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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邁入知識經濟的 21 世紀，各國均不間斷地著力在文化創意產業，因文化

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不僅有經濟利益，也有文化上的意義。臺灣因時代的歷史背景，

蘊含獨特的民俗風情，因而成就了豐富的臺灣文化。臺灣各縣市每年有過百場

的節慶活動，非常有利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可在擁擠的全球市場中建立利基。然

而，多元的節慶活動與具備創新、創意、智慧財產等的文化創意產業有何關聯

性? 文化創意產業又該如何經由節慶活動有效地與當地生態、觀光、文化作結合? 

皆是值得探究之課題。基此，為釐清前述之問題，本文探討文化創意產業與節慶活

動之基本概念，同時分析文化創意產業與節慶活動的關聯性，並針對其結合之效益

及困境提出展望與策略。所得建議為：一、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二、公部門

資源傾力挹注。三、產業結合地方，致力文創價值。四、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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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科技的日新月異，而資源卻日益匱乏之下，21世紀的經濟型態已經轉變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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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型態。故，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競相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此創

意可實踐並運用在生活及各個產業層面，因此各國將其視為帶引國家經濟前進的

動能。例如華人國家端午節必辦的龍舟賽，很多都已從本地習俗發展成國際龍舟賽，

以吸引國際目光；又如日本每年四月間的櫻花節在傳媒大肆報導下，所帶來趨之若

鶩驚人的觀光人潮，已成為日本每年重要觀光賣點之一。王啟東（2013）指出，文

化與觀光彼此之間存在著互惠共生的關係，兩者的結合將可以強化地方、區域與國

家的魅力與競爭力，反觀臺灣傲人的不是摩天大樓、先進數位化和精品購物等，而

是因為擁有非常豐富精緻的文化，這非常有利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可以為觀光

創造特性，在擁擠的全球市場中建立利基，觀光為文化帶來人潮，並創造其發展所

需的獲利營收。另透過政府推行之一鄉一特色，不僅能抓緊當地特有的文化背景，

將節慶活動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讓人由節慶活動去認識所欲傳達的豐富特色，再

藉由文化創意去提升地方文化之內涵，從傳統固有文化中，藉由文化創意產業產生

新動力，終能推出新的產物。 

Caves（2000）認為，文化產業的文化與藝術，除了是在生活中有藝術外， 

更是提供創意的服務，是一種兼具休閒娛樂價值的產業。張意雲（2012）亦指出，

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立法旨意去思考，不論是主管機關的設置，及相關的投資、

補助、獎勵辦法，皆應有創新的思考，勿拘泥於過去的做法，民間與政府的行動，

必須互相刺激及啟發，文化創意業才能向前邁進。在節慶活動中有表演、觀賞、資

訊、建築、製造和販售等等，這皆須要結合很多產業共同營造，方能達到節慶活動

的目的，深究台灣觀光，發現臺灣各縣市政府都有舉辦大型節慶活動的趨勢，不管

是文化藝術節、音樂季、博覽會或文化季，皆爲提升地方民眾藝術的視野或地方產

業的推廣（戴君瑞，2012）。而這些經由特意或無意文化創意設計後的新興節慶活

動，正是本文欲探討之議題；正如張育銓（2010）所述，文化產業必須透過多元銜

接才能展開文化產業的影響層面與產業潛力，尤其不可忽略在休閒娛樂方面，所提

供的介面與經濟動能。然而，文創產業業者在進行商品化過程中仍有許多疑慮與困

境。綜觀國內文獻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及節慶活動結合之研究論述，例如過去有探討

及台灣舞龍、舞獅的功能(顏碧嬅、許光麃，2011)，充滿律動的台灣原住民族觀光

(瀨戶邦弘等，2012)等。雖然舞龍、舞獅也舉辦世界賽，但幾年下來也未見打響名

號，原住民族節慶活動在觀光功能上也沒有更發光發熱。因此，本文在分析的策略

上，首先從文化創意產業及節慶活動作探討，釐清文化創意產業與節慶活動的關聯

性，再分析節慶活動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之效益及困境，冀盼能助益於臺灣未來產

業新的思考方向與走勢。 

貳、文化創意產業基本概念 

一、文化創意產業意涵 

  各國均不間斷地著力在文化創意產業，英國為創意產業制定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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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略，增加對文創產業的重視程度；歐盟則特別著重文化的保存、文化

多元性與認同的功夫（林鼎為，2014）。楊志誠（2014）認為文化創

意產業是新時代的產物，當然不同於傳統的文化建設或文化復興；其

政策目標明顯具有經濟的意圖及文化擴張的意涵。黃世輝（2003）把

文化創意產業分為兩種，一種是與地方傳統、在地生活息息相關的，可

以稱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而另外一種則是包括了傳播媒體（文化工

業）與設計產業等，具有大量生產、傳播特質的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社

區型文化產業原本就是社區營造的目標之一，而通用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則是

服務業活化的另類思考。雖然，臺灣文化創意產業(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的中文詞彙早在2002年5月行政院「挑戰2008：

國家發展計畫」內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中就已確定，但其實

在1997年英國即已經提出創意產業的概念，其將創意產業定義為：「起

源於個體創意、技巧和才能的產業，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有

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潛力」（經濟部，2004）。因此，經濟部文化

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5）考量台灣產業的特殊性質，並參酌各國對

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的定義，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源自創意或

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

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政府在定義文化創意產業時，除了

探討「個人創造力與文化積累」和「智慧財產權的開發與運用」以外，同時已考

量是否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力，以促進整體生活環境的提昇。 

 

二、文化創意產業範疇 

依據文化部（2015）於2015年9月16日最新修正之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

圍，目前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類別已由十三項增至十六類，並分別由文化部、經濟

部與內政部等行政單位負責，文化創意產業的類別包括： 

(一)視覺藝術：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品拍賣 零售、畫

廊、 

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代理、藝術品 公證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業。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之創作、訓練、表演等相 

關 

    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台、燈光、音響、道具、 服裝、造型等)設計服 

    務、經紀、藝術節經營等行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 

    音樂廳、 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館（村）、演藝 廳等)經營管理 



80 

    之行業。 

(四)工藝產業：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料製作、 工藝品生 

    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 

(五)電影產業：指從事電影片製作、電影片發行、電影片映演，及 提供器材、 

    設施、技術以完成電影片製作等行業。 

(六)廣播電視產業：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或其他廣播電視平台，從事 節目 

    播送、製作、發行等之行業。 

(七)出版產業：指從事新聞、雜誌(期刊)、圖書等紙本或以數位方式 創作、企 

    劃編輯、發行流通等之行業。 

(八)廣告產業：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型、 製作及裝 

    置、獨立經營分送廣告、招攬廣告、廣告設 計等行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計、機構設 計、 

    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包裝設計、設 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指從事企業識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設計、平面 

視 

    覺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業包裝設計等行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 

      顧 問、製造、流通等行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資訊 

      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之行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識，提供具有深度體 

      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驗、生活教育體驗、 自然生態體

驗、 

      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工藝文化 體驗等行業。 

(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指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特色之音樂及文化之 

      創作、出版、 發行、展演、經紀及其周邊產製技術服務等之行業。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指從事中央主管機關依下列指標指定之 

      其他文化創意產業：  

      一、產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表達性價值及功用性價值。  

      二、產業具成長潛力，如營業收入、就業人口數、出口值或產值等指標。 

 

參、節慶活動基本概念 

一、節慶活動意涵 

臺灣學者認為節慶活動可說是一種特別的、經過周詳規劃設計的產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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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思想、資訊、群體等特殊情境，可帶給人們快樂與共享，以達到特定的社

會、文化或組織目標的特殊儀式、表演或慶祝活動（林美萍，2002）。而Robert 

and Jackson（1997）解釋觀光節慶活動是一個特別的、非自發性的，且經過周

詳籌畫設計所能帶給人們快樂與共享，也是產品、服務、思想、群體等特殊事務

特色主張的活動，它蘊含豐富與多樣性。國外多位學者對節慶活動之定義皆指出

節慶活動是一個有主題性、特別的、大眾公開的慶祝活動，且經過設計、企劃以

達成一種一次性的或非經常性發生的特殊活動（Richards, 1992；Robert, 

Jackson , 1997；Watt, 1998）。林虹瑩與陳渝苓 (2013 )的研究中發現，享樂

的因子一直根植在節慶之中，更與休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基於不同的世代

背景，節慶的形式與意涵正不斷的受到重組與創新。吳宗瓊、朱育瑩與蔡秀玲

（2004）指出節慶活動除了具有提供遊客特別的遊憩體驗，以及帶動地方觀光旅

遊業整合之「特色產品」功能外，節慶活動對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個重要的行銷利

器，用來建立地方的獨特定位和知名度。而臺灣正運用此一優勢，結合地方的民

眾、社區、業者及政府等，在組織運作及政府經費的贊助配合下，提供體驗地區

文化，瞭解當地的歷史與獨特性的各式節慶活動，並冀此以振興地方產業、促進

社區發展與社區凝緊力，兼顧文化傳統、藝術及休閑、遊憩。 

 

二、節慶活動範疇 

吳怡寬（2004）指節慶活動舉辦包含經濟、文化、宗教、觀光的四個層面的

特殊效益。由此顯見，節慶活動不僅是節日的慶典，也是觀光休閒旅遊的一環。

陳弘尉（2006）列出節慶活動內容主題區分為：(一)傳統民俗類；(二) 宗教信

仰類；(三)原住民慶典類；(四)文化藝術類；(五)地方特產類；(六)特殊景觀

類；(七) 遊憩類等七大類。許清壽（2012）解釋台灣的節慶活動類型多元化，

除了傳統之節慶外，更有許多不同以往的新節慶出現，台灣新興節慶之起源，主

要來自政府官方的催生，並常以「祭」、「季」、「節」、「會」、「嘉年華」

等作為活動之名稱，由此可見，台灣新興節慶活動性質，包含不以營利為目的，

屬於帶有文化性質的地域性短期特殊活動，或為建立地區正面形象，又能保有傳

統文化等而舉行之活動（吳淑女，1995）。高崇倫、廖心蘭與洪湘琇（2007）指

出，節慶活動不止是自然景觀或是農業活動，還包含了人文活動與服務性質，其

不僅能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潮，更能創造相當多的商機，同時也能帶動當地的經濟

發展。 

 

綜上所述，臺灣在節慶活動命名上，相當地多樣化、且富有創新的元素，而

在節慶活動的營造上，則需要地方全部產業的投入，方能達到最大的成效及回

饋，且透過不同型態的節慶活動，對提昇及振興地方人文、經濟、教育都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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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益。 

 

肆、文化創意產業與節慶活動的關聯性 

創意產業應具有主流引導外，還要民間的支持及公私部門落實政策層級，

加上創意和產出者企圖於發展的動機將是關鍵一環（洪迺鈞，2012）。然而，一

般人對文化創意產業最常見的問題是把「文化」、「創意」、「產業」三者分開來對

待，把「文化」窄化為「藝文」；把「創意」窄化為「設計」；把「產業」窄化為

「生產」（張意雲，2012），對此窄化之問題，文建會（2003）即說明，從內容來

看，文化產業應可以被視為創意產業，在經濟領域中，稱之為未來性產業、內容

產業，換句話說，文化創意產業不應被侷限，文化創意產業可被大方適切的運用

於各層面。 

事實上，休閒產業發展至今也有了新的趨勢，尤其是當休閒觀光與創意結

合之後，藝術村、產業觀光、休閒農業、新式旅遊、民俗及長居等相繼形成，然

而其中最令人關注的還是文化創意的休閒產業（高崇雲、高鵬翔，2009）。因

此，當臺灣政府有感於節慶活動對地區之發展、特色、民俗、文化資產及所提供

之效益有相當的呈現及助益後，所以在近年來已逐漸重視推動各地方具有特色的

節慶觀光活動。莊淑姿與陳麗妃（2003）探究這些成功的地方節慶活動，其特點

為：在一段特定期間內，充份發揮在地文化資源特色，經過周詳籌劃，並在產

品、服務、思想、資訊、群體等特殊事務特色中主張的慶典活動。而這些特點在

與文化創意產業做對應後，不難發現其關聯之處，本文將文化創意產業範疇與台

灣各種節慶類型做關聯結合，歸納彙整如下（陳比晴，2003；陳弘尉，2006；許

清壽，2012；文化部，2015）： 

一、文化藝術類： 

    三義木雕節、墾丁風鈴季、台東南島文化節、台北藝術節、宜蘭國際童玩

節、貢寮海洋音樂祭、鶯歌陶瓷嘉年華、石門國際風箏節、高雄國際貨櫃藝術

節、南島文化節、花蓮石雕藝術節等。 

二、地方特產類： 

    促銷當地產業，善用地域特色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推出的節慶活動：東港黑

鮪魚文化觀光季、麻豆文旦節、玉井芒果節、南方澳鯖魚節、台東釋迦節、南投

茶香嘉年華、三星蔥蒜節等。 

三、創新民俗慶典： 

    包括(一)從傳統節慶活動中創新，賦予新意義與新觀念的新作法：台灣燈

會、鹽水烽炮、新竹客家義民節、台東炸寒單、頭城搶孤、基隆中元祭。(二)結

合原住民的豐年祭，辦理的慶典活動：阿美族豐年祭、蘭嶼飛魚祭、雅美族船

祭、卑南族猴祭、鄒族豐年祭、泰雅族豐年祭。(三)從傳統節慶活動中創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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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新意義與新觀念：基隆中元祭、府城七夕國際文化藝術觀光節、高雄左營萬年

季等。 

四、特殊景觀類： 

    突顯自然景觀的主題外，搭配相關活動陪襯：北投溫泉嘉年華、白河蓮花

節、陽明山花季、客家桐花祭、美濃黃蝶祭。 

五、宗教信仰類： 

基於宗教對遊客吸引而舉辦，含朝聖、進香、祈福、舉行祭祀典禮等：大甲

媽祖文化節、基隆中元祭、東港王船祭。 

當象徵經濟興起，使得創意受重視的程度高過於文化，或當區域與城市持續

運用文化作為強化的手段，因而越來越需要去發現新的文化產品，如此才能在激

烈競爭的市場中創造獨特性(王啟東，2013)，不論爲了經濟或文化因素，創意產

業的拓展及運用皆已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策略因素，在有形或無形下結合文化創

意的節慶活動，將能創造出更大的附加價值。 

 

伍、台灣節慶活動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之分析 

一、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結合節慶活動之效益 

  劉大和（2003）認為，文化創意產業是先進國家的經濟利器，具有高

度的經 

濟效益，包括增加就業機會。其對應的是人類感性的消費，常比實體產

業能提供人類幸福的感覺，與一個國家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而生活品

質常常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不僅有

經濟利益，也有文化上的意義。劉大和進一步指出：文化創意產業中對

自我群體的敘述常能提高一個國家的連帶感，若沒有文化創意產業，一個

國家很容易產生刻板的印象，也將缺乏自我發聲的機會。另透過文化創意產

業，能使許多原本艱澀的藝術得到更多人的喜愛，雖然它有時也可能喪失原

本藝術的精神。但大致上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它多扮演一種把文化藝術大眾化

的角色，這是「文化的民主化」。吳淑女(1995)認為節慶活動在觀光上不

只扮演著繁榮地方經濟及強化觀光形象之角色，達成擴展觀光區至傳

統景點之外的效益，以提昇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形象。同時還可做為間接

達成其他各項社區總體營造之策略，像協助地方特有產業開發與推動、

地方文化重新包裝、古蹟建築及聚落空間之保存、展現民俗廟會祭典活

動與生活文化、推廣地區與國際交流活動、提供社區民眾休閒遊憩之機

會及社區形象之營造（王育群，1999）。是故，節慶活動的舉辦有著文

化的傳承之外，另具其特殊目的及效益。所以，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於

節慶活動之中，以在地人文及生態資源去活化節慶活動，以尋找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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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具創意的主題活動規劃中，活絡了所有週邊產業。以下從游瑛妙

（1999）針對節慶活動之功能中，探討出文化創意產業和節慶活動結合

之效益如下： 

(一)產業升級：利用節慶活動，改變或提升傳統文化藝術。 

(二)活絡地方經濟：開發地方產業，提供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經由特殊創  

    意活動或藝術裝置吸引遊客，延長遊憩季節。 

(三)商品製作與促銷：藉由活動吸引人潮，推展特色產品、食品，為地方帶 

    來經濟效益。 

(四)提振當地文化產業：整合發揚當地特色，以創新的節慶活動設計去營造 

    節慶的歡樂氣氛。 

(五)保存並傳承當地文化：保存古老祭祀、敬神的活動，將舊有文化以新方 

    式呈現，並得以傳承舊式文化。 

(六)社區營造與凝聚共識：利用節慶活動，凝聚社區團結共識，達成社區整 

    體營造功能。  

(七)形象塑造，提高能見度：藉由舉辦節慶活動，透過媒體宣傳曝光及知名 

    度。 

 

二、文化創意節慶活動現況之困境 

臺灣現今面臨經濟、文化傳承及生態保護交互矛盾，必須找出一條新的道

路，打造出自己的特色。高崇雲與高鵬翔（2009）檢討當前的趨勢表示，「文

化」逐漸演變成觀光、休閒與地方發展的核心，在相關單位的規劃下，文化與觀

光已逐步統籌在「創意產業」之中，現實面上，雖然各縣市政府如火如荼極力推

動節慶活動，但如何讓這些精心企劃的活動能順利統籌入文化創意產業，不可否

認地，確實有其現況問題如下： 

 (一) 對當地文化不尊重 

節慶活動固然可以提振當地經濟，但是湧入的觀光人潮卻也同時影響在地原

本的生活及寧靜的環境，在保留當地文化、種族、建築、歌舞、傳統工藝及加入

所謂創意元素下，卻也必須反思過多的商業產物是否讓最原始的精髓失去。 

(二)曇花一現 

任何節慶活動，不管其規模多大，多具吸引力，或已成為地方每年的特色活

動，但經年累月下，不乏遭遇無法突破創新內容的瓶頸，及舉辦時間的有限性，尤

其，節慶活動依賴政府資源度高，在統籌及資金上，業者均難以獨立籌辦，上述諸

多之隱因，皆為未來之隱憂。 

(三)對文創產業無概念，產業間惡性競爭 

洪迺鈞（2012）發表，文化創意的推動上，對台灣現況而論是產業轉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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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但是文化層級的執行構面，並非純化元素的經驗所建構，所以文創產業

的建置成就了文化表徵，但此表象的暫時性糖衣，卻無法創造真實文化的永續內

涵。原來（2014）明確指出，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不同，現今所稱的文

化產業即是發揮與活化在地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產業，在華人地區普遍所說的「文

化創意產業」，除了是台灣法律名詞外，其所執行的文化創意事務對於該文化的

發展有時並無助益。換言之，節慶活動讓在地的傳統產業得以提升，當地的文化

得以傳承，環境受到尊重及保護，在如此正向的情況下，創意才得以持續產出，

如果大家只是抱著趁機撈一筆的心態，加以節慶活動期間，許多產業其目標市場

皆為湧入之遊客，在目標市場相同下自然會有相似產業，並產生競爭，若業者間

缺乏整合，容易造成彼此的惡性競爭或服務品質降低等狀況，甚至最後造成活動

失敗，產業失利的負面結果。 

 

三、展望與策略 

(一)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 

    全球各先進國家都極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因，乃因文化創意產業是經濟利

器，具有高度的經濟效益，包括增加就業機會。臺灣欲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就必

須做到國際化。文化創意主題能突顯台灣的特殊節慶文化，亦能與國際時事有所

關聯而引起關注。以台南鹽水蜂炮為例，其在夜間面對大量連珠沖天砲迎面而來

的震撼性，應當更勝過西班牙奔牛節。若能加上各大專外語志工組成國際服務團

隊及專區，以歐、美、日之年輕人做為市場區隔，在國際媒體、網路上宣傳，以

體驗烽火連天做訴求，為國家及地方帶來大量利益，成為新東方之珠，讓台灣更

為世界所矚目，達到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的目標。 

(二)公部門資源傾力挹注 

    節慶活動的舉辦並不能抱持兒童辦家家酒的心態，中央應結合地方力量，評

估具創意文化的節慶活動之主辦單位或企業以國事思維而為，公部門資源鼎力支

援。 

(三)產業結合地方，致力文創價值 

    葉開馨（2012)強調，現代人消費行為改變，非單靠產品的功能或價格作為

取捨，會因為喜歡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並認同其企業所經營的理念或風格而做消

費，如此的型態讓經營者對企業風格有了自我的堅持，這即是創意生活事業重要

特色之一，因此，許多產業縱使藏身羊腸小徑、或無醒目招牌，卻能吸引消費者

不遠千里而來。例如，林鼎為（2014)對宜蘭國際童玩節所做研究分析提出，童

玩節需著重品牌之建立，品牌建立之核心要素包括生產、服務、銷售等，其未來

發展也一定需與歷史、地方特色相互配合，並激發縣民共同對童玩節品牌的同理

心，這結果正提醒了文創及獨特的價值，地方節慶活動除了政府部門或民間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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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推手之外，地方休閒產業之業者也為節慶活動成敗的關鍵因素。劉仁傑等

人（2008）以「co-innovation」來解釋共創，是讓現有的區域複數產業或是一

群同業暨協力廠商進行共同創新。因此，節慶活動及地方產業要能永續發展，除

了吸引遊客創造利益外，相關業者應秉棄小利，彼此成為共同創造價值大利之伙

伴。 

(四)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之培育 

    高崇雲與高鵬翔(2009)指出，當傳統碰上創意，就有棺材板（土司＋料）、包

子（饅頭＋饀）、珍珠奶茶等出現，而當休閒觀光加上文化創意後，藝術村、產業

觀光、休閒農業、新體驗式旅遊、民宿等就會紛紛大行其道，如此可見，人的潛力

無窮、創意無限、思維無價，所以，專業人才的培育是開拓創意領域的基石。 

 

陸、結語 

處在科技日新月異的 21 世紀，世界各先進國家除了強調自己國家文化特殊

性之餘，皆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這除了代表一個國家民族性在不忘本之歷

史傳承下，且可藉文化創意產業之經濟利益，實踐並體現在生活及各個產業層

面，帶引國家經濟前進的動能。其推廣手法，包括宣傳世界級古文明遺址、特殊

的風情民俗等等，不論手段或方式為何，若能以永續發展理念來推廣文化觀光，

提振產業升級，並能以文化創意來面對全球化變遷挑戰，皆是得參酌發展的方

向。臺灣擁有非常豐富精緻的歷史傳統文化，每年有過百場的節慶活動，非常有

利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可以為觀光創造特性，在擁擠的全球市場中建立利

基，觀光為文化帶來人潮，並創造其發展所需的獲利營收。但要如何持續其新鮮

感，繼續吸引眾人之青睞，正是我們要未雨綢繆，不斷深究之課題。再者，文化

創意是人們賴以進化的根源，在傳承文化精神下，如何構思創新節慶活動與文化

創意產業，則須藉政府與民間彼此激發出不同的想法與創意，定能開創節慶活動

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的新契機，為國家及地方帶來大量利益，讓台灣更為世界所

矚目，成為新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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