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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討論創意產業對城市發展與相關政策影響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愈來愈多，當

中關鍵是建立一個有利於相互串連的環境，讓知識得以散播運用，互動學習。本

文將針對知識轉型與教育面向，試圖有系統地分析創意產業中的網絡連結。 

 

有鑑於藝術與文化在城市發展的政策討論中日漸重要，本文研究動機為藝術文化

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而當中有兩種切入角度。首先是著重於利用藝術與文化推廣

地方，表現於城市美化計畫中，尤其是包含大型實體建構的計畫，例如建造地標

型建築、發展文化社區、以及公共藝術創作，實證研究顯示，這些都大幅改變城

市形象，並且因為吸引觀光與投資潮而帶動經濟成長。第二種切入角度是從創意

產業發展來看，著重於知識轉型與教育，讓地方在這個重視創新的大環境中創造

經濟價值，當中特別強調促成知識交換與集體學習的創作者網絡。 

 

本文回應第二種研究面向，將提供一套能夠分析網絡發展的研究架構，檢視包含

南韓首爾「青年創業1000計畫」（Youth Start-Up 1000）在內的實證案例。此創

業計畫由首爾市政府（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策劃與執行。大約273,314

位創意產業工作者住在首爾（占南韓創意產業人口的48.8%），密度非常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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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爾市企圖由城市官方來支持青年創業家。「青年創業1000計畫」（Youth 

Start-Up 1000）是一個由2009年執行至2013年的計畫，旨在為20–39的青年建立

一個活躍的創業環境，提供獲選者位於首爾江南∕江北區「青年培育中心」（Youth 

Incubation Centre）的一年免費辦公空間，並且包含團體諮詢以及一對一諮詢計

畫，講授管理策略、提供投資顧問、以及舉辦相關具前瞻性議題的演講。 

透過深入檢視此計畫參與單位的架構與知識流動，本文將探討由城市發動創造的

網絡環境是否達到有助創意產業知識擴散與教育的目的。 

 

「創意階級」出現讓藝術與文化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策略的重要元素，隨之而起的

是利用藝術與文化建立城市地標的大型實體建物。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全球趨勢，

利用文化與藝術的行銷策略不但帶來觀光與經濟資源，而且對本來沒有特殊建物

的城市而言，更是快速增加城市曝光度的最有效方法，例如透過文化藝術讓老舊

或本來具有負面形象的社區改頭換面。但是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將文化藝術視

為即時吸引大眾目光的工具，而非將其納入城市長遠發展潛力的一環。將經濟擺

前面的政策讓創意與藝術創新無法前進，因此多數企圖如此利用藝文為工具的城

市最終都失敗了。許多學者開始強調經濟與文化發展之間的平衡，尤其創意經濟

的關鍵是創新。因此創意產業的網絡建立，代表了知識轉型與教育的未來。 

 

網絡的抽象本質讓本研究中的量化資料蒐集面臨挑戰，本文將以兩個主要衡量指

標進行調查：（1）連結強度（2）資訊品質。第一項主要根據調查對象在網絡中

資訊交換時的參與強度。第二項則是看哪些資訊能解決較多複雜問題並且創造新

點子。 

 

本研究抽樣了31位參與「青年創業1000計畫」並駐點在江南區「青年商業育成中

心」的創業者，準備要開創設計相關事業。調查進行方式為請他們舉出認識的三

位參與計畫者，再請被列舉出來的名單上所有人列舉三位他們認識的計畫參與者。

由此方法架構出共89位創業者組成的網絡。接下來，網絡中的每位受訪者必須回

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請他們指出所有曾經與他們討論過個人或業務相關話

題的人。這個問題可評量出網絡連結性。第二個問題是請所有人舉出曾經協助他

們解決問題的最重要人士，希望藉此看出最具備重要知識的人，並了解這樣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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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並產出新點子。最後再用UCINET軟體將網絡強度分析製

成視覺圖像。 

 

結果顯示這個網絡連結強度是0.016，表示1.6%的參與者彼此有直接關係，會彼

此討論各自的難題或業務。 

 

多數關於創意產業的網絡研究著重於群聚可能帶來的好處，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整

合及非正式的當面討論有助資訊串連。立基於群聚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具備能夠

將連結所有參與者並鼓勵他們參與事務以及維持長期合作關係的「守門人」。而

「青年創業1000計畫」透過事前規劃以及建構參與者之間的網絡達成「守門人」

任務。獲選的計畫參與人必須共用辦公空間並且定期參與各式講座，因此勢必與

其他人交流並建立關係。此研究結果顯示，由城市發起的創業網絡確實有其效益，

「青年創業1000計畫」中的創業家大多積極參與網絡活動。由於創業或創投公司

與同業其他人接觸的機會往往不高，像這個由政策推動的計畫確實有助於建立網

絡。此研究結果同時指出，知識轉型與學習在互信的基礎上最容易進行，許多參

與此計畫前即彼此認識的創業者更願意與他人分享所學，因此除了政策推動，「社

會創業者」的概念對創意產業也非常重要。例如在「青年創業1000計畫」中，線

上論壇即扮演了社會創業者的角色，在正式場合之外促進參與者互相交換意見與

學習。但是較為內向的人比外向的人取得知識的機會相對較低，這是網絡的其中

一項限制。 

 

本研究存在以下限制條件，首先，時間與資源限制讓個案分析顯的不足，而89

位受訪者可能無法代表所有參與「青年創業1000計畫」的人。第二，此計畫進行

的時間不足以觀察到整個網絡的動態以及發展，若能進行較長期的觀測，相信對

於創意產業的網絡活動將有更大效益。最後一點，本文著重於將知識轉化為圖像

分析，缺少了像是參與者的特質與動機以及資訊內容的質化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