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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產業示範區及產業品牌　

影響力遍及國內外市場

在產業示範區計畫方

面，歷經4年推動，共計孕育
12個產業示範區及產業品牌，
而以苗栗縣原住民工藝協會所

執行的「跨越與連結──色舞

繞染織產業區域整合暨國際發

展計畫」，堪稱為工藝產業計

畫類別的翹楚。該計畫以尤瑪

‧達陸老師為領頭羊，帶著部

落族人共同推動，從苧麻的復

育種植、傳統染織工藝基礎調

查和「織女」培訓開始，建立

原物料（苧麻）的生產體系及

泰雅族染織知識體系，同時串

聯苗栗縣泰安鄉、南庄鄉與台

中市和平區等原鄉，形成染織

工藝產業鏈，進而形塑「色‧

舞‧繞（S’uraw）」品牌，將
開發出的特色家飾用品和大型裝置藝術推廣並

銷售到國內外市場。

推動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與

綜合發展基金融資專案

原民會於2018年起執行第2期經濟發展4
年計畫，以產業示範區計畫架構為基礎，進一

步推動「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4年
中共扶植了16個產業聚落，其中包含以排灣族
傳統雕刻技藝與傳統智慧底蘊為主軸的「原雕

美學‧普樂地──泰武鄉雕刻產業示範區」。

本計畫是由屏東縣泰武鄉公所執行，將泰武鄉

深厚的傳統雕刻文化資產，透過系統性的文史

資料採集和彙編、人才資料庫建置等方式持續

積累部落資源及能量，接著將閒置空間活化為

具有創作、展示、體驗、教育等功能的文創藝

術園區，進而以「原雕美學」為品牌，向外尋

求異業結合的機會。

除了持續輔導新創企業善用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開發特色商品，並運用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

各類創業融資專案，提供族人

籌措創業市場所需之資金，原

民會亦於2018年起陸續於8個縣
市擇定鄰近消費市場區域，作

為通路匯流平台及遊客引流據

點，2021年起原住民族通路據
點陸續完工營運，各據點藉由

文創商品讓消費者認識更多面

向的原住民族文化，不僅提供

原住民族商品銷售之管道，更

將人潮引流至原住民族部落。

以推升亮點產業為願景　

帶動原民工藝新進程

在完成文化元素保存、設

計能量開發及通路網絡建置等

基礎工作後，原民會進一步盤

點原住民族工藝產業的發展限

制，發現一般消費者對原住民族工藝商品的既

定印象，還停留在運用傳統圖紋設計的耳環、

吊飾等；這幾年透過政策輔導，已有不少創業

團隊經營出屬於自身文化的創意風格，但仍存

在量少、價高、缺乏通路的瓶頸。原民會於最

新一期「原住民族亮點產業推升4年計畫」，
以時尚創意翻轉傳統工藝、跨界合作提升品牌

效能、鏈結生活開拓銷售通路等三大面向持續

提升「生活工藝」亮點產業。

未來4年原住民族產業發展願景為「因應
時代趨勢、推升亮點產業」，透過支持文化端

授權及合作、獎勵企業端聯名及回饋、鼓勵設

計端開發及設計，強化原住民族產業永續營運

的基礎，鼓勵原住民族設計師或文創業者兼顧

傳統智慧結晶與地方價值，進行富有創意巧思

並兼具文化性、創新性和實用性之設計，以彰

顯原住民族的生活智慧，同時藉由媒合／優化

及經紀機制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帶動原住

民族產業新的進程。

原住民族
文化蘊藏多元豐富的內

涵，以文化為載體而發

展出的創意產業足以塑造特色風格，原民會

2014年起成立「經濟發展處」，開始將原住民
族經濟產業獨立成專責業務，並且實施第1期
「原住民族經濟發展4年計畫」，從「單一工
坊；單一部落」調整為「產業鏈串接；跨域資

源整合」，輔以「找特色」、「補不足」、

「種希望」三層次策略意涵，協助族人創業並

推動「原住民族產業示範區」，期促進地方產

業點（新創團隊）、線（產業價值鏈）、面

（產業示範區）之間的串聯。

投資新創團隊百萬創業基金　

發揚原民傳統文化智慧

為活化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增強青年創

業知能及提升創業存活率，原民會自2015年開
始以投資新創取代傳統補助模式，啟動百萬創

業的新興政策，每年選出20組新創團隊成立公
司或商行號，提供最高100萬元的第一桶金，
迄今累積160家新創企業，許多年輕一輩以生
活工藝為核心的創業團隊，重新學習、認識所

屬民族的文化底蘊，抽絲剝繭地探究祖先的傳

統智慧，並加以轉化運用，這些非常優秀的企

業，如「嘎瑪魯岸有限公司」、「源原織品設

計有限公司」及「芙萊創藝有限公司」等。

「嘎瑪魯岸有限公司」以花蓮縣豐濱鄉港

口部落的輪傘草編織工藝為核心，開發時尚燈

飾及皮件商品，已成功打入國際流行市場，銷

售成績令人驚豔。「源原織品設計有限公司」

以排灣族傳統服飾的製作技術為核心，提供傳

統或創新服飾的訂製服務。「芙萊創藝有限公

司」則是充分發揮排灣族的傳統刀藝，除了禮

刀、分享刀的製作外，近年來更開發出國內第

一把「原民風折刀」，跨足登山與野營市場。

原住民族文創產業亮點：推動生活工藝連結時尚

原
民
會
於
最
新
一
期
「
原
住
民
族
亮
點
產
業
推
升

4
年
計
畫
」
，
以
時
尚
創
意
翻
轉
傳
統
工
藝
、
跨

界
合
作
提
升
品
牌

效
能
、
鏈
結
生
活

開
拓
銷
售
通
路
等

三
大
面
向
持
續
提

升
「
生
活
工
藝
」

亮
點
產
業
。

高文斌（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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