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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院在 2002 年 5 月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提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

藉由政府輔助且支持下開啟了台灣文創產業的新紀元，且在”南部七縣市文化創意紮根計畫”關

廟竹工藝為其中的一個項目，藉由傳統竹工藝老師的指導下，工藝與設計結合並產生許多精美作

品，並且將工藝朝著商品化的方向去發展，而在眾多竹工藝中，竹編工藝為最生活化且多樣性的，

本研究將分析近年來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下之竹編工藝於產品設計的發展與應用，進而歸納出竹

編工藝在文化創意產業下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利後續相關設計人員參考與運用。而本研究在分析

後發現(1)竹編工藝品在發展上以高度工藝性為主，(2)竹編工藝品在使用性與消費者親近性發展

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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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工藝產業企業家數是文化創意產業中僅次於廣告產業的重要產業，而工藝產業發展在

2002 年文創政策之後開始興起，一直到 2005 年達到巔峰，在 2009 年時不增反減，工藝產業家

減少幅度達到了 5.84%，且營收雖比 2002 年來得高，卻沒能超越 2005 年的營收額[1]，顯示台灣

工藝產業在 2005 年後開始有衰減的跡象。 

  而台灣工藝產業目前正面臨1.工藝發展偏離常民生活2.成本偏高3.設計開發誘因低4.行銷策

略偏差等問題[2]。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工藝與設計的結合為現代工藝的重點趨勢之一，而在台灣，具有

台灣文化特色的竹工藝為發展之大宗，台灣是世界前三大產竹國家，竹工藝也是台灣的重要文化

象徵，而竹編為運用最為廣泛且貼近日常生活的[3]，本研究將比較 2002 年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

畫前後竹編產品設計之差異，並得知竹編產品之未來設計趨勢。 

  101 年的”南部七縣市文化創意紮根計畫”中，關廟竹編為其中一個項目，且在用竹編發展

的工藝設計品中，台灣在在國際上無論是產品辨識度、材質辨識度，在材料或技術皆占有極大的

優勢[4]。 

   

1-2研究目的 

  在文化創意產業熱潮衰退之際，本研究希望能藉由分析與比較在文化創意政策發展前後的竹

編產品設計之差異，並得知竹編產品之未來設計趨勢。 

 

1-3預期效益 

  本研究結果期望能夠給現有工藝家與設計相關人員運用，並提升台灣竹編工藝於文化創意產

業之效益。 

  藉由本研究之研究模式及結果，如將其運作在其他文化創意產業之工藝設計，期望能提升整

體產業發展與政策之成效。 

 

二、文獻探討 

 

2-1文化創意產業 

  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乃是指以無形、

文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結合的產業」。因此文化創意產業被區分成文化產

品、文化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三項，其中文化產品指的是書本、雜誌、多媒體產品、軟體、唱片、

電影、錄影帶、聲光娛樂、工藝與時尚設計；文化服務則包括了表演服務、出版新聞傳播服務、

視聽服務、圖書館服務、檔案、博物館與其他服務；至於智慧財產權則包含專利、商標、著作權

等人類創作[5]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最初是由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一，共計13個項目，

包括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展演設施、工藝、設計、出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創意生活產業、數位休閒娛樂，各類項之間又可有不同程度的關

聯性，文建會主管以文化藝術為主體的四大類，及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展演設施、

工藝等，其中又以工藝在各類項中與傳統文化關係最為密切[6]。 

 



2-2工藝 

  工藝分為狹義與廣義兩類，狹義的工藝指的是以裝飾為目的而製之器物，其所作技術上的表

現稱為工藝，而廣義的工藝是指對各種生活之器物，加以多少『美的技巧』者，皆列於工藝之範

圍」。而工藝與工業之差別在於「美的加工程度」。美的要素則使工業製品便趨向工藝化；工藝

製作若運用工業的素材、技巧並大量生產，工藝則趨向產業化[6]。 

  工藝要形成一種產業，必須符合幾項條件： 

(1)製造的產品主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2)製造的過程主要以手工製造為主、機械為輔 

(3)必須具有某種獨特性 

(4)為使產業化，工藝產品需能量化生產。 

具備以上各條件，才能稱之為工藝產業，也才能使此種工藝產業得以生存。 

 

2-3現代工藝： 

  現代工藝必須以設計的方式來導引工藝的發展，因為設計是多方面，多樣性的，它能把工藝

品帶進適合大眾且能跟隨時代潮由而行的方向．且台灣工藝研究所所長洪慶峰(2004)年提出，現

代工藝必須具備以下趨勢[7]： 

  1.為使用的人而設計 

  2.地產地銷的價值認同 

  3.以推銷綠色消費為己任 

  4.滿足生活趣味 

  5.提升生活的品質 

  6.訴說故事的工藝設計 

  7.無限創造可能的工藝設計 

  8.人人都能享用美質工藝的設計 

  9.邀請消費者參與的工藝設計 

 

2-4竹編工藝： 

  竹編是以竹子為材料，用刀將竹幹劈成細竹篾，再以經緯縱橫交錯的方式編製而成。常用的

種類為桂竹、長枝竹，編法有密編和鏤空編兩種，但在密編和鏤空編之下，又延伸出了無數種的

編織方法。 

  竹編的加工過程如下：選材→除油或去青→劈寬→剖薄→定寬→起底→編器身→收緣口→做

提把與支腳→塗裝等。而必備的工具則有：手鋸、劈刀、去青刀、定寬刀、錐子與剪刀等 [3] 。 

 

2-5 Yii 國家形象品牌： 

  2007 年「工藝新貌跨領域創作應用計畫」中，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合

作共同成立策略聯盟，由 8 位工藝師與 8 位設計師共同配對創作，以地域性素材、計法及文化特

色為利基，研發作品橫跨了國內木雕、細銀、陶瓷、染織、竹編及竹器六大工藝領域。在 2008~2009

年持續擴大工藝領域，並創立「Yii」品牌進行國際行銷。 

  「Yii」品牌目的在於透過當代設計轉化傳統台灣工藝，為之注入新觀點及新生命，並將精

緻的工藝作品帶進日常生活。Yii，音同於中文字「易」，所指即是事物的易變與轉化。Yii 也有

「意」及「藝」的諧音，象徵轉變、設計意念和工藝三重意涵，以及三者間的完美結合。在作品

的形成過程中，設計師及工藝家們審視自身文化及傳統，以精采創意為世代承襲的技法注入新生

命；並藉由製作上的高度要求，為產品提供絕佳的手感及品質；採取手工藝為主要製作方法，明



確傳達其對人文、技藝傳承以及對環境的高度尊重[9]。 

 

 

三、研究方法 

    行政院於 2002 年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一詞，而台灣文創

產業也開始蓬勃發展， 本研究將比較 2002 年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前後竹編產品設計之差異，

並分析竹編產品之未來設計趨勢，主要樣本將由 yii 品牌所提供的現有產品清單去做分析。 

  本研究參考了”以竹材探討現代工藝設計之產品化模式(林桓民.2012)”中的現代竹工藝設

計產品特色分析法[8]，並改良成“文化創意產業與工藝特色分析法”，透過統計竹材特性、竹

工藝特色、設計特色與文化創意特色，藉以得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竹編工藝之影響。 

 

 

 

 

 

 

 

 

 

 

 

 

 

 

 

 

 

 

 

樣本 



四、研究結果 

  



 



 



 



 



 



 



 



 

  顏色深淺代表各特色使用之多寡，顏色越深代表其特色在現代工藝上展現越多，由圖 17 中

可看見，竹編工藝中以彈性及韌性為較常見的物理特性，而竹表皮質感為外型與視覺所重視的方

向，而在竹編工藝中，最為廣泛運用的則是彈性與編織紋路。在設計特色上，以展現高度工藝技

巧為主要發展方向，其次則為多重工藝之結合，而文化創意特色上則朝向了提升生活品味，其次

為與文化之關聯性。 

  而從圖 17 中可看出，竹材特性的創新運用較為不足，且文化創意產業中的＂為使用者設計

＂與＂消費者取得難易度＂是略為不足的，在未來發展中可能要朝向較為平民化的製造與設計，

以提升竹編工藝產品的親民性。 

 

五、結論與建議 

1. 竹編工藝產品朝高度工藝性發展，在提升生活品味以及文化之關聯是相當成熟的，但

與一般消費者之間還沒有良好互動，可能是未來竹編工藝中的文創發展重點。 

2. 本研究之樣本主要為 yii 於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下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國家品牌，由於發展

時間不長，樣本數較為不足，並無法看出文化創意產業對竹編工藝整體之影響，在未

來研究中可收集更多相關發展之竹編工藝產品做為樣本，以利得到更精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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