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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第三波「資訊產業」經濟之後，文化創意產業被列為「第四波」經濟動力；尤其是金融海嘯後，全球華人的經濟影響力

受到矚目，其依賴的不再只是經濟實力，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是價值觀，是文化特色，也是生活方式的顯現。 都市文

化經濟爭論中，許多研究指出文化產業群聚浮現在都市區域，各都市也可以在全球利基市場發展文化產業，形成多核心的

全球文化經濟。因此當前的局勢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極為關鍵的時刻。 本研究旨在探討區域創新系統、文化創意產業家數

及產值、大專院校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科系學生人數、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預算、產業群聚集中度間影響的關係，在經實

證研究後，產業群聚集中度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沒有顯著影響，企業家數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大專院校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科系畢業學生人數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政府投入文化創意產業預算對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有顯著正向影響。

關鍵詞 : 區域創新系統、產業群聚、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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