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開講

文化創意產業建言

政
府有心要推展文化創意產業，臺大作為高等教

育的一環，應該如何來配合，僅表達個人的看

法。文化創意產業是一個迄今未有明確定義的「產業

類別」，問題主要在於：論者一直把太多性質不同的

「創意」活動置於一個類別之下，以致於難以為其規

劃有效的政策，比如純粹的IT產業絕不能與以藝文為

基礎之產業混為一談，而後者中可以產業化，能獲利

者與只能活化經營，但無法自給自足的項目也應清楚

區分，以免本末倒置，以獲利為資源分配的準則，而

造成對文化基礎的傷害；最後不但產業發展未見成

效，藝文扎根的功夫反倒荒廢，並回頭斲傷文化產業

的根基。

因此，政府首先必須釐清產業的內容，並針對不

同性質及不同階段的文化產業來制定政策。這不同的

性質文化產業包括藝術創意多寡、獲利能力強弱、對

繼存資產仰賴多寡以及應用程度多寡；而不同的階段

的文化產業包括從藝文活動與行為，到藝文的活化與

產業化，到產業機制的建立。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

配各個公部門的任務，從創意端與產業端、從培力端

（enpowerment）與產品端，中間有非常不同的任務與

策略，而各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及機構也扮演不同的角

色與負擔不同的責任。教育機構因為性質特殊，幾乎

可謂必須承擔大部分的工作，從人才培育到政策規劃

到產業育成，皆有其可以或必須參與之處，而大學校

院又因各有不同性質，自然任務也不盡相同。

大學校院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角色與任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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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如下：

（1）	將各階段教育從「創意」的角度，重新改

造，以啟發的方法教學、加強美學教育的普

及、訓練批判的思考──必須從小學開始，

讓學生在優質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培養創新

的精神及陶冶對美的感受能力，將創意潛能

擴及非藝術專業者。

（2）	在大學加強及增闢創意及文化創意產業的課

程、學程及推廣訓練，如藝術欣賞、思潮引

介與思考創新，結合文學院、藝術學院、理

學院、生命學院、管理學院等的創意啟發課

程、劇本寫作訓練課程、電影創作課程、電

影人才訓練、藝術設計課程、藝術管理、智

慧財產、文化資產與創意生成、文化產業政

策、文化產業推廣及行銷等。

（3）	鼓勵跨領域研究，尤其人文藝術領域內部之

跨界結合，藝術與應用科技之間的結合以及

異業結合的可能性。

（4）	鼓勵各種藝術與文學創作班或創作營的設

立，以對社會大眾進行美學再教育。

（5）	鼓勵文學創作科系的成立，其他藝術科系已

設置有年，但大學部的創作科系，多年來僅

文化大學中文系有之，宜廣設，研究所則無

需廣設。

（6）	協助大學成立文創產業政策及育成中心，整

合全校文創產業資源、規劃相關課程及訓

練、舉辦研討會、進行政策研究、促進產學

合作、加強國際交流及提供產業諮詢等。

（7）	文創產業重點學校或科系的選定及輔導，以

各校特色，做為不同的產業的種子發展基

地。如藝術院校以其現有科系為發展重點，

一般院校則可以文學院或藝術學院與應用科

技學院為主，發展包括各種類型之寫作、數

位藝術、藝術內容的數位應用、文化創意的

跨領域研究等。

（8）	教育部提供文創產業教師名額，如文學創作

師資、數位設計師資，但不應集中於科技科

系，藝術學院也應有一定數目的師資、文化

產業政策師資等；國科會應增闢相關補助領

域，鼓勵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研究。

其他方面，政府可以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立

法，尤其必須仿效高科技「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輔

導立法，在稅制上給予激勵的誘因，以鼓勵產業發

展。其次，政府可與民間合作或鼓勵民間設置各類

文化創意產業平台，含虛擬及實體、常設及活動，

以利文化創意產業成果的露出及市場化，例如建置

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網絡及設置文化創意產業大獎，

舉辦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針對各類議題的文

化創意產業研習營、文化創意產業交流會，以及文

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等。我們相信在政府積極政策的

鼓勵下，文創產業可以有機會在臺灣未來的產業發

展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臺大校友雙月刊／2009年3月號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