一獨立空間辦理影片播映，周邊懸掛多幅

台灣電影海報及本次放映作品介紹，牆面上並架設液晶螢幕輪流播放片花

及節目表，現場安排多位服務人員提供諮詢及發放影視文宣手冊。 

 

台灣電影館展場佈置，以黑白色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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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館展場佈置，展場內設有獨立放映空間，周邊佈置台灣電影海報及放映影片介紹，並

擺設桌椅，提供業者交流場域。 

本次台灣電影館展映活動首次與當地「M.T.青年電影季」合作，推薦

金穗獎作品，包含《縱行囝仔》、《小騎士闖通關》、《光之塔》、《情深大地》、

《落番》、《寂寞碼頭》、《小夏天》、《為你點首歌》、《天公伯的攤子位》等

9 部紀錄片及動畫片，另安排本屆獲選「青年電影季」5 部大陸實驗影像

作品，包含《十八重天》、《白沫》、《人類》、《填海》及《甕城》等影片進

行輪流播映，4 天展期觀影民眾約 2,160 人次。(註 2) 

本屆文博會亦將台灣電影館活動列為文博會十大亮點之一，於主辦單

位文宣手冊(如參展指南、導覽地圖)中皆有露出，可見文博會對我電影館

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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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台灣電影館媒體見面會 

台灣電影館於當日下午 2 時辦理媒體見面會，由台北市影片商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陳俊榮及 M.T.青年電影季發起人曾雲輝導演共同主持，雙

方皆表示希望藉由本次合作契機，將兩岸新導演的作品呈現給大眾，讓

大家接觸到更豐富多樣的故事題材，促進兩岸影像文化交流。曾導演於

致詞時先娓娓道出 M.T.青年電影季開辦過程，並介紹本屆青年電影季影

展主題「探索‧構建」的策畫過程，本屆選片重視的是影像的重構意義，

期許透過導演及觀影者的互動討論，深刻探究影像藝術在進化史過程中

的新定位及未來走向，並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本次媒體見面會吸引廈門多家媒體採訪，陳俊榮理事長於受訪時表

示，藉由本次策展，希望讓大陸民眾更為了解台灣豐富的影視作品及多

元拍片環境，期待未來更多的交流合作機會，有效協助台灣電影拓展大

陸市場。 

 

  
台灣電影館媒體見面會於 24 日下午舉行，本次

合作單位「M.T.青年電影季」發起人曾雲輝導演

(左一)亦共同出席。 

現場吸引多家媒體採訪，圖為陳理事長受訪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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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第五屆 M.T.青年電影季開幕式暨首映會 

    M.T.青年電影季自 2010 年舉辦(M.T.為 Movie 及 TV 的縮寫)，迄今已

邁入第五屆，係由廈門當地大峽谷影視公司主辦策畫，入選作品主要以

獨立製作、實驗影像、紀錄片為主。該公司並於廈門集美集文化創意園

內設立 M.T.影視會所，結合工作室、攝影棚及咖啡廳，定期舉辦電影沙

龍、影像展映等交流活動，為電影、紀錄片、實驗影像、獨立影像作品

創作拍攝基地，提供當代青年導演、影視藝術學生、藝術評論家交流場

所，會所周邊佈置有其獨特的藝術氛圍及影人氣息。 

    本屆台灣電影館首次與 M.T.青年電影季活動合作，匯集台灣、中國

大陸及國外 50 多部影像作品，除文博會台灣電影館及 MT 影視會所，

另於廈門大學、集美大學、廈門理工學院、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

等地進行放映活動。電影季主要活動分為「重構序列─廈門實驗影像論

壇」、「CIFF實驗影像十佳單元」、「實驗影像專題」、「台灣再生電影專題」、

「台灣電影館」、「當代藝術與紀錄片研討沙龍」、「當代藝術紀錄片特別

單元」、「荷蘭一分鐘影像」及「劇情片單元」等。 

    「青年電影季」開幕式於當日下午 4 時舉行，主辦單位邀請多位嘉

賓，如廈門集美區文體旅遊局吳吉堂局長、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藝術

總監曹愷、台灣藝術大學石昌杰教授及本屆藝術顧問邱志杰教授，現場

並有上百位影視科系學生及影像工作者到場參與，相當熱鬧，開幕式首

先放映本次影展宣傳片花，該場地運用大型屏幕及高流明投影設備，剪

輯及特效技術具有一定水準，結合主題配樂，整體氣勢磅礡相當吸睛。 

    與會嘉賓在致詞時表示，電影產業發展雖有其商業化考量，但獨立

影像製作仍有其存在之必要，尤以現今社會急速變遷的過程，影像工作

者更是承擔重要任務，透過鏡頭為當下文化內涵留存紀錄，也是對人類

價值的重塑；且近年華語電影的技術運用上已具備好萊塢水準，但一方

面更重要的仍是影像題材之底蘊，近年奧斯卡亦重視獨立製作精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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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描寫情感、現實生活及人性尊嚴的故事備受肯定，因此在場嘉賓期

許更多青年學子投入影像創作，以充滿社會關懷、敏銳性、活躍度及先

鋒的精神，持續創作、發掘及探索。 

    青年電影季發起人曾雲輝導演亦在致詞時表示，影視創作不管在哪

個層面，都基於一種原創精神，一般人對於實驗影像的印象，可能會覺

得神秘且深澀難懂。但其實日常生活裡我們用手機拍攝影片，做一些影

像記錄時，也是依照自己的喜好選擇主題及取捨鏡頭，這也是一種實驗

型的精神，因此並非想像中遙不可及，因此也希望藉由活動，給更多優

秀青年創作者不同的啟發及展演空間。 

 

第五屆 M.T.青年電影季開幕式於 24 日下午 4 時舉行，本次台灣電影館與電影季首次合作，

於活動期間在文博會現場、M.T.影視會所、廈門大學、集美大學等地辦理展映及論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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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影視會所位於廈門集美集創意園區。 
如同台北華山文創園區、松山文創園區，提供工藝設計、繪畫、影像作品等藝術展演空間，

並吸引藝術工作者進駐，整體園區充滿藝術氛圍及人文氣息，為廈門當地文藝發展重點區

域。 

  

主辦單位以設計感座椅，展現影展活潑氣息。 M.T.影視會所周邊創意造景 

 

M.T.影視會所提供戶外及室內交誼空間，提供藝術工作者交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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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本次開幕式放映之作品，分別介紹及簡述觀影心得如下：(註 3) 

1. 《填海》湯南南 

該作品用鏡頭記錄一隻被漂浮物纏住的小鳥，在汪洋海裡不斷拍打羽翼

掙脫過程。鏡頭隨浪浮沉，交雜著海浪的聲音及拍攝者的喘息聲，展現

出生命韌性，但同時又充滿著對現實世界的無奈。 

2.《十八重天》鄧強 

本片為 3D 動畫影像，以人類及動物為主角，全片沒有對白，由動物化

身現代機具的造型，擔任主宰者，人類反為奴役，配合故事中對於傳統

建築的拆建及工業建設的發展，呈現近代人類在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

與大自然共存的矛盾關係。 

3.《甕城》丁昕 

本作品以新穎手法，用急速的剪輯手法切換影像，藉由不同鏡頭的重複

堆疊，帶給民眾極度視覺及音效震撼。 

4.《子宮戰士》陸揚 

本片為動畫作品，擁有特殊力量的戰士看似一名男性，但其所蘊含的攻

擊力量來自其貌似女性子宮的整體造型，本片以跨性別的角度去探討，

生物繁衍進化及性別差異等議題。 

5.《M 小姐和 F 先生的下午 2 點 31 分》彭韞 

畫面用一條死去的魚和一位 Melissa 小姐的右手，經由一開始手的溫柔

撫摸，慢慢演變成破壞甚而掏裂魚的身體及內臟，呈現主角也是創作者

情緒的變化。 

    就開幕式所放映的作品而言，主題及風格皆不盡相同，展現影像由

創作發想、拍攝、後製剪接的創意及實驗性，題材之多元廣泛亦可見大

陸實驗影像工作者之企圖心；而在映後與導演對話交流過程中，在場學

生所提出評論可謂相當犀利，對於導演的創作動機及詮釋方式，皆勇於

批評及提出質疑，而導演在面對嚴苛的批判亦展現其風度，詳細解釋創



11 

作的由來、手法及所欲傳達之理念、意義，呈現出藝術家應有的修養內

涵。 

二、10 月 25 日 

(一) 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閩南語電影文化研討會 

    第四屆海峽兩岸閩南語電影文化研討會由廈門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及福建省電影家協會主辦，探討主題包含閩南語電影作品研究、史料保存、

兩岸交流及產業化發展前景等各項議題，本屆配合 1956 年閩南語電影《薛

平貴與王寶釧》成功修復，資深閩南語電影導演郭南宏及台南藝術大學影

像學院院長井迎瑞亦受邀出席。《薛》片為台灣第一部以 35mm 拍攝的台

語片，南藝大於去年在苗栗發現《薛》片的拷貝，並完成電影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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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展現國內研究單位的影像修復能力逐漸成熟，且更重要的是藉由影像

再生，讓相關文史工作者能透過鏡頭探究當時文化發展風貌。 

    台語電影黃金時期，在 1950 至 1970 年間產量高達 1,000 多部作品，

一開始故事以傳統歌仔戲曲為主，而後結合洪一峰、文夏的閩南語歌曲電

影，為台語電影掀起第二波高峰。但後來由於電視的普及、電影題材趨向

重複，觀眾群的減少，伴隨產業人才及資金的流失、政策導向等因素，台

語電影才逐漸衰落。而近年台灣電影產業復甦，有許多大量使用台語對白

及融合在地特色的作品，相當受到歡迎，亦顯見台語在台灣社會已成為一

種強調歸屬感、認同感及凝聚力的表現。 

    針對閩南語電影文化的保存及開創，與會者皆認同閩南語電影是閩南

文化重要瑰寶，提出兩岸除就保護及研究的經驗可持續交流，產業界可就

閩南語電影的題材選擇、製作拍攝、市場開發的部分共同合作，健全發行

網絡以擴大市場；另為振興大陸當地閩南語影視文化發展，亦可多舉辦常

態性的比賽，無論是微電影、電視、廣告、公益短片，讓更多影視人才有

發揮的空間，以及辦理人才培育訓練活動，厚植閩南語影視人才；並可活

用新興媒體管道，如視頻網站，以多樣化的傳播渠道，吸引民眾對於閩南

語影視作品的興趣。 

    而會議中亦提到閩南語電影發展亦須顧及市場性，儘管近年中國大陸

上映的電影中，許多方言電影受到相當的歡迎，如《桃姐》(粵語)、《瘋狂

的石頭》(重慶、河北方言)，以及《讓子彈飛》、《人在冏途》等片，方言

的運用不僅展現地方風味，更能貼近大時代小人物的奮鬥過程，引起觀眾

共鳴。但電影創作仍得避免在情節鋪陳上，過度使用地方厘語及偏重單一

文化，必須讓觀眾在新鮮感及劇情理解度上取得平衡。再以先進技術及人

才資源投入，促成商業電影的開發。 

    藉由參與本次研討會，透過多位學者分享，認識到閩南語電影文化發

展歷程，也感受到與會人士對閩南文化存續的重視。當日晚間並參加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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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系列活動─閩南語影視歌曲演場會，演唱會匯集廈門當地及台灣台語歌

手，演唱多首經典閩南語歌曲，現場座無虛席，其中台灣歌手陳百潭出場

更歡呼四起，足見台灣歌手及台語歌曲在當地受歡迎程度。 

 

(二) 參加兩岸文創商業對接會 

  

     

    當日下午參加文博會周邊活動─兩岸文創商業對接會，該活動係由文

博會和大陸贏商網共同舉辦。因應現今社會快速發展，民眾對於生活品質

要求提升且不斷求新求變，文創產業亦須持續尋求突破，有效結合跨界資

源，促進產業永續發展。會中就兩岸文創產業成功案例進行分享，提供業

者尋求合作交流平台及創新發展商機。 

    其中台灣代表有台北旅店集團執行董事魏秋富，就旅店經營進行經驗

分享，集團旗下在台北擁有 9 家平價旅館，每間旅館皆有其特色主題，館

內佈置運用大量新銳設計師作品，將客房打造成藝術空間，跳脫傳統印象，

讓整體環境充滿新鮮感與朝氣活力，將旅宿業及藝文設計有效結合，成功

成為自由行旅客入住首選。另外，華山文創園區總監林羽婕亦就華山經驗

進行分享，將老廠房在保有其原有風貌下進行修復，提供各項藝文活動靜

態或動態展演空間，有效匯聚藝文族群，並融合當代藝術文化，成為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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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重要文藝據點，園區亦有服務業如餐廳、咖啡廳及衍生性商品賣店，

結合不同產業，現已成為民眾假日休閒及文化觀光特色景點；而華山的經

營不僅是單純的物業管理，另需著重兩個面向，努力追求讓自身加值

(add-up)及升級(top-up)的方法，這也是文創產業持續發展之關鍵，經營團

隊也一直不斷的在學習、自我創新，創造品牌價值，塑造屬於每個人的感

動故事。 

三、10 月 26 日 

    本日為星期假日，參觀民眾較前兩日更多，為瞭解本次台灣電影館實

際成效及大陸民眾對台灣影片評價，爰當日赴會展中心協助接待民眾，並

參觀其他參展攤位，以觀察本屆文博會實際展覽情形。 

    因文博會展區廣大，內容琳瑯滿目，但相較展示型攤位，民眾對能親

自參與體驗的展位更顯興趣，例如有台灣手工藝品業者提供捏陶體驗、大

陸萬達集團的 3D 影廳皆造成民眾大排長龍景象，而台灣電影館亦不例外，

因有獨立放映空間且不需收費，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看。一開始由於採自

由入場，沒有控管民眾進出，以致常有影片播映到一半，觀眾依舊來去自

如的情形，造成觀影品質下降；因此，後來採取電影院方式，嚴格控管民

眾進場時間，反而促成排隊效應，吸引更多民眾參與，許多觀眾於映後表

示劇情內容相當溫暖感動(例如光之塔、小騎士闖通關)，希望有機會看到

更多台灣電影。而現場也觀察到，因參觀民眾多為親子組合，相較社會題

材的劇情內容，動畫影像反而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連帶家長全程看完整

部作品機率較高，故建議日後參加大型展會活動時，如參觀客群屬一般民

眾為導向，亦可將國內動畫作品列為放映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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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館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影。 

  
台灣電影館位於數字(位)內容展區，同展區包含萬星電影集團、福州動漫遊戲產業館、中國電

信等多家數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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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會將台灣各縣市主題規劃為購物節市集，展示販售各地文創商品，其中以宜蘭、金門、

基隆展為最具主題特色，其他縣市則以合併展區方式辦理，販售地方文創、工藝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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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兩岸藝術名校設計展，台灣藝術大學、實踐大學等校皆參與展出，學生設計作品相當吸

睛，吸引許多當地民眾參觀。 

參、 參訪心得 

    本屆文博會展覽內容相當豐富，結合多場文化產業論壇及大師講座等

周邊活動，匯聚產業菁英及藝文界知名人士，針對數位科技、文化旅遊、

藝品收藏投資等主題進行研討，相信對兩岸文創產業發展助益甚多；惟主

要活動仍聚焦於文創商品及工藝精品議題，因此台灣電影館在其中要突顯

自身特色，必須針對館內佈展內容有更創新、前瞻性規劃策略，在創意度

及呈現內容及方式，得充分表現台灣電影特色及藝術內涵，塑造台灣影視

品牌印象。本次佈展既以租用大面積展位，活動內容僅有影片播映實屬可

惜，應可邀約影片主創團隊進行映後分享等互動方式，傳遞影像故事所蘊

藏深刻意涵，進而帶領大陸民眾更為認識台灣在地文化；亦希望未來兩岸

有更多影視業者參與展會，或針對影視產業部分辦理專業論壇活動，讓台

灣業者無論在尋求投資方、技術交流及跨界領域合作上有更多交流渠道。 

    而藉由參與 M.T.青年電影季的活動，亦可感受到大陸當地電影工作

者投入影像創作的熱忱、對自我理念的堅持以及在影像藝術上的企圖心，

尤其在欣賞多部實驗影像作品後，覺得整體創作能量是相當充沛，技術處

理上也相當成熟，非囿限於傳統框架。而電影季活動期間匯聚多位中國傑

出影像工作者、當代藝術家參與，亦足見當地藝文界對於培養後進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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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金穗獎給予國內新一代電影工作者肯定，電影季則提供大陸青年導演

展演平台，未來應可就相關實驗影像作品、紀錄片持續進行交流活動。  

肆、 建議事項 

一、持續補助民間團體參與及籌辦兩岸影視交流活動，擴大整合業界資源推展大

陸市場 

       藉由本次文博會，我方與當地青年電影季活動首次合作，得知兩岸電影

工作者對交流活動皆抱持以樂觀歡迎態度，觀影民眾亦多給予好評，考量大

陸市場為我影視作品拓展海外行銷重點地區，應可持續強化雙方互動管道，

增加彼此合作交流經驗；並持續鼓勵民間團體以其專業、協調及策展能力，

整合國內影視資源赴陸辦理行銷推廣活動，為我影視作品爭取更多映演空間

或合作機會。 

二、展館內容應針對展會特性進行妥善規劃 

    文博會為兩岸文創商品及相關產業大型展會，除業內人士參與，主要參

觀客群仍以一般民眾為主，儘管非屬純粹商貿或影展活動，但透過大陸民眾

熱情參與，亦可藉由影像傳播力量，有效推廣我電影文化。因此日後如計畫

於文博會進行佈展，應以民眾作為策展規劃導向，強化展演內容多樣性及互

動性，相關建議如後：主視覺設計建議以明亮活潑色系為主，本屆以黑白色

系略顯嚴肅單調較可惜；另建議佈展內容可趨於多元，除前屆 3D 影像、本

屆金穗獎獲獎作品，考量參觀民眾多為親子組合，應可增加國內動畫作品播

映比例；甚至可於展區內結合台灣特色，重現台灣知名電影經典場景，不僅

活用空間，增加趣味性，提高民眾參與度。另可結合台灣文創業者，製作特

色文宣品發送觀影民眾，透過文化產業跨界合作，呼應文博會策展理念。 

附註： 

註 1：有關本次文博會相關數據及介紹，係參考官方發布新聞訊息。 

註 2：有關本次台灣電影館佈展統計數據，係參考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結案

成果報告內容。 

註 3：有關青年電影季開幕式影片介紹，部分參酌影展手冊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