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為文化服務，文化為經濟加值」1

的意義在於：文化絕對不是政治妝點，反過

來政治為文化提供最大的發展空間。文化與

經濟發展不但不相違背，文化產業與其他產

業的融合，更可以為台灣經濟昇級提供機

會。

台灣近年來經濟成長迅速，產品行銷全

球，過度偏重經濟相對的也導致環境品質低

落、精神層面、文化匱乏的現象，在這波全

球化浪潮衝擊之下，地方特色逐漸模糊，缺

乏應有的文化特色，傳統工藝漸趨沒落，可

謂當前社會之隱憂。因本土屬於海島型經

濟，經濟的發展有賴企業規模的擴大與國際

貿易的擴張，然而，由於我國的資源有限，

人力是主要的生產因素，因此，必須善用充

沛的人力與發掘地方特色資源，才能帶動國

內的經濟成長，而行銷工作的良窳是影響國

內地方工藝產業發展能否能順利達成的重要

關鍵，因此，本研討會的召開，深具意義。

「2002地方工藝產業營運行銷國際研討

會」於91年8月3∼4日（星期六、日）在本所

新建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次研討會以目

前工藝產業業者亟待突破的“ 設計˙營運

˙行銷 ”為主題進行研討，這正是從業

界、政府及消費大眾等不同的角度，來觀察

地方工藝產業的現況與未來，營造多元觀點

的思考、交流與激盪，讓各階層從事地方工

藝產業的團體或個人，作為往後地方工藝產

業營運和長遠運作之參考。

參加兩天研討會的人員，涵蓋了地方工

藝產業製造業者、廠商、重建區文史工作

者、地方各類工藝產業從業人員、產品設計

師、營運行銷專家學者、以及公部門文化產

業的相關主管等與會；此外，專研地域振興

的日本學者宮崎清教授、對地方產業非常熟

稔的日本專家町田俊一、荻野克彥先生亦共

襄盛舉。在兩天的研討會議程裡，計有五場

專題演講，二場地方工藝產業現況報告及一

場專題研討，應邀演講的來賓除日本的學者

專家外，國內的專家有華威葛瑞廣告公司總

經理陳富寶先生及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翁徐

得所長。而主要的研討內容主題，亦針對現

階段地方工藝產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包括

如何提昇產品的設計能力、從業人員的經營

理念及行銷問題等提出討論，會場除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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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規劃，另於國際會議廳外空地闢一「重

建區工藝文化產業」展示區，展示品由本所

輔導「重建區工藝文化產業振興計畫」中被

輔導地區的成果呈現，本展示有助於參加本

會議的來賓對重建區工藝文化產品的瞭解。

因目前國內正值開發具文化意象之地方

工藝產品起步之初，我們需對其他國家文化

產品的發展有基本認識與瞭解，以發展出屬

於我國的文化商品策略，首先登場的宮崎

清教授在演講中揭櫫「手˙汗˙想˙創」四

個字讓大家思考，並以三島町這個小山村為

例，介紹他們一面雙手流滿汗水，一面動腦

進行各種思考，並有創意地製作器物的情

形，以了解他們是如何證明人類生存的價

值，或是人類如何藉由這種想像與創造器物

的行為而有活力地生存著。宮崎 清教授多

年來致力於推動「新工藝精神」，強調以修

補、循環再利用及再生的觀念從事工藝或產

業的生產，是結合自然與工藝產業的觀念，

除了推廣生活工藝之美，更藉由「社區總體

營造」的理念協助地方開發具特色的工藝產

品，是利用傳統技術創新的理念，以達到推

展地方工藝產業的目的。

兩場的地方工藝產業現況報告，第一場

的主講人林國隆先生暢談水里蛇窯與文化資

產之間的互動關係，建議大家產業想要轉

型，必須重新思考產業現在的魅力為何？而

所謂的行銷就是要創造一種魅力，吸引消費

者；華陶窯總監陳育平小姐提及如果經營一

個產業，應注意三個重點：要容易消費、提

高附加價值及重視流程；黃煥彰先生所開設

的廣興紙寮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引進下，

結合埔里僅存的少數不同行業做結合，其目

的是重新介紹埔里，讓埔里的藝文界及文化

工作都能重新思考及包裝埔里的外觀及內

涵，而紙寮可貴的不是建築物的宏偉壯觀，

是讓你真正感覺運作的活力、聲音、溫度、

味道及你的感受，和對於造紙師傅的尊重、

對於紙張的珍惜。第二場的地方工藝產業現

況報告，由政府部門各輔導單位報告相關計

畫輔導成果、目前發展狀況及未來政策走

向，主持人黃武忠先生是文建會第二處處

長，執掌內容包括社區總體營造、生活文化

方案與施政計畫之研擬推動及執行之協調、

聯繫、文藝活動之策劃推動。首先上場報告

的楊宗孝先生，說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未來

將研提的「發展創意型地方特色產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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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希望能藉由本計畫的長期推動，為國

內地方特色產業開創更為廣闊的天空；農委

會林淵煌先生以生動的肢體語言講述加入

WTO後農村開創生機之道，提倡農村轉型為

休閒農業，是唯一能夠抵抗而不怕外國農產

品競爭的農業；交通部觀光局國民旅遊組組

長邱長光先生，提出在「研商21世紀發展觀

光新戰略行動執行方案分工及後續推動事

宜」會議中，其執行方案即明列：推動地方

工藝，建立地產地銷制度，輔導觀光地區設

置動手作藝術村，彰顯地方特色，避免全台

工藝同類化現象，闡述政府部門對提振產業

的做法與決心。

在專題研討部份，開始談的是如何將工

藝的價值運用成為文化的產業，這就牽涉到

行銷的部份，主講人陳曹倩夫人以中國女

紅、拼布等手藝成立公司來營運；陳春稻女

士在全省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設立專櫃推銷台

灣的陶瓷，與大家分享她創業的甘苦歷程；

陳建男老師是工業設計協會的理事長，從工

業設計的角度來看工藝設計，他認為工業設

計牽涉到的是商品化，因為它必須透過大量

的製造，透過市場的行銷，才能夠創造利

潤，所以工業設計和工藝設計在很多基本的

架構上是不一樣的，工業設計商品化的過程

可能比較深、比較廣，可以提供給工藝產品

很多靈感，但兩者之間並不衝突，而有所互

補。

另外在緊湊的議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華

威葛瑞廣告公司總經理陳富寶先生，主辦單

位特別邀請的用意在於一般工藝產業從業人

員很少接觸廣告，而廣告又是行銷的利器，

會議中以他在專業領域的見解提出〝有時候

我們有好的東西其實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

個好的行銷，特別需要一個好的宣傳，或是

一個好的廣告，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東西也許很好，可是卻沒有受

到外界注意，現在這個環境可以吸引消費者

的東西太多了，同類型的工藝產品，可能到

處都是，變成說你有好的東西，你怎樣把好

的東西表現出來，讓很多人知道，甚至讓很

多人認同，這反而是一個新的挑戰，所以光

有好的產品跟服務是不夠的。現在真正的挑

戰，對一般在做行銷的人來講，其實它已經

從過去的賣產品、賣服務變成是賣品牌的一

個時代，為什麼品牌變得這麼重要？〝品牌

就是我們產品的名字〞，怎樣把這個品牌讓

很多人知道，甚至讓很多人認同，是相當關

鍵的，強調的是建立自有品牌的重要性。

經過兩天的研討結果，可以清楚的體悟

到，對一個國家而言，經濟成長的動力除了

資源的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技術的持續累

積、創新及應用，以下用五點建議做為結

論：一、增加大眾對工藝品價值的瞭解，拓

展使用者人數（培養年輕人對工藝的愛

好）；二、產品創意必須能夠老少咸宜，且

不失工藝品手工製造的優點，提高產品的附

加價值（手工製造有別於機器量產，就是一

種附加價值的提升，市場的區隔）；三、將

工藝品融入時下的生活當中，讓每個人都能

夠使用；四、品牌化，努力傳播、推廣真正

的優點；五、將傳統工藝之設計技術創新，

與現代生活做結合發展。

1陳水扁總統於選戰時期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一場名為

「文化維新，魅力台灣」的演講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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