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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創園區是各國城市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主要策略之一，以促進文創產業群聚，吸引文創人才進

駐達到推動創意觀光與提升城市競爭力之目標。在園區之規畫上，大學為培育文創產業人才、推動產業

創新研發之重要角色，故國內外均有大學經營文創園區之案例。我國政府文化部所成立之五大文創園區

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是由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臺科大)進駐營運，該園區之經營發展定位與現

況，為本研究探討重點。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法及深度訪談法，探討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經營策略。

研究結果發現在園區在財務自主的壓力之下，將會壓縮扶植文化創意產業之效益，且校方資源投入未有

共識，因而降低師生參與意願。 

關鍵詞：文創園區、營運模式 
  



一、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是許多城市的共同目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文創園區）設置則是達成

上述目標的主要策略之一，透過於特定區域內的閒置空間、歷史建築或遺跡重新活化為文化設施，搭配

實質環境及基礎設施之改造，引導一定數量之文創產業工作者或業者群聚外，也導入園區之多元文化與

商業活動，以帶動該區域文創產業及周邊商業活動發展，並作為吸引資源導入和匯集文創人才之重要地

點。因此，文創園區除能提供周邊居民更多公共及文化空間外，也兼具提升民眾生活美學，創造文創產

業及相關產業之就業機會的效益。綜合來說，文創園區為媒合「文化創意」與「產業經濟」、「生活藝

術」與「商業消費」間的重要平台，具有扶植文化創意產業創新與發展、增加相關聯產業就業機會、提

升國民生活品質與美學素養、培育文創人才等諸多公共利益(楊敏芝，2009；陳明惠、潘釔天、張佑宇、

吳俊德，2012)。 

我國政府文化部（前身為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02 年共設立 5 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中臺中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營，其餘均委託民間經營，包括企業經營之華山、嘉義及花蓮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而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唯一 1 處委託大專院校所經營之園區，目前由南臺科技大學

所經營(文化部，2018)。理論上，大學具有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之優勢，應有助於文創產業之創新研發

與人力資源發展(黃美賢，2012)，然而大學實際經營文創園區後所面臨之狀況與諸多限制，以及上述狀

況如何影響到大學協助文創產業發展各面向之成效，為本研究關切重點。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大學在地方創新網絡中扮演關鍵角色，透過產學合作對產業之人才養成、創新研發、風險分散、知

識擴散等層面均有所助益(吳濟華、李亭林、陳協勝、何柏正，2012)，然而，目前我國政府委外經營之

文創園區，文化部並無經費補助其經營，經營者需承擔權利金及自負盈虧之壓力，多仰賴場地租金、商

品與餐飲販售、停車費來獲得營運收入。由南臺科技大學所經營之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也不例外，在

營收不足的情況下，校方需持續投入資金方能維持營運，面對此龐大財務壓力下，能否兼顧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之公共利益，成為本研究探討重點。 

因此，本研究透過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個案研究，擬從經營者之角度探討園區在面對財務自主

壓力與文化部指導下，在經營上要兼顧多元目標下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作為後續文創園區經營管理之

參考。本研究問題如下： 

(1)探討大學經營文創園區之模式。 

(2)探討影響大學經營文創園區之因素。 

 

  



二、文獻探討   

2.1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功能型態  

我國政府所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有下列三種功能型態：(1)創作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生產導向)：

以服務創作者為導向，藉由設置創作者生產及支援環境，以提升創作者之創作能量為主要任務，鼓勵不

同類型之創作者相互交流與跨界合作。(2)消費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消費導向)：以服務民眾為主，為消

費者與創作者之接觸平台，透過匯集各式文創商品與文化活動，提升民眾生活美學，促進文化消費的習

慣的養成，其主要功能在普及化創作者之作品，作為民眾進行文化消費與體驗的重要場所。(3)複合型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生產、銷售導向兼具)：結合創作型文創園區與消費型文創園區之功能與設施，兼具創

作性空間與消費性空間 (楊敏芝，2009)。 

而本研究所探討之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係由南臺科技大學所經營管理，為整體規劃開發之文創

園區，其位於臺南市市中心，緊鄰臺南火車站，周邊百貨及商圈林立，具有良好之交通區位，透過閒置

倉庫與古蹟之活化再利用，作為文創商品展售、文化活動辦理及文創業者辦公使用，園區進駐業者也分

為販售文創商品為主之開店業者，以及育成草創初期之文創業者(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018)，屬於複

合型創作及消費之複合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大學在經營複合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模式與困境，為本

研究探討重點。 

 

2.1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經營管理  

在財務自主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中，除需創造多元財務收入外，也需確保公共利益的達成，這需經

營單位有效平衡營利與非營利活動，此也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永續經營之關鍵議題，但如何處理文化與

商業活動間互動關係，使其能支持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營運財務，又不會排擠文化創意產業之生存空間，

甚是可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亦是當前需突破的研究議題。 

Cinti(2008)在歸納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關鍵成功要素，包括行政管理單位能促成公私部門合作與

互動、有共同願景、多元財源可得、塑造園區品牌等，以經營者者之領導能力、對於園區規劃與定位發

展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在園區設置目標確立下，釐清園區訴求目標族群，考慮園區規劃應強調不同功

能定位之獨特性，避免主要文化產業與訴求目標市場過於重疊（林政逸、辛晚教，2009），而黃美賢(2012)

指出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關鍵成功因素，其中園區功能定位、經營團隊能力、進行產官學合作

等指標為園區行銷管理之關鍵。 

 

2.2 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案例  

 目前我國大專院校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案例中，台灣藝術大學所經營之臺藝大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黃美賢（2012）以該園區為個案，探討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策略，提出以下四方面的

策略，包括土地建物、產學合作、產品與服務、行銷推廣。但該園區受限於土地建物所有權屬國有財產，

其土地使用管制為不得營利，而該園區以教學實習、研究開發、產業育成、社教推廣與產品行銷為營運

主軸，但無法引進消費活動，影響產學合作效果與學生實習意願，收入來源也僅能仰賴校方或政府補助，



但過度仰賴政府補助也造成育成效果不佳。因此，文創園區中適度引進商業活動，對校內之產學合作與

學生實習之促成，對外之廠商育成上應具有一定程度之助益。 

 在國外，中國近年致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中國人民大學以其學術與技術研發資源，於 2004

年成立中國第一個由大學設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園區營運以文創產業育成為主，園區聚集出版、

動漫、多媒體、軟體及網路服務等多種文創相關產業，園區提供服務包括對文創產業提供創業服務、創

業投資、以及創業導師的綜合育成服務，並設有留學人員創業園，以吸引與協助國外留學人才返國創業，

並設置「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整合來自學校各系所的學術資源，進行文創產業理論與實務的研究，

以及提供政策諮詢（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科技園，2011）。由上可知，以產業育成為主的文創園區，除提

供諮詢、輔導、創投等服務外，在經營組織上，也設有專責單位來整合學校各系所資源，並導入研究能

量於其中。 

 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原為石峽尾工廠大廈舊址，於 2008 年 9 月開放，由浸會大學負責建構該

地成為香港第一個專門發展創意工業的平台，並以優惠的租金價格提供青年藝術家創作空間，藉此為創

意中心聚集人氣，提供創意或藝術所需要靈感的創意氛圍，此租金優惠對於高度都市化之香港來說極具

吸引力，該中心也委託香港社區大學負責引進人才，提供了學術支援(徐中孟、李季，2012)。因此，此

案例其引進對象有其定位，並給予該創意人才所需的市中心區可負擔的起的租金，以及工業遺址所帶來

的創意氛圍。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與當地政府合作，於 2002 年設

立創意產業園區，為澳洲第一個創意產業基地，園區主要營運內容為教學實習、產業育成、研究創新，

鼓勵中小企業在園區創業，也提供學生實習、工作經驗、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機會，同時 QUT 也規劃居住

與零售的空間，提供藝術家、設計家、研究學者、教育人士、企業家等進駐，並提供方便聯繫、合作、

交流的平台 (黃美賢，2011、徐中孟、李季，2012)。此案例也為複合型文創園區，商業活動引進有助於

促進創業及人才培育，並重視各類創意階層之交流。 

 歸納上述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經驗，可發現以下經營重點：(1)學校資源投入機制：有專責

單位引導師生參與園區業者之創新研發、學術研究、技研成果商品化，並提供學生實習與工作機會(2)產

業育成機制：除提供廠商租金優惠外，另設有專責單位提供廠商育成、產學合作、諮詢輔導、創投資金、

平台交流等服務。上述重點為本研究建構訪談及探討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主要面向。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者之觀點，以深入訪談法進行研究，於 2018 年 4 月 2 日進行園區

經營者之深入訪談。受訪者編碼為 A1。 

 
(1)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個案研究對象，因其為我國文化部首座委託大專院校經營之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目前由南臺科技大學取得 15 年的經營權，並於 2015 年 6 月正式營運，具財務自主壓力，

適合作為大學經營財務自主型文化園區之研究個案，且國內對於該園區相關研究仍缺乏，故本研究擬以

該園區為研究個案。本研究預計調查其成立背景、經營定位與現況、財務狀況、園區設施規劃、進駐業

者狀況、文化與消費活動等層面，以探討其經營策略。 

 
(2) 深度訪談法 



 為深入了解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營運定位與經營策略、財務內容、營運機制，本研究以深度訪

談法，針對園區園區經營高層主管進行調查，以了解學校在經營文創園區所面臨的課題與採取的經營策

略。受訪者與訪談者之間採自由口語交談，訪談者可以提出任何問題，無論訪談者所問為何，受訪者可

任意表示自己意見，以利意見交流。藉由訪談過程與內容，分析受訪者的動機、態度、看法等(陳曉宜，

2005)。 

 
四、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從文創園區經營者之角度，探討大學經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優勢與困境，經訪談園區高層

主管後，於訪談結果歸納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目前營運之兩大困境，其中包含(1)發展模式與定位、(2)

學校資源投入機制，因此以兩大層面進行分析。 

 

4.1 訪談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發展定位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南臺科大經營，因原為火車站旁之倉儲用地，可引進消費活動，並非像臺

藝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土地受不得營利之限制，在空間運用較有彈性。而學校屬非營利之學術單位，且

擁有豐富學術資源，理論上應能發揮其公共利益，特別是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扶植、培育文創人才，以

及協助進駐廠商升級轉型等。 

 而根據臺南文創園區經營者訪談內容分析，園區經營初期定位，係參考華山、松菸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駁二藝術特區等地，故空間規劃有商品販售、工作室、餐廳、展覽、表演、活動等空間，園區一樓

與二樓為銷售空間，三樓與四樓則為工作室與會議室空間，並舉辦各式展覽、活動與體驗工坊。而園區

主要收入來源為四樓會議室、工作室、銷售空間、戶外活動等室內外場地租金，因此，為維持穩定收入

以支持園區營運，園區經營著重於引進多類型之藝文或商業活動，藉以吸引各族群關注本園區，以吸引

更多外來單位來園區租用場地，並提升園區知名度。而使扶植文化創意產業之公共利益成效不彰。 

 文化部為園區之主管機關，除對園區經營者南臺科技大學收取權利金之外，並未提供額外經費補助

園區營運，園區營運需自負盈虧。在文化部對文創園區績效指標上，則主要關注在違約、公安意外、消

費糾紛等會影響公部門形象事件，未將入園參訪人數、園區財務盈虧及活動辦理次數等項目列入主要評

鑑依據。 

由於園區財務需自負盈虧的情況下，對園區招商與後續服務提供上也產生影響。在園區招商上，從

經營者訪談中得知，因園區開幕初期知名度尚不足，為有效讓空間進駐業者，業者只要與文化創意產業

有關聯即可進駐，並未有更詳細之審核標準或期望引進之業種業態。此狀況可發現，園區經營者在營運

壓力下，先求業者進駐，未考量進駐單位間之互補性或互動性，以及何種發展階段的業者是以園區條件

能有效扶植的，更遑論其他諸如文創產業扶植、文創人才培育等公共利益之實踐。 

園區經營者在財務自主壓力下，營運初期為提高銷售空間使用率，採取先將銷售空間招滿商店之策

略，但未考慮園區定位以及引進業者之主題性、群聚數量及商品力，致使營運後發覺因進駐業者可販賣

之商品種類不夠多，特色不鮮明，加上園區僅 1~2 樓有可供展售空間，3~4 樓規劃為教室與辦公室無法



作為展售使用，致使園區商品力上較無法與文創百貨商場競爭（如林百貨、誠品生活等），發生園區商

品銷售狀況不如預期狀況。 

由上可知，營運初期因營運之財務壓力，園區在招商上僅先求滿租，未有效從園區定位來思考引進

業者之有機組合與特色創造，加上展售空間面積不足之限制，使得園區未能有效吸引人潮造訪並引發消

費，形成商業帶動進駐企業發展之良性循環，使得園區扶植文化創意產業之公共利益難以有效落實。 

 
二、學校共識與資源投入 
 

 從進駐業者訪談後得知，彭雅慈、陳一夫(2017)以進駐業者之角度，探討文化創意產業之業者進駐

園區後之滿意度與效益，發現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除了緊鄰臺南火車站、搭乘各式運輸工具便利之區

位，吸引業者進駐，且因管理團隊為南臺科技大學，使學術與產業產生交集上有優勢，進駐業者與園區

管理高層主管均認為大學科系有助於業者與園區之發展，如：流行音樂產業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

活設計組等。然因為園區財務自主之壓力，學校師生使用園區空間需給付租金，造成使用意願降低，而

校方內部未有共識，空間使用收費與否產生爭議，使學校師生較難配合園區需求提供人才、活動及作品

支援。 

 在學術資源投入方面，雖未提及師生與文創業者進行產學合作之案例，但從園區過去辦理活動發現，

園區與學校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合作，設置 VR World 體驗館，提供學生教學、實習、展示作品之

機會，並且大學音樂系、設計科系與高中設計群成果也在園區展出，各高中音樂社團成果發表，也有販

售學生設計之文創商品，逐漸將學術資源投入園區，而讓業者與學生如何產生互動、合作則是公共利益

的重點效益，亦是未來可加強整合之區域。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文化創意產業為各國城市發展的競爭力之一，透過設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產生文化創意產業之群

聚與創新、創意的產出，然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雨後春筍般建置，一方面雖可賦予歷史文化產業建物的

新意義，但在其園區經營上實際面臨許多課題。首先，在園區規劃上，財務自主型之園區需注重定位與

市場區隔與獨特性，應瞭解其園區、周遭環境、經營單位發展優勢與資源，構思園區發展之策略。而臺

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目前仍迫於自負盈虧的財務壓力之下，營收成為首要任務，著重於園區空間出租經

營，未來若要達到文化創意產業扶持與文創人才培育效益且有穩定收入來源，則是在經營策略與財務進

行調整，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穩定經濟來源多為附屬餐飲設施，且提供文化消費、體驗、交流之功能(陳

一夫，2014)，園區內目前只有兩間餐飲業者，若引進文創相關餐飲業者，未來可增加園區遊客停留時間

以及消費金額。 

 

5.2 建議  
 本節以下分述後續學術研究與政府施政建議，作為文化創意園區發展之參考。 
 
一、 學術研究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資源，未能比較政府補助型與財務自主型文化園區之間的差異，此研究有助於

釐清大學經營不同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效益與模式，且大學經營方面在國內案例不多，因此，值

得再不同類型的園區、街區或單棟建築空間進行功能與影響的探討，以做為未來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規劃、

管理上的參考。 

 
二、 政府施政建議 
  

 本研究討論個案之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者需全額負擔營運財務，未有公部門補助措施，而

園區營運初期在財務壓力之下，使得營運初期較注重創造人潮與租金收入，快速將園區招商空間滿租，

忽略文化創意產業之間的連結、互補與競爭關係，致使扶植效果不彰，因此，未來政府規劃大學經營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時，是否依然維持高度財務自主，是值得探討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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