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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是目前臺灣地區唯一為臺灣工藝研究之政府機構，目前隸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面臨二十一世紀

時代，大陸經濟崛起，產業外移日益嚴重，復以大陸廉價工藝品充斥島內，各界工藝產業首當其衝，經營艱困前所未有，

政府為加強輔導並提昇行政功能與績效，組織再造工程，援引企業經營腳步不能停緩，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在文化產業中

以擁有多項優越潛能及人才設備，更負有艱巨任務，誠然改造之初將面臨許多員工情緒反彈與抗拒，然為國家長遠願景計

，各相關單位實應多多體諒，務期能在不久未來能塑造出一個現代化而績效卓著的研究體制。達成「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創造人民更大福祉」的政府再造的終極目標。 尤其我國自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手工藝業更深具潛能，配合現行社

區總體營造，發展地方特色工藝產業，臺灣在這方面，過去傳統產業，尤其60-70年代已為臺灣紮下深厚基礎。國立臺灣

工藝研究所將亦面臨組織變革，構建企業經營型態，加強研發、行銷、推廣等業務。爰提出改造進程中現行工藝環境分析

，並提出工藝發展之對策，在面對國際經濟全球化、高科技化、知識經濟化、與資訊管理日益發展環境下，臺灣工藝產業

能恢復生機，進而再創臺灣工藝王國地位。

關鍵詞 : 核心組織，組織變革，社區總體營造，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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