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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計畫旨在協助往後的文化影響力能夠延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身為推動文化發

展的全球性組織，更是不遺餘力辨認出文化的有形及無形價值，並使其具備說服

力，因此產出文化發展指標（CDIS）作為衡量文化價值的證明。此計畫由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與西班牙政府合作，研究成果指標使用創新的研究方法，運用事實

與數據，顯示文化的多面向價值，主動提供文化政策參考資料，更體現了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於 2005 年提出的文化多樣性保存與推廣計畫，有助於世界更加重視

文化發展與延續性。 

 

全球共計十一個國家參與文化發展指標的兩個研究階段，成果同時具備個案獨特

性以及共通影響力，促進各文化組織進行對話，提供政策與發展方針參考指標。

文化發展指標使文化活動跳脫無形，而成為可衡量價值的人類活動。方法為利用

創新工具與獨特觀點，將文化活動視為跨越經濟價值而發掘更多其中的無形價值，

例如文化可促進社會融合的程度。文化發展指標廣涵七大主要政策面向：經濟、

教育、管理、社會參與、性別平等、溝通與文化遺產，並發展出共二十二種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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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標為期四年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有其價值，除了國際專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專家高度參與，最重要的是讓所有利害關係人由國家層級直接參與計畫，包

含來自十一個國家的相關機構、文化、策略、社福、教育及其他國家部門、學者、

以及雙邊與多邊發展組織。此文化指標具備實務考量以及彈性，克服多項文化指

標的傳統挑戰，並且特別考量到中低薪資國家適用需求。此文化發展指標代表了

促進文化發展政策數據化的一大進步，下一步就是擴大使用此指標的國家範圍。 

 

文化發展指標可用於全方位理解文化與全球發展之間的關係，促進現有文化指標

整合，影響力擴及國際政策制定。 

 

簡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發展指標涵蓋七大面向、具備質化與量化的二十二個樣

本數，描繪出文化在一個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針對中低收入國家。

此計畫以事實和數據為憑，旨在將文化融入國家與國際發展策略以及文化政策形

塑。 

2015 年後政策如何聚焦的相關議題由國家到國際層面討論熱烈，人人試圖提升

社會與經濟發展效率，同時促進社會和平。在此背景下，文化所扮演的角色至關

重要：文化如何直接或間接參與社會發展過程？又，其中的效益該如何判別？ 

 

文化在各個領域的應用日趨廣泛，但現下文化不再只是發展協力的角色，而是可

能對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產生直接影響力的工具。舉例而言，文化與創意產業在

重視收入、就業人口、營收效益的同時，滿足了人們對文化的需求。由此簡單例

子和其他所有面向可見，文化在社會中扮演的不只是協力角色，更可能是推動者。 

此計畫書將呈現文化影響指標結合文化與發展的分析架構，從而得知此指標如何

協助理解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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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首先，我們將解釋此研究計畫中的文化與發展定義。 

對於文化的定義上至數百種，此計畫中的文化是根據 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針對文化多樣性所發表的全球宣示：文化是涉及人類智能與藝術創意、並具備組

織的活動。第二個文化的定義立基於人類學上，指人類生活中所運用的技巧、知

識、個人與集體信仰集結而成的活動。 

 

發展則可定義為：擴大選擇範圍，使人們可以獲得更多選擇自由，使人類生活跳

脫基礎經濟與生活條件選擇，變得更豐富。這裡對於「發展」的定義著重於人本

身以及他們所擁有的機會和選擇。 

 

基於上述兩者的定義，此計畫將探討無形的文化與有形工具如何讓個人與社會選

擇範圍擴大，促進人類發展並且適應環境變化。 

 

文化發展指標計畫 

自 2009 年開始實施，利用質化與量化數據，研究文化與發展如何相輔相成，並

以實務為基礎，推廣相關政策制定與執行。 

 

研究分析架構 

將文化納入發展現況的觀察架構進行分析，串連起文化與經濟發展、環境永續經

營、社會和平與安全等等之間的關聯，文化與發展必須視為一體的兩面。 

 

文化發展指標的分析結果顯現於七大相輔相成的政策面向，分別為：經濟、教育、

公共行政、社會參與、性別平等、言論自由以及文化資產。每一個領域都歸納出

至少一種指標，有的甚至多達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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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化發展指標適用於全球，其中與之前模組不同之處為：納入中低收入國家、

高廣度的參與、具彈性、多元視角、與政策相容而具有影響力。  

 

文化發展基因 

基因是研究所有生物體系的基礎，將之應用於文化與發展，可架構出類似結構，

歸納出文化與發展一連串複雜的變化與相互關係。 

 

研究過程 

文化發展指標的生產過程包含了各面向的參與，包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

發展研究專家建議、執行者、文化專家、數據分析師、以及來自十二國的實際執

行調查。此文化發展指標計畫的首度國際專家會議於 2009 年十二月舉行，歸納

出此手冊作為指南。接著在六個國家先進行指標測試，包含波斯尼亞、赫塞哥維

納、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迦納、烏拉圭以及越南。第二場會議於 2011 年舉

行，主要是為了檢視各國執行成果，在此階段納入六個國家進行研究，包含布吉

納法索、柬埔寨、厄瓜多、納米比亞、秘魯、以及史瓦濟蘭。 

 

各國的文化發展基因最後由十一個國家所舉辦的二十四場工作坊所討論出的結

果組成，廣納各方相關人士參與。 

 

未來展望 

此手冊展現文化發展指標對於文化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下一步就是歸納當

中的二十二項指標並提出具體建議與執行方法，然而文化發展指標未來還有待改

進，例如：增加參與樣本國數目、修訂呈現數據方式，擴展能見度並影響政策制

定、改進指標系統以擴大涵蓋範圍、將指標應用制區域和地方層級、定義核心文

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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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發展指標目前完成第一階段，也許是計畫的一小步，但是未來若加以善用並

持續發展，相信對世界文化發展將所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