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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摘要： 

國立歷史博物館為因應圖像授權之世界潮流與成長策略，積極將數位典藏與

數位文創應用效益與影響力，規劃參加「2018年第 16屆香港國際授權展」(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Show , HKILS)，該展會為國際授權業協會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ndustry Merchandiser's Association，LIMA)正

式認證，為亞洲地區最重要國際授權展會之一。史博館為推廣多元合作的授權模

式，積極規劃建構參與各大國際級授權展會，期與國際各大授權業者及藝術文教

機構洽談合作交流，以推廣史博館豐富館藏於全球文博產業，並促進博物館與國

際授權產業市場接軌。透過多年耕耘，史博館目前已經與法國國家博物館聯會

（RMN）、美國 Art Resource 等國際大型授權平臺進行圖像授權合作，並拓展全

球授權市場的佈局，以史博館完整的圖像授權機制提升臺灣文化品牌知名度與經

濟價值，強化臺灣博物館與國家形象之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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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全球各大博物館近年來文創發展新浪潮方興未艾，並透過參加大

型授權展作為行銷博物館、創造授權產值的途徑，國立歷史博物館(以

下簡稱史博館)為開創館藏文物之加值應用，近年致力於建構完整的授

權機制，期望開拓博物館以圖像授權機制進行多元合作的創意模式。

透過國家級文物之高解析度數位圖像為載體，拓展圖像授權業務之國

際性藝術行銷，並配合政策進行相關授權規範與法規之修訂，展現國

家館藏的另一活化之可能性。史博館近十年依照館務期程規劃參與國

家級計畫，諸如民國 91 年至 95 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完成

史博館約 1萬 1,000筆文物數位化規範建立與典藏品數位保存；103年

至 105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產值躍升計畫」建置了數位跨域文創

資源加值網、主題式數位文創商品之開發，同時因應國際博物館交流

趨勢開啟了海外授權拓點計畫。 

 

二、 與參展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為持續拓展館藏圖像授權機制系統化，因應臺灣博物館文創市場

國際化之世界潮流與成長策略，同時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

畫」以及文化部「國家品牌風潮計畫」之政策綱領與概念核心，史博

館積極將數位典藏與數位文創應用效益與影響力，從臺灣的本土市場

規模開拓至國際場域，規劃透過建立參與國際級授權展會以及文創衍

生品展會之模式，積極與國際各大授權業者與藝術文教機構洽談合作

交流，期能有效推廣史博館豐富數位典藏於全球文博產業、促進館藏

精品進入國際授權與產業市場，並加強提升臺灣博物館產業與國家形

象之文化底蘊。 

 

三、 參展緣由 

史博館積極強化數位圖像授權應用進入市場機制，期能實際提供

大眾授權利用，進而回饋博物館文創產業發展，創造文化與創意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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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善循環。近年成果豐碩，奠定館藏數位圖像授權產業系統化之核

心基礎，以及博物館文創產業之品牌定位。因此，為持續強化館藏圖

像授權機制系統化發展，因應圖像授權之世界潮流與成長策略，史博

館積極從臺灣在地市場規模開拓至國際，透過持續規劃參加「2018 年

香港國際授權展」(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Show , HKILS) 

(以下簡稱香港國際授權展)，逐年提升博物館品牌知名度。香港授權

展係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於 107年 1月 8日至 10日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辦，在臺業務則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承攬。 

 

香港國際授權展為國際授權業協會(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ndustry Merchandiser's Association，LIMA)正式認證，是亞洲最

大的授權業展會，迄今連續辦理 15 屆。今年共計有 21,720 人流量之

參觀人數，有來自 12國的 377家參展商，展出的品牌授權項目多達 900

項。史博館近 4 年積極參與國際級授權展會，開拓純文化類型展覽以

外的合作機會，並與國際各大授權業者、藝術文教機構洽談合作交流，

期能有效推廣史博館豐富典藏於國際的文化領域、創意產業，並促進

館藏進入國際授權市場以及創意產業之領域，同時加強提升臺灣博物

館與國家形象之品牌形象。 

 

四、 參展目標 

史博館參展香港國際授權展，主要目標在於一方面是透過實際參

加大型國際展會，讓館藏文物數位圖像，有機會推介至國際市場，進

而逐步進行館藏數位圖像海外授權的業務目標；另一方面透過香港國

際授權展的參與，以館藏數位圖像與文創商品為基礎，提升史博館及

館藏文物之知名度，進一步強化史博館品牌行銷的效益。為投入國際

授權場域與世界各文博機構與授權單位進行合作交流，史博館積極應

用累積的文創發展經驗，期盼為文創產業導入加值效益，希冀達成之

目標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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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數位內容為載體參與實體授權展會 

除了實體藏品的展覽形式之外，以史博館數位圖像內容參加國際

展會拓展另一行銷館藏的可能性。透過逐年參與國際展會之模式，以

香港國際授權展為起點，逐步以文化創意之形式增拓館藏推廣的領域

範疇。史博館將豐富的典藏圖像資料，以各型合作創造產業化、科普

化、常民化與國際化的實質機會，並作為發展史博館文創的重要基礎，

能以長期的參展策略行銷史博館品牌形象與數位圖像，強化國際市場

將史博館作為臺灣文化品牌重要代表之觀點。 

 

(二)博物館圖像授權系統化機制推向國際 

史博館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

產值躍升計畫」之執行成果，符應著作權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等

相關法律，擬定完整授權行政規定，並依據授權市場之風向定期修正

該規章之條款內容，以符實際應用之可能性，與時俱進地逐步建構史

博館授權機制系統化之基礎，並以全英文內容為目標持續強化授權機

制中相關訊息載體之內容。 

 

(三)厚實史博館文創品牌形象 

當代博物館無不致力於吸引更多觀眾注目的視角，博物館文化創

意的核心精神在於讓大眾更容易接觸館藏，同時創造博物館經營上所

需求的經濟產值。經由多年耕耘文創領域，我們發現「品牌」的建立

與經營為文化創意合作得以共榮的重要關鍵。史博館將文化元素以當

代創意思維、設計轉化為具有現代美感的博物館文創衍生品，其為文

創發展之基礎脈絡。進一步再經由各類大型創意合作案提升品牌形象，

並以參展形式將實際模式個案介紹予潛在的國外目標客群買家，進而

開拓海外文創業務之市場，並擴展商品授權與通路。因此，透過參與

展會的發表，得以正面效益推廣史博館品牌形象，並作為探索當代市

場消費取向的重要機會，且可實質評估文創市場開拓與異業結盟合作

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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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展內容規劃 

一、 參展內容 

史博館本屆參展工作人員由文創行銷組張組長錦莉、黃助理研究

員英哲、王研究助理雅璇擔任，赴港執行史博館參展之展務與相關文

創業務，另史博館受邀於展會「臺灣品牌發表會」，以『國立歷史博物

館的圖像授權』為題進行講座，並參加亞洲授權業會議。史博館於參

展期間積極洽談文創合作，行銷臺灣與史博館文創發展經驗，積極拓

展海外圖像授權，大幅提升國際授權業務的機會。 

 

(一)展位設計 

史博館展位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M4-A32)，展位主視覺設計以

史博館 107年度重點館藏圖像授權「常玉」作品為主要項目，輔以展

示史博館 1萬餘筆館藏數位圖像，以及本年度新開發的文創商品，作

為展位的主要設計概念。由於本次參展主要以館藏圖像特色與國際授

權業務為主要考量，所以在展位輸出的版面上，採用館藏「常玉」畫

作圖像，並選用了本年度熱門授權圖像的「常玉─花鳥」作品，搭配

視覺感強烈的「常玉─雙人像」作品作為主要的 2 大牆面視覺設計。

展示脈絡內容也展現史博館歷史脈絡，同時也特別呈現出史博館與法

國RMN、美國Art Resource共同合作推廣數位圖像國際授權模式簡介，

期能營造本年度熱門圖像授權主題，也能讓來訪者輕鬆理解史博館授

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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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史博館展位之規格，規劃之設計元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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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史博館展位一覽，展示「常玉」作品之數位圖像授權為主之文創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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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7史博館展位實際圖攝，以博物館專業之展示設計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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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展行程 

項目 內容 備註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               職稱： 

張錦莉               組長 

黃英哲               助理研究員 

王雅璇               研究助理 

 

出國事由 
奉派為史博館參加「2018 香港國際授權展」執行

參展事宜。 

 

出國日期 107 年 1 月 7 日 至 107 年 1 月 11 日  

前往國家（城市） 香港  

行程內容 

第一天 (1 月 7 日) 

13:30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14:00 抵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4:00-21:00 執行登記報到行政、展位佈置、攤位

管理、展品佈卸運輸等開幕、參展行政相關業務。 

 

第二天 (1 月 8 日) 

08:00 抵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9:30 香港國際授權展開幕式暨演講 

09:45-18:3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 

09:45-11:00 亞洲授權業會議(主論壇 1) 

16:00-17:00 臺灣藝術授權發表會 

19:00 結束第 1 日展務作業。 

 

第三天 (1 月 9 日) 

08:30 抵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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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18:3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參加大會

商貿配對等參展事宜 

14:00-15:30 亞洲授權業會議，授權業工作坊 1 授

權業務營運 

15:45-17:15 亞洲授權業會議，授權業工作坊 2 知

識產權及法律維護 

19:00 結束第 2 日展務作業。 

第四天 (1 月 10 日) 

08:30 抵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8:30-18:0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參加商貿

配對等參展事宜 

18:00-19:30 依大會規定於展覽正式結束後始執行

撤展作業，包含展品借展包裝、分箱裝運等卸展

事宜，並完成登記撤展行政程序 

19:30-21:30 應邀參加 2018 亞洲授權業大會頒獎

典禮。 

第五日 (1 月 11 日) 

10:00-11:30 拜會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洽談業務合作

事宜。 

 

13:00-17:00 拜會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歷

史博物館洽談文創合作事宜 

返抵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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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展心得 

一、 參展環境評估分析 

因應全球博物館文創產業及國際圖像授權之潮流，文創產業為博物館新興產

業，各大館如紐約大都會、倫敦 V&A、法國羅浮宮、大英博物館持續發展文

創圖像授權國際化領域。其次，持續強化史博館閉館期間館務運作之品牌形

象，以文創帶動史博館館務功能維繫話題及記憶，並開拓嶄新、創意、國際

化的史博品牌形象。再者、維繫史博館在臺灣博物館產業發展圖像授權國際

化之獨特性，史博館已與法國國家博物館聯會（RMN）及美國 Art Resource

進行圖像授權合作，並持續深耕亞洲區授權市場，持續強化史博館圖像授權

國際化之特色。同時，累積參展實際績效，目前進行中之授權案為「華航聯

名品牌案」、「新加坡 Alexandria 展銷案」、「喜朋雙品牌案」等跨國際、跨

產業並有實際產值之授權合作案。最後，持續參展累積該展知名度及參展商

信任度，史博館在臺灣館參展商之間或展會藝術授權領域已累積知名度，本

屆大會官方傳媒採訪、史博館 LOGO 在展會現場及刊物露出、邀請辦理專題

講座等附加效應。 

 

二、 參展計畫效益分析 

史博館在香港國際授權展當中，因藝術授權領域而受到關注，文創行

銷組張錦莉組長在「臺灣品牌發表會」以「國立歷史博物館館的圖像授權」

為題進行講座，吸引不少參展商到史博館展位洽詢合作機會，數件授權合作

案正陸續洽談當中。此次展位運用史博館 2018 年度重點授權圖像「常玉」

為核心，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感，在展會中樹立了獨特性的博物館美學風格，

展示的文創商品以最新開發的常玉授權產品為主，值得一提的是現場展出 2

套曾在「紐約時裝周」發表的常玉授權服裝，此為臺灣博物館界第一次授權

臺灣本土時尚品牌業者，設計出專屬系列服裝產品，並登上國際三大時裝周

發表的首例，引爆人氣也相當吸睛，同時吸引當地媒體採訪報導，話題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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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文創行銷組張錦莉組長接受授權展主辦單位媒體採訪，暢談史博館參展業務及國際圖像授

權。 

 
圖 9、張錦莉組長於 1月 8日以「國立歷史博物館館的圖像授權」為題進行專題講座，推廣行銷

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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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1張錦莉組長與參展授權商洽談圖像授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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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胡晴舫主任(右 2)、梁克悌副主任(右 1)、貿協香港台貿中心

巫英臣主任(左 1) 蒞臨展位指導，史博館代表黃英哲接待。 

 

圖 13、授權展開幕日史博館代表王雅璇接受媒體團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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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9、張錦莉組長與史博館同仁媒合各方洽談史博館圖像授權業務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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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展文宣行銷之效益 

史博館赴香港執行參展業務之外，同時規劃相關的行銷宣傳，有

效宣傳史博館文創行銷及圖像授權模式之成果，希望能擴大博物館之

客群年齡層，提升圖像授權流程服務及擴大商品通路，活絡授權應用

與文創產業，拓展史博館辦理國際圖像授權之整體效益及品牌形象。 

(一) 香港國際授權展現地裝置之露出與行銷手冊頁面之宣傳 

 
圖 20、史博館識別符號(CIS)形象於官方大會 LOGO 牆露出。 

 

圖 21、22官方授權地圖手冊刊登史博館參展形象宣傳與現場展示燈箱刊載參展展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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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露出 

史博館參展本屆展會有來自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媒體蒞臨展

位進行採訪報導，計有中央社、TBVS、香港蘋果日報等媒體報導史博

館參展訊息。 

 
香港東方日報 

 

中央社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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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財經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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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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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史博館近年於授權領域開疆擴土已有豐碩成果，授權的範疇從一

般性的授權案邁向品牌授權的多元合作，授權用途更是展現「文化進

入生活」的文創核心精神，諸如現代陶瓷器、時尚產業、建築精品案

行銷等合作案，一再展現史博館營運授權領域的彈性與創意。除了授

權應用的開拓，史博館更致力於授權機制系統化，以便捷、透明化的

授權機制提供予大眾。經過授權合作的經驗累積，進而打破傳統博物

館學的系統分類方式，規劃出「年度商品」、「館藏瑰寶」、「有鳳來儀」、

「東方文人」、「招財進寶」、「荷花印象」等六大主題授權方向，以使

設計業者、代理商等洽商單位能快速理解史博館的典藏元素，並同時

產生視覺印象。 

這些融合市場趨勢的營運方式，我們期望可以帶給國際授權業者

更便捷的使用與洽商的服務，另一方面，透過於展覽攤位展示史博館

精選開發的文創衍生品，推介文創業務行銷，以實績說服設計業者、

代理商快速理解授權的實際案例與用途，向亞洲、歐美等主要授權參

展之文博機構與授權業者，展示史博館文創開發的實體成果。本屆參

展效益已持續發酵，會後業已與多家業者進行洽談，授權績效將於日

後逐漸成形，鑒於圖像授權與品牌行銷是逐年積累的效益呈現，持續

參展國際大型展會有助於史博館推動海外授權的目標與效益。 

關於本屆香港國際授權展參展之相關建議如次，可做為博物館與

相關文化機構之經驗參考： 

(一) 持續參展以拓展強化博物館品牌知名度 

博物館經由授權合作的過程，除了拓展品牌知名度之

外，還得以讓潛在授權標的提供額外的行銷機會，品牌行銷

上的重要附加效益並非是博物館無法自行耕耘的領域，而是

透過大型國際授權展會的推廣，讓多種效益成為短期內能快

速成長、靈活運用的利基，並且為自身賦予更多得以和更成

熟品牌競爭的可能性，也能為既有產品範疇增加潛在的銷售

管道。透過活化博物館文化資源的理念持續參展，期望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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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存與知識傳遞之使命突破疆域限制，並建立更寬廣的

接觸帶以觸及大眾。 

(二) 推動新南向市場地緣合作促進經濟產值 

行政院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以及文化部「國

家品牌風潮計畫」之政策綱領與概念核心，博物館呼應政府

之政策方針，積極推動參與亞洲新興市場文創博覽會，提升

新南向市場的合作，並促進經濟產值效益。史博館透過參展

形塑展示性的文化場域，在眾多參展的強勢品牌之中展現獨

有的文化氛圍，提升觀眾視覺停留度，而大型國際授權展會

所引介的品牌、買家(buyer)、典藏機構等各方資源，皆為

一時之選，經由面對面之媒合會談，可實質拓展新興市場文

創通路之經濟產值。 

(三) 跳脫古典框架爭取館際交流合作 

史博館從典藏、展覽、教育、研究場域，至近年發展

延伸的文化創意領域，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從「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面向著手，大型國際授權展會猶如綜

合性平臺匯聚各式資源，我們以象徵國家文化之窗的博物館，

行銷臺灣文化品牌，將臺灣意象之文化精神以授權服務推廣

至國際市場，提升知名度並爭取國際博物館產業、文創授權

業界、設計製作業者等各面向族群之瞭解與認同。並且，各

屆展會均有不同的國際級館舍前往參展，得以利用地緣之便，

加強東亞、南亞等國之博物館交流與合作。史博館從專業的

策展視角出發，以及對文物的共感與想望，活絡授權應用與

文創產業，融入現代美學風格，讓文物以另一種樣貌重生回

到當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傳達文物曾與生活緊密聯結的

社會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