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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解台中市創意市集之發展脈絡，本研究除了觀察台中市各地創意市集的目前舉辦現況，並深入訪談八位創作者、二位

主辦人及三位消費者進行研究，透過創作者的經驗分享，從中尋找創意市集的概況及市集消退問題核心，本研究結果歸納

出下列結論首先，市集的發展脈絡從2006年至2007上半年是興盛時期，2008年有些創意市集停止舉辦，從各地舉辦創意市

集的情況，市集產業的發展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但卻是以一種集中的方式在發展；其次是主辦單位與創作者應具有良好協

調性，不同的場域空間就要依照整個活動需求去規劃設計，創作者應具有個人特質，品牌經營模式與創作者個人特質有密

切關連性，也是整個品牌的基本特色；最後是市集低落的原因有創意市集的商業化、創意人才的流失及政府單位的漠視。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二點具體建議，其一為希望台中市政府能提供健全的市集廣場，讓民眾與創作者能遮風避雨，且

有穩定創作空間和銷售點及塑造具台中特色的創意；其二為對創作者的建議，唯有創作者提昇自己的創意商品，才能改善

創意市集的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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