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高教部鼓勵泰北在地工藝產業及推動社區產業升級 

駐泰國代表處教育組 

2021 年 10 月 10 日泰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與創新部部長 Dr. 

Anek Laothamatas 於「新常態下提昇在地工藝產業之創新設計培力工

作 坊 （ Creative Design Competency Enhancement of Local Craft 

Entrepreneurs for New Normal Market Workshop）」閉幕式發言，並一

再重申文化及藝術是創意經濟之根本，亦是泰國國家發展之根本。本

次活動於清邁尚泰中央廣場舉辦，由蘭納皇家理工大學與蘭納文化暨

手工藝協會共同成立的 Koyori 計畫負責執行。計畫負責輔導泰國北

部 8 個府內之社區工藝產品的創新設計，輔導對象包含清邁、南奔、

南邦、夜豐頌、清萊、帕堯、帕府與難府之文創產業及手工藝產業業

者。 

蘭納皇家理工大學（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代理校長 Dr. Suraphon Jaiwongsa 表示：Koyori 計畫是已持續執行多

年的計畫，2021 年也有多個單位及機構一同協作。泰國國家研究院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ailand,NRCT) 給予資金方面的協助，

而蘭納文化暨手工藝協會（Lanna Culture & Crafts Association）則傳

授泰國北部地區文化創意產業業者以及其他參與計畫之單位有關創

新、創意工作的知識與技能。計畫依據本校『創新社區』之理念結合

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的應用，提升泰國北部地區文化創意業者之創新

力以作為社區經濟發展的基礎。 

泰國國家研究院院長 Dr. Wiparat Deeong 則表示：「Koyori 計畫」

為「優化社區產業價值鏈：透過文化資產與社區資源之應用加強泰國

上北部地區手工藝之產品升級」方案下之子計畫，交由蘭納皇家理工

大學執行，由該校代理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為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8 月。其計畫目標為：（一）提升社區手工藝產業之專業

知识與技能，增强泰國上北部地區文創及手工藝產業業者之潜力。（二）

因應新常態下之市場需求，泰國上北部地區之社區產業及手工藝產業

業者如何透過創新設計提升產品之獨特性與吸引力。（三）開發新常

態下適用於泰國上北部地區社區產業及手工藝產業之市場行銷與銷



 

 

售管道，以提升社區之經濟基礎。（四）透過量身定制的咨詢輔導和

工作坊的方式加強社區組織之管理能力，以建立社區產品之產業鏈，

並提升泰國上北部地區手工藝產品之價值。 

泰國國家研究院院長透露：整個計畫案執行下來，目前計畫已成

功培育新生代蘭納手工藝產業業者，即是有潛力的青年業者。培育的

方式是透過參賽的方式從新生代設計師與產業接班人中選拔出 30 位

年輕的業者，然後精進其技能與專業知識。計畫除了技能的提升外，

亦開通行銷、展覽及展售等管道增加曝光機會，讓青年業者的作品、

產品在新常態下的手工藝產品市場有更多的行銷管道與曝光機會，同

時也可讓這些青年業者建立產業社群及聯盟，以增加收入與交流的機

會。根據今天的閉幕成果展，泰國上北部地區 8 個府手工藝產品升級

的工作算是非常的成功。希望清邁、南奔、南邦、夜豐頌、清萊、帕

堯、帕府與難府善用社區文化資產與社區資源，並永續的經營。 

 泰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與創新部部長於閉幕式的最後表示：

此次到訪，自己深有感觸我們的方向對了，也就是說要有階段性的工

作目標，我們要做的不止是研究、教學與創新，我們要做的是有目標

的階段性工作，不能過於偏重人文而導致泰國發展緩慢。目前重要的

一項工作，就是根據國家發展策略讓國家穩定、富裕及永續的發展。

這個目標的完成期限為 16 年後，而我們每一個人應該一起讓泰國穩

定、富裕與永續的發展，讓泰國成為已開發國家。「已開發國家」的另

一層意義，根據 Nawarat Pongpaiboon 老師所述是「深諳根本、看透

當下與洞悉未來」的穩定、富裕及永續發展的國家。多數已開發國家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不間斷的，能善用過去累積下來的基礎並延

展以發展現下的經濟。要成為已開發國家，該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需要持續不間斷，而泰國要成為已開發國家，必需要如同雙腳走路，

一腳是科技、科學應用於人文歷史，另一腳為創意經濟，需要穩健的

往前邁進。我希望這樣的計畫也可以在泰國其他地區產生，振興當地

的文化藝術，使其與社區長存，讓其在泰國文化藝術有一席之地。更

重要的是讓這些文化藝術在泰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自

足經濟理念結合，讓泰國各個社區自主、自足並永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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