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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柏賢整理】文創產業所呈現的軟實力在全球發燒！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資傳

系和大傳系於22、23日舉辦「2012文化創意產業國際論壇」邀請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所成立的創意產業學院來分享文創經驗，究竟要如何定位碩士學位課程規劃？課堂上

如何協助學生培養技能？要如何融入創業家精神？要如何讓文創產業更發揚光大？透

過Dr. Ruth Bridgstock的實務分享，帶入澳洲的文創意象。

 

究竟什麼是創意產業？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將創意產業課程劃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探討創意產業的概念

如何發展與其重要性；第二部份，創意產業與創新之間的連結過程，鼓勵學生廣結人

脈，接觸不同領域的人事物；第三部份是成為創意人士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在未

來進入職場時能經得起業界考驗。創意產業源自創新技術及人才的結合，運用智慧財

產帶來就業及財富。但創意產業究竟是什麼？軟體產業是否應納入創意產業？古蹟遺

址、手工藝品，以及遊戲設計等，也能被視為創意產業嗎？其實我們所說的創意產業

，最重要的是「人」，創意藝術是展現個人才氣的舞台，目的是將創意與產業結合

，在新的知識經濟與新媒體的脈絡下，將文創推廣給大眾。

 

現今的創意產業不只侷限在固定產業裡，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更漸漸影響其他經濟體

系。套用宏碁創辦人施振榮的微笑曲線，我們發現在生產鏈中，較為頂端的部分都是

創意的關鍵點，讓我們從中了解到創意產業是如何透過設計、經銷、與產業結合來增

加其附加價值。但這樣的結合需要透過多次創意專案來累積經驗，因著每次專案的構

成，無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脈，換句話說，每次的專案不僅是人脈的培養，也是下

一個創意的發想。

 



新型態的創意產業逐漸影響經濟體系

 

有趣的是，依據統計，有50%的創意人士，其實並非專精於創意工作，他們可能來自

各行各業的菁英。我們也發現，這些非隸屬於創意產業部門的人士，卻也能在創意產

業中發光發熱。據近年來澳洲就業指數顯示，服務業、廣告行銷、數位成長因文化創

意的加持，經濟成長有大幅度的躍進。在其他產業工作比在創意產業工作的人多，這

現象在澳洲非常明顯，且不管何種領域，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重，此種類型的人我稱之

為「切入式人員」。而隨著時代的改變，美學主義的滋長也改變現在人的消費習慣

，人們在消費的過程中開始追尋背後的文化與藝術層面的意義，這也就是文創產業與

經濟體制的關聯與影響。

 

創意產業的七大特色

 

創意產業的特色乃是其不確定性，而這也符合了經濟體系的創新原則，創意是由不同

的元素，透過不斷結合激盪出的產物。而創意人士所具備的正是將其產業加以分析、

結合、保留、再造新的附加價值，對經濟體系有顯著的貢獻。另外我們進一步講到創

意產業的七大特色：一、創新是一種持續性、破壞性、毀滅性的現象。以智慧型手機

為例，是一種毀滅性的破壞而改變了整體手機產業的原貌，同時，持續性的改變也創

造出更新一代的數位科技型態，這正是創意產業的特色。二、創新不是全新的東西

，而是將原有的東西結合、綜合，激發令人興奮的結果。三、創意產業風險非常高

，成為風險管理者很重要。在產品尚未發表前就應察覺市場動向與美感流行趨勢，才

能降低失敗。四、創意具有適應性實驗，往往是需要立即性的修改，例如因應市場需

求與美學潮流，不斷再做調整。五、創新的思維具有隱藏性。因其往往是顛覆傳統的

構想，通常你不會意識到它正在發生，所以需要從多方面思考而非獨立性的思考創作

，才發展出文創產業的多元性。六、創意產業是共同創造，非完全朝向創作者的單一

面向，這其中也參雜了消費者的意見，顯示出創意產業的多樣化。七、創意不是個人

，是有人脈的多重個人。

 

19位創意人士　剖析文創特質

 

關於創意人士所應具備的特質，依據我們對於19位創意人士的發展來做分析，包含在

工作上、人際上、創意發想上，以及原創事業的建立，且綜合後發現，創意人士擁有

跨領域、建立人脈、創業精神、企業經營四項專業能力。然而這19位雖然生於不同背

景，專精於不同領域，但也因為這樣，反而讓不和諧的聲音，透過摩擦結合成新的東

西，也印證了我們一開始所說的創新特色。然而在結合的過程中，為能接納多元聲音

，需具備良善的「溝通能力」，且能助於建立人脈。我們將它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



人脈具強烈連結性，第二層是潛在的人脈，這將會對事業有幫助，第三層是跨領域的

人脈，需積極維持和尋找跨領域橋樑建立合作關係。另外，根據統計資料呈現，成功

的創意產業人自我生涯管理能力非常強，它是比專業、技術更重要的指標。

 

創新關鍵：大膽 不怕失敗 付諸行動

 

最佳的創意產業人才並非從學科能力出發，而是從本身自我管理與實務應用的能力

，唯有先對自我有足夠的了解與認識並激發自己對於事物的熱情，才能真正結合人脈

去發展創新的理念，所以自我管理的技巧，比專業能力與技術能力更為重要。再者

，成功的創業人士不僅僅要創造自我品牌價值，學習企業化的管理和調理的經營模式

也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們歸納出五項成為成功的創意產業人士應具備的特質和技能，需要有辨認機會

的能力；要了解產業模式和動向；以風險管理的謹慎態度大膽創新設計；保有堅強的

韌性與不怕失敗的精神。而這一切當然不可缺少實現能力，有了創新的思維，要將想

法付諸行動才能真正成功。

2012/11/26
 

 

 

Dr. Ruth Bridgstock與淡江分享澳洲經驗。（攝影／羅廣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