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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區的能量有賴產業來延續，地方文化產業當以文化面為主，著重於地方特色的挖掘，其經濟價

值應該是由文化的價值來決定。當今社區產業的討論，多半侷限在狹義的「社區特產」、「傳習社區

工藝」、「消費社區歷史資源」為主，鮮少能真正涉入經濟體系，為地方產業帶來持久的動能。該如

何形塑「文化價值」所擁有的特殊性及區域差異性，將知識、文化內涵、美學與價值觀融合起來？本

研究嘗試從以人為核心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演繹社區文化產業的建構與推動，跨領域整

合以科技與社會創新來形塑地方文化價值，建立社區產業創新性的經營模式。經歸納案例發現：(1)地

方產業以在地物產為本，進行區域整合與產業互動，擴展文化價值，促動異業結盟新商機。 (2)結合

豐厚地方人文資源成就產業，實有賴文化觀光供給持續動能。 (3)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的結構特色決

定了文化的價值，消費的服務或產品是在文化場域中被賦予文化意義，隨之建立品牌與形象。(4)在競

爭者關係中，文化產業是以互動、互助來取代競爭的模式，經營核心建立在如何提高文化價值上。 (5)

善用媒體科技，加速傳播文化資本，拉近人本文化精神的距離。 

關鍵詞：地方產業、設計思考、文化價值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範圍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存在已久，政策推動重心卻是「產業」思維，因為沒有產業就沒有 GDP。

當可量化的產值思維成為文化政策的重心，反而應該

謹慎思考因應精神層面滿足的文化價值何在？我們必

須回歸原點，重新思量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傳統上，社區文化產業常被認為以產品為中心

（product-centered）的視角，著重於產品的功能與美

學形式的討論。近來不論是設計或管理的方法與思

維，都由產品中心轉向以人為本，這種對於人的關注，

讓文化創意能夠成為一種以人為本的思維與方法。本

研究試圖以人本的設計思維來探討地方產業的文化價

值經營。（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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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設計是創造性的行為，設計思考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目標，文創業真正的困局在環境，而環境中最

大障礙在社會普遍缺乏設計式思考的能力與習慣（漢寶德，2012）。本研究援引設計思考歸納地方文

化產業的條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1.探討「設計思考」之於地方產業的運用。 

2.分析「文化產業」與「在地生活」如何整合以達成經濟效益。 

3.調查實例個案形塑「文化價值」之經營模式與發展策略。 

4.歸納與建構文化價值創新之體系。 

二、研究問題 

1.「設計思考」如何運用於地方文化亮點的發掘？ 

2.探索文化價值，產生文化認同，開發利用地方資源，有哪些具體的方法與策略？ 

3.文化價值要如何經營？ 

4.如何建構一個由點、線、面、體的成長，進而產生群聚效應的地方產業？ 

5.以設計思考理出在地化的優勢，是否有其共通模式架構可供異地規劃？ 

二、文獻探討 

2-1 文化創意與設計思考 

文化是精神價值，產業是物質指標，兩者間存在互為排擠的矛盾，以創意做為居間調和，成就「文

化創意產業」。我們往往以為創意或創新就是設計新的產品造型、開發新的產品原料、規劃新的行銷

策略等物質元素方面的發展。然而，這類強調「how to do」的消費訴求已過時，因為邁入”輕型資本主

義” [1] 的時代，消費者想知道的卻是「why to do」，在具體可見的設計、造型之外，生活理念、價值

觀等非物質元素的創意研發才能讓人真實地被感動，讓人想要擁有（劉維公，2004）。 

創新不單只是開發新產品，還包括引介新的流程、服務、互動、娛樂模式，以及溝通合作的方法，

而這些正是「以人為中心」的工作，設計界把這個概念稱為「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思維」。 

IDEO 的布朗認為，設計思考是「一種原則，以設計師的敏感度和方法，運用可行的科技，以及能

轉化成顧客價值和市場機會的有效商業策略，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如果只是用設計來妝點產品外觀

的思維，只能說是個人創作式的單點產品設計，真正的設計思考是需要擴充至整體經驗設計，是跨領

域價值共創合作。台灣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裡，也可見設計參與組織與社會的變革，更重點的是

人與環境的關係，還有草根組織的文化活力。 

2-2 在地化與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被定義為：「結合創作、產製與商品化過程的內容，而這些內

容的本質是無形的資產，並具有文化的概念，同時這些內容會受到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並以產品或服

務的形式來呈現。」而各國在發展文化產業的過程中，也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不同定義，但概括來說，

文化產業網絡中的基本構成不外乎是「創意」、「文化商品」，以及「經濟發展」。 

在當前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共同性是強大的趨勢，美國社會學者 George Ritzery 在「麥當勞理論」

[2]之後，更提出「虛無理論」（Nothing，2006）批判「全球化」的結果，單一化、標準化的商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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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服務、或是空間，挾量化低價優勢，大方的進駐每個不同的國家，導致在地文化被虛無消費取代。

而只有在地化，發展個人品牌與形象，才能抵擋全球化入侵，否則「虛無的全球成長化」，將讓多元

的社會或文化特色，逐漸消失。 

當全球以文化作爲産業賣點的同時，台灣似乎在「文化」和「産業」之間缺乏一個够明顯的連結。

地方文化產業的推動，主要在於如何將地方的產業加以文化包裝，創造新的價值與內涵；或者是將地

方的文化營造成地方的產業，讓地方成為宜居、宜遊的好所在。其能否成功推動的關鍵，在於地方文

化資源的發掘、創造，共識的凝聚，以及居民是否有意願並且有能力一起參與營造（蔣玉蟬，2006）。 

地方文化產業的精神在於自然反映當地居民的心之所向 [3] 。「Design」要能對地方振興有貢獻，

不光是決定物的形態與色彩，本質上更需要再發現「地方之精華」、「人心之精華」，並且將它琢磨

得更美、更有價值才是。文化經濟的發展不能僅由收入來衡量，必須同時考慮生活品質的改善、地方

和諧和社區發展（宮崎清，1996）。 

2-3 產業經濟與文化價值 

「文化創意產業」連續定義的「文化」指的該是有形的文化產品而非文化價值，是可屬的物質而

非不可屬的精神，…而精神層面則在知識程度，價值取向是質性的深化意涵（黃光男，2011）。台灣

文化政策中的「文化產業」到「文化創意產業」之間明顯有一種落差，這種落差特別顯現在文化的定

義與強調的價值。「文化產業」傾向以傳統、鄉土、人類學式的生活內涵來思考文化的定位；而「文

化創意產業」則模糊文化的邊界，將具有生產文化符號意義的產品都視為文化的展現（王俐容，2005） 。 

台灣力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讓文化成為關鍵的經濟議題，但是對於經濟價值的關注，又模糊了

焦點。然而，決定文創企業成敗的關鍵，往往是看待文化的態度與價值，所追求的不在於創新管理的

方式，或是以量化來評估成功，而是在於對文化藝術深度的追求。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建立社區產業創新性的經營模式，以「個案研究」法為主，並輔以多元的質性研究方法，

如「非結構性訪談」、「實地觀察」、「文件分析」等，希望透過多樣化且深入的質性資料，建置出

本研究的目的；而研究對象有形式殊異三類：白米社區產業、基金會運作文化新生、小鎮文創故鄉復

興，分別對比研究目標「活化社區的文化產業」、「文化復育的設計思考」、「在地文化的價值推衍」。 

以設計思考投射在鄉鎮地區產業再造的生態中，這些個案皆以文化為軸，回歸人性，採擷生活四

周的人、文、地、景、產為養分，流出的形式又以生活旅遊最為蓬勃。即使操作方式不同，以人為本

的思考策略，促進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卻一致。為建構應用架構及建立關係模型，根據案例中的價值

經營活動，進行跨領域整合到大膽歸納，最終轉化為應用架構，作為可開發執行的創業企劃案。 

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思維在社區營造過程中的展開 

人本的設計思維，其實就在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中參與式設計方法與精神可見。以文化創意為內

容，從在地生活設計的角度來建構一個地方產業，讓老人可以再享受他們喜歡的生活方式，年輕人也

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鄉不需要外流，這樣的產業模式其實就是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林榮泰，2009）。

過去階段的社區營造多在乎居民有沒有社區意識，有沒有參與公共事務，若地方要能夠永續發展，則

必須切入到「產業」和「生活」的經營。「文化產業」兼具文化價值和產業價值，它強調的是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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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性和精神價值內涵。地方魅力不一定是要既有的、傳統的，它也可以是創新的，重新賦予魅力的。 

4-1 設計思考運用於文化亮點之發掘 

2003 年，好鄰居文教基金會[4]推動「老店大翻新」活動，即用「設計」搶救地方特色的美食與文

化，這活動協助 30 年以上的傳統美食老店重新翻新，進行視覺、空間或包裝等美感經驗的設計，也幫

忙產品研發或口味改良，並訴說老幹發新芽的動人故事，透過 7-11 的行銷與宣傳，讓饒富地方文化色

彩的老店故事，傳遍台灣各角落。活動雖以「老」為名，卻反映最「新」的設計思維。 

「連結各界資源，共同參與在地文化並協助產業發展，藉由建立鄉鎮特色，行銷鄉鎮觀光，並進

一步吸引遊子回鄉服務，是台灣好基金會[5]成立的動機。」2009 年，台灣好基金會開設「台灣好，店」，

提供社區或部落產業一個長期穩定的銷售平台；隨後協助受莫拉克颱風的肆虐台東嘉蘭村重建家園；

2011 年與交通觀光局共同推動「東區國際光點」計畫。如此從各種角度參與在地生活，以社會企業經

營概念串連與整合文化資源，不僅深耕也創造地方新價值。 

設計，其實是空間、文化與社會的變革。馬丁教授認為，設計思考不是一套工具，而是一套思辨

的方法，是工具背後的策略思維。更要了解背後那套知識體系，學會如何思辨問題。而設計思考者的

主要工具，就是觀察、想像和佈局，這三項工具一致源於設計思考的立場。 

4-2 文化產業在地化之經濟效益 

在台灣，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發展[6]，地方產業與地方獨特性及社區認同結合在一起，其經

濟性乃源自文化上的獨特性與差異性，也與體驗經濟、文化觀光及消費文化的理論相契合。社造發展

至今，產業是整個營造過程的切入點，產業本身帶動社區居民意識的凝聚或居民對自身的認同價值觀，

所謂地方文化的形塑，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宜蘭蘇澳的白米社區，日據時期曾是木屐加工製造生產中心，產業沒落後，居民或失業，或出走，

留下的居民在十幾年前透過社區訪查，耆老訪談，意外挖出一段失落的歷史—白米木屐史，於是開始

重拾過去製作木屐的技藝來發展當地的產業，以手工製作的特質受到大家的喜愛。從一無所有，環境

惡劣，在一片殘破的景象中，木屐的產業生活意象文化，不但創建白米社區合作社的營收，改善社區

的生活環境，也為村民找到生命意義。 

4-3 文化價值創新之策略發展 

依據《台灣文化創意發展年報．2010》所述，文建會著眼未來文創產業的推動，是企業的創意獲

利與產業救助扶植。於是，在中央聚焦整體 GDP 經濟，地方政府著力於大型觀光活動下，社區型文創

產業的孕育發展，就只能仰賴具有創思的民間力量來形塑在地的文化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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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設計思考模型（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設

計思考改造世界》一書） 

 

設計思考 評估的架構 

 需求性 (desirability) 

 可行性 (feasibility) 

 存續性 (viability) 

社區產業 

文化價值創新 

 打動人心  

設計不只關乎風格 

跨領域的整合 

 化需要為需求  

把人放在第一位 

觀察與同理心 

 體驗的設計  

從消費到參與 

打造體驗文化 

 散播訊息  

好故事引發社會運動 

設計思考與行銷 

 

圖2 以設計思考形塑文化價值（作者自行整理） 

在南投縣竹山鎮大鞍山邊一棟

黑瓦白牆的百年古厝「天空的院

子」，七年前，這裡是一片斷壁殘

垣。小鎮文創公司創辦人何培鈞從

這棟廢棄老宅翻新成民宿，延伸到

活絡一個社區，在竹山打造文創平

台，採用「協力設計、在地生產、

協力銷售」的方式，不僅帶動老店

創新轉型，更與七所中部學校合

作，讓學生在創業前可以來體會鄉

鎮文化，了解在地需求，還成立青

年創業的「學堂」，試圖建立一個

結合青年返鄉創業與外部資源的商

業模式，希望引領小鎮的創業風

潮，點亮沉寂小鎮的新生命 [7] 。 

表現無形文化價值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軸心，文化價值不等同傳統價值，文化價值是有發展性的，

小鎮文創以當地竹藝歷史背景出發，賦予文化新意，從產品創意、服務創意、場所創意、活動創意為

表現，塑造文化環境感動顧客心靈，舉辦學堂講座讓訪客深入學習與體驗，持續發散文化價值的提升。

（圖2） 

 

五、結論 

政府過去產業發展的邏輯，輔導、獎勵乃至租稅、投資辦法都是以製造業為基礎，關乎「軟實力」

產業型態所需的政策似尚在測試摸索階段。而台灣的民間力量早已在公部門難以到達的角落，重新勾

勒在地的人文風景，這些草根的力量從社區總體營造

開始萌芽，也許是規模不大的微型企業、社會企業，

或以基金會的形式在運作。 

文化產業與生活有關，和在地的生命與歷史有

關，和土地風貌及生態環境有關，落實到日常生活

中，已然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文化產

業生態價值不是追求產值的擴大，而在於延展出多元

價值的創業方程式，以設計思考探究地方文化產業發

展的相容性與延續性（圖 3），研究所得： 

1.地方產業當要能善用在地物產，如歷史資產、信仰

節俗、鄉土雜技、傳統工藝、表演視覺藝術、特色

餐飲食物等，進行地區的整合與產業互動，活化文化價值延續，才可創造新的異業結盟之商機。 

2.社區經濟發展終究要能與文化觀光結合，藉以產生新的休閒價值，衍生新的產品和服務。 

3.文化不是要吸引外來客而創造出來的，反倒還要以在地生活風格協助建構顧客的文化素養，運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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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間的理性跟風以及從眾行為，來促成市場需求量的驅動，才有利於塑造地方產業的品牌與形象。 

4.為產品添加文化元素，除了承載符號意義之外，更要能帶動消費者的體驗感受。 

5.地方產業更要與時俱進加速 e 化，促進價值的創新與資訊散播強化的廣度。 

本研究期望藉由跨業種的整合視角，找出文化經營模式之關鍵因素及價值創新的方法，有助於地

方產業順勢發展，以生活中的文化價值加以體悟，聚合更大的施展產業能量。 

註釋 

[1] 輕型資本主義（light capitalism）出自 Jeremy Rifkin 在《付費體驗的時代》（The Age of Access）指出

當代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輕」：設備租賃、勞務外包、降低庫存等，都是在減輕企業營運的重量。

故事、意象、品牌、設計等能夠創造驚人市場利基的，都是不具重量的生產素材。 

[2] George Ritzery 認為全球化所帶來的，不是一個多元而開放的世界，他以「麥當勞」作為象徵，說明跨

國企業或集團，把同質性極高的各種商品與服務，強力推銷給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在消

費、文化、甚至政治制度上，整個世界變得像麥當勞一般，只有一號餐、二號餐等缺乏特色的選擇。 

[3] 1996 年宮崎清教授提出了「人心之華」的概念，來自「意匠即人心之華」的哲學觀，也就是在人內心

裡的一個價值。「意匠」是英文 design 的一種日文翻譯。 

[4] 好鄰居基金會是統一超商於 1999 年成立的公益性組織。每年固定由統一超商提撥年盈餘的千分之五

做為基金會的固定資金，從事改善社區生活與延續社會文化的工作。 

[5] 台灣好基金會由「台灣創投教父」柯文昌，邀請文化界友人蔣勳、殷允芃、陳啟蓓及徐璐共同成立，

藉社會企業的概念，整合在地人才及組織，以「建立鄉鎮文化，讓更多人體會到台灣的美好」為使命。 

[6] 民國 83 年文建會啟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後，「社區產業」遂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工作項目之一。

社區產業可能是原生的，也可能是創造的，但一定是源自社區資源，它也可以是一種環境氣氛的感受。 

[7] 許以頻（2012)。文創學堂 復興南投小鎮。天下雜誌 ，5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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