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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歷史博物館發展文創產業多年，創造多次臺灣博物館界數位典藏圖像跨界運

用的經典案例，如 JUSTINXX 事事設計紐約時裝周、史博舘公益文創計劃等，積極推

廣典藏數位化及文創多元加值應用的成果展現，為保持與圖像授權領域密切合作關

係，規劃參加亞洲極具號召力且規模盛大之「2019 香港國際授權展」（2019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Show, HKILS）。 

史博舘於 2018 年 7 月正式進入三年閉舘整建期間，秉持史博舘「修館不休館」

的理念，透過參與國際大型展會持續與世界圖像授權趨勢保持連結，期待與國際授權

業者持續對話，以史博舘豐富文物為底蘊，自臺灣文化中汲取能量，展現史博舘品牌

深厚內涵，進而建立未來合作基礎，共同形塑「史博製造．臺灣文化」的文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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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參展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持續拓展典藏文物數位圖像加

值應用，完備史博館典藏圖像授權機制建立，因應國際授權市場趨勢和

文創發展潮流，並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的核心概念，史

博館積極參與國際展會推廣館藏文物加值應用效益與國際影響力，期待

自臺灣博物館領域文創品牌提升至國際授權領域專業品牌，藉由國際展

會的曝光和推廣，拓展與國際授權業者合作交流機會，加強史博館品牌

影響力，更是拓展臺灣國家形象影響力的重要機會。 

二、 參展緣由 

史博館為二次戰後臺灣第一間設立之公立博物館，自 1955 年創立

至今 64 年，始終肩負臺灣美術歷史發展的重要使命，從博物館文物研

究和典藏維護作為基礎，發展出各類各式的精美展覽及活潑生動的教育

推廣活動，與臺灣民眾產生知識與生活的連結，後為了提升史博館典藏

文物圖像加值應用的深度及廣度，史博館於 2014 年正式開始推廣文創

發展，持續推動典藏文物數位化，並重點發展典藏文物數位圖像的授權

使用，廣泛活化史博館加值應用範圍，創造史博館與產業領域的良性互

動關係，拓展圖像授權進入市場機制，奠定史博館舘藏文物數位圖像授

權產業系統化的核心架構，建立起史博館文創及授權產業內的專業品牌

定位。 

為使史博館品牌知名度提升，除了參與臺灣大型展會，如文化博覽

會、臺灣美食展、臺灣形象展等等，使史博館品牌可在更多不同領域曝

光，持續深化臺灣本地文化基礎。另外，順應世界圖像授權發展和產業

成長策略制定，積極參與世界授權業展會，期待帶著史博館前進國際市

場，透過穩定持續參加香港國際授權展（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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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ing Show, HKILS），保持亞太地區博物館授權代表的曝光。 

本次 2019 香港國際授權展，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於 108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臺灣業務則由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承攬，為授權產業展會中全球第二大及亞洲最大規模，三天

吸引來自 100 個國家或地區、逾 23,000 名授權業者參觀，史博館連續五

年出席參與香港國際授權展，開創文創產業新契機，與國際授權業者、

藝術相關館所交流切磋授權經驗，透過潛移默化持續深耕文創及授權產

業的國際市場，提升推廣史博館典藏文物的機會與可能，同步將臺灣文

化推廣到世界舞台。 

三、 參展目標 

史博館長期參加香港國際授權展，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史博館典藏文

物及品牌形象在國際市場持續曝光，一方面建立史博館品牌知名度的穩

定曝光，一方面拓展圖像平臺合作機會，強化史博館典藏文物於國際市

場廣泛應用的開發程度，冀望透過香港國際授權展的參與達成預期目

標，詳細如下： 

（一） 數位典藏多元加值應用 

博物館透過展覽舉辦和教育活動推廣作為傳統與民眾連結的

方式，近年來在數位科技快速發展和廣泛運用下，博物館產生

質量重大的變化，無論是 VR (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或是

AR (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的數位科技技術引進，讓博物館

與民眾間的互動關係，透過數位科技的介入能有多元可能性。

而典藏文物的資訊數位化即是博物館應用數位科技的重要基

礎，史博館藉由數位典藏圖像授權使用建立出文化創意多元應

用的模式，不管是產品製作、公益發展或藝術應用等面向，更

希望透過香港國際授權展的參與下，作為史博館展現多年文創

經驗和能量的重要平臺，尋求與國際市場激發數位典藏授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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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應用的創新機會。 

（二） 建立國際合作之產業鏈結 

臺灣文創產業發展自 2002 年提倡以來 ，十多年來創造臺灣

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史博館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巨大浪潮

上，始終積極與不同產業進行互動，如 Just in case 事事設計紐

約時裝周服飾合作、瓷林陶瓷茶具創新開發及公益文創計畫等

產業業者，尋求博物館與產業合作的可能性。而本次香港授權

展的參與，更是奠基於史博館文創發展的多年基礎上，藉由國

際授權展會的參與，瞭解國際授權業領域的市場風向，蒐集國

際市場圖像合作模式的最新資訊，創造與國際授權業者產業合

作的機會。 

（三） 深化史博館品牌形象 

在博物館機能傳統展示教育的發展下，常以展覽主題作為短

期號召群眾的議題方向，在導入商業經營管理的概念後，博物

館產生建立長期發展的品牌概念，且在文創產業的概念結合

下，當代博物館創新求變的步伐走得越來越積極。廣義來說史

博館品牌形象的建立是透過史博館作為行銷招牌，創造民眾認

同的情感連結，讓史博館變得平易近人，促使大眾更願意接觸

典藏，提升館藏普及程度。在此品牌基礎推廣史博館特有的文

化元素，透過當代設計思維手法介入，轉化為兼具美感與實用

性的文創衍生性產品，創造史博館文創產業的經濟產值，再經

由品牌間的合作賦予新的品牌意義及價值創造，透過國際展會

的機會推廣給國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潛在客群，進而開拓國際間

文創業務的多元市場，達到正面行銷史博館品牌形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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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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聘用解說員

凱翔、金聘用解說員中秀擔任，赴港執行史博館參展之展務與相關文

創業務。另外，史博館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邀請於「臺灣文

創授權發布會」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圖像授權】為主題進行講座。

於香港國際授權展展會期間積極推廣史博館圖像授權業務，與國際授

權業者洽談各式文創合作機會，行銷史博館於臺灣專業的文創發展經

驗，奠定史博館於國際博物館界圖像授權的專業品牌形象。 

（一） 展位設計 

  史博館展位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M4-A55），以史博館重

要典藏圖像常玉作品作為本次展會之主視覺設計，配合本館重

要文物的清代織品《花鳥刺繡橫披》、溥心畬水墨及常玉畫作等

館藏文物作為視覺設計基礎。另外，透過上萬張數位典藏圖像

的科技運用，並以衍生性文創商品作為開發案例，呈現整體展

位設計。本次為推廣數位典藏多元加值應用及產業合作為目

的，以本館最受歡迎花鳥系列圖像作為主要視覺選件基礎，如

常玉《菊》、《萬物靜觀皆自得》、《花》、《荷花》、《花鳥》、溥心

畬《工筆花鳥》、《秋荷白鷺》以及清代《花鳥刺繡橫披》，共８

件史博館重要典藏文物圖像，從中挑選與各圖像相關的文創商

品，展現史博館花鳥系列作品風格材質多元，產品加值應用程

度廣泛，營造史博館圖像授權專業品牌形象，並期待能讓來訪

的授權業者得以簡潔易懂地瞭解史博館圖像授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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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4 史博館展位規劃之設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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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7 史博館展位實際拍攝，以博物館展示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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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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行銷組組長 

金中秀      聘用解說員 

金凱翔      聘用解說員 

 

出國事由 奉派為本館參加「2019 香港國際授權展」執行參展事宜。  

出國日期 108 年 1 月 6 日至 108 年 1 月 10 日  

前往國家

（城市） 
香港 

 

行程內容 第一天（1 月 6 日）： 

11:00 抵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執行登記報到行政 

12: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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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08:00 抵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9:00 香港國際授權展開幕式 

09:45-18:3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 

09:45-11:30 亞洲授權業會議 

16:00-17:00 臺灣文創授權發布會 

19:30 結束第 1 日展務作業 

 

 

第三天（1 月 8 日） 

08:30 抵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8:30-18:3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參加商貿配對等參

展事宜 

14:00-17:00 亞洲授權業會議 

14:30-16:00 授權業工作坊－授權業務的法律與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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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結束第 2 日展務作業 

 

第四天（1 月 9 日） 

08:30 抵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8:30-18:30 執行攤位管理、授權推廣、參加商貿配對等參

展事宜。 

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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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1 月 10 日） 

參訪行程： 

9:30-12:30 參訪 PMQ 元創方、大館研析香港文創產業市場

機制 

 

 

14:00-15:30 拜會香港藝術館洽談閉館整建文創發展經驗 

 

返抵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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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展心得 

一、 參展環境評估 

多年來史博館緊隨世界博物館圖像授權及文創發展的趨勢，持續於

文化創意產業努力深耕，積極追趕世界各大博物館典藏圖像數位化及

授權國際化的概念，如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V & A、美國大

都會博物館等世界級博物館，史博館近年逐步達成與法國國家博物館

聯會（RMN）、美國 Art Resource、日本 DNPAC 等圖像授權平臺合作，

企望能透過不同國家自身建立的國際平臺，將史博館數位典藏圖像打

入市場機制獨特的歐美及日本文化脈絡之中，另外，史博館近年透過

香港國際授權展、泰國形象展和日本國際授權展的參與，持續加深與

亞洲圖像授權市場的產業連結，強化亞太經濟貿易圈的文化合作，由

於史博館深耕多年並積極參與圖像授權展會，已逐漸建立屬於史博館

博物館圖像授權的專業品牌形象，並透過會議講座、展會刊物、新聞

報導的刊載露出，大大提升史博館品牌知名度。 

二、 參展效益分析 

史博館作為臺灣博物館圖像授權領域的主要參展代表，在國際授權

業者中受到高度注目，並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邀請，於「臺

灣文創授權發布會」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圖像授權】為主題，直接

傳遞史博館圖像授權模式及經典授權案例，吸引眾多臺灣與國際業者

至展位詢問史博館授權模式及典藏圖像類型的實際操作方式。本次展

位透過常玉、溥心畬和清代刺繡的花鳥系列典藏圖像作為設計核心，

透過數位圖像和文創商品的虛實搭配，給予觀眾多元的視覺想像，展

現史博館代表博物館美學教育的獨樹一格。在香港國際授權展眾多圖

像 IP 授權業者之中，藝術圖像授權是相當特殊的區塊，而史博館即是

藝術授權領域最獨特的重要環節，是少數以博物館身分直接參展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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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吸引當地媒體採訪報導。 

 

 
圖 8、9、文創行銷組張錦莉組長與當地業者洽談授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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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授權展特別規劃臺灣文創授權發佈會，參與者於臺前合影，分別為：香港臺北貿易中心主任巫

英臣(左起)、香港貿發局經理李健文、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倪伯嘉、外貿協會副秘書長王熙蒙、卡

洛特總經理李玉娟、親子天下執行長特助陳娟娟，以及史博館文創組組長張錦莉。 

 

圖 11、張錦莉組長於 1 月 7 日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圖像授權」為題進行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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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香港經濟日報記者對臺灣博物館文創發展高度關注，並採訪史博館參展及圖像授權的相關作業

細節 

 

圖 13、開幕當日史博館代表金凱翔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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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9 張錦莉組長與史博館同仁商洽各方圖像授權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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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宣行銷效益 

史博館不僅透過香港國際授權展現場進行行銷推廣，更同步規劃行

銷刊物露出、講座參與等方式的行銷宣傳，積極有效推廣史博館文創

業務以及圖像授權案例成果，期待於展會舉行期間拓展業務族群和博

物館受眾領域範圍，提升產業通路廣度，活化史博館於國際市場知名

度，進而提升史博館品牌形象的行銷效益。 

（一） 香港國際授權展刊物露出宣傳 

 

 
圖 20、21、史博館於特約 VIP 展位指南形象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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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展位手冊資訊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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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4 授權品牌誌形象及採訪露出 

（二） 報導內容 

史博館參展本屆香港國際授權展，接受臺灣、香港等地媒體

蒞臨展會採訪報導。 

 
圖 25、香港數位媒體 TB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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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香港數位媒體 YamiTV 

 

圖 27、香港超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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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中央新聞社 

 

圖 29、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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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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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港藝術館經驗交流 

香港藝術館隸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之博物館，位於香港九龍

油尖旺區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0 號，為香港當地展示本島、中國及世界

各地的藝術品的主要場地，館藏逾 15,700 件、涵蓋中國書畫及古玩、

古代文物、畫作及香港藝術家的創作成果。該館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

閉館近 4 年進行大規模的翻新與擴建，預計於今年 11 月重新開放。經

本組蒐集資料中發現，該館於閉館期間仍活躍於網路藝壇與各類型外

展式推廣教育活動，與本館現狀頗有幾分相似之處，故主動約邀拜訪

請益，擇定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下午與館長莫家詠博士請益與交流。 

 

香港藝術館自閉館後積極推動外銷藝術與自身館藏研究，獲得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贊助，以一輛以館藏文本的流動藝術館遊

走於學校和社區，將藝術運送到城市的每一角落。此外，該館與香港

美術教育協會合作推行「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

以香港藝術館藏品作基礎向香港中、小學學生推廣本地藝術家，透過

工作坊更能實踐藝術家的創作，各方評價認為旨揭計劃為校園視藝科

課程注入香港藝術家的參考資源，實有助推動香港的藝術教育發展。 

 

在閉館前置作業中，該館也著手進行「品牌重塑（Rebranding）」的

工作，前期將問卷放在官網上讓喜好藝術館的民眾自由填寫，大約蒐

集了 500 多份的問卷，了解香港民眾對於藝術館的期待和評價，後則

委由市場調研公司進行專業顧問人士的焦點團體及個別訪談，據以重

現設計視覺標誌、核心精神及常設展暨開幕展的規劃。另人耳目一新

的是在各交通節點候車亭發現該館推出【#未開館 先開鑼！】主旋律

創作計畫，企圖招募 16 至 25 歲的年輕人提交原創音樂作品，入選者

將接受為期半年的特訓，師資則是專為香港天王歌手創作的音樂家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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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熹老師和藝術館館長團隊操刀，為藝術館創作四大主旋律，並在開

館中播放。莫館長表示世界上甚少博物館有自己的主題曲，這是一個

破天荒的嘗試，期待民眾聽到一個旋律時便能想起一個記憶的時間點

和重要的事件，打破藝術館只有視覺感受的界線，展現藝術館更立

體、更緊貼時代的多元面貌。 

 

有關館方各類訊息的行銷推廣並非由藝術館自行操作，而是由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專責部門來統籌進行，因此館方人員僅設計展覽或規劃

教育活動內容，對外宣傳則是上級單位來排程執行。另至於餐廳與文

創商店的規劃也因為該館未有授權業務的項目及部門，因此多採以招

標方式或寄售商品為主，莫館長對於史博館有編制專責組室來進行類

商業模式的開發及營運表示讚許。 

 

圖 31、文創行銷組張錦莉組長與香港藝術館莫館長家詠會合手持 THIS 雜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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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史博館深耕圖像授權領域多年，不斷在不同產業領域合作嘗試與創新，從

一般圖像使用的授權直到跨領域運用雙品牌相輔相成的合作方式，展現史博館

積極運用「藝術文化介入生活，創造生活美學新價值」的概念，從傳統陶瓷業

者、時裝設計業者到社會公益的各式各樣合作專案的執行，拓展史博館圖像授

權關懷的公共價值，不單只是授權圖像而已，而是希望能夠藉由史博館典藏圖

像的運用，提升民眾生活美學觀點，創造博物館的社會關懷價值，擴大文化創

意的影響層面。 

  在授權展會現場我們透過直接洽詢和便捷圖樣授權模式，解答國際授權業

者的眾多問題，並透過現場文創衍生性產品展示，展現史博館圖像授權的實際

案例，成為推廣圖像、設計應用、文創開發的最有利工具，國際授權業者和國

際買主皆可相當輕鬆瞭解史博館授權模式，日益提升史博館的國際知名度。無

論在展會現場或是返臺之後，持續皆有授權業者洽談合作，逐漸於國際授權市

場將史博館品牌成功推廣，而品牌的經營管理需要時間和空間累積能量，故此

維持參加國際相關大型展會，有益史博館品牌持續曝光之目的和形象推廣。 

一、 拓展史博館品牌國際市場知名度 

透過國際大型展會參與以及產業開發合作的形式，博物館獲得許多

建立品牌知名度及圖像推廣的機會，由產品圖像和品牌推廣創造拓展

國際市場行銷可能性，並在國際展會期間產生產業、買主和授權同行

短期密集交會的機會，創造許多無法以金錢、數據衡量的潛在行銷效

益，若以圖像推廣和博物館品牌行銷的角度來思考，展會參與所創造

的行銷價值，可成為史博館閉館整建期間活化典藏及議題行銷的重要

管道，並可期待透過跨越國土疆域的遠征參與，促使史博館品牌推向

更多元且寬闊的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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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南向市場促進合作可能性 

行政院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核心概念，史博館積極呼

應國家政策，參與亞洲最具規模之香港國際授權展，作為香港國際授

權展中唯一的臺灣博物館代表，大力推廣臺灣文化之底蘊，提升史博

館館藏文物加值應用機率以及新南向市場產業合作的可能性，促進史

博館品牌在各大國際授權業者之中展現臺灣特有的文化實力，期待自

臺灣博物館領域文創品牌提升至國際授權領域專業品牌，配合展會短

期密集的資源提供，創造實質有效國際市場的合作機會。 

三、 博物館與產業交流合作 

史博館在香港國際授權展作為博物館代表，透過史博館典藏文物、

研究文案、產品展示和圖像授權作為展現臺灣文化能量活化運用的重

要典範，在展會眾多品牌之中獨特且亮眼，將史博館象徵國家文化底

蘊的博物館身分，透過展會與國際業者的交流洽談，傳遞臺灣文化中

友善、包容及多元的重要精神，提升史博館品牌國際視野，積極爭取

與國際各大產業業者、國際授權業者及博物館同業之間的資源互助及

產業合作。史博館持續以博物館及圖像授權專業品牌努力耕耘，創造

不分國家文化對於史博館典藏文物的理解與認同，期待能以「藝術文

化介入生活，創造生活美學新價值」的概念，傳達藝術文化永遠與民

眾生活息息相關，並貼近各種生活風格脈動，創造生活美學價值的重

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