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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大企業加碼投入贊助藝術

文化，或是藝術家、藝術團隊、

個人設計師開始尋求商業化經營

的現象，都顯示出藝商融合，已

成為當今顯學。

然而，在台灣這一波藝術與

今
年的「台北新藝術博覽

會」，由展會藝術總監李

善單結合3C科技和全球股匯巿

的畫面，讓人聯想：藝術與科

技、商業的融合，在台灣已是現

在進行式。事實上，近十年來，

商業的融合浪潮中，不管是藝術

朝商業前進、或是商業往藝術延

伸，大家都還在摸索中，一來要

如何做到藝商的無縫接軌，不減

文化藝術或設計的氣息，但又得

以走出少眾族群並發揚光大；再

觀念轉彎
創造商業與文化的雙贏
以往商業與藝術總讓人有對立的感覺，但實際上，藝術與企業只要透過觀念的轉化，輔以適當行銷手

法，可將品牌與藝術完美結合，達到文化與商業雙贏的綜效。企業透過藝術能提升產品價值及品牌內

涵；藝術也可藉由商業模式將美學文化推廣到各地，對創造國家軟實力帶來極大助益。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法新社、美聯社

藝術與商業融合有道

香奈兒曾打造出一座可移動的藝術博物館，邀請各地的藝術家以香奈兒的經典圖樣為理念進行創作，此即藝商合作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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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1》科學+人文+藝術 
 提升傳產價值

至於要如何在產業中融入

藝術，陳立恆以法藍瓷的經營為

例指出，陶瓷是非常傳統的千年

產業，想突破瓶頸向上提升，必

須在既有優勢上融入新元素，勢

必可孕育出驚人價值，以此目標

為方向，法藍瓷以「天地人」為

核心價值，所有產品設計的啟發

全來自「大自然」，自然界中有

萬紫千紅的顏色，法藍瓷的產品

設計就以自然為師，這種敬天敬

地的思維，在於鼓勵大家愛護自

然、活得自然。

掌握根本價值之外，法藍瓷

更訴求真善美，充分發揮人文素

養的能量。

而法藍瓷利用「科學力量

求真、人文力量求善、藝術力量

求美」，陳立恆進一步指出，一

個優勢的文化創意產業，就是以

來是商業與藝術融合的過程中，

如何使藝術變成企業提升價值的

關鍵元素，都是要深入探索的部

分；而政府也應透過政策力道，

讓台灣產業與藝術能夠共舞，成

為台灣藝商共融的重要推手。

產業開啟文化藝術之眼

的三大思考

法國經濟學家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認為，國家

競爭力有三大環節，分別為「經

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

化資本」。

過去台灣以經濟資本為首，

以生產製造為主要商業模式，開

創台灣的經濟盛世，如今生產過

剩的時代來臨，再加上中國大

陸、東南亞國家以低廉勞力優勢

崛起，台灣必須進一步在社會資

本與文化資本上著手，為產業創

造更多競爭優勢。

法藍瓷創辦人陳立恆指出，

文化與藝術具備無窮的力量，台

灣製造業若能融合文化藝術，其

所創造出來的商品才能具備更高

的價值；服務業如何以文化內涵

提供服務，產值勢必大幅提升。

台灣科技創業教父施振榮也

表示，台灣要提升競爭力，軟實

力是最核心的要素，而藝文便是

創造無形價值最重要的環節，因

此，台灣產業應積極融合文化與

產業，以美學為基礎，打造台灣

成為華人優質生活實驗場。

「科技」為後盾、以「人文藝

術」為訴求、以「市場」為導

向、並以「創意」為核心，然後

結合市場行銷與服務所創造出來

的價值鏈，這正是他認為台灣傳

統產業是否能向上升級的最關鍵

因素。

統一集團前總裁林蒼生也

強調，世界已從追求物質的舊世

界，走向追求精神的新時代，

消費者開始追求新型態的生活模

式，台灣產業必須整合科技、文

化與人的素養，才能和其他經濟

大國競爭，因此企業必須有更高

層次的經營思維，跳脫大量生

產、爭權奪利的舊管理模式，朝

追求身心靈的提升、世界的共好

之路邁進。

思考2》建立「科文共裕」風貌 
 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想要實現陳立恆所說的「科

學求真」，科技無疑是關鍵手

剩的時代來臨，再加上中國大

陸、東南亞國家以低廉勞力優勢

崛起，台灣必須進一步在社會資

本與文化資本上著手，為產業創

造更多競爭優勢。

法藍瓷創辦人陳立恆指出，

告別生產製造興盛的年代，以及東南亞國家低廉勞力優勢的崛起，台灣必須積極在社會
資本與文化資本上努力，為產業創造更多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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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千年歷史的陶瓷產業面臨轉型升級關鍵，台灣業者可思考在既有優勢上融入新元
素，必能創造出全新的驚人價值。

對於商業營運的能力不足，因此

對世界的影響力總是顯得微不足

道，所以設計師或藝術家都應該

思考，從事設計的目的與意義為

何，並從中找尋影響力。

包益民認為，學設計與學英

文一樣，學會英文之後，如果只

是拿它來傳遞訊息、與人溝通，

影響十分有限；但如果是用來創

作《哈利波特》，影響的是全世

界許多世代的人，目前台灣多數

的設計人都只將設計能力，運用

在侷限的範圍，因此設計師不被

重視、沒有影響力，也不會成為

世界500大企業之一，且設計師

可以朝成為世界頂尖的設計師邁

進，學習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維

京集團創辦人理察．查爾斯，成

為企業經營者。

關鍵2》學習經營的各種面向

具備企業經營思維之後，文

段，尤其在這個科技無所不在的

時代，台灣產業界都應抱持「科

文共裕」的精神，實現藝商融合

的目標。

「文化，不分國界，然而，

『科技』是將文化力極致展現的

最佳載體，科文共裕，是台灣產

業發展的必要之路。」資策會創

新研究所指出，隨著數位科技快

速演進，文化、藝術運用「新科

技」發展或詮釋商品已成為新趨

勢；此外，全世界的產業都正面

臨典範轉移的衝擊，台灣產業也

需要加值轉型，以五千年的歷史

文化為基礎，藉由多元、美學、

創意所培養的競爭力，為台灣產

業尋求出路。

此外，仍以代工製造為主，

尚未走向品牌的企業，也應建立

「科文共裕」的新思維，舉例來

說，過去法藍瓷在做代工時期，

曾服務過迪士尼等全球產業巨

人，當時被業主要求具備電腦雕

塑技術，促使今天的法藍瓷能以

電腦3D雕塑科技取代傳統石膏印

模成型，以強大的技術力作為後

盾，法藍瓷的藝術品也才得以如

此精湛，成功銷售到全球六十多

個國家。

思考3》用說故事  
 讓商品具備感動力

進一步從創新產品的層次

來看企業與藝術的融合。由於世

界已進入生產過剩時代，如何透

過文化藝術，提升商品層次，進

而獲得消費者青睞，顯然是企業

的新課題。對此，陳立恆認為，

企業應具備「言簡意賅、說活說

透」的能力，把故事融入商品之

中，賦予產品新生命，如此才能

以更高的價值將商品推廣出去。

文化藝術 

邁向商業的三大關鍵

企業融合藝術有其方法之

外，文化界的人要朝商業化發

展，也有很多必須學習的功課，

包括：建立商業化的經營思維、

學習商業經營應具備的各種能

力，並持續為豐富人們生活與精

神而努力。

關鍵1》建立商業化經營思維

服務過許多國際品牌，並成

立包氏國際設計公司的台灣知名

創意家包益民，在TEDxTaipei演

講時指出，因為藝術家與設計師

註：（）內數字代表該指標於2015年調查排名。

表2  2016 IEAT調查樣本「基本特性」重點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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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掀起一股藝術與商業融合的趨勢，大企業與藝術家的交流結合，激盪出新火花，而
藝商融合在台灣已成為當今顯學。

化人要邁向商業化經營，當然要

對企業經營的各個層面進行深度

學習。

包益民表示，設計在整個企

業經營的預算中，通常只占總預

算的1%，而且只用於行銷與廣

告，影響力有限，為了提升設計

人的商業思維，設計部門或設計

者都應試著轉向學習擁有99%預

算的每一個環節，包括投資、研

發、製造、生產、通路、行銷、

庫存與服務等層面，達到全面涉

獵，才可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關鍵3》為生活與精神而服務

過去，藝術有其藩籬，難以

與人們的生活貼近，因此，各種

藝術領域的創作或作品，流於少

眾市場而難以產業化，如今的藝

術家則開始思考如何讓作品與民

眾生活貼近。

由四個八年級生所創立的

「豪華朗機工」，秉持為「生活

與精神」而服務的核心價值，其

創作一直非常貼近大眾生活。

例如曾獲得台新藝術基金會

資源所創造出的3D飛鳥作品，設

計將一隻手工製作的模型鳥，製

成3D動態飛翔影像，然後運算出

37,200張單色線條的小鳥圖像，

接著召集兒童參加塗鴉，以群聚

力量啟發孩子的想像力，把藝術

文化的力量，廣泛散播到各地。

「豪華朗機工」藝術家林昆

穎則指出，身為創作者，我們不

斷在思考「何謂設計」、「何謂

藝術」，後來我們得到一個簡單

的答案，那就是「設計是為了人

類的生活而服務」，所以豪華朗

機工團隊的創新與再創造，都是

為了服務人類更美好的生活與精

神，以創造人們的感動與熱情為

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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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 發揮融合力道
有鑒於藝商融合已經成為台

灣產業向上提升的關鍵之鑰，政

府也陸續推動相關政策措施，發

展出許多推動藝商融合的組織機

構，這對台灣文化藝術邁向商業

化經營，帶來不少動力。

藝商合作平台 
創造無限可能性

早在1996年，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便以《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設置條例》捐助新台幣

60億元做為基金，透過民間捐

助成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後

簡稱國藝會）。自此之後，國藝

會便不斷透過各種計畫推動，促

進藝術推廣之外，也致力於台灣

藝術與商業的融合。例如，國藝

會於2014年正式推動的「產業

文創加值播種推廣計畫」，成功

為產業引進藝文元素，並運用藝

術創意及人本思維，進行產品與

服務創新、商業流程與模式再

造，以及對組織與文化進行變

革，藉以提升整體競爭力。

舉例來說，建築師王喆與

BenQ數位時尚設計中心的黃薰

立，透過科技與藝術的跨界合

作，實現了超越既有經驗的互

動式裝置「Qis-starter」，內置

3,000多顆LED燈及互動感應器

並結合投影技術，讓光可以感測

觀賞者的動作而轉變，同樣展現

藝商融合的驚人火花。

協助文化藝術家 
邁向微型創業之路

另外，為協助我國文化藝

術家邁向商業化經營，文化部推

動的「文化創意產業輔導陪伴計

畫」，積極協助台灣文化藝術產

業邁向微型創業。

再者，行政院已同意國藝會

進駐「TAF空總創新基地」，打

造「藝文村」，未來也將成為藝

文工作者及大眾能盡情發揮的複

合空間，有70%以上作為公共服

務空間，深入將藝術與文化，帶

入台灣的創新創業圈之中。

有人說，經濟的發展可使

國家壯大，但只有「文化」的卓

越，才可讓國家變得偉大；經濟

產業可以造就寶石，但只有文化

能讓寶石綻放光芒。

是以若社會的發展缺少「文

化」這塊拼圖，台灣產業與經濟

要發光發亮，就不能缺乏藝術與

文化這塊關鍵拼圖。因此，台灣

從政府、產業界、文化藝術界甚

或個人，都應建立藝術與產業融

合的思維，激盪出精彩的火花，

創造更好的產品與服務，有助於

台灣產業發展，更將以優質元

素，惠及全人類。■

「Apple」是將設計美學與商業進行完美結合的品牌，推出的3C產品受到消費者喜愛，顯示出具備美感的品牌設計是可有效提升商品的附
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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