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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一、國內文化創意產業之產值，自從推動以來長期無法有效提升，且大部分還是內銷市場，分析

原因除了缺少文創產業經理人專業及制度之外，請分析還有那些是造成整體文創產值成效不

彰的因素？(25 分) 
【解題關鍵】 
文創產業企業體規模較小、產值不大，進而影響總體營收。 
文創產業受限於國內市場，產值成長有限。 
文化部文創產業政策的認知偏離，國家資源未能適時奧援，影響產業整體表現。 
適時引用文創產業統計數據，佐證自己的觀點以扣合題旨。 
《考題難易》★★★稍難 
【擬答】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情況 
依據《201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文創事業總家數為

64,401 家，較 2017 年成長 1.82％；總營業額達 8,798.2 億元，較前 1 年成長 5.22％，其

營業額占國內名目 GDP 比重為 4.8％。 
另從廠商設立資本額分析，資本規模 500 萬以下事業家數占比 84.78％，進一步區分則其

中資本額未滿 10 萬元者占 25.64％，10 萬至 100 萬者有 36.7％，100 萬至 500 萬者則是

22.44％。就上述資料分析，造成我國整體文化創意產業產值成效不彰的因素，至少有以

下幾點。 
微型文創事業型態缺乏規模經濟效益 
就上述資本額分析，我國文創企業有高達 62.34％，資本額未達 100 萬元，規模甚小。亦

即目前國內文創廠商大部份屬於微型文創事業，例如個性化文具、包包、布偶與擺飾的

設計製作。 
文創產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定義，微型文創事業指是員工人數未滿 5 人之事業。企業資本

額已低，再加上員工人數少，難以為公司帶來可觀的營收，也無法在產業面進一步創造

顯著的經濟規模產值。 
局限於國內市場致使產業成長有限 
依歷年年報統計，文創銷售年營業額中，國內市場就占了 90％左右，顯示產業未能接軌

國際化通路，進一步擴大市場。 
從營業額年成長率幅度小來看，我國文創產品或服務並未反映出文創應有的高附加價值

特點。因此由於產業受限於國內市場，又非主要產業，GDP 比重不大，產業成長與產值

均十分有限。 
政策層面對發展文創產業的認知有所偏離 
依文創產法第 3 條，文化創意產業別包括 16 大類，類別繁雜，辨識度低，缺乏代表臺灣

的主力產業與特色。反觀日本動漫產業，或是美國迪士尼與漫威，不但家喻戶曉，更風

靡全球，進而創造巨額產值。 
文創產品或服務缺少產業鏈(industry chain)思維與經營，文創產業是內容產業，需要故事

性與長期經營，以型塑次文化及吸引認同社群，進而形成利基市場以及產業鏈，擴大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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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目前文化部文創產業政策顯然有所偏離，應思考如何建構文化生態系，而非側重在

資金與通路等經濟層面上，急於求成。 
 
二、請分析「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二者相異之處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說明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的內涵。 
比較兩者之差異。 
地方創生目標是振興地方人口與經濟活動；社區營造著重發展社區，啟蒙社區自主意識。 
《考題難易》★易 
【擬答】 
地方創生政策的內涵 
日本在 2014 年首度提出「地方創生」政策，以因應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東京都以及地

方產業衰敗等困境。殷鑑不遠，我國亦將「地方創生」視為國家發展的新契機，2018 年

以國發會為主導，提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2019-2022)」。 
前揭計畫是以「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

創生」與「品牌建立」等「五支箭」做為地方創生推動策略，並選擇農山漁村、中介城

鎮與原鄉做為優先推動地區。 
社區營造政策的內涵 
「社區營造」政策在 1994 年首次由文建會提出，做為社區文化發展計畫的推動策略，持

續至今。社造早期，適逢古蹟保存的時代背景，因此便以保存古蹟做為社區營造的切入

點，更進一步形成社區化的古蹟保存運動，影響深遠。 
2000 年後，社區營造政策內容歷經幾個不同時期的變化，例如 2002 年新故鄉社造計

畫、2005 年健康社區六星計畫、7835 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或 2016 年地方學計畫等，社造

運動關注的範圍也由文化層面轉向社區生態景觀、環保、產業、醫療照護或是文化平權

等；近年來，隨著各地新住民的增加，跨文化交流也是當前社區營造的新課題之一。 
「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政策的差異 
政策性質與目標不同 
「地方創生」本質上是經濟振興政策，為因應少子化、鄉鎮人口流失及地方產業沒落而

訂定，政策目標在於提高地方人口與發掘特色經濟產業；「社區營造」本質上是社區發

展政策，藉由在地居民的共同努力，改善生活環境，型塑社區認同感，政策目標在於啟

蒙社區自主以及公共關懷。 
執行策略不同 
「地方創生」政策由國發會負責，以「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2019-2022)」執行之。另

一方面，國發會為協助地方政府挖掘在地文化底蘊，尚有「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

畫，以開拓特色產業資源；由於「社區營造」政策主要關注於社區均衡發展，包括

「人、文、地、景、產」等五大面向，因此，只要有助於吸引居民參與，凝聚共識的方

式皆可做為社造推動策略，如繪製社區文化資源地圖。 
 
三、請分析一個文化政策(或文化計畫)，分别在「政策制定」及「政策執行」過程中，其各階段

的主要工作重點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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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關鍵】 
舉實例或自行試擬之文化政策或計畫分析說明，具體性佳。 
適時搭配法規或相關案例，強調論述效果。 
《考題難易》★★適中 
【擬答】 

以古蹟保存政策為例，就題意分述如下： 
古蹟保存政策制定階段的主要工作重點 
明確法令授權依據 
古蹟保存政策的內容可包括管理維護計畫、修復或再利用計畫以及修復工程計畫等，由

於受到法令約束的規範，因此，任何古蹟保存計畫的研擬都必須有明確的法令授權，例

如依文資法第 23 條訂定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依據第 24 條訂定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界定政策達成目標 
不是所有的文化事務都需要公共政策的扶持，因此制定文化政策時必須清楚地了解政策

的對象以及界定目標，再透過預算經費、行政權力或是委由專業廠商，加以實踐。例

如，古蹟的再利用政策是希望引入公共化的新機能以重新聯結當代社會生活，達到永續

保存的目標。 
落實文化影響評估 
目前文化基本法已經納入文化政策實施前，必須先進行文化影響評估作業規範，避免日

後政策執行過程反而對當地居民的生活、有形或是無形文化產生負面的影響與破壞。例

如，古蹟再利用後，是否會因參訪人潮而衍生環境汙染、交通堵塞或干擾居民作息等問

題。 
古蹟保存政策執行階段的主要工作重點 
符合文資法令規定 
無論是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修復或再利用計畫乃至於修復工程計畫等，除了必須有法令

授權之外，計畫執行過程還必須嚴格遵守法規。例如，依法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中的日常

保養及定期維修應由受過古蹟管理維護教育訓練合格之人員為之。 
落實公共參與 
對於古蹟保存政策而言，落實公共參與或是地方參與早已是普遍的觀念與作法，文資法

第 24 條更明文規定，古蹟辦理整體性修復及再利用過程中，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

會，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檢視政策目標、預期效益及績效指標的契合度 
所有公共政策都涉及到國家預算的支出以及公共性目標的實踐，因此，執行文化政策或

計畫的過程，還必須定期或分階段檢視計畫方向是否與政策目標一致，並就實際面評估

是否符合計畫預期效益、績效指標的完成度。例如，古蹟修復工程計畫的工期進度、變

更設計情況、預算執行率等。 
 
四、文化外交往往能突破政治的限制，請敘述在文化政策方面如何進行多面向拓展文化外交工

作？(25 分) 
【解題關鍵】 
以文化部國際文化交流相關推動政策做為切入點。 
引用新住民的跨文化特質，做為回應題旨的創意策略，且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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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文化部相關計畫中，進一步延伸其他具體策略以深化論述內容並提高差異性。 
《考題難易》★★適中 
【擬答】 

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往往比正式的外交關係或活動，更能增進國家彼此之間的認識與理解，

維持長久的友誼關係。特別是臺灣現實的國際處境，更需要文化的力量打頭陣，突破外交困

境。就題意分述如下： 
國際文化在地化 
文化部目前的國際文化交流政策，值得借鏡做為拓展文化外交工作的多面向策略。例如

長年推動的各項補助出國計畫、海外據點營運及國內舉辦國際性活動等。另外，「國際

文化在地化」、「在地文化國際化」、「行銷國家品牌」與「經典作品進入國際」等計

畫，則是近年重點推動的文化交流政策。 
「國際文化在地化」策略，計劃通過國際合作，將國際資源引入臺灣。作法上，可邀請

各國非政府組織來台設點，並由文化部提供國際文化交流補助或實習計畫，鼓勵國人參

與這些國際組織在臺據點之相關活動，促進雙方民間交流與合作。 
在地文化國際化 
「在地文化國際化」則是將臺灣藝術與文化資源主動帶向國際社會，增加曝光度，可利

用文化部目前各項國際性補助計畫與巡演計畫的方式，推廣臺灣文化。 
其次，2011 年成立的「臺灣書院」計畫，也是拓展文化外交工作的具體作法，這是在海

外原有的幾處文化中心之外，做為認識臺灣文化的新界面，可提供較長期性的主題活

動，分工合作。 
此外，臺灣的新住民是一批遭到忽略的民間外交人才，國際交流的關鍵在於理解文化差

異，多數新住民雙語流利，更體認臺灣文化與民情，若由其向各自的母國引介臺灣文化

藝術活動，能夠避免因文化差異產生的隔閡感與誤解，認識真正的臺灣。 
臺灣文化品牌化及文藝經典作品行銷國際 
臺灣文化品牌化 
我國科技產業如台積電、鴻海或是華碩電腦擁有世界高知名度，普世皆知來自台灣，易

言之，好的產品具有聯結國家印象的力量。因此，可藉助文化部「臺灣文化生活品牌國

際化計畫」，協助國內文化產品建立國際化品牌，讓外國人從日常生活用品便可認識臺

灣，推展文化外交。 
經典作品國際化 
另一方面，文化部「經典作品航行計畫」則是將臺灣藝文經典作品翻譯出版，流通國

際。此外，配合出版計畫還可進一步與海內外專業機構合作，舉辦作品國際巡迴活動與

講座，推介臺灣作家，扮演文化外交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