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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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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目標任務與執行進程

貳、計畫成果-計畫調研與策略規劃產出

叁、108年度規劃



壹、計畫背景與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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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創產業共創優勢資源盤點

在地文創產業共創需求缺口盤點

文創科輔導業務成效盤點

在地文創生態共創定義與價值願景勾勒

共創培力經濟模式實驗開發

共創模式與擴散路徑設計

文創科公私部門社區夥伴資源分析

中央與市府文創政策資源盤點

在地文創原創智財開發路徑

多元跨業新創生態圈勾勒

產業動態資料平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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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臺南市文創產業政策與階段性進展邁向2024建城四百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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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成果-

產業調研與策略規劃四大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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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研輯錄議題分析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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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在地文創新創共創生態模式路徑建構

三、臺南市文創產業發展動態內容資料庫 四、臺南文創產生態永續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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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四百文化首善之都生活願景360 >〫 行動方案



前言 / 願景趨動～

<臺南四百文化首善之都生活願景360 >〫

文化首善之都文化治理轉型六面向

在地-國際自信-認同核心-邊陲計畫-制度規模-範疇語彙-思維

9

願景宣言：

以產官學研民多元共創資源，健全在地文化生活圈的風格特色化、產業國際化的創意生態，
厚植文化首都常民美學，樹立生活風格的城市治理典範。 ~(計畫跨域滾動共創願景)

六年策略行動方案 201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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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區

生活圈

行政區

街區

社

區

<臺南四百文化首善之都生活願景360 >〫

• 360 呼〫應本計劃之六Ｘ六＝三十六個創意生態要件，亦象徵全方位轉型升級之意。

• 360亦象徵臺南邁向400週年的最後一哩路，仍需要市府各局與各界齊力參與，圓滿400年城市生活願景。

六年

六層

六項六局

六級

六面

2019-2024 六年行動方案

食衣住行育樂生活美感產業六大面向
文化/觀旅/經發/農業/都發/教育

市府六局共創中程施政計劃

一x 二x 三=六級產業化

文化治理轉型六面向

文化創生六層城市治理
經營在地文化生活圈



臺南四百 文化首善之都生活願景360〫 真-短期(2019-2020): 平台串聯 在地國際內外盤整
善-中期(2021-2022): 跨業創生 創益加值循環回饋
美-長期(2023-2024): 學習永續 城市美感生活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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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2019-2020)
真 / 平台串聯在地國際內外盤整

盤整文創產業平台-網絡等創意生態發展多
元化條件，建立專業分工合作機制，媒合
導入在地社區與產業資源，啟動國際文創
增能夥伴關係

中期 (2021-2022)    
善/  跨業創生 創益加值循環回饋

擴大共創效應，建構創意學習與參與環境，
促成在地文創六級產業共創和諧之地方創
生生態圈，創造模式擴散及價值回饋機制

長期(2023-2024)    
美/ 學習永續城市美感生活再現

健全創意生態永續韌性條件: 以願景趨動，
建全產官學研民多元自主共創能耐，體現
多元文化認同與多元族群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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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創六級創生-生活圈生態示意圖



城市品牌重塑
文化首都風格典範
在地產銷國際品牌

市民認同凝聚

城市願景市民認同
品牌區隔六都指標

產業效益提升
企業文化公民共創

跨界共創國際推廣

美感風格增能

跨代市民美感風格
產業美感跨域創新

城鄉資源活化
點線面圈六級串聯

城區在地模式再造

行動方案預期成果: 創意-公益-效益

人才培力提升
人力共創流動

人才發展留駐

2019-2020
文創社群凝聚力/市民願景認同度

2021-2022
產業投入共創力/跨業參與認同度

2023-2024
臺南文創生活品牌力/臺灣文化首都國際知名度

六年行動方案累進檢核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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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8年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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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關鍵產業聚焦出發，加值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風格重塑。

• 減: 業務簡化聚焦，推動產官學研民跨界共創、跨局處整合實驗。

• 乘: 結合六級產業(1X2X3)，營造文創創生生活圈。

• 除: 整合對齊文化局/市府內部政策資源，推動協力市府合作分工。

深度:

• 創意開發-創意內化: 創意導入市府組織，驅動市府跨

局處創意教育訓練交流。

• 產出型-投入型：由重視文創商品產出產值，如何階段

性透過制度與準則形成建立，協助推動產業文化化與城鄉

品牌國際化之角色。

• 創業團隊組成媒合-創生團隊組織運營：從輔導新

創團隊商品開發，轉為重視團隊運營管理，以培養文創業

者與其它產業合作對話能耐。

• 文創傳教士-美感增能士: 從推廣文創設計知能，強化

美感體驗增能開發。

文創PLUS 2.0轉型方向:強化深度，被動受理申請→主動對接產業

高度:

• 業務單位-幕僚單位: 由業務單位轉化為幕僚單

位角色，協助整合創意策略計畫發展。

• 計畫型-制度型：聚焦現行輔導/競賽型計畫，

引導共創制度/認證/準則建立，培養產業文創化與

城鄉品牌國際化之經營體質。

• 商品開發-品牌建立: 文創商品開發行銷-生活風

格型塑與品牌建立。

• 在地化-國際化: 透過在地與城市友好關係，輔

導在地品牌國際市場人才與通路媒合。

廣度:

• 關鍵物種延展: 聚焦創意生態關鍵物種(影食

蘭紡)產業化、國際化串聯，輔導帶動在地文

創六級創生生活圈形成。

• 文創新創-文創創生創新: 強化輔導文創團

隊與在地傳承型事業共創創新。

2.0

✓活絡文創產業資料庫
✓深化創益地圖學堂深化
✓打造臺南文創產業策略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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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次性交流：建立有效度之分類

盤點文創plus產業資料庫，進行創業/商品生命

週期/顧客族群市場區隔分類，由商品導向轉為

顧客市場導向，結合關鍵產業發展食衣住行育樂

特色商品組合，建立臺南文創商品會員終身價值

行銷資料庫，開發線上線下發展體驗服務。

產出：共創合作機制

增加跨局處聯結：擴增與串聯

盤點文資/經發/農業/觀旅/都發/教育局資料

庫，整合地方傳產製造產業轉型需求與地方

沒落產業脈絡，掌握與文創設計及關鍵產業

整合活化發展潛力。

產出：文創產業平台共創資源等創意生態發

展基礎條件

活絡產業資料庫

建立跨業交流共同語彙：有發展性之合作機制

盤點在地文創平台服務類型與人才庫，建置產業共創層級

角色關係，結合關鍵產業與大型活動，進行跨業串聯實驗

產出：強化文創資源開發在地社區與產業社群自主媒合能

耐

改善目前缺口：國際化與多元夥伴關係

以臺南建城四百文史特色資源與論述為基礎，協助市

府大型文化活動整合平台升級(跨業-跨區-國內-洲際-

國際)，對接社區街區至城區都會之在地-國際特色城

市合作交流關係。

產出：啟動國際化文創增能夥伴關係



創益地圖學堂

層
次

學堂(學生種子)/

工作坊(青年種子)/

大師講座(大眾)

策
略

方
法

⚫業者實際需求為操作目標

⚫以既有競賽型補助計畫為基礎，引導文創業者跨業跨區合作，

交叉實驗城區文創再生/城鄉在地原創模式

⚫針對前階段媒合共創業者，結合在地大專文創設計科系/國際生

社團/社區，舉辦產品/服務設計工作坊/主題課程，導入在地與

國際市場需求差異測試機制與商模開發資源

⚫街區特色與在地認同的產出與生態系（可落實於常民生活）

連結教育單位/在地文史/鄰里社區/街區委

員會，盤點在地美感元素，結合跨區生活

風格創新創業模式，實驗場域體驗型產業

主軸, 媒合運營團隊培養在地青年設計力與

社群力

•新創種子－「創意新人獎」
•工作坊－考工記、十大創意獲獎者
•大眾－美感體驗開發(配合業務活動)
•關鍵產業：影食蘭紡

PLUS以街區/主題
設定拜訪目標
／每月10家

活用大臺南既有文創空間/藝文風
貌園區，中介為文創業者與大型
企業共創實驗空間，促進異業創
意交流聯誼，帶動在地文化體驗
與地方創生小聯盟
（在地企業認同與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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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創發展策略
地圖

⚫靜態定錨：文化園區／街區聚落。
⚫動態發展：智慧化展現在地青年人才團隊據點之點線面時/
空發展關係圖，與在地生活產業結合脈絡，展示青年在地移
動力與創造力。

⚫亮點展現：利用街區街屋型多元特色場域，展現關鍵產業與
文創六級創生生態共創產業化成果，形塑文化首善之都融合。

⚫動員在地創意生態圈，共同展現臺南文創發展策略地圖，吸
引外部合作機會、建構內部融合互動穩定發展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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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 臺南十大創意商品徵選

⚫ 創意考工記

⚫ 城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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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盤點在地文創平台服務類型與人才庫，建置產業共創層級角色關係，結合關鍵產業與
大型活動，進行跨業串聯實驗

• 利用文創plus平台，發展跨業跨區共創創意提案專區，媒合市府跨科團隊與企業共同
認養

•鼓勵企業品牌設計轉型與在地品牌研發團隊建立，媒合文創微型與大型企業，認證文
化首都企業文化責任公民，獎勵參與企業

中

•協力市府各局國際參展之產業與區域通路能量，進行國際市場經紀擴散，建立實體共
創聯盟協會組織，推動臺南文創生活共創品牌

•媒合導入企業及法人研發輔導資源，檢視上述共創組合價值鏈與升級路徑，發展區塊
鏈產銷加值體系

•結合在地地產人資源，鼓勵社區街區園區型青年文創生活風潮，帶動虛擬交流交易平
台及實體創意開發與文化消費

長

•媒合在地文創六級創生人才與國際文創設計業者，協力參與臺南四百願景商品服
務策展開發，展現族群多元融合共榮意義

•盤整在地文創六級創生成果，發展在地生活美學特色品牌，鼓勵企業與家族認購
認養

臺南十
大創意
商品徵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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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 盤點在地文創平台服務類型與人才庫，建置產業共創層級角色關係，結
合關鍵產業與大型活動，進行跨業串聯實驗

• 以既有競賽型補助計畫為基礎，引導文創業者跨業跨區合作，交叉實驗
城區文創再生/城鄉在地原創模式，建立企業與市民共創評鑑機制

中

•運用地方家族世代誌，連結地方產業史論述，結合關鍵產業，再現建城四百年城市品
牌人物生活樣貌

•媒合導入企業及法人研發輔導資源，檢視共創組合價值鏈與升級路徑，發展區塊鏈產
銷加值體系

•結合在地多元新移民，推動新興南亞國家工農藝職人交流與在地美感元素媒合開發，
培育新移民文化共創人力人才，提升人民在地文化認同與素養

長

•建立在地美感生活圈與消費獎勵回饋機制，結合教育局中小學課程發展在地
與跨區戶外美學體驗型活動

•利用街區街屋型多元特色場域，展現關鍵產業與文創六級創生生態共創產業
化成果，形塑文化首善之都融合形象

創意考
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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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 培訓公務與青銀導覽職能，串聯聚焦年度活動，以活動創造市府文化與
城市改造運動，涵養國際交流與在地生活美感DNA 

中

•輔導前階段媒合業者，擴大產業聯盟夥伴，發展聯合品牌故事行銷

•結合在地空間與文創類園區，發展前店後廠或前廠後店之城市行銷文旅觀光模式，串
連城市消費群，減壓擴散單區型大型會展活動，串連發展城市展場體驗觀光

•城鄉城區鄰里互助協力執行架構與市府專責委員機制平行，確定大型文化節慶聚焦轉
型途徑，擴大文創業者/企業/市民設計提案參、認養投資與回饋地方機制

長

•舉辦系列在地與國際論壇，邀請國際文化首都對話城市文創產業共生永續發
展議題

•逐步連結同性質風格之國際文化城市(文學/文教/老巷弄/舒活)，推動城市論壇
與互訪共創機制，建立常態性國參展參訪交流機制

蘭展
七夕
文博
設計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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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2018「臺南市文創產業生態升級計劃－產業調研與策略規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