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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說明 

 

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之瞬息萬變，及強化文化部國家總體文化政策規劃之能量，有

必要就國內及主要國家文化與產業發展動態，進行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分析。國

內外文化產業訊息及趨勢分析雙月報的定位為「文化產業脈動之訊息交流平台」。雙月報

的目標是欲藉由系統性彙整國內外文化產業訊息與情勢、國際政策動態、國際文化產業

現況訊息等內容分析，以提供國內關心文化產業發展之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從業人士、

研究人員、一般民眾作為參考，以協助各界掌握文化產業之脈動與趨勢發展。 

雙月報的固定內容包含五大部分，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動態之專題分析、市場觀點、

專家論壇、國家專題、重要國家文化產業情勢動態。另外，2 月及 8 月號將包括特別專

題，針對國內文化產業總體發展進行半年回顧。資料來源部分，以政府部門公開資訊及

統計數據、各國公開發佈之政策文件、相關媒體報導之各國文化產業即時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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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動態之專題分析 

 

一、全球電影市場之主要進入障礙與未來貿易協定對全球市

場布局的可能影響 

 近年全球電影市場的策略思維不斷反映在美國或英國等國際大型製作影片上，以好

萊塢六大片商來看，其超過一半的收益即來自北美地區以外的海外市場，因此，海外電

影通路的持續拓展，將有助於該國電影產業版圖的擴張；然而，一個地區或國家其電影

市場的進入限制包括法規、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等，且在貿易協定談判下，對市場准入的

可能突破，以下先概述全球電影市場發展，再簡述市場進入限制的情形，最後再說明貿

易協定對美國電影產業於全球市場布局之可能影響。 

（一）全球電影票房規模與主要電影市場進入障礙之概述 

2015 年北美電影的票房表現一掃上年度的疲弱，獲得 111 億美元的票房，成長

8%1，主要因 2015 年賣座電影成績較 2014 年佳，前五名電影有四部屬於系列續集電影，

且電影的話題性更是帶動票房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至於其他地區的票房近五年逐年成

長，2015 年共計有 272 億美元，占全球票房的七成，其中亞太地區與拉丁美洲皆成長

13%2，中國大陸依舊是成長最顯著的國家，且票房規模明顯領先其他國家。 

 

圖 1-1 2011 年～2015 年全球電影票房趨勢 

資料來源：MPAA (2016) ,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5. 

                                                 
MPAA1(2016),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5.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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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國大陸電影市場以驚人速度成長，但是目前大多數國家的院線，所播映之外

國電影以美國好萊塢電影居多，顯示其在全球市場仍具有主導地位，好萊塢主要片商的

電視電影作品與相關產品銷售至全球超過 140 個國家，2014 年美國電視電影產業出口

達 163 億美元3，為美國少數能持續產生貿易順差的產業。 

然而，面對各國家影視產業之配額、關稅、營業稅、發行限制、執照、智財權保護

等政府政策，甚至是非法盜版的防範，對外國電影來說，都屬於一種貿易壁壘且會增加

出口成本的負擔。美國好萊塢主要六大片商（MPAA）便針對其主要或潛在商業市場之

相關貿易障礙（Trade Barriers）做盤點，以便提供美國電影業者輸出時的參考。以下就

相關之電影市場進入限制作說明4。 

1. 院線電影螢幕配額（Screen Quota） 

為保障該國國產電影的映演機會與空間，不少國家透過螢幕配額或映演天數限制的

方式，保護該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但相對其他外國來源影片的進口與發行，尤其商業考

量至上的好萊塢電影，認為上述保護無疑是對貿易明顯的阻礙，更有違市場的需求，進

而扼殺戲院的發展。存在配額限制的國家，例如越南劇情電影總院線映演時數需達當年

度的 20%，雖然並非強制執行，但在越南最新電影產業發展願景5中，進一步希望透過提

高螢幕配額比例來保護並扶植越南電影的發展；馬來西亞則於 2013 年將每周一部馬國

電影的放映配額增加至兩部；南韓螢幕配額保護經過數次調整，目前為一年需有 73 天播

放韓國電影；印尼電影院被要求須有 60%的天數播映印尼電影；而中國大陸亦有規定當

年度戲院放映國產電影的時間不得少於總放映天數的三分之二，而此規定則延伸後來每

年須有一個月時間只能播映國產影片的措施，也就是所謂的「國片保護月」6；至於其他

國家如法國、西班牙、巴西、阿根廷、智利都有類似國產電影螢幕保護的措施。 

2. 審查制度（Censorship） 

大多數國家透過電影分級做為制度化的審查機制，但是如中國大陸與越南因無明確

且透明的審查制度，審查速度慢且結果也難以預測，影片進口業者也因須重新剪輯與送

審而產生更多的成本支出。不過，越南已於 2014 年提出影片年齡分級制度的草案，美

國電影協會認為，透過電影分級或明確透明的審查制度，有助於電影市場的健全發展。 

3. 電影進口數量配額（Import Quotas） 

目前僅中國大陸透過進口電影數量配額，作為保護其國產電影的措施之一。中國大

陸每年開放 20 部進口分帳影片，另開放 14 部美國 IMAX 或３Ｄ電影，除分帳影進片有

數量配額限制，進口買斷片（又稱批片）也是限制在每年 30 至 40 部的數量。 

                                                 
3MPAA. 
4MPAA (2015), MPAA Comments Regarding the 2016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5Cinematographic Development Strategy(2013), Viet Nam's Cinematography Department. 
6劉立行(2008)，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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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商比例限制（Foreign Investment/Ownership Restriction） 

透過外國企業與資金的引進，有助於將產業成長並與國際舞台接軌，但涉及主流文

化的影視產業，則可能因外國企業在資金、產品內容或技術面等優勢，反而阻礙當地企

業發展，因此許多國家的影視產業透過投資比例或股權結構的限制，保護當地影視文化

產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限制外資投資電影院及家用影音發行業的比例不得超過

49%，更禁止所有外資投資電視產業；另外，外資僅能透過合資方式與越南業者合作電

影院建設與營運，且須經過越南政府同意，其外資投資比例不得超過 51%。至於其他如

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歐洲的波蘭，亞洲的俄羅斯與印度等國政府，

其對於該國廣電企業設有外資持股比例限制。 

5. 影片盜版（Piracy）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夠周全與盜版情形，使得影音內容版權受到損害，如印度、印

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實體影片盜版猖獗。而現今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線上非法

影片則成為近年需積極面對與處理的議題，如中國大陸與印度的行動裝置平台播放盜版

影片的情形就非常嚴重。若該國在智慧財產權或影片版權保護等相關法規與制度不夠完

善，不僅對當地電影產業的發展是一大阻礙，對於外來電影也是相當棘手的進入障礙。 

6. 其他市場進入壁壘 

另外，進口電影播映或外國企業稅賦方面也是另一層面的市場准入障礙，如中國大

陸針對線上影視內容的配額限制、馬來西亞的核定許可規費及影片娛樂稅、印度娛樂稅、

菲律賓對外資電影業者之營所稅率較高等等。 

（二）TPP 對美國電影產業於全球市場布局之可能影響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經過多年協商談判，第一階段 12 個成員國（美國、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智利、汶萊、墨西哥、祕魯）於 2016

年 2 月簽署協定，預計在 2018 年生效，協定內容除各類產業外，亦包括投資、智慧財

產保護等等。而美國影視業者為穩固其全球市場份額，美國電影協會（MPAA）係針對

TPP 內容，提出可能對其影視作品或商品海外市場拓展所產生之可能影響7。 

1. 「貨品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 for goods) 

就市場進入貨品關稅的減讓，不論是電影院放映或家庭娛樂方面，透過降低或取消

數位拷貝、35 釐米影片、DVDs 或其他影片儲存產品的關稅，將更有利美國影視業者於

當地市場獲取更多的收益。此外，跨國合作、取景拍攝的情形愈來愈多，若能透過 TPP

協定，提供影視專業設備臨時進入市場免稅優惠，也將更加促使成員國之影視產業發展。 

2. 「服務與投資」(Services and Investment) 

                                                 
7 MPAA(2016), R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Likely Impact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Specific 

Industry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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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TPP 有機會進一步開啟美國電影海外戲院通路與線上影音市場。例如前

述越南政府將透過提高螢幕配額比例來保護並扶植越南電影的發展，透過 TPP 協定，成

員國之電影於越南院線播映則有機會不受到螢幕配額限制所影響。惟如加拿大在投資與

事業併購規範方面、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等等方面，將文化產業排除在 TPP 協定外8；又

如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則保留了其廣電產業在投資、服務的開放權利，不受 TPP

協定拘束9。 

3.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TPP 協定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是將智財權保護年限從 50 年延長為 70 年，MPAA

認為創作者後代或版權所有者將因此直接受惠，且有助於創意創作的全球商業貿易，尤

其是數位市場的經濟利益。 

（三）結語 

目前 TPP 成員國包括美國共有 12 個國家，MPAA 認為未來隨著愈來愈多國家同意

開放該國市場且遵守同樣的規則與標準，潛在利益將隨之增加。但在協商談判過程，並

不是每個成員國在各個產業都同意接受 TPP 的條款而開放。以影視產業來說，除前面提

到的加拿大，針對其文化產業做明確定義，並在貿易最惠國待遇、投資與事業併購規範

方面、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等等，特定將加拿大文化產業予以排除，其他國家例如智利

政府對電影放映及大眾廣播節目就提出保留相關規範的權利；墨西哥也表達其電影放映

業者應保留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下的 10%墨國電影保護政策；祕魯則是將其

電視台每周播出節目至少 30%在祕魯製作及播出時段限制，列於其不符合措施清單中。 

因此，即使美國一再將各國影視服務相關保護措施協定視為其全球市場布局的主要

貿易障礙，而欲透過貿易協定的簽訂，進一步減少這些市場進入的阻礙，但是從前述多

國關於影視產業保留開放等例舉，可看出其了解文化認同的重要性。然而，雖然台灣於

加入 WTO 時即已開放大部分文創產業的市場准入，不過未來在加入 TPP 協商談判時，

仍可參考上述國家保留其對文創相關產業之權利，並考量開放程度對國內文創產業扶植

措施的可能影響。 

 

 

 

 

                                                 
8https://zh-tw.facebook.com/notes/%E5%8A%89%E4%BF%8A%E8%A3%95/%E5%8A%A0%E6%8B%BF%E5

%A4%A7%E5%9C%A8tpp%E4%B8%AD%E5%85%A8%E9%9D%A2%E4%B8%BB%E5%BC%B5%E6%96

%87%E5%8C%96%E8%B1%81%E5%85%8D-%E5%8F%B0%E7%81%A3%E5%91%A2/10153582422045914

/ 
9 TPP以不符合措施（NCMs）列表方式，表示該成員國市場開放的情形，亦即不在列表清單中的管理措施，

該產業或服務部門即同意開放，且享有不低於該國服務提供者之待遇。（資料參考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加入 TPP 為我服務業者在 TPP 成員國市場帶來之商機」，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專區。 

https://zh-tw.facebook.com/notes/%E5%8A%89%E4%BF%8A%E8%A3%95/%E5%8A%A0%E6%8B%BF%E5%A4%A7%E5%9C%A8tpp%E4%B8%AD%E5%85%A8%E9%9D%A2%E4%B8%BB%E5%BC%B5%E6%96%87%E5%8C%96%E8%B1%81%E5%85%8D-%E5%8F%B0%E7%81%A3%E5%91%A2/10153582422045914/
https://zh-tw.facebook.com/notes/%E5%8A%89%E4%BF%8A%E8%A3%95/%E5%8A%A0%E6%8B%BF%E5%A4%A7%E5%9C%A8tpp%E4%B8%AD%E5%85%A8%E9%9D%A2%E4%B8%BB%E5%BC%B5%E6%96%87%E5%8C%96%E8%B1%81%E5%85%8D-%E5%8F%B0%E7%81%A3%E5%91%A2/10153582422045914/
https://zh-tw.facebook.com/notes/%E5%8A%89%E4%BF%8A%E8%A3%95/%E5%8A%A0%E6%8B%BF%E5%A4%A7%E5%9C%A8tpp%E4%B8%AD%E5%85%A8%E9%9D%A2%E4%B8%BB%E5%BC%B5%E6%96%87%E5%8C%96%E8%B1%81%E5%85%8D-%E5%8F%B0%E7%81%A3%E5%91%A2/10153582422045914/
https://zh-tw.facebook.com/notes/%E5%8A%89%E4%BF%8A%E8%A3%95/%E5%8A%A0%E6%8B%BF%E5%A4%A7%E5%9C%A8tpp%E4%B8%AD%E5%85%A8%E9%9D%A2%E4%B8%BB%E5%BC%B5%E6%96%87%E5%8C%96%E8%B1%81%E5%85%8D-%E5%8F%B0%E7%81%A3%E5%91%A2/1015358242204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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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性錄影直播對表演藝術產業之應用 

近年隨著技術的進步，表演團體常結合科技，打破表演藝術一貫的演出形式。傳統

上任何表演藝術演出時，觀眾必須同時與表演者待在同一空間中才行，然透過科技即時

性傳播技術，可打破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讓各地民眾皆能觀賞到演出內容。不過，目

前一般節目的錄影播出多是將攝影機放置觀眾席中央，僅單純將演出內容錄製播出，無

法讓觀眾有親臨舞台劇的震撼感。 

目前各國如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NT Live》、英國

民間所成立的直播平台-數位劇院(Digital Theatre)，皆是藉由即時錄影方式，透過網路

將表演藝術傳播到各地，讓觀眾不因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等外在因素而無法至現場欣

賞節目。因此，本文後續將針對各國透過即時錄影轉播表演藝術之案例及發展關鍵加以

說明。 

（一）各國即時性錄影轉播之案例 

1. 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是美國最長久的獨立藝術演出機構之一，平均一年能演出超

過 200 場次。但由於美國欣賞歌劇的觀眾平均年齡為 60-65 歲，只有不到 5%的成年人

會進劇院欣賞歌劇，因此造成歌劇院的經營出現問題。 

因此為能讓民眾更了解歌劇，大都會歌劇院於 2006 年起，將歌劇節目透過直播方

式在電影院內放送，第一部歌劇為《魔笛》，共吸引 30 萬人觀賞，由於其票價(22 美元)

較一般節目低，且去電影院較去劇院為方便，觀看限制亦不如劇院的嚴格，改善了傳統

劇院的觀看限制。 

2. 英國國家歌劇院-NT Live 

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自 2009 年 6 月推出全新計畫

《NT Live》，將演出節目以即時錄影方式，並利用電影拍攝技巧將節目高畫質重現至各

地電影院，讓各地方民眾皆能欣賞到與現場觀眾相同的節目。 

以往表演藝術的演出受限於演出場地與時間，造成能接觸到的觀眾始終有限，透過

《NT Live》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並透過低於一般節目的票價，讓各地區觀眾都有機

會接觸到表演藝術。除較特殊的節目外，《NT Live》會於每週四晚上在各影院直播，較

為熱門的劇目也製成影像在各國的電影院進行放映。截至 2015 年底為止，已至 45 個國

家 1,500 個場所進行播放(台灣預計於 2016 年 3 月底播放)，累積觀眾數超過 300 萬人

次。 

3. 英國-數位劇院(Digital Theatre) 

設立在英國倫敦的數位劇院 (Digital Theatre)是由英國戲劇界人士 Robert 

Delamere 與 Tom Shaw 所成立。透過與表演團體和製作人的合作，將表演節目以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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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放上平台，讓民眾只需花不到 10 英鎊即可透過網際網路、行動裝置收看皇家莎士

比亞劇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皇家宮廷劇場(Royal Court Theatre)、青年

維克(Young Vic Theatre)及法國當地小型劇院等多元性節目。 

數位劇院除提供民眾線上收看外，並與電影院合作，將熱門作品帶至電影院合作，

目前在全球已超過 1000 個電影院進行播放。此外，該劇院還設立一個教育資源平台，

集合經典作品、大師級表演藝術家的幕後採訪，及專家學者編撰的教材，讓對表演藝術

有興趣的學子，不被地理環境所阻隔。 

數位劇院自成立以來，接觸過 216 個國家觀眾，此外在 YouTube 的付費頻道上，

擁有 150 萬次收看，並以兩倍以上速度在成長。 

(二) 即時性錄影直播發展關鍵 

1. 電影式拍攝手法 

即時性錄影直播與傳統拍攝轉播表演藝術節目最大的不同在於攝影手法，以往是將

攝影機放置於觀眾席中間進行錄製。即時性錄影直播則是於劇院內放置多部攝影機，透

過多角度拍攝手法，將演員真實運用影像將演員的演出情緒與張力真實呈現，讓拍攝結

果越接近現場演出越好，使民眾可以有親臨現場的感覺。 

2. 實體劇院的延伸 

以往民眾對於欣賞表演藝術的概念，是一定要演出當下坐在同一空間內欣賞演出，

但科技的進步則提供另一個選擇，民眾可以在任何時間、空間輕鬆地欣賞表演藝術，也

不再會被席位數所限制，讓直播平台成為實體劇院的延伸，兩者並非替代關係，而是可

以並存。現場演出對於忠實觀眾而言有其獨特性，但透過直播平台，可拉近表演藝術與

民眾的距離。 

(三) 結論 

透過科技進步讓表演藝術有其新的發展，不論是透過電影院或行動式裝置欣賞表演

藝術，主要是提供民眾另一種欣賞節目的管道，藉以補足被時間與空間所限制住的現場

演出。且透過相對便宜的價格，降低民眾參與表演藝術的門檻，提高民眾嘗試之意願，

培養觀眾欣賞的習慣，吸引其走入劇院，體驗真實臨場感，且讓喜愛的民眾重複觀看，

彌補以往只能欣賞一次的缺憾。透過直播平台創新的營運模式，推廣銷售節目，提升表

演藝術的永續性。 

目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即時錄製節目，如兩廳院將自製或精彩的節目紀錄下來，讓

民眾可在家中透過 MOD 進行觀看。另外，如全民大劇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分

別與直播平台合作，結合 4G 科技技術，將表演藝術傳播到各地，讓民眾可藉由使用手

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即時欣賞到高水準的表演藝術，開創藝文無界限，並可縮

短城鄉差距，達到推廣表演藝術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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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之數位創新應用：英國 Hidden Museum 計畫 

隨著時代科技的演變快速，對於各國博物館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對於現代人來

說，科技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幾乎人手一個行動裝置，網路科技使得年輕人有更多

娛樂選擇，而作為寓教於樂選擇之一的博物館逐漸趨於劣勢。近年各國許多博物館皆面

臨參觀人數減少的趨勢，尤其是年輕族群的部分，因此為了能吸引更多人參訪，各國博

物館也因應科技的演變，創造了許多新的文化導覽方式，歷年來如透過語音導覽及視訊

體驗，發展至今出現如同電影”博物館驚魂夜”所帶來的驚奇，使得博物館變得更加有

趣。例如英國北威爾斯的國家板岩博物館(National Slate Museum)，在 2014 年 8 月正

式啟用 iBeacon 技術，是全世界第一間將 Beacon 技術全面應用至博物館的機構。同樣

於 2014 年，英國布里斯托博物館暨藝廊提出”Hidden Museum”計畫，利用 iBeacon

技術開發遊戲 App，期望參訪者能有全新的導覽體驗。而 Hidden Museum 計畫，究竟

帶來何種新的應用? 

(一) Hidden Museum 計畫背景 

布里斯托市立博物館暨藝廊(Bristol's City Museum & Art Gallery)為英國規模較大

的博物館暨美術館，收藏有世界級重要藏品，包括地質類、東亞藝術類及與布里斯托本

地歷史文化相關的藏品。 

Hidden Museum 計畫係由藝術數位研發基金（The Digital R&D Fund for the 

Arts）贊助，並由布里斯托博物館與阿德曼動畫共同合作執行，期望透過文化與數位科

技之結合應用，能拓展藝術領域的觀眾及探索新型態的體驗模式。計畫中運用了蘋果公

司 iBeacons 技術，並開發供平板電腦和手機使用的遊戲 App，能夠傳送相關導覽資訊

於參訪者所在位置，除了藉此協助正在參觀的家庭及團體們進行導覽外，同時也帶給他

們一個全新的體驗，使家庭和團體們參觀布里斯托博物館時變得更加有趣與好玩。透過

App 的運用，促進參訪者與博物館間的直接互動，瞭解博物館所展示的文物及背後隱藏

的珍寶，改善參訪者於博物館及美術館的導覽體驗、吸引更多家庭參與，以及進一步鼓

勵世代間或團體間的互動與學習。 

整體 Hidden Museum 計畫目標之訂定是提高博物館內特定區域參訪者流量，以及

提升參訪者的體驗參與程度，而不是思考如何影響其整體的停留時間，期望藉由科技結

合多樣化的遊戲體驗，提升博物館內非熱門區域參訪者體驗參與度，進而帶動整體博物

館參觀人數的成長。 

(二)  Hidden Museum 計畫成果及未來發展 

據計畫研究成果報告指出，iBeacon 的應用不僅鼓勵參訪者探索博物館中較不常參

觀的部分，且帶給他們有趣及有效的體驗，證明了此數位應用能促使參訪者與文物故事

間之良好互動。大多數參與 Hidden Museum 測試的團體表示，他們的確因參與了這個

試驗而參觀博物館中從未參觀的部分，或是較為冷門的文物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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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PP 於參訪者使用時所收集到的數量資料顯示，至少有九成的參訪者會更深入

博物館去探索文物，使用者認為透過有趣及有效率的方式完成博物館導覽，這些博物館

體驗經歷是具有價值。為用戶提供了邀請他們參觀特定展區的機制，顯然影響他們整體

博物館的展覽體驗，且研究還顯示，計畫所提供的活動，也促使他們能夠更深入地瞭解

展區文物，更重要的是它為過去特定形式的博物館參觀行為提供了解藥，減少參觀博物

館時的潛在體驗障礙。 

計畫透過巨量的數據收集進行量化分析及使用者訪談，分別就使用團體年齡範圍、

實際使用時間長度…等進行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者的年齡層多數還是在 16 歲以下

之少年，其次為 36 歲至 45 歲，接著為 26 歲至 35 歲，多數為家庭團體進行參觀體驗；

而遊戲時間長度選擇的部分，多數使用者為 30 分鐘，其次為一小時。不過，該報告也指

出，儘管有相關數據調查，但調查進行僅止於同意測試的參訪者，且必須在他們所訂的

時間內進行，因此若要從樣本調查資料取得整體博物館參訪者遊戲體驗使用的時間，還

需透過每日對所有的參訪者進行出口民調，以瞭解整體使用狀況。值得一提的是，一些

選擇較短時數遊戲體驗的團體，連續有四組都表明他們很享受這樣的體驗且想要再進行

更多相關遊戲。 

 

圖 1-2 使用者年齡 

資料來源:Digital R&D Fund for the Arts (2015), “Bristol Museums:iBeacons& Visitor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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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使用者遊戲時間長度選擇 

資料來源:Digital R&D Fund for the Arts (2015), “Bristol Museums:iBeacons& Visitor Engagement” 

另外，由觀眾研究機構 The Audience Agency 於 2014 年至 2015 年之參訪者調查

顯示，於布里斯托博物館參觀的參訪者停留時間在一至二小時內者約有 45%，而參觀停

留時間低於一小時者則是少於 20%。 

Hidden Museum 計畫研究團隊未來將持續規劃，期望將這些成功案例及想法能更

進一步發展。首先是針對使用者回饋的部分，將進行遊戲體驗上之微調，並且將其公開

供開放下載，這將提供大眾進一步的研究機會，並因此接收到更新後的使用者與先前體

驗過遊戲互動式導覽者在使用模式及體驗上的差異。此外，將 APP 放置 APP 商店發行

也是策略規劃的必要資源，可確保更新過的遊戲內容能讓參訪者接收到，並且促使他們

持續使用，賦予參訪者參觀博物館導覽新的意義，這些應用將提供策展人、展覽文物與

參訪者間一個新的體驗機制。 

Hidden Museum 計畫的成功關鍵在於掌握了數位新科技與內容元素之創新結合，

給予參訪者全新的導覽體驗。近年面對數位科技趨勢演進，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5

年 7 月提出臺灣 2020 白皮書，其中推行項目包含發展智慧型博物館，目標整合 RFID、

QR Code、NFC 與 iBeacon 等主動及被動推播技術與微定位功能，並在短期內完成一所

文化部下轄之國立博物館的智慧型博物館設施建置與 App，與建立未來智慧型博物館之

建置標準。Hidden Museum 計畫之研究成果可供國內博物館進一步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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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市場觀點 

 

一、【電影】國內青年影視人才培育與交流平台：專訪中華民

國微電影協會賴麗雪秘書長 

數位化與影音平台的興起，不僅民眾影音消費習慣迅速改變，影片創作的門檻也相

對降低，投入短片或微電影拍攝的人才也不再侷限於本科系學生或專業人士，反之成為

影視人才養成的另一可能管道。因此，本期邀請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賴麗雪秘書長，分

享協會自成立以來在推廣微電影創作、培養影音專業人才、影音行銷等業務方面的努力，

及對產業與人才發展的觀察。 

（一）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之主要工作項目 

國內微電影主要是在新媒體竄起之際而產生的新形態行銷工具，一般企業、政府部

門、學校等都陸續投入微電影的拍攝，對於短片或微電影的需求快速成長，而微電影協

會自 2012 年成立以來，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推廣微電影創作、市場資料蒐集、教育訓練

養成，以及連結人才與產業資源的媒合等等。 

1.  田野調查 

賴秘書長提到台灣微電影作品近年數量呈倍數成長，2014 年總計有 389 場微電影與

短片類比賽，累積幾年下來的統計與觀察，每年這些比賽得獎或參與的團隊至少上萬人，

但是卻沒有系統性地將每年這些比賽的作品或團隊做一掌握，而在沒有一個彙整系統的

情形下，這些可能具未來潛力的人才不知道在哪、他們作品也不知道在哪，且缺少對市

場趨勢與產業脈動等訊息的交流機會。微電影協會於 2015 年在文化部專案補助下，建

置「微電影聚樂部」平台（www.micromovie.cc），作為台灣新媒體影視人才與作品交

流的公開平台，提供作品曝光的機會，以及產業、學界或政府尋找影音製作團隊的管道，

不僅是供給與需求媒合的平台，也讓作品於平台上公開分享交流。 

除此之外，協會針對在 Youtube 平台播放的行銷類微電影進行蒐集，邀請專家及相

關工作者進行「年度十大精選行銷類微電影」評選，並依商業、政府、NPO、學校等類

別進行，協會也藉此掌握目前微電影的市場趨勢、類型、題材等，也因此發現網路影音

的數量與質量都很快速地成長10。 

 

2.  教育訓練 

一般來說，傳統電影或影視人才的培育，除學校本科系學生外，進入產業之後的人

才培育多屬師徒制，但在新媒體時代，影片拍攝已不若過去困難，愈來愈多非本科系的

                                                 
10

 「題材多元百萬點閱創新高 2015台灣十大精選行銷類微電影出爐」(2016/3/4)，微電影協會秘書長賴

麗雪。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755402302cffde7fff00791c39c1fac2 

http://www.micromovie.org.tw/news_detail.aspx?id=755402302cffde7fff00791c39c1fa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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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入嘗試，其實這也是潛在人才的來源之一。而協會一直以來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教

育訓練，從大專院校講師微電影教學研習營，到 100 小時的微電影專業人才養成班，到

針對一般行銷企劃人員的手機拍片影音製作行銷入門，主要是希望藉此協助學校、業界

向下紮根國內的青年人才。例如透過微電影校園種子計畫，舉辦大專院校教室微電影趨

勢與教學研習營，協會透過課程設計教學、專家講師座談等，於全台各地區的大學推廣

新媒體短片或微電影的拍攝、剪輯等創作。 

關於青少年影像教育，秘書長指出，雖然教育部在 2015 年開始，為鼓勵高中職學

校展現其校園、教學與學習特色，並為達到分享之目的，舉辦短片或微電影拍攝計劃，

雖然立意良善，有助人才往下紮根，但”速食化”的計劃與成果導向，缺少相關配套協

助，許多學校也因此求助於微電影協會。 

另外，協會也與學學文創合作舉辦「微電影創作人才養成班」，課程由協會設計並

安排專業講師，包括說明新媒體與微電影趨勢、文案企劃、拍攝製作、甚至是剪輯後製、

實務拍攝，以及影音行銷講堂等等。 

3.  產業與人才的媒合 

協會除了盤點國內微電影作品、舉辦教育訓練講座等，賴秘書長表示也常受邀擔任

競賽的評審而看到更多人才，也因為這些經驗與人脈的累積，有機會協助產業與人才的

媒合。例如協助台灣的年輕團隊參加愛奇藝在台灣發起「愛奇藝你企劃我創投」計畫，

提供台灣年輕團隊媒合與參展機會。另外，2016 年愛奇藝展開與台灣線上內容創作者「分

甘同味」商業合作計畫，協會也協助將相關訊息釋放出去。除此之外，也曾經與日本公

關公司合作，公開徵選台灣人才與團隊，提供至日本拍攝短片的機會。 

（二）國內青年人才的問題與挑戰 

根據賴秘書長的觀察，國內短片或微電影的青年人才，與中國大陸相比，所表現出

來的作品較缺乏商業意識，如愛奇藝創投計畫最終考量還是作品所能帶出的商業價值與

可能性。 

1.  Ｍ型化人才 

國內影片人才可以簡單的分為兩類，一是透過手邊攝錄器材拍攝創意短片，透過免費

的影音平台累積點擊次數，不少網路創作團體竄起並有一定知名度；另一種則是本科系

學生，作品過於創作類型，反而無法在商業環境生存，不過也是有在新媒體開放平台露

出、進而成功走進商業電影的例子。 

2.  兩岸青年微電影或短片人才 

賴秘書長表示，相對台灣的青年人才，中國大陸或歐洲國家的影視人力都開始重視向

下紮根的人才養成。例如 2015 年 9 月舉辦的第 11 屆「北京青少年國際公益電影節」為

關注青少年（13-18 歲）電影短片作品為特色的電影節，其中來自歐洲國家的團隊，不

少作品水準已相當接近已在商業接案的青年導演。而且中國大陸微電影的發展相當快也

非常熱絡，尤其像愛奇藝、優酷網等影音平台為提升內容競爭力，大量往自製或委製各

類型影片內容，而在需求導引供給下，也加速人才養成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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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電影協會之未來規劃 

數位科技的演變，降低拍攝短片或微電影的進入門檻，傳統電影或短片的曝光平台

為院線、影展或後端通路，而在網路影音平台的普及下，加上隨手可取得的製作工具，

讓愈來愈多人進入這個新的領域。未來協會將著重在自媒體課程或講座，推廣如何使用

手邊簡單的器具拍攝微電影，強化隨手創作創意能力，以及如何應用在各產業的行銷層

面，除此之外，仍會持續做講師或老師的培訓，並提供連結產業資源與人才的交流或媒

合機會。 

 

 

二、【表演藝術】數位直播與表演藝術產業之應用：專訪

LIVEhouse.in 鄭鎧尹總監 

隨著網路與硬體技術的成長與普及，從以文字為主的部落格，到文字加圖片的

Facebook，近期興起的是網路影音直播平台。透過直播技術的進步，有別於傳統的影音

收看模式，觀眾能選擇自己想收看的內容，因此對於直播節目內容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由於近期數位直播的風潮興起，如全民大劇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皆透過數位直

播方式，將表演藝術節目推廣給更多民眾。因此本期專訪國內代表性數位直播平台業者

-LIVEhouse.in 鄭鎧尹總監，分享數位直播平台發展近況，及與表演藝術產業合作之經

驗，了解未來表演藝術結合數位直播技術之應用。  

(一)  LIVEhouse.in 營運業務 

與傳統電視直播不同，觀眾只需透過網路連線即可隨時隨地收看直播節目。

LIVEhouse.in 做為一個影音的即時直播平台，讓一般使用者只需幾個步驟即可開啟專屬

的直播頻道。透過即時的互動，讓更多的人可以收看、分享與回應。除一般使用者外，

LIVEhouse.in 會針對企業提供客製化付費直播服務，企業可將直播頻道當作社群媒體經

營，而平台會透過 Google Analytics 分析收看直播觀眾的背景資訊，讓客戶更能了解其

觀眾族群。 

(二)  數位直播特色 

1.  專業拍攝手法 

目前使用平台進行節目直播的類型多元，如大型講座、電競節目、獨立音樂團體……

等，因此在直播拍攝上，會依客戶的需求與節目的類型而有所不同。如表演藝術類的拍

攝方式在事前會先與團體確認演出流程，並安排熟悉該領域的專業人員進行拍攝，在現

場表演場地會設置 3-4 台攝影機從各角度進行拍攝，將現場演出氛圍忠實呈現。 

2.  即時互動，傳播推廣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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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觀眾可透過多種行動裝置(電腦、平板、手機)，同步即時收看、接收資訊。另外，

也設計了社交互動的機制，如即時聊天、訂閱頻道、影片連結至臉書等功能。讓觀眾可

以即時與其他觀眾互動，滿足觀眾「立即性」與「互動性」，讓欣賞節目變得更有趣。

企業亦可將專屬頻道變得更有企業特色，讓直播成為社群經營及溝通的重要管道。此外，

由於每次直播內容都會錄製存檔，因此企業可以選擇節目是否重播，將現場活動效益極

大化。 

3.  開拓觀眾群 

由於看現場演出與看直播體驗不同，客群也不同，透過網路直播打破觀看環境限制。

鄭總監提到如 LIVEhouse.in，世界各地的民眾皆可透過網路即時觀賞節目，因此可透過

平台，將節目帶到國外，進而擴大消費市場。此外，目前國內參與藝文活動的觀眾族群

以女性居多，而使用直播平台的觀眾群以 35 歲以下男性為主，因此可透過兩者的相互合

作，相互拓展新的觀眾族群。 

(三)  數位直播觀眾型態 

鄭總監提到，目前國內觀眾在使用直播平台的習慣上，仍以欣賞免費性節目為主，

因此企業可將直播平台當作推廣傳播的管道。此外，平台亦有提供付費型節目，透過提

供 Pass Code 給繳費的觀眾，在不損害現場付費欣賞觀眾的權益下，可擴大節目的影響

力與價值。目前付費型直播節目類型以觀眾群體小，帶有實用性質能提升自我價值，或

消費者有切身需求節目為主，如教育課程、表演節目等。 

(四)  小結 

透過日漸普及的科技技術，將藝文活動結合數位直播技術，讓各地民眾可以透過使

用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欣賞到優質的藝文活動，縮短城鄉差距，打破時間與

空間的限制，創造新型態藝文活動展演方式。此外，未來在數位直播發展上，最主要需

解決的部分就是基礎設施，若在直播現場出現中斷連線或影音不順暢的情形，影響使用

者觀賞的品質，也降低其後續使用的可能性，因此網路寬頻的穩定性，是未來直播市場

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數位科技於博物館所帶來的

轉變：專訪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國平處長 

數位化潮流的來臨，現今博物館面臨重大的挑戰，為了能吸引更多遊客的參與，國

外研發了結合科技與文化的導覽方式，而國內也為因應這波趨勢，近幾年相繼推出許多

互動式導覽體驗，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將紙本票券結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功能的 APP、同時結合 QR code、iBeacon、4G / LTE 行動網路、AR 及 O2O 等創新技

術之智慧導覽 APP、線上虛擬博物館…等。面對科技對於博物館所帶來的轉變，此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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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專訪了國內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處長林國平先生，談談故宮於數位創新應用所帶來

的效益及未來規劃方向。 

(一)  故宮數位創新研發所帶來的效益 

關於故宮數位創新應用，林處長表示主要係配合整體政府政策實行之方向邁進，藉

由科技部專案及上位計畫之經費，推動相關科技上的運用。計畫實行至今就林處長所觀

察，年輕族群於數位展演空間的參與度已超乎預期之結果，包括其喜歡的程度及所花的

時間等各方面。 

林處長進一步表示，故宮數位創新應用除了吸引國內更多遊客參與外，還受邀至世

界各國展演(如義大利佛羅倫斯、美國休士頓、香港城市大學…等)，吸引國外各界遊客參

觀，且於國際獲獎而得到肯定。政府將整體科技運用導向文化產業區塊，除了提供使用

者一個全新的體驗外，更重要的是展現了臺灣文化的軟實力，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亮點，

超出預期的外部效益遠大於國內民眾實際參與度提升，這是當初計畫進行時始料未及

的。此外，故宮於國內扮演的角色較為特殊，產生了所謂的外部效益，原定目標是提升

使用者人次，並吸引年輕族群參與，後來演變成為一個文化的亮點，甚至是一個國際文

化交流很好的工具，這是所有博物館中前所未見的現象。 

(二) 故宮對於未來數位創新應用進一步的規劃 

 關於未來進一步的數位應用規劃，林處長表示以故宮的立場是開放且接受進行相關

研究，目前的規劃是今年仍將持續運用時下受歡迎的數位流行科技 (如雲端、AR、VR、

google 眼鏡、HTC 的 VIVE...等)進行嘗試，並建立了一個實驗室，持續進行試驗，研發

最終結果或許適合進入展場或獨立展出。 

林處長進一步以故宮「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為例，除了於故宮展出外，

下檔後還能有機會至各縣市巡迴展出；另外，如目前松山奉天宮展出的「同安‧潮─新媒

體藝術展」，將奉天宮的圖書館打造成故宮的數位展覽館。這些科技的運用等於是替博

物館打開另一條文物展示的新模式，除了能夠超越文物的本身，也超越時間、空間及一

些佈展的條件限制，但後續是否能產生收益，是目前故宮所研究的面向，將以永續發展

為目標，不斷的去塑造這種可能性。林處長認為未來若能持續藉由這樣的模式，透過科

技部與國發會的經費支持，結合故宮與產學界之資源，創造出新的文物展出內容，且能

夠在故宮或是到各鄉鎮市展示，爭取到更多的研究經費，同時便能不斷地創造新的內容，

最後達成永續發展的願景。 

(三)  故宮推行數位創新應用所面臨的困難 

對於文化機構推行數位創新應用所面臨的困難，林處長表示，一般公務機構會遭遇

到的大部分都是需求導向，也就是要先有相關預算及政策需求，才能推動相關發展；但

是大部分文化館所的經費資源通常較為不足，一方面是因為預算額度受到限制，二方面

是因為文化事業往往為預算資源分配的最後一環。文化事業的科技運用經常被認為較無

營利發展空間，因此也是推行上面臨的最大困難。當研究團隊進行新技術的結合開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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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因預算逐年的刪減而無法進行，除非有上位計畫的支援，例如爭取科技部於文化發展

上之預算，否則數位應用創新的部分將無法成功執行。 

另外，爭取到經費後，後續執行也是個大問題，計畫不見得能夠實踐，推動期間可

能會牽涉到很多部門，以及不同機構的人，因此計畫該如何領導規劃與執行推動，以及

計畫若成功實踐，後續該如何維護及維運，皆是故宮面臨的問題。林處長進一步舉例，

故宮新媒體應用展獲獎後，面臨授權民間企業進行商業運轉的問題，授權需鑑價，又涉

及到效益及後續回收等問題。科技運用進入文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由基本的典藏、展

示及教育推廣，衍生到文化創意，最後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這一系列脈絡所面臨之問

題，仍需透過政府主導整體資源整合，以及相關跨部會合作解決。 

此外，林處長表示博物館不分國內外都面臨相同的問題，文化發展的經費來源有限，

該如何大量廣泛地深入運用相關科技，現階段各博物館仍在嘗試及摸索。故宮近幾年於

新媒體有很好的發展，除了在展示區域模式上之創新，還有 4G 行動博物館計畫等革新

運用，故宮也嘗試將這些技術都串聯起來。從數位典藏、數位博物館、數位學習…等，

再回歸到文化創意產業，包括圖像授權及影片授權，以及目前部分數位展覽的授權，授

權給廠商營運，甚至是受邀將數位科技運用的新媒體藝術展送至國外巡展。 

不過，林處長也表示，能有以上的運作經歷，故宮大概是國內外博物館中的少數例

子。對於國內其他博物館於數位創新應用的做法建議，林處長認為各個博物館皆有其先

天優勢的條件，展場的空間有限，若是遊客人數眾多，將面臨品質兼顧的問題，又該如

何能使遊客能悠遊的體驗展覽，因此各博物館於數位創新應用第一要務為何，是為了科

技潮流而運用科技，還是為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運用科技，這是博物館經營上很兩

難的事情。而國立博物館經營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則是在於其為公立機構的身分，需要國

家的政策去引導，並且賦予政策上的目標，如典藏、教育、文化外交或官方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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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部分、專家論壇 

台灣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之經營議題探討／謝宏仁副教授 

 

【作者簡介】 

作者現為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專長為永續綠建築規劃與

設計、建築物理環境控制、文化展演設施、社區防災。 

 

文化設施為一蓄積社會共同文化資產、建立國民認同、豐富常民文化生活與發展文

化產業的實質空間場域，其亦為文化設施存在之原點。因此，文化設施於區域發展中，

被認為應由政府主動設想與建設之實質公共建設，而於空間計畫體系內，對文化設施之

設置評估與規劃已有一定考量。然而，目前政府對於文化設施之建設投資評估，於經營

運作面之軟體評估，尚有進一步強化的空間。 

目前台灣文化設施之經營，依其營運主體之屬性，可分成公立及私立文化設施兩類；

依其服務圈域之範圍，可分為全國、區域及地方型等三類。總體文化產業之發展進程，

相較於國外先進國家而言，乃屬萌芽草創階段，刻正面臨文化內涵累積薄弱、文化消費

需求尚待拓展之供需環境問題；文創事業經營人才培育不足、事業發展空間場域取得不

易等軟硬體環境問題。而上述文化產業之供、需環境及軟、硬體問題，亟待公私部門共

同面對與整備。 

文化設施因其營運主體之公/私屬性上之差異，對區域文化事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可分擔及扮演的實質角色與功能有明顯的不同。針對公立地區型(包括區域及地方)文化設

施而言，基於上述文化設施存在原點、台灣文化事業發展現況進程、政府公共建設資源

有限等整體文化環境現況條件，現階段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之營運方向，宜將重心回歸

戮力完成蓄積社會共同文化資產、建立國民認同及豐富常民文化生活等核心價值上；讓

文化設施能確實逐步提升國民文化素養與社會認同，孕育親近文化建設且有正向文化消

費意願之國民，進而促進文化產業需求環境之強化與良性發展。相對而言，則宜將提升

文化事業顯性產值之經濟任務，交由具行動力及營利企圖之私部門文化設施引領前行，

創造社會實質經濟發展效益。 

為能落實上述觀點，本文提出下列幾項重要但通常被忽略的營運議題，作為台灣公

立地區文化設施經營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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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重要文化內涵承載設施之盤點整備—蓄積社會共同的文化資產 

文化設施之核心資產，即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面對全球化之城市競爭潮流，強化

區域競爭力之有效策略之一，即是以更紮實之在地化，因應強大之全球化競爭壓力。由

於文化內涵具強烈之在地化特質，極適合做為提升區域存在價值與全球化競爭力的投資

運作標的。因此，政府應將保存、蓄積、傳承、發展台灣社會代代相傳及代表當代人之

特色文化內涵，視為文化政策之核心施政標的，不論功利全力投入。以現階段台灣公立

地區型文化設施之建設整備而言，於論及各別文化設施經營方向前，宜先對整體地區之

文化設施發展策略進行籌謀策劃。因此，地區文化設施之建設方向，除應對全國共通性

文化內涵（例如：中、西方古典藝術、當代藝術、現代流行文化）給予一定關注外，亦

應整體性盤點辨識出地區內之重要地域性文化內涵，並釐清各文化內涵的重要程度與目

前存續狀態，進而據以建立系統性、計畫性的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整備策略，以作為當

前政府有限文化資源投入既有或新設文化設施整備工作之重要決策參考資訊。再者，由

於文化事業乃為對未來世代投資之百年基業，不宜短視近利、急於收益。因此，上述系

統性、計畫性之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整備策略，政府實宜具體化為地區性文化建設發展

之長期施政藍圖，更應透過法制化手段與公民監督，確保藍圖方向與實施資源之長期穩

定性，降低主政者更迭所產生個人好惡之不良影響；進而堅實蓄積社會共同文化資產，

亦為台灣文化事業發展儲備在地文創材料。 

二、全齡教育學習場之設施活用—傳承社會共同的文化資產 

重要地域文化內涵之長久維繫，除了承載文化內涵之文化設施硬體環境資源的完善

整備，以及文化內涵軟體之持續採集、研究整理、典藏蓄積外，更須透過展示詮釋與教

育活動將此一文化內涵傳遞給地區民眾，提升民眾文化素養並獲取民眾對此文化內涵之

喜愛與認同。對此，文化設施若能與台灣正規或社會教育等全齡教育體系相結合，使文

化設施成為全齡教育之校外參訪教學或環境教育實施之對象場域。其將能透過全齡教育

之學習活動，把重要地域文化內涵傳承給地區內各階層之民眾，達到良好、有效傳承社

會共同文化資產之目的，進而提升民眾文化素養並獲取民眾對此文化內涵之喜愛與認

同。再者，文化設施亦將因其作為全齡教育學習場域之設施活用營運方向，逐步建立設

施長期、穩定之觀眾來源，使設施發揮應有之文化推廣效益。 

三、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完全密接—建立國民認同 

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展，可藉由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產

生社區認同，而後隨著社區認同之不斷強化、累積、跨域、連結，將可進一步昇華而形

成對整體國家社會之國民認同。目前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經常涉及之公共事務中，地域文

化內涵乃屬其中極易引發民眾關心參與之核心議題，其亦已成為歷年至今政府推動社造

工作之重要關注及資源投入面向。因此，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若能主動邀請多元之社造

關聯群體(包含社造中心、第二部門、文史社團、議題社團、網路社群等團體，甚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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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者或青年文創工作者等)，以文化設施所擁有之文化內涵軟體及空間環境硬體為

運作資源，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推展。如此一來，文化設施所承載之地域性文化內

涵，將成為社區凝聚共識、建立國民認同之論述對象。地域性文化內涵亦將透過社區總

體營造工作之推展，獲得持續之辯證、累積、詮釋甚或創新。如此多元之詮釋創新，亦

將逐漸轉化為孕育區域文化產業創發之基質養分。因此，文化設施若能與社區總體營造

工作完全密接，必有助於國民認同之建立與培育地域文化產業之發展。 

四、多元全時常民文化生活場域之整備建構—豐富常民文化生活 

文化設施於其觀眾經營上，除應經營維持經常性客源外，亦應積極拓展新觀眾族群。

為達此一目的，文化設施除應強化其所承載文化內涵之本質內容的展示推廣服務外，更

應積極引入與其承載文化內涵相關之日常衣食育樂生活服務於文化設施中，以活絡設施

之日常人氣，促使人們將文化設施當成支持其日常生活且具有文化氣味之多元生活場

域。如此一來，可使地區民眾與文化設施產生情感聯繫與認同，有效聚集具各階層、族

群之潛在觀眾於文化設施空間場域中，創造其與文化內涵美妙初次邂逅之契機，以利拓

展新觀眾族群。換言之，文化設施應思考如何主動並排除進入門檻，盡最大可能提供開

館甚或非開館時間之可利用空間資源，支援有意願進駐使用之各類文化社群、個人甚或

文創廠商，以提供多樣之文化學習、文創商品、文化旅遊或文化娛樂活動等服務，使文

化設施能全年無休的運轉，成為一個多元全時之常民文化生活場域，豐富常民文化生活，

培養民眾文化消費習慣，建構良質文化產業需求環境。 

五、後語 

最後，從政府資源的運用角度來看，公部門掌握公權力以及大量行政資源，如何公

正又有效的配置資源，乃為政府行政的基本方針。對於現階段之台灣文化產業發展而言，

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實不應以經營盈餘為其營運規劃重點，而應以建構文化產業發展所

需基礎內涵與培養消費人口為其主要營運目標。亦即，公立地區型文化設施之經營，應

矢志成為文化產業經濟價值生產所需養分之提供者，而非文化事業經濟價值產出之收割

者。因此，針對目前政府對於文化設施投資所採用之重要評估指標”自償率”而言，若

以現階段台灣文化設施整備建設的思考原點觀之，則與其計較考量文化設施是否具有

10%、20%或 30%之投資自償率，或許應更著力於明確考核辯證所欲投資文化設施對象，

是否真能對蓄積與傳承社會共同文化資產、建立國民認同、豐富常民文化生活或發展文

化產業等文化設施基本存在價值產生明確貢獻，並以此貢獻程度作為是否投資之決策依

據為宜。相信此一認同文化設施基本存在價值的投資評估考量方向，應更能符合現階段

台灣文化事業之環境條件與成長需求，且能為區域文化事業之培育，建構更為豐饒之成

長環境，永續台灣文化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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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國家專題 

中國大陸支援文化產業發展之互聯網政策趨勢 

一、互聯網協助文化產業發展之政策背景與演變 

    近年來，隨網路基礎設施益趨完善與經濟結構之轉型調整，中國大陸文化數位化發

展業已成為其重點戰略目標之一，而近期備受矚目之相關政令莫過於互聯網科技協助文

化產業之政策措施。繼 2010 年發佈《關於印發推進三網融合總體方案的通知》後，2014

年再度頒告《國務院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産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並

於去（2015）年續發《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等總體性規

範，意欲加速文化產業發展，以達其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文化產業發展所設定之長期目

標：2015 年文化產業附加價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 5%，於 2020 年提升至

8%。 

    綜觀中國大陸經濟推展脈絡，俟 2011 年 3 月全國人大會議與全國政協會議兩會通

過《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將文化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方向後，中國大陸相關

政策目標即聚焦於加速文化產業「跨界融合」，深化數位網路科技文化領域之體制機制改

革重組，培植旗艦型文化互聯網企業與品牌，建構國際性數位傳媒平台，獎勵扶持文化

產品與服務出口等，以提升其整體文化產業規模與國際競爭力。 

    於國家政策綱領指導之下，2014 年 2 月由國務院發佈《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

務與相關産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10 號意見》），針對協助互聯網文化產

業發展所需之數位網路措施提出相關政策，其範疇涉及法律規範、人才培育與財政金融

等三大支援面向，集過往實務執行經驗大成，建構符合當前文化產業與市場運行之政策。 

    數月後，2015 年 7 月，有別於 2014 年所提出之《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

相關産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個別產業基礎，國務院發佈《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下文簡稱《40 號意見》），進一步就促進國家產業網路科技發展事項，

提出政策規劃。明載其優先發展之核心互聯網產業範疇、策略目標與重點任務，並重點

關注數位科技服務領域，以裨補 2014 年《10 號意見》政策闕漏，期冀加速當前互聯網

文化產業發展進程與擴展對外文化貿易觸及範疇。 

二、文化產業之互聯網發展困境 

    就文化產業互聯網發展瓶頸論之，關鍵問題在於對文化企業而言，智慧財產權為其

生存所需與發展動力，創意概念一旦遭抄襲贗仿，其原創性將盡歸於零而導致產權價值

與利益回饋大幅減損。保障創意智慧財產權即為對創意成果之護蔭，亦為對企業創造力

價值之尊重與承認。由此可知，智慧財產權係文化產業與互聯網科技融合核心，乃決定

文化產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進程重中之重。然時迄今日，中國大陸相關智慧財產權法律

保護體系尚未完備，相關法律規章、有效制約與監督機制有所闕漏，對盜版侵權等違法

行為懲處不足等眾多因素致使侵權行為屢見不鮮。此外，無論國家或地方政府對文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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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互聯網跨界融合之智慧財產權保障仍存在法律規範相對滯延、具體保護措施無法全

然適用企業或個人於智慧財產權註冊申報與取證舉證等範疇之特殊需求等問題。加之相

關行政管理部門權責分散，民事、行政與刑事三審分立之格局導致管理工作效率低落，

訴訟流程繁瑣與法律成本甚鉅等諸多影響嚴重耗損企業原創動力，窒礙文化產業與互聯

網進一步跨域融合與健全發展。 

    另一方面，過往中國大陸文化產業商品結構集中於時尚設計、玩具與樂器等勞動密

集型產業，以產業鏈末端位置之創意產品加工製造產業競爭力較強，而影視、音樂與出

版等核心內容創意產業競爭力則相對薄弱。對比文化類實體產品競爭日益激烈，利潤持

續下降之景勢；數位內容商品與無形文化服務則因其知識加值特性，一旦獲得市場認同，

獲益倍增而近無所限。尤其當前國際以版權為核心之數位內容產業於各國文化產業所占

比重日益突顯，中國大陸「硬強軟弱」之結構失衡發展，大幅影響其文化於全球文化市

場上之影響力與競爭力。除非當局政府介入引導，輔以財政或金融等政策措施支援，否

則難以激勵文化企業挹資互聯網範疇跨界轉型，進而改變當前文化內容弱勢之局勢。 

    除此之外，因中國大陸官方相對束縛文化傳媒部門發展走向，其改革進程明顯遲滯

於其他產業。其轉型過渡階段之國有文化企業與傳媒系統受制於傳統價值觀思維，偏重

於製作忠黨愛國或信義孝悌等類之意識型態內容，輕視甚至忽視觀眾偏好，致使內容創

作、品質與行銷方式不符市場需求；亦或是過度抄襲模仿，無視數位文化內容之深度開

發與創新，以至於文化產業中鮮見知名企業與別具新意作品，缺乏品牌效應及創新內涵

而陷於發展停滯之泥淖。 

    而難以獲取資金融通亦為整體文化企業發展共通之痛。由於中國大陸金融改革開放

歷時甚短，其融資仍以股權融資為主，更高層次之債權融資、版權預售等新興融通工具

尚處於摸索試驗階段。一方面，就融資項目而言，其仍以單項融資為主流，遠未形成歐

美盛行之組合式融資。另一方面，就融資管道而論，則多以聯合投資方式解決融資問題，

缺少引進信貸資金與風險投資基金等多種融資方式。諸多資金融通障礙抑制文化產業與

企業經濟規模之成長，導致難以與發展多年而實力雄厚之文化大國及國際互聯網文化企

業相抗衡。 

    除上述影響因素外，諸如大型企業排擠中小、微型企業資金借貸、缺乏專業數位內

容編製人才，以及缺乏文化內容出口管道等問題亦成為其文化互聯網跨域融合之負累，

亟需當局政府提出一統籌性之發展政策。 

三、2014 年《10 號意見》與 2015 年《40 號意見》之政策

比較 

    就 2014 年國務院所提出之《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産業融合發展的

若干意見》而言，其政策目標主要以「有條件大型企業」與「國有文化企業」為主，對

尚處於事業草創期與商業模式探索階段之中小或微型企業而言，自該政策中受益者較

少。其後考量產業結構與企業主體轉型升級有其必要性，因此至 2 月《10 號意見》提出

後，於 7 月方由文化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與財政部發佈《關於支持小微文化企業發展的



 

 28 

訊息及趨勢分析  105 年第 2 期（4 月號） ╴╴╴╴╴╴╴╴╴╴╴╴╴╴╴╴╴╴╴╴╴╴╴╴╴╴╴╴ 

實施意見》，提供相關文化企業一系列相應之政策支持。 

    然而如前所述，2014 年《10 號意見》支持對象聚焦於「有條件大型企業」與「國

有文化企業」，因此對於以中小甚至微型企業文化事業來說，2014 年《10 號意見》並無

法完全滿足其需要，以及加速互聯網與文化產業跨域融合。因此，於 2015 年所提出之

《40 號意見》政策措施，其範疇涵蓋了對中小型文化企業發展互聯網領域之融資支持：

諸如協助符合條件企業發行公司債券、降低創新型與成長型企業上市准入門檻，開展股

權群眾募資等互聯網金融創新試點，以及推動銀行金融機構針對該類企業開發創新信貸

商品與金融服務等。 

    就增加對中小型文化企業互聯網發展融資支援而言，2015 年《40 號意見》與 2014

年《10 號意見》作法呈現部分差異。首先，當局政府著眼於完善創新金融體系，以解決

中小型文化企業難以自銀行機構獲取資金之難題；因此支持相關機構開發小微企業專屬

借貸體系，為文化產業推展互聯網業務提供金融信貸服務。其次，除間接金融管道外，

亦重點強調援助企業藉由公開上市與股權群眾募資等管道進行股權交易、發行債券等融

資模式取得資金，以厚植中小型文化企業資本實力。 

    除對政策目標對象上之重點做法有所調整外，2015 年《40 號意見》亦較 2014 年

《10 號意見》重點深化與強調數位網路科技範疇。其植基於現行政策基礎，以五大面向

系統性提出支援文化企業發展互聯網服務之政策措施。包含： 

（一） 強化發展與維護智慧財產權 

    其明載未來將加強融合領域之關鍵專利發展，引導企業智慧財產權戰略儲備與佈

局，並加速線上智慧財產權服務平台建設，鼓勵服務模式創新，提升智慧財產權服務附

加值，援輔中小型與微型企業智慧財產權之創造暨運用。而除鼓勵創新外，其亦進一步

重點關注網路智慧財產權與專利執法維權工作，冀藉嚴格取締網路侵權假冒行為，提升

整體國民對網路智慧財產權之保障意識，增加對新興經營業態與商業模式之創新成果保

護強度。 

（二） 提升財稅支持強度 

    充分發揮國家科技計畫作用，積極鼓勵文化產業跨界融合發展互聯網領域所需之創

新關鍵技術研發與運作測試，並統籌利用現有財政專項資金，支援互聯網相關平台建置

與試驗執行，以提升該產業對雲端運算等新興互聯網技術服務之聯結強度。此外，為加

速相關文化企業延伸營運互聯網業務，其亦鼓勵各地方政府建立與完善創業投資引導基

金，制定創業投資與促進天使投資等相關政策法規，建構地方政府創新風險補償機制，

產官雙軌探索文化互聯網產業發展模式。 

（三） 完善融資服務政策 

    積極引導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基金等資源對互聯網文化產業之投資，發展股權群眾

募資等互聯網金融創新試驗，進一步支援中小與微型企業發展，提升社會資本對相關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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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文化企業之投資。除引注社會資本外，其亦鼓勵發展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信用保

險保單融資增信(增進信用)等服務，期藉債券融資方式支援互聯網業務發展。並輔以降低

企業上市門檻、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創新信貸產品與金融服務、提高貸款投放額度等策

略，為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有效融資援助。 

（四） 加速複合型人才培育 

    考量互聯網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之需求，鼓勵大專院校根據發展所需與校方教學研

究專業設置相關系科，聚焦於將其國內新興研究成果導入教學培育課程，並進一步鼓勵

各類院校聘請互聯網領域高階人才擔任兼職教師，加強該領域之實驗教學。另一方面，

為吸取國際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經驗，其亦利用現行人才引進計畫、鼓勵企業設立海外

研發中心，以及鼓勵企業與大專院校透過產學合作與在職培訓等方式等諸多方式，引進

與培育互聯網文化領域專業人才，培養相關技術運用人才，加速產業活化與效率化進程。 

（五） 拓展海外合作 

    鼓勵互聯網文化企業整合國內外資源，針對全球市場提供雲端運算、資料採礦與大

數據分析等網路服務，培育具國際影響力之互聯網應用平台，並策勉文化企業積極拓展

海外用戶，針對個別市場文化開發差異性商品與服務。並積極推動企業透過海外併購、

聯合經營與設立分支機構等方式構築跨境產業鏈，帶動國內文化產品、服務與技術出口，

增強國際能見度與話語權。 

    整體而言，2015 年《40 號意見》與 2014 年《10 號意見》相比，不僅於文化互聯

網面向進一步深化、突破，更重要的是其提出三大策略概念：完備中小型與微型文化企

業專屬融資體系、聚焦互聯網文化企業所需之跨領域人才培育、強化智慧財產權保障。

就其內涵觀之，上述策略涉及多項制度性調整，同時此三大策略應拆解與施行階段式發

展，然 2015 年《40 號意見》並無明顯加以區分，而似欲全面性同步推行，由此可以預

見未來或將面臨政策執行困難；其成效如何，值得後續關注。 

四、對台灣之啟示 

    於當前全球化浪潮席捲與傳輸設備日新月異之社會常態下，資通訊科技發展突破媒

體匯流界限；傳播科技進步則破除族群隔閡藩籬，文化交融薈萃已達空前之規模與深度。

世界各國已將其文化底蘊與民族特色，藉由數位化新聞廣播、電子報章雜誌與影音平台

等媒介工具對外傳遞，促進國與國之間公眾互相對其文化之瞭解與信任，更連帶衍生出

巨大之文化產業經濟利益。而無論是由經濟發展或產業轉型等視角考量，我國發展互聯

網文化產業皆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對當前急欲提升國際能見度與取得國際認同之台灣

而言，亦為所能採行最佳應變策略之一。 

    過往中國大陸因智慧財產權保障相關法令施行不力而飽受國際輿論抗議與制裁，連

帶導致其文化產業發展始終疲弱不振，惟近年當局政府重視並厲行相關維權政策措施，

方使文化產業重燃生機與降低偽冒假劣文化商品市場流通比重，進而急起直追英美日韓

等文化強國。智慧財產權為文創產業競爭力之核心，尤其創意需長時間投注心力與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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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抽象與無形之特性，易遭受他人剽竊、抄襲，若創意價值與企業價值因缺乏智財權保

護而無法獲得合理評估與鑑價，將導致業者裹足不前，進而損及產業發展。反觀我國近

年智慧財產權意識低迷而抄襲模仿浮濫，已明顯衝擊文創產業人士之權益，大幅減損其

創作熱情，以及連帶拖累文化產業與新型態服務模式發展之進程，亟待政府研擬相關政

策措施改善。 

    此外，與我國傾向各級部會專職分工有所差異，中國大陸政府戰略施行多採跨部會

合作執行，其官員亦因權責劃分與獎懲機制明晰而相對積極參與。鑒於此，我國亦應建

構進軍數位科技跨業、跨部會合作體系，由相關部會成立跨界融合文創發展協調會，加

強國際資訊調查與提供，並就文創相關行銷、法律、金融、人力與數位科技創業等展開

一次到位之綜合支援，方有助於我國文創產業轉型升級並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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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重要國家文化產業情勢動態 

一、日本 

近兩個月(02/21-04/20)日本文化產業情勢動態，主要聚焦於文化觀光、出版、音樂、

表演藝術，以及版權保護等討論上。 

在文化觀光政策部份，日本政府於 3 月底舉辦「支撐明日日本的旅遊願景構想會

議」，會議主軸為討論吸引訪日旅客的具體措施。基於日本積極推動「觀光立國」計劃，

因此此會議最終決定將推動訪日旅客人數至 2020 年達到 4,000 萬人，而 2030 年將達到

6,000 萬人」的新目標。執行策略將以放寬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 5 個重點國家訪日遊

客的簽證發放條件為主軸，並配合推動家庭式旅館普及的監管調整措施、公開和開放東

京與京都等城市的迎賓館等、建設全國以文化遺産為核心的旅遊基地以及推廣介紹長期

逗留型旅遊等多項措施。 

在出版產業方面，日本最大出版社講談社將擴大以亞洲為主軸的海外業務，將出版

社所屬女性雜誌版權全面提供給海外企業，藉此突破日本國內出版產業的困境，目前講

談社將以中國大陸市場作為優先試驗國家。先前講談社係向中國大陸當地出版社提供翻

譯出版的版權，再由中國大陸當地出版社出版本土化後的女性雜誌，而講談社則收取版

權使用費；往後講談社將改以提供中國大陸當地企業全方位版權(雜誌、女性品牌服裝及

日用品等)，供中國大陸當地企業使用，而講談社則收取版權使用費。目前此一版權授權

模式，將使用於講談社內高人氣的女性時尚雜誌，若能取得成功的獲利模式，未來對於

講談社所出版的其他雜誌，也將採取相同商業銷售模式。 

在音樂產業方面，現任大和綜研副理事長的川村雄介，則在日本富比士雜誌投書認

為加入 TPP 有可能成為救助日本音樂產業的全球戰略，目前日本音樂軟體產業規模約為

1 兆 6 千億日圓，其中 6,000 億日圓約為卡拉 OK，而 3,700 億日圓則為 CD、唱片。根

據國際唱片產業聯盟資料顯示，2014 年日本音樂銷售額為 24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 49

億美元。但日本國內音樂產業低迷，1998 年至 2014 年間的唱片類生產金額已縮減約 6

成(1998 年生產金額為 6,075 億日圓、2014 年為 2,542 億日圓)，其他影響因素則為個

人電腦與智慧手機的普及以及高齡少子化因素。 

川村雄介建議，若能加強以下兩戰略，將有助於活化日本音樂產業。第一、強化音

樂產業的主要成長動能，目前日本音樂產業發展雖有瓶頸，但電腦與智慧手機的收費訂

閱量呈現高成長(五年內成長 11 倍)，且實況演唱會較十年前也成長 3 倍左右，達到 2,750

億日圓；第二、開展全球市場，日本開展全球市場的戰略有二：透過官民合作形成關聯

經營者間的合作推銷，以及版權保護，前者已藉由酷日本戰略實施中，後者則有執行上

的課題；根據世界音樂產業統計，中國大陸平均每人音樂銷售額僅有 1/250，起因並非

中國大陸人不喜愛音樂，而是盜版市場猖獗。因此，如何在 13 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甚至

於東南亞國家管理音樂市場的知識產權，將成為最大課題。若能成功拓寬日本音樂產業

界的關聯產業發展，預估音樂關聯產業規模將可達到 3 兆日圓以上，成為日本經濟成長

的動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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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藝術產業方面，日本正興起由 2.5 次元動漫所改編的舞臺劇，根據日本琵雅

研究所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欣賞日本舞臺劇的觀眾較去年增加 17 萬人，達到 145

萬人，週邊商品的銷售量也呈現正向成長。其中由電玩遊戲所改編的舞臺劇作品數量持

續增加中，作品數量已為 2011 年的 3 倍以上，對此，日本 2.5 次元音樂劇協會決定將

2.5 次元舞臺劇專用劇場「AiiA 2.5 Theater Tokyo」的營運期間延長至 2017 年 4 月底。 

在版權保護方面，2002 年由日本經濟產業省及文化部支持成立的「內容產品海外流

通促進機構」(簡稱 CODA)，主要目的為打擊日本內容在海外被侵犯著作權的相關侵害

行為。今年(2016)3 月底發佈 2014 年日本內容在海外被盜版的受害金額，估算受盜版侵

害的金額為 9,348 億日圓，此金額幾乎為 2014 年電影、動畫、音樂以及漫畫銷售金額

(3,994 億日圓)的兩倍。 

 

表 5-1 日本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中文標題 

日本鼓勵地方日式旅館改西式攬外國客 日經中文網 2016/2/25 
日本鼓勵地方日式旅館改西式

攬外國客 

芳林堂も破産、書店閉店が止まらない

日本--書店復活の米国との違いとは？ 

朝日新聞

digital 
2016/2/26 

芳林堂也破產，書店接連倒閉

日本---與書店復甦的美國間

的差異為何? 

旅館・ホテルのインバウンド対応に最

大 100万円の補助金、Wi-Fi 整備や多言

語化など受入れ環境整備に －観光庁 

トラベルボ

イス 
2016/3/2 

因應旅館、酒店(Wi-Fi整備和

多言語化等)訪日旅客對應的

環境整備，給予最高 100萬日

圓補助金。 

TPPでよみがえる「マジコンプレイ違法

化」の亡霊、「みなし侵害」で成仏す

るか？ 著作権法改正案が明らかに 

INTERNETWA

TCH 
2016/3/10 

在 TPP復甦的“違法拷貝”的

亡靈、會因為「假設侵害」而

胎死腹中嗎？ 著作権法改正

案逐漸明朗化 

日出版社快 Hold不住！《ViVi》與達芙

妮合作 拚轉型 
中時電子報 2016/3/11 

日出版社快Hold不住！《ViVi》

與達芙妮合作 拚轉型 

TPPも追い風!? 日本の音楽業界を救

うグローバル戦略 

Forbes 

JAPAN 
2016/3/12 

TPP有利嗎?救援日本音樂產業

的全球戰略 

海賊版サイトの乱立で変わる映画産

業、日本のアニメのビジネスモデルは

破綻？ 

Business 

Newsline 
2016/3/14 

因為盜版網站的林立而被迫改

變的日本電影產業，日本動畫

產業的商業模式出現破綻? 

訪日外国人「2030年に 6000 万人」 政

府、観光戦略で新目標 

日本経済新

聞 
2016/3/30 

政府觀光戰略新目標，訪日外

國旅客 2030年達 6,000萬人 

日本擬進一步鬆綁中國人訪日簽證 日經中文網 2016/3/31 
日本擬進一步鬆綁中國人訪日

簽證 

『ワンピース』に“きゃりー”さんも！  

政府が日本文化をアピールする「クー

ルジャパン」って？ 

MyNavi 

news 
2016/4/5 

不只『海賊王』連凱莉怪妞也

有！日本政府為了推廣日本文

化而進行的「Cool Japan(酷日

本)」為何?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tradingretail/18345-20160225.html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tradingretail/18345-20160225.html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tradingretail/18345-20160225.html
http://japan.cnet.com/sp/t_hayashi/35078425/
http://japan.cnet.com/sp/t_hayashi/35078425/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02-00010000-travelv-bus_all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02-00010000-travelv-bus_all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02-00010000-travelv-bus_all
http://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news/20160310_747743.html
http://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news/20160310_747743.html
http://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news/20160310_747743.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11003867-260410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11003867-260410
http://forbesjapan.com/articles/detail/11485
http://forbesjapan.com/articles/detail/11485
http://www.businessnewsline.com/news/201603141235300000/2.html
http://www.businessnewsline.com/news/201603141235300000/2.html
http://www.businessnewsline.com/news/201603141235300000/2.html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30H17_Q6A330C1000000/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30H17_Q6A330C1000000/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936-20160331.html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936-20160331.html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936-20160331.html
http://news.mynavi.jp/news/2016/04/05/232/
http://news.mynavi.jp/news/2016/04/05/232/
http://news.mynavi.jp/news/2016/04/0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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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中文標題 

海賊版被害は 9，300億どころじゃな

い!? いまだに正規配信売り上げの 2

倍以上の被害額…… 

おたぽる 2016/4/8 

盜版損失金額不僅 9,300億日

圓，損失金額至今恐怕是正版

銷售金額的 2倍以上 

日本 2.5次元舞臺劇成市場新寵 日經中文網 2016/4/13 
日本 2.5次元舞臺劇成市場新

寵 

 

 

 

二、韓國 

近兩個月(02/21-04/20)的韓國文化產業情勢動態主要聚焦在韓國相關產業訊息發

布，如韓流文化內容出口效果、內容產業主要課題等，其餘則包含政府相關產業政策的

發布、中韓合作、韓國與其他國家間的交流等，如與英國、香港及台灣等於文化相關產

業合作等、政府在推動韓國觀光之相關扶植政策以及各產業發展情勢與脈動等。 

首先根據韓國貿易投資振興公社與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共同發佈的「2015 年韓流

經濟效果研究」報告指出，2015 年韓流誘發之生產效果為 15.6 兆韓元較 2014 年成長

9.2%，細產業中又以遊戲產業生產效果 2.7 兆韓元最高，其次則為觀光領域的 2.2 兆韓

元；文化內容出口效果方面，則為 3.2 兆韓元，較 2014 年成長 13.4%，其中又以電影

產業出口成長 222%為最高。另一方面，根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針對藝術產業對於國

家經濟及就業影響評估之新聞稿指出，藝術及文化產業在誘發經濟生產效果及創造就業

方面之係數皆較製造業及服務業整體平均高。 

除上述資訊外，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亦於 2016 年 3 月 3 日公布 2016 年度文化內

容產業之 16 項重大政策，包含 1.文化創意融合帶與創新，2.加強與「漢」文化創意產業

的合作，3.遊戲產業新市場的開發，4.全國小型電影院的擴張，5.線上電影院綜合數據統

計網的開發及營運，6.故事(劇本)流通支援平台的建構，7.智能時代下廣電內容製作支援

的強化，8.加強廣電內容海外型銷策略，9.開放電子書合作分銷系統的建構，10.參與巴

黎書展，11.國家及國際版權保護網的建構，12.著作權集管團體透明度提高，13.著作權

未來戰略研究團隊的營運，14.免費使用版權的回收及再次利用，並創造新附加價值，15.

智慧的數位新聞創作，16.透過中長期媒體政策，樹立並強化新聞媒體的競爭力等。其餘

相關政策，如韓國政府為進一步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亦媒合金融方面的資源；而韓國

富川市政府預計將打造韓國首個融合多元類型，包含文化、漫畫、觀光旅遊、購物等的

富川視覺文化產業園區；在產業政策方面，有鑒於青少年遊戲成癮的現象日漸嚴重，韓

國政府已確認將電玩遊戲與酒精、依賴性藥品、網路、賭博一同歸類為五大成癮物，且

預計於今年(2016 年度)對電玩遊戲的危險性等因素進行分析，並制定相關對策。 

在中韓合作方面，仍主要集中於影視產業方面的交流及合作，其中包含中國大陸華

策影視與韓國 CJ 集團簽訂戰略協議；華誼兄弟擬投資 2.28 億韓元獲得 SIM 明星經紀公

司；而華誼香港上市子公司華誼騰訊亦擬投資 2.78 億港元獲得 HB 娛樂公司等。此外其

他產業亦有相關合作案例，如漫畫產業方面，韓國五部網路漫畫作品將在中國被製作成

影視劇；而韓國漫畫映像振興院和中國煙台市政府合作打造的中韓漫畫體驗館將在中國

http://www.excite.co.jp/News/anime_hobby/20160408/Otapol_201604_93002.html
http://www.excite.co.jp/News/anime_hobby/20160408/Otapol_201604_93002.html
http://www.excite.co.jp/News/anime_hobby/20160408/Otapol_201604_93002.html
http://zh.cn.nikkei.com/trend/cool-japan/18634-20160413.html


 

 34 

訊息及趨勢分析  105 年第 2 期（4 月號） ╴╴╴╴╴╴╴╴╴╴╴╴╴╴╴╴╴╴╴╴╴╴╴╴╴╴╴╴ 

大陸煙臺開館，以促進雙方影像交流。遊戲產業方面，中國大陸掌趣科技亦入股韓遊戲

巨頭網禪（Webzen）， 

與其他國家交流部份，與英國方面，韓國與英國「第二次韓創意產業論壇」於倫敦

舉行；與香港方面，雙方為加強創意產業上的合作，香港元創方管理有限公司與韓國觀

光公社、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及韓國工藝設計振興院今天在首爾簽署備忘錄。 

觀光產業資訊方面，根據韓國 2015 年外國人入境韓國人數共計 1,335.97 萬人次，

其中中國大陸入境者為 615 萬人次，佔比為 46.1%；此外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統計顯示，

2015 年赴韓的中國遊客中，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約 2,200 美元，其中 70%以上主要目的

是購物，20%左右的中國遊客是為了感受韓國文化等。而韓國政府為進一步推動韓國觀

光產業，亦推出一連串刺激觀光政策，如韓國觀光公社與三星電子、SK 電信合作於 2016

年 3 月 15 日宣布推出「Enjoy Mobile Korea，享受移動韓國」活動，旅客只要申請，

就有機會免費租借智慧型手機，而且上網、通話全部免費。另外為迎接「2016-2018 韓

國訪問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與韓國訪問委員會合作共同推出 K-旅遊巴士(K-Travel 

Bus)，主要為向外國遊客介紹首爾以外的景點而開發的巴士自由行內容。 

 

表 5-2 韓國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中文標題 

임종룡 금융위원장 "문화산업은 

문화답게 평가"…문화창조 금융존 

신설 

전자신문 2016/2/25 

韓國金融委員會(FSC)委員

長，透過金融上的支持，扶植

文化產業的發展。 

中韓影視行業融合加劇水土不服現象

待克服 

新浪網 2016/2/26 
中韓影視行業融合加劇水土不

服現象待克服 

中韓漫畫體驗館將在煙臺開館促進影

像交流 

環球網 2016/2/29 
中韓漫畫體驗館將在煙台開館

促進影像交流 

全球首例 電玩視同毒品 韓國列管 大紀元 2016/3/1 
全球首例 電玩視同毒品 韓國

列管 

부천 영상문화산업단지, 

문화ㆍ만화ㆍ관광ㆍ쇼핑ㆍ산업 

어우러진 ‘융ㆍ복합단지’로 개발 

헤럴드경제 2016/3/3 

富川視覺文化產業園區，結合

文化、漫畫、觀光旅遊、購物

等產業複合園區的發展 

문화체육관광부, ‘2016년도 

문화콘텐츠산업실 16대 주요과제’ 

발표‘세계 7대 콘텐츠 강국’ 

위상을 공고하게 

한국장애인

뉴스 
2016/3/3 

文化體育觀光部，「2016年文化

內容產業的 16項重大措施」發

布 

中韓音樂交流音悅 V榜數據計入韓國

Gaon 

新華網天津

頻道 
2016/3/4 

中韓音樂交流音悅 V榜數據計

入韓國 Gaon 

'제 2회 한영 창조산업 포럼' 

런던에서 개최…스타트업 교류 

협력 확대 

Newsis 2016/3/7 
韓國與英國「第二次韓創意產

業論壇」於倫敦舉行 

掌趣科技 入股韓遊戲巨頭 聯合新聞網 2016/3/10 掌趣科技 入股韓遊戲巨頭 

新羅飯店蓋「傳統韓屋」旅館 散步

可到首爾世界遺產 

Ettoday 2016/3/13 
新羅飯店蓋「傳統韓屋」旅館 

散步可到首爾世界遺產 

http://www.etnews.com/20160226000193
http://www.etnews.com/20160226000193
http://www.etnews.com/20160226000193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2-26/doc-ifxpvzah8172344.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2-26/doc-ifxpvzah8172344.s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2/8623887.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2/862388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3/1/n4651791.htm
http://biz.heraldcorp.com/view.php?ud=20160303000702
http://biz.heraldcorp.com/view.php?ud=20160303000702
http://biz.heraldcorp.com/view.php?ud=20160303000702
http://www.hkdnews.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60
http://www.hkdnews.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60
http://www.hkdnews.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60
http://www.hkdnews.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60
http://www.tj.xinhuanet.com/shkj/2016-03/04/c_1118233446.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shkj/2016-03/04/c_1118233446.htm
http://www.newsis.com/ar_detail/view.html?ar_id=NISX20160307_0013940569&cID=10701&pID=10700
http://www.newsis.com/ar_detail/view.html?ar_id=NISX20160307_0013940569&cID=10701&pID=10700
http://www.newsis.com/ar_detail/view.html?ar_id=NISX20160307_0013940569&cID=10701&pID=10700
http://udn.com/news/story/7335/1553205-%E6%8E%8C%E8%B6%A3%E7%A7%91%E6%8A%80-%E5%85%A5%E8%82%A1%E9%9F%93%E9%81%8A%E6%88%B2%E5%B7%A8%E9%A0%AD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657916.htm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657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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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中文標題 

韓五部網絡漫畫作品將在中國被製作

成影視劇 

環球網 2016/3/14 
韓五部網絡漫畫作品將在中國

被製作成影視劇 

韓國拼觀光出招 免費租借 Note 5上

網打電話不用錢 

Ettoday 2016/3/15 
韓國拼觀光出招 免費租借

Note 5上網打電話不用錢 

청강문화산업대학교 

만화콘텐츠스쿨, 대형 웹툰 공모전 

휩쓸어 

ajunews 2016/3/15 
青江文化產業大學，漫畫內容

學院，舉辦大型 webtoon比賽 

百名油畫名家惠民展與中韓油畫藝術

邀請展舉行 

山東新聞網 2016/3/18 
百名油畫名家惠民展與中韓油

畫藝術邀請展舉行 

韓文化體育觀光部推 K-旅遊巴士助力

韓國訪問年 

環球網 2016/3/22 
韓文化體育觀光部推 K-旅遊巴

士助力韓國訪問年 

韓媒稱韓掀「文學韓流」 或出現「村

上春樹」級作家 

中國網 2016/3/22 
韓媒稱韓掀"文學韓流" 或出

現"村上春樹"級作家 

港韓合作創意產業 簽備忘錄 中央通訊社 2016/3/23 港韓合作創意產業 簽備忘錄 

中韓當代藝術特展 今開展 於臺北福

華沙龍展至 30日 

中時電子報 2016/3/24 
中韓當代藝術特展 今開展 於

台北福華沙龍展至 30日 

最美星光青少年藝術交流啟動 推進

中韓文化發展 

人民網 2016/3/24 
最美星光青少年藝術交流啟動 

推進中韓文化發展 

赴韓遊客近半數為中國籍 主要目的

是購物 

人民網 2016/3/25 
赴韓遊客近半數為中國籍 主

要目的是購物 

「韓流」娛樂看漲 國內影視公司巨資

追捧 

新浪網 2016/3/25 
「韓流」娛樂看漲 國內影視公

司巨資追捧 

中韓影視進入資本與市場的深度合作

期 

新浪網 2016/3/26 
中韓影視進入資本與市場的深

度合作期 

首爾出臺新政策 剷除宰客和劣質旅

遊商品 

大紀元 2016/3/27 
首爾出臺新政策 剷除宰客和

劣質旅遊商品 

韓國企業家的「新西遊記」 新浪網 2016/3/28 韓國企業家的「新西遊記」 

韓媒：中國出境遊客增 2倍 韓國冷

日本泰國熱 

中國評論 2016/3/28 
韓媒：中國出境遊客增 2倍 韓

國冷日本泰國熱 

華策影視與韓國 CJ在杭簽訂戰略協

議 

新浪網 2016/3/28 
華策影視與韓國 CJ在杭簽訂戰

略協議 

韓國觀光公社聯手航空業者 推廣韓

國旅遊 

自由時報電

子報 
2016/3/29 

韓國觀光公社聯手航空業者 

推廣韓國旅遊 

한중(산둥)문화무역설명회 서울 

개최 

포커스뉴스 2016/3/30 中韓文化博覽會於首爾舉行 

韓國禁中國旅行社同時代辦赴朝和赴

韓簽證 

大紀元 2016/4/6 
韓國禁中國旅行社同時代辦赴

朝和赴韓簽證 

山東煙臺市芝罘區突出重點積極推進

對韓合作 

新浪網 2016/4/7 
山東煙台市芝罘區突出重點積

極推進對韓合作 

문화예술 분야 미래 유망산업 

주목..."고용 창출 효과 크다" 

여성신문 2016/4/8 
文化藝術產業前景看好，"就業

效應大" 

전라북도, "온라인게임 부터 

VR까지..게임 산업 투자하겠다"  

Korea Daily 2016/4/9 
全羅北道, "遊戲業者投資，從

遊戲到 VR" 

媒體揭秘韓國文化輸出：遊戲玩得好

可免除兵役 

香港新浪網 2016/4/10 
媒體揭秘韓國文化輸出：遊戲

玩得好可免除兵役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04140.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04140.html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663209.htm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663209.htm
http://www.ajunews.com/view/20160315153051934
http://www.ajunews.com/view/20160315153051934
http://www.ajunews.com/view/20160315153051934
http://weifang.sdnews.com.cn/wfxw/201604/t20160418_2067577.htm
http://weifang.sdnews.com.cn/wfxw/201604/t20160418_2067577.htm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48082.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48082.html
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6-03/22/content_38083551.htm
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6-03/22/content_38083551.htm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603230261-1.aspx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24000176-260210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24000176-260210
http://ent.people.com.cn/n1/2016/0324/c42070-28224962.html
http://ent.people.com.cn/n1/2016/0324/c42070-28224962.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325/c1004-28225691.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325/c1004-2822569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5/16553179.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5/16553179.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6/16573617.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6/1657361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3/26/n7460731.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3/26/n7460731.htm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8/16589007.html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41/7/6/2/104176267.html?coluid=45&kindid=0&docid=104176267&mdate=0328171249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41/7/6/2/104176267.html?coluid=45&kindid=0&docid=104176267&mdate=0328171249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8/1659973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328/16599731.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4838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48380
http://www.focus.kr/view.php?key=2016033000092407510
http://www.focus.kr/view.php?key=20160330000924075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4/6/n752481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4/6/n7524819.htm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4-07/doc-ifxrcizu3710981.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4-07/doc-ifxrcizu3710981.shtml
http://www.womennews.co.kr/news/92815#.VxiFMtR97cv
http://www.womennews.co.kr/news/92815#.VxiFMtR97cv
http://www.koreadaily.com/news/read.asp?art_id=4166447
http://www.koreadaily.com/news/read.asp?art_id=4166447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60410/0/6/2/%E5%AA%92%E9%AB%94%E6%8F%AD%E7%A7%98%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8%BC%B8%E5%87%BA-%E9%81%8A%E6%88%B2%E7%8E%A9%E5%BE%97%E5%A5%BD%E5%8F%AF%E5%85%8D%E9%99%A4%E5%85%B5%E5%BD%B9-5667897.html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60410/0/6/2/%E5%AA%92%E9%AB%94%E6%8F%AD%E7%A7%98%E9%9F%93%E5%9C%8B%E6%96%87%E5%8C%96%E8%BC%B8%E5%87%BA-%E9%81%8A%E6%88%B2%E7%8E%A9%E5%BE%97%E5%A5%BD%E5%8F%AF%E5%85%8D%E9%99%A4%E5%85%B5%E5%BD%B9-5667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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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中文標題 

韓流再襲美 觀光局推韓國旅遊及文

化 

NTDTV 2016/4/11 
韓流再襲美 觀光局推韓國旅

遊及文化 

韓流去年吸金 135億美元 遊戲業是

最大受惠者 

聯合財經網 2016/4/11 
韓流去年吸金135億美元 遊戲

業是最大受惠者 

韓國去年韓流文化內容出口效果達

3.2兆韓元 

中央日報 2016/4/14 
韓國去年韓流文化內容出口效

果達 3.2兆韓元 

韓觀光公社：首爾韓食文化館將助推

韓國遊升溫 

韓聯社 2016/4/18 
韓觀光公社：首爾韓食文化館

將助推韓國遊升溫 

「韓流」為韓國貢獻多少 GDP 新浪網 2016/4/19 「韓流」為韓國貢獻多少 GDP 

陳炳輝：韓文創經驗堪借鑒 Qoos News 2016/4/20 陳炳輝：韓文創經驗堪借鑒 

多彩貴州影像展亮相韓國仁川 臺灣新浪網 2016/4/20 多彩貴州影像展亮相韓國仁川 

 

 

 

三、中國大陸 

近期（02/21~04/20）中國大陸文化產業之情勢動態，主要聚焦於政策變革、整體

文化產業發展態勢、地方文化產業動態，以及影視產業、動漫產業、表演藝術、視覺藝

術等次產業動態與相關議題探討。 

（一）政策變革訊息動態方面，最受矚目的是中國大陸文化部新增訂之《藝術品經

營管理辦法》已於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正式施行，中國大陸官方考量其藝術品交易總額

雖已名列全球前茅，然市場既存之贗品偽售、虛假鑒定與交易不透明等弊端仍廣為眾所

詬病，為保障產業穩健成長與消費者權益，故將已不適用於當前市場管理與發展需求之

《美術品經營管理辦法》予以廢除，以新增訂之管理辦法取代舊法，力圖終結亂象正本

清源。惟部份專家學者認為該辦法僅為部門規章而效力層次過低，其監督效果恐難彰顯。

此外，該規章未適用於文物與拍賣行為，一旦有所抵觸則將仍以拍賣專法為優先適用。 

（二）對整體文化產業發展探討方面，相關評論訊息聚焦於探究「十三五」與「互

聯網+」對文化產業發展趨勢之影響，以及檢討中國大陸文化產業智慧財產權執法不彰、

相關產業園區浮濫建設與檢核考評制度未周延、原創內容同質性過高、產業國際競爭力

尚待突破等舊有議題。就總體而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等單位聯合出版發行《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5-2016）》，指出

中國文化產業漸由「熱運行」態勢轉趨「新常態」發展，為求產業長期與健全均衡發展，

亟需盡速制定相關對外文化發展策略與一帶一路倡議配套措施，以消弭其於全球文化產

業發展之後進劣勢。此外，亦需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針對制約其國內文化發展之

缺陷障礙提出根本解決方案。 

（三）地方文化產業動態方面，較受關注項目為文化產業較為發達之重點區域。根

據近期統計發布訊息，北京市 2015 年文化創意產業附加價值達 3,072.3 億元人民幣，較

上年同期成長 8.7%；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 13.4%，相對上年同期提升 0.2%，目前文

化創意產業已為北京市第二大支柱產業。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4/12/a1262018.html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4/12/a1262018.html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02/1620839-%E9%9F%93%E6%B5%81%E5%8E%BB%E5%B9%B4%E5%90%B8%E9%87%91135%E5%84%84%E7%BE%8E%E5%85%83-%E9%81%8A%E6%88%B2%E6%A5%AD%E6%98%AF%E6%9C%80%E5%A4%A7%E5%8F%97%E6%83%A0%E8%80%85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02/1620839-%E9%9F%93%E6%B5%81%E5%8E%BB%E5%B9%B4%E5%90%B8%E9%87%91135%E5%84%84%E7%BE%8E%E5%85%83-%E9%81%8A%E6%88%B2%E6%A5%AD%E6%98%AF%E6%9C%80%E5%A4%A7%E5%8F%97%E6%83%A0%E8%80%85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5&docid=103635860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5&docid=103635860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allheadlines/2016/04/18/0200000000ACK20160418005000881.HTML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allheadlines/2016/04/18/0200000000ACK2016041800500088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419/16879065.html
http://news.qoos.com/%E9%99%B3%E7%82%B3%E8%BC%9D%EF%BC%9A%E9%9F%93%E6%96%87%E5%89%B5%E7%B6%93%E9%A9%97%E5%A0%AA%E5%80%9F%E9%91%92-204166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421/16918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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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視產業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編撰發布之《文化藍皮書：中

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5~2016）》指出，以 BAT（Baidu、Alibaba、Tencent）為

代表之互聯網企業已藉投資、併購等策略，加速新興媒體發展及其與傳統媒體融合。於

此趨勢推演下，電影投資興起群眾募資風潮，電影發行則蔚為運用視頻網站平台或新興

媒體模式，電影購票則盛行團購與線上訂票等新消費模式。該類新興模式逐步滲透與改

變傳統電影產業鏈，進而將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與互聯網生態體系相互融合，使數位網路

科技成為其生態體系中不可或缺之部分。電影市場方面，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電影

市場票房達到 145 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逾 50%。另外，北京國際電影節於 4 月

16 日登場，其間電影交易簽約總額再創中國大陸影展交易新高。電視產業政策方面，由

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與中國廣播電視聯合會共同制定之《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業

已於今年 3 月發布，其限制電視劇與網路劇拍攝題材不得含「脫離國情、缺乏生活依據，

宣揚奢華生活、宣揚靈魂附體、輪迴轉世、巫術作法等封建迷信思想」與「暴露偵查手

段、偵破細節，可誘導罪犯掌握反偵查手段」等內容，並將違反規定之熱門網路劇予以

強制下架。 

（五）動漫產業方面，中國大陸動漫產業始終存在「侵權盜版」、「原創性不足」

與「無盈利模式」等問題，且其衍生商品開發與一源多用等商業模式成熟度亦明顯落後

於歐美與日韓等動漫產業發達國家，導致產業難以獲取最大利潤。據《動漫藍皮書：中

國動漫產業發展報告（2015）》引述，2015 年中國大陸動漫業產值已突破 1,000 億元

人民幣，而動漫衍生品市場則僅約 380 億元人民幣，此與全球動漫業產值七成源自衍生

品之數據相比呈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動漫創作傳播管道係以電視台、電影院

與報章雜誌等傳統媒體為主，於新媒體日益盛行之數位時代，其發展侷限日趨顯著。整

體而言，其動漫產業仍處於尚待突破之瓶頸階段，而新興數位科技媒體崛起則可視為動

漫產業得以重新發展之新機遇。 

（六）遊戲產業方面，據荷蘭市場研究公司 Newzoo 發布之《全球遊戲市場報告》

所載，2016 年亞太遊戲市場收入將占全球遊戲市場總收入 47%，中國大陸遊戲市場收

入占比則將高達 25%；此外，其營收將達 244 億美元，領先於營收規模 235 億美元之美

國市場。其亦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陸 PC 遊戲市場呈增長趨緩跡象，同比成長率由 16%

降至 4%，主要係因移動遊戲蠶食 PC 遊戲市場份額所致。TalkingData《2015 年移動遊

戲行業報告》亦指出，2015 年中國大陸移動遊戲產業收入達 492.7 億元人民幣，同比成

長 97.8%，約為 2012 年收入規模 10 倍，其市場高速成長推動整體遊戲產業升級轉型，

為遊戲與動漫、影視、文學、電視綜藝等產業範疇之融合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七）表演藝術產業方面，2016 中國演出交易會暨中國文化產品國際行銷年會 4 月

7 日於廣西柳州舉辦，會中發布之《2015 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指出，中西文化交流

益趨頻繁，諸如德國邵賓納劇院《哈姆雷特》、波蘭劇院《伐木》《先人祭》、英國導

演彼得·布魯克作品《驚奇的山谷》等優秀劇碼均接續登陸首演。而部分中國大陸演出劇

碼亦已進軍海外主流市場，如京劇程派名家張火丁於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演出；上海

歌舞團舞劇《朱鹮》赴日巡演，參與觀眾近 12 萬人次；2015 年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亦

有 4 部中國大陸戲劇作品亮相，顯見其官方開放與輔導政策卓有成效。然部分業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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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藝文評論者認為，與國際表演藝術團體相比，中國大陸無論是戲劇觀眾數量，或是戲

劇創作、製作，以及演員素質等面向，仍不少改善空間。 

（八）視覺藝術產業方面，TEFAF 歐洲藝術博覽會公佈《2016 年全球藝術市場報告》

（TEFAF Art Market Report 2016）指出，2015 年中國大陸藝術品市場總銷售額僅 11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銳減 23%，並由全球藝術市場第二位降至第三位。該報告同時表示，

中國大陸拍賣市場於過去 3 年間持續萎縮，2015 年更驟降 23%，創 2009 年以來最低紀

錄，甚至未達 2011 年市場巔峰時期成交總額半數。據報告進一步分析載述，占其市場

份額 47%之中國傳統書畫成交量與成交額明顯衰退係拍賣市場萎靡不振主要因素，2015

年該類拍賣銷售額較前期驟降 31%，成交量則劇跌 40%，進而使其整體藝術拍賣市場表

現明顯欠佳。Artprice 與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AMMA）聯合發布之《2015 年度藝

術市場報告》亦載示，中國大陸傳統書畫拍賣市場持續調整，其成交數量與總額較去年

同期分別下降 38.75%及 29.21%，此現象歸因於中國大陸藝術品市場對該類交易長期依

賴，導致相應藝術品過度挖掘而資源枯竭。 

 

表 5-3 中國大陸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以北京為支點撬動全球文化產業 映象網 2016/2/21 

北京發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專案貼租實施細則 中國經濟網 2016/2/22 

多專家對「十三五」文化產業的獨到解讀 文化產業評論 2016/2/22 

關於通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拉動東莞經濟的建議 東莞陽光網 2016/2/23 

2016 年四大文化娛樂產業熱點前瞻 萬億級市場助力發展 中商情報網 2016/2/24 

山東加碼「互聯網＋文化產業」 經濟導報 2016/2/24 

供需兩端發力，厚植文化產業增長極 溫州日報 2016/2/24 

酒泉市精心打造文化產業「國」字型大小品牌 甘肅經濟信息網 2016/2/24 

中國未來最大商機：一個是「文化產業」 一個是「互聯網+」 新浪網 2016/2/25 

文化旅遊產業：從規模速度到品質效益升級 搜狐網 2016/2/25 

西藏全力引入「互聯網+文化」產業模式 中國西藏新聞網 2016/2/25 

樹立文化產業發展的互聯網思維 中國文化報 2016/2/25 

2015 廈門文化產業年度風雲榜進入評審 廈門日報 2016/2/26 

文化創意產業迎來發展春天 南方日報 2016/2/26 

高新區廣播影視文化創意產業園揭幕 首批 7 家企業入駐 騰訊網 2016/2/26 

微影時代+恆天財富 文化產業與資本力量的強強聯合 搜狐網 2016/2/26 

王健林的文化產業是如何超越李嘉誠的？ 搜狐網 2016/2/27 

挖掘傳承優秀傳統文化 做大做強文化產業 南寧日報 2016/2/27 

2015 中國文化產業資本報告發佈 眾籌新三板嶄露頭角 和訊 2016/2/28 

http://tech.hnr.cn/archives/view-79567-1.html
http://money.163.com/16/0222/11/BGE4QA7200253B0H.html
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2016/02/220826658396.shtml
http://news.sun0769.com/subject/2016/2016dglh/030/201602/t20160223_6310948.shtml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2/24/151012pi0c.shtml
http://news.10jqka.com.cn/20160224/c588028778.shtml
http://www.wzrb.com.cn/article686399show.html
http://www.gsei.com.cn/html/xwdt/jjxw/589_2016-02-21/22576124.html
http://ah.sina.com.cn/fashion/info/2016-02-25/095239120.html
http://mt.sohu.com/20160225/n438509414.shtml
http://tibet.news.cn/ywjj/2016-02/25/c_135129789.htm
http://jinan.dzwww.com/whcyw/whyw/201602/t20160225_13886616.htm
http://fujian.hexun.com/2016-02-26/182444560.html
http://news.163.com/16/0226/10/BGOA9O2000014AED.html
http://cq.qq.com/a/20160226/058272.htm
http://it.sohu.com/20160226/n438607204.shtml
http://mt.sohu.com/20160227/n438666282.shtml
http://www.nanning.gov.cn/NNNews/jrnn/2016nzwdt/201602/t20160227_575696.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6-02-28/182462096.html?from=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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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文化產業兩年吸金 6500 億 並購活躍度急劇提升 每日經濟新聞 2016/2/28 

《2015 年中國文化產業資本報告》：文化金融眾籌需謹慎 中國經濟網 2016/2/29 

文化產業強勢吸金 去年並購規模增七成 21 世紀經濟報導 2016/2/29 

唐代歷史文化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啟示 陝西日報 2016/2/29 

「互聯網+」來了，山東文化產業迎來春天 舜網 2016/3/1 

「逆勢」發力助推文化產業發展 新華社 2016/3/1 

一款多功能動漫筆一個月賣出 30 萬支 慈溪文化產業異軍突起 寧波晚報 2016/3/1 

產業鏈增值增效 慈溪文化產業加速融入「經濟新常態」 中國寧波網 2016/3/1 

吸金效應明顯 資金湧入文化產業 中國證券網 2016/3/1 

文化產業為何如此青睞眾籌融資 中商情報網 2016/3/2 

全球化條件下引導和支持中國文化產業「走出去」 人民網 2016/3/2 

李修松委員：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 中國網 2016/3/2 

資本瞄準文化產業 北京青年報 2016/3/2 

2016 兩會前瞻：八大熱詞聚焦文化旅遊產業新動向  搜狐網 2016/3/3 

大連市徵集文化產業項目 大連市政府 2016/3/3 

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困難重重? 東方財富網 2016/3/3 

多彩貴州文化旅遊研究院聘任專家團隊 打造文化產業新型智庫 貴陽網 2016/3/3 

文化融入旅遊 發展文化旅遊產業 東方今報 2016/3/4 

關於文化產業，馬化騰「兩會」提案究竟說了啥？ 介面 2016/3/4 

培養優秀人才 利用互聯網+發展文化產業 東方今報 2016/3/4 

我省文化產業逆勢增長 大眾日報 2016/3/5 

上海精耕細作文化產業 國際商報 2016/3/6 

廣西柳州：「文化+」產業發展方興未艾 中國文化報 2016/3/7 

五大關鍵字 聚焦文化產業新動向 人民網 2016/3/7 

酒泉文化產業蓬勃發展 甘肅日報 2016/3/7 

保利集團徐念沙兩會建言： 加快文化產業「走出去」步伐 世紀經濟報導 2016/3/8 

「互聯網+文化產業」蘊含無限想像空間 新浪網 2016/3/9 

雲南省：推進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網 2016/3/9 

以資本力量促進海南文化產業大發展 新浪網 2016/3/9 

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產業集群發展態勢逐步顯現  

北京市朝陽區人

民政府 
2016/3/9 

國家發改委：2016 年將加快推進文化產業發展 中國新聞網 2016/3/9 

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會帶來新產業思維 中國經濟網 2016/3/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指出：文化創意產業正在成為各國戰略性資

產 

中國文化報 2016/3/9 

黑龍江省務實舉措推動文化產業加快發展 黑龍江省人民政 2016/3/9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2-28/987001.html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2/29/t20160229_9166767.shtml
http://field.10jqka.com.cn/20160229/c588174441.shtml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602/29/143382_46954317.htm
http://jnrb.e23.cn/shtml/jinrb/20160301/1532547.shtml
http://www.clii.com.cn/zhhylm/zhhylmHangYeZiXun/201603/t20160301_3887176.html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6-03/01/content_939319.htm?div=-1
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6/03/01/021043165.shtml
http://stock.10jqka.com.cn/20160301/c588220879.shtml
http://www.askci.com/news/2016/03/02/154751m7rn.s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02/c83865-28165982.html
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02/content_37919667.htm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6-03/02/content_185035.htm?div=-1
http://mt.sohu.com/20160303/n439283906.shtml
http://www.ln.gov.cn/zfxx/qsgd/dls/201603/t20160303_2077915.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3,20160303600398985.html
http://epaper.gywb.cn/gyrb/html/2016-03/03/content_459997.htm
http://news.dahe.cn/2016/03-04/106519900.html
http://mt.sohu.com/20160304/n439308679.shtml
http://www.jinbw.com.cn/dzb/html/2016-03/04/content_297809.htm?div=-1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603/t20160305_13940482.htm
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qycy/20160306/3616110.shtml
http://ex.cssn.cn/wh/wh/whzx/201603/t20160307_2900658.shtml
http://gs.people.com.cn/n2/2016/0307/c360943-27878813.html
http://finance.gansudaily.com.cn/system/2016/03/07/015932099.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3-08/doc-ifxpzzhk2475483.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09/doc-ifxqafha0517980.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3/09/t20160309_9375512.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09/doc-ifxqaffy3794402.s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fzx/qxrd/cyq/t1312002.htm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3-09/7789925.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09/doc-ifxqafha0518633.shtml
http://www.chuban.cc/gjcb/201603/t20160309_172943.html
http://www.chuban.cc/gjcb/201603/t20160309_172943.html
http://www.hlj.gov.cn/szf/system/2016/03/09/010764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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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府督察室 

今年唐山將做大做強文化產業 環渤海新聞網 2016/3/10 

進一步促進文化產業「走出去」 江西日報 2016/3/10 

曹衛星呼籲：六項舉措加快推進文化產業創新發展 中國青年網 2016/3/10 

黃書元委員：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 中國經濟網 2016/3/10 

2016 年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趨勢分析 騰訊網 2016/3/11 

寧波市文化產業加速融入經濟新常態 寧波日報 2016/3/11 

龍額：多措並舉加快推進文化產業精準扶貧 龍額鎮政府 2016/3/11 

李揚：中國文化產業 GDP 占比太低 應大力發展動漫業 東方網 2016/3/11 

山東著力推動文化產業品牌建設 打造文化高地 新華網 2016/3/12 

加大文化產業政策力度——訪河南開封市委書記吉炳偉代表 經濟日報 2016/3/12 

文化部：2020 年文化產業預計占國家 GDP5%以上 新京報 2016/3/13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 「十三五」文化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 浙江在線 2016/3/13 

齊魯文化「走出去」助力文化產業發展 大眾日報 2016/3/13 

中國文化產業潛力令意心動 光明日報 2016/3/14 

文化如何變產業、財富、資本 藏經閣網絡 2016/3/14 

文化娛樂產業：大廈將立，急需柱石 36 氪 2016/3/14 

株洲市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 

株州市人民政府

統計局 
2016/3/14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創新舉措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財政部 
2016/3/14 

上海文交所在寧波成立分中心 推動文化產業融合發展 新華網 2016/3/15 

工行臺州分行持續加大文化產業支持力度 浙江在線 2016/3/15 

搭建平臺融合發展 山東省文化產業實現逆勢增長 中國日報 2016/3/15 

兩會尾聲：文化產業發展不能唯利是圖 中商情報網 2016/3/16 

「十三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機遇、趨勢與對策 太原日報 2016/3/17 

以特見長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廈門日報 2016/3/17 

傳媒股搏擊文化產業大時代 證券市場紅週刊 2016/3/17 

最高 2000 萬元資金資助 尋找文化產業界的黑馬 寧波晚報 2016/3/17 

影視文化產業創新規範並舉 中國證券報 2016/3/17 

重慶文理學院—協信文化產業研究院成立 重慶商報 2016/3/18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何破局？ 中國文化報 2016/3/19 

互聯網給文化演藝產業帶來了什麼？ 北京晚報 2016/3/21 

文化產業並購活躍成吸金大戶 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前瞻網 2016/3/21 

文化產業要轉理念 中國城市報 2016/3/21 

加快推進文化產業創新發展 新華網 2016/3/21 

http://tangshan.huanbohainews.com.cn/system/2016/03/10/011674462.shtml
http://news.163.com/16/0310/01/BHORIE1F00014AEF.html
http://news.163.com/16/0310/00/BHONL0FQ00014AED.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310/14260956_0.shtml
http://ln.qq.com/a/20160311/051903_all.htm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3/11/t20160311_9428943.shtml
http://www.dongxiangwang.cn/index.php/cms/item-view-id-23652.shtml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nwen/201603/t20160311_13977978.htm
http://sd.china.com.cn/a/2016/redianjujiao_0312/499206.html
http://paper.ce.cn/jjrb/html/2016-03/12/content_295456.htm
http://news.sohu.com/20160313/n440247577.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3/13/021063393.shtml
http://jinan.dzwww.com/whcyw/whyw/201602/t20160222_13868065.htm
http://news.gmw.cn/2016-03/14/content_19278972.htm
http://mt.sohu.com/20160314/n440383346.shtml
http://36kr.com/p/5044510.html
http://www.zhuzhou.gov.cn/articles/628/2016-3/82630.html
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zhejiangcaizhengxinxilianbo/201603/t20160314_1908178.html
http://business.sohu.com/20160315/n440500955.shtml
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6/03/15/021066471.shtml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6-03/15/content_23878357.htm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3/16/142519oede.shtml
http://theory.workercn.cn/241/201603/17/160317090614407.shtml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3/17/content_111360147.htm
http://news.10jqka.com.cn/20160317/c588602100.shtml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6-03/17/content_943705.htm?div=-1
http://stock.sohu.com/20160317/n440733581.shtml
http://e.chinacqsb.com/html/2016-03/18/content_522039.htm
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6-03/19/content_5604254.htm?div=0
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716851.html
http://mt.sohu.com/20160321/n441318611.shtml
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16-03/21/content_1663368.htm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nwen/201603/t20160321_140191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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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敢問文化產業路在何方？ 中國城市報 2016/3/21 

廣州文化產業增加值遠遜北京上海 羊城晚報 2016/3/22 

文化產業發展迎來「政能量」 中國產經新聞 2016/3/22 

北京文化跨界佈局影視全產業鏈 經濟參考網 2016/3/22 

「互聯網+」新潮流，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新浪網 2016/3/23 

「文化+」投資概念：促進文化產業逆勢上揚 中國產經新聞報 2016/3/23 

廣東：省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每兩年考核一次 中國經濟網 2016/3/23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狀與問題研究 藝術百家 2016/3/23 

東倉里文化創意園:盤活閒置資源打造文化產業「航空母艦」 江門日報 2016/3/23 

北京文化啟動戰略轉型 全產業鏈造就估值溢價 中國日報 2016/3/23 

陳少峰：「互聯網+文化產業」價值鏈的新特徵 新浪網 2016/3/23 

陳少峰：不要把文化產業做成石頭 新浪網 2016/3/23 

陳少峰：互聯網+文化產業+的 10 個趨勢 新浪網 2016/3/23 

陳少峰：互聯網文化產業的挑戰與對策 新浪網 2016/3/23 

陳少峰：互聯網文化產業商業模式創新 新浪網 2016/3/23 

陳少峰：文化和科技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模式轉型 新浪網 2016/3/23 

深度培育文化產業正當其時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3/23 

中國(長沙)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創意大賽暨手機文化產業博覽會啟動 新華網 2016/3/24 

文化產業如何成支柱 光明網 2016/3/24 

江蘇將解決文化產業政策不落地問題 中國文化報 2016/3/24 

國內第二大數字文化創意產業渲染雲平臺上線 中國經濟網 2016/3/24 

秦朔：文化娛樂產業未來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很大 人民網 2016/3/24 

解讀「十三五」規劃綱要文化產業發展亮點 光明日報 2016/3/24 

啟動「文化+」基因 光明日報 2016/3/24 

攀枝花市文化產業發展現狀簡析 

四川省人民政府

統計局 
2016/3/24 

2015 廈門文化產業年度風雲榜揭曉 廈門日報 2016/3/25 

2016-2017 年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排名 中國科教評價網 2016/3/25 

女孩辭去高薪回家鄉打造文創園 她說：文化產業不可估量 寧波晚報 2016/3/25 

為文化創意產業培養輸送人才 中山日報 2016/3/25 

文化產業出境攬才旗開得勝 新浪網 2016/3/25 

文化產業要和非遺保護傳承結合 新疆日報 2016/3/25 

平昌著力開展文化下鄉工程 切實加強文化產業發展 巴中新聞網 2016/3/25 

江蘇文化產業巴黎搭臺招賢 提升品牌競爭力 人民網 2016/3/25 

江蘇海內外引才計畫首次出征 文化產業旗開得勝 新華日報 2016/3/25 

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16-03/21/content_1663367.htm
http://news.ycwb.com/2016-03/22/content_21618826.htm
http://www.cien.com.cn/content.aspx?id=128080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6-03/22/c_135213527.htm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h1154256.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3-23/doc-ifxqswxn6320808.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3/23/t20160323_9725209.shtml
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gdxc_1652/201603/t20160323_2933948_1.s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6-03-23/content_14622510.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i7869497.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h1147973.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i7869811.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i7870118.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i7870407.shtml
http://news.sina.com.cn/zk/2016-03-23/doc-ifxqnski7872203.shtml
http://www.cssn.cn/zk/zk_wh/201603/t20160323_2933990.shtml
http://news.changsha.cn/h/100118/20160324/411177.html
http://news.gmw.cn/2016-03/24/content_19419134.htm
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6-03/24/content_5605649.htm?div=-1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603/24/t20160324_9790430.shtml
http://game.people.com.cn/n1/2016/0324/c40130-28223985.html
http://ex.cssn.cn/wh/zxqy/201603/t20160324_2935967.shtml
http://news.gmw.cn/2016-03/24/content_19419132.htm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591/10592/2016/3/24/10373864.shtml
http://fujian.hexun.com/2016-03-25/182956856.html
http://www.gaokao.com/e/20160325/56f4a1d48a0d9.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3/25/021082188.shtml
http://www.zsnews.cn/Backup/2016/03/25/2848471.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6-03-25/doc-ifxqsxic3182653.shtml
http://news.163.com/16/0325/09/BJ0B5NA500014AED.html
http://bz.newssc.org/system/20160325/001879666.html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6-03/25/c_1118436390.htm
http://news.cz001.com.cn/2016-03/25/content_3212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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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構築發展新空間 提升產業發展品質 三亞旅遊亮出「文化名片」 海南日報 2016/3/25 

溫州文博會突出文化產業新元素 甌越非遺踏上時尚路 浙江日報 2016/3/25 

聚米金融，助力杭州打造文化產業「白金名片」 中華網 2016/3/25 

市 7 大文化產業項目正式簽約 溫州都市報 2016/3/26 

溫州文化產業 可借優質專案帶動發展 溫州商報 2016/3/27 

湖南文化產業顯現勃勃生機 新華網 2016/3/27 

韓國泰迪熊等 16 個項目簽約鄭州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園 人民網 2016/3/27 

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做活做強文化產業 羊城晚報 2016/3/28 

2016溫州國際時尚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閉幕 吸引逾 15萬人次觀展 溫州日報 2016/3/29 

中山市搭產業跨界合作平臺 文化產業促進會揭牌成立 南方網 2016/3/29 

中企對美投資看好文化產業 國際商報 2016/3/29 

文化旅遊產業：「十三五」新常態下的新亮點 搜狐網 2016/3/29 

我市將成立文化產業促進會 以創新理念引領文化產業全面發展 中山日報 2016/3/29 

三胞集團攜手儲信資產 打造文化產業投資高地 每日經濟新聞 2016/3/30 

廣西：積極探索「文化+」產業發展新模式 中國經濟網 2016/3/30 

西方如何通過文化產業傳播核心價值觀 紅旗文稿 2016/3/30 

鼓樓區率先打造文化產業發展中心 為四千多家文創企業搭建服務

展示創業【三個平臺】 

南京日報 2016/3/30 

熊曉鴿：文化產業不是風口 技術才是風口 投資界 2016/3/30 

「四個一批」人才凸顯管理精英 創新跨界引領文化產業升級 IT 經理人 2016/3/31 

2016-2020 年中國文化娛樂產業市場調研與投資前景預測報告 

博思數據研究中

心 
2016/3/31 

2016 中國文化娛樂產業投資峰會在京召開 介面 2016/3/31 

義烏文交會 「文化+」推動文化產業無限大 山西晚報 2016/3/31 

中青國融魯盛：文化產業投資需打造全產業鏈 財經網 2016/3/31 

文化產業成為經濟發展新高地 無錫日報 2016/3/31 

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已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藝恩網 2016/3/31 

四大文化產業盼升級 助推文化改革 東南早報 2016/3/31 

珠海文化創意產業最高補貼百萬 資金管理辦法 4.1 實施 珠海特區報 2016/3/31 

珠海文化創意產業新規明起實施 重點文化項目最高可獲百萬補貼 新華網 2016/3/31 

第四屆京交會中國文化演藝產業創新大會 5 月在京舉行 中國網 2016/3/31 

我市一批文化產業領軍人物和企業獲表彰 廈門日報 2016/4/1 

致力於做中國文化產業專業運營商 廈門日報 2016/4/1 

湖南巧用「文化+」 促文化產業逆勢上揚 中國新聞網 2016/4/1 

1400 億文化產業基金將流向何方? 搜狐網 2016/4/2 

http://www.hainan.gov.cn/hn/yw/zwdt/sx/201603/t20160325_1816577.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3/25/021081030.shtml
http://money.china.com/fin/lc/201603/25/1744555.html
http://wenzhou.house.sina.com.cn/news/2016-03-26/09326119304829434396650.shtml?wt_source=newshp_news_15
http://news.wzsee.com/2016/0327/252469.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3-27/doc-ifxqssxu8340812.shtml
http://henan.people.com.cn/n2/2016/0326/c351638-28019256.html
http://money.163.com/16/0328/13/BJ8H1IFF00253B0H.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3/29/021087162.shtml
http://zs.southcn.com/content/2016-03/29/content_144941709.htm
http://news.dahe.cn/2016/03-29/106647773.html
http://mt.sohu.com/20160329/n442732255.shtml
http://www.zsnews.cn/Backup/2016/03/29/2849477.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330/14296697_0.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3/30/t20160330_9961404.shtml
http://www.cnhubei.com/xwzt/2012/cfqy/tpqh/201603/t3582618.shtml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6/03/30/028227680.shtml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6/03/30/028227680.s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3,20160330609412240.html
http://tech.hexun.com/2016-03-31/183076667.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X51618ICQJ.html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593520.html
http://news.163.com/16/0331/23/BJH7E3AR00014AED.html
http://money.163.com/16/0331/10/BJFS36I200253B0H.html
http://edu.gmw.cn/newspaper/2016-03/31/content_111530426.htm
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2016/03/310920666055.shtml
http://szb.qzwb.com/dnzb/html/2016-03/31/content_219500.htm
http://zh.house.qq.com/a/20160331/009723.htm
http://www.youth.cn/preview/news.youth.cn/gn/201603/t20160331_7801121.htm
http://zgsc.china.com.cn/zixun/2016-03-31/482934.html
http://fujian.hexun.com/2016-04-01/183085962.html
http://fujian.hexun.com/2016-04-01/183085998.html
http://www.hn.chinanews.com/news/0401/jcxx/2016/262924.html
http://mt.sohu.com/20160402/n443183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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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產業研究會成立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6/4/2 

北京：第七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舉行新聞發佈會 

CCTV 文化中國

網視臺 
2016/4/2 

周功鑫作客揚州講壇：發揮揚州文化效應 用創意「點亮」文創產業 揚州晚報 2016/4/3 

中國文化旅遊產業 IP 時代已來 曲江文旅順勢而動迎接春天 西安晚報 2016/4/5 

文化，不是想有就能有的 中安在線 2016/4/5 

文化產業方興未艾 金融助力期待多元 金融時報 2016/4/5 

文化創意產業園如何突破發展瓶頸? 中國文化傳媒網 2016/4/5 

抓住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機遇 做大做強河北文化產業 人民政協報 2016/4/5 

重慶市渝北區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重慶市渝北區政

府 
2016/4/5 

30 億資金助力浙江文旅產業發展 中金公司與浙報集團、七彩小鎮

共同設立文旅產業基金 

浙江在線 2016/4/6 

大連市區兩級政協委員建言文化產業發展 人民政協報 2016/4/6 

京冀文化產業發展座談會召開 搭建政企溝通平臺 中國網 2016/4/6 

港城文化產業園如何插翼騰飛 連雲港日報 2016/4/6 

聚焦「文化」御風而行—四大維度透視大賀文化產業發展戰略 新浪網 2016/4/6 

「十三五」：各地文化產業如何佈局 光明日報 2016/4/7 

「十三五」：各地文化產業特點和趨勢 如何佈局？ 光明日報 2016/4/7 

文化產業「十三五」藍圖：厚積薄發正當時 光明日報 2016/4/7 

寧波文化產業蓬勃發展 成轉型升級主力軍 中國廣播網 2016/4/7 

張智全：探索「文化旅遊+」模式 加快產業深度融合發展 每日甘肅網 2016/4/7 

杭州傳統文化搭上新浪潮 文創產業直追「北上廣」 中國新聞網 2016/4/7 

淺論我國文化產業出口競爭力 錦程物流網 2016/4/7 

淺析地方誌文化的產業職能 黑龍江史志 2016/4/7 

中醫藥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之思考 中醫藥導報 2016/4/8 

文化產業 大有作為 新浪網 2016/4/8 

文化產業的「智造者」—張普然 新快報 2016/4/8 

文化創意產業進入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4/8 

葉棟：關注影視投資基金 分享產業紅利 中國財經網 2016/4/8 

保利文化：多元化文化產業稀缺標的，為市場復蘇做好準備 巨靈信息 2016/4/8 

做大動漫產業要儲備創意型人才 中國動漫產業網 2016/4/9 

2016 中國非遺廟會文化遺產論壇 6 月 24 日舉行 國家旅遊地理網 2016/4/10 

發揚地方戲曲文化 促進文化產業升級 山西新聞網 2016/4/10 

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首家 VR 孵化器正式啟動 中國網 2016/4/10 

河南文化藝術品產權交易中心成立 助推文化產業新發展 消費日報 2016/4/1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4/02/content_1666667.htm
http://www.zmgov.com/news/xz/huaibei/2016-04-02/190224.html
http://news.yznews.com.cn/2016-04/03/content_5711493.htm
http://news.163.com/16/0405/04/BJS4OH8800014AED.html
http://news.163.com/16/0405/09/BJSLAUT800014AED.html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w/jryw/201604/t20160405_95070.html
http://www.focus.cn/news/chanye-2016-04-05/6234475.html
http://www.focus.cn/news/chanye-2016-04-05/6234491.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2016/4/1/1426502.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4/06/021098918.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4/06/021098918.shtml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6-04/06/content_38184281.htm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6-04/06/content_38186427.htm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4/06/content_111595230.htm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xfzn/2016-04-06/detail-ifxqxcnr5396190.shtml
http://news.gmw.cn/2016-04/07/content_19599340.htm
http://ex.cssn.cn/zx/zx_gjzh/zhnew/201604/t20160407_2954876.shtml
http://www.cssn.cn/wh/wh_whsp/201604/t20160407_2955271.shtml
http://news.10jqka.com.cn/20160407/c589062478.shtml
http://gs.people.com.cn/n2/2016/0407/c366766-28098525.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4-07/7825939.shtml
http://info.jctrans.com/business/businessPaper/61204.html
http://www.cssn.cn/dfz/201604/t20160407_2955023.shtml
http://zy.china.com.cn/2016-04/08/content_38200622.htm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08/doc-ifxrcuyk2419253.shtml
http://ah.ifeng.com/a/20160408/4441248_0.shtml
http://ex.cssn.cn/sf/bwsf_lllwz/201604/t20160408_2957547.shtml
http://new.caijing.com.cn/finance/20160408/4102286.shtml
http://www.howbuy.com/news/2016-04-08/4268560.html
http://www.gmw.cn/cg/2016-04/09/content_19638001.htm
http://www.cntgol.com/huicui/2016/0410/55433.html
http://news.sxrb.com/sxxww/xwpd/sdgc/6042512.shtml
http://science.china.com.cn/2016-04/10/content_8693767.htm
http://www.xfrb.com.cn/area/zhongyuan/xiaofeiwenhua/2016-04-10/57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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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十三五」時期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思路建議 北京文化創意 2016/4/11 

中國文化產業：6 省份文化產業就業超百萬人 北京排第七 中國網 2016/4/11 

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文化走出去」要外宣創新內宣改革 中國網 2016/4/11 

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互聯網企業將主導中國電影市場 中國網 2016/4/11 

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文化產業終結「熱運行」 中國網 2016/4/11 

汪京京：電子音樂將為音樂產業發展注入不竭動力 中國音樂產業 2016/4/11 

單位版權涉及內容你知道多少 中國江蘇網 2016/4/11 

國家動漫園靠市場機制推進京津冀協同成效顯著 濱海高新網 2016/4/11 

首屆中國華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峰會落戶福建莆田 新華網 2016/4/11 

「中澳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在滬召開 新華網 2016/4/12 

2016《文化藍皮書》：我國文化產業正越來越融入實體經濟 中國經濟網 2016/4/12 

小童貓登陸央視少兒！開啟國產動漫產業新生態 中華網 2016/4/12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指出:新興文化消費三低特徵明顯 中國經濟網 2016/4/12 

今年安徽文化產業投資總額超 3500 億 江淮晨報 2016/4/12 

區域文化旅遊產業供應鏈機制構建—以貴州省安順為例 人民論壇 2016/4/12 

文化產業成轉型新增長極 經濟導報 2016/4/12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以河南省為例 人民論壇 2016/4/12 

以供給側改革促進鈞瓷文化創意產業轉型升級 人民論壇 2016/4/12 

北京懷柔旅遊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中華工商時報 2016/4/12 

臺州文化產業發展專案最高可獲補助 100 萬元 臺州商報 2016/4/12 

臺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開始申報 最高可補助百萬元 臺州晚報 2016/4/12 

寧縣：民俗文化產業讓農民搭上致富快車 甘肅經濟日報 2016/4/12 

寧波去年引進 33 個重大文化產業專案 現代金報 2016/4/12 

甘肅：精心打造文化眾創新業態 國際商報 2016/4/12 

電影頻道蘇州製作基地啟用 國際商報 2016/4/12 

華策泛娛樂泛生活轉型範式能否引領成就一個「影視文化小鎮」? 舜網 2016/4/12 

吉林大學生爭當「創客」 文創產業成熱土 中國新聞網 2016/4/12 

好萊塢劇組 10 月登陸青島靈山灣影視文化產業區 青島早報 2016/4/12 

易乾進軍好萊塢？產業佈局加速企業文化轉型！ 網易新聞 2016/4/12 

重慶多舉措推動文化金融加速融合 為產業發展加裝「新引擎」 

重慶市文化委員

會 
2016/4/12 

亳州打造曹操文化產業園 對其故居修復開發 安徽網 2016/4/12 

第七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將在臺舉行 人民網 2016/4/12 

維護文化安全應借鑒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經驗 紅旗文稿 2016/4/12 

廈門思明區成時尚人士「夢工廠」 文創產業換來「真金白銀」 廈門日報 2016/4/12 

http://info.audio.hc360.com/2016/04/111050488819.shtml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04/11/content_38218229.htm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04/11/content_38218215.htm
http://news.163.com/16/0411/13/BKCHCPRA00014JB6.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1/n443852273.shtml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6/04/11/028331757.shtml
http://news.022china.com/2016/04-11/169858_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11/c_1118585498.htm
http://www.zj.xinhuanet.com/kfkt/2016-04/12/c_1118591555.htm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4/12/t20160412_10382066.shtml
http://finance.caijing.com.cn/20160412/4103778.shtml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4/12/t20160412_10382116.shtml
http://ah.ifeng.com/a/20160412/4449022_0.shtml
http://www.rmlt.com.cn/2016/0412/423058.shtml
http://field.10jqka.com.cn/20160412/c589159571.shtml
http://www.rmlt.com.cn/2016/0412/423053.shtml
http://www.rmlt.com.cn/2016/0412/423050.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6-04-12/183257485.html
http://www.taizhou.com.cn/news/2016-04/12/content_2907548.htm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4/12/021107010.s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6/04/12/015997146.shtml
http://news.163.com/16/0412/01/BKDQONIT00014Q4P.html
http://news.hexun.com/2016-04-12/183282944.html
http://news.hexun.com/2016-04-12/183282998.html
http://money.e23.cn/content/2016-04-12/2016041200079.html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6-04/12/content_24482913.htm
http://news.qd.fang.com/2016-04-12/20592204.htm
http://help.3g.163.com/0405/16/0412/12/BKEUQF360405001V.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2/t20160412_10393111.shtml
http://www.ahwang.cn/anhui/20160412/1510790.shtml
http://tw.people.com.cn/n1/2016/0412/c14657-28269209.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2/c_128887376.htm
http://fj.people.com.cn/n2/2016/0412/c181466-28127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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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提高附加值 催生新業態「文化＋」助推我市文化產業轉型升級 寧波日報 2016/4/12 

溫縣：以「太極+」推動產業融合發展 動作電影《龍之誕生》 在

溫縣開機 

河南經濟報 2016/4/12 

4 月 12 日文化產業新聞：滴滴踏出國門、霍金開通微博 介面 2016/4/13 

文化產業高等教育未成體系 海歸或彌補「人才荒」 中國經濟網 2016/4/13 

著力提升文化「走出去」能力—「一帶一路」戰略下文化產業發展

戰略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4/13 

莞城發展文創產業漸成規模 南方日報 2016/4/13 

粵文化產業就業規模全國居首 南方日報 2016/4/13 

[報告精讀]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5~2016） 中國皮書網 2016/4/14 

4 月 13 日文化產業新聞：光芒背後的故事 介面 2016/4/14 

9000 萬文化產業資金啟動申報 新華日報 2016/4/14 

從「軟實力」邁向「硬產業」—我市文化產業發展紀實 遼源日報 2016/4/14 

文化產業撬動扶貧攻堅 人民日報 2016/4/14 

寧波：全力打造文化產業「升級版」 人民日報 2016/4/14 

我市形成完整的 影視文化產業集群 光明網 2016/4/14 

「文化+」助力企業轉型升級 寧波計畫 3 年投千億發展文化產業 杭州日報 2016/4/15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5-2016）》發佈 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6/4/15 

2015 年完成工業增加值 3461 億元 「+文化」，寧波製造新動能 浙江日報 2016/4/15 

我國文化產業創新的瓶頸分析 荊州創業學校 2016/4/15 

南陽玉文化產業發展狀況調查與思考 新浪網 2016/4/15 

鄭州的「靈魂」長啥樣？?文化產業工作會亮出答案 搜狐網 2016/4/15 

峰火文創論壇專家綜論文化產業創新之路 中華網 2016/4/15 

《政協定政廳》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東莞陽光網 2016/4/16 

2016 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古老與現代輝映 經濟日報 2016/4/16 

山東：「互聯網+」助力 打造文化產業發展新形態 新華網 2016/4/16 

文化產業藍皮書：互聯網企業將主導影市 

199IT 中文互聯

網數據資訊中心 
2016/4/16 

龍博：四大要素決定文化產業未來五年發展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陳少峰：文化產業發展與模式創新趨勢 新浪網 2016/4/16 

陳少峰:文化產業投資的特點是高風險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施俊玲：善用節假日經濟推動文化產業的排浪式消費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鐘文明:資本從三方面給文化產業帶來改變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徐仁豔：銀行與文化產業對接難度還比較大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龔曙光談當前文化產業投資四大領域和四大方向 中國經濟網 2016/4/16 

「梁祝」是有待開發的文化產業「富礦」 寧波日報 2016/4/17 

http://daily.cnnb.com.cn/nbrb/html/2016-04/12/content_950627.htm?div=-1
http://www.zyjjw.cn/news/henan/2016-04-12/324754.html
http://www.zyjjw.cn/news/henan/2016-04-12/324754.html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07685.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3/t20160413_10413048.shtml
http://www.cssn.cn/zhx/zx_zxrd/201604/t20160413_2964083.shtml
http://www.cssn.cn/zhx/zx_zxrd/201604/t20160413_2964083.shtml
http://dg.people.com.cn/BIG5/n1/2016/0413/c102744-28272802.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6-04-13/doc-ifxrcuyk2809577.shtml
http://www.cssn.cn/dybg/dyba_wh/201604/t20160414_2967065.shtml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09201.html
http://news.163.com/16/0414/07/BKJINO3300014AED.html
http://www.jl.xinhuanet.com/2014ly/2016-04/14/c_1118617978.htm
http://gz.people.com.cn/BIG5/n2/2016/0414/c194831-28143278.html
http://money.163.com/16/0414/02/BKJ3FFOO00253B0H.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4/n444164728.shtml
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6/04/15/021111145.shtml
http://www.cssn.cn/dybg/gqdy_gqcj/201604/t20160415_2969284.shtml
http://zj.people.com.cn/BIG5/n2/2016/0415/c186806-28150945.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5/n444307659.shtml
http://henan.sina.com.cn/city/csgz/2016-04-15/city-ifxriqqv5736929.s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5/n444397026.s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5/n444308336.shtml
http://news.sun0769.com/dg/video/201604/t20160416_6481400.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34353.shtml
http://sd.china.com/xinwen/zixun/11175571/20160416/22448848.html
http://field.10jqka.com.cn/20160416/c589278099.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41190.shtml
http://news.sina.com.cn/zhiku/zkcg/2016-04-18/doc-ifxriqri6574133.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40874.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39307.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41189.shtml
http://money.163.com/16/0416/17/BKPSGKD400253B0H.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6/t20160416_10540381.shtml
http://daily.cnnb.com.cn/nbrb/html/2016-04/17/content_95186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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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金融與文化產業「共舞」 寧波日報 2016/4/17 

樊德安：宣導行業自律 讓中國文化產業得到更多認可 新華網 2016/4/17 

「文化＋」為中國文化產業注入新動力 新華社 2016/4/18 

2016 中國(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開幕 鎮海新聞網 2016/4/18 

中國互聯網金融重新洗牌 文化金融將打開生存空間 星火傳播 2016/4/18 

中國煤礦文工團承德文化產業基地落戶雙灤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16/4/18 

從古都燈會看大同如何打造自己的文化產業品牌 山西新聞網 2016/4/18 

文化產業成為資產追逐的熱點 企業無形資產也能融資 中研網 2016/4/18 

文化產業的重點是 文化產品塑造 搜狐網 2016/4/18 

文化特色小鎮助力寧波文化產業升級 寧波日報 2016/4/18 

文化特色小鎮助力寧波市文化產業升級 寧波日報 2016/4/18 

世界手工藝博覽會暨非展新聞發佈會在滬舉行 本溪日報 2016/4/18 

寧波舉辦 2016 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6/4/18 

關於 2016 年度福建省文化產業十大重點專案（候選）的公示 東南網 2016/4/18 

西藏出版文化產業園開工建設 西藏日報 2016/4/18 

貴港市凝聚特色文化產業 塑造城市新形象 中國新聞網 2016/4/18 

重汽老廠房變濟版環球影城 進軍文化產業全球招商 濟南時報 2016/4/18 

閩派文化投資公司董事長江韜：自貿區給文化產業規範良性發展機

會 

人民網 2016/4/18 

「中國(貴州)彝族文化產業博覽會」今夏隆重開幕 梁山新聞網 2016/4/19 

「文化+金融」成文化產業發展新動力 臺州商報 2016/4/19 

《文化百腦匯》開播兩周年 長春日報 2016/4/19 

中國首家藝術平臺「特文茫」將亮相上交會 重構特色文化產業發展

新格局 

人民網 2016/4/19 

文投控股：華麗轉型影視遊戲行業 打造文化創意產業航母 證券市場紅週刊 2016/4/19 

東山谷客家文化產業基地嘉應歌劇院年底封頂 梅州日報 2016/4/19 

甘肅華源文化產業集團：做中華文化國際貿易的探路先鋒 中國文化報 2016/4/19 

農業銀行打造文化創意支行 創新驅動支持文化產業 中國經濟網 2016/4/19 

助力文化建設 深圳文交所首推「文化四板(教育專板)」 新華網 2016/4/19 

我國將發行樸海鎮系列郵票 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中國經濟網 2016/4/19 

國際大賽搭建起深圳舞蹈文化產業生態鏈 晶報 2016/4/19 

南通今年百億級資金投向文化產業重點專案 狼山藝術家創作基地

等即將開放 

江海明珠網 2016/4/19 

首屆中國寧波文化產業創業創意大賽 17 日啟動 寧波晚報 2016/4/19 

海濤就文化部嚴查採訪 行業內正能量發展 新浪網 2016/4/19 

攜手羅素兄弟 北京文化初現跨國文化產業帝國版圖  鳳凰娛樂 2016/4/19 

http://daily.cnnb.com.cn/nbrb/html/2016-04/17/content_951909.htm?div=-1
http://news.xinhuanet.com/talking/2016-04/17/c_12890324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6-04/18/c_128904549.htm
http://mt.sohu.com/20160418/n444743188.shtml
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6-04-18/0000579653s.shtml
http://www.hebei.gov.cn/hebei/11937442/10756595/10756617/13280564/index.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8/n444714983.s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8/n444723294.s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8/n444766226.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4/18/021114562.shtml
http://zj.people.com.cn/BIG5/n2/2016/0418/c186950-28164527.html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4/18/content_111748764.htm
http://www.cet.com.cn/dfpd/jzz/zj/zj/1752820.shtml
http://fjnews.fjsen.com/2016-04/18/content_17670500.htm
http://www.tibet.cn/culture/news/1460943230830.s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content-30-134506-1.html
http://www.focus.cn/news/chanye-2016-04-18/6234871.html
http://fj.people.com.cn/n2/2016/0418/c337006-28163836.html
http://fj.people.com.cn/n2/2016/0418/c337006-28163836.html
http://mt.sohu.com/20160419/n444938530.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4/19/021116613.shtml
http://ccrb.1news.cc/html/2016-04/19/content_470955.htm
http://news.tom.com/2016-04-19/OKV9/43811019.html
http://news.tom.com/2016-04-19/OKV9/43811019.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6-04-19/183408665.html
http://www.meizhou.cn/2016/0419/436309.shtml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9/t20160419_10608305.shtml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604/19/t20160419_10637818.shtml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society/20160419/u7ai5549978.html
http://ent.ce.cn/news/201604/19/t20160419_10608057.shtml
http://jb.sznews.com/html/2016-04/19/content_3506388.htm
http://www.ntjoy.com/news/vod/xwsph/nttv1/nttv/2016/04/2016-04-19480058.html
http://www.ntjoy.com/news/vod/xwsph/nttv1/nttv/2016/04/2016-04-19480058.html
http://difang.gmw.cn/newspaper/2016-04/19/content_111783766.htm
http://games.sina.com.cn/o/z/dota2/2016-04-19/fxriqqv6286457.shtml
http://ent.ifeng.com/a/20160419/4260812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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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三環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園開建 廣西日報 2016/4/20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向勇：花大力氣開發媽祖海洋文化

資源產品 

湄洲日報 2016/4/20 

創業者對話投資人，文化創意產業能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和訊網 2016/4/20 

延安打造「五大」特色文化旅遊板塊 陝西傳媒網 2016/4/20 

蘇州文化創意設計產業交易博覽會即將拉開帷幕 蘇州日報 2016/4/20 

蘇州巧用「四字訣」助文化產業騰飛 中國江蘇網 2016/4/20 

第七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臺北開幕 中國新聞網 2016/4/20 

第七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臺北聚焦「紙語境」  新華社 2016/4/20 

福州壽山石文交所：互聯網+文化是現貨市場新業態 中國新聞網 2016/4/20 

 

 

 

. 

四、英國 

近期英國籠罩在是否要離開歐盟”British Exit, Brexit”的難題之中，英國即將於

2016 年 6 月進行公民投票，這對於英國本土的創意產業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根據英

國文化媒體體育部於 2014 年調查報告顯示，英國創意產業佔約英國整體經濟的 5.2％，

價值約 841 億英鎊，且有 180 萬得創意產業就業人口，因此一旦英國離開歐盟可能會迫

使許多創意產業搬遷，或是至其他地方招募人員，仍待後續持續觀察。 

在產業政策方面，繼英國政府於 1965 年首次提出文化白皮書後，於 2016 年 3 月英

國政府再次提出文化白皮書，白皮書主要分為兩個重點領域，第一為增加英國國內文化

參與，特別是針對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族群；第二為協助文化相關機構由非公共基金著手

確保其資金來源的安全性，英國政府將與英國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及文化遺產彩券基金會合作推出一項新的試驗計畫，探索符合群眾募資的機會，期望建

立證據為基礎，藉以支持群募方法的發展可能性。根據白皮書指出，2015 年群募相較於

其他融資方法成長速度最快，約有 507%的逐年成長率(YOY)和 1,200 萬英鎊的資金流

動，因此期盼能夠藉由這個計畫振興刺激英國主要捐贈團體的興趣，以及提高文化產業

企業的參與。 

在次產業動態訊息方面，據英國音樂行業協會委託調查，分析英國西部城市約 30 萬

個現場音樂活動，該研究估計布里斯托的現場音樂行業一年中產生 1.23 億英鎊的產值，

以及提供超過 900 個全職工作。然而，儘管有如此龐大的經濟影響力，半數音樂表演場

館卻瀕臨倒閉的危機，截至 2014 年底，全英國一個星期就失去 31 間酒吧，而 2015 年

10 月，約有 40%在倫敦的音樂表演場所已經關閉，全國各地相關報告也都提出類似的統

計數據。此外，英國音樂產業還面臨英國政府放寬住房管制的問題，使得來自土地開發

商的壓力加劇，佔用許多酒吧空間和黃金地段場地等表演空間，壓縮整體音樂表演工作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60420/newgx5716e050-14763523.shtml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4/20/content_111863959.htm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4/20/content_111863959.htm
http://news.hexun.com/2016-04-20/183427535.html
http://www.sxdaily.com.cn/n/2016/0420/c1228-5865736.html
http://sz.xinhuanet.com/2016-04/20/c_1118677657.htm
http://js.xhby.net/system/2016/04/20/028426099.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20/doc-ifxrprek2726053.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6-04/20/c_1118687257.htm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4-20/78410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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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存空間，因此英國音樂產業界仍持續與英國政府溝通，期盼能改善城市空間規劃、

營業執照及稅收等相關政策。 

在國際交流方面，2016 年 3 月英國與韓國達成協議，積極強化兩國文化創意產業的

合作與交流，並承諾藉由經驗及資訊的交流，鼓勵扶持兩國文化內容相關企業的發展。

來自兩國的五個文化領域機構包括時尚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及廣播和藝術產業，

相互簽署了促進合作與交流之備忘錄，雙方還同意指定明年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3

月為相互交流年度，將互相合作推動更多元的合作計畫。另外，英國與印尼也於 2016

年 4 月簽訂了修訂備忘錄，此次合作內容牽涉到文化創意產業內 16 個領域的合作及知識

共享，包含藝術、時尚、電影、音樂、數位化發展、工藝、餐飲、建築、廣告、動畫和

影視、室內設計、文學、出版、攝影、視覺傳達設計、產品設計和廣播電視等。 

 

表 5-4 英國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Scottish studio 'will happen' says Creative Scotland director of film BBC NEWS 2016/2/21 

Fast-growing firms are helping Britain shine on the world stage The Telegraph 2016/2/22 

£500k boost for Birmingham's creative economy Birmingham Post 2016/2/25 

Brexit could bring an unhappy ending for UK’s Oscar nomination 

bonanza 
The Guardian 2016/2/26 

Green Party vow to fund the arts with a new tourist tax The National 2016/3/1 

Local music industry needs substantial investment to grow The New Times 2016/3/4 

Virtual reality isn't just for games; VR movies and TV shows are 

closer than you think 
CNET 2016/3/8 

S. Korea, Britain agre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in culture industry 
THE KOREA 

TIMES 
2016/3/8 

Music industry campaign prompts action from Government to help 

protect UK music venues 
UK MUSIC 2016/3/14 

Why Brexit would be apocalyptic for the games industry The Guardian 2016/3/16 

Is UK live music in decline? Report says 63 per cent of people 

haven't been to a gig in past year 
MIPRO 2016/3/16 

Tate director warns high cost of living is pushing artists out of 

London 

Ham&High 

Property 
2016/3/16 

Anti-EBacc campaigners lament ‘missed opportunity’ for arts 

education 
The Stage 2016/3/18 

UK digital economy now driving more growth than financial or 

retail sectors 
The Drum 2016/3/21 

Access and diversity under the spotlight in government’s Culture 

White Paper 
The Stage 2016/3/23 

Government white paper pledges 'culture for everyone' BBC NEWS 2016/3/23 

‘Ambitious’ arts white paper overlooks education, say critics The Stage 2016/3/24 

China's iQiyi,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trike Content Deal 
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16/3/24 

The Endangered British Music Venue CITYLAB 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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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Booksellers urged to support campaign against illegal downloading 
THE 

BOOKSELLER 
2016/3/29 

Culture is crucial  Travel GBI 2016/3/30 

Government to pilot crowdfunding scheme for cultural organisations UKFundraising 2016/4/4 

Music venues 'retune' development rules  24dash.com 2016/4/5 

Indonesia, UK to boost cooperation in creative economy The Jakarta Post 2016/4/13 

Indonesia's Partnerships with Denmark & the United Kingdom  
INDONESIA 

INVESTMENTS 
2016/4/14 

‘Brexit’ Could Have Huge Impact on U.K. Creative Sectors VARIETY 2016/4/20 

Brexit would be “harmful” for museums  
Museums 

Association 
2016/4/20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creative industries  CNBC 2016/4/22 

 

 

五、美國 

近期（02/21~04/20）美國新聞重點多圍繞於影視產業、流行音樂產業、視覺藝術

產業等，討論焦點包括版權爭議、性別與種族文化等議題，展覽空間轉型等現象，及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面對數位化的政策動態。 

首先針對版權議題，近期在流行音樂、電影、出版產業皆有相關新聞。其中尤以流

行音樂產業的爭論最多，如：ABS 娛樂公司控告 CBS 旗下電台侵權播放該公司 1972 年

以前的歌曲，CBS 則認為修復音樂仍有再詮釋意涵，足以受版權保護，雙方針對修復音

樂的版權歸屬及適用法律層級進行訴訟。數位音樂版權的爭議也一直未有定見，YouTube

推出新型音樂代工服務，以及網路科技轉戰流行音樂市場，則皆再次突顯串流媒體與流

行音樂產業之間的矛盾。音樂產業數百位音樂家、創作者及管理者聯署要求美國政府修

法，更嚴格規範「數位千禧年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

改善目前 DMCA 下架機制在數位平台的執行問題，期望建立更健康的產業生態。 

出版產業方面，美國出版協會(AAP)進行一項研究，檢討 DMCA 第 512 條規定及相

關責任歸屬，AAP 認為 DMCA 的通報與下架系統不能有效限制網路侵權行為，技術性

解決方案能更有效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在發行及版權法規上應有所調整，網路侵權活動

也應歸版權局管理。電影產業方面，美國電影協會(MPAA)與不同國家聯手，加強知識產

權(IP)的反盜版工作，並希望網路服務供應業者(ISPs)能停止侵權者的服務、阻擋侵權網

站，但 ISP 業者認為不應因此剝奪他人上網基本自由，應交由法院或版權局決定。 

針對性別與種族文化議題，美國南加州大學(USC)傳播與新聞學院的「媒體、多樣性

和社會變化倡議」研究指出，美國電影面臨包容性問題，整體而言，好萊塢電影仍是「異

性戀、白人、男性」的天下，女性、同性戀、雙性戀、少數族裔則為隱性，此情況在六

大好萊塢電影製作公司的作品中相當明顯。另外，紐伯格博物館(Neuberger Museum)、

博物館館長協會(The Museum Directors Association)和美國藝術聯合會(American 



 

 50 

訊息及趨勢分析  105 年第 2 期（4 月號） ╴╴╴╴╴╴╴╴╴╴╴╴╴╴╴╴╴╴╴╴╴╴╴╴╴╴╴╴ 

Federation of Arts，AFA)紛紛對密西西比反 LGBTQ(為 Lesbians、Gays、Bisexuals、

Transgender 的首字母縮寫)的歧視性法律提出抗議，認為藝術博物館應重視多樣性及與

社會的對話。另一方面，美國首個講述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的國家博物館將在 9 月於

華盛頓開幕，策展內容對美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針對各產業其他動態，從視覺藝術產業來看，美國的展覽空間除了博物館及藝廊增

加之外，當代藝術的展演空間規劃也強調複合及獨特性，更有走向戶外、走向群眾、形

成公共藝術的趨勢。從流行音樂產業來看，RIAA 公佈 2015 年的數據顯示，黑膠唱片一

反數位衝擊而有所復甦，擁有的市場雖小眾但不容忽視。 

影視產業面對數位化的產業衝擊，延續之前的動態，近月來亦有產業重整現象，如：

數位電影視覺投影技術龍頭 Christie 與全美娛樂公司(National Amusements)合作拓展

新媒體網路市場；美國西班牙語電視網 Univision 購入迪士尼公司在 Fusion 媒體公司的

股權，成為該公司最大股東，結束與 ABC 集團的合作。另一方面，FCC 日前正式通過解

放電視機上盒市場的提案，訂出新的規範，Google 等科技公司也能推出機上盒，將影響

電視產業結構及生態，除了產業既有業者的抗議，其他包括廣告觀看的問題、付費電視

市場拉大貧富差距的問題，以及歐巴馬總統主動支持是否影響 FCC 獨立性的問題等等，

皆引發產業熱議。 

 

表 5-5 美國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Hollywood still 'straight, white, boys’ club', finds major diversity survey The Guardian 2016/2/22 

創新 O2O－SXSW 音樂節 網路科技大廠新戰場 中時電子報 2016/2/23 

Arts tax proposal meets Dan Saltzman's timely skepticism: Editorial 

Agenda 2016 

The Oregonian 

(OregonLive) 
2016/2/26 

Christie Expands Experiential Media Network as Company Inks 

Exclusive Deal with National Amusements in U.S. 
PR Web 2016/3/3 

MPAA welcomes Honduras anti-piracy efforts 
Advanced 

Television 
2016/3/4 

Gagosian Gallery, John Berggruen Gallery to Open New Spaces Near 

SFMOMA 
ARTS News 2016/3/10 

Tom Rothman Appointed to National Council on the Arts NEA 2016/3/17 

RIAA 2015 Year-End Sales & Shipments Data Report RIAA News 2016/3/22 

Who Are Architects Marrying? Arch Daily 2016/3/23 

Vinyl (Still) Rocks RIAA News 2016/3/23 

FCC’s cable box rules won’t prohibit extra ads around TV channels Ars technica 2016/3/25 

How Do You Tell the Story of Black America in One Museum? 
The New York 

Times 
2016/3/26 

400 Artists, Songwriters, Managers, and Music Organizations Call For 

Reforms of Broken DMCA 
RIAA News 2016/3/31 

These Music Industry Leaders Want DMCA Laws to Get Even Stricter The Mary Sue 2016/4/1 

Mississippi’s Anti-LGBTQ Law Has New Opponents: The Neuberger ARTS News 2016/4/6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feb/22/major-study-hollywood-endemic-diversity-crisis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4000323-260207
http://www.oregonlive.com/opinion/index.ssf/2016/02/arts_tax_proposal_meets_dan_sa.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opinion/index.ssf/2016/02/arts_tax_proposal_meets_dan_sa.html
http://www.prweb.com/releases/2016/03/prweb13243270.htm
http://www.prweb.com/releases/2016/03/prweb13243270.htm
http://advanced-television.com/2016/03/04/mpaa-welcomes-honduras-anti-piracy-efforts/
http://www.artnews.com/2016/03/10/gagosian-gallery-john-berggruen-gallery-to-open-new-spaces-near-sfmoma/
http://www.artnews.com/2016/03/10/gagosian-gallery-john-berggruen-gallery-to-open-new-spaces-near-sfmoma/
https://www.arts.gov/news/2016/tom-rothman-appointed-national-council-arts
https://www.riaa.com/riaa-2015-year-end-sales-shipments-data-report/
http://www.archdaily.com/784168/who-are-architects-marrying
https://www.riaa.com/vinyl-still-rocks/
http://arstechnica.com/business/2016/03/fccs-cable-box-rules-wont-prohibit-extra-ads-around-tv-channels/
http://www.nytimes.com/2016/03/27/arts/design/how-do-you-tell-the-story-of-black-america-in-one-museum.html?rref=collection%2Fsectioncollection%2Fdesign
https://www.riaa.com/400-artists-songwriters-managers-and-music-organizations-call-for-reforms-of-broken-dmca/
https://www.riaa.com/400-artists-songwriters-managers-and-music-organizations-call-for-reforms-of-broken-dmca/
http://www.themarysue.com/make-dmca-takedowns-worse/
http://www.artnews.com/2016/04/06/mississippis-anti-lgbtq-law-has-new-opponents-the-neuberger-museum-the-museum-directors-association-and-the-american-federation-for-t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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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Museum, The Museum Directors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 

紐約最潮的美術館 MoMA PS1 自由時報 2016/4/7 

US galleries refuse naked Trump painting SBS 2016/4/10 

AAP Addresses Online Infringement in Filing to the Copyright Office AAP Newsroom 2016/4/11 

MPA: We’ve Reached A Turning Point on Piracy Torrent Freak 2016/4/11 

MPAA 2015 Annual Report: Teens Rule In Banner $11.1B Box Office 

Year 
DEADLINE 2016/4/12 

Jed Bernstein Steps Down as Lincoln Center President 
The New York 

Times 
2016/4/14 

Getting the Art Out on the Streets 
The New York 

Times 
2016/4/15 

Obama Presses for Open Market for Cable Set-Top Box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6/4/15 

MPAA Wants ISPs to Disconnect Persistent Pirates Torrent Freak 2016/4/15 

YouTube Launches 'Foundry' Initiative to Develop Music Talent billboard 2016/4/16 

NAB: Universal Becomes First Studio to Fully Commit to AMPAS' 

ACES Digital Standard 

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16/4/17 

CBS Argues Remastered Versions of Old Songs Original Enough to Be 

Copyrighted 

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16/4/20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Elects 213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rtists, Philanthropists, and Business Leaders 
PR Newswire 2016/4/20 

Univision Buys Out Disney’s Stake in Fusion 
The New York 

Times 
2016/4/20 

 

 

 

六、新加坡 

近兩個月(02/21~04/20)新加坡文化產業情勢動態，主要聚焦於藝文教育、藝文參

與、設計產業、表演藝術、文化資產。 

藝文教育部分，新加坡推出學前藝文教育計畫(Pre-School)，讓藝術家與教師成為

夥伴關係，共同開發與講授課程，使孩童學前教育環境能更全面地納入藝術活動。此外，

藉由讓兒童參與到不同的藝文活動，如欣賞舞蹈、音樂活動與參觀博物館、藝術家工作

室等藝文場館，藉以培養孩童的創造力與信心。因此為使更多的學齡前孩童能接觸到藝

術，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NAC)與幼兒培育署(ECDA)決定擴大藝文教育的規模，從

2015 年 19 間幼兒園今年將增至 55 間幼兒園，讓孩童能有更多機會接觸藝文活動。 

藝文參與部分，新加坡民眾自 2013 年起，進入所有公立博物館和藝文機構的常設

型展覽皆為免費，期間限定展覽部分只提供學生，年長者，全職公務人員和教師免費參

與。但對於殘障人士參與藝文活動上，所提供的優惠有限，因此自 2016 年 6 月起，提

供不論國籍的殘障人士及照顧者，將可免費進入新加坡國家文物局（NHB）轄下 8 個博

物館與藝文機構。 

http://www.artnews.com/2016/04/06/mississippis-anti-lgbtq-law-has-new-opponents-the-neuberger-museum-the-museum-directors-association-and-the-american-federation-for-the-arts/
http://www.artnews.com/2016/04/06/mississippis-anti-lgbtq-law-has-new-opponents-the-neuberger-museum-the-museum-directors-association-and-the-american-federation-for-the-arts/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56761
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2016/04/10/us-galleries-refuse-naked-trump-painting
http://newsroom.publishers.org/aap-addresses-online-infringement-in-filing-to-the-copyright-office/
https://torrentfreak.com/mpaa-eu-weve-reached-a-turning-point-on-piracy-160411/
http://deadline.com/2016/04/mpaa-2015-box-office-report-1201736096/
http://deadline.com/2016/04/mpaa-2015-box-office-report-1201736096/
http://www.nytimes.com/2016/04/15/arts/music/lincoln-center-president-is-stepping-down.html?rref=collection%2Fsectioncollection%2Fdesign
http://www.nytimes.com/2016/04/16/arts/international/getting-the-art-out-on-the-streets.html?rref=collection%2Fsectioncollection%2Fdesign
http://www.nytimes.com/2016/04/16/us/politics/obama-set-top-boxes.html?_r=0
https://torrentfreak.com/mpaa-wants-isps-to-disconnect-persistent-pirates-160415/
http://www.billboard.com/articles/news/7334088/youtube-foundry-initiative-develop-music-talent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behind-screen/nab-universal-becomes-first-studio-884613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behind-screen/nab-universal-becomes-first-studio-884613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thr-esq/cbs-argues-remastered-versions-old-886315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thr-esq/cbs-argues-remastered-versions-old-886315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elects-213-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cholars-artists-philanthropists-and-business-leaders-300252935.html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elects-213-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cholars-artists-philanthropists-and-business-leaders-300252935.html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disneys-abc-sells-fusion-stake-88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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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產業部分，新加坡於 2015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設

計創意之都」，全球僅 22 個城市獲得此殊榮。由於新加坡本身缺乏天然資源，因此自 2002

年起，即希望透過文化藝術、設計與媒體部門等三部分發展創意產業。透過設計藝術讓

城市更為新穎，藉此吸引觀光客。今年第三屆《新加坡設計週》，透過打造亞洲創意交流

平台與設計空間，吸引各國設計界的業者、學生參與，並能獲取亞太地區設計市場的第

一手資訊。此外，據新加坡設計協會（Design Singapore Council）主席 Jeffrey Ho 所

述，由於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成為匯集東西方設計產業想法的有利條件，對新加坡來

說，重要的是如何能將設計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新加坡政府推出「Design 

2025」計劃，以 10 年為一個周期，培養設計產業能更貼近社會民眾，創造更高的水準，

讓新加坡成為名符其實的「設計創意之都」。 

表演藝術部分，近期新加坡國際藝術節(SIFA 2016)正式公布今年演出節目內容，不

同於前兩年藝術節著重本地藝術家/團隊，今年藝術節將以國際藝術家為主，20 個節目

中新加坡藝術家將以各種形式參與其中 8 個節目。此外，也將首次推出華文介紹手冊，

藉此將藝術節活動推廣給華人族群。SIFA 2016 預計將於 8/11-9/17 舉行。 

文化資產部分，新加坡文化遺產節原定位是在推廣博物館活動，透過 13 年來持續性

的舉辦，規模越來越大，藉由辦理表演節目、工作坊、演講、導覽等活動，向當地民眾

與外國觀光客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傳統文化。 

 

表 5-6 新加坡文化產業情勢動態(02/21~04/20) 

標題 來源 日期 

Singapore's a Unesco Creative City of Design: What that means  The Nation 2016/2/21 

Creative connections The Straits Times 2016/2/22 

Here's a sneak peek at Singapore's iLight 2016 Eco-Business 2016/2/23 

Art and about: Public art in the city and beyond TODAYonline 2016/2/26 

Singapore Art Book Fair to Return in April JakartaGlobe 2016/2/29 

Fintech VC Life.SREDA launches co-working space in Singapore 
DEALSTREETA

SIA 
2016/3/1 

連續 12天「新加坡設計週」 被聯合國認定設計創意之都 ETtoday旅遊雲 2016/3/4 

Jeffrey Ho: Singapore Design Week 2016 Is The Largest Yet BlouinArtinfo 2016/3/6 

The 3rd Singapore Design Week brings design closer to the public and 

businesses 

Singapore The 

Straight Times 
2016/3/8 

新加坡國際藝術節 2016 聚集個體「潛力」展現未來 聯合早報網 2016/3/17 

麥德林贏得了李光耀世界城市獎 Eco-Business 2016/3/18 

Designed in Singapore labels take off The Straits Times 2016/3/19 

2016新加坡設計週（2）-50 年孕育而成的設計創意之都 XinMedia.com 2016/3/21 

The Art of Forgetting – a review of Manifesto 

The Online 

Citizen 
2016/3/24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推出「重構現代主義」聯展 新華網 2016/3/30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aec/Singapores-a-Unesco-Creative-City-of-Design-What-t-30279799.html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reative-connections
http://www.eco-business.com/news/heres-a-sneak-peek-at-singapores-ilight-2016/
http://www.todayonline.com/entertainment/arts/art-and-about-public-art-city-and-beyond
http://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features/singapore-art-book-fair-return-april/
http://www.dealstreetasia.com/stories/32623-fintech-32623/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657449.htm
http://uk.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1346000/jeffrey-ho-singapore-design-week-2016-is-the-largest-yet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getting-hands-on-with-design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getting-hands-on-with-design
http://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317-593641
http://www.eco-business.com/videos/medellin-wins-the-lee-kuan-yew-world-city-prize/
http://www.straitstimes.com/lifestyle/home-design/designed-in-singapore-labels-take-off
http://solomo.xinmedia.com/archi/67537-SingaporDesignWeek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3/art-forgetting-review-manifesto/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30/c_11184928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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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來源 日期 

Asian decor products shine in creative design exhibition  star 2.com 2016/3/30 

延伸博物館體驗 新派紀念品述說新加坡故事 聯合早報網 2016/3/31 

Singapore Dance Theatre presents third instalment of children ballet: 

Peter & Blue go around the World 

The Online 

Citizen 
2016/3/31 

Cultural Diplomacy: Searching For Asean Common Values bernama.com 2015/4/5 

Singapore's value lies in its 'unique culture'  The Straits Times 2016/4/8 

What's next for arts, sports and community-building? - See more at: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whats-next-arts-sports-and-co

mmunity-building#sthash.0X47dbx7.dpuf 

asiaone 2016/4/14 

Highlights: Committee of Supply debate, Day 7 
A Channel 

NewsAsia 
2016/4/14 

Bringing arts and culture to more pre-schoolers SINGAPORE 2016/4/15 

第 13屆新加坡文化遺產節 聯合早報網 2016/4/20 

 

http://www.star2.com/culture/design/2016/03/30/maisonobjet-asia-2016-the-far-east-shines/
http://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331-599219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3/singapore-dance-theatre-presents-third-instalment-of-children-ballet-peter-blue-go-around-the-world/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3/singapore-dance-theatre-presents-third-instalment-of-children-ballet-peter-blue-go-around-the-world/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8/ge/newsgeneral.php?id=1232327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s-value-lies-in-its-unique-culture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whats-next-arts-sports-and-community-building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whats-next-arts-sports-and-community-building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whats-next-arts-sports-and-community-building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highlights-committee-of/2694840.html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bringing-arts-and-culture-to-more-pre-schoolers
http://www.zaobao.com.sg/media/video/singapore/zbkeywords/story20160420-607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