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概述 

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發展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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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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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創新 

• 何謂創意？ 
– 創立一個新主義 
– 屬性 

• 新穎性 
• 原創性 

– 凡是創立的東西都是新穎的，都是突破前人的 
– 創意創立的不是一個新行動，更不是一個新結果，
而只是一個新主意 

– 這個新主意帶有明顯的原創性，有了它才有後來的
新行動和新結果 

– 創意是一種特殊思維活動，特殊就特殊在具有新穎
性與原創性這兩種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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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創新？ 

–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資源創造新東西的一種手段 

–創新的概念起源於1912年美國經濟學者熊彼得 

• 創新是指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
引入生產體系 

• 包括四種情況 
– 引入一種新產品 

– 引入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 開闢一個新的市場 

– 獲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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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強調的是一種思維、想法，而不是行動和結果；創新則是
實實在在的實踐活動 

• 創意是創新的開始，創新始於創意 
• 工具、機器、產品、作品、體制、機制等一切創新都始於創意，
有了創意才有以後的行動 

• 創新 ＝ 創意 ＋ 行動 
• 富有創意就富有創新，缺乏創意就缺乏創新 
• 創意是價值的源泉 
• 勞動 

– 創造性勞動 
– 實施性勞動 
– 重複性勞動 

• 創意是創造性勞動，創新是創造性勞動與實施性勞動之和，模
仿是重複性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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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 

• 1998年”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 
– 那些從眾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份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
那些通過智識產權的開發，可以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 

– 起源於個體創意、技巧及才能的產業，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
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 

• 臺灣的定義 
– 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
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 

• 北京的定義 
– 創意產業又叫創造性產業、創意經濟，是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
才華，通過運用知識產權，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 

• 上海的定義 
– 以創新思想、技巧和先進技術等知識智力密集型要素為核心，通
過一系列創造活動，引起生產和消費環節的價值增值，為社會創
造財富和提供廣泛就業機會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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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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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本質是為消費者提供
差異化的體驗 

• 創意產業的本質特徵就是為消費者提供差異化體驗，此
種體驗包括 
– 物質體驗 

• 關注一件產品的使用價值 
– 一臺電視機的清晰度、耐用度、節電性能、安全性能 
– 一道菜餚的色、香、味、營養等 

– 精神體驗 
• 關注一件產品蘊藏的文化價值，以及給人帶來的無形的精神感受 

– 身分、地位、品味、成功、優越感、引領潮流等 

• 差異化的體驗能夠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提高產品的競
爭力，開拓出新的市場空間 

• 創意產業不是以產業型態為判斷依據，不能以動漫、網
路、電影就是創意產業；農業、製造業、餐飲業就不是
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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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是創造更高層
次的、差異化的精神體驗 

• 文化創意產業以創意為核心，向大眾提供文化、藝術、
精神、心理、娛樂感受，賦予一般產品以差異化的精神
體驗，從而獲得超出物質型態的體驗、審美、知識等文
化附加價值 

• 當前消費形式的變化 
– 有形消費轉變到無形消費 
– 更加關注物質產品中的非物質因素 

• 品牌、形象、設計、包裝等 

– 從實實在在的生理滿足到幸福感、自信心、優越感、力量和
勇氣等精神滿足 

• 一般的科技創意類產品只能是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生理
需求為目標，以差異化的精神體驗為本質特徵的文化創
意產業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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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體驗產業、創意產業和
文化創意產業之比較 

名稱 本質特徵 

文化產業 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規模化複製或生產 

體驗產業 關注消費者的體驗需求，根據消費者需求提供產品，產品
未必就是差異化的，可能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 

創意產業 挖掘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創造差異化的新體驗，包括物質
體驗和精神體驗，通過差異化儘量避免市場競爭 

文化創意產
業 

與創意產業不同之處在於其非物質性，通過挖掘用戶潛在
需求，創造具有高附加價值的”差異化的精神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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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也是生產力 

• 經濟大蕭條、金融海嘯 

• 工業革命、資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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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兩種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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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創意化：創意產業的截層理
論 

• 創意產業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產業的創意化”，即在
傳統產業內融入創意元素，並提高創意在傳統產業
中的貢獻率，把傳統產業升級為創意產業 

•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歸為創意產業的主體類別廣告、
出版、展演、廣電、設計、音樂、電影等在消費社
會和知識經濟形成風氣之前就已成形，只是以前缺
乏顯現其創意共性的條件，它們只能分布於各個傳
統產業內，無法顯露聯繫 
– 消費社會和知識經濟的歷史背景下，這些產業所共同
擁有的創意特性得到了凸顯，創意產業成為經濟發展
的重要資源，迎合了面臨經濟轉型與重組的國家和地
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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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各傳統產業一直在縱向產生和發展的話，創意產業則是
一個橫向產生和發展的產業 

– 藉由自身強大的滲透性，打破了傳統產業格局，在傳統產業中通
過越界重組，促成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合作，對原本縱向發展的
各個傳統產業做出一個橫向的切面界定，形成一個獨立截層 

– 該截層由各傳統產業的創意因素組成，並仍鑲嵌在各個傳統產業
中 

– 雖然目前的整個社會分工程度還沒有使得創意產業這個截層獨立
出來，並與其他產業在統計意義上完分離，但創意產業的構件確
實已經客觀地存在於其他產業領域內，升級改良著傳統產業 
• 類比電視到數位電視、膠片電影到數位電影、紙質出版到數位出版 

– 文化產業只是創意產業來源的途徑之一，工業、農業及第三產業
都可能成為創意產業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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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產業化 

• 創意產業的引信理論 

–由創意衍生為產業後，釋放出大量的能量（創
意引爆產業），最初的創意猶如零星閃耀的火
花（資本、科技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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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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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作為產業的合理性 

• 創意產業俱備生產性 
–人類社會進入後工業化知識經濟時代，創意產
業方興未艾，透過知識產權的運用，將知識轉
變成財富 

–創意經濟的產值與比重逐年提升 

• 創意產業俱備商品性 
–創意成為生產要素之一 

• 創意產業俱備求利性 

• 創意產業俱備組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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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是產業升級的方向 

• 三大產業之間的產業升級 

• 農業內部各產業的結構變化趨勢 

• 工業內部各產業的結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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