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委員

李永萍

從政府把文化創意產業定為六年國發計畫的重點產業之

後，我們就陸陸續續的跟政府部門之相關單位，如文建會等開

了無數次的會議，也包括對一些實際從事政府創意的民間產業

團體做了很多成果。歸納出的心得就是，我們過去放聲疾呼很

多年，現在終於有這個機會，但是政府用公務及民間資源來整

合推動的時候，卻發現由於過去沒有做很好的了解跟基礎，很

多問題都是混淆不清的，很多假設的前題都是互相矛盾的，結

果，最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要審定這方面相關的預算對我們

立法委員而言都是很頭痛的問題。因為立法委員的職權對於相

關行政院提出來的預算，只能表達支持或者把它刪減，而沒有

辦法去調整或挪動不合理的預算編列。就政府的體制來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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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門有行政權，立法委員不能夠直接去干預所謂的行政權。

之前我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政府在這方面的處理，也擔心溝通

沒有結果，我們若不滿意立法院的預算編列，便不得已把它刪

掉。但是刪掉預算後，似乎又對我們迫切希望發展的文化創意

產業造成困境，因此我們深感難過與矛盾。當然我現在還不能

夠說送審的預算百分之百並不理想，只能說從參加過那麼多次

會議的結果來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釐清，確實有蠻多要釐

清的地方。談論此話題並非僅因為本身目前是立法委員，而是

十幾年來我都在做文化工作，且就讀應用學系，在文化工作還

有創意的領域，大概每一個領域我都有參與，而且也因緣際會

在不同的領域裏面，大都擔任經營者或者策略者的角色。

如果要談我們在文化藝術創意產業所遇到的困境，可以說

從過去大學畢業開始到我踏入政壇之前，都在這樣的困境裏面

打轉。我們要怎麼樣能夠有所突破，甚至關係到我今天之所以

最後放棄一個文化人的角色跟身分而從政。我在台大唸的是外

文系，第一年就是台大戲劇的傑出學生獎得主，包括改編莎士

比亞的戲劇、改編張治國的戲劇等等。我在台大也拿到文學

獎，所以當我大學畢業時，毫無疑問的，我認為我一定是做創

作，因此我設定我的人生方向就是做小說家跟劇場的編導。一

九八六年台大畢業，剛好遇到國內政經環境有很大的變化。一

九八七年解嚴後一直都有各種的街頭社會運動，因為整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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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做大調整，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跟現在很不同，有線電視

還未開放，無線三台還是相當一言堂，當時所有對於整個體制

的結構美學思考，幾乎就落在我們從事所謂小劇場運動的一批

人裏頭。這批人的結合非常廣泛，包括今天在台灣後來發展的

視覺藝術家、音樂創作者或者是現在在音樂界當紅的一些人、

一些流行音樂製作者還有廣告界工作者，現在台灣廣告界最

Top的創意人，差不多當年都跟我們合作過。

除了電視圈外，當年國立藝術學院也才剛成立，那時候像

賴聲川、汪其楣、馬汀尼等，他們都才剛從美國回來，就碰到

我們這批剛從大學畢業所組成的團體。不只是我跟一些朋友創

立了當時台大一個很有名的劇團，還有淡江大學一個很有名的

劇團叫做合作暗號，再加上其他後來的一些團體，像臨界點或

劉靜敏的優劇團等，大都在之後出現，我們幾個小團的感情都

很好。所以大體上，在八○年代後期，我們表現是對整體國內

文化藝術的反省，是全面性解放的一個連結點。當然這個連結

點還牽涉到非常多的人，包括當時最支持幾項工作的雲門。我

們當時能夠演出，是林懷民先生的雲門實驗劇場提供給我們場

地，後來還有皇冠以及當時馬汀尼主持的新象藝術中心等等。

當年培養的這批人陸陸續續在九○年以後，各自發展包括電

影、紀錄片、流行音樂、實驗音樂，還有電視新聞等各種領域

發展。



我自己在新聞界，過去也有相當多的劇場朋友，我從一九

八五年開始一直做劇場創作工作，一九九○年到美國去讀書，

在紐約時做小劇場，做前衛劇場的演出。當時我就有很深的感

觸，因為像我們外國留學生到紐約去，我們只需要做創意就

好，就能得到支持及所有的條件，甚至有一個小的經紀公司在

幫我們做宣傳。可是當我在台灣做劇場的那五年，我必須是劇

場的收入來源，得去兼很多課、教很多書，做很多工作來支持

劇場，還得煮飯給劇場的人吃，另外，還得扮演製作人的角

色。除了自己要做編排以外，我還得是製作人，自己發新聞

稿、寫新聞稿、開記者會，還得去找財源，去跟政府官員要求

與理論補助款的發放。也就是說，當時在台灣一個人要全能到

那種程度；但到了國外，所有的分工問題，即使連有一點創意

的可能，都願意被支持。那個時候，就讓我對制度性的問題有

很深切的感受。

到美國去時，當時心裏很矛盾，我已經不想完全投入藝術

工作，因為從八五年到九○年在台灣工作那幾年間，可以說是

吃盡千辛萬苦。那時候劇團很窮，大家為了強烈的理想，所以

我們在新店租一個類似貧民窟的房子，可是，就是一直覺得找

不到出路，非常的痛苦。後來一九八九年，我個人對鄭南榕的

自焚事件有太強烈的感受，因為他是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

自由，我當時對台灣這樣一個沒有辦法充分表達自己思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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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一個社會跟政治環境感到非常不安也不滿，後來我就決

定，只做藝術。只是藝術面的環境打不開，沒有政府的支持、

沒有發展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就覺得我應該轉換到媒體

領域，以至於是不是可以透過新聞大眾傳播媒體為民喉舌，可

以把這問題做更大的突破。所以，當時我考上教育部公費留

學，就到美國紐約大學NYU去唸電視新聞。我唸電視新聞的時

候，因為還不能忘情於劇場，所以同時也唸表演研究，拿了兩

個學位，目的就是希望兼顧這兩個領域。一九九四年拿到學位

回來台灣時，剛好有線電視正在開始，我那時認為投入電視新

聞這個領域，就是想要突破整個媒體封鎖一言堂的狀況，判斷

那時候正是一個好時機。於是我也沒有多想，且因為當年小劇

場的努力已經慢慢的獲得了文建會或是一些社會的肯定，因此

資源方面已經有一點改善，可是在新一波媒體的突破方面，是

一個很重要且需要努力的時機。那時有線電視法還沒有通過，

第四台還是在一片叢林法則時，當年的衛星電視，就是大家現

在看到TVBS等有線電視台的新聞也還是非法的。當時TVBS的

邱復生不惜挑戰政府，跑到香港去上傳衛星訊號，企圖造成既

成事實，所以是一個戰國時代叢林法則的時期。後來因緣際

會，我很幸運的到台中一個當時在中部大規模的有線電視台擔

任新聞部的經理，也因為這樣我對於電視媒體在關鍵時刻的產

業發展，有很多的了解。當時我配合學界對於有線電視及衛星

電視的修法有一些互動，所以將台灣的電視媒體大量開放，從



這些Cable到衛星的關卡中也曾躬逢其盛。後來我一直在電視

圈努力，在台中有線電視之後也去過超級電視台，到後來第四

家無線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要開台時，我也是建台委

員。所以初期的時候，我也幫民視做了很多有關當時發展的可

能性跟市場定位的研究，

我本來在台中工作，後來回到台北時，還是覺得劇場很

棒。之前在台大創立的劇團已經結束了，所以那時我又跟朋友

重組了創作社，開始製作一些比較不同型態的演出。因為那時

我已經有社會工作及媒體行銷的歷練，所以後期我在這個劇團

大多擔任製作人的角色，一直到我投入立委選舉之前，都在環

球電視台等衛星媒體之類工作。但因為我非常的忙，沒有辦法

完全再投入創作，也因此對於產業的問題，我有更多一層的了

解。

當時我擔任環球電視台新聞部經理，我們是唯一的新聞部

門，從我的角度不只要維持每天新聞的狀況，還要考慮節目策

略、收視率以及收視率造成的收入、廣告營收等等。在環球電

視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我去了十個月，收視率成長五倍，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是辛苦的，包括整個電視台的營運，Cable

的經營要不要做，再加上跟其他娛樂台很多的問題，還有當時

處在一個要不要跟中國大陸合作等等的階段。所以我就在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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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之內，從九四年回來台灣到現在大概七、八年的時間經

歷了各式各樣的事情。

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文化創意產業終於被政府視為國家的

計畫，我會這樣講因為真的很感慨。當時立法院打算要遷建，

遷建的地方是當時台北八德路的公賣局酒廠，現在叫做華山藝

文特區，是抗拒最力的地方。當時我是站在民間的立場，反對

這些立委，開了很多記者會去把他們臭罵一頓，然後說政府怎

麼會搞不清楚那邊有那麼好的古蹟與那麼棒的展演場地。我們

積極的投入立法院的遊說，此外，我們還去找市議會，包括市

政府，又利用市長選舉的過程中運作，並與整個文建會還有相

關單位協調。為什麼那個地方會讓我們覺得非留下不可，因為

我在那裏看了一齣非常非常感動的劇，利用一個破的廢墟，把

歌仔戲、希臘悲劇與所有最現代的藝術元素結合在一起的一個

震撼人心的經驗。當然我想很多做媒材整合的人都知道，其實

要有一個環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們當時千辛萬苦保留華

山。

這些事情反映出，二○○二年之前，在台灣做文化藝術創

意的人，大體上都有一種小媳婦的心情，他們會認為在做很高

尚的事情，有很強烈的理想且不計毀譽。當年我台大外文系畢

業以後投入小劇場，收入有一頓沒一頓的，過著很貧窮的生



活，我父母真的非常不能接受，他們覺得一直讀書讀得非常好

的女兒，跑去做一個他們完全不能了解的事情。對於家庭、朋

友來講，很多時候他們覺得那是一個很羞辱的經驗。可是對我

們這些從事藝術工作者來講，我們覺得是為了這樣的理想，我

們什麼都可以不要，物質生活、社會價值都可以不要，我們就

是要投入一個理想！

今天有很多在劇場、表演藝術界或者視覺藝術界的朋友，

被認為是聰明到了不得了的程度，這麼的才氣橫溢，可是我們

這個社會並沒有用合理的態度去對待他們，也沒有給他們適當

的尊敬。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非常膚淺、金錢至上或很表面性

的社會，我講這樣是很嚴厲，但卻是事實。身為一位普通留學

生到美國做一個演出，我得到的尊敬比我在台灣努力了六、七

年的還要多，這就是我覺得很難過的地方。很多人受不了這種

痛苦，在二十幾歲還可以不計毀譽，反正養活自己就好，到了

三十歲之後要成家立業、要結婚，總要考慮他們的生活狀況，

雖然很多人還是想做創意，可是就到各個其他領域去了。有些

創意的領域還有很高的報酬，譬如我弟弟當年也跟我一起搞劇

團，是一個很好的編劇，現在則是廣告界非常出名的創意人

員。還有許多人到電視圈、戲劇界，當連續劇編劇或者後來去

拍電影等等。可是，在這種認可創意是可以賺錢的領域，大概

除了前幾年的廣告界以外的所有領域，都沒有真正認可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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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譬如說大家會覺得台灣連續劇怎麼那樣難看，不如日劇

或韓劇好看。因為台灣把連續劇編劇的價錢壓到非常低，就好

像是去打工的錢，根本不看創意。所謂好的創意人員，寧可去

做廣告也不要去做連續劇，因為划不來，寫得這麼辛苦卻拿那

麼少的酬勞，所以沒有什麼人願意在台灣拍電影，在這樣的情

況下台灣有什麼創意產業可言。

談到文化創意產業，會立刻想到幾個好萊塢電影工業，像

MTV、流行音樂或連續劇，像韓劇的明成皇后就很好看，這就

是產業，能創造很高的酬勞跟價值。但是台灣從精緻藝術或像

我們以前的小劇場、有原創性的或金字塔頂端的藝術，到中、

下層的藝術，我們統統都不重視，上頭不重視，下面也不會重

視。台灣的連續劇不是沒有風光的時代，差不多在七○年代、

八○年代的時候，那時連續劇還可以外銷，東南亞都在看台灣

的戲，可是那時候整個產業的觀念跟現在的問題一樣，不重視

創意只重視明星。所以由此可知，台灣為什麼長久以來愈走愈

下坡，因為我們連明星也沒有了。以前是因為採取保護主義，

日片不可以進口，什麼片不可以進來，甚至還封閉的時候，港

星也不能進到台灣。不過，我們總還是培養了一些本土明星，

但後來其他明星進來以後，用的是更國際性及全盤性的一種方

式時，本土明星相形之下比不上別人，我們的明星沒有了，我

們就什麼都沒有了。當我們還在著重這個產業的時候，依舊不



重視創意的核心，仍在壓榨這些編劇人員，仍是把導演都當成

是幫明星提皮包的，我們沒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它。

美國有一些很好看的單元劇，譬如曾在HBO播出過的慾望

城市，它不只是明星而已，而是劇本非常有意思。美國要做一

齣成功的戲，就用一群有經驗的編劇，花許多錢投資在戲劇上

與編劇組腦力激盪的結果。台灣不重視這些，不重視創意，就

算有再多的F4這些明星，還是賣不出去。F4是一個蠻有趣的現

象，F4演＜流星花園＞時，很多人說這幾個男生連戲都不會演

怎麼會紅呢？可是＜流星花園＞可以成功，跟F4的關係大概只

能說有50%，但與在商業價值裏面一再證明是成功的戲劇有

關。＜流星花園＞這齣戲是根據日本一個非常有名的漫畫改

編，包括日本這本漫畫也一直改編成卡通。日本漫畫的推展使

漫畫家或創作者在日本的地位，已經變成偶像崇拜。換句話

說，今天F4在＜流星花園＞後所演的戲，沒有一齣是大家記得

的或能紅起來的戲，也沒有一齣戲可以賣到中國大陸。

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東西是真正掌握住的，什麼東西是

真正有價值的。明星是假的，明星是消耗品、消費品，創意才

是真的。美國真正紅的明星，他們都不只是明星而已，在＜歡

樂單身派對＞這齣影集中的男主角Jerry Seinfeld，有好長一段

時間是美國全收入最高的人，因為他不只是影集的男演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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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是整個劇的創意是他的。Jerry Seinfeld當時是美國One

men talk show（明星脫口秀）的主持人，就是一個人表演講

笑話而起家，所以「歡樂單身派對」裏面的故事劇情內容是根

據他的創意來架構。所以說，不管是看美國或日本的例子都可

以知道，成為一個真正健全不會垮掉的產業，不是像流星花園

一樣，一次就可能垮下來的狀況。真正的地基與基礎是創作，

不是擺在創作前面的招牌，因為那些東西可以用錢打造。坦白

講，今天F4如果不能很快的鍛鍊起他們的演技及其他做為藝人

的技術，能跟國際的藝人相比的話，可能也不能有多少年，除

非他們的歌藝或者演技真的突然進步很多，或者突然開竅了，

有一些其他演藝生涯可以流傳的能力，當然這情形可能不一

樣。但是重點在說明，如果是塑造明星與偶像崇拜，這在任何

一個國家都有它的市場。以台灣這麼小的市場能不能外銷出

去、能不能各方面拓展出來變成一個產業，這完全是靠創意。

以韓國為例，我們每次在思考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時都感慨

萬千，覺得韓國很好，台灣為何不能。當在世界盃足球賽的時

候，大家還可以安慰自己說，他們都是用很差勁的招數，後來

傳出收買裁判，然後又打得怎麼樣。我們可以在世界盃裡，不

同意韓國的做法，但就整個創意產業的發展，絕對要心悅誠服

的佩服韓國，因為韓國可以這麼驚人的在短短幾年內翻轉，這

對台灣很多從事這類工作的人來講，一方面覺得很羞愧，實在



是差韓國太多；可是另一方面，也給我們一個鼓勵，韓國確實

可以，我們有什麼條件不行。

韓國本來也沒有這個產業，在五年前，韓劇並不受歡迎，

以台灣的口味來講，台灣其實是會覺得韓文好難聽或韓國字好

好笑等等。大家起初有這種心態，包括韓國跟日本的對比也有

這種心態，大家崇拜日本，覺得日本偶像劇明星好帥、好可

愛，偶像劇好好看，韓國算什麼。但韓國為什麼可以從一個大

家看不起、鄙視的地位，完全之間突然地從無到有，這個關鍵

在什麼地方？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就韓國跟台灣來比較，就我前面講的那些時期工作的觀

察，台灣在上層的創意是沒有問題的，這也是我對於國家每次

在討論整個文化狀況的時候最深感不滿的一點。台灣的官方，

特別是文建會，老是認為台灣的創意人才很欠缺，可是台灣創

意人才欠缺不是在文建會掌管的那個領域。我們講創意是一個

金字塔，最上層那個頂端是屬於所謂純粹藝術(Pure Art)。如果

以劇場來講，創新實驗性質很高的藝術，這種藝術民眾常常會

覺得看不懂或者是很觀念性，可是那個是領先的部份，可能沒

有什麼商業價值。譬如說，藝術家杜象把一個小便器放在美術

館裏，說它是一個藝術，開創了另一種藝術的風潮，那個小便

器馬桶賣不了錢，沒有人會去買一個放在家裏，但是對於整個

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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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思考與創意，卻有很強烈的震撼跟突破。

在文化領域裏，台灣真的不差，當年我們藝術工作者到紐

約的時候，帶了很多八○年代末期小劇場運動、還有整合性藝

術的幻燈片，我們的戲劇作品甚至到美術館去展演，叫做「流

動的圖像構成」，搭配著裝置藝術演出。當時我帶很多這樣的

東西去紐約，因為那個戲不只是前衛，而且在紐約非常領先、

出名，來自世界各地很多很好的頂尖前衛藝術家，大家看了都

覺得台灣的東西真是了不起！因為台灣卡在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地位，台灣有中國文化的影響，又有日本的殖民經驗，在整個

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之過程沒有流血，而是採取一種即使在政

治學領域來講都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在這過程裏，台灣整個

城鄉發展的狀況，提供我們很多很好的後現代主義素材，所以

那幾年我們創作活力在世界各地並不差。像被選去威尼斯雙年

展、被邀到國際社會，或像林懷民老師的雲門舞集到歐洲去巡

迴時得到很大的迴響與震撼及優劇場到亞維儂等等，其實在世

界各地台灣藝術表現並不差。所以要說台灣沒有創意人才、沒

有藝術人才，需要培養，是完全不了解現況，但台灣缺乏的是

這批人所感染、所引發、所感動下來的應用藝術人才。

應用藝術是多麼重要的事情，但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

體藝術研究所才成立三年。以前在台灣應用藝術是非常被大家



看不起的，我不曉得大家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藝術的人會很

不屑說為什麼叫我去做設計，設計的人不敢說自己是藝術家，

因為他覺得他只是工匠。台灣的大量產品出口不是偷學就是仿

冒文化，再加上整體品味都很差，政府蓋一個漂漂亮亮的大

樓，結果裏面擺的椅子是最難看的。這些問題過去都沒有受到

重視、都沒有突破。上層很好的藝術家，就像我們一樣為了理

想而努力，可是他也沒有得到一定的尊敬及一定的收入支持，

久而久之就流失了，因為人沒有辦法不吃飯的。流失之後，也

沒有什麼其他創意的工作可以做，如果去做前面講的，投入連

續劇的撰寫，也只能溫飽而已，賺不到錢。慢慢的很多人就根

本完全不做這個工作，而跑去做一些像去拉保險或者做一些完

全不相干的事情。簡單而言整個工作機會方面，產業沒有建立

起來，就不能支撐基本生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台灣

第一個要面臨的問題，不是創意人才很差，而是整體環境並不

讓這些人才有機會可以發展，否則的話，以台灣的社會、政

治、文化這麼多激盪的環境，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條件好好

發展創意的地方。

台灣的出版社，還有每年出版書籍的量，與整個華文社會

加起來幾乎快一樣多。如果我們今天說要有什麼產業的策略定

位的話，台灣要變成一個華文文化中心是絕對有條件的。我們

有那麼多人，即使賣書賺不了錢，還是在寫書，那麼多出版社

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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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澹經營，還是繼續經營。台灣是一個很鄙俗的社會吧！但從

事文化工作的人卻又那麼的可愛。中間缺的連結點要如何處

理，我們可以參考韓國的例子。

韓國的社會及文化創意人才如何？到底韓國如何從一個大

家對於其文化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在五年間戲劇大量的輸

出，現在連韓國電影到台灣來都能賣錢。而台灣拍的國產片完

全賣不出去，韓國電影票房卻創紀錄，大家都說＜我的野蠻女

友＞還有那個間諜片很好看。韓國的Video Games更是不得

了，「天堂」簡直擊敗所有的遊戲，韓國的漫畫跟卡通也慢慢

的急起直追。韓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更令人覺得真的應該要

學習。一九九七年發生金融風暴時，當時台灣還被世界的經濟

學人雜誌稱讚說，「亞洲金融風暴，全盤皆倒，只有台灣獨立

支撐到底。」當時好多人來台灣做研究。可是韓國在亞洲金融

風暴重創，當時真的是重創到銀行壞帳的比例非常高，整天都

在談整個韓國的金融體系將要崩潰等等。可是韓國卻在那個最

壞的時機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亞洲金融風暴IMF（國際貨幣

基金）協助韓國時，韓國整個做產業的轉型，奠定了今天創意

產業的基礎。當時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跟大型的企

業合作，譬如如果去投資電影、電視劇，還有電動玩具Video

Games的製作，政府保證可以免稅百分之二十。此外，政府跟

企業界到好萊塢等創意產業發達的地區，把在這些領域工作的



ABK（在美國長大的韓國人），用高薪延攬回韓國。這個策略

台灣當然可以做，在美國的動畫公司製作部門、後製作部門，

好萊塢裏面各種Team裏面，有許多在最關鍵位置的人是台灣出

去的。像迪士尼花木蘭，那麼受到全世界的歡迎、賺那麼多的

錢，而藝術總監是台灣宏廣出去的人，擔任動畫電影很重要的

職位，藝術總監就是專門處理包括人物等整個藝術。換句話

說，台灣跟韓國是一樣的情況，而且台灣出去的人在國際上的

表現並不輸給韓國人。台灣出了個名導演李安，而韓國還沒有

一個導演在好萊塢這麼受到肯定，可是台灣並沒有利用這一

點。台灣的政府沒有提出任何有關計劃，而台灣的政府也沒有

搞清楚，這件事情是直接跟產業投資的鼓勵有關。台灣的政府

還一心一意的說，我們的創意人才不夠，我們要快快的培養創

意人才。這是讓人最痛心的地方，也就是完完全全看錯方向

了。

我在紐約的時候認識李安，那時候李安非常慘，他在美國

沒有工作也沒有名，拼命寫劇本，然後到處去推銷，沒有人要

拍他的劇本，他是非常辛苦起來的，後來李安的＜喜宴＞是靠

中影幫忙。當＜喜宴＞在美國推出時，我也在紐約，就跑到電

影院跟一大堆的美國人一起看那個電影，當時我就知道李安一

定紅，因為他的風格就是美國人喜歡的，後來「臥虎藏龍」的

成功，是因為李安抓住這個風潮。而當世界性的中國風當道

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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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台灣就有極大的機會佔到優勢。所謂中國風，就文化創意

產業來講，中國大陸現在要跟台灣競爭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

講大家可能會很疑惑，畢竟後來大陸好幾個導演，像張藝謀等

人及女演員像鞏俐、章子怡等風靡國際。那為什麼中國大陸要

跟台灣競爭是不行，中國大陸不是不行，而是說在言論還沒能

夠開放的一個體系下，他們賣的也還是只有比較古代或者像張

藝謀那種比較悲苦的中國人。只要媒體環境沒有打開，也就是

說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對整個社會的狀況大家不能互相

討論的話，創作力就一定受到嚴重的束縛。其實台灣那幾年的

創作力之所以突然那麼蓬勃，跟台灣政治解嚴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競爭還是很有潛力的，如果中國大陸一些好的創

意人員沒有一直跑去西方社會，譬如說不住在法國或美國的

話，他們的創意一定會受到阻撓的。

反觀台灣來講，如果抓住中國風潮，讓我們做為中國文化

跟世界文化的連結，台灣可以有很好的經驗，可是我們沒有。

可悲的是，我們除了政府政策跟韓國不同，沒有像韓國由政府

邀約財團集合很大的資金強勢的主導。台灣除了沒有做以外，

還很不幸的受限於這幾年的政治思維且對文化發展造成一個非

常嚴重的影響，它叫做本土化。說到這件事我很難過，因為當

年做劇場的時候，我非常支持而且是身體力行的本土化運動

者，我都跑到雲林、嘉義去做很多調查，而且當時我們做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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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型式採取很多台灣民間的型式，譬如像我們的團員都去學車

鼓陣等等。可是從藝術創作者自我的良心、自我對於鄉土的感

情而主動內化的去處理、學習，跟政府把所謂本土文化掛帥變

成一種政治標籤來處理，會造成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台灣連續劇本來有很多的優勢，特別是古裝劇可以外銷，

可是這幾年解嚴以後，從李登輝總統時代到民進黨主政時代，

把本土化強烈的標舉，對所有鄉土劇、閩南語劇過度強調的結

果造成整個電視劇無法外銷。本土化不是一個錯誤或不好的價

值，而是說，當本土化的定義太狹隘，只是語言及族群經驗完

全連繫，那遇到的風險就會很大。譬如像現在所有在台灣電視

圈賺錢的戲劇，八點檔連戲劇收視率很高、有很多廣告收入，

還可以賺錢的，差不多都是閩南語的戲，尤其是民視這幾年來

推出的戲。但是這些戲造成的後遺症就是，做一次就沒有了，

因為賣不出去，頂多在國內重播而已。一個戲劇一集成本若是

八十萬的戲，那都是品質感覺蠻差的戲，至少一定要拍到差不

多一百五十萬一集，才有個看頭，但若以一百五十萬或者更貴

的戲就會不划算。譬如說韓劇＜明成皇后＞，拍攝成本就算韓

國當時拍攝各方面沒有這麼昂貴，但是很多時候是用電影的拍

法，所以賣到台灣來，明成皇后一集賣四、五十萬算是貴的。

所造成的結果是，台灣的電視台就會想，投資二百萬拍一集，

買韓片五、六十萬就播一集，可能賺到的廣告費差不多，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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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差不多，廣告費就差不多。因此，以台灣目前的市場來

講，如果拍的戲劇不能在台灣以外地區賣的話，那就只有壓低

成本，所以台灣的戲品質無法提高，無法給創意人員很高的報

酬。如果一直拍閩南語的劇，或者是很台灣本地的鄉土經驗，

比如整天婆婆虐待媳婦，或媳婦跟先生吵架，或誰又去生了誰

的孩子等等的劇，也沒有一個強烈的女性角色，都是一再重演

這種故事時，這樣的劇那裏能賣得出去。語言不能接受還是小

事情，韓劇也是講韓文，我們也聽不懂韓文，但重要的是劇的

價值觀，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觀。現在普遍性的價值觀，連

阿拉伯人也在看＜阿信＞，看得也是痛哭流涕，因為阿信的價

值觀打中了那些受迫女性的價值觀。可是台灣這些受壓迫女性

的戲劇，每看一次就罵一次，貶低女性角色地位。台灣一大堆

很堅強的女性，為什麼寫不出這個劇本。因為成本壓低以後，

找來寫劇本的人都是那種大學剛畢業、專科剛畢業的小女孩，

她也不知道人生要怎麼堅強，只能Copy生活中所有的經驗，沒

有感人的力量。我們看到日本很好的戲劇都是非常好的作家或

已經在日本地位很崇高的作家來寫這個劇本，或是找一個

Team來處理這個劇本，然後把他的精神作一個很好的傳遞。

這一切都是成本，都是要把這部戲基本的拍攝金額提高到一個

程度，要能賣到各地才有可能回收。這個時候，如果很偏狹的

要把台灣一些小人物的經驗，且又沒有辦法用一種藝術文化的

深刻內涵將其普遍性的話，就推不出去。



台灣這幾年陷入一個很可悲的惡性循環，因為媒體開放之

後，台灣又沒有像某些國家對於媒體開放採取一些適當的市場

限制政策。過去在所有幾個很重要的文化領域，都採取叢林法

則，也就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在市場自由經濟聽起來好像很

好，可是對於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就只有痛苦、品質的不斷下

降。像今天大家批評的電視新聞為什麼爛到這種程度，為什麼

煽情到這種程度，為什麼中國時報可以把薛凱莉的新聞放在頭

版頭條，做出這種不能想像的墮落行為，都是叢林法則造成

的。當無限制開放，市場卻沒有擴展的時候，老闆的心情只有

一個，就是要降低成本才能夠存活，否則就得倒閉。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這麼小的一個小島國家卻有五個新聞

台，全台灣只要發生一個芝麻蒜皮的事情就有二十台SNG車開

去那裏，所以很多人到台灣來都覺得真是奇觀。而美國即使有

人挑戰CNN，但也只有一個CNN，因為拉大了以後，投資成本

也很高，所以更需要強大的財力來挑戰。但台灣不是，隨便有

個幾千萬資本的人也覺得說要玩媒體，但是拼到底，就是什麼

都喪失。平面媒體也是這樣，明明已經沒有市場的容納量，報

紙還是一直跑出來，新報紙一直挑戰，然後大家又不惜血本，

剛才講中國時報、聯合報為什麼要慢慢朝向墮落的方向走，他

們也不願意，可是因為黎智英壹週刊過來台灣以後，蘋果日報

也要來了。大家還在預測說蘋果日報會不會成功的時候，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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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聯合報已經趕快蘋果日報化了，因為如果不趕快蘋果日

報化，那黎智英一來，蘋果日報一投入，他們擔心可能會垮

掉，所以市場環境的亂象跟叢林法則是造成我們今天需突破的

困難，這是我個人對於新聞問題的另外看法。新聞的問題比較

難從產業端來處理，因為新聞本來就是很本土的，新聞的產品

除了像CNN這種架勢，很難能賣到其他國家。CNN拜託有線電

視放上他們的新聞，但因為台灣的觀眾沒有這個需求，廣告商

也不會去CNN上節目，所以即使像CNN台在台灣也是賣不到錢

的。就新聞的邏輯上本來就是本土產業，本土的需求是支持新

聞產業唯一的來源。可是新聞以外的就不應該陷入本土產業的

邏輯跟思維。新聞以外可以賣出去的節目就要賣出去，這就好

像經營連續劇的綜合台的綜藝節目，綜藝節目當然能賣。像我

在美國碰到好多僑居的朋友，他們說他們都是完全靠＜龍兄虎

弟＞才在國外可以生活下來的，他們的大陸朋友也統統都在

看，每天都看得好高興。其實台灣真的是充滿創意，台灣的綜

藝節目變化也是非常的快速多端、競爭力強，這些是可以外銷

的，可是外銷的部份，就要靠一個好的產業政策。

簡而言之，今天我認為台灣最大問題就是，我們有產業的

方向，但沒有朝政府該支持的方向來做。譬如說流行音樂，台

灣的流行音樂也是相當了不起的，卻因為政府沒有好好的處理

盜版的問題，使得現在幾乎做音樂的公司也快要活不下去了。



那電視劇的這種輸出，曾經台灣也有過一段榮景，但若沒有辦

法突破目前產業的困境跟限制，以及政府沒有抓對方向的話，

也是沒有辦法出去。

另外，我個人非常看好台灣的一個未來產業是動畫電影。

因為前面講花木蘭的例子，就表示台灣的宏廣公司，已經可以

接好萊塢的電影工業了。之前我們做動畫代工，是非常有市場

佔有率，換句話說，宏廣還有優勢，宏廣出去的人都在好萊塢

或者在迪士尼佔有重要位置。可是宏廣之前想要自創品牌，想

要拍馬可波羅，但在台灣完全集不到一毛錢，因為台灣的銀行

不願意貸款給創意公司。像好萊塢連拍個電影還可以保險，因

為電影還沒賣，怎麼知道會不會賺錢，所以電影公司還可以去

保險，還有保險公司願意承攬，只要這是一個有名劇作家的劇

本就可以貸到錢。可是台灣的銀行非常保守，不扺押房子就什

麼都沒有，所以在台灣，這些人就陷入惡性循環。宏廣的老闆

說，我們幫忙做動畫代工，還要跟韓國搶生意，可能好萊塢一

個幾千萬、上億美金的大製作，宏廣可能做裏面百分之七十、

八十的工作，可是宏廣的獲利率不到百分之五，但是好萊塢、

迪士尼，就只掛個牌子，只把幾個人物創作出來，他們所賺的

是整個賣的三成、四成，所以自創品牌當然很重要。在一次政

府部門的會議裏面，我就不客氣的講，我說行政院開發基金可

以把四億五千萬去投給明明知道公司組成有問題的理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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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硬逼著立法院支持你一億六千萬給已經產生跳票的月眉，

而且行政院開發基金還去幫高鐵各方面做投資連帶保證，為什

麼不能把行政院開發基金，可能不過是投資個幾千萬給宏廣這

個有知名度的公司，他就可以找到國際性的資本，為什麼不能

夠投資？政府如果領先處理這些有創意卻沒有扺押品，那問題

就不會發生。假設宏廣的自創片子馬可波羅可以成功，會帶動

整個台灣風氣，及世界國際對我們這個領域的重視。現在在全

球電影市場裏面，票房排行榜前十名的常常有五到六部是動畫

片，不是只賣卡通，還賣玩偶娃娃，去跟麥當勞合作送小禮

物，還有動畫和電動玩具，所有相關的甚至電視劇集，還有廣

告的收入，這是一整塊的，一部片子就可以變成一個產業。可

是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有魄力在這種事情下看對眼，其實台灣動

畫非常有條件，甚至我們動畫的條件可以跟韓國一樣完全帶動

我們的電動玩具！

目前韓國也積極到中國大陸去佈局線上遊戲，事實上台灣

還早韓國一步，可是台灣的幾個遊戲公司在台灣也遇到集資的

問題，因為做一個好的電動玩具的產品，像是昱泉國際的神鵰

俠侶，做一個好的遊戲要投資一億，投資一億之後，所回收就

像我們每一年付給韓國的電動遊戲權利金就是好幾百億台幣。

但是現在昱泉就偏偏欠這個一億，到處都貸不到錢。我們的創

投也一樣，迷信高科技，而最近也看到有一大堆高科技的弊



案，像生物科技，據我們的了解，回收率是很慢很慢的，即使

是一般的投資大眾或者是創投裏的投資，很可能十年都無法回

收。可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產業，投資一個Video Game一個

線上遊戲，可能兩年就回收回來了，股東馬上就賺到錢了。同

樣的，電影當然也有風險，可是相對回收率也是很快的看到結

果，但台灣的整個觀念，從政府到民間、從銀行到金融體系，

從創投到大眾，統統不知道腦力的這個Idea創意是非常有價

值，是可以投資的。

談到這裏，今天學界的努力也好，政府的努力也好，業界

的努力也好，其實就是要建立全民共識。我想特別就學界這個

角度很重要，如果這個領域不打開，我們訓練出來很好的學

生，畢業後要去從事何種工作，他們去的這個工作如果比起賣

車子、賣房子所賺的錢少，他們會願意繼續嗎？做創意工作是

非常折磨人，是很痛苦的，有創作經驗的人就知道了，為了創

意，幾天幾夜不能睡覺，然後搞到六親不認，家庭關係緊張，

人生價值在這段時間中得到很大的疑惑，個人付出是非常大

的。可是如果是去一個地方上班，做一個上班族，可能衣著光

鮮亮麗，然後開好的車子，有一個好的生活。因此同樣知識教

育水準的人，譬如說一樣科系的人，有時候跟同學比一比，你

會覺得那我在幹什麼？我怎麼這麼蠢，算了！我不要去了，我

去做廣告、去做行銷、去做賺錢的事情好了，反正那個只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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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膝蓋想一想，我就有無窮無盡的創意，叫我去做創作真的

太艱難了。因為有這個差異，所以要維護創作人才，要保護他

們，要真的用比較優厚的條件、優厚的價值，就是要賭他也敢

賭。譬如說李安，六年沒有工作，就靠他太太賺錢養他，李安

每天拿著一個劇本到處碰壁，到今天變成好萊塢數一數二知名

的導演，賺多少錢，怎麼樣的豪宅等等。就是說李安這種故

事，如果我們很庸俗的來看，從物質條件來說，至少他成功

了，大家還願意走李安的路。太太在先生很窮困的時候也可以

說沒關係，有一天你也許會變成李安，我們努力一點，但總是

要有這種可能性大家才能持續。如果今天李安一直待在台灣，

可能一輩子也賺不到錢，到了四十歲、五十歲還跟台灣現在一

些曾經一度很知名，但是現在其實經濟狀況還是很差的導演一

樣的話，誰會有興趣做呢？一個才二十幾歲剛冒出頭來，人家

覺得你是了不起的藝術家，了不起的創意者的時候，所有周邊

的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說不要，這是很爛的工作，你最好不要去

做，最好去搞法律、去做會計師，你最好去怎麼樣，這就是台

灣的悲哀。李遠哲覺得我們的教育環境扼殺創意，訓練出來的

人沒有創意，其實我並不認為，我們以前教育的狀況那麼差，

在工作這麼多年中，不斷有不同的年輕人一直跟我們工作，我

們感受到新一代創作活力的可貴、了不起，可是他有一大堆的

種子跟芽統統都來不及長大。也就是說台灣的創意環境，投了

那個種子也看到芽了，這幾年學生愛讀藝術系，各種藝術的科



系雨後春筍的成立。最近我到德國去看展覽時，竟然看到好多

團的台灣學生由老師帶著，跑到德國的小鎮去看展覽，台灣年

輕人這麼的愛好藝術，這麼的愛好創意，台灣的父母也願意支

持他們，送他們到世界各國去培養他們的眼光、培養他們的水

準。顯示出台灣並不是沒有創意人才，而是這個環境不給這些

人發芽的機會。這些人在台灣活不下去，他們就流落在世界各

地的領域，如果台灣以後有機會，是不是全部又可以回流，那

麼在台灣本地散居在各個不同的工作領域中，心裏也很惋惜。

所以簡單而言，如果要報告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我認為台灣

是有機會的，台灣的機會我們行政院院長也看出來了，大概就

在二○○八年前吧！

二○○八年為什麼文化創意產業還有機會，有幾個原由，

第一個，因為主流的西方世界現在正在吹中國風。但如果在吹

中國風的時候，台灣進行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嚴厲批判，對中國

文化的嚴重否認，而不願意把自己納入中國風的範疇，而一定

要建立一個所謂台灣風的話，那從產業面坦白講，那是死路一

條。誰在乎台灣，如果沒有在整個文化創意的大體系裏面納入

中國的概念，是沒有機會的。我一貫的想法是，文化的發展、

文化的差異跟政治的體制，甚至跟國家的體制變化本來就是兩

回事。歐洲國家有一個大的文化基礎，並不會在意是那一個國

家，但他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實體，可是他是屬於歐洲文化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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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行銷的，也就是說，文化這種力量是一個很強大的部份。

現在連韓國都在賣中國的東西，韓國現在為了打入國際市場，

現在出最紅的幾個電動遊戲軟體都是講中國古代故事，甚至是

講中國古代的武術高人跑到韓國去的故事，就是說如果不跟中

國牽一點，他就賣不出去，就這麼簡單！連韓國都要這樣處理

了，那台灣跟中國文化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我們自己卻覺得不

可以，這是太過把政治意識型態凌駕到整個文化產業發展的策

略上面。我們實際來講，今天認同中國文化或者是去處理中國

文化的人，並不必然的覺得我們一定要跟中國共產黨統一，也

並不必然的覺得我們一定要被中國共產黨統治，這是兩回事。

但很遺憾的是，台灣的政府沒有看出這一點，甚至很多人擔

心，如果我們跟政府強迫說，趕快來發展動畫產業、動畫電

影，結果不准宏廣公司拍馬可波羅，政府會強迫宏廣拍七爺八

爺，如果是那樣的話，可能又賣不出去了。因為馬可波羅有個

很大的特色，這是一個西方人跑到中國去的故事，這是一個非

常聰明的策略，就跟臥虎藏龍為什麼會紅一樣。為什麼世界開

始對中國產生興趣、吹中國風，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世界上整

個局面在冷戰結束，蘇聯瓦解，整個歐洲共產世界瓦解以後，

已經沒有奇特的地方了，或者是令人覺得不知道怎麼對待。可

能人類世界未來最大的市場就是中國，沒有別的地方了。所以

現在中國以外的每一個人都很想了解中國，因為過去中國比較

封閉，每個地方都想去跟中國人做生意，只要想到這十二億人



口，每個人都來買一個電視機，每個人都來買一台電腦，每個

人家中都來裝兩個電話，每個人都像台灣一樣有三支手機，那

全世界的產業就統統被他帶起來了，這是一種幻想，一種氣

氛，這是所有人對中國的重視。所以現在是一個機會，台灣還

在創意上領先，如果我們自己願意站在這個中國風的領先位

置，我們還有機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在二○○八年北京奧運之前，中國大陸努力的

目標是在二○○八年，把所有國際的資源引進到中國大陸北

京，讓全世界看到它的表現。但是就我們的看法，二○○八年

奧運之後，中國大陸本身也會有很大的變化，因為一方面要讓

世界各國去，把特別就媒體的許多問題，要用封閉的體系是不

可能的，所以換句話說，大概在二○○八年前後，大約二○○

五年以後，大家就會看得很明顯了，大陸內部一定會產生很大

的變化，媒體環境也會有很大的變化，甚至很多言論的尺度也

會因此被迫要開放，因為他們與國際接軌密切的程度更加深。

一旦中國大陸在很短的時間內，過去被壓抑的創作力、被壓抑

的言論、被壓抑的狀況突破了，台灣就沒有位置了，就沒有定

位了。中國大陸那種人海戰術有多麼的恐佈，十二億人口光百

分之一的人是創意人才，就有整個台灣一半這麼多的人，這樣

台灣要怎麼競爭，中國又佔據一個內需市場的主流地位，市場

大部份都有強迫性。譬如說我們現在很多文化口味被迫美國

化，不是只有台灣有這樣子的感慨，整個歐洲國家，在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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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人士交流時，都在感慨美國文化的侵入。因為內需市

場，自己的內部市場不夠大的時候，就很難扺抗外面強力的文

化產品的入侵，包括連像法國那麼自豪的文化工業國家，要全

盤的扺擋美國好萊塢的文化都有困難。難道全世界真的喜歡好

萊塢的品味嗎？也未必，好萊塢的東西真的好看？也未必。可

是他就是強勢，所以內需市場很大的地方，就有一個很可怕的

強勢。所以，當中國市場真的開放之後，中國市場的口味絕對

會凌駕一切。中國市場的口味，會比較對中國本地的創作家、

藝術家、創意者所掌握，還是其他外地的人？當然在這個競爭

裏面，台灣還是比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有一些優勢，可是

這個優勢也很有限，所以今天唯一的的策略就是跟時間賽跑。

還好台灣也不是那麼大，所以我們要賺的錢也不是那麼多，嚴

格講起來，我們到大陸也好，國際也好，譬如說好萊塢，可能

要有一百部成功賺錢的電影，才撐得起好萊塢，但台灣有兩、

三部，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所謂的工業、產業了。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強力的主張，現在的策略，現在的眼光不能夠失誤，那

麼在二○○八年之前就是台灣跟中國大陸競爭賽跑的決戰點。

如果在那個時候，也就是在這兩三年，政府政策做很大的突

破、很大的改進，那麼我們還有機會，但就是這兩三年，瞬間

即逝。那政府有沒有意識到呢？理論上有，所以才會有二○○

八文化創意產業這個名詞的提出。但在官方官僚體系，大家都

不曉得問題的內涵癥結在那裏，所以提出的方案零零碎碎，片

片段段抓不到核心，最需要的財務問題沒有做處理，然後預算



不斷的被砍掉，包括數位內容產業，就是軟體工業，其實像電

動玩具、動畫，這個部份有很嚴重人才的缺口，這個人才缺口

不是完全在創意，而是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多會做3D動畫的技術

人員，結果經濟部工業局想要政府投資一個五億左右的錢，來

做整個人才培訓，希望在一年內培訓一萬人這樣的一個企圖

心，被砍到五千萬，不得不懷疑說，我們政府到底有沒有想要

做這個工作。

最後，我們立法委員可以盡一些責任，也會基於前面講的

這個角度來思考，但是我認為整體大環境的一個認知，第一個

我們要了解這個時期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

跟國際接軌，以及充份國際化的中國風。如果定位在這個領域

的話，那台灣的創意產業是有未來的，為什麼要把國際接軌跟

國際品味結合，而把中國風放在後面？原因非常簡單，如果不

是跟國際接軌，如果還是走很傳統的中國風又是很古代的那

種，是沒有辦法跟中國以外的地區溝通，所以一定要定位在國

際的經驗、國際的語言、國際的邏輯是可以理解的，這樣子接

下面的中國風，我認為會是我們未來整體規劃下可以推展文化

創意產業的一個利基，一旦這個大方向的確立，較有中量收入

的電影、連續劇，這樣的產品可以打出一片天的時候，相信我

們其他本土的產業也會因而被帶動，整體市場的榮景面也會因

而起來。

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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