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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設計的對象係針對視覺藝術產業現職經營管理工作者，這類組織的目標主要針對視覺藝術核

心創作者所產出的內容進行經營管理及傳播。臺灣地區為數不少的視覺藝術產業在人才培育緩不濟急的

情況下，要如何處理專業人力不足的問題是引發筆者從事本研究的動機。於是，本課程設計首先依據相

關研究論述及成功產業的實踐成果（經由個案分析歸納），分析產業人才分類及所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而要學習什麼專業內容並開設課程來成就這些專業能力，則從專業能力所涉及的學科領域進行知識結構

分析，再行規劃學習科目。後續必須要有進一步的課程實施實證資料來佐證這樣的課程發展有效的程度。

本研究成果為研發出適合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在職工作者增進專業能力的課程架構，內容包括：建立

視覺藝術產業四類經營管理人才專業能力指標、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學科知識結構分析、成就專業能

力的課程科目規劃。 

關鍵字：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工作者、專業核心能力、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in enhanc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for visual arts industries management personnel 

Abstract 

The main research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is to focus on the visual arts industries management personnel. The 

objectives and assignments of this kind of professionals are to progress th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e outputs by the visual arts creators. How to deal with the shortage of specified manpower of visual arts industries in 

Taiwan, initiat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author to be engaged in this research. The standard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re enac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 and practicing results of successful industries. Then, 

the author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refered from the related subjects about visual arts industries management. 

Of course,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empirical data is required to cert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 research result is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suitable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for the on-the-job personnel in the field of visual arts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Key word : visual arts industries, management personnel,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design 



 
 
 
 
 
 
 
 
 
 
 
 
 
 
 
 
 
 
 
 
 
 
 
 
 
 
 
 
 
 
 
 
 
 
 
 
 
 
 
 
 

 

增進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工作者專業能力之課程設計 

一、前言—為視覺藝術產業現職工作者設計的課程 

視覺藝術產業具有一個特質即是以人才為創業最主要的資本，人才的素質是推動產業健全發展的基

礎，人才培育的方向及內容有其研究的重要性。視覺藝術產業發展之基礎人才為核心創作工作者，其次

為促進及傳播視覺藝術內容發展之經營管理人才，極少數的藝術修復人才也非常重要。視覺藝術核心創

作工作者及藝術修復人才在臺灣地區現有高等教育體系中已有長期及專門的科系所負責培育，本文將不

討論這個範圍，而將課程設計的重點針對上述經營管理人才。 

「視覺藝術創作」是一個具有長久歷史的人類文化活動，文明的發展總是先有事實而後才有理論。

自從近年來將文化內容轉換或加值的「體驗經濟」活動盛行後，視覺藝術創作結合產業發展的概念也隨

之興起。根據《2008 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杜紫君總編，2009）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現有視

覺藝術產業經營年數以 10-20 最多，其次為 20 年以上。筆者於是產生了若干疑問：已經存在許久的藝術

組織在營業了那麼長的時間之中，他們究竟從哪裡尋覓經營管理人才？或是現有的人力就是專業人力？

然而臺灣地區有關這個領域的在大學中進行專業人才培育的工作才剛起步不久（大約近十年，且多半以

文化創意產業較廣泛的方向發展為主），若以教育部人文藝術學門中（不計入設計學門）99 學年度現有系

所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觀察，著重於藝術管理及創意產業經營管理者有六個（見表 1），培育在學生總計

266 位。但這些系所的教育目標並不僅限於視覺藝術產業，同時也涉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理論及實務討論。

也就是說，若干年畢業後他們也很可能進入各類文化創意產業中工作，不限定於視覺藝術產業。於是本

研究合理的推測，產業對經營管理現有人力如何增進其專業能力應該有很迫切的需求。 

表 1   99 學年度教育部藝術及創意產業經營管理相關系所 

領域 學門 學類 科系名稱 學年 學校名稱 等級 學生計

人文及藝 藝術學 綜合藝術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99 國立東華大學 大學 48 

人文及藝 藝術學 藝術行政學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99 國立臺北藝術 研究所以上 55 

人文及藝 藝術學 藝術行政學 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 99 國立臺灣藝術 研究所以上 61 

人文及藝 藝術學 應用藝術學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位學 99 輔仁大學 大學 45 

人文及藝 藝術學 藝術行政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 99 元智大學 研究所以上 32 

人文及藝 藝術學 視覺藝術學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99 文藻外語學院 研究所以上 25 

      學生數合計 266 

（資料出處參考教育部 99 學年度大學校院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網址：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7858，研究者整理繪製） 

根據前述年報統計得知在 2002 年時台灣地區已經存在 3,201 家視覺藝術產業，到 2007 年數量為 2,888

個，但從業人數不可考，這些為數不少的產業對於經營管理的專業人力需求應該有某種程度的急迫性，

無論為因應內容產業興盛的未來趨勢或是為人才培育緩不濟急的實況，這些組織要如何處理專業人力不

足的問題便引發筆者的研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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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出這樣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台灣地區現有視覺藝術產業規模以小型居多，根據前引年報

資料顯示視覺藝術產業組織結構以獨資最多，年營業額以 100 萬元以下最多，且從藝術創作代理及經紀

產業不發達的實況看來，核心創作工作者自為經營管理者的需求應該不低。根據筆者近年來在藝術家工

作室、藝廊、藝術博覽會及美術展覽參觀訪談之個案分析的經驗中，藝術家自己擔任作品詮釋及行銷工

作的現象頗為普遍，尤其是年輕及當代藝術創作者，於是筆者思考核心創作工作者可能也有學習經營管

理專業的迫切需求，如何為現有的視覺藝術產業工作者增進經營管理之專業核心能力是為本研究動機。 

筆者本文設計的課程使用者為視覺藝術產業在職工作者，課程發展的基礎遂從產業人才分類及所應

具備專業能力（理想狀況下）做考量，所謂理想狀況是依據產業健全發展及永續經營應該達到的標準，

訂定專業能力的標準依據分別來自於相關研究論述及成功產業的實踐成果（經由個案分析歸納），而要

學習什麼專業內容並開設課程來成就這些專業能力，則從專業能力所涉及的學科領域進行知識結構分析，

再行規劃學習科目（詳見後述）。這樣的課程發展模式是從學習者及產業需求做為主要取向，或許與傳

統大學教育制度的課程發展邏輯不同，但筆者初步研究假設，它應該比較能處理目前臺灣視覺藝術產業

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短缺的問題，當然，必須要有進一步的課程實施實證資料來佐證這樣的課程發展有效

的程度。此課程設計目標為：希望能在某種程度上提昇現有產業人力素質，加速健全現有視覺藝術產業

體質並促進其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以下分別從課程發展與設計的三個階段說明課程規劃內容，首先

為視覺藝術產業人才類別及專業能力分析、其次為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學科知識結構分析，最後為培

育專業能力發展的課程科目或學習主題規畫架構。 

 

二、視覺藝術產業人才類別及專業能力分析 

文建會在2004年的定義認為視覺藝術產業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也不是一個全新的產業，而是以

「產業化」概念來推動與實踐視覺藝術活動。其核心價值包含三項構成要素，第一、以創意為內容的生

產方式；第二、以符號意義為產品價值的創造基礎；第三、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視覺藝術產業的目標在

於讓藝術的創作、藝術品的展覽、流通與服務發揮高單位的經濟效益。此外，還可將其內容、形式、美

學與創意應用在服裝、廣告與平面、影像與廣播製作、遊戲軟體等的設計產業上，提昇這些產品的經濟

價值。這類經濟活動則可衍生出相關的展覽設施、經營、策展專業、市場經紀專業、藝術授權、活動規

劃、出版行銷、文化飲食與餐飲、廣告企畫、流行文化包裝等等行業，甚至帶動社會經濟在新價值與新

意義符號上的創造（文建會，2004）。 

 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對「視覺藝術產業」定義（杜紫君總編，2009）與文建會於2010年8

月30日發布壹字第09920200354 號法規命令訂定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相同，其中視覺藝術產業的內容

及範圍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品拍賣零售、畫廊、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代理、

藝術品公證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業。筆者認為文建會在2004年及2010年的界定都有可資參考之處，前者

的界定較有彈性、並考慮及視覺藝術核心創作內容的應用面；後者的界定較具體，對於政策進行獎補助

時較容易區隔。在規劃視覺藝術產業人才類別及專業能力發展時，為求研究概念上的容易溝通，基本架

構採用文建會2010年的界定並增加本研究提出的概念，而文建會2004年的界定則適合用來說明視覺藝術產

業在觀念上的定義及其與其他領域的互動，事實上跨領域的發展與合作是目前藝術創作很重要的特質，

甫通過的文創法雖將文創產業分為十六類，但產業實際的發展是互相合作或共同應用核心內容，各類產

業之間的互相交流溝通是非常頻繁的，學習者在未來的職場中必然要具備跨領域溝通的素養。 

 筆者根據前述文建會2010年界定之視覺藝術產業範圍為基礎，並參考文化創意產業、藝術管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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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獻及視覺藝術產業個案分析資料1，將本產業人才類別初步分為以下六類： 

一、視覺藝術創作者(藝術家)； 

二、視覺藝術產業技術人才：藝術總監、策展人、導覽員、攝影師、出版品編輯、展場設計及施作、媒

體聯絡人、藝術文物運輸保險等； 

三、視覺藝術產業業務管理人才：藝術組織負責人、經理人、市場調查、行銷及財務人員、藝術法律人

員等； 

四、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經營人才：藝術品拍賣零售、畫廊、藝術品大型商業展覽相關行業、藝術經紀代

理、國際藝術通路人才等； 

五、藝術品公證鑑價及修復人才； 

六、視覺藝術產業諮詢研究人才(教授、研究員、諮詢顧問）。 

筆者將有關藝術品展覽各類核心人才歸類於視覺藝術產業技術人才，視覺藝術產業業務管理人才中

加列藝術法律人員，此類人才幾乎沒有任何專門系所在培養，但在產業運作實務當中卻非常需要。提出

「藝術法律人才」的原因在於藝術產業經營管理會遭遇許多與法律密切有關的問題，例如在藝術品交易

產生爭議、智慧財產權保障及受損求償、藝術授權業務、藝術品失竊處理的法律程序、藝術品展示運輸

受損求償的專業法律以及藝術品公證鑑價的法律機制等課題，都是視覺藝術產業迫切需要的專業人力。

通路經營人才中討論市場各項傳播流通藝術創作的方式與管道，包括歷史悠久的可以稱之為視覺藝術傳

統產業的畫廊及拍賣會、各種藝術交易流通平台、專門負責行銷藝術家作品的經紀人。 

當代大型國際藝術展會的展出是藝術家作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入場卷，新興的藝術交易平台興起

後，對於傳統藝術交易的機構應會帶來不小的衝擊和影響，傳統產業如何運用資訊技術的發達，建立更

多元的交易網路、重視收藏者資訊的收集、研究國際藝術市場指標變化等等，更多的新功課等著通路經

營人才學習，而國際化勢在必行的趨勢下，如何前進異國進入主流市場，讓全世界都有機會欣賞與收藏

臺灣藝術家的作品，將成為這個產業決勝致富的關鍵。藝術品公證鑑價及視覺藝術產業諮詢研究人才極

少數，但非常重要，尤其這些人才都必須花費長期的時間才能培養出某種程度得專業。 

基於文章開始時的說明，本文不討論核心創作工作及藝術修復人才培育內容(詳本文前述)，主要分

析視覺藝術產業技術人才、視覺藝術產業業務管理人才、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經營人才、藝術品公證鑑價

等四類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為求閱讀的清楚筆者分別將各類人才專業能力列表整理，詳見表2-1、

表2-2、表2-3、表2-4。視覺藝術產業諮詢研究人才需具備視覺藝術產業各類工作之專業研究能力，本文將

不另做探討。 

 

表2-1 視覺藝術產業技術人才 

人才類別 職務工作內容 需具備的專業核心能力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具有某一領域的人文、藝術專業知識 

與藝術家溝通的能力 

能夠辨識具有特殊價值的藝術家及其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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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 
能夠發現與詮釋藝術作品的核心價值 

能夠規劃產品、服務與體驗內容的基本方向 

建立專屬內容策略、有系統打造內容價值、建立品牌 

監督各項產品、服務與體驗內容風格的一致性與品質 

策展人 

研究員 

 

 

具有某一領域的藝術史專業知識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與藝術家溝通的能力 

能夠分析作品的原創表現、獨特風格與主題意涵 

能夠向大眾詮釋與溝通藝術創作內容，讓觀眾體驗藝術創的想像

提出展覽整體計畫：發想展示主題、核心概念並設計展示架構 

研究員、導覽員 

 

根據展示主題、核心概念及架構設計展示說明內容 

蒐集展示內容相關（研究與教育）資料的能力 

能夠設計觀眾研究方法、內容並實施 

能夠運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向觀眾說明與溝通藝術展示內容的能力 

教育人員 具備教育心理學及課程教學專業能力、瞭解藝術觀眾特質與需求 

能夠設計規劃與展示主題有關之教育內容、活動或體驗 

展示設計師 具備將平面展示內容進行空間立體化表達的能力 

能夠與策展人、藝術家溝通並深入瞭解展示主題和作品特質 

靈活運用各種藝術展示手法：圖版、實物、模型、多媒體、環境造

根據展示主題和作品特質構想各種可能、適合的、有創意的展示手

與藝術總監、策展人討論整體展示風格 

分析展場環境、繪製展示空間配置、立面與動線示意圖 

監督展場施作以與設計密切配合 

  

 

展場施作 

與設計師討論展示施作細節的能力 

判斷及決定安全施作工法、精確選擇各項展示施作材料的能力 

組織展示施作人員並監都執行完工 

控制展場施作與作品安全事宜（與策展人或導覽員合作） 

（作品）攝影師 能夠瞭解作品的原創表現、獨特風格與主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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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獨特的、深動詮釋藝術作品的攝影表現能力 

出版品編輯 

 

 

能夠瞭解作品的原創表現、獨特風格與主題意涵 

能夠以精湛文字綜合撰述作品特色、設計具有吸引力的閱讀標題（書

整合運用文字編輯、美編、印刷、製版、裝訂技術等元素，製作出

 

 

視覺藝術產
業技術人才 

 

 

媒體聯絡人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能夠瞭解作品的原創表現、獨特風格與主題意涵 

熟悉各項媒體操作策略 

能夠與藝文記者建立良好且密切的互動網路 

發生意外或緊急事件時能夠應變外界的質疑及詢問 

藝術文物包裝
運輸 

安全而正確的執行藝術品運輸期間、佈卸包裝作業 

能夠規劃且執行天災戰爭緊急（搶救）輸送應變作業 

藝術文物保險
規劃 

 

 

 

規劃購藏藝術品保險內容與預算的能力 

具有評估藝術品展示運輸風險的能力 

具有建立國境外再保公司合作制度或網絡的能力 

具備估算藝術品展示運輸保險金額的能力 

具備執行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理賠作業的能力 

 

表 2-2 視覺藝術產業業務管理人才 

人才類別 職務工作內容 需具備的專業核心能力 

 

視覺藝術產
業業務管理
人才 

 

 

 

藝術組織負責
人 

具備樹立組織核心價值、使命與願景的能力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具有某一領域的人文、藝術專業知識 

能夠前瞻產業發展趨勢 

 

 

 

 

 

 

 

職務及工作內
容 

 

建立專屬內容策略、有系統打造內容價值、建立品牌精神 

建立員工學習專業能力的環境與制度 

建置足以啟發員工願景的工作環境與氣氛或文化 

在同業或異業中要建立關係、有良好企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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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人才類
別 

 

 

 

 

 

視覺藝術產
業業務管理
人才 

 

 

藝術組織負責
人 

 

找到組織所需的該領域中最優秀的人才 

發展健全的財務機制 

瞭解國際事務、略通國際貿易及藝術市場交易 

設立國際市場管理發展部門或安排長駐人才 

關注主要產品會產生影響的範圍及周邊元素，包括健康、環保、安

展現同理心而且瞭解別人的喜好需求 

執行長 

經理人 

能夠前瞻產業發展新趨勢 

想像尚未出現但人們渴望的新產品 

將想像創造研發出新產品，並創造響亮的名稱 

聚焦發展有特色且擅長的產品 

規劃品牌定位與品牌行銷策略 

運用獨到的見解來發表產品：說明、傳播、散佈訊息、激發需求、

協助建立專屬內容策略、有系統打造內容價值並結合在產品中實踐 

整合運用組織人力及各項資源完成任務 

市場調查 

行銷人員 

財務人員 

 

調查及觀察藝文觀眾需求的產品 

調查研究文化消費行為及流行趨勢 

調查國內外藝術品參展與銷售通路 

訂定觀眾發展與市場拓展行銷計畫和策略 

訂定與執行財務計畫 

產品獲利模式規劃 

藝術法律人員 處理藝術授權事宜 

處理藝術作品智慧財產權案件 

協助機構及個人處理失竊藝術品案件並建立法律處理程序 

處理藝術品交易爭議案件 

處理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求償作業、鼓催游說建立藝術品公證鑑

 

表 2-3 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經營人才 

人才類別 職務工作內容容 需要專業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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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產業通路經

營人才 

 

 

 

 

 

 

 

 

 

 

 

 

 

 

 

 

 

 

 

 

藝術品拍賣 

畫廊 

 

 

 

 

能夠辨識具有特殊價值的藝術家及其藝術表現 

研究分析國際藝術市場指數變化趨勢 

瞭解藝術品流通及交易的管道與操作技術 

接觸國內外藝術品參展與銷售通路 

研究藝術品價格與價值之間關係的能力 

有系統的規劃主題收藏、展示、拍賣等形成特色或群聚 

發掘年輕有潛力藝術家並提供展出機會 

成立藝術基金，操作藝術投資 

舉辦藝術收藏者專業知識交流的課程或鑑賞會 

 

藝術品大型商

業展覽會 

建立國內外主要畫廊、藝術博覽會、藝術交易組織、藝術經紀代理組

織、藝術家工作室、藝術收藏與鑑賞機構、藝術媒體或個人合作網路

與藝術創作社群保持密切往來關係 

蒐集建立藝術品交易清冊、建立資料庫並密切保持聯誼 

規劃與推動會展各項計畫 

組織策展人力及資源，訂定會展主題與策略 

舉辦藝術收藏者專業知識交流的課程或鑑賞會：發表特定藝術家作品

支援與協助各參展機構及個人 

 

 

藝術經紀人 

(及組織)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具有某一領域的人文、藝術及藝術史專業知識 

與藝術家充分溝通的能力 

能夠辨識具有特殊價值的藝術家及其藝術表現 

發掘年輕有潛力藝術家並規劃發展計畫 

建立藝術家個人作品完整檔案 

運用獨到的見解來發表藝術家作品：撰寫評論、傳播、散佈訊息、激

求、創造渴望及流行 

協助藝術家參與各種類型的藝術創作、藝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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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人才類

別 

 

 

 

 

 

視覺藝術 

產業通路經

營人才 

 

 

職務及工作內

容 

 

藝術經紀人(及

組織) 

 

代理藝術家撰寫計畫申請國內外創作、參展及交流經費 

建立國內外主要畫廊、藝術博覽會、藝術交易組織、藝術經紀代理組

織、藝術家工作室、藝術收藏與鑑賞機構、藝術媒體或個人合作網路

代理藝術家作品進入市場機制 

與同業或異業合作行銷藝術家作品 

舉辦藝術收藏者專業知識交流的課程或鑑賞會：發表特定藝術家作品

 

 

 

 

國際藝術通路

人才 

 

 

 

對某一國際文化及其生活消費型態有充分的瞭解 

分析各種影響零售通路的因素：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零

售結構性因素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根據作品風格特色，長期演繹作品藝術價值，吸引藝術投資者關注 

長期觀察研究國際藝術市場及文化消費變化，找到適當時機及市場缺

口進入，分析市場佔有率 

能夠進行東方流行時尚元素影響力分析 

找出異國文化相似點加以結合提高認同及注意 

聯合海外臺灣創意產業發表產品，創造高能見度 

滲透主流通路、發展定價策略 

長駐國外獨立生活的能力、精通外國語 

 

表 2-4 藝術品公證鑑價人才 

產業人才類別 職務及工作內容 需要專業核心能力 

藝術品公證鑑價 藝術品公證鑑價人 具備某一領域的藝術史專業知識 

具有某一類藝術品分辨真偽的專業能力 

根據不同用途鑑定藝術品價格 

各類藝術品修復專業知識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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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學科知識結構分析 

 「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並不是一個單獨暨有的學科，其學科的知識結構由以下六個範疇構成：

藝術學、文化論述與實踐、管理學、法律學及保險學，以及許多跨領域的學科及科際整合的領域。（詳見

表 3） 

藝術學 

包括藝術史及藝術鑑賞、藝術理論及博物館學。首先，視覺藝術產業的核心內容為視覺藝術創作，

理解與詮釋視覺藝術作品的學科專業知識，是發展內容產業的最核心知識。在藝術史、藝術鑑賞、藝術

理論的諸多學科中，提供視覺藝術產業工作者學習深入的藝術專業知識，以培養學習者具備分析及詮釋

藝術作品價值與内涵的專業能力，能夠辨識歷史中傑出優秀的作品，視覺藝術產業工作者經由藝術社會

學的觀點學習前瞻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緊扣文化消費的脈動，以能研發出觀眾及藝文消費者所需要的藝

術體驗。後現代藝術的理論讓學習者得以探討當代藝術諸多創作的議題及表現手法，藝術心理學提供許

多瞭解觀賞者的知識，博物館學則提供有關策展、展示設計、導覽解說、教育人員、與觀眾溝通藝術概

念、展示說明文撰寫、藝術文物典藏管理知識、規劃大型會展、規劃藝術活動等專業知能。 

文化論述與實踐 

視覺藝術產業的發展受到外在社會文化環境影響的程度很高，社會變遷、政治民主化程度、人口結

構改變、消費文化興起、全球暖化、文化全球化、族群意識等社會文化議題及其反省詮釋的研究發現，

都會影響創作的主題及藝術組織經營的理念。這類的知識本研究概括為文化論述與實踐，並成為本學科

知識基礎的一部份。任何組織的發展皆無法自外於社會文化的脈絡之外，視覺藝術產業也不例外。經由

視覺文化研究概念，它提供有關消費文化、觀察日常生活美學的機制，並探討時尚元素與流行趨勢。敏

銳的人文素養及社會意識需要經由此類文化論述與實踐的理論分析。 

藝術史結合文化論述的專業知識，得以幫助學習者發現具有才華的、優異的視覺藝術核心創作者及

其作品、核心創作者如何在作品中提出一些想法和人文關懷並令觀賞者感動，並為社會創造新的生活態

度和風格，這些議題都是視覺藝術產業工作者最需要的具備的。豐富的藝術專業知識及敏銳的人文素養

幫助學習者經營發展規劃出有品質的視覺藝術產品、服務或體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研究領域在文

創法的分類中並不是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的範圍，但許多藝術活動的改革、藝術概念的多樣貌展現都

在經由活化古蹟歷史空間之中發生，運用藝術活化歷史空間而成為藝術村、藝術家工作室、藝術市集是

目前很重要的一般民眾接觸藝術的生活化的場所，許多藝術改造老舊街區成功的例子意外的為老社趣帶

來新活力及商機，這些實實在在發生在日長生活中的有趣藝術體驗是非常寶貴的，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

理者絕不可畫地自限，越是老舊的荒蕪的閒置空間越是提供創作提供與歷史對話的機會，許多有趣的作

品、藝術行動都產生在鐵道倉庫和酒廠中，藝術賦予歷史文化資產新生命，讓參觀者獲得獨特的美感體

驗和感動。 

跨領域及科際整合的學科 

在這些學科當中包括藝術經濟學、文化地理學及文化社會學。體驗經濟的發展與藝術產業概念的興

起造就了視覺藝術產業有了經營管理的需求，藝術經濟學是跨領域及科際整合的一個學科，視覺藝術產

業很多的理論基礎起源於此。文化地理學及文化社會學提出許多對創意空間和創意城市的具啟發性的理

論，同時帶動藝術進入公共空間、藝術與社區營造等非營利視覺藝術產業的發展。藝術市場運作機制、

藝術投資與藝術基金的概念都讓視覺藝術產業提高實際可以營利、創造營業額的機制，也是傳播藝術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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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很重要的通路，將藝術家推向國際也必須善用這些全球性的博覽會及大型藝術商業會展創造藝術家的

國際能見度。藝術行政學領域討論藝術政策制訂與實施，視覺藝術產業學習申請公部門經費以健全組織

運作是非常基本的功課。而有關「非營利視覺藝術產業」（暫訂）的界定還很模糊，但藝術不可避免的具

有公共性及創造公益的使命，民間團體及為數眾多的短暫的藝術社群，不斷透過各種社區藝術節慶、日

常生活的實驗與遊戲、公立學校及美術館的藝術教育、藝術公益信託、基金會、協會、藝術專業學會、

藝術諮詢與研究組織等型態為提升社會大眾接觸藝術文化資源的願景而努力，雖然目前沒有一個確定的

名稱可以概括這樣的藝術行動和社群，他們在社會當中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與意義，而通常這類不以營

利為主的視覺藝術產業或社群很需要專業的藝術經營管理人才，我們必須予以特殊的關注和支持。 

法律學 

這個領域一向是藝術工作者最害怕面對的，然而藝術的法律課題卻是最真實且經常發生在視覺藝術

產業工作之中，包括：藝術授權、智慧財產權、藝術品公證鑑價機制、失竊藝術品的法律處理程序、藝

術品交易爭議等，每一個主題都非常專業且棘手，尤其在完全缺乏專業人才及完備的相關法令下，限制

很多視覺藝術產業工作的深度及環境，並令視覺藝術產業工作者損失慘重且沒有充足的法律專業知識得

以支持去爭取應有的損失賠償，藝術品公證鑑價機制尚未有效建置，智慧財產權爭議、藝術品交易爭議、

失竊藝術品如何能有專業的法律處理保障，讓視覺藝術產業工作承擔莫大的風險與壓力。這個領域專業

知識的學習有其重要的迫切性。 

管理學 

 主要用於藝術組織經營與管理的業務推展，藝術管理運用管理學專業處理許多藝術組織中基本的管

理工作，包括：視覺藝術產業產品、服務與體驗之規劃研發、人力資源與技術管理、通路經營、財務規

劃、藝文觀眾發展、行銷及品牌經營、藝術管理個案分析與企畫案設計、藝術文化創業等。爾近有關環

保、生態及公共議題的管理學研究也非常值得關注。 

保險學 

 藉由藝術品保險的制度，提供視覺藝術產業在舉辦展示、運送展品過程某種程度的保障並降低可能

發生的風險，在這個領欲中學習藝術品展示運輸安全作業與風險評估及如何進行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

理賠。 

表 3 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學科知識結構分析 

範疇 學科或領域 學習內容及主題 

藝術學 藝術史及藝術鑑

賞 

藝術作品「原創」「獨特風格」「主題內涵」及歷史定位分析 

臺灣藝術史、東亞藝術史、歐美藝術史、當代藝術 

 藝術理論 美學、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色彩學、後現代藝術、空間設

 博物館學 展示策畫、藝術導覽、藝術教育活動規畫、藝術文物典藏管理 

 教育心理學 藝術導覽、藝術教育活動規畫 

文化論述與實踐 視覺文化 消費文化、日常生活的美學活動、時尚元素與流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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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及無形文化 運用藝術活化歷史空間 

跨領域或科際整合 藝術經濟學 體驗經濟、藝術市場、拍賣會與博覽會、藝術投資與藝術基金 

 文化地理學 創意空間、創意城市、藝術進入公共空間、藝術與社區營造 

 藝術行政學 藝術政策制訂與實施 

 媒體與大眾傳播  

 非營利視覺藝術 社區藝術節慶 

法律學 藝術的法律課題 藝術授權、智慧財產權、藝術品公證鑑價機制、失竊藝術品法律

管理學 藝術組織經營與 視覺藝術產業產品、服務與體驗之規劃研發 

  視覺藝術產業人力資源與技術管理 

  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經營、視覺藝術產業財務規劃、藝術文化創業 

  藝文觀眾發展、行銷、品牌經營 

  藝術管理個案分析與企畫案設計 

保險學 藝術品估價與保 藝術品展示運輸安全作業與風險評估 

  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理賠 

 

四、課程設計規劃架構 

 本課程設計之目標使用者為視覺藝術產業現職工作人員，而要學習什麼專業內容並開設課程來成就

這些專業能力，詳見表 4-1、4-2、4-3 所列（有關培養藝術品公證鑑價及視覺藝術產業諮詢研究人才的課

程設計，需待文獻探討後才能完成，目前暫無法規劃）。這樣的課程發展模式是從學習者及產業需求做

為主要取向，此課程設計目標為：希望能在某種程度上提昇現有產業人力素質，加速健全現有視覺藝術

產業體質並促進其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表 4-1 視覺藝術產業技術人才培養專業核心能力的課程 

課程科目 培養的專業核心能力 

藝術史及藝術鑑賞 

人文與藝術發展 

藝術理論 

瞭解人文藝術發展現象、生態及特質 

具有某一領域的人文、藝術專業知識 

能夠分析作品的原創表現、獨特風格與主題意涵 

能夠進行東方流行時尚元素影響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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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心理學 

美學 

藝術社會學 

後現代藝術 

體驗經濟 

設計的風格與技術 

視覺傳達設計 

中文書寫表達 

圖文傳播技術 

能夠辨識具有特殊價值的藝術家及其藝術表現 

能夠發現與詮釋藝術作品的核心價值 

與藝術家溝通的能力 

具有獨特的、深動詮釋藝術作品的攝影表現能力 

能夠與策展人、藝術家溝通並深入瞭解展示主題和作品特質 

整合運用文字編輯、美編、印刷、製版、裝訂技術等元素，製作出能夠充分

根據作品風格特色，長期演繹作品藝術價值 

監督各項產品、服務與體驗內容風格的一致性與品質 

能夠前瞻產業發展趨勢 

藝文觀眾發展與研究 

博物館學 

博物館觀眾研究 

博物館展示設計 

博物館詮釋與溝通 

學習理論 

視覺藝術教育理論 

能夠向大眾詮釋與溝通藝術創作內容 

提出展覽整體計畫：發想展示主題、核心概念並設計展示架構 

規劃與推動大型藝術會展各項計畫 

能夠設計規劃與展示主題有關之教育內容、活動或體驗 

具備教育心理學及課程教學專業能力、瞭解藝術觀眾特質與需求 

能夠設計觀眾研究方法、內容並實施 

蒐集展示內容相關（研究與教育）資料的能力  

藝術品展示設計 

空間設計 

色彩學 

公共空間的藝術改造 

設計圖製作 

大型展覽結構分析 

展場安全設計技術手冊 

人力資源與技術管理 

設計實務管理 

具備將平面展示內容進行空間立體化表達的能力 

根據展示主題和作品特質構想各種可能、適合的、有創意的展示手法 

靈活運用各種藝術展示手法 

分析展場環境、繪製展示空間配置、立面與動線示意圖 

監督展場施作以與設計密切配合 

與設計師討論展示施作細節的能力 

判斷及決定安全施作工法、精確選擇各項展示施作材料的能力 

組織展示施作人員並監都執行完工 

控制展場施作與作品安全事宜（與策展人或導覽員合作） 

熟悉各項媒體操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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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研究與實務 

媒體研究 

能夠與藝文記者建立良好且密切的互動網路 

發生意外或緊急事件時能夠應變外界的質疑及詢問 

藝術文物包裝運輸操作規範訓練 

藝術文物緊急強救技術 

藝術文物包裝實務訓練 

安全而正確的執行藝術品佈卸包裝作業 

安全而正確的執行藝術品運輸期間作業 

能夠規劃且執行天災戰爭緊急（搶救）輸送應變作業 

藝術文物保險規劃 

財務規劃 

藝術品估價實作 

藝術的風險評估 

藝術品保險理賠實作 

規劃購藏藝術品保險內容與預算的能力 

具有評估藝術品展示運輸風險的能力 

具有建立國境外再保公司合作制度或網絡的能力 

具備估算藝術品展示運輸保險金額的能力 

具備執行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理賠作業的能力 

 

表 4-2 視覺藝術產業業務管理人才培養專業核心能力的課程 

課程科目 培養的專業核心能力 

文化社會學 

消費社會學 

創意階層 

創意空間、創意城市 

體驗經濟 

創意經營管理 

當藝術遇上經濟 

安廸沃荷經濟學 

當代文藝研究案例 

創意城市的思考技術 

藝術管理個案分析 

能夠規劃產品、服務與體驗內容的基本方向 

建立專屬內容策略、有系統打造內容價值、建立品牌 

能夠前瞻產業發展趨勢 

建置足以啟發員工願景的工作環境與氣氛或文化 

建立員工學習專業能力的環境與制度 

在同業或異業中要建立關係 

找到組織所需的該領域中最優秀的人才 

發展健全的財務機制 

瞭解國際事務、略通國際貿易及藝術市場交易 

設立國際市場管理發展部門或安排長駐人才 

關注主要產品會產生影響的範圍及周邊元素，包括健康、環保、安全、法律

展現同理心而且瞭解別人的喜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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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的文化想像 

探索亞洲設計師的創意 

英國的頂尖設計故事 

頂尖設計師自我經營學 

自我修養與自我創新 

C 議題 

從蘋果到皮克斯 

想像尚未出現但人們渴望的新產品 

將想像創造研發出新產品，並創造響亮的名稱 

聚焦發展有特色且擅長的產品 

規劃品牌定位與品牌行銷策略 

協助建立專屬內容策略、有系統打造內容價值並結合在產品中實踐 

運用獨到的見解來發表產品 

整合運用組織人力及各項資源完成任務 

消費社會學 

異國生活消費型態研究 

文化產品開發管理 

企畫案設計與寫作 

文化市場與藝術票房實作 

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研究 

視覺藝術產業財務規劃 

研究觀察藝文觀眾產品需求 

研究文化消費行為及流行趨勢 

研究國內外藝術品參展與銷售通路 

訂定觀眾發展與市場拓展行銷計畫和策略 

訂定與執行財務計畫 

分析各種影響零售通路因素的能力 

對某一國際文化及其生活消費型態有充分的瞭解 

藝術法律學 處理藝術授權事宜 

 處理藝術作品智慧財產權案件 

 協助機構及個人處理失竊藝術品案件 

 協助機構及個人建立失竊藝術品的法律處理程序 

 處理藝術品交易爭議案件 

 處理藝術品損壞鑑價與保險公司求償作業、鼓催游說建立藝術品公證鑑價法

 

 

表 4-3 視覺藝術產業通路經營人才培養專業核心能力的課程 

課程科目 培養的專業核心能力 

國際藝術市場指數研究 研究分析國際藝術市場指數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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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流通交易的管道實作 瞭解藝術品流通及交易的管道與操作技術 

藝術產業通路研究 接觸國內外藝術品參展與銷售通路 

 研究藝術品價格與價值之間關係的能力 

畫廊與藝術展示空間經營 有系統的規劃主題收藏、展示、拍賣等形成特色或群聚 

當代藝術家作品分析 發掘年輕有潛力藝術家並提供展出機會 

藝術基金操作實務 成立藝術基金，操作藝術投資 

藝術產業通路實作 

成為藝術經紀代理人 

建立國內外主要畫廊、藝術博覽會、藝術交易組織、藝術經紀代理組織、藝

術家工作室、藝術收藏與鑑賞機構、藝術媒體或個人合作網路 

成為藝術經紀代理人 運用獨到的見解來發表藝術家作品 

協助藝術家參與各種類型的藝術創作、藝術交流活動 

代理藝術家撰寫計畫申請國內外創作、參展及交流經費 

舉辦藝術收藏者專業知識交流的課程或鑑賞會：發表特定藝術家作品 

與同業或異業合作行銷藝術家作品 

 

五、本課程可能的實施方式 

此類課程的實施有許多可能的方式，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討論。由大學及研究機構具備專業師資者開

設在職專班進修或設立學程是一個可行的方式，但師資班別有限及時間較固定，不一定能配合產業立即

需求，學習者因為工作時間不一定能配合學校開課時間來進修等因素也是要考慮的。另一種方式可以考

慮的是，有些地理位置接近或產業類別接近的中小型視覺藝術產業可以聯合開設進修課程，規定產業工

作者必須充實及改善專業知能，課程內容及專業師資的安排可以委託相關專業學會進行規畫，並且配合

產業實際面臨的問題開設相關專業知能研習，人才培訓的教學經費可以向文建會及相關單位申請，或由

產業負擔部份經費，畢竟人才投資在視覺藝術產業發展上是最重要的工作。而由大學及產業合作開設課

程也是一種不錯的方式，對於大學在學生而言可以提供他們一些產業實習的機會。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對象以視覺藝術產業現職工作者為主，其另外的原因是，許多具有視覺藝術產業

經營管理實務者並非在大學及研究機構當中，而這類產業所涉及的跨領域專業知識或實務知能非常複雜，

實務工作的師資較難以學期制每週 2-3 小時的方式來授課，他們比較適合採用一段時間密集討論的方式來

進行研習及實務操作，於是課程的設計若純粹針對大學生會有教學制度上的限制，研究所的學習階段或

可適用。因應這類的課程實施需要大量運用產業現場教學的因素，固定學期學分制度的教育體系會有限

制，許多大型重要藝術會展、拍賣會、藝術展示或社區藝術節慶活動並不在學期的學習時間之內。在職

工作者學習時間無法安排長期而固定的特質，可以彈性規劃運用時間來上課的方式更適合他們。 

核心創作工作者可以透過前述由大學或產業舉辦的課程來進修，或許需要先加入專業的協會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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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組織可以舉辦專業的課程提供會員參與，這也是本研究所設計的課程應用的方向之一。 

 

六、結語：後續研究建議 

在臺灣社會中存在著為數不少的，以增進公共生活品質及培育社會大眾藝術素養為主要目的之視覺

藝術行動和社群，在本研究中暫時稱之為「非營利視覺藝術產業」。這類的社群及活動並不適用市場機制，

本文後續研究建議認為可進行「非營利視覺藝術產業」人才培育的相關主題討論。有見於藝術民主化的

趨勢將與日劇增，我們必須要有專業的人才來經營管理這些組織或活動，以保障一般民眾參與各類生活

當中所發生的藝術活動能獲得一定品質的美感經驗。若從視覺藝術創作本質及一般民眾參與或接觸藝術

活動的動機分析，有很大程度的是涉及一種精神文明以及價值創造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產生無法計算的

「美學或藝術的溢價」，許多藝術活動的收獲和影響是無形的，無法純粹以「產業」或「營利」的觀點來

討論，藝術所創造的公共福祉和價值很多時候是超越利益和產值的；衡諸臺灣地區由政府、學術研究機

構、民間公益團體、社區自治組織、藝術社群所積極努力推展的藝術進入公共空間、社區的藝術節慶活

動、藝術改造歷史閒置空間、藝術古蹟保存與經營管理等，這些行動具有重要的社會使命是讓一般大眾

分享藝術文化資源，但往往非常缺乏專業人力及充裕的經費（除政策固定獎補助的機構外）。然而目前為

止，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名稱可以概括這樣的藝術行動和社群，為數不少的視覺藝術產業是微型、充滿實

驗性質的暫時性社群，他們在社會當中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與意義，而通常這類不以營利為主的視覺藝

術產業或社群很需要專業的藝術經營管理人才，筆者認為這是很值得鼓勵年輕人投入的領域。 

 

註釋 

1.(1)藝術管理相關文獻參考如下文獻： 

文化新形象：藝術與娛樂管理、好創意,更要好管理：第一本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經營體檢書、藝術管理

這一行、如何開發藝術市場、藝術經理行銷手冊、社區藝術管理、非營利組織行銷、文化行政、藝術

創業論、臺北創意散步學、創意 X 創業-與 25 位成功創意人的創意對談、未來在等待的人才、當藝術

遇上經濟、東京新銳設計、日本設計的未來學、安廸沃荷經濟學、英倫創意動力、2008 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年報、臺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辦理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人才需求調查研究、創意新貴、創意

亞洲現場、創意城市： 打造城市創意生活圈的思考技術、原鄉時尚：八倍速驅動創意經濟、創意之島：

英國的頂尖設計故事、設計典藏-創意產業的文化想像、節慶與活動管理、頂尖設計師的自我經營學、

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等。 

 (2)產業個案觀察分析參考資料來源： 

筆者實地訪查資料(未出版)：日本東京吉卜力美術館、岩崎智廣美術館、東京藝術大學、ICC 新藝術多

媒體中心、東京國立美術館、京都奈良美術館、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故事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館、黃金博物園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南土溝

村藝術社造、台北寶藏岩藝術家駐村活動、洄瀾國際藝術節、花蓮馬太鞍文史工作室、豐田文史工作

室、花蓮富源拔仔莊、花蓮米棧角石藝術村、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花蓮維那斯畫廊、文建會藝術創

意產業博覽會、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奔牛節、北美館雙年展、台東史前博物館、高雄市美館、

高雄歷史博物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台北當代藝術館、故宮博物院、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台東鐵



 
 
 
 
 
 
 
 
 
 
 
 
 
 
 
 
 
 
 
 
 
 
 
 
 
 
 
 
 
 
 
 
 
 
 
 
 
 
 
 
 

 

增進視覺藝術產業經營管理工作者專業能力之課程設計 

道藝術村、蔡平陽木雕工作室、2010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2010 粉樂町、景薰樓拍賣會、蘇富比拍賣

會、台北國際花博會、蘭陽博物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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