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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國際授權展(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Show (HKILS))係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

辦，2015年為第十三屆，舉辦時間為2015年1月12日至14日，舉辦地點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為期三天的展覽吸引逾19,500名來自各個國家的授權業者參觀，主要參觀者來自香港以外，包

括中國內地、韓國、台灣、日本及美國；而同時舉辦的第四屆亞洲授權業會議則有超過30位

全球頂尖授權業專家擔任講者，吸引逾1,200名授權業人士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極力擴大授

權展規模，該展主要提供一平台給授權業者，藉由參展，可有效推介授權業務及商品。本院

此次參展主要目的在於推廣本院文化創意產業授權制度，並吸引國際人士進一步了解本院藝

術授權的成果與運作，有效提昇本院文創商品之國際能見度。 



 3 

目 次 

壹、授權展簡介………………………………………………………………………04 

貳、參展目的…………………………………………………………………………06 

叁、參展過程…………………………………………………………………………09 

肆、心得及建議事項…………………………………………………………………14 

伍、參考資料…………………………………………………………………………20 



 4 

圖一：香港國際授權展舉辦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壹、授權展簡介： 

香港位處中國東南端的珠江口岸，面向南中國海，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維多利亞

港，得以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目前更是亞洲的金融及服務中心，其殖民地歷史背景和

國際貿易港地位，促其成為融合中西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 

香港貿易發展局(下稱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年，是專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的法定機

構，該局著眼於香港的上開利基點，自2003年

開始推動辦理香港國際授權展(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Show (HKILS))，今年已是

第十三屆，本屆舉辦時間為2015年1月12日至14

日，舉辦地點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全球頂尖

授權商及代理商皆有參展，包括Sanrio、華納兄

弟、孩之寶、IBML、20世紀福斯、Discovery、Smiley及藍寶堅尼等，共有310家企業展出，合

計高達800多項授權項目，可謂琳瑯滿目。 

本屆展覽設有9個地區展館：澳洲、中國內地、台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

英國，以及意大利。為期三天的展覽吸引逾19,500名來自各個國家的授權業者參觀，主要參

觀者來自香港以外，包括中國內地、韓國、台灣、日本及美國；而同時舉辦的第四屆亞洲授

權業會議則有超過30位全球頂尖授權業專家擔任講者，吸引逾1,200名授權業人士參與。 

 

 

 

 

 

 

 

圖二~四：英國、泰國及台灣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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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六：香港國際授權展藝術授權展區 

圖七：本院派員參與藝術授權區專題講座 

心 

本次主辦單位特於四樓擴大規劃「藝術授權專區」，去年度僅由本院及荷蘭梵谷藝術博

物館兩單位進駐，2015年並擴大邀請來自台灣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及「財團法人資訊策進

委員會」參與，本院指派2名人員向參展人士介紹本院文化創意產業授權制度，並藉機瞭解各

國授權產業發展情形，蒐集國際授權產業第一手資訊。 

 

為擴大授權展整體效益，香港貿發局特舉辦專題講座，本院由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員毛

舞雲出席演講，向各國參與者分享本院文創商品及藝術授權的經驗與未來發展，與會人員現

場反應熱列，也因此吸引更多授權業者來本院展位參觀與洽詢，有效提高本院展位之能見度。 

 

 



 6 

圖八：香港國際授權展參觀人潮 圖九：香港國際授權展參觀人潮 

貳、參展目的 

誠如香港貿易發展局署理總裁葉澤恩所言：「亞洲中產消費者日益富裕，品牌意識日漸

增強，對高質素的品牌產品需求殷切，為授權業帶來發展機遇。」，而國際授權業協會 (LIMA) 

主席Charles Riottoy亦在「亞洲授權業會議」上指出，2014年全球授權產品零售額達2,000億美

元，當中美國佔約59%，達1,191億美元，其次是日本（176億美元）、英國（170億美元）及德

國（99億美元）。龐大的商機已引起中國大陸的官方關注，大陸國家文化部今年首度組織40多

家文創企業參展，組成佔地龐大的「中國內地館」，推動其內地企業通過授權開發及衍生藝術

文創商品，而北京故宮博物院今年亦首次參展，帶來300多件文化產品展示。 

 

本院作為世界級博物館之一，向來以典藏豐富精美之文物，自詡為中華文化傳承者，而

如何進一步推展中華文化藝術之美，一直是近年來我們努力發展的方向，目前我們已經開發

出不同型態的授權模式，例如圖像授權、出版品授權、影音授權及品牌授權等模式，本院透

過這些授權模式，已經與各行各業的企業攜手合作，開發出許多廣受歡迎的商品。而香港國

際授權展作為一提供授權業者交流之國際平台，本院基於去年的參展經驗，不僅驚豔於亞洲

授權業的蓬勃發展，更相信可藉此參展機會向國際人士介紹故宮的藝術授權制度，讓故宮與

全球授權市場接軌。 

本次參加授權展，本院獲得一百多家國內外業者洽詢，其對本院品牌行銷及藝術授權之

業務均深表興趣，期間也激發出許多深具開創性之合作可能。展會結束返台後，合作內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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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二十世紀福斯影業授權展位 圖十一：華納兄弟影業授權展位 

圖十：香港國際授權展開幕式 

續深化，對本院業務推廣及宣傳之助益甚大。除此之外，本院同時亦於展覽期間至各國參展

廠商展位觀摩與蒐集資料，藉此瞭解國際授權業者之發展動態，使本院得以最直接方式了解

國際市場資訊，做為爾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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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藍寶堅尼公司展位 圖十四：其他授權展位 

圖十五：北京故宮博物院展位 圖十六：中國內地館展區 

圖十七：授權模型娃娃於展場帶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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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展過程 

日期 行程 工作項目 

104年1月11日(星期日) 台北→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 

 

1.抵達香港。 

2.布置展場。 

3.擺設本院各項文創產品及影音播放測試。 

104年1月12日(星期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授權展開幕。 

2.接待來訪參展人士並介紹本院文創授權機制。 

3.參加「亞洲授權業會議」。 

4.發放本院及南院簡介。 

104年1月13日(星期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接待來訪參展人士並介紹本院文創授權機制。 

2.接受媒體採訪。 

3.參加商貿配對會議。 

4.參加藝術授權區專題講座，介紹本院文創產

品。 

104年1月14日(星期三)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接待來訪參展人士並介紹本院文創授權機制。 

2.蒐集國際授權業之市場資訊。 

3.觀摩各國授權參展商之行銷與運作模式。 

4.撤展。 

104年1月15日(星期四) 香港→台北 1. 打包文創商品並分裝攜回台北。 

2. 場勘香港大型購物中心，蒐集市場訊息，作

為爾後與香港廠商合作之參考依據。 

3. 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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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藝術授權長廊以本院翠玉白菜、毛公鼎、肉形石為主題 圖十九：香港國際授權展參觀入口報到處 

圖二十：國立故宮博物院展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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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二十五：推廣本院授權機制及南院開館活動之 DM 放置區 

 

 

 

 

 

 

 

 

 

 

 

 

 

 

 

 

 

 

 

 

 

 

 

圖二十一~二十三：本院參展證件及工作人員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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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二十七：參訪本院展位之人潮踴躍 

圖二十八：香港貿發局率隊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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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三十：其他媒體採訪及商務合作洽詢 

 

 
 

 

 

 

 

   

 

 

 

 

 

   

 

 

 

 

圖三十一~三十二：本院文創商品展示櫃 



 14 

圖三十三：香港國際授權展廣告頁 

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參展心得 

（一）於參展過程中觀察到本院衍生商品之商機蓬勃 

雖然依香港國際授權展之規定，展會期間參展

商不得於會場內販售商品，但仍不減參觀人士對於本

院衍生商品之高度興趣，不但讚賞商品之巧思及精

美，更頻頻詢問其他購買管道。除此之外，亦有許多

廠商表達代理本院商品於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等地

販售之意願，充分展現出本院衍生商品之創意及人

氣。 

（二）互動式影音內容為本院授權之特色及利基 

透過展會中與國際人士之討論，發現本院授權業務

之特色及利基應屬影音內容，原因在於具有典藏及展示價值的影音內容或裝置，在博物館或

美術館間尚不普遍，而其中具互動功能者，更為稀少，因此植基於影音內容所制定的授權模

式，於國際中尚屬少見。有鑑於此，本院應把握此一授權藍海，趁著「知識影音化」之趨勢，

藉由影音授權加強本院之教育推廣。 

（三）香港國際化程度高，組織運作靈活，守法觀念強，適合作為授權業務國際化之起點 

香港是距離台灣通向國際最近的窗口，跨國企業的亞洲總部林 立中環，使世界各國人士

匯聚於此。身為商業之都的香港，長久以來以快節奏與高效率聞名，組織有彈性且運作靈活。

例如就此次國際授權展而言，香港貿發局積極運用大量臨時人力於地鐵站等交通樞紐地帶派

發宣傳品及文宣，並訓練行銷人力協助參展商進行業務推廣，各種突發狀況及臨時問題，香

港貿發局之人員都能在短時間內妥善解決，並不斷邀請廠商回饋參展意見，且能立即針對意

見內容加以改善，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香港從個人到公司，守法意識及合約觀念皆強，並充分尊重智慧財產權，此點對

授權業務之發展而言至關重要，蓋智慧財產具有無形性，其權利之授予與轉讓，需透過合約

為之，故健全的法制及良好的守法觀念，是授權產業發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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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香港本身設計能量豐沛，對於藝術授權品的開發具有優勢，且在中華歷史文化的

了解方面仍處於成長階段，恰能藉由美觀與實用性兼具的文物衍生商品進一步激發認識的興

趣，而達到教育推廣的終極目的。 

綜上所述，香港可作為本院授權業務邁向國際化的起點，待累積相關經驗後，更能加速

往歐美地區拓展。 

 

二、建議事項 

（一） 持續參與國際授權相關展會，以掌握產業動態及趨勢 

國際展會能一次呈現來自不同國家及不同產業，種類最多元且數量最豐富的經營成果，

有助於參展商在短時間吸收最新的行業資訊；另外透過參加伴隨展會所舉辦的專家座談/會

議，在彼此意見交流的過程中，更能深入產業動態及趨勢，對於參展同仁專業的增進及視野

的提升，皆有莫大助益。 

（二）積極發展授權業務，爭取本院成為國際藝術授權之翹楚 

藝術授權發展之前提在於質精量多之藏品，如此才能豐富授權內容。而本院藏有近70萬

件珍貴國寶，並根據國寶所製作出各式圖像、影音資料、出版品等，內容之多元豐富，為世

界博物館之少見，享有充分潛力成為國際藝術授權之翹楚。建議積極發展授權業務，擴大人

力編制，並持續培養授權人員之專業度，以使本院執國際藝術授權領域之牛耳。 

（三）提昇國際能見度，經營歐美藝術授權市場 

1. 階段性逐步鬆綁合作開發、承銷之廠商資格限制 

本次香港國際授權展之洽詢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歐美國家，但在本院鼓勵台

灣本土文創產業之前提下，合作開發、承銷之廠商資格皆難以符合本院要求，降低合作之可

能性。有鑑於開放能帶來競爭，而競爭能加強品質，為求本院文創領域進一步邁向國際化，

建議階段性逐步鬆綁合作開發、承銷之廠商資格限制，以讓衍生商品吸收世界的創意能量，

並能在更高更廣的平台上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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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香港國際授權展手冊內頁(本院 DM 及展位點) 

2. 爭取歐美地區國際展會參展機會 

本院文創行銷及藝術授權在亞洲地區已享有一定知名度，然而在歐美地區尚有可開發之

空間；此外，歐美國家重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守法觀念亦較健全；最後，歐美廠商在商品

設計製造方面之技術堪為成熟，品質得以確保。是故，在持續耕耘亞洲地區之國際授權展之

外，在預算及人力允許的情況下，建議藉由參展之方式開拓歐美市場。 

 

 

 

 



 17 

圖三十五：香港南華早報 2014 年 12 月 9 日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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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三十七：Licensing & Branding 雜誌 2014 年 12 月刊報導本院藝術授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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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香港明報 2015 年 1 月 12 日報導授權展(含本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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